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
委）在2021年2月第四十七
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粮食
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
自愿准则》是一个具体的政
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谈判
达成的政策工具，供各国政
府、专门机构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用以制定适当的政策、
负责任投资和制度安排，从
粮食体系角度处理各种形式
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原因。

《自愿准则》提出了一系列
广泛的建议，以促进相关部
门（卫生、农业、教育、环
境、性别、社会保护、贸易
和就业）之间的政策一致性
并减少政策条块分割，所有
这些部门都对粮食体系和营
养具有影响。它们旨在支持
制定协调的、多部门的国家
政策、法律、计划和投资规
划，以便通过可持续的粮食
体系实现安全和健康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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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该准则与众不同？
《自愿准则》是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多边层面就粮食体系
和营养之间的联系谈判达成的唯一全球政策工具。该准则：
• 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多部门的基于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从

整体上考虑粮食体系，并审视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多方面
原因。

• 提出了关键概念的商定案文，如健康和不健康膳食、营养
食品、粮食体系和可持续粮食体系。

• 通过不同行为主体之间以及国际、区域、国家、次国家级
和地方各级所有相关部门的协调行动，为制定针对具体情
况的政策和相关负责任投资做出贡献。

• 支持努力加强治理和问责机制，促进包容性决策进程，这
些进程基于透明的参与规则，包括识别和管理潜在利益冲
突的保障措施。

• 促进以下政策与行动：
 › 提高人民的生计、健康和福祉；
 › 鼓励可持续粮食生产和负责任消费安全、多样和营养的

食物，以实现健康膳食；
 › 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利用；
 › 支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 认识到在粮食体系内部、之间及其构成要素 – 粮食供应
链、粮食环境、消费者行为 – 实施干预措施的重要性，以
提高其提供健康膳食的能力，并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
产生积极成果。这是基于其对可持续粮食体系和健康膳食
之间的密切联系的认识。

• 是全球性的，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能力和发展水
平。

• 支持实施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2016-2025年），帮
助各国落实2014年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商定的《行动框
架》中的建议。

该准则将如何实施，由谁实施？
鼓励粮安委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制定协调和多部门的国家政策、法律、计划和投资规划，以实现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提供健康膳食和改善营养时，推动使用和应用 该《自愿准则》。《自愿准
则》载有关于其实施和监测的建议，其中界定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概述了建设和
加强实施能力的计划，并界定了监测和评价方法。

引 言



重点领域
《粮食体系和营养自愿准则》围绕
七大重点领域构建，涵盖了与改善
膳食和营养相关的交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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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民主和负责任治理1
《自愿准则》强调粮食体系内全球、区
域、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种行为主体的治理
机制、领导力和问责制的重要性。它为以
下方面提供指导：
• 促进政策协调；
• 将粮食体系和营养纳入发展规划；
• 建立问责机制以及监测和评价工具；
• 加强土著人民对粮食体系的参与。

贯穿粮食体系的性别平等和妇
女赋权6

《自愿准则》提出了一系列行动，以改善
妇女的福祉，确保直接获得金融、技术和
生物物理资源，改善和促进在决策中的代
表和参与，平衡权力关系，克服限制平等
和健康食物选择的法律障碍。这是承认性
别关系和文化规范是饥饿、营养不良和不
健康膳食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特别是
对妇女和女孩而言。

人道主义背景下有韧性的粮食
体系7

《自愿准则》强调，必须根据国际人道主
义法、普遍商定的人权文书和国家立法，
将人道主义危机期间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与
长期战略联系起来。该准则建议在人道主
义危机中满足眼前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需
求，同时确保这些应对措施不会对粮食体
系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
准则呼吁保护最弱势人口，提高粮食体系
在人道主义背景下的韧性，并提高所提供
的粮食和营养援助的质量。

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食品安全4
《自愿准则》认识到食品安全对粮食体
系各个部分以及预防和控制潜在的食品
安全危害的关键作用，强调需要：
• 开展国际和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合

作；
• 促进有效的风险评估、沟通和管理；
• 建立适合不同规模、背景和生产及

营销模式的控制系统。

以人为本的营养知识、教育
和信息5

《自愿准则》概述了通过支持人们提高知
识、意识、技能、教育和信息质量来促进
健康膳食的政策切入点。拟议行动立足考
虑和保护饮食文化、社会规范、关系和传
统的范围和多样性，通过发展可持续粮食
体系促进健康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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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
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健康
膳食的可持续粮食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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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链在人类健康、抵御能力以及粮
食体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愿准则》提
出了一系列行动，在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
退化的情况下，创建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粮
食供应链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该准则
致力于：
• 实现气候适应和减缓主流化；
• 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
• 保护粮食体系劳动者健康；
• 改善粮食储存、加工、包装和转化；
• 增强青年在粮食体系中的权能。

通过可持续粮食体系平等和公
平地获取健康膳食3

《自愿准则》建议潜在的政策切入点，通
过在人们购买、选择和食用食品的环节发
展可持续粮食体系，改善有助于健康膳食
的食物在物质和经济方面的获取以及供
给。在这方面，准则旨在促进确保人们平
等获取充足、可负担、安全和有营养的食
物，以满足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和食
物偏好的食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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