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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程 序 

1. 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在理事会独立主席 Aziz Mekouar 的主持下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至 27 日在罗马举行。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1 

2. 理事会注意到欧洲共同体提交的关于权限和表决权的声明，并在考虑了

77 国集团关于将议题 14 的标题从“对粮农组织的全面独立外部评价” 修改为

“对粮农组织的独立外部评价” 并将其作为议题 17.3 列入“其它事项” 以后通过

了会议的议程和时间表。议程见本报告附录 A。 

选举三名副主席和任命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成员2 

3. 理事会选出了会议的三名副主席： Ilia Krastelnikov（保加利亚）、

Mohammad Saeid Noori-Naeini（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Muhammad Ismail 

Qureshi（巴基斯坦）。 

4. 理事会选举 Noel D. De Luna 先生（菲律宾）为起草委员会主席，起草委

员会成员如下：澳大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刚果、古巴、埃及、

芬兰、德国、日本、菲律宾、刚果共和国、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世界粮食和农业形势 
粮食和农业状况3 

5. 理事会对文件 CL 127/2 表示赞赏，并普遍赞同该文件对当前世界粮食和

农业形势的阐述。许多成员提供了关于其各自国家粮食、农业和粮食安全形势

的补充情况。 

6. 理事会对减少世界食物不足人数进展不够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重新作出

承诺和努力，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及千年发展宣言关于在 2015 年以前将饥饿

人数减半的目标。理事会还注意到在全球一级的减少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少数

国家进展迅速，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则停滞不前或恶化。 

                       
1 CL 127/1-Rev.2; CL 127/INF/1-Rev.1; CL 127/INF/6; CL 127/LIM/4;  

CL 127/PV/1; CL 127/PV/8 
2 CL 127/PV/1; CL 127/PV/8 
3
 CL 127/2；CL 127/PV/2；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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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事会强调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加快消除世界粮食不安全的进

展而加强协调一致的努力。理事会注意到，当欠发达的所有原因得到适当处理

时将会在战胜饥饿和贫困方面取得进展，需要从减少食物不足的成功事例中吸

取经验教训。理事会还要求粮农组织继续监测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同时努力改

进 新信息收集和评估的方法。 

8. 理事会关切地注意到 近的一些趋势和事态发展对世界粮食安全的不利影

响。尤其是： 

 世界上存在大量粮食危机，显然是由于不利的气候条件和武装冲突加

剧了长期粮食不安全情况，在反复和长期出现这种情况时尤其如此； 

 动植物病虫害，包括 近在亚洲和北美洲地区爆发的禽流感和在西非

及其它地区爆发的沙漠蝗虫对作物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的风险，以及

需要持续提供国际支持，以防止今后爆发； 

 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水平不足，在食物不足比例较高的国家尤其如此； 

 价格不稳对粮食进口和出口收入的潜在不利影响。 

9. 许多成员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建立一个可持续而有效的

机制，赋予其有关手段，由粮农组织主持，为彻底根除已知为周期性的沙漠蝗

害开展协调一致的深入运动履行其使命。 

10. 理事会认识到一些捐助方所作的重要贡献，承认需要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额

外的国际资源，以避免饥荒情况出现。理事会还注意到确保紧急援助有利于农

业部门恢复的重要性。正如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实物权的

自愿准则的第 15 项准则中反映的那样，许多成员认为根据合理的需要评估提供

的粮食援助应针对 脆弱的人口，并只能在国际上公认的紧急情况下使用。 

11. 理事会强调了农业和乡村发展在减少贫困和食物不足方面的极端重要作

用，并强调了增加资源流量和效率，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 

12. 理事会注意到包括农业在内的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及粮食

不安全的贡献。理事会还认识到多哈发展议程内公平和面向市场的贸易体制的

重要性以及在世贸组织 2004 年的一揽子框架协议中 近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理事会呼吁粮农组织通过其关于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影响的分析以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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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它们促进其对多边贸易谈判的理解和参与而继续支持农产品市场自由化的努

力。 

13. 许多成员强调了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特别计划和南南合作所作的积极贡

献。若干成员还指出他们准备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分享其经验和专长。 

14. 许多成员要求粮农组织支持反饥饿和贫困行动首脑会议（2004 年 9 月 20

日，纽约）的 后宣言。 

15. 理事会注意到需要特别关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粮食和农业部分，并欢

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近通过的马普托宣

言—“共建我们的未来”，该宣言承认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 

16. 理事会注意到实现粮食安全需要一套复杂的措施，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粮食

生产和供应。理事会特别强调需要促进获得粮食和创收机会的措施。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2004 年 9 月，罗马）报告4 

17. 理事会赞同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及其中包

含的结论和建议。关于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理事会对全球减少食物不足

人数的进展仍然非常缓慢表示关切。理事会特别强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形

势令人担忧。理事会注意到战胜饥饿的努力仍然不足。在这方面，理事会忆

及，乡村发展对可持续发展及消除贫困和饥饿至关重要，并呼吁各国在国家战

略和预算中更加优先重视通过农业和乡村发展实现粮食安全。一些成员向理事

会介绍了其各自政府为消除贫困和饥饿所采取的行动。 

18. 理事会强调，战胜贫困和饥饿的首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理事会一致认为

形成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创造有益于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的有利政治、社会、经

济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的环境极其重要。理事会强调，国家一级的努力应得到有

利国际环境的支持，并一致认为需要增加对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拨款，包括官方

发展援助。许多成员强调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重要性。理事会强调了

粮食援助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粮食援助的重要性，但强调不可能仅仅依靠粮食

援助来持续地消除饥饿。 

19. 理事会提及蝗害在西部和北部非洲的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一系列飓风

近引发的紧急情况及其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致使穷人的贫困和饥饿

状况恶化。受到蝗虫危机影响的一些成员对粮农组织和捐助国提供支持表示感

                       
4
 CL 127/10; CL 127/PV/3;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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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并呼吁为补充已经作出的重大努力提供额外的援助。理事会建议捐助国、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加快向受灾国家提供协调一致的紧急援助，以防止

形势进一步恶化。 

20. 理事会满意地认识到委员会对世贸组织 2004 年 7 月份一揽子框架协定表

示欢迎，并支持委员会关于需要认真开展工作，对所达成的共识注入实质性内

容的看法。理事会还支持委员会的以下建议，即贸易分析继续成为对世界粮食

安全形势评估的一部分，粮农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从自由化贸易环境所提

供的机遇中获益的能力。 

21. 理事会支持委员会在 2006 年主办一次特别论坛的决定，以便根据目标

7.3 即 7.3(g)和 7.3(h)中的建议，审查在实现首脑会议各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

展。理事会同意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代表可提供的资源范围内提

供资金，在 2005 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进行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 

22. 理事会注意到，根据其第一二五届会议的建议，粮安委审议了关于监测世

界粮食首脑会议后续行动执行情况的修订报告格式。理事会认为秘书处应召开

一次区域均衡的专家工作组会议，审查和 终确定修订的报告格式及相关的一

系列指标。 

制定一套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 

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政府间工作组（2004 年 9 月）5 

23. 理事会忆及，应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的要求，理事会第一 O 三

届会议建立了制定一套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

准则政府间工作组（政府间工作组）。政府间工作组第四届会议于 2004 年 9 月

23 日通过了自愿准则文本，并将其提交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2004 年 9 月 20－23 日，罗马）。粮安委该届会议核准了这些准则，并将其提

交理事会 后通过。 

24. 理事会对以透明和参与性方式进行的谈判成功结束向政府间工作组主席、

其成员和观察员以及秘书处表示感谢。 

25.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

准则，这些准则见本报告附录 D。理事会建议成员实施这些准则，决定提请大

会下届会议注意这些准则，并要求总干事确保向联合国所有相关机关和机构广

泛分发这些准则。 

                       
5
 CL 127/10-Sup.1; CL 127/PV/3; CL 127/PV/4;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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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许多成员还要求秘书处通过纳入主流活动并纳入下一期工作计划和预算的

建议，确保就自愿准则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其中包括准备信息、交流及培训

材料，并加强其能力，协助成员实施自愿准则。许多成员还要求秘书处为进一

步将自愿准则纳入主流活动而寻求额外的预算外资源。 

农业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2004 年 2 月，罗马）报告6 

27. 理事会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增加。理事

会认为这一问题复杂，将需要成员国在国家和区域一级进一步研究。 

28. 理事会强调，与饥饿和营养不良作斗争必须继续作为粮农组织的一项高度

优先重点。大多数成员认为专家报告建议的科学依据不足，在各国实施其全球

建议将需要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 

29. 许多成员鼓励粮农组织按照其核心职责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

膳食、营养和非传染性疾病方面进行合作，为预防这些疾病向成员提供有关营

养的作用和健康膳食的政策建议。理事会建议在粮农组织现有财政资源范围

内，考虑到各国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特点，对不断改变的食品消费方式与非传染

性疾病之间的联系、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农业生产系统和商品贸易可能产生的影

响以及供应对多样化的反应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 

30. 理事会指出，在 CL127/9 文件中，在农业委员会（农委）报告正文前题

为“要求理事会注意的事项”一页，第二点正确的措辞应为“许多成员（而不

是委员会）认为，专家报告可能成为各国政府审议营养建议的一种有益资源，

以减轻非传染性疾病日益增加的负担”。在指出这一点之后，理事会核准了农委

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活动 
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关于其 2003 年活动的年度报告7 

31. 理事会赞扬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其执行局关于其活动的年度报告中所反映的

在 2003 年开展的工作。 

32. 注意到该年度报告已经在 2004 年 5 月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年会上

详细讨论，理事会指出本届会议没有需要讨论或辩论的具体问题。 

                       
6
 CL 127/9; CL 127/PV/4; CL 127/PV/8 

7
 CL 127/3; CL 127/PV/4;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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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理事会欢迎增加财政捐助和扩大捐助基础。理事会认识到对多边供资水平

下降表示的关切。 

34. 一些成员建议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 2003 年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颁布的准则，在其下一份年度报告中说明为解决粮食紧急情况的根源而进行的

工作。 

35. 许多成员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努力加强预警系统和发展中国家应对自

然和人为灾害的能力。 

选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六名成员8 

36. 按照 1999 年 11 月 13 日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第 6/99 号决

议，要求理事会从粮农组织的成员国中选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六名成

员，任期为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37. 因此理事会从各个名单中选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如下成员，任期

为三年（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名单 成 员 

A 刚 果 
尼日尔 

B 泰 国 

C 海 地 

D 加拿大 

 德 国 

38. 理事会注意到萨尔瓦多已从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辞职，并同意尼加拉瓜

占有 2005 年 1 月 1 日空出的席位。理事会还注意到比利时已从世界粮食计划署

执行局辞职，并同意瑞士占有 2005 年 1 月 1 日空出的席位。 

第二次粮农组织/世卫组织 
全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2004 年 10 月，曼谷）和 

区域食品安全会议的结果9 

39. 理事会已获悉第二次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全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

（2004 年 10 月 12-14，曼谷）和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

会议（2004 年 5 月 24-27 日，芙蓉）的主要结果。理事会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政

                       
8
  CL 127/4；CL 127/4Sup.1; CL 127/PV/4；CL 127/PV/8 

9
  CL 127/18; CL 127/PV/4;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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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接待这两个会议表达感谢，并祝贺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圆满主办这两个会

议。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与会人数众多，尤其是来自 不发达国家的许多与会

者出席了会议。 

40. 理事会强调了头两次全球论坛对促进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交流信息和分享经

验，促进食品安全知识和技术转让的作用。理事会注意到秘书处打算通过一个

电子论坛和通过在食品法典委员会下届会议期间与代表进行讨论，就未来可能

举行论坛的可取性、形式和内容继续与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成员国磋商过程。

理事会同意在议程上保留这项议题供今后讨论，届时秘书处将报告磋商过程的

结果。许多成员强调，在 2009 年以前举行第三次论坛为时尚早，因为需要充足

的时间有效利用以前论坛的结果。在这方面，他们还指出，第三次全球论坛的

目的仍然有待确定。 

41. 理事会获悉，如果能够为此筹集足够的预算外资金，计划在 2005 年联合

召开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近东、非洲、美洲及加勒比各区域食品安全会议。一些

成员支持于 2005 年在津巴布韦召开非洲区域食品安全会议，并呼吁捐助方为此

提供必要的资金。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进展报告10 

42. 理事会赞同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十届例会的报告，并赞扬委员会

成立 20 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理事会欢迎委员会提出的《多年工作计划》，该

项工作计划需要在本组织的《中期计划》中得到反映。理事会还认识到需要筹

集粮农组织的《正常工作计划和预算》及人力资源，支持该委员会的工作；使

重点活动与财政和人力资源相称；必要时筹集预算外资源。理事会欢迎在 2007

年举行第一次国际动物遗传资源技术会议。 

43. 理事会赞同委员会代理《国际条约》临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许多

成员虽然认识到在会议期间取得了进展，但是对于大量区域协调会议的效益表

示关切，这些协调会议限制了全会可利用的时间。还有许多成员指出，此类协

调是必要的，有助于会议取得进展。理事会还强调应通过筹备管理机构第一届

会议，集中于支持实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筹备工作方

面。一些成员指出，应尽量由本组织的正常计划为《国际条约》秘书处和管理

机构提供资源。另一些成员指出，用于实施《条约》的资源应来自预算外资

源。会议指出，这些事项需要条约管理机构和粮农组织领导机构进一步审议。 

                       
10
  CL 127/20；CL 127/PV/7；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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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理事会感谢成员对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并感谢欧洲委员会于

2004 年 10 月在布鲁塞尔主办《标准材料转让协定条款》专家组会议。理事会欢

迎西班牙提出主办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理事会还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为起

草《标准材料转让协定》联络小组的会议提供资助，并欢迎瑞士打算为条约临

时委员会筹备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提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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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预算、财务和行政事项 
2002－2003 年计划执行报告11 

45. 理事会欢迎持续努力改进计划执行报告，同时注意到所做的改变与近年来

在采用以结果为基础的预算编制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一致。 

46. 理事会忆及计划执行报告旨在满足成员对问责制的要求，全面补充了评价

报告，其内容将在计划评价报告中概述。理事会认识到两个文件之间在时限和

范围方面必须有基本的差别。 

47. 一些成员提到了他们欢迎进一步提供信息的领域，如另外的财务分析、国

家一级的数据以及关于影响报告的信息，以便响应问责要求和为未来的计划规

划奠定必要的分析基础。另一方面，许多成员认为应作出努力，减少文件的篇

幅和避免重复。理事会已获悉在减少文件篇幅同时提供更详细信息方面的实际

困难。 

48. 理事会注意到，在这方面, 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为进一步改进该文件

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包括将某些章节合并和需要增加有关结果的报告。因此

理事会要求这两个委员会和秘书处探索如何才能改进计划执行报告, 在可能和希

望时考虑到成员的各种要求, 并可以利用粮农组织的网站作为提供大量信息的一

种方式。 

49. 理事会对正常计划总的执行情况包括几乎全部利用了列入预算的资源感到

满意。许多成员对粮农组织的稀少资源可能稀疏地分散在过多的活动中，因而

妨碍粮农组织的总体效益表示关切。因此，粮农组织在下一个《工作计划和预

算概要》中应该更加侧重于确定重点的工作。许多成员强调了一个强有力的实

地计划的重要性，尤其注意到上两年度粮食安全特别计划的扩大以及技术合作

计划所作的重要贡献。他们希望按照目前的积极趋势对实地计划进一步提供预

算外支持。 

50. 在大会对其审议以前，理事会核准了该文件。 

2006－2011 年中期计划12 

51. 理事会讨论了 2006-2011 年中期计划以及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意

见，包括计划委员会对其实质性内容进行的详细审查。理事会欢迎文件的改

                       
11
 C 2005/8; C 2005/8-Corr.1; CL 127/PV/4; CL 127/PV/8 

12
  CL 127/7; CL 127/PV/4; CL 127/PV/5; CL 127/PV/6;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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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包括第一次对非技术和技术合作领域采用以结果为基础的预算编制原则。

