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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317/Ch.10 

战略草案说明－畜牧业 

1. 对需要和粮农组织比较优势的分析： 

过去 30 年全球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迅速扩大，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畜牧业革

命。畜牧业目前提供全球农业产值的 43%。传统畜牧业系统对 70%的世界农村穷人

的生计作出贡献，而新出现的日益增长的大型活动采用先进技术，以国际上提供的

动物基因为基础，迎合迅速增长的肉类、奶类和蛋类市场。“中间阶层”即中等规

模的市场型家庭农场虽然在许多地方仍然越来越重要，但逐渐被挤出市场，特别易

受动物疾病冲击的影响。这种日益增长的系统两面性越来越成为该部门的特点，需

要公共部门认真治理。 

强劲的畜牧业增长及其伴随的结构变动带来各种重大挑战和机遇，需要国际社

会综合治理。这些挑战和机遇同全球畜牧业在以下方面的作用相关：粮食安全和营

养、经济发展和农村扶贫；影响动物和人类的疾病更快地（再）发生；影响环境、

气候和用于动物生产，包括动物遗传多样性的自然资源方面。该部门声称全球作物

土地的三分之一用于饲料谷物生产，该部门影响谷物价格增长但也受谷物价格增长

的影响；此外，对土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不仅饲料谷物价格，而且还有

水、能源和劳力的价格，都在增长，广泛牧场畜牧生产（占全球无冰地面的 26%）

正受到异常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压力的挑战。 

粮农组织处理这些挑战和机遇的比较优势： 

• 在评估和管理畜牧业对社会、公共卫生、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知识和

中立性[独立外部评价报告第 453 段：“粮农组织关于穷人和环境的政策工作

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全球思路”] 
• 粮农组织作为一个政府间平台在预防和控制跨界动物疾病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全球根除牛瘟计划）， 
• 在更好地利用和保存动物遗传资源方面公认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生

物多样性公约）全球领导作用， 
• 跨部门处理畜牧业问题，包括畜牧与土地的其他用途（作物生产、林业、渔

业、野生动物）相结合方面的专业知识， 
• 下放办事处促进向成员国提供直接支持方面的专业知识， 
• 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例如食典）、各委员会（例如欧洲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畜牧生产和卫生委员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畜牧发展委员会）

和支持全球畜牧业的各项计划（如跨界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全球根除

牛瘟计划、防治非洲锥虫病计划）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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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远景和主要目标 

根据粮农组织的三项全球目标，粮农组织畜牧计划的远景是支持政府建立畜牧

业，通过提供安全、健康和优质食品对粮食安全和公众健康作出贡献，并对扶贫和

普遍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保护环境可持续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粮农组织畜牧

计划的目标是，(i) 在准确的信息和分析及所有各级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基础上作出畜

牧业管理决策，(ii) 通过加强政治上重视、能力建设和针对性投资来增加畜牧业对

国家发展的贡献，(iii) 在畜牧生产方面根据可持续资源管理标准利用土地、水、生

物资源和空气。 

3. 预期的主要结果（和受益者） 

粮农组织的畜牧部门战略旨在取得四项综合结果，这些结果得到跨学科方法的

支持，因结构层次减少的一个统一的计划而得到促进，利用与联合国和非联合国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农研磋商小组）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的合作安排。在

正式商定（2004 年）的所有区域（非洲、美洲、亚洲、近东、欧洲）正在实施的逐

步控制跨界动物疾病全球框架内，根据独立外部评价的建议使动物卫生活动与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切实结合，由区域和全球秘书处及指导委员会分别管理和监督联合计

划的实施。 

结 果 有助于实现结果的产出 
1. 政府利用不断扩

大的畜牧业作为农

村经济发展和扶贫

的增长动力 

• 与畜牧有关的穷人生计在除当地需求之外没有什么市场

发展机遇的地区受到保护（社会保护计划、社区畜牧服

务、应急计划） 
• 在某种程度上可进入市场的地区创造畜牧部门增长条件

（市场、服务、机构和投资政策、人们参与） 
• 在市场迅速发展的地区管理畜牧增长（综合发展计划，

包括社会、健康和环境/自然资源管理）。 
2. 政府通过国际合

作成功地管理动物

疾病和与动物有关

的人类健康威胁 

• 改进关于动物疾病加快发生及其演变的知识，大大加强

疾病预防和预警； 
• 在为国家动物卫生系统增加投资、配备必要技术和动物

卫生政策手段及有技能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政府通过

区域和国际合作加强疾病控制和管理； 
• 在国家动物卫生和兽医公共卫生政策中充分考虑到社会

经济、文化、结构和发展方面。 
3. 政府为畜牧生产

而保护和加强对自

然资源和环境的利

用 

• 为可持续利用和保存动物遗传资源，在国家和区域两级

实施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 通过采用适合可持续性和效益标准及支持性投资的技术

和政策措施，减少畜牧部门的环境足迹。 
4. 建立和保持更强 • 国家根据多个目标需要评估（社会经济/性别、健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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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国家畜牧部门

发展能力 
然资源）；为畜牧业发展提供投资 

• 根据现有和得到政府支持的预防和防备计划进行动物疾

病紧急情况管理和涉及畜牧业的自然和人为灾害管理； 
• 粮农组织处理主题畜牧业问题的备选方案和影响文件及

最佳做法作为畜牧业人员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和使用的信

息来源。 
 

目标对象 

粮农组织的畜牧计划涉及政府决策者、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机构； 

学术、研究和发展方面及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员；动物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和消 

费者。 

4. 实施问题（计划交付特征） 

知识和信息的提供及宣传：粮农组织的畜牧计划提供畜牧生产、动物卫生、畜

牧与土地使用、畜牧生物多样性等相关方面的信息并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该计划

评估畜牧趋势和问题，注意技术、政策和机构。 

政策支持和能力建设：粮农组织的畜牧计划帮助成员国和畜牧社区作出关于畜

牧业管理的知情决定。信息、部门分析和决策支持是畜牧计划对目标畜牧社区内能

力建设的主要贡献。 

为标准制定和国际计划提供中立论坛和支持：畜牧业各个方面，例如疾病、食

品安全、动物生物多样性、畜牧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需要进行国际谈判，要

求采取政府间行动，粮农组织的畜牧计划为此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 

对成员国和紧急活动的支持：通过已经建立的粮农组织下放办事处网络向成员

国提供援助，国家中期政策框架和不断发展的一个联合国计划据此确定重点活动。

在发生重大动物疾病时向成员国提供直接支持。 

成员指导：粮农组织的畜牧业计划得到处理畜牧业问题的政府间论坛（农委、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各区域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