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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森林论坛 

第十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8 日至 19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临时议程* 项目 5 

森林与经济发展 

  2012 年 2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日本政府为支持联合国森林论坛于 2011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在东京联合主办了一场国家主导活动，主题是“可持续森林管理

面临的挑战：将森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价值结合起来”。 

 活动的目标是：(a) 回顾概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可持续森林管理方

面的国际趋势，包括讨论处理降低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

发展中国家在养护、可持续管理森林和增加森林碳储量方面的作用以及生物多样

性养护等新兴问题的政策工具和手段；(b) 审查为实行可持续森林管理而采用的

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分享所得经验和教训；(c) 讨论今后

的挑战与机遇，并考虑今后可能会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行动，从而促进对这一

问题的国际审议。 

 所附共同主席的总结报告概括了这一国家主导活动期间审议的要点(见附

件)。我们请求将总结报告作为论坛第十届会议的文件分发。 

印度尼西亚 

常驻代表 

大使 

德斯拉·佩尔扎亚(签名) 

日本 

常驻代表 

大使 

西田恒夫(签名) 

 
 

 
*
 E/CN.18/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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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1日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主题为“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挑战：将森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价值

结合起来”国际研讨会 

2011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东京 

  共同主席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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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挑战：将森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价值结

合起来”国际研讨会 

共同主席的总结报告 

 1. 背景 

  背景与目标 

 本报告概述了在题为“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挑战：将森林的环境、社会和

经济价值结合起来”国际研讨会期间的讨论情况，这是支持联合国森林论坛的一

场国家主导活动。此次活动于 2011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在东京举行，由日本政府

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共同主办，并与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森林欧洲和蒙特利尔进程

共同组织。 

 自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

以来，全球森林界一直致力于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为促进和落实可持续森林管

理采取了各种行动，包括制定和采用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例如可持续森林管理

的标准和指标、森林认证、合法性核查以及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具体领域的准则。

最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各次会议、《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会议的各次会议以及国际热带木材理事会的各次会议等有关国际论坛也

讨论了处理减轻气候变化、养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加强森林治理等新问题的政策工

具和手段。 

 在这一背景下，这场国家主导活动旨在促进联森论坛 2007-2015 年期间多年

期工作方案的工作。举办这场研讨会的目标如下： 

 (a) 概述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国际趋势，包

括讨论处理降低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在养

护、可持续管理森林和增加森林碳储量方面的作用(降排加)以及生物多样性养护

等新问题的政策工具和手段； 

 (b) 审查为实行可持续森林管理而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制定和

执行情况，分享所得经验和教训； 

 (c) 讨论今后的挑战与机遇，并考虑今后可能会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行为

体，从而促进对这一问题的国际审议。 

 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由一个指导委员会提供指导，指导委员会由日本政府和印

度尼西亚政府、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森林欧洲、蒙特利尔进程和联合国森林论坛

的成员组成，成员名单见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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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摘要 

 来自 30 个国家约 170 名代表出席了国家主导活动，其中包括来自各国政府、

多边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国际专家。 

 日本主管农林渔业的议会秘书 Masayo Tanabu 和印度尼西亚林业部森林利用

司司长Iman Santoso宣布研讨会正式开幕。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执行主任Emmanuel 

ZeMeka 致欢迎词。 

 此次活动由日本林业局的 Takeshi Goto 和印度尼西亚林业部的 Agus Sarsito

共同主持。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的 Steven Johnson 担任报告员。 

 讨论后，若干代表根据下列议程发了言。 

会议第 1 节. 概述 

 第 1 节概述了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国际趋势，讨论了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

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以便为随后各节会议的讨论奠定基础。 

会议第 2 节.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制定与执行 

 第 2 节介绍了为实行可持续森林管理制定和执行的各种政策工具和手段。如

下所列，根据工具和手段的类型将本次会议分为 3 个小节。 

 2·1 小节. 标准和指标 

 2·2 小节. 准则 

 2·3 小节. 森林认证与合法性核查 

会议第 3 节. 今后的挑战与机遇 

 第 3 节介绍了若干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为实行可持续森林管理执行项目过

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会议第 4 节. 小组讨论与结论 

 在第 4 节，与会者有机会从不同学科和视角交流意见，促进与会者之间进行

进一步交流、协作与合作。根据各节会议的讨论及小组讨论情况，本节会议最后

概述了此次会议的结论与建议。 

 4·1 小节. “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小组讨论 

 4·2 小节. 结论 

 2011年3月10日组织海外与会者到东京明治神宫的城市森林进行实地参观，

此次活动自由参加。 

 共同主席根据国家主导活动讨论之后的发言汇编了以下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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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论与建议 