理事会忆及，大会核准的滚动式计划方法应使文件侧重于新的计划实体和对现

有实体的修改。理事会欢迎在现有版本中采用这一方法，并鼓励在今后的版本

中朝这种方向进一步采取措施。 

52. 理事会欢迎文件中对确定重点采用三项基本标准的分析，这符合其在以前

的会议上提供的指导（即符合本组织的职责和与其战略目标相关；所表达的重

点和对广大成员以及对领导机构认定的特殊群体实用；粮农组织的比较优势）。 

53. 许多成员建议在今后的文件中更加突出粮农组织对落实国际上商定的发展

目标、尤其是《千年宣言》发展目标的贡献。在这方面理事会获悉，在提交世

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下届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将更加突出这些贡献，且在修订粮农

组织的战略框架时将适当考虑这一问题。会议还强调了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

缔结密切伙伴关系和确保粮农组织积极参加国家一级重要政策活动的重要性。

一些成员对该版本中未列出提供预算外支持的机遇表示遗憾。 

54. 正如大会上届会议批准的那样，为了落实资本支出基金，在中期计划中首

次提出了资本预算的建议，理事会对此表示赞赏。理事会赞同财政委员会核准

这些建议，包括将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未使用的欠款余额结转到该资本支出基金

的建议。 

55. 理事会重申中期计划中的资源预测具有示意性质。理事会认识到文件中的

建议含有每年 2.2%的实际增长率，同时也可以确定实际零增长资源水平对计划

的影响。在对会费可能产生影响的其它因素中，理事会注意到，根据 近的精

算估价，粮农组织大会上届会议为连续摊还离职后医疗保险费用而对 2004-05 年

分摊会费增加的 1 410 万美元已经不够。理事会认识到财政委员会将在其下届会

议上审议处理该问题的方案。 

56. 许多成员强调，粮农组织的有效行动取决于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源。他们认

为每年 2.2%的实际增长率与所有区域表达的对粮农组织服务的需求并不相称。

然而，他们准备接受这一增长率，如何这有利于普遍协商一致和核准的话。另

一些成员强调这一实际增长率与粮农组织 近的预算决定和许多国家在履行他

们对本组织的财政义务方面遇到的困难不一致。理事会认识到，对下期中期计

划及工作计划和预算需要制定备选方案，以便使成员了解备选方案的拨款，包

括实际零增长、名义零增长和实际增长的可能影响。在这方面，许多成员表示

他们希望提供拟大量增加技术合作计划预算的更实质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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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理事会忆及，在审查 2006-0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概要及正式工作计划和预

算的提案时成员之间将就下两年度的预算水平和会费进行讨论并作出 后决

定。在其它方面，理事会虽然注意到该问题在财政委员会进行了积极的审议，

但希望在工作计划和预算文件中继续包括具体的和今后可能的增效节支。 

58. 在讨论实质问题时，理事会认为，拟定中期计划建议的明确意图是对成员

的需要广泛地作出回应。理事会重申了在规范活动与执行活动之间保持适当平

衡的重要性，并指出正常计划内的核心活动不应过度依赖预算外资源。理事会

支持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对粮食和农业影响的新的跨学科行动重点领域，

并希望计划委员会审查各跨学科行动重点领域。理事会还注意到计划委员会将

在其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重点的确定问题。 

59. 成员们在其发言中强调了他们特别重视的一些领域，其中包括：总的国家

能力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包括与世贸组织贸易谈判有关的及在非

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内对非洲区域的技术援助；自然资源管理和水土保持；跨界

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涉及蝗虫和动物卫生的两个组成部分；在禽流感方

面的援助；支持实施食物权自愿准则；支持制定和实施非洲的重点；生物技术

和生物安全；渔业，包括注意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支持区域渔业机

构；林业，包括支持区域委员会；国际植物保护公约、食品法典和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等重要国际文书；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和粮食不安全和易受害信息

及绘图系统；数据收集和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将性别纳入主流活动；技术合

作计划以及粮食安全特别计划。 

60. 后，理事会普遍赞同中期计划的实质内容是准备下两年度工作计划和预

算建议的基础，同时应考虑到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意见、各技术委员会

在明年年初的讨论结果以及以上概述的其本身的反应。 

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 
（2004 年 5 月和 2004 年 9 月）报告13 

管理方面的节约和效率  

61. 理事会注意到，两委员会继续对该议题进行了审议，其中涉及改进农业委

员会和商品问题委员会会议的安排以及缩短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粮农组织大会

会期的影响，并注意到计划和财政两委员会将在其下次联席会上再次就后一个

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讨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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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提出的其它事项 

62. 理事会注意到，两委员会还在其 2004 年 5 月的联席会议上审议了对 2004-

0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拟议调整并核准了这些调整，从而有助于根据本两年度

批准的预算实施计划。计划委员会在其本身的会议上对这些调整进行了更详细

地评估。 理事会获悉，尚未证明能够取得足够的增效节支来弥补计划 3.1.2—对

各区域的政策援助和计划 5.2.1—财务服务所作的削减，但在本两年度的剩余时

间里将尽可能地作出努力。  

63. 理事会还注意到，两委员会认识到恢复被取消的农业信息管理磋商会会议

或一些可接受的备选方案的重要性，而两委员会将在其下届会议上讨论 2006-07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概要时审议秘书处的建议。 

计划委员会第九十一届会议（2004 年 5 月，罗马）和 

第九十二届会议（2004 年 9-10 月，罗马）报告14 

64. 理事会注意到，除了对拟议的 2004-2005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调整、2006-

2011 年中期计划的实质内容以及 2002-2003 年计划执行报告进行详细的研究以

外，计划委员会还讨论了若干重要的评估报告和文件，尤其是对粮农组织权力

下放的评价。 

65. 理事会重复了委员会的看法，即欢迎对粮农组织的权力下放进行深入、独

立和及时的评价。理事会认识到评价报告具有特殊复杂的性质，除了正式建议

以外还含有许多宝贵的提议和想法。 

66. 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将在其下届会议上审议对评价的全面回应以

及伴随的行动计划。这一回应将包括： 

• 一项含有费用和时限的实施计划，该计划将以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建

议为基础，但也包括管理层关于通过其它手段解决问题的建议，如

果它认为这样适当的话； 

• 管理层在本身的分析中提出的拟议额外措施； 

• 对可能增效节支领域的分析； 

• 管理层对评价的每项建议的回应。  

                       
14
 CL 127/11; CL 127/12; CL 127/PV/6;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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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理事会希望委员会在这一更详细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议，同时认识

到，相关的建议可以逐步纳入工作计划和预算，供领导机构审议。 

68. 理事会注意到，计划委员会还审查了一份有关“技术合作计划的政策和执

行框架”的文件15。理事会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将在其下届会议上审议有关加

强技术合作计划的初步建议。在这方面，理事会欢迎评价处将对技术合作计划

的某些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关于加强其效率的建议以及与政府和其他外部

利益相关方的磋商过程所取得的结果。 

69. 理事会强调它希望这种对技术合作计划进行审查的过程应有助于进一步加

强该计划、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在成员国增加其影响。 

财政委员会第一 O 六届会议（2004 年 2 月，罗马）、 
第一 O 七届会议（2004 年 5 月，罗马）和 

第一 O 八届会议（2004 年 9 月，罗马）报告16 

70. 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财政委员会第一 O 六届、第一 O 七届和第一 O 八届

会议的报告，尤其讨论了以下事项。 

会费和拖欠会费情况17 

71. 理事会审议了截至 2004 年 11 月 18 日本组织的会费和拖欠会费情况，注

意到收到的本年度会费比例与上年同一日期收到的会费比例的合理比较，但表

明与两年前的相同时期相比出现大量不足。理事会注意到本组织逾 32%的成员

未缴纳其 2004 年会费的美元部分，45%的成员未缴纳其 2004 年会费的欧元部

分。 

72. 理事会对未缴纳的拖欠会费水平之高表示关切，注意到 53 个成员国仍然

未缴纳 2003 年和以前年份的拖欠会费，按照章程第 III 条第 4 款，34 个国家拖

欠的会费数额将危及他们的表决权。理事会还注意到收到会费不足导致现金流

量情况恶化，造成本组织采用外部借款，从而增加利息费用。虽然认识到某些

国家的财政状况往往困难，但理事会敦促所有成员国全额缴纳其会费，以便使

本组织能够继续履行其职责。 

                       
15
 PC 92/7 

16
 CL 127/13; CL 127/14; CL 127/15; CL 127/PV/6; CL 127/PV/8 

17
 CL 127/LIM/1; CL 127/PV/6;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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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 年预算执行情况18 

73. 理事会审议了总干事向成员国提交的关于 2002－2003 年预算执行情况的

第 37 次年度报告，以及财政委员会 2004 年 5 月第一 O 七届会议讨论的报告。 

74. 理事会注意到总干事按照财务条例对正常计划拨款进行了管理。此外，理

事会注意到预算章节之间的转拨以及这些转拨属于财政委员会原先在 2003 年 9

月的会议上批准的数额范围内。 

采用公平地理分配新方法的结果19 

75. 理事会忆及 2003 年 12 月大会决定采用确定公平地理分配的新方法。在这

方面，大会要求秘书处通过财政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关于采用新方法的结果的

报告20，其中包括对该方法增加职位级别加权系数的影响。 

76. 理事会注意到采用新的公式导致具有公平代表性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在

所分析的三种方案中任职人员代表性仅有很小的变化。许多成员要求秘书处在

采用新的方法确定公平地理分配时不应包括职位级别加权系数。 

77. 理事会注意到对采用新方法的分析，包括财政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意见，并

断定应允许新的方法运作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任何进一步的修改。 

78. 理事会欢迎所提供的关于按区域、国籍、级别和性别分列的人员统计资

料21。理事会注意到一个区域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即使按照新的方法），并强调

需要进一步努力扭转这种情况。 

报告中提出的其它事项 

审定帐目－粮农组织 2002－2003 年 

79. 理事会注意到，外聘审计员对 2002-2003 两年度粮农组织审定帐目发表了

无保留意见；就大多数建议而言，本组织或者采取了适当行动，或者已向外聘

审计员保证将采取适当行动。 

80. 理事会注意到外聘审计员和秘书处向财政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作出的澄

清，决定将 2002-2003 两年度的审定帐目提交大会通过。 

                       
18
 CL 127/PV/6; CL 127/PV/8 

19
 CL 127/6; CL 127/PV/6; CL 127/PV/8 

20
 关于公平地理分配方法的第 15/2003 号决议。 

21
 CL 127/15, 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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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因此，理事会向大会提交以下决议草案： 

大会决议草案 

2002-03 年粮农组织审定帐目 

大会， 

审议了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的报告， 

审查了 2002-03 年粮农组织审定帐目和外聘审计员的有关报告， 

请秘书处进一步落实外部审计员的建议， 

通过审定帐目。 

鼓励及时缴纳会费的奖励方案－确定折扣率 

82. 理事会注意到财政委员会在以往几届会议上表示的意见22，即奖励方案对鼓

励成员国及时缴纳会费无实际影响。 

83. 理事会注意到，委员会建议对 2005 年美元和欧元会费试用零折扣率。一些

成员指出，确定零折扣率是暂停奖励方案，并指出他们对此表示反对。理事会

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的建议，即应根据以往的行为，分析零折扣率对成员于

2005 年初缴纳会费的时间的影响，因为这可以揭示奖励方案是否有任何重要

性。 

离职后医疗费用债务 

84. 理事会注意到向财政委员会提供的与职工有关债务的所有计划的 新情

况，这些情况反映了粮农组织 2002-03 年审定帐目中报告的并以 2003 年 12 月

31 日 新精算估价为基础的债务财务状况，以及 2004-05 两年度的发展变化和

供资问题。 

85. 理事会获悉，从 200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已记录和未记

录的与职工有关的债务总额大幅增加，这主要是由于 2003 年离职后医疗保险精

算估价方法的“一次性”变化。2001 年的计算以对设在罗马的所有联合国机构的

计划参加者进行单一估价为基础，对各机构退休人员进行了概念性分摊。2003

年计算离职后医疗保险债务的方法反映了两种计算，一种是粮农组织和农发基

                       
22
 参阅 CL 119/13 号文件第 39-41 段; CL 120/15 号文件第 47-51 段和 CL 123/15 号文件第

59-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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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计算，另一种是粮食计划署的计算，粮食计划署现进行其本身的估价。这

导致两项计算中使用了不同的年龄组组合，由于同粮食计划署和农发基金相

比，粮农组织是成立时间较长的一个组织，债务的分摊使粮农组织的份额大幅

增加，而其它参加机构的债务则下降。2004 年 2 月精算师公布 2003 年精算估价

结果表明增加的幅度很明显。理事会注意到，今后的两年度精算将反映正常的

人员变化，因此债务不应出现如此大的波动。 

86. 理事会忆及，与职工有关债务的供资，首先来自与职工有关的债务指定的

长期投资的投资收入，其次来自从 2004-05 年开始提供的预算拨款。根据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 新精算估价，大会于 2003 年批准 2004-05 年为离职

后医疗保险债务提供 1410 万美元的部分资金。理事会注意到，这项资金将需要

在 2006-07 两年度增加到 3000 万美元，以抵销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计算的离

职后医疗保险费用增加的两年度摊还款。为了在今后几个两年度中通过将供资

与摊还款相匹配而逐渐消除未获得资金的债务，这是必要的。按照 新精算估

价调整离职后医疗保险两年度供资额的必要性，已得到 2003 年理事会第一二五

届会议的承认，理事会当时赞同在 2004-05 年预算决议中列入 1 410 万美元用于

离职后医疗保险债务。理事会认识到供资不足将造成未获得资金的债务增加，

使今后达到全部供资的困难增加。 

87. 理事会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切，并注意到需要研究 2006-07 年预算中有关

新精算报告提出的增加离职后医疗保险摊还款所需要的额外 1590 万美元供资的

现有方案。理事会注意到，财政委员会将在其 2005 年 5 月的会议上审议可用于

为离职后医疗保险债务供资的建议和备选方案，并就将纳入 2006-07 年预算拨款

的供资额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章程和法律事项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七十六届会议（2004 年 3 月，罗马）和 

第七十七届会议（2004 年 10 月，罗马）报告23 

88. 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第七十六届和第七

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对食品法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VIII 条第 5 款的 
拟议修正案（执行委员会对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给予 

国际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地位的咨询功能） 

                       
23
 CL 127/5; CL 127/21; CL 127/21-Corr.1（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CL 127/21-

Corr.1 (仅法文); CL 127/PV/7;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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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理事会赞同章法委的观点，即拟议的规则及其根本方法符合现行程序。理

事会注意到食品法典委员会将审批拟议的修正案。修订规则的拟议措辞如下： 

“第 VIII 条  观察员 

5． 政府间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和委员会与这些组织的关系应遵循

粮农组织或世卫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粮农组织或世卫组织关于

与政府间组织关系的适用条例；这些关系应酌情由粮农组织或世卫

组织的总干事处理。 

6．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和委员会与这些组织的关系应

遵循粮农组织或世卫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粮农组织或世卫组织

关于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适用条例。这些关系应酌情由粮农组

织或世卫组织的总干事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处理。委员会应制定

并经常审查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工作的原则和标准，使其符

合粮农组织或世卫组织的适用条例。”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的法律地位 

90. 理事会认为，看待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的法律地位的

方式，须适当协调这些机构职能自主的要求与这些机构置于粮农组织框架内运

作的事实。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的成立文书并未赋予这些机

构法人身份，即拥有其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的地位，因此，它们必须通过粮农组

织或利用粮农组织的法律身份采取行动。理事会特别审议了以下问题： 

(a)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采取法律和实质行动的权

力，特别有关缔结协定的可能性 

91. 理事会决定，除了非正式工作安排之外，今后应采用签署合同和协定的一

项程序。这些合同和协定应在签署之前向本组织报告，以便本着《基本文件》R

部分的精神，查明可能对本组织产生的任何政策、计划或财务影响。这些机构

的秘书可获得签署合同和协定的授权，这些合同和协定应适当提及根据粮农组

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的地位。理事会指出，在审查任何拟议的合同和协

定时，粮农组织将考虑到有关机构的职能要求，除非这些机构对粮农组织产生

政策、计划或财务影响，否则将不干涉其实质性活动。 

92. 理事会要求总干事监测这项程序的执行情况，以便评价是否需要修正《基

本文件》R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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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挑选和任命根据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秘书的程序 

