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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关于全球粮食危机问题的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 48 和 116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 

和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2008 年 5 月 28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全球粮食危机问题的特别会议结束时经

我授权发表的讲话稿（见附件）。 

 请将所附讲话稿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8 和 116 下的文件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文件印发为荷。 

 

莱奥·梅罗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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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在理事会关于全球粮食危机问题特别会议上的

讲话稿 
 
 

 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我对我们就全球粮食危机问题的讨论极为满

意。尽管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表明了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可携起手来，

共同应对这一威胁千百万最穷困、最脆弱者的危机。 

 经社理事会这一特别会议是第一次根据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所赋予职

责而召开的这种会议。我曾希望我们可促进制订协调一致综合应对办法的进程，

作为最近闭幕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各次会议和 2008 年即将举行的会议（6月初罗

马世界粮食保障问题高级别会议、7月经社理事会实质性会议和 9 月 25 日大会关

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活动）之间的桥梁。现在，我的这一希望已全面实现。

我赞赏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在秘书长潘基文领导下采取的各项措施，具体体

现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伯尔尼会议成果，且随

后设立了联合国全球粮食保障危机工作队。 

 我们今天的会议表明，在应对这一复杂危机方面，我们大家要共同采取紧急

行动。我们一方面须应对这一局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制订政策，把危险局势

转变为农业复兴。在我们的集体行动中，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开发银行、非

政府组织、广大的民间社会、科研界、学术界、私营部门、慈善组织和媒体都可

发挥明确的作用。 

 我很乐意根据我们的讨论概述一下作为全球持续有效行动基础的基本原则。 

现在的行动 

• 我们须确保尽快履行双边或通过联合国系统作出的紧急粮食援助供资

承诺。我们要不仅限于保持过去的交付额，还须加倍努力，把粮食送给

挨饿者。经社理事会不仅向捐助国政府发出这一呼吁，还向私营公司、

慈善组织和有能力捐助的个人发出这一呼吁。 

• 受影响的国家应即刻实施有针对性的粮食和营养支助措施和社会安全

网，优先考虑产妇、婴儿和儿童方案。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应

针对各国政府这方面的需要，同时记住在应对当前需要时，不应使今后

农业能力的发展受到损害。 

• 作为最高优先，我们须使农民有能力满足下一生长季节的生产需要。捐

助者和各国政府应快速应对这些短期需要，以确保小农可获取基本的种

子、肥料和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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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敦促科研人员运用其知识专长，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粮食市场，也包

括金融市场、投机和当前的粮食危机。深化理解将有助于决策者在这方

面实施有意义的政策。 

• 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建立一个更有利于

粮食保障的新的贸易制度，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投资。应

加倍努力，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解决发达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关税问

题，以促进穷国发展农业。 

启动中长期措施 

• 我们敦促捐助者重新审查官方发展援助部门分配情况，其中农业援助已

急剧减少。粮食危机突出了大力支助发展农业的必要性，如改进投入、

改善基础设施、实行可靠的土地保有制度和更好地组织穷苦农民。 

• 我们敦促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灌溉、道路、通信、交通

和储存设施。把投资用于减少收获和收获后损失，投资于农产工业，将

会增加粮食供给，使农村穷人获取收入。 

• 我们敦促做出特别协调一致的努力，以应对最不发达国家数量最多的非

洲的危机。就此，我们敦促捐助者大幅度增加对公共支助的研发、推广

和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供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非洲应是这种

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侧重点应放在研发非常适合当地农业气候条件的粮

食作物，以便在这一大陆上开展“绿色革命”。 

• 我们敦促布雷顿森林机构考虑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助，这些

国家最初将面临调整的代价和粮食无保障恶化的情况，原因是农业贸易

自由化造成全球价格上涨。我们敦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补偿性融资机

制，以提供更多资源，在尽可能减少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尽快拨给受粮食

价格冲击或其它贸易条款冲击影响的国家。还应考虑暂停偿还债务。 

•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重新认真考虑生物燃料政策，以确保倡导生物燃料的

政策不会危及粮食保障。要认真考虑和实施适当的政策。经济的净影响

及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须加以平衡，并成为这方面战略政策的一部分。 

• 我们敦促加大区域对话与合作，以提高区域粮食保障，这将有助于快速

应对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就此，我们敦促扩大南南合作，交流粮食保障

方案方面的最佳做法。我们认识到粮食危机性质复杂，不同于其它情况，

因此，建议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这对区域和次区域情况特别有意义。 

• 我们敦促在应对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创新方案方面提高与私营部门、基金

会和其它民间社会组织的协作与交流。我们还敦促与农业研究中心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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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力的伙伴关系，以便通过提供推广服务促进散播知识和技术，这些

服务对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必不可少。 

• 我们呼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利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发起

的行动，也包括通过联合国全球粮食保障危机工作队，促进采取统一办

法。 

• 我们呼吁我们的私营部门伙伴、特别是粮食产业，考虑使世界日益增长

的人口负担得起粮食和农业投入的必要性，把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的一个重要部分。 

• 我们鼓励全球慈善界对那些着手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粮食生产的最穷

国伙伴增加赠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