会议第 1 节. 概述 

结论 

 与会者： 

• 认识到森林覆盖面积丧失减少，可持续管理的森林面积增加，国家森林

战略和计划得到修改，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和利益攸关方参与不断

扩大，以及为可持续森林管理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手段，例如标准

和指标、准则、森林认证、国家森林方案和非法采伐应对措施，这些事

实表明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以来在可

持续森林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还认识到，自 1992 年以来，在联合国支持下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对话，即

政府间森林问题小组、政府间森林论坛以及最近的联合国森林论坛，使得

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可持续森林管理，并最终通过了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

法律约束力文书和四个全球共享森林目标，这是第一个全面的国际森林协

定，阐述了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概念，明确了一整套国家和国际森林行动； 

• 认识到资金不足是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并指出，联森

论坛当前在森林筹资和新出现的降排+机制方面的工作表明，在应对这

一挑战方面，很有希望找到一个持久解决办法； 

• 强调蒙特利尔进程、森林欧洲、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和德黑兰进程等各

项区域倡议和进程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热带木

材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支持下开展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制定工作等方

面取得的进展，极大地促进了确定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七个专题要点以及

全面、生动阐述可持续森林管理概念，因此又促进了粮农组织全球森林

资源评估的演变； 

• 与此同时认识到可持续森林管理面临的挑战仍然存在，这些挑战与继续

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的根本原因密切相关，这些根本原因包括贫穷、森

林管理薄弱、国家发展战略不重视森林问题、土地保有权不足、利益攸

关方参与不够以及缺乏必要的信息、能力和机构，这些都与贫穷、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等全球关切问题有关，并因

这些关切问题而加剧。 

建议 

 与会者： 

• 鼓励各国进一步努力，采取具体行动，通过改善森林监测、评估与报告、

森林治理、跨部门和多机构协调、土地保有权改革、利益攸关方参与森

林方面的决策和能力建设及体制发展，在实地落实可持续森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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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鼓励各国、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进程和倡议坚定、持续地支持各

国，特别是包括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三角合作及区域合作等各种合作努力，执行关于所有类型森

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所做的努力。 

会议第 2 节. 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制定与执行 

2·1 小节. 标准和指标 

结论 

 与会者： 

• 承认过去 20 年里在制定和执行标准和指标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认识

到森林欧洲和蒙特利尔进程等进程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其他进程中出

现的显著进展，特别是为实施和进一步统一标准和指标框架所做的努

力，例如非洲木材组织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在中非和西非，亚马孙合作

条约组织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在亚马孙流域开展的联合举措，以及德黑

兰进程为低森林覆盖率国家所做的努力； 

• 认识到标准和指标框架不仅为监测、评价和报告森林和森林管理提供了

共同工具，而且对可持续森林管理形成了共同认识，即把森林的多种价

值纳入森林管理和政策中，这是与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共同目标的一个

共同点，也是有关国家之间交流知识、所得经验和教训、加强协作与合

作的一个共同平台； 

• 还认识到，标准和指标框架为制定森林认证计划，确定监测森林治理的

各项指标提供了切实基础，而且还促进了粮农组织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发展为世界森林及其管理的全面评估； 

• 注意到这些指标可能因森林类型等森林特点以及指标适用的规模而有

所不同，但各地理区域和规模采用的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 

• 认识到各国，特别是包括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能

力、重视程度和供资不足，在实地执行标准和指标往往面临各种困难。 

建议 

 与会者： 

• 鼓励与标准和指标有关进程和有关国家加强承诺和努力，执行并进一步

完善标准和指标，包括优先制定高效率的监测系统并提高操作能力； 

• 邀请各国和国际组织和机构继续支持与标准和指标有关进程，邀请有关

国家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用

并进一步改善其标准和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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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与标准和指标有关进程和有关国家定期审查指标的相关性，同时考