93. 理事会认识到，在由总干事任命机构秘书并经有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需

要协调秘书身份所固有的职能自主和对有关机构负技术责任的要求与作为粮农

组织官员对本组织的行政责任。理事会指出，挑选和任命过程不能视为包含两

个平行和独立方面的一个过程，即一方面是由该机构确定候选人，另一方面由

总干事予以任命，而总干事将仅需任命挑选的候选人，却未以任何形式参与确

定合格候选人的过程。理事会强调这将不符合适用的法律框架，包括总干事挑

选和任命工作人员的章程义务。 

94. 理事会认为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近在其特别会议（2004 年 7 月 19－23

日，马耳他）上通过的程序，为任命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拥有独

立预算的机构的秘书提供了一个法律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理事会请印度洋

金枪鱼委员会按照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批准的程序的概念，修改其议事规则中

有关其秘书的挑选和任命程序，但修定的程序将仅仅在今后适用。 

(c) 对本组织有政策、财务或计划影响的文件或决定的情况 

95. 理事会确认对粮农组织有政策、计划或财务影响的任何文件或决定必需向

本组织报告，本组织需要获得及时发表其看法的机会。理事会注意到，这项要

求并不损害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在技术事项方面的职能自主

性，从实际角度来看，有关秘书需要与粮农组织主管单位合作，根据这项要求

评价每一个特定情况。理事会还注意到，假如在有关机构届会期间编写对本组

织有政策、计划或财务影响的任何文件或作出任何决定，应允许总干事的代表

陈述本组织的立场。 

96. 理事会要求总干事不断审查这一事项，以便评估是否需要对《基本文件》

R 部分作任何修正。 

(d) 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在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内

的地位 

97. 理事会重申成员组织在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机构中的地位

与其在粮农组织中的地位相同，但成员组织作为一个机构的成员拥有全部权限

而将其成员排除在外的特殊情况除外。因此，成员资格以成员组织和其成员在

各自权限内交替行使成员权利的基本原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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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理事会还确认，在成员组织根据交替行使成员权利原则参加某个特定机构

的情况下，成员组织不得任职。理事会建议这一点在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设立的有关机构的议事规则中得到适当反映。 

关于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VI 条设立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的建议 

99. 理事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第 1/127 号决议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的规章 

理事会， 

注意到西南印度洋渔业资源开发及管理委员会的前成员，即科摩罗、法

国、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舌尔、索马里和坦桑尼亚

在 1999 年 6 月举行的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一六届会议上表达的希望，即设立一

个区域组织促进该地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保存、合理管理和优化利用，

以针对非金枪鱼品种的渔业为重点； 

考虑到这些沿海国家已经按照 1982 年 12 月 10 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其国家管辖的地区，为探索和开发、保存及管理该

地区生物海洋资源的目的行使其主权； 

注意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第 17 章中所

述之宗旨和目的； 

认识到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并注意到

1995 年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和地理考虑以及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及其沿海社区对海洋生物资源提供的公平利益的特殊需要； 

还认识到该地区沿海国家在其沿海水域的渔业资源开发与适当利用中面临

共同或类似的问题，并需要一个应对这些共同或类似问题的国际合作机制，设

立一个关于渔业管理和开发的咨询委员会将促进这一机制； 

特此根据本组织章程第 VI 条第 1 款设立一个名为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的

渔业咨询委员会，其规章见本报告附录 E。 

 

（2004 年 11 月 25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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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上的座位安排 

100. 理事会批准欧洲共同体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上的特殊座位

安排，根据这项安排，欧洲共同体代表团坐在担任共同体轮值主席的国家代表

团的旁边。理事会强调，这种安排须根据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工作的特殊性质

看待，无论是在理事会还是在本组织的任何机构或会议上，都不应构成对本组

织自 1991 年以来采用的做法的一个先例。 

纠正基本文件中不同语言的错误 

101. 理事会为了协调本组织总规则所有五种不同语言的版本，批准以下修正： 

a) 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 条“总干事的任命”西班牙文本。在第 1

款(a)项中，英文本为“...by the date set by the Council”，法文本

为“...dans les délais fixés par le Consei”，而西班牙文本则错误地

指为“...en la fecha fijada por el Consejo”。该条西班牙文本的正

确条文应为“...en el plazo fijado por el Consejo”。阿拉伯文和中

文本与英文和法文本一致。 

b) 总规则第 XXXVI 条阿拉伯文本。在第 1 款(a)中，英文本为“such 

date ... shall be not later than 30 days before...”，法文本含有“le 

délai ainsi fixé … est d'au moins 30 jours avant la session du 

Conseil”的措词，西班牙文本为“la fecha fijada … debe ser 30 

días antes por lo menos del período de sesiones del Consejo”。然而

阿拉伯文错误地指出这个期限应不少于该日期以前 30 天。该条阿

拉伯文的正确措词应为“لموعدا يتجاوز ألا ينبغى 。”....قبل يوما 30 المحدد 

中文本与上述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一致。 

c) 第 XLVIII“规则的暂缓执行及修改”法文本。在第 2 款的 后一

句中，英文本为“..an appropriate committee”，西班牙文本正确

地指出“..comité corrispondiente”。然而法文本错误的指为“..un 

comité ad hoc”而这应为“..un comité approprié”。阿拉伯文和中

文本符合这里所说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 

联合国系统有关登记伴侣关系和同性婚姻的发展变化情况 

102. 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 近出现的一些发展变化，并支持章法委的建议，即

章法委在其春季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一项建议，从而使本组织及其成员

能够在 2005 年 6 月份的理事会会议上对这一问题采取积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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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章程和法律事项 

邀请非成员国参加粮农组织的会议24 

103. 按照“关于给予国家观察员地位的原则声明”B-1 和 B-2 条25，理事会同

意俄罗斯联邦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 

总干事职务的提名日期26 

104. 根据大会第三十届会议（1999 年 11 月 12－23 日，罗马）的第 11/99 号决

议，总干事的任期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为期六年，因此任期将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结束。根据《总规则》第 XXXVI-1(a)条规定，理事会有必要确定总干

事职务的提名日期。 

105. 理事会决定总干事职务的提名 迟应于 2005 年 4 月 8 日 12:00 时通知大

会和理事会秘书长，这些提名应由秘书长在 2005 年 4 月 29 日之前分发给本组

织所有成员国。 

申请加入本组织27 

106. 理事会获悉，收到了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加入本组织的申请。 

107. 在大会就此项申请作出决定之前，依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XV 条第 11 款和

“关于给予国家观察员地位的原则声明”B-1、B-2 和 B-5 条的规定，理事会授

权总干事邀请申请国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理事会本届会议以及与该国有关的本组

织的区域和技术会议。 

 

 

                       
24
 CL 127/LIM/2; CL 127/PV/1; CL 127/PV/8 

25
 见粮农组织《基本文件》第二卷第 L 节（附录）。 

26
 CL 127/19; CL 127/PV/1; CL 127/PV/8 

27
 CL 127/17; CL 127/PV/1;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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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项 
2005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会议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 

和 2006 年暂定时间表28 

108. 理事会批准本报告附录 F 中复制的 2005 年时间表，同时注意到 2006 年的

日期为示意性日期。2006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会议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将由

2005 年 11 月理事会第一三 O 届会议根据该届会议将要审查的 2006－2007 年暂

定时间表予以批准。 

任命粮农组织大会参加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29 

109. 按照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条例第 6 条(c)款的规定，理事会代

表大会任命洪都拉斯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Don Oscar Antonio Oyuela 

Castellòn 阁下为参加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候补成员，任期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以替代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代表 Doña Victoria Guardia 

Alvarado de Hernández 阁下并完成其任期，后者由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任命，

任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对紧急和恢复活动的预先供资30 

110. 理事会注意到总干事将紧急和恢复活动特别基金的目标供资额增加到

2 000 万美元以及建立一个年目标供资额为 8 000 万美元的紧急信托基金的建

议。 

111. 一些成员赞赏本组织在确定紧急防备和快速反应预算外供资需要方面的积

极回应，以及在 2004 年 9 月财政委员会第一 O 八届会议审查紧急和恢复活动特

别基金后为找出内部程序制约因素而正在采取的行动。 

112. 理事会注意到，现阶段不寻求捐助方作出承诺，该信托基金如何才能运作

的安排及其 合适的供资水平将取决于获得的支持程度，即与捐助方进行磋商

和讨论的结果。 

对粮农组织的独立外部评价31 

113. 理事会同意对粮农组织开展独立外部评价。评价旨在加强和改进粮农组

织，同时考虑到粮农组织在履行其职责方面的绩效。在开展这项活动时，评价

                       
28
 CL 127/LIM/3; CL 127/PV/7;CL 127/PV/8 

29
 CL 127/LIM/5; CL 127/PV/7; CL 127/PV/8 

30
 CL 127/22； CL 127/PV/7；CL 127/PV/8 

31
 CL 127/LIM/4; CL 127/LIM/6; CL 127/PV/1; CL 127/PV/5; CL 127/PV/7; 

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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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构成粮农组织对国际社会通过适当改革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全面努力的贡

献。评价将审议粮农组织的工作、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粮农

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它也可能成为审查《战略框架》的一项资源。 

114. 因此，理事会决定成立一个闭会期间工作组，为评价的范围、进行和机构

安排提出建议，供理事会审议。该工作组将由每个区域小组选派的 多三名成

员构成的一个核心小组和 77 国集团协调员组成。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参加该工作

组的活动。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将由理事会独立主席召集。工作组将在该会议上

确定其工作方式并就主席职位作出决定。秘书处将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以及该

工作组所需的任何信息。 

115. 理事会决定该工作组将为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a) 根据粮农组织《章程》第 VI 条设立的一个代表理事会监督评价全过

程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b) 对粮农组织的独立外部评价的职责范围，包括范围；内容；方法；评

价组的构成、专门知识和成员挑选标准；费用估计；报告过程以及完

成评价的时间表； 

c) 确定秘书处的适当辅助作用。 

116. 该工作组 好将其建议提交给 2005 年 6 月份的理事会第一二八届会议，

无论如何不迟于 2005 年 11 月份的第一二九届会议。 

117. 从工作组的工作开始，评价过程的所有阶段将完全按照本组织的财务规则

和条例由预算外资源提供资金。 

对参考文件的意见32 

118. 理事会欢迎粮农组织与荷兰政府即将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在海牙

联合主办“国际粮食与生态系统用水会议”。 

119. 理事会欢迎许多成员在庆祝“2004 国际稻米年”方面采取的举措。 

120. 理事会强调了将于 2005 年 3 月在罗马举行渔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以及

处理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渔船只使用方便旗的问题，使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这

方面更加有效和更负责任的必要性。理事会欢迎就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的渔业

计划的具体问题组织一次平行的渔业部长会议。 

                       
32
 CL 127/PV/7；CL 127/P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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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理事会还强调了将于 2005 年 3 月在罗马举行林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一

些成员建议粮农组织每四、五年在林业委员会（林委）会议之前召开一次林业部长

会议。 

122. 有关这些事项的发言原文见文件 CL 127/PV 7。 

理事会第一二八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23. 理事会同意于 2005 年 6 月 20-25 日在罗马召开其第一二八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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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的议程 

 

I．会议开幕－程序 

1. 通过议程和时间表 

2. 选举三名副主席和任命起草委员会主席及成员 

II．世界粮食及农业形势 

3. 2004 年粮食和农业状况 

4.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2004 年 9 月，罗马）报告 

4.1 制定一套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

则政府间工作组 

5. 农业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2004 年 2 月，罗马）报告 

III．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活动 

6. 世界粮食计划署 

6.1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关于其 2003 年活动的年度报告 

6.2 选举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的六名成员 

7. 第二次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2004 年 10 月 12-14

日，曼谷）和区域食品安全会议的结果 

8.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进展报告 

IV．计划、预算、财务和行政事项 

9. 2002－2003 年计划执行报告  

10. 2006－2011 年中期计划 

11. 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2004 年 5 月和 2004 年 9 月）报告 

11.1 管理方面的节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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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报告中提出的其它事项 

12. 计划委员会第九十一届会议（2004 年 5 月，罗马）和第九十二届会议

（2004 年 9 月，罗马）报告 

13. 财政委员会第一 O 六届会议（2004 年 2 月，罗马）、第一 O 七届会议

（2004 年 5 月，罗马）和第一 O 八届会议（2004 年 9 月，罗马）报告 

13.1 2004 年会费状况 

13.2 2002－2003 年预算执行情况 

13.3 采用公平地理分配新方法的结果 

13.4 报告中提出的其它事项 

V．章程和法律事项 

14.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七十六届会议（2004 年 3 月，罗马）和第七十

七届会议（2004 年 10 月，罗马）报告 

15. 其他章程和法律事项 

15.1 邀请非成员国参加粮农组织的会议 

15.2 总干事职务的提名日期 

15.3 申请加入本组织 

VI．其他事项 

16. 2005－2006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会议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 

17. 任何其他事项 

17.1 任命粮农组织参加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代表 

17.2 对紧急和恢复活动的预先供资  

17.3 对粮农组织的独立外部评价  



 
 
 
 
 
 
 
 
 
 
 
 
 
 

 المرفق باء
附录 B 

APPENDIX B 
ANNEXE B 

APÉNDICE B 
 
 
 

 

 

 قائمة المندوبين والمراقبين

代表和观察员名单 

LIST OF DELEGATES AND OBSERVERS 
 
 

LISTE DES DÉLÉGUÉS ET OBSERVATEURS 
 
 

LISTA DE DELEGADOS Y OBSERVADORES 
 
 

אא  

独立主席 
Independent Chairman 
Président indépendant 
Presidente Independiente 

 

 

 
 
 
: Aziz MEKOUAR (Morocco) 

)א(א  

 

 

א א  

副主席 
Vice-Chairpersons 
Vice-présidents 
Vicepresidentes 

 
 

 : Ilia KRASTELNIKOV (Bulgaria)  
 : Mohammad SAEID NOORI-NAEINI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 Muhammad Ismail QURESHI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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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مجلس أعضاء

理事会成员 
MEMBERS OF THE COUNCIL 

MEMBRES DU CONSEIL 
MIEMBROS DEL CONSEJO 

 
ANGOLA 
 
Représentant 

Pedro Agostinho KANGA 
Directeur du Cabinet de la coopération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Luanda 

 
Suppléant(s) 

Tobias LOPES 
Directeur Adjoint du Cabinet du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Luanda 

 
Kiala Kia MATEVA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Carlos Alberto AMARAL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ARMENIA - ARMÉNIE 
 
Representative 

Zohrab V. MALEK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USTRALIA - AUSTRALIE 
 
Representative 

Peter WOOLCOTT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David INGHAM 
Manager FAO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Canberra 

 
Brett HUGHES 
Counsellor (Agriculture)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Judy BARFIELD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Canberra 

 
Alexander DANIEL 
Observer 
Embassy of Australia 
Rome 

 
BANGLADESH 
 
Representative 

Anwarul Bar CHOWDHURY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Syed Ataur RAHMAN 
Additional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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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lor (Economic Affairs)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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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nte 

Diego MONTENEGRO ERNST 
Ministro de Asuntos Campesinos y  
Agropecuarios 
La Paz 

 
Suplente(s) 

Freddy Heriberto ABASTOFLOR 
CÓRDOV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BRAZIL - BRÉSIL - BRASIL 
 
Representative 

Flávio MIRAGAIA PERRI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Mrs Maria-Theresa LAZARO 
Minister Counsell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rnaldo DE BAENA FERNANDES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Saulo ARANTES CEOLIN 
Thir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BULGARIA - BULGARIE 
 
Representative 

Ilia KRASTELNIKOV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Branimir MLADENOV 
Head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ofia 

 
BURKINA FASO 
 
Représentant 

Salif DIALLO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 l'hydraulique et 
des ressources halieutiques 
Ouagadougou 

 
Suppléant(s) 

Mamadou SISSOKO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Boubakar CISSÉ 
Conseiller économiqu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Barthélémy YAMÉOGO 
Ministr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me Cathérine OUEDRAOGO 
Attaché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me Isabelle BENAO 
Assistante du Ministre d'État,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 l'hydraulique et des 
ressources halieutiques 
Ouagadougou 

