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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十十十十 六六六六 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  

2010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1－－－－14 日日日日和和和和 16 日日日日，，，，罗马罗马罗马罗马 

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与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与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与国际粮食安全和营养民间社会机制与  

粮安委粮安委粮安委粮安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之间关系的之间关系的之间关系的之间关系的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状况报告状况报告状况报告状况报告  

 

1. 改革之后的粮安委请民间社会组织“自行建立一个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机

制，由其发挥作用，推动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粮安委之间的磋商及在粮安

委工作中的参与”（CFS2009/Rev.2，第16段）。本文件是关于民间社会机制与粮

安委之间关系的建议的状况报告。建议草案将在九月中最后确定以提交2010年11

月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 

2. 2009年11月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一起举行的民间社会论坛（人民粮食主权

论坛）给予粮安委接触小组中民间社会组织参加者的任务是，民间社会继续配合

粮安委主席团的工作，直到民间社会机制开始运作时为止。该项任务包括拟定一

个自主民间社会机制的建议。技术小组的三个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即国际计划委员

会（包括“农民之路”组织在内的粮食主权国际计划委员会）、乐施会和援助行

动国际自行设立一个起草委员会以促进民间社会机制的建立。 

3. 起草委员会拟定了民间社会机制的“草案初稿”，并于2010年3月通过电邮

和网站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广泛分发。此外，在以下一系列会议上讨论了草

案初稿：农发基金农民论坛（2010年2月），国际计划委员会年会和紧接年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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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相关组织开放性会议（2010年3月），为更新粮食危机高级别工作组《综合

行动框架》而举行的一次磋商会（2010年5月），与粮农组织区域会议一起举行的

民间社会磋商会。 

4. 除了上述会议所提供的投入之外，还收到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的一些意见。

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些反映，在起草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后将这些反映纳入

民间社会机制“草案第一稿”。编制了一份表格以记录收到的所有建议，并在8月

初将该表与草案第一稿（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广泛分发。接收意见的截止

日期为2010年8月31日。起草委员会将拟定草案第二稿，利用现在第二轮意见所提

供的投入。该草案将规定，在一年之后对民间社会机制进行评价和改进。 

5. 草案第二稿即最终文件将在9月中准备就绪，并将译成粮农组织官方语言提

供给粮安委第三十六届会议代表。民间社会机制最终文件将从9月中开始广泛分

发，并要求民间社会组织批准。该文件还将提交出席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

的民间社会组织论坛的民间社会组织批准。 

6. 将在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设立民间社会机制协调委员会。由于涉及范围广泛

的利益相关方以及该项工作的创新性，民间社会机制显然需要有时间并进行试验

来解决各种问题。然而，在2010年11月粮安委年会上必须使民间社会机制运作起

来以确保民间社会有效参与11月全体会议的决策及粮安委主席团和咨询小组从10

月中开始处理的繁重工作量。在第一年“试验”期，参加者将更好地了解民间社

会机制的运作，并根据一年之后的评价情况，可能重新审议民间社会机制，选择

一个新的协调委员会（根据粮安委本身的程序期限为两年）。但在第一年，将尽

一切努力确保协调委员会成员、粮安委咨询小组成员、粮安委全体会议参加者的

挑选过程和促进民间社会行动方最广泛参与粮安委工作这一过程具有最大包容性

及尽可能透明。 

7. 民间社会机制建议草案第一稿涉及以下问题： 

• 作用和职能 

• 组织原则 

• 参与粮安委进程 

• 治理与机构 

• 分配民间社会在粮安委全体会议上的席位 

• 交流 

• 资源需要量 

• 问责及评价。 

 

     

行动援助 

粮食主权国际计划委员会 

乐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