虑到与森林管理、森林退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养护生物多样性和

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以及科学和技术发展有关问题而出现的报告需

求，并铭记指标的不断变化可能会阻碍持续监测、评估和报告； 

• 建议与标准和指标有关进程进一步彼此合作，以便分享落实和完善标准

和指标框架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提高对这些标准和指标的价值及

潜在用途的进一步认识； 

• 还建议与标准和指标有关进程与粮农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和联森论

坛秘书处等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酌情努力改进各机构间及与其

他相关报告机制之间的一致性，以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促进进行系统、

综合报告，并协助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此类框架； 

• 为此邀请相关国际机构，特别是森林有关公约的缔约方会议和秘书处，

在制定与森林有关的新的监测、评估和报告机制时，考虑到现有标准和

指标框架，并因此考虑与其他相关进程以及与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精简

与森林有关的报告”项目进一步协作。 

2·2 小节. 准则 

结论 

 与会者： 

• 认识到各国际组织和机构为协助各国、私营企业和森林所有者按照可持

续森林管理的要求管理森林和森林运作制定了各种准则； 

• 认识到虽然一些准则已系统纳入较广泛的政策框架，例如国家森林方案

和区域项目，但许多准则的落实仍停留在操作层面； 

• 注意到在此方面，准则激增可能会给各国在操作层面吸收和应用这些准

则的能力带来巨大负担，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森林所有者和森林管

理者不了解和不认可这些准则； 

• 还认识到依然迫切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以查明、监测和报

告森林和森林管理的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全球严重关注问题框架中的森

林退化和森林治理问题，全球严重关注问题包括从降低发展中国家因森

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所产生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在养护、可持续管理森林

和增加森林碳储量方面的作用(降排加)、生物多样性养护以及为可持续

森林管理创造有利环境，在此方面对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成员正在做出的

努力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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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与会者： 

• 鼓励各国进一步努力实施现有准则，并邀请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有

能力的国家继续支持各国，尤其是包括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所做的努力； 

• 还请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监测与森林有关准则的落实情况，为此考虑在

每个准则中加入一份简明报告格式，使用户能够表明其森林管理和运作

符合国际公认标准； 

• 还请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考虑合作开展一项研究，评估各国吸收和实施

多个与森林有关准则的能力，以及将一些或所有现有准则合并的可取性

和可行性。 

2·3 小节. 森林认证与合法性核查 

结论 

 与会者： 

• 确认森林认证是目前在森林管理单位一级适用的说明可持续森林管理

的普遍接受工具之一，认识到过去 20 年中，森林认证的发展与应用，

包括相关的监管链跟踪/认证体系取得了巨大进展； 

• 又确认森林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有助于完善森林管理、生物多样性养护、

劳动条件和市场准入的做法； 

• 认识到由于国内市场力量较弱，认证产品的国际市场溢价，以及缺乏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有利条件、包括能力与资金，热带雨林在应用森林认证

方面依然落后； 

• 又认识到社区和小土地拥有户在获取与实施森林认证方面继续面临不

利条件，部分原因是在实施时存在技术复杂、额外增加资金负担和规模

经济的问题； 

• 注意到欧洲联盟最迟于 2013 年禁止非法采伐的木材及相关产品进入欧

盟市场，并将为此实施《欧盟木材条例》
1
 以及森林执法和治理及贸易

行动计划的自愿伙伴关系协定； 

• 又注意到合法性要求目前正在逐步取代对森林认证的兴趣，只要进口国

的采购政策具体规定合法性是市场准入的要求，上述状况可能持续存在。 

__________________ 

 
1
 2010年 10月 20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EU)995/2010号条例，条例从2013年 3月 3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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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与会者： 

• 邀请各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对话，确保森林认

证体系体现各种利益，拟订可在地方适用的认证标准与程序，包括为社

区和小土地拥有户拟订简化认证体系，并提高地方认证审计员的能力； 

• 又邀请各国把森林认证作为完善森林治理的潜在工具之一，并在这方

面，又考虑采用旨在为认证产品营造国内市场的采购政策； 

• 还邀请参与管理森林认证体系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与机构，考虑促

进认证体系和标准的逐渐统一，以期为认证森林产品贸易提供便利； 

• 鼓励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其他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等相关国际组织和

机构搜集、分析并提供资料，说明森林认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包括对热带木材及其产品竞争力的影响； 

• 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促进森林认证体系同森林碳认证体系之间的

协同作用，确保两个体系的要求和程序相互一致； 

• 鼓励各国视情况，考虑同欧洲联盟森林执法、治理与贸易行动计划等相

关国际倡议协作，采用合法性保证体系。 

会议第 3 节. 今后的挑战与机遇 

 

   结论 
 

 与会者： 

• 确认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区域在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方