 
CANADA - CANADÁ 
 
Representative 

Paul MURPHY 
Executive Director 
Global Affairs Bureau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Ot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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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James MELANSON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Designate) 
Rome 

 
Ms Wendy DRUKIER 
Senior Policy Advisor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United Nations and Commonwealth 
Divis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ttawa 

 
Ms Maureen DOLPHIN 
Senior Multilateral Affairs Officer 
Global Affairs Bureau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Ottawa 

 
CHILE - CHILI 
 
Representante 

José GOÑI CARRASC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Suplente(s) 

Gustavo AYARES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Angel SARTORI ARELLANO 
Asesor Internacional 
Oficina de Estudios y Políticas Agrarias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Santiago 

 
Julio FIOL 
Primer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CHINA - CHINE - 中国 
 
Representative 

MA SHIQING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代表 

马世青  

常驻粮农组织代表 

全权公使 

罗马 

 
Alternate(s) 

LI ZHENGDONG 
Deputy Director-Genera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副代表 

李正东  

农业部 

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 

北京 

 
GUO HAND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郭汉弟  

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一秘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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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NBIAO 
Deputy-Direct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王锦标  

农业部 

国际合作司 

副处长 

北京 

 
LU LIQUN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卢立群  

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二秘 

罗马 

 
CAI CHUNHE 
Offic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蔡春河  

农业部 

国际合作司 

官员 

北京 

 
COLOMBIA - COLOMBIE 
 
Representante 

Fabio VALENCIA COSSI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Suplente(s) 

Dario Alberto BONILLA GIRALDO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Sra. Paula TOLOSA ACEVEDO 
Primer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CONGO 
 
Représentant 

Daniel PEA 
Directeur de Cabinet de Madame l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 l'élevage, de la 
pêche et de la promotion de la femme 
Brazzaville 

 
Suppléant(s) 

Mamadou DEKAMO KAMARA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Rufin Gabriel AMBERO 
Ministr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Emile ESSEMA 
Deuxièm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CÔTE D'IVOIRE 
 
Représentant 

Richard Gbaka ZADY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uppléant(s) 

Aboubakar BAKAYOKO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Lida Lambert BALLOU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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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 
 
Representante 

Alfredo Néstor PUIG PIN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Suplente(s) 

Sra. Delia RODRÍGUEZ PARRA 
Tercer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José A. QUINTERO 
Funcionario 
Ministerio para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y la 
Colaboración Económica 
La Habana 

 
EGYPT - ÉGYPTE - EGIPTO − مصر
 
Representative 

Helmy BEDEIR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دوب
 بدير حلمى
 لمنظمة لدى ا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Alternate(s) 

Mrs Maryam Ahmed Moustafa MOUSSA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for Agricultural 
Affairs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اوبون (مناوب
 موسى مصطفى أحمد مريم

 الزراعية للشئوون وضالمف الوزي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الممثل ونائب
 روما

 

Yasser Abdel Rahman SOROUR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سرور الرحمن عبد ياسر
 الثانى السكرتي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روما

 
FINLAND - FINLANDE - FINLANDIA 
 
Representative 

Veli-Pekka TALVELA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Valtioneuvosto 

 
Alternate(s) 

Ms Anna SANTALA 
Senior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Valtioneuvosto 

 
Ms Markus SCHULMAN 
Senior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Valtioneuvosto 

 
Jukka PELTOLA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MTTL) 
Jokioinen 

 
Martti ISOARO 
Ambassador 
Department of Global Affairs 
Uni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elsinki 

 
Ms Heidi PIHLATIE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Kaisa KARTTUNEN 
Counsellor (Agriculture)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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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 FRANCIA 
 
Représentant 

Charles MILLON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OAA 
Rome 

 
Suppléant(s) 

Mme Claire GAUDOT 
Conseiller scientifiqu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OAA 
Rome 

 
Erik SJODEN 
Rédacteur  
Direction des Nations Unies e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aris 

 
Ludovic LARBODIERE 
Chargé de mission 
Bureau Afrique- Méditerranée et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s 
Direction d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internationales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 l'alimentation, 
de la pêche et de la ruralité 
Paris 

 
GABON - GABÓN 
 
Représentant 

Faustin BOUKOUBI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 l'élevag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Libreville 

 
Suppléant(s) 

Vincent BOULÉ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Aristide ONGONE-OBAME 
Secrétaire Général permanent d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a FAO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 l'élevag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Libreville 

 

Mme Ivone Alves DIAS DA GRAÇA 
Premier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Louis Stanislas CHARICAUTH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Abel LENGOTA 
Aide de camp du Ministr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 l'élevag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Libreville 

 
GERMANY - ALLEMAGNE - 
ALEMANIA 
 
Representative 

Alexander MÜLLER 
State Secretary 
Federal Minist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Berlin 

 
Alternate(s) 

Guntram FREIHERR VON SCHENCK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artin NISSEN 
Head of Division 
Federal Minist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Berlin 

 
Heiner THOFERN 
First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Renate VOGELSANG 
Deputy Head of Division 
Federal Minist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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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 MEYER 
Personal Assistant to the State Secretary 
Federal Minist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Berlin 

 
Andreas VON BRANDT 
Assistant Head of Divisio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Berlin 

 
Bernd DUNNZLAFF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Heidelore REUTER-STEFFAN 
Assistant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Jan Valentin SCHMIDT 
Unit "United Nations" 
Federal Foreign Office 
Berlin 

 
GHANA 
 
Representative 

Kwaku OWUSU BAAH 
Chief Director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Accra 

 
Alternate(s) 

Kwaku NICOL 
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UATEMALA 
 
Representante 

Armando PALOMO 
Director de Cooperación Extern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y 
Alimentación 
Ciudad de Guatemala 

 

Suplente(s) 
Sra. Ileana RIVERA DE ANGOTTI 
Primer Secretari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Alejandro VELA AQUIN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Fernando MOLINA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ante la Santa Sede  
Roma 

 
Sra. Adelina VITERI DE BRUNO 
Agregad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INDIA - INDE 
 
Representative 

Mrs Radha SINGH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ew Delhi 

 
Alternate(s) 

Govindan NAIR 
Minister (Agriculture)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INDONESIA - INDONÉSIE 
 
Representative 

Natigor SIAGIAN 
Senior Assistant to the Minister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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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Shobar WIGANDA 
Director for Food Surveillance Center 
Food Security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Jakarta 

 
Harry SANTOSO 
Director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Land Rehabilitation  
Ministry of Forestry 
Jakarta 

 
Farid Hasan BAKTIR 
Deputy-Director for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Jakarta 

 
Irdamis AHMAD 
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SYARIFFUDIN 
Deputy-Director  
Commodity and Standardiz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karta 

 
Mian Sahala SITANGGANG 
Deputy Director f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Marine Affairs and Fisheries 
Jakarta 

 
Sunggul SINAGA 
Agriculture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ri INDRAWAN 
Chief of United Nations Section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Ministry of Forestry 
Jakarta 

 

RUDJIMIN 
Thir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  
IRAN (RÉPUBLIQUE ISLAMIQUE D') - 
IRÁN (REPÚBLICA ISLÁMICA DEL) 
 
Representative 

Mohammad Hossein SHARIATMADAR 
Deputy Minister for Agronomy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eran 

 
Alternate(s) 

Mohammad Saeid NOORI-NAEINI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ojtaba RAJAB BEIGI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Bureau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Affairs 
Ministry of Jihad-e-Agriculture 
Teheran 

 
Farhad KHEIRI SANAMI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holamhossein TAHERI 
Director of Planning of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Khorassan  
Razavi Province 

 
Seyed Majid MOOSAVI 
MORDGHAFARI 
Director of Planning of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Khuzestan Province 

 
ITALY - ITALIE - ITALIA 
 
Représentant 

Romualdo BETTINI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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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éant(s) 

Massimo LAVEZZO CASSINELLI 
Premier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arco ROMITI 
Premier Secrétair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me Alice USAI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ome 

 
Mme Patrizia ORTOLANI 
Ministère pour les politiques agricoles et 
forestières 
Rome 

 
Mme Annalisa BAIOCCO 
Ministère pour les politiques agricoles et 
forestières 
Rome 

 
Mme Marina CALVINO 
Ministère pour les politiques agricoles et 
forestières 
Rome 

 
Mme Jessyama FORLINI 
Ministère pour les politiques agricoles et 
forestières 
Rome 

 
Augusto ZODDA 
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Rome 

 
Mme Rita CARAM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ome 

 
Mme Patrizia ROMANO 
Ministère pour les politiques agricoles et 
forestières 
Rome 

 

Mme Giulia IPPOLITO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Rome 

 
Mme Micaela LEPOR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ome 

 
JAPAN - JAPON - JAPÓN 
 
Representative 

Ms Ryuko INOUE 
Ministe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Takuya MURAKAMI 
Deputy Director 
Economic Security Division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Yoshitaka SUMI 
Assistant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vis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Tokyo 

 
Hideo INOMATA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Yoshihiro KURAYA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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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YAN ARAB JAMAHIRIYA - 
JAMAHIRIYA ARABE LIBYENNE - 
JAMAHIRIJA  ÁRABE LIBIA −

الليب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جماهيرية
 
Representative 

Seraj Addin S.A. ESSA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دوب
 عيسى الدين سراج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MAURITIUS - MAURICE - MAURICIO 
 
Representative 

Nandcoomar BODHA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Food Techn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Port Louis 

 
Alternate(s) 

Denis CANGY 
Consul 
Consulate of Mauritius 
Rome 

 
Mooneeshwar RAMTOHUL 
Acting-Deputy Chief Agricultural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Techn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Port Louis 

 
Jugdis BUNDHOO 
Human Resource Manager 
Mauritius Sugar Authority 
Port Louis 

 
MEXICO - MEXIQUE - MÉXICO 
 
Representante 

Antonio RUÍZ GARCÍA 
Subsecretario de Desarrollo Rural 
Secretaría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Desarrollo Rural, Pesca y Alimentación 
México, D.F. 

 

Suplente(s) 
Rafael TOVAR Y DE TERESA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Víctor Hugo MORALES MELÉNDEZ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Jesús HUERTA GONZÁLEZ 
Director de Organismos Económicos 
Multilaterales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México, D.F. 

 
Sra. Luz Estela SANTOS MALDONAD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NIGERIA - NIGÉRIA 
 
Representative 

Olusegun Olujimi OGUNKUA 
Permanent Secretary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buja 

 
Alternate(s) 

Gabriel G. LOMBIN 
Ministe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Baba FADA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buja 

 
PAKISTAN - PAKISTÁN 
 
Representative 

Muhammad Ismail QURESHI 
Secretary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Islam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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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Mirza QAMAR BEG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PANAMA - PANAMÁ 
 
Representante 

Sra. Elia GUERRA 
Directora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Agropecuario 
Panamá 

 
Suplente(s) 

Horacio MALTEZ 
Ministro Consejer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PERU - PÉROU - PERÚ 
 
Representante 

Harold FORSYTH MEJÍA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signado) 
ante la FAO 
Roma 

 
Suplente(s) 

Roberto SEMINARIO 
Minist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Rubén MORI KURIYAMA 
Ingeniero 
Director General de Información Agrari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Lima 

 
Miguel BARRET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Oswaldo DEL AGUILA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PHILIPPINES - FILIPINAS 
 
Representative 

Philippe J. LHUILLIER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Felix Jose MONTES 
Director 
Project Develop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etro Manila 

 
Noel D. DE LUNA 
Agricultural Attaché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Maria Luisa GAVINO 
Assistant Agricultural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PORTUGAL 
 
Representative 

Mrs Ana Maria TRINCÃO ALVES 
Advis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Portuguese 
Community 
Lisbon 

 
Alternate(s) 

João Miguel F.B. LOMELINO DE 
FREITAS 
Agriculture Counsell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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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AR − قطر
 
Representative 

Ali Fahad AL-HAJRI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دوب
 الهاجرى فهد على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Alternate(s) 

Ahmed Ibrahim EL ABDULLA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اوبون (اوبمن
 االله العبد ابراهيم أحمد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Sheikh Khalid BIN HAMAD AL-THAN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ثانى آل حمد بن خالد شيخ
 منظمةال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أول السكرتير

روما
 

Akeel HATOOR 
Advisor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Qatar 
Rome 

 هاتور عقيل
 الدولية المنظمات شؤون فى خبير
 قطر دولة سفارة
روما

 
REPUBLIC OF KOREA –  
RÉPUBLIQUE DE CORÉE –  
REPÚBLICA DE COREA 
 
Representative 

KIM CHANG-HYUN 
Agricultural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LEE YOUNG-GU 
Deputy Direct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Divis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Gyeonggi Prov. 
Seoul 

 
ROMANIA - ROUMANIE - RUMANIA 
 
Représentant 

Mme Gabriela DUMITRIU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uppléant(s) 

Mme Dacia VILSAN 
Directeur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s forêts,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Bucarest 

 
SAUDI ARABIA - ARABIE SAOUDITE - 
ARABIA SAUDITA − السعود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Representative 

Ahmad Suleiman AL-AQUIL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دوب
 العقيل سليمان أحمد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فوض الوزير
 روما

 
Alternate(s) 

Bandar AL SHALHOOB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اوبون (مناوب
 الشلهوب بند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الممثل
 روم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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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el Moshin Mohammed AL OTHMAN 
Economis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yadh 

 العثمان محمد المشين عبد
 اقتصادى خبير
 الزراعة وزارة

الرياض
 
SWAZILAND - SWAZILANDIA 
 
Representative 

Noah M. NKAMBULE 
Principal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Mbabane 

 
Alternate(s) 

Patrick K. LUKHEL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Mbabane 

 
SWITZERLAND - SUISSE - SUIZA 
 
Représentant 

Eduard HOFER 
Sous-directeur 
État-major Direction 
Office fédérale l'agriculture 
Berne 

 
Suppléant(s) 

Anton KOHLER 
Chef 
Secrétariat suisse de la FAO 
Office fédéral de l'agriculture 
Berne 

 
Mme Barbara EKWALL 
Chef du service controlling et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irection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a 
coopération 
Berne 

 
Lothar CAVIEZEL 
Ministr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Hubert POFFET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YRIAN ARAB REPUBLIC - 
RÉPUBLIQUE ARABE SYRIENNE - 
REPÚBLICA ÁRABE SIRIA –

السور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جمهورية
 
Representative 

Bashar AKBIK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مندوب
 أقبيق بشا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أول السكرتير
 روما

 
THAILAND - THAÏLANDE - TAILANDIA 
 
Representative 

Suthiporn CHIRAPANDA 
Secretary General 
Offi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Bangkok 

 
Alternate(s) 

Pote CHUMSRI 
Minister (Agricultural Affair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Kasem PRASUTSANGCHAN 
Senior Policy and Plan Analyst 
Office of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Bangkok 

 
Pornprom CHAIRIDCHAI 
First Secretary (Agriculture)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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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Tanida SITCHAWAT 
Policy and Plan Analyst 
Office of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Bangkok 

 
TUNISIA - TUNISIE - TÚNEZ تونس−
 
Représentant 

Mohamed LASSOUED 
Directeur de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es ressources 
hydrauliques 
Tunis 

مندوب
 ودلس محمد
 الدولى التعاون مدير
 المائية والموارد الفلاحة وزارة
 تونس

 
Suppléant(s) 

Mme Sihem SELTEN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مناوبون (مناوب
 سلتان سهام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UGANDA - OUGANDA 
 
Representative 

Fabius BYARUHANGA 
Minister of State for Fisheries 
Kampala 

 
Alternate(s) 

Jimmy Patrick SAAMANYA 
Commissioner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imal Industry 
and Fisheries 
Entebbe 

 
Dick NYEKO 
Commissioner for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imal Industry 
and Fisheries 
Entebbe 

 

Tom MUGISA 
Programme Officer 
Plan for Modernisation of Agricultural 
Secretaria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imal Industry 
and Fisheries 
Entebbe 

 
Mrs Ruth OKWELE 
FAO Desk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imal Industry 
and Fisheries 
Entebbe 

 
Robert SABIITI 
Agricultural Attaché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UNITED KINGDOM - ROYAUME-UNI - 
REINO UNIDO 
 
Representative 

Matthew S.S. WYATT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Alternate(s) 