面已取得巨大进展，与此同时，实地的可持续森林管理作法仍存在挑战，

生物多样性养护、降排加等全球森林相关问题正在催生机遇； 

• 又确认为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作法，需要各国拿出持续的政治意愿以及

国际社会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包括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努力，把森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价值以及所有利益

攸关方的不同利益、观点和创新想法纳入对保护林以及生产林的管理； 

• 又认识到尽管在木材生产国和消费国采取对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软弱无力的森林治理和执法、包括腐败与欺诈以及继续采伐名义上受到

保护的森林，依然是一些国家林业部门面临的挑战； 

• 还认识到森林管理做法的实地参与方，特别是小土地拥有户、地方和土著

社区以及社区企业常常在实施和参与可持续森林管理作法方面面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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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在利用标准和指标框架、森林认证体系、国家森林方案等可持续森

林管理的政策工具与手段应对现有挑战和新兴挑战方面存在各种机会，

包括促进实现与森林有关的全球目标和举措，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降排加的落实。 

   建议 
 

 与会者： 

• 鼓励各国增强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承诺并提高认识，进一步把可持续森

林管理纳入本国的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土地利用政策和计划的主流； 

• 又鼓励各国通过加强培训和激励措施，提高实地可持续森林管理执行者的

能力，并邀请国际组织和机构支持此类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 还鼓励各国通过各种行动，如土地保有制度改革，增强利益攸关方参与决

策，改进获取和惠益分享，发展关注森林产品合法性的市场，以及对非法

采伐的森林产品及相关贸易采取直接对策，加强完善森林治理的努力； 

• 为此，鼓励各国有效利用相关政策工具和手段，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等更广泛的政策措施与框架，并邀请国际组织和机构、区域进程和倡议

以及相关国家支持此类努力； 

• 邀请相关国际、区域组织和机构在这方面搜集、分析并提供与可持续森

林管理作法有关的知识与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和手段，以推广良好做法

并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协作和伙伴关系，为各国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

的努力提供便利。 

会议第 4 节. 小组讨论与结论 

结论 

 与会者： 

• 确认可持续森林管理是一个全面、动态的概念，它形成于 1992 年地球

问题首脑会议的国际讨论中，此后不断演变，可将其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手段，包括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相关国际安排、机制和倡议的目

标与具体目标，如生物多样性养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治理荒漠化

和土地退化的目标与具体目标； 

• 又确认2011国际森林年和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为国际森

林界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以便宣传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效益，促进实现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成果并在今后为此采取必要行动，同时认识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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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管理的概念、标准和指标进程以及其他国际举措来自 1992 年地球

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 

• 认识到有关全球环境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养护、降排加和环境服务付

费的国际谈判和对话方面的近期事态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即可把可

持续森林管理作为促进实现其各自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工具； 

• 在这方面还认识到，现有政策工具和手段不仅可以为实施可持续森林管

理作法提供便利，还可促进采取行动，应对与全球环境问题有关的森林

问题挑战，如降排加的保障措施与监测、报告和核查以及《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的监测和报告； 

• 另一方面认识到，各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各种与森林问题有关的国际

组织和机构的请求，要求就森林、森林管理以及森林的其他相关方面问

题提供各种资料。 

   建议 
 

 与会者： 

• 鼓励会员国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成员、个人以及其他组织一道，继续在

所有相关论坛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将其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

段之一，同时考虑到需要在相关全球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充分认识可持

续森林管理的全面、动态性质，包括相关政策工具和手段的价值； 

• 鼓励国际森林界利用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提供的框

架以及其他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手段，通过各种渠道采取一致

行动，共同呼吁利用国际森林年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供的契机，

说明自 1992 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以来在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取得

的成就，以及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政策工具和手段的使用可如何促进

应对挑战与机遇的全球努力； 

• 建议林业工作者跳出自己的部门，主动与其他部门积极互动，倡导并展

示可持续森林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同政治家和政策规划者

沟通，保持可持续森林管理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优先事项和发展议程中的

主流地位； 

• 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有能力的国家，支持各国努力发展实施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能力，包括通过监测和评价先前的努力，有能力使用并

进一步完善各种旨在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手段； 

• 邀请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进程和倡议开发一个平台，以分享通

过实践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政策工具和手段详述的最佳作法以及相关

国际合作、协作和伙伴关系获得的有用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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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进程和倡议相互协调，减少森林问题

相关报告给各国造成的负担，并在这方面建议各个标准和指标进程通过

利用现有框架与能力，开始为此目的采取行动； 

• 在这方面建议，从 1992 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形成的共同观点中演变而

成的各个标准和指标进程特别考虑它们如何能够一道努力，向 2012 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以及以后的会议传递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共

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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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发言人及发言题目 
 
 

第 1 节：概述 

Mahendra Joshi，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国际趋势 

Eva Muller，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发展 

第 2 节：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制定与执行 

2·1 小节：标准和指标 

Malgorzata Buszko-Briggs，奥斯陆，保护欧洲森林部长级会议联络股  

欧洲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政策工具 

Peter Gaulke，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林业局和蒙特利尔进程 

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适用蒙特利尔进程标准和指标 

Steven Johnson，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促进非洲森林的可持续管理(非洲木材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Jorge Malleux，咨询人(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秘鲁 

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  

Mastofa Jafari，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德黑兰进程秘书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德黑兰进程以及低森林覆盖率国家和近东干旱地带的可持续森林管理标准和指标 

2·2 小节：准则 

Ian Thompson，加拿大林业局 

森林退化及拟议指标 

Eduardo Mansur，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热带木材林

生物多样性准则  

Eva Muller，粮农组织 



E/CN.18/2013/14   
 

13-20573 (C)14 
 

粮农组织-世界银行良好森林治理指标倡议  

关于人工林负责任管理的自愿准则——目的、原则与使用  

2·3 小节：森林认证与合法性核查 

Markku Simula，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热带森林认证的发展与实施——挑战与机遇 

Vincent van den Berk，欧洲森林研究所 

欧洲联盟  内部市场的合法性核查 

第 3 节：今后的挑战与机遇 

Johannes Stahl，《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森林管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

议成果  

Agus Sarsito，印度尼西亚，林业部 

可持续森林管理：印度尼西亚的经验 

Alexander Boamah Asare，加纳，林业委员会 

加纳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挑战：举措分析以及下一步行动 

Marco A.W. Lentini，巴西，热带森林研究所 

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推广良好森林管理措施的挑战和机遇：一个南美洲案例 

Maria Palenova，俄罗斯联邦，全俄造林与林业机械化研究所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标准和指标：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 

Akito Kataoka，日本，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住友林业在北海道地区通过森林认证进行的私营森林管理及其特点 

Lambert Okrah，加拿大环境网 

主要群体的观点 

 

注：所有发言可查阅http://www.rinya.maff.go.jp/j/kaigai/CLI-present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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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指导委员会成员、研讨会主席团成员、主持人和小组成员名单 
 
 

指导委员会成员 

Agus Sarsito，印度尼西亚，林业部 

Steven Johnson，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Malgorzata Buszko-Briggs，奥斯陆，保护欧洲森林部长级会议联络股 

Peter Gaulke，美利坚合众国农业部林务局和蒙特利尔进程 

Mahendra Joshi，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 

Takashi Goto，日本，林业厅  

Yuichi Sato，日本，林业厅(指导委员会主席) 

共同主席 

Takeshi Goto，日本，林业厅 

Agus Sarsito，印度尼西亚，林业部 

报告员  

Steven Johnson，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各部分主持人 

Koji Ueda，日本，林业厅(第 1 节) 

Marco A.W. Lentini，巴西，热带森林研究所(2-1 小节) 

Agus Sarsito，印度尼西亚，林业部(2-2 小节) 

Peter Gaulke，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和蒙特利尔进程(2-3 小节) 

Malgorzata Buszko-Briggs，奥斯陆，保护欧洲森林部长级会议联络股(第 3 节) 

Eduardo Mansur，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小组讨论) 

小组成员 

Eva Muller，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Markku Simula，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Alexander Boamah Asare，加纳，林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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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rt Okrah，加拿大环境网 

Ingwald Gschwandti，奥地利，联邦农业、林业、环境和水管理部 

Akito Kataoka，日本，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海外受邀嘉宾 

Alan Reid，新西兰，农业和林业部 

Angelo Sartori，智利，农业部 

John Hall，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雷静品(音译)，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Mikko Olavi Kurppa，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 

Pablo Laclau，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  

研讨会秘书处 

Yuichi Sato，日本，林业厅 

Rikiya Konishi，日本，林业厅 

Noriko Ishitobi，日本，林业厅 

Hidetaka Ichikawa，日本，林业厅 

 

注：与会者的完整名单可查阅 http://www.rinya.maff.go.jp/j/kaigai/CLI.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