Mrs Jo YVON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V. HEAR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 
RÉPUBLIQUE-UNIE DE TANZANIE - 
REPÚBLICA UNIDA DE TANZANÍA 
 
Representative 

Wilfred NGIRWA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Dar-es-Sal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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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s) 

Charles William NYAMRUNDA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inistry of Water and Livestock 
Development 
Dar-es-Salaam 

 
Costa Ricky MAHALU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rs Janet F. BITEGEKO 
Director of Policy and Plann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Dar-es-Salaam 

 
Mrs Anuciata P. NJOMBE 
Director of Animal Production 
Ministry of Water and Livestock 
Development 
Dar-es-Salaam 

 
John MNGODO 
Assistant-Director 
Early Warning and Crop Monitor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Dar-es-Salaam 

 
Geofrey F. NANYARO 
Director of Fisherie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Dar-es-Salaam 

 
Ms Perpetua M. Simon HINGI 
Agricultural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eorge P. MBONDE 
Assistant-Director for Forestr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Dar-es-Salaa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ÉTATS-UNIS D'AMÉRIQUE –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Representative 

Jim G. BUTLER 
Deputy Under Secretary 
Farm and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Alternate(s) 

Tony P. HALL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Richard W. BEHREND 
Director 
Office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Richard HUGHES 
FAO Liai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William L. BRANT 
Deputy Administrat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J. Michael CLEVERLEY 
Minister Counsell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David B. HEGWOOD 
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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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m BRAKEL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arl W. GAS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Sharon KOTOK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Office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Mrs Carla BENINI 
Public Affairs Officer 
Thir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UROPEAN COMMUNITY (MEMBER 
ORGANIZATION) –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ORGANISATION MEMBRE) - 
COMUNIDAD EUROPEA 
(ORGANIZACIÓN MIEMBRO) 
 
Représentant 

Luis RITTO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uppléant(s) 

Jorge DE LA CABALLERÍA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me Patricia VICENTE-VILA 
Administrateur 
"Relations avec le Système des Nations 
Unies, les États membres et autres 
donateurs OCD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développement 
Bruxelles 

 
Francisco-Javier ALCAZAR SIRVENT 
Administrateur 
"Relations avec la FAO et autr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aide 
alimentair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griculture 
Bruxelles 

 
Mme Maryse COUTSOURADIS 
Attaché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imon RENK 
Délégation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uprès des organis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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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مجلس بعضوية لاتتمتع التى الأعضاء الدول من المراقبون
非理事会成员的成员国观察员 

OBSERVERS FROM MEMBER NATIONS NO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BSERVATEURS D'ÉTATS MEMBRES NE SIÉGEANT PAS AU CONSEIL 

OBSERVADORES DE LOS ESTADOS MIEMBROS QUE NO SON MIEMBROS DEL 
CONSEJO 

 
AFGHANISTAN - AFGANISTÁN 
 

Abdul Razak AYAZI 
Agriculture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r 

 
ALGERIA - ALGÉRIE - ARGELIA − الجزائر
 

Nasreddine RIMOUCH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ريموش الدين نص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Aomar AIT AMER MEZIANE 
Directeur d'Etudes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Alger 

 مليان عامر آيت عمر
 مدير دراسات

 وزارة الفلاحة والتنمية الريفية
 الجزائر

 
ARGENTINA - ARGENTINE 
 

Sra. Hilda Graciela GABARDINI 
Minist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AUSTRIA - AUTRICHE 
 

Mrs Hedwig WÖGERBAUER 
Director 
Head of Division for FAO Affairs 
Fed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Environ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  
Vienna 

 
Ms Natalie FEISTRITZER 
Counsellor (Agricultural Affair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BELGIUM - BELGIQUE - BÉLGICA 
 

Jean DE RUYT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John CORNET D'ELZIUS 
Ministr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Philip HEUTS 
Conseiller (Coopération)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 
BOSNIE-HERZÉGOVINE –  
BOSNIA Y HERZEGOVINA 
 

Ms Sabahka RADJO 
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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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UNDI 
 

Pierre NDIKUMAGENGE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élevage 
Bujumbura 

 
CAMEROON - CAMEROUN - 
CAMERÚN 
 

Michael TABONG KIMA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oungui MÉDI 
Deuxièm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CAPE VERDE - CAP-VERT –  
CABO VERDE 
 

Jorge Maria CUSTÓDIO SANTOS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COSTA RICA 
 

Sra. Victória GUARDIA DE 
HERNÁNDEZ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Sra. Yolanda GAGO DE SINIGAGLI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CROATIA - CROATIE - CROACIA 
 

Vlado MATIJASIC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rs Zlata PENIC IVANKO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CYPRUS - CHYPRE - CHIPRE 
 

George F. POULIDE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abriel ODYSSEOS 
Agricultural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CZECH REPUBLIC –  
RÉPUBLIQUE TCHÈQUE –  
REPÚBLICA CHECA 
 

Jaroslav PALAS 
Minister for Agriculture 
Prague 

 
Pavel SKOD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Petr POLÁCEK 
Director 
Foreign Protocol and Promot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ague 

 
Jirí MUCHKA 
Secretary of the Czech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operation with FA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ague 

 
Ms Edita DRÁPALOVÁ 
Head of Division 
Protocol Office of Minis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ague 

 
Ms Hana KOSTOHRYZOVÁ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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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  
RÉPUBLIQUE POPULAIRE 
DÉMOCRATIQUE DE CORÉE - 
REPÚBLICA POPULAR 
DEMOCRÁTICA DE COREA 
 

CHOE TAEK SA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YUN SU CHANG 
Ministe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YONG HO RI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DENMARK - DANEMARK - 
DINAMARCA 
 

Søren SKAFTE 
Ministe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Kristian HØJERSHOLT 
Minister Counsell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Christian ATZEN 
Attaché 
Royal Danish Embassy 
Rome 

 
DOMINICAN REPUBLIC - 
RÉPUBLIQUE DOMINICAINE - 
REPÚBLICA DOMINICANA 
 

Mario ARVELO CAAMAÑ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ECUADOR - ÉQUATEUR 
 

Patricia BORJA 
Segundo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ERITREA - ÉRYTHRÉE 
 

Yohannes TENSUE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STONIA - ESTONIE 
 

Ilmar MÄNDMETS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THIOPIA - ÉTHIOPIE - ETIOPIA 
 

Mengistu HULLUKA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EORGIA - GÉORGIE 
 

Zurab ALEKSIDZE 
Counsellor (Economic Affairs)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GREECE - GRÈCE - GRECIA 
 

Emmanuel MANOUSSAKIS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gricultural 
Affairs)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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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Marina HONDROPOULOU 
Directorate of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Monetary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hens 

 
GUINEA - GUINÉE 
 

Abdoul Karim CAMARA 
Directeur national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élevage 
Conakry 

 
Ansoumane SAGNO 
Chef Section organismes des Nations Unies 
à caractère economique et technique 
Ministère de la coopération 
Conakry 

 
HAITI - HAÏTI - HAITÍ 

Philippe MATHIEU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Port-au-Prince 

 
Franck HYPPOLITE 
Directeur général adjoint à la Planification, 
Suivi, Evaluation et à la Coopération 
extern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Port-au-Prince 

 
Eucher-Luc JOSEPH 
Ministre Conseiller 
Chargé d'affaires a.i.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Haïti  
Rome 

 
Patrick SAINT-HILAIRE 
Chargé d'Affaires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HUNGARY - HONGRIE - HUNGRÍA 
 

Zoltán KALMÁN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ICELAND - ISLANDE - ISLANDIA 
 

Sveinn BJORNSSON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eykjavík 

 
IRELAND - IRLANDE - IRLANDA 
 

John Francis COGA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Padraic DEMPSEY 
First Secretary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Nick BARWISE 
Economics and Planning Divisi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Dublin 

 
ISRAEL - ISRAËL 
 

Mrs Luciana BARDA 
Rapporteur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Israel  
Rome 

 
JORDAN - JORDANIE - JORDANIA −
الأردن
 

Ramez Z. GOUSSOUS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القسوس رامز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Muwaffaq AJLOUNI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العجلونى موفق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فوض رالوزي
روم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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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A 
 

James ONGWAE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irobi 

 
Bruce Misoga MADETE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John Kipsang CHELUGET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irobi 

 
Julius KIPTARUS 
Director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Ministry of Livestock and Development 
Nairobi 

 
Joseph Kimani MBURU 
Attaché (Agricultural Affairs)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KUWAIT - KOWEÏT − الكويت
 

Mrs Lamya Ahmed AL-SAQQAF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السقاف أحمد لمياء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Hasan H.A.G.H. SHARAF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شرف حسن
 الأول السكرتي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لدائما والممثل
روما

 

LATVIA - LETTONIE - LETONIA 
 

Juris ZINARS 
Deputy Head of Quality Division 
Veterinary and Food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iga 

 
LEBANON - LIBAN - LÍBANO − لبنان
 

Melhem Nasri MISTOU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مستو نصرى ملحم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Hassane Abi AKAR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عكر أبى حسان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ستشار

روما
 
LESOTHO 
 

Ms Mamosela Semakaleng SHALE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LIBERIA - LIBÉRIA 
 

Mrs Lily Degou BEHNA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LITHUANIA - LITUANIE - LITUANIA 
 

Ms Edita KRISCIUNIENE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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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EMBOURG - LUXEMBURGO 
 

Mme Catherine DECKER 
Chargée de Mission 
Ambassade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Rome 

 
MADAGASCAR 
 

Auguste Richard PARAINA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 MONYA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ALAWI 
 

Andrew Timothy DAUDI 
Permane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ilongwe 

 
MALAYSIA - MALAISIE - MALASIA 
 

Muhamad Nahar BIN JH. MOHD. SIDEK 
Assistant Agricultural Attaché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ALI - MALÍ 
 

Ibrahim Bocar DAGA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ohamed Al Moustapha CISSE 
Premier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odibo Mahamane TOURÉ 
Deuxièm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ALTA - MALTE 
 

Abraham BORG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Pierre HIL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AURITANIA - MAURITANIE − موريتانيا
 

Yaha N'GAM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نجام يحيى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Mariem MINT MOHAMED 
Premier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محمد منت مريم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ولالأ السكرتير

روما
 
MOROCCO - MAROC - MARRUECOS −
المغرب
 

Tajeddine BADDOU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بادو الدين تاج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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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FAOUZI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فوزى أحمد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مفوض الوزير
روما

 
Abdelkabir AMMAR 
Chef de la Division de la coopération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et des pêches 
maritimes   
Rabat Chellah 

 عمار الكبير عبد
 التعاون قسم رئيس
 البحرى والصيد القروية والتنمية الفلاحة وزارة
الرباط

 
MOZAMBIQUE 
 
Alternate(s) 

Mrs Carla Elisa MUCAV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YANMAR 
 

U Khin MAUNG AYE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U Aung MYINT 
Minist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NAMIBIA - NAMIBIE 
 

Percy Wachata MISIKA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aris 

 

NETHERLANDS - PAYS-BAS –  
PAÍSES BAJOS 
 

Ewald WERMUTH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Hans HOOGEVEE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 
The Hague 

 
Jeroen T.M.G. STEEGHS 
Counsell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Danielle DE WAAL 
Senior Officer Multilate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 
The Hague 

 
Ms Marielle VAN KESTEREN 
Policy Officer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ffairs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Hague 

 
Ms Anushka SWALEF 
Secon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Rudy RABBINGE 
Professor 
Wageningen University 

 
Jean-Pierre SABSOUB 
Administrator 
EU Council Secretariat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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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ornelia KRETSCHMER 
Official 
EU Council Secretariat 
Brussels 

 
NEW ZEALAND –  
NOUVELLE-ZÉLANDE –  
NUEVA ZELANDIA 
 

Simon Joseph DRAPER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Rachael RYDE 
Policy Officer 
Embassy of New Zealand 
Rome 

 
NICARAGUA 
 

José CUADRA CHAMORRO 
Embajad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nte la FAO 
Roma 

 
Sra. Amelia SILVA CABRER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oma 

 
NIGER - NÍGER 
 

Zakariaou ADAM MAIGA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NORWAY - NORVÈGE - NORUEGA 
 

Per Harald GRUE 
Secretary Gene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Oslo 

 
André MONSRUD 
Advis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Oslo 

 

Ms Gunvor BERGE 
Advis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slo 

 
Ms Margaret SLETTEVOLD 
Minister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Daniel VAN GILST 
Second Secretary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designate) 
Royal Norwegian Embassy 
Rome 

 
OMAN - OMÁN − عمان
 

Yahya bin Abdullah bin SALIM AL-
ARAIMI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العريمى سالم بن االله عبد بن يحيى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سفير
روما

 
Nasser Hamad Abdullah AL-SULAIMAN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السليمانى االله عبد حمد ناص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مناوب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الأول السكرتير

روما
 

Rasmi MAHMOUD 
Technical Advisor 
Embassy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Rome 

 محمود رسمى
 الفنى المستشار
 عمان سلطنة سفارة
روما

 
PARAGUAY 
 

Sra. Ana Maria BAIARDI QUESNEL 
Ministra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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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ND - POLOGNE - POLONIA 
 

Ms Malgorzata PIOTROWSKA 
Secretary of Polish FAO National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the EU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arsaw 

 
REPUBLIC OF MOLDOVA - 
RÉPUBLIQUE DE MOLDOVA - 
REPÚBLICA DE MOLDOVA 
 

Igor POIA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Rome 

 
SAN MARINO - SAINT-MARIN 
 

Mrs Daniela ROTONDARO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SENEGAL - SÉNÉGAL 
 

Momar GUEYE 
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oussa Bocar LY 
Ministr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adjoi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Mamadou DIALLO 
Directeur de l'agriculture et de 
l'hydrauliqu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hydraulique 
Dakar 

 
Alassane WELE 
Deuxième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ome 

 

SERBIA AND MONTENEGRO –  
SERBIE-ET-MONTÉNEGRO –  
SERBIA Y MONTENEGRO 
 

Ms Ana PETKOVIC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SIERRA LEONE - SIERRA LEONA 
 

Elio PACIFICO 
Consul General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SLOVAKIA - SLOVAQUIE - 
ESLOVAQUIA 
 

Milan PAKSI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rs Eva KOLESAROVA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ood 
Bratislava 

 
Mrs Barbara HELLEBRANDTLOVA 
National Secretary for the Cooperation with 
FA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ood 
Bratislava 

 
SOUTH AFRICA - AFRIQUE DU SUD - 
SUDÁFRICA 
 

Lenin Magigwane SHOPE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Bongiwe NJOBE 
Director General 
Nation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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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rack RALEKENO MOEPHULI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and 
Affairs 
Pretoria 

 
Johan PASCHALIS 
Director 
Soc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toria 

 
Ms June JOSEPHS 
Senior Manag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toria 

 
Ms Mangi RAMABENYANE 
Senior Manager 
Food Security 
Nation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toria 

 
Mrs Margaret MOHAPI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rs Catharina Tienie DU TOIT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Bafedile BOPAPE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Director-General 
Nation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toria 

 
SPAIN - ESPAGNE - ESPAÑA 
 

Ernesto RÍOS LÓPEZ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Roma 

 

Sra. Pilar VILLALBA 
Jefe de Area 
Subdireccion General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Pesca y 
Alimentación 
Madrid 

 
SRI LANKA 
 

E. Rodney M. PERERA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Niluka KADURUGAMUWA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Sri Lanka 
Rome 

 
SUDAN - SOUDAN - SUDÁN − السودان
 

Mohamed Said Mohamed Ali HARBI 
Counsellor (Agricultural Affair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حربى على محمد سعيد محمد
 )الزراعية الشؤون (المستشار
 المنظمة لدى الدائم والممثل
روما

 
SWEDEN - SUÈDE - SUECIA 
 

Tommie SJÖBERG 
Direct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Consumer Affairs 
Stockholm 

 
Ms Anna HAGLUND 
Seni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Consumers Affairs 
Stockholm 

 
Ms Helena SIVARD ASKVIK 
Administrative Offic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Consumer Affairs 
Stockholm 

 



CL 127/REP  B29 
 

 
 

Jonas KASTENG 
Seni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Swedish Board of Agriculture 
Stockholm 

 
Ms Margareta ARNESSON-CIOTTI 
Programme Officer 
Embassy of Sweden 
Rome 

 
Inge GERREMO 
Senior Advisor 
Multilateral Affairs 
Department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tockholm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L'EX-RÉPUBLIQUE YOUGOSLAVE DE 
MACÉDOINE –  
LA EX REPÚBLICA YUGOSLAVA DE 
MACEDONIA 
 

Ivan ANGELOV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s Evgenija ILIEVA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TRINIDAD AND TOBAGO –  
TRINITÉ-ET-TOBAGO –  
TRINIDAD Y TABAGO 
 

Bernard WESTON 
Ambassad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Geneva 

 
Andrea SIGNORI 
Honorary Consul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Rome 

 

TURKEY - TURQUIE - TURQUÍA 
 

Mrs S. Serap ÖZCOSKUN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Mehmet UYANIK 
Agricultural Counsellor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UKRAINE - UCRANIA 
 

Mrs Oksana DRAMARETSKA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Rome 

 
UNITED ARAB EMIRATES –  
ÉMIRATS ARABES UNIS –  
EMIRATOS ÁRABES UNIDOS –  

المتحدة العربية الإمارات دول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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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 

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议（2004 年 11 月 22-27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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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序和引言 

序 

1. 消除饥饿已明确反映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目标，即在 2015 年之前将

食物不足者人数减少到目前的一半，以及千年首脑会议所商定的目标，即到同

一年“减少一半受饥饿影响的人口”之中。 

2.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中，“重申人人有权获

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食物，与充足食物权和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相一

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目标 7.4 确定的任务是：“澄清《国际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其它有关国际和区域文书中所规定的充足食物权

和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的内容，并特别重视实施和全面逐步实现这项权

利，作为实现人人粮食安全的一种手段。” 

3. 《行动计划》“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有关条约机构协商，与联合

国有关专门机构和计划以及有关政府间机制合作，改进《公约》第 11 条中与食

物有关的权利的定义，并提出落实和实现这些权利，作为履行世界粮食首脑会

议的承诺并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手段的方法，考虑到为人人实现粮食安全制定自愿

准则的可能性。” 

4. 根据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要求，经过几次国际磋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委员会通过了一般性意见第 12 号，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专家意

见。 

5. 在 2002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通过的《宣言》第 10 段中，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在其第一二三届会议上设立一

个政府间工作组，为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采取后续行动，任务如下：“在利益相

关者参与下，用两年时间拟订一套自愿准则，支持成员国努力在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6. 这些《自愿准则》的宗旨是，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方面向各国提供实际指导，以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的目标。有关利

益相关者也可以从这种指导受益。 

7. 《自愿准则》考虑到一系列广泛而重要的意见和原则，包括平等和非歧

视、参与和包容、问责制和法治以及所有人权系普遍、不可分割、相互关联和

相互依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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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制定《自愿准则》过程中，政府间工作组受益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以及民间社会代表的积极参与。这些准则的实施将受益于广大民间社会所有成

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贡献。这些实施工作主要是国家的责任。 

9. 这些《自愿准则》给所有国家提供以人权为基础的实际工具。《准则》既

不构成对国家或国际组织具有法律约束的义务，《准则》的任何条款也不应理

解为对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修正、修改或削弱。鼓励各国在制定其战略、政

策、计划和活动时应用《自愿准则》，并在应用时对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见或其它见解、国籍和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地位等一视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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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基本文书 

10. 《自愿准则》考虑到有关的国际文书 1，特别是体现逐步实现人人获得适当

的生活水准，包括充足食物的权利的那些文书。 

《世界人权宣言》第 25 条： 

1.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

废、守寡、衰老或在其它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

障。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1 条： 

1.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

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

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

合作的重要性。 

2. 本公约缔约各国既确认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应为下列目

的，个别采取必要的措施或经由国际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具体的计

划在内: 

(a) 用充分利用科技知识、传播营养原则的知识、和发展或改革土地制度

以使自然资源得到 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等方法，改进粮食的生产、保存及分

配方法； 

(b) 在顾到粮食进口国家和粮食出口国家的问题的情况下，确保世界粮食

供应按照需要进行公平分配。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 

1.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家承担尽 大能力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

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

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文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

现。 

                       
1
 《自愿准则》提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其它国际条约，并不影响任何国家与这些文书

的签署、批准或加入有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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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

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分。 

11. 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第 55 条和 56 条与这些《自愿准则》相关。 

《联合国宪章》第 55 条： 

为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

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 

a. 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 

b. 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国际间文化及教育合

作。 

c.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

言或宗教。 

《联合国宪章》第 56 条： 

各会员国承诺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 55 条所载之宗

旨。 

12. 其它国际文书，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补充议定书，也包含与这些《自愿准则》相关

的条款。 

13. 这些《自愿准则》考虑到《千年宣言》所包含的承诺，包括发展目标，以

及联合国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在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结果和承诺。 

14. 政府间工作组还考虑到联合国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若干决议及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的一般性意见。 

充足食物权与粮食安全 

15.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

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

安全。粮食安全的四个支柱是可供量、供应稳定、获得和利用。 

16. 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要求各国履行其国际法中的有关人权义务。这些《自

愿准则》旨在保证提供满足个人膳食需要的适当数量和质量的粮食；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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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易受害群体从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无不安全物质及在某种文化中可接

受的充足食物；或者食物购买手段。 

17. 各国根据有关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国际文书具有义务。特别是《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有义务尊重、促进、保护和采取适当措施以

便逐步全面实现充足食物权。各缔约国应尊重获得充足食物的现有手段，不采

取任何导致妨碍获取食物的任何措施，应采取步骤，使企业和个人不致于剥夺

个人获得充足食物的手段，保护所有人的充足食物权。各缔约国应促进有利于

逐步实现人们充足食物权的政策，积极开展加强人们获得和利用资源及手段的

活动, 以保障人们生计，包括粮食安全。各缔约国应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建立

和维持安全网或提供其他援助，保护不能养活自己的那些人们。 

18. 请非《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方的国家考虑批准该《公

约》。 

19. 在国家一级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以人权为基础的方针，强调普遍、相互依

存、不可分割和相互联系的人权，各国的义务和有关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种

方针强调，实现粮食安全就是实现现有权利的一项结果，包括某些主要原则：

需要使个人能够实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及寻求、得到和传递信

息，包括关于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决策信息的权利。这样一种方针应考虑到需要

重视往往被排除在确定促进粮食安全的政策过程之外的贫困者和弱势人口，以

及需要各国在履行其促进和尊重人权义务时一视同仁地对待全社会。在这种方

针中，人民既要政府对他们负责，而且本身又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参与者，而不

是被动的接受者。以人权为基础的方针要求不仅涉及消除饥饿的 后结果，而

且提出能够实现这项目标的方式和手段。采用人权原则是该过程的组成部分。 

 

 



CL 127/REP 

 

D8 

第 II 部分：有利环境、援助与问责制 

准则 1：民主、善治、人权与法治 

1.1 各国应促进和维护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以便创造和平、稳定和

有利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使个人能自由而有尊严地养活自己及其

家庭。 

1.2 各国应促进民主、法治、可持续发展和善治，促进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

由，以使个人和民间社会有能力对政府提出要求，制定解决其具体需要的政

策，确保政府和国家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实行问责制和有透明度。各

国尤应促进意见和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新闻自由及集会和结社自由，加强在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粮食不应当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和经

济压力的手段。 

1.3 各国还应促进善治，作为经济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脱贫和消除饥饿及

实现所有人权，包括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根本要素。 

1.4 各国应按照其国际人权义务，确保给予所有个人，包括逐步实现充足食物

权的人权捍卫者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在所有法律诉讼中保证适当的程序。 

1.5 各国可酌情按照国内法律帮助个人和群体得到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逐步

实现充足食物权。 

准则 2：经济发展政策 

2.1 为了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各国应促进支持其粮食

安全政策的广泛经济发展。各国应根据其人口的粮食安全需要制定政策目标和

基准。 

2.2 各国应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协商，评价经济和社会形势，包括粮食不安全程度

及其根源、营养状况和食品安全。 

2.3 各国应通过国内生产、贸易、储存和分配相结合，促进安全食品的充足和

稳定供给。 

2.4 各国应考虑采用减轻饥饿和贫困的整体而全面方针。这样一项方针必须立

即采取确保获得充足食物的直接措施，作为社会安全网的一部份；对生产活动

和项目进行投资，可持续地改善贫困者和饥饿者的生计；发展适当的机构、运

行的市场、有利的法律和管理框架；获得就业、生产资料和有关服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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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国应推行广泛、无歧视和适宜的经济、农业、渔业、林业、土地使用政

策和适当时土地改革政策，使农民、渔民、林农和其它粮食生产者，尤其是妇

女能够从其劳动、资本和管理中公平获得收入，并鼓励对自然资源，包括边际

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2.6 如果贫困和饥饿主要在农村地区，各国应通过改进获得土地、水、适当而

价格承受得起的技术、生产和财政资源的手段，提高贫困农村社区的生产力，

促进穷人参与经济决策和利益分享，保存和保护自然资源，对乡村基础设施、

教育和研究进行投资等措施，注重可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特别是，各国应采

取有关政策，创造条件，鼓励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创造稳定的就业，包括非农业

就业。 

2.7 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饥饿和贫困问题，各国应促进旨在改善城市贫困者生

计的投资。 

准则 3：战 略 

3.1 各国应酌情并与有关利益相关者协商和根据其国家立法，考虑采用以人权

为基础的国家战略，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以作为国家

全面发展战略，如有的话，包括脱贫战略的一部分。 

3.2 这些战略的制定工作首先应认真评估现行国家立法、政策和行政措施及当

前的计划，系统地确定现有制约因素和现有资源的可利用情况。各国应当制定

克服任何弱点的必要措施，提出改革议程及其实施和评价的手段。 

3.3 这些战略可包括目标、指标、基准和时间范围；制定政策的行动；确定和

筹集资源；确定体制办法；分派责任；协调和统一不同行为者的活动；规定监

测机制。这些战略可酌情阐述食物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安全食品的生产、加

工、分配、销售和消费。它还可阐述资源获得和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其它领域的

平行措施问题。这些战略尤其应处理弱势和处境不利群体及自然灾害和紧急情

况等特殊情况。 

3.4 必要时，各国应考虑采用和酌情审查国家减贫战略，具体处理确保获得充

足食物问题。 

3.5 各国应单独或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考虑根据无歧视原则将人权观纳入减

贫战略。在提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时，应适当考虑需要确

保传统弱势群体和男女之间的实际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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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其减贫战略中，各国还应优先向 贫困者提供基本服务和人力资源投

资，确保人人获得初级教育、基本保健、优秀作业方面的能力建设、清洁饮用

水、适当卫生和声张正义，支持扫盲、基本计算能力和良好卫生习惯等计划。 

3.7 鼓励各国尤其以可持续的方式，通过针对农村地区小农和传统渔民和农民

的特殊政策和战略，为私营部门参与创造有利条件，重点是开发人力，消除农

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制约因素，提高生产力及振兴农业，包括畜牧、林业和

渔业。 

3.8 鼓励各国在制定这些战略时，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它主

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小农和传统农民、私营部门、妇女和青年联合会进行磋

商，目的是促进其积极参与所有农业和粮食生产战略活动。 

3.9 这些战略应透明，全面而详尽，贯穿国家政策、计划和项目，考虑到女童

和妇女的特殊需要，使短期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并以参与性和问责制方式制定及

执行。 

3.10 各国应支持，包括通过区域合作支持执行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减轻贫困

和饥饿以及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战略。 

准则 4：市场制度 

4.1 各国应根据其国家法律和优先重点及其国际承诺，尤其通过动员国内公共

和个人储蓄，制定适当的信贷政策，通过优惠贷款形成可持续和适当的国家生

产投资水平及提高人的能力，努力改进其农产品和粮食市场的运作，促进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4.2 各国应制定立法、政策和程序，建立管理和其他机构，确保公平市场准入

和防止非竞争性市场行为。 

4.3 各国应鼓励所有市场行为者和民间社会承担共同的社会责任及作出承诺，

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个人充足食物权。 

4.4 各国应向消费者提供适当保护，避免受欺诈性市场做法、误导和不安全食

品的影响。实现这项目标的措施不应构成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壁垒。 

4.5 各国应酌情促进形成小规模地方和区域市场及边境贸易，以减轻贫困和增

加粮食安全，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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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各国不妨采取措施，确保尽可能多的个人和社区，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得益

于竞争性农产品贸易所创造的机会。 

4.7 各国应努力确保粮食、农产品贸易和总的贸易政策有利于通过无歧视和面

向市场的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贸易制度，促进实现人人粮食安全。 

4.8 各国应努力建立完善的内部销售、储存、运输、通信及分发系统，以利于

贸易多样化，改善国内市场、区域市场和世界市场内部的联系及相互之间的联

系，并利用新的市场机遇。 

4.9 各国将考虑到市场不会自动导致人人在任何时候获得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充

足收入，努力提供适当的社会安全网，并酌情为此目的提供国际社会的援助。 

4.10 各国应考虑市场机制在保护环境和公益方面的不足。 

准则 5：机 构 

5.1 各国应酌情评价有关公共机构的职能和执行情况，必要时建立或改进其组

织和结构，以利于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5.2 为此，各国不妨保证协调政府有关各部、机构和办公室的行动。各国可建

立国内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一致执行、监测和评估各项政策、计划和方案。

鼓励各国让有关社区参与规划和执行这些领域的活动的各个方面。 

5.3 各国也不妨授权具体机构全面负责监督和协调这些准则的执行工作，切记

1993 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充分考虑到现有的农业公约和

议定书。为了保证透明和实行问责制，该机构的职能和任务须明确界定和加以

定期审查，并为适当的监督机制作出规定。 

5.4 各国应确保相关机构让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特别是受粮食不安全影响

大的群体的代表充分而透明地参与活动。 

5.5 必要时各国应采取措施，制定、加强、实施和保持有效的反腐败法律和政

策，包括在粮食部门和紧急粮食援助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反腐败政策。 

准则 6：利益相关者 

6.1 认识到国家对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负有首要责任，

各国应采用一种多方利益相关者方针，确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私营部门在

内的民间社会的作用，并使其参与活动，综合其专门知识，以便促进资源的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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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7：法律框架 

7.1 请各国按照其国内法律和政策体系，考虑是否在其国内法中添加有关条

款，可能的话包括进行宪法和立法审查，以促进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

现充足食物权。 

7.2 请各国按照其国内法律和政策框架，考虑是否应在其国内法律，包括其宪

法、权利法案或立法中添加有关条款，以便直接落实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不

妨设想制定行政、准司法和司法机制，以提供弱势群体可获得的充足、有效和

迅速的补偿。 

7.3 凡在其法律体系中确立充足食物权的国家，应向一般公众宣传其有权获得

的一切权利和补偿。 

7.4 各国应考虑加强其国内法律和政策，使妇女户主获得减贫和营养安全计划

及项目。 

准则 8：资源和资产的获得 

8.1 各国应按照其国家法律和国际法促进可持续、无歧视和有保障地获得和利

用各种资源，保护对人民生计至关重要的财产。各国应一视同仁地尊重和保护

个人获得资源，如土地、水、森林、渔业和畜牧业的权利。必要和适当时，各

国应按照其人权义务及按照法规，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政策改革，以便有效而

公平地获得土地，加强扶贫发展。对某些群体如牧民和土著人民等群体及其与

自然资源的关系可予以特别重视。 

8.2 各国应采取措施，使易受害群体成员能够获得机会和经济资源，以便全面

而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 

8.3 各国应特别重视妇女和弱势、边缘化和历来处境不利的群体，包括受艾滋

病毒/艾滋病影响的所有人口获得资源和资产的具体问题。各国应采取措施，保

护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所有人口不失去其获得资源和资产的手段。 

8.4 各国应促进农业研究与发展，尤其是促进基本粮食生产及其对小农和女性

农民基本收入和利益的积极影响，并使贫困消费者受益。 

8.5 各国应在有关国际协定，包括关于知识产权的协定的框架内，促进中小型

农民获得研究成果，加强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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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各国应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参与经济活动，为此，如果尚无有关法律，应制

定和实施性别敏感的法律，向妇女提供继承权及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

各国还应当向妇女提供可靠而平等获得、控制和受益于生产性资源包括信贷、

土地、水和适用技术的手段。 

8.7 各国应设计和执行针对 贫困人口的计划，包括获得和合理利用农业土地

的不同机制。 

准则 8a：劳 动 

8.8 各国应采取鼓励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创造提供报酬的就业机会，让农村和

城市工薪者及其家庭达到充足生活水准，促进和保护自谋职业。对于已批准有

关文书的国家，工作条件应符合它们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劳工组织有关公约及其他条约，包括各项人权公约中承担的义务。 

8.9 为了更有利地进入劳工市场，各国应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

教、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通过教育计划、成人扫

盲和其他培训计划，增强人力资本。 

准则 8b：土 地 

8.10 各国应采取措施，通过保护土地权和其它产权包括继承权的立法，促进维

护土地权保障，尤其涉及妇女、贫困和处境不利的社会阶层。各国应根据其国

际人权义务及法治，酌情考虑建立法律和其它政策机制，促进土地改革，增加

穷人和妇女的手段。此类机制还应促进土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应特别考虑

土著社区的情况。 

准则 8c：水 

8.11  铭记人人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水是生命和健康的根本，各国应努力改进

水资源的获得，促进其可持续利用，鼓励在竞争用户之间的有效分配，优先满

足人的基本需要，兼顾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需要与其解决家庭、工业和

农业需要，包括保护饮用水质量之间的平衡。 

准则 8d：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8.12  各国应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按照其在有关国际协定中的义务，考

虑具体的国内政策、法律文书和辅助机制，防止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侵蚀，

确保其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包括酌情保护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公平参与分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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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源产生的利益，并酌情鼓励当地社区、土著社区和农民参加与粮食和农

业遗传资源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有关问题的国家决策。 

准则 8e：可持续性 

8.13  各国应考虑具体的国家政策、法律文书和辅助机制，保护生态可持续性和

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确保为当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可持续增加粮食产量的可能

性，防止水污染，保护土壤肥力，促进可持续渔业和林业管理。 

准则 8f：服 务 

8.14  各国应创造有利的环境和制定战略，推动和支持制定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措

施，促进提供有关服务方面的适当手段、技术和机械化，包括研究、推广、销

售、农村金融和小额贷款，使所有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能够提高粮食生产效

率，解决土地、水和农业动力短缺等地方制约因素。 

准则 9：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 

9.1 各国应采取措施确保使所有食品，无论是当地生产还是输入的食品，是免

费供应还是在市场上销售的食品，既安全又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9.2 各国应建立全面合理的食品管制制度，利用风险分析和监督机制减少食源

性疾病的风险，以确保整个食物链包括动物饲料的安全。 

9.3 鼓励各国采取行动，精简国家一级食品管制和食品安全的机构程序，消除

检查制度中和食品立法与管理框架中的漏洞和重复。鼓励各国采用有科学依据

的食品安全标准，包括添加剂、污染物、兽药和农药残留以及微生物危害标

准，并制定食品包装、标签和广告标准。这些标准应考虑到符合世贸组织卫生

和植物检疫协定的国际上接受的食品标准（食品法典）。各国应采取行动，防

止食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分销、搬运和销售过程中被工业和其它污染

物污染。 

9.4 各国不妨建立全国食品协调委员会，将参与食品系统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

者汇集到一起，并作为与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联络的机构。各国

应考虑与食品系统中的私人利益相关者协作，帮助他们自行监督生产和处理方

法并核查这些监督活动。 

9.5 必要时各国应协助农民和其他初级生产者遵循良好农作规范，协助食品加

工者遵循良好制作方法，协助食品搬运者遵循良好卫生习惯。鼓励各国考虑建

立食品安全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向消费者提供安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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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各国应确保对食品经营者进行安全方法教育，以便其活动既不给食品带来

有害残留又不损害环境。各国还应采取措施，对消费者进行有关家庭内安全储

藏、搬运和使用食品的教育。各国应收集并向公众传播有关食源性疾病和食品

安全问题的信息，并应与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 

9.7 各国应采用保护消费者的措施，避免消费者在食品包装、标签、广告和销

售方面受骗和被误导，确保获得有关销售食品的适当信息，便利消费者进行选

择，并为受不安全或掺假食品包括街头小贩提供的食品，造成的任何伤害提供

追索权。此类措施不得构成无正当理由的贸易壁垒，应符合世贸组织各项协定

（特别是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及贸易技术壁垒协定）。 

9.8 鼓励发达国家通过咨询、信贷、捐助和赠款，为能力建设和食品安全培训

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鼓励在与食品安全有关领域具有较先进能力的

发展中国家尽可能酌情援助后进发展中国家。 

9.9 鼓励各国与所有有关方，包括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区域和国际消费者组织

合作，考虑参加对食品生产、加工分配、储存和销售产生影响的政策进行讨论

的国家和国际论坛。 

准则 10：营 养 

10.1  必要时，各国应采取措施，保持、采纳或加强膳食多样性、健康膳食习惯

和食品制作方法以及喂养方式，包括母乳喂养，同时确保粮食供应量及其获得

的变化，不对膳食结构和摄入量产生消极影响。 

10.2  鼓励各国采取步骤，特别是通过教育、宣传和标签管理，防止有可能导致

营养不良、肥胖症和退化性疾病的过分消费和不平衡膳食。 

10.3  鼓励各国让所有有关方，特别是社区和地方政府参与设计、实行、管理、

监测和评估旨在提高生产和消费健康而富营养的食品，特别是微量营养素丰富

的食品的计划。各国不妨推广家庭和学校菜园，作为消除微量营养素不足和促

进健康膳食的关键内容。各国也可考虑制定强化食品条例，防治微量营养素缺

乏症，如缺碘、缺铁和缺维生素 A 等症。 

10.4  各国应考虑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或其他流行病患者的特殊食物和

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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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各国应按照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建议，根据本国文化、《国际

母乳替代品销售规范》和世界卫生大会随后的决议, 采取适当措施, 促进和鼓励母

乳喂养。 

10.6  各国不妨传播有关符合现有科学知识和国际公认方法的婴儿和幼儿喂养方

法的资料并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婴儿喂养的误导。各国应依据 新、 权威科

学意见并参照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的 新准则，极其慎重地考虑有关母乳喂养

与人类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毒）感染问题。 

10.7  请各国在健康、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采取平行行动，促进跨部门合

作，以便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物品，使他们能充分利用所吃食品的膳食价

值，从而实现营养福利。 

10.8  各国应采取消除歧视性做法，特别是性别歧视做法的措施，以便在家庭内

实现适当的营养水平。 

10.9  各国应承认食品是个人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并鼓励各国考虑到与食品有

关的个人行为、习惯和传统。 

10.10 请各国注意不同文化中膳食和饮食习惯的文化价值，各国应确定促进食品

安全和良好营养摄入，包括在所有文化中社区和家庭内进行公平粮食分配的方

法，特别注意男童、女童以及孕妇和哺乳母亲的需要和权利。 

准则 11：教育与提高认识 

11.1  各国应支持对人力资源开发如卫生、教育、扫盲和其它技能培训进行投

资，这些资源对可持续发展、包括对农业、渔业、林业和乡村发展至关重要。 

11.2  各国应加强和扩大基础教育机会，尤其是对女童、妇女和其他未得到充分

服务的人口的教育。 

11.3  各国应鼓励进行农业和环境方面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使新一代进一步认识

到保存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11.4  各国应支持高等教育，加强发展中国家农业学科和企业的大学及专科学

院，既发挥教育功能，又发挥研究功能，并使全世界的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两

级培训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工作者、科学家和实业家。 

11.5  各国应向个人提供信息，加强其能力，以便参与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粮食决

策和质疑威胁其权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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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各国应采取措施，使人们改善住房条件和食品制作手段，因为这与食品安

全相关。此类措施应在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采取，特别是在农村家庭采取。 

11.7  各国应促进人权教育和/或将其纳入学校课程，其中包括公民、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11.8  鼓励各国提高对人权，包括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重要性的认识。 

11.9  各国应对负责实施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官员进行适当培训。 

11.10 各国应提高公众对这些准则的认识，不断改进获得准则及有关人权法和法

规的手段，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11.11 各国不妨通过能力建设，赋予民间社会参与实施这些准则的能力。 

准则 12：国家财政资源 

12.1  鼓励区域和地方当局在各自预算中为战胜饥饿和促进粮食安全目的分配资

源。 

12.2  各国应确保公共资源利用和尤其是粮食安全领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12.3  鼓励各国促进基本社会计划和开支，尤其是涉及贫困者和社会易受害阶层

的那些计划和开支，保护他们不受预算削减的影响，同时提高社会开支的质量

和效益。各国应努力确保预算削减不致于对社会 贫困阶层获得充足食物的手

段产生不利影响。 

12.4  鼓励各国创造一个有利的法律和经济氛围，促进和筹集国内储蓄，为生产

性投资吸引外部资源，并为社会计划争取国家和国际两级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新

颖供资来源。 

12.5  请各国采取适当措施，提出有利于提高移民家庭认识的战略，以促进有效

利用移民汇款，进行可能改善其生计，包括其家庭粮食安全的投资。 

准则 13：支持弱势群体 

13.1  根据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承诺，各国应建立粮食不安全和易受害信息及绘图

系统，以查明特别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伤害的群体和家庭及其粮食不安全的原

因。各国应确定和制定纠正措施，立即逐步加以落实，以提供获得充足食物的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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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请各国系统地分类分析社会不同群体的粮食不安全、脆弱性和营养状况，

特别重视评估任何形式的歧视，这些歧视可能表现为较大的粮食不安全和更容

易受到粮食不安全之害，或导致特定人口群体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或同时引

起上述两种情况，以便消除和预防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这种根源。 

13.3  为了确保制定有效援助目标，以便不排斥任何一个需要援助的人或不包括

任何不需要援助的人，重要的是各国制定透明、非歧视性资格标准。有效的问

责制和行政制度对防止漏洞和腐败至关重要。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家庭和个人

资产与收入、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现有应对手段。 

13.4  各国不妨优先重视通过妇女提供粮食，作为一种手段，既加强妇女的决策

作用又确保粮食用于满足家庭粮食需要。 

准则 14：安全网 

14.1  只要资源允许，各国应建立和维持社会安全和食品安全网，保护不能养活

自己的人。各国应尽可能考虑在面临危险的社区发展现有能力，为社会安全网

提供必要资源，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并适当考虑效率和范围。食品安全网应

尽可能利用当地或地区购买。 

14.2  各国及国际组织应考虑当地采购援粮的益处，使受粮食不安全影响的人们

的营养需要与当地生产者的商业利益相结合。 

14.3  虽然社会和食品安全网的设计将取决于粮食不安全的性质、目标、预算、

现有行政能力和当地情况，如粮食供应水平和当地粮食市场，但是各国应保证

适当以贫穷者为目标，在制订资格标准时遵循无歧视原则。 

14.4  只要资源允许，各国应采取步骤，确保利用有效食品安全网补充有可能消

极影响弱势群体现有粮食消费水平的任何经济或财政措施。安全网需要与促进

长期粮食安全的其它补充干预行动相联系。 

14.5  如已确定粮食在安全网中发挥适当作用，粮食援助就应弥合受影响人口的

营养需要与自己解决这些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提供任何粮食援助时应由受

益者尽可能充分参与，这些粮食应营养充足而安全，考虑到当地条件、饮食传

统和文化。 

14.6  各国应考虑在安全网计划中利用粮食援助以及开展补充活动，尽量增强福

利效应，确保人民充分获得和利用足够的食物。主要的补充活动包括获得纯净

的饮用水和卫生、保健干预和营养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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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各国在设计安全网时，应考虑到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等国际机构

的重要作用和能够帮助各国消除农村极端贫困及促进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其

它有关国际、区域、民间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准则 15：国际粮食援助 

15.1  捐助国应确保其粮食援助政策支持受援国实现粮食安全，根据合理需要评

估提供粮援，并将粮食安全状况差的人们和弱势群体作为援助对象。在这方

面，捐助国提供此类援助的方式应考虑到食品安全、不影响地方粮食生产的重

要性以及受援人口的营养膳食需要和文化。粮援应有明确退出战略，以免产生

依赖性。捐助国应促进增加对当地和地区商业市场的利用，以满足易发生饥荒

国家的粮食需要，减少对粮援的依赖。 

15.2  国际粮援交易，包括折合货币的双边粮食援助，应符合粮农组织《剩余产

品处理原则和磋商义务》、《粮食援助公约》和《世贸组织农业协定》，应符

合国际上商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考虑到当地情况、饮食习惯和文化。 

15.3  各国和有关非国家行为者应根据国际法，确保安全无阻碍地接近贫困者，

进行国际需要评估及接近参与国际粮援分配的人道主义机构。 

15.4  在紧急情形中提供国际粮援时应特别考虑到受援国的长期恢复和发展目

标，应遵照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 

15.5  应尽可能以参与性方式对粮援需要进行评估以及对粮援的提供进行计划、

监测和评价，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受援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开展这些

工作。 

准则 16：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 

16.1 粮食永远不应用作施加政治和压力的一种手段。 

16.2 各国重申它们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特别是作为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或

1977 年该公约有关平民人道主义需要，尤其包括他们在武装冲突和占领情况下

获取粮食的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所承担的义务， 

− 补充议定书 I 尤其规定，“禁止将平民饥饿作为一种战争的方法”以及

“禁止为剥夺它们之特别目的，因其对平民或对方的生存价值，无论出

于何种动机，无论是为了使贫民饥饿，造成他们迁移还是为了任何其他

动机而攻击、摧毁、拆除平民生存必需的物品，或使之无法使用，如食

物、用于生产食物的农业地区、作物、家畜、饮水设备和供应以及灌溉



CL 127/REP 

 

D20 

工程。”，以及“这些物品不得用作报复的对象”。 

16.3 在占领情况下，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规定：在现有手段允许的 大范围

内，占领国有责任确保民众的粮食和医药供应；如果被占领土的资源不足，它

应带来必要的食品、药品和其他物品；如果被占领土的民众全体或部分供应不

足，占领国应代表该民众商定救济计划，并通过其掌握的所有手段向这些救济

计划提供便利 2。 

16.4 各国重申他们对人道主义人员的保护、安全和保安承担的义务。 

16.5 各国应作出一切努力，确保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人员随时获得充足的食

物。在这方面，应鼓励各国和其它有关利益相关者在处理内部流离失所情况时

利用《关于内部流离失所的指导方针》。 

16.6 在出现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各国应向处境困难的人提供粮食援

助，如果其本身的资源不足，可申请国际援助，并应按照国际法和普遍承认的

人道主义原则促进安全和无障碍地获得国际援助，同时牢记当地情况、饮食传

统和文化。 

16.7 各国应建立适当的功能性预警机制，预防或减缓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影响。

预警系统应以国际标准和合作、可靠的分类数据为基础，并应对其不断地进行

监测。各国应采取适当的紧急情况防备措施，如为获取食物而保存粮食库存并

采取措施建立适当的分发系统。 

16.8 请各国考虑建立机制，在发生自然或人为灾害时评估营养影响并了解受害

家庭的应付策略。这应为救济、重建和恢复计划的目标确定、制定、实施和评

价提供信息。 

准则 17：监测、指标与基准 

17.1  各国不妨根据其能力并通过发展现有信息系统和弥补信息差距，建立监测

和评价这些准则的实施情况和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情况

的机制。 

17.2  各国不妨考虑进行“食物权影响评估”，以便确定国内政策、计划和项目

对广大人口特别是弱势群体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影响，并作为制定必要纠正

措施的基础。 

                       
2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1994 年日内瓦公约 IV，第 55 条、5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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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各国也不妨依据已在使用中的指标和依靠粮食不安全和易受害信息及绘图

系统等监测系统，制定一套过程、影响和结果指标，以评估逐步实现充足食物

权的实施情况。它们不妨制定要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实现的适当基准，这些

基准直接涉及实现减少贫困和饥饿的起码目标以及其它国家和国际目标，包括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 

17.4  在这一评价过程中，可确定或拟定过程指标，使其明确涉及和体现使用具

体政策手段和干预的情况，其结果与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

权相一致。这种指标将使各国能够实施法律、政策和行政措施，查明任何歧视

性做法和结果，确定实现这项权利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 

17.5  各国应特别监测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粮食安全状况及其

营养状况，包括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发生率。 

17.6  在这一评价过程中，各国应确保对收集、管理、分析、解释和传播信息采

用参与性方法。 

准则 18：国家人权机构 

18.1  凡已作为国家法或国家政策通过以权利为基础的方针并设有国家人权机构

或监察员的国家，不妨把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作为这些

机构或监察员的职责。鼓励未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或监察员的国家予以设立。根

据《巴黎原则》，人权机构应独立于政府并自治。各国应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和

个人促进监测国家人权机构开展的与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有关的活动。 

18.2  请各国鼓励国家机构努力建立与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并加强合作。 

准则 19：国际层面 

19.1  各国应在国际层面履行以下第 III 部分所述之措施、行动和承诺，支持自

愿准则的实施。这些准则协助各国努力在《千年宣言》的框架内在世界粮食首

脑会议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规定的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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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国际措施、行动与承诺 

国际合作和单边措施 

1. 在 近举行的主要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表明了其对饥饿长期存在的深切

关注，随时准备支持各国政府努力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承诺在包括战胜饥饿

国际联盟在内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范围内积极开展合作。 

2. 各国负有其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

足食物权的首要责任。强调国家发展努力应当得到一个良好国际环境的支持，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包括粮农组织，以及其它有关机构根据其职责应当采

取行动，支持国家关于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发展努

力。特别是在《联合国宪章》第 56 条以及主要国际会议的结果如可持续发展世

界首脑会议行动计划中，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作用。粮食不应当用来作为施

加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手段。 

3. 敦促各国采取步骤，避免和制止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妨碍受影响国

家的人民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并阻碍其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单边措施。 

国际社会的作用 

4. 根据各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特别是《蒙特雷共识》中的承诺，发达

国家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中包含的那些

目标。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应根据其各自的职责，积极支持在国家一级逐步实

现充足食物权。应根据国家政策和重点，对外部支持，包括南南合作进行协

调。 

技术合作 

5.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在主要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通过在这

些准则所涉及的所有领域进行包括机构能力建设在内的技术合作以及根据共同

商定的条件进行技术转让，共同支持关于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

食物权的努力，特别注重阻碍粮食安全的因素如艾滋病毒/艾滋病。 

国际贸易 

6. 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一级的脱贫和加强粮食安全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 

7. 各国应促进国际贸易，作为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扩大国际贸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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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饥饿和贫困带来机遇。 

8. 兹忆及，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中提到的长期目标是通过一项根本的改革计

划，包括加强关于支持和保护方面的规则及具体承诺，建立一个公平和以市场

为导向的贸易体制，以便纠正和防止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和扭曲。 

9. 敦促各国实施在各种有关国际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以及《圣保罗共识》的建

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十一届大会），例如包括以下内容： 

“75.  农业是目前谈判中的一项核心要素。应加强努力，实现国际商定的

多哈授权三个支柱所体现的目标，即大幅度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各种形式

的出口补贴并逐步取消这种补贴；大幅度减少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在世

贸组织正在进行的农业谈判应该产生与多哈授权所载的目标一致的结果。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应该是谈判内容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应

按照多哈授权，充分地考虑到发展需要，包括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另外

应按照《多哈部长宣言》第 13 段，考虑到各国的非贸易关切，正如《农

产品协议》所规定的那样。 

77.  根据《多哈工作方案》放宽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努力应该加强，目标

是减少或酌情取消关税，包括减少或取消关税峰值、高关税和关税升级以

及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当涉及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出口意义的产品时。谈判

应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包括承诺削

减方面的非全面对等措施。” 

10. 这些措施会有助于加强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有利环

境。 

外部债务 

11. 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应当酌情迅速而大力推行外部债务减免措施，以便为

战胜饥饿提供资源，减轻农村和城市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债权人和债务人

必需共同负责预防和解决不可维持的债务状况。迅速、有效、全面实施加强重

债穷国举措至关重要，该项举措应当全部由额外资源资助。此外，促请所有官

方债权人和商业债权人参加这一举措。重债穷国应当采取或继续采取必要政策

措施，以确保全面实施重债穷国举措。 

官方发展援助 

12. 根据《蒙特雷共识》，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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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千年宣言》中所包含的目标，提供适当技术和财政援助，作出具体努力

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 0.7％以及对 不发达国家

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 0.15％至 0.2％的目标。这应当与提高援助质量

和效益，包括通过加强协调、与国家发展战略更加密切地相结合、提高预测性

和稳定性、真正的国家所有权，提高援助质量和效益的努力相联系。应鼓励捐

助方采取措施，确保为债务减免提供的资源不挪用原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

发展援助资源。鼓励发展中国家巩固在保证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以帮助实现

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此外，应当探索有助于努力实现持续增长、发展

和消除贫困的自愿财政机制。此外，还应当探索有利于努力实现持续增长、发

展和消除贫困的自愿财政机制。 

国际粮食援助 

13. 凡提供国际粮食援助的国家均应定期审议其有关政策，必要时对这些政策

进行审查以支持受援国努力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各国

应当在更加广泛的粮食安全政策范围内，根据良好需要评估制定其粮援政策，

这些政策涉及受援国和捐助国，专门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各

国在提供这种援助时，应当考虑到食品安全、当地和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和利益

的重要性和营养需要以及受援国人民的文化。 

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14. 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所有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有关

方应当促进加强伙伴关系和协调行动，包括各项计划和能力发展努力，以加强

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促进和保护充足食物权 

15. 与人权有关的组织和专门机构应当在一致和客观执行国际人权文书，包括

促进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其活动的协调。根据其目标和

原则，特别是国际合作目标，必须将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

国的优先目标。在这些目标和原则框架内，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包括逐步实

现充足食物权，是需要所有成员国、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关注的问题。 

国际报告 

16. 各国可以在报告程序范围内，根据自愿原则向粮安委报告在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实施方面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和取得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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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的规章 

 

1. 主管领域 

 委员会的主管领域应为沿海国家管辖内的西南印度洋所有水域，即以如下

划线为界限的所有印度洋水域：从北纬 10 度东非海岸深水标记点开始一直往东

至东经 65 度，然后一直向南至赤道，然后一直往东至东经 80 度，然后往南至

南纬 45 度，然后往西至东经 30 度，然后一直往北至非洲大陆海岸，如本规则

附件 I 中的地图所示。 

2. 品  种 

 委员会将涵盖所有海洋生物资源，不影响该地区其它主管渔业和其它海洋

生物资源管理组织或安排的管理责任及权利。 

3. 成员资格 

 委员会应由其领土全部或部分位于委员会涵盖地区的沿海国家的本组织成

员和准成员组成。它们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总干事，说明它们有兴趣成为委员会

的成员。 

4. 委员会的宗旨和职能 

 在不影响沿海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委员会应通过海洋生物资源的适当管理

和开发而促进委员会涵盖地区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解决委员会成员

面临的渔业管理和开发方面的共同问题。为此，委员会应具有如下职能和责

任： 

(a) 通过鼓励成员之间合作的体制安排协助改进管理； 

(b) 协助渔业管理人员开发和落实渔业管理系统，这些系统应适当考虑令人关

注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 

(c) 经常审查该地区渔业资源的状况以及以这些资源为基础的产业； 

(d) 促进、鼓励和协调该地区与海洋生物资源有关的研究，并为此制定必要的

计划，组织可能需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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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进收集、交换、传播和分析或研究统计、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数据及

其它海洋渔业信息； 

(f) 为协助成员国作出渔业管理决定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 

(g) 就管理措施向成员国政府和主管渔业组织提供建议； 

(h) 就监督、控制和监测提供建议和促进合作，包括联合活动，尤其是有关区

域或次区域性质的问题； 

(i) 鼓励、建议和协调在委员会关心领域的培训； 

(j) 促进和鼓励使用 适当的渔船、渔具、捕捞技术和捕捞后技术； 

(k) 促进与委员会涵盖地区和邻近水域所有主管机构的联络，尤其包括南印度

洋公海非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的任何协定或安排、印度洋金枪鱼委

员会、东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l) 为确保委员会的长期活动寻求资金和其它资源； 

(m) 制定其工作计划； 

(n) 开展委员会实现其上述宗旨可能需要的其它活动。 

5. 一般原则 

 委员会应适当注意并促进实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条款，

包括对渔业管理采取谨慎方针和生态系统方法。 

6. 机  构 

1. 委员会的会议每两年应至少举行一次，同时考虑到以下第 10 款的规定。 

2. 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科学委员会，审议主管领域的渔业状况，就审议后供委

员会成员通过的可能管理措施的科学依据提出建议。委员会应确定科学委员会

的职能。 

3. 委员会可临时设立其可能认为必要的关于重要问题或专门性质问题的其它

委员会或工作组。 

4. 设立任何附属机构须由总干事确信在本组织预算的有关章节中拥有必要的

资金后决定。在作出任何涉及与设立附属机构有关的支出的决定以前，委员会

必需收到总干事关于其行政和财务影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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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  告 

 委员会应以适当的间隔向总干事提交关于其活动和建议的报告，以便总干

事能够在制定本组织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及向大会、理事会提交其它文件时

考虑到这些报告。总干事应通过理事会将委员会通过的具有政策影响或影响本

组织计划或财政的建议提请大会注意。委员会每份报告的副本一旦获得即应向

委员会成员和本组织的成员国和准成员以及国际组织分发，供其了解情况。 

8. 观察员 

1. 不是委员会成员的本组织任何成员国或准成员可在提出请求后派代表以观

察员身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2. 不是本组织成员但却是联合国、联合国任何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

员的国家，在提出请求并经委员会批准后，按照本组织大会通过的授予国家观

察员地位的规定，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 

3. 委员会还应按照其议事规则，根据请求，为政府间组织和在委员会活动领

域具有特别能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观察员参加其会议作出规定。 

4. 国际组织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委员会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应遵循本组

织章程和总规则的相关条款以及本组织大会和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与国际组织关

系的规则。 

9. 议事规则 

 委员会可通过和修正其本身的议事规则，这些议事规则应与本组织的章程

和总规则以及大会通过的各种委员会须遵循的原则声明保持一致。议事规则及

其修正案应在总干事批准后生效。 

10. 与南印度洋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的任何协定或安排的合作 

 委员会应通过总干事与南印度洋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方面的任何协定

或安排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尤其应： 

(a) 尽可能规定与任何这类协定或安排举行相互衔接的会议； 

(b) 尽可能确保是任何这类协定或安排缔约方的委员会成员知情和有效参加这

些协定或安排的会议； 

(c) 确保委员会充分了解任何这类协定或安排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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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2005 年粮农组织领导机构会议及其它主要会议时间表 

和 2006 年暂定时间表 

 

  2005 年  2006 年 
一 月   24 ARC 30/1-3/2 

二 月     
三 月 26 COFI 

COFI MM 

COFO MM 

17 COFO 

7 – 11 

12 

14 

15 - 19 

28 NERC 

80 CCLM 

12 - 16 

27 - 28 

四 月 78 CCLM 

65 CCP 

19 COAG 

4 - 5 

11-13 

13-16 

29 LARC 24 - 28 

五 月 109 PC 

93 FC 
31 CFS 

9 - 13 

9 - 13 

23 - 26 

95 PC 

111 FC 

28 APRC 

8 - 12 

8 - 12 

15 - 19 

六 月 128 CL 20 - 25 25 ERC 7 - 9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110 FC 

94 PC 

79 CCLM 

19 - 23 

19 - 23 

28 - 29 

32 CFS 

92 PC 

105 FC 

18 - 22 

25 - 29 

25 - 29 

十 月 WFD 
 

17 (星期一) 

 

81 CCLM 

WFD 

2 - 3 

16 (星期一) 

十一月 129 CL 

33 C 

130 CL 

16 - 18 
19 - 26 

28 

131 CL 

 

20 - 25 

 

十二月     
 

古尔邦节： 
复活节： 
斋  月： 
开斋节： 

2005 年 1 月 21 日 
2005 年 3 月 27 日 
2005 年 10 月 4 日－11 月 2 日 
2005 年 11 月 3 日 

古尔邦节：

复活节： 
斋  月： 
开斋节： 

2006 年 1 月 11 日 
2006 年 4 月 16 日 
2006 年 9 月 24 日－10 月 23 日 
2006 年 10 月 24 日 

 
APRC 
ARC 
C 
CCLM 
CCP 
CFS 
CL 
COAG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非洲区域会议 
大  会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商品问题委员会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理事会 
农业委员会 

COFI 
COFO 
ERC 
FC 
LARC 
MM 
NERC 
PC 

渔业委员会 
林业委员会 
欧洲区域会议 
财政委员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会议 
部长级会议 
近东区域会议 
计划委员会 

 



计 划 委 员 会 
（2003年11月-2005年11月） 

 

主 席 成   员 

荷  兰（Ewald Wermuth） 
 

阿富汗 (A.R. Ayazi)  
澳大利亚 (B.J. Hughes) 
加拿大 (B.G. Hankey) 1 
多米尼加共和国 (M. A. Caamaño) 
印  度 (G. Nair) 

牙买加 (F.B. Zenny) 
黎巴嫩  (W. Dikah 女士) 
马来西亚  (R. Bin Khalid) 
尼日利亚  (G.G. Lombin) 
南  非 ( M. Mohapi 女士) 

1．截至第九十二届会议由J. Melanson替代。 

 

财 政 委 员 会 
（2003年11月-2005年11月） 

 
主 席 成   员 

秘 鲁 (R. Seminario  
                    Portocarrero) 

科特迪瓦 (A. Bakayoko) 
意大利  (A. Zodda) 
日  本 (R. Inoue 女士) 1 
科威特 (L.A. Al-Saqqaf 女士) 
新西兰 (S.J. Draper) 

巴基斯坦 (M. Saleem Khan) 2 
巴拉圭 (A.M. Baiardi Quesnel 女士) 
联合王国 (A. Beattie) 
美利坚合众国 (J.M. Cleverley) 
津巴布韦 (V. Takaendesa 女士) 

1． 第一 O 六届会议由 F. Kabuta 替代。 
2． 第一 O 八届会议由 M. H. Syed 替代。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2003年11月-2005年11月）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法  国 
危地马拉 

伊拉克 
尼日尔 
菲律宾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2004年 
 

任期结束日期 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选出 由经社理事会选出 

2005年12月31日 瑞  士(D) 
1
 

印度尼西亚(B) 

芬  兰(D)
2
 

利比亚(A) 

秘  鲁(C) 

斯洛伐克(E)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B) 

日  本(D) 

马拉维(A) 

墨西哥(C) 

波  兰(E) 

瑞  典(D) 
 

2006年12月31日 安哥拉(A)
 
 

孟加拉国(B) 

尼加拉瓜(C) 
3
 

荷  兰(D)
  

叙利亚(B) 

美利坚合众国(D) 

希  腊(D) 

印  度(B) 

挪  威(D) 

巴基斯坦(B) 

俄罗斯联邦(E) 

塞内加尔(A) 

 

2007年12月31日 加拿大(D) 

刚  果(A) 

德  国(D) 

海  地(C) 

尼日尔(A)  

泰  国(B) 

 

澳大利亚(D) 

中  国(B) 

古  巴(C) 

埃塞俄比亚(A) 

挪  威(D) 

突尼斯(A) 

1 替代比利时。 

2 替代爱尔兰。 

3 替代萨尔瓦多。 



粮农组织成员（188 个） 
（截至 2004 年 11 月 27 日）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 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 宁 
不 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 西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 得 
智 利 
中 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 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丹 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 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欧洲共同体 
（成员组织） 
斐 济 
芬 兰 
法 国 
加 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 国 
加 纳 
希 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 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 岛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 本 
约 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大韩民国 
科威特 
吉尔吉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 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共和国 
摩纳哥 
蒙 古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 甸 
纳米比亚 
瑙 鲁 
尼泊尔 
荷 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 埃 
挪 威 
 

阿 曼 
巴基斯坦 
帕 劳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 鲁 
菲律宾 
波 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王国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和黑山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 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 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 典 
瑞 士 
叙利亚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泰 国 
前南斯拉夫 
 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 哥 
汤 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 南 
也 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