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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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联合国森林论坛认识到《21 世纪议程》所确定的各主要群体的价值，并鼓励

它们积极参与论坛的届会和闭会期间会议，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21 世纪议程》

确定了以下主要群体：(a) 工商界；(b) 儿童和青年；(c) 农民；(d) 土著人民；

(e) 地方当局；(f) 非政府组织；(g) 科技界；(h) 妇女；(i) 工人和工会。自

成立以来，论坛一直采取非常鼓励参与的工作方式，并一直鼓励属于这些主要群

体的与森林有关的组织参加论坛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根据联合国森林论坛第

1/1 和第 7/1 号决议，每届论坛会议期间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规定和有关

议事规则，举行一次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作为论坛会议的一个持续组成部分。

应当指出，联森论坛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通过的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

法律约束力文书还专门呼吁各主要群体积极有效地参与论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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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的论坛第十届会议将在第一周举行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在对话

期间，各主要群体的代表将在会议“森林与经济发展”的主题范围内，交流各自

对与可持续森林管理有关的各项议题的看法，包括资金筹措、关于所有类型森林

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实施以及四个全球森林目标的实现等问题。应当指出，七

个参与的主要群体的协调人展现出了非凡的协调能力。他们为第十届会议编写的

联合讨论文件将作为本说明的增编印发。 

 本说明叙述了论坛第九届会议以来的相关事态发展，并提出了论坛不妨加以

考虑的若干措施，以便继续加强各主要群体对论坛讨论的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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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1 世纪议程》所确定的主要群体是论坛的一些主要关联对象。所确定的主

要群体如下：(a) 工商界；(b) 儿童和青年；(c) 农民；(d) 土著人民；(e) 地

方当局；(f) 非政府组织；(g) 科技界；(h) 妇女；(i) 工人和工会。论坛已认

识到这些主要群体之下的与森林有关的各个组织在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

作用和贡献。论坛一直倡导利益攸关方参与其工作，并在各届会议期间纳入了互

动式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为推动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进程，各主要群体网络任命

了协调人，以便帮助协调各网络的意见投入。   

2. 在闭会期间，论坛秘书处与各主要群体协调人密切协作，协调和规划下一次

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并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加强各协

调人的参与。因此，论坛秘书处为各群体协调人
1
 之间的协商提供便利，以规划

和筹备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各协调人同论坛秘书处协商提出对话的形式和内容，

供论坛主席团审议。 

3. 按照以往各届会议的惯例，编写本说明是为了推动将在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   

 

 二. 促进利益攸关方参与论坛的工作  
 
 

4. 各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参与对于论坛成功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至关重要。在闭

会期间，各主要群体的代表参与了许多与论坛有关的会议和活动，并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们参加了论坛秘书处组织的四个关于促进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低森林

覆盖率国家筹资的讲习班。这些讲习班分别在德黑兰(2011 年 11 月)、尼亚美

(2012 年 1 月)、西班牙港(2012 年 4 月)和苏瓦(2012 年 7 月)举行。他们还积极

参加了支持论坛的各项举措，也就是国家牵头的几项倡议，分别题为“森林对绿

色经济的贡献：交流有关森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对发展绿色经济的作用方面的创

意和经验”(2011 年 10 月，德国波恩)；“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实现绿色经济之路：

关注市场在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方面的作用”(2012 年 1 月，河内)；以及“关于

绿色经济中的森林的利沃夫论坛：东欧和北亚、中亚国家的行动与面临的挑战”

(2012 年 9 月，乌克兰利沃夫)；以及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组织牵头的支持联合国森

林论坛的森林筹资倡议(2012 年 9 月，罗马)。 

5. 最后，各主要群体的代表参加了 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

森林筹资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特设专家组第二次会议，并为会议作出了贡

献。他们对所审议的各项问题的建议和意见与有关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一并提交，

以便进行开放和参与式的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 

 
1
 各主要群体协调人的完整名单，可查阅 www.un.org/esa/forests/contacts-major_grou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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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论坛第十届会议的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  
 
 

6. 主要群体积极参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对确保第十届会议的讨论反映各种

不同观点和关切很重要。对话进程鼓励来自各主要群体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利益攸

关方均衡参与，并已证明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让与森林有关的利益攸关方对

围绕论坛主题的讨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通过对森林筹资以及实施关于所有类型

森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等与可持续森林管理有关的议题的案例研究经验和教

训所提供的不同视角，丰富对话进程。  

7. 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的筹备工作是与下列七个主要群体的网络组织合作开

展的：(a) 儿童和青年；(b) 非政府组织；(c) 土著人民；(d) 科技界；(e) 妇

女；(f) 农民和小林地业主；(g) 森林工人和主要工会。遗憾的是，有两个主要

群体，即工商界和地方当局，将不派代表参与对话。 

8. 参与对话的各主要群体的协调人决定制作一份关于森林与经济发展的单一

联合讨论文件，森林与经济发展也是第十届会议的主题。这是一个独特和令人鼓

舞的发展，预计将为主要群体、会员国和森林合作伙伴关系成员组织之间信息丰

富、参与式的对话提供一个重点更突出、更坚实的基础。过去，各主要群体提交

单独的讨论文件，就与各届会议主题有关的议题表达各组织自己的观点。2011

年，各主要群体首次决定，仅制作三份与届会不同主题有关的各有侧重点的讨论

文件。单一的联合讨论文件将形成本届会议期间的对话的基础。对话将在第十届

会议的第一周举行，并将为各主要群体的代表提供一个机会，介绍他们的优先领

域和他们关于森林与经济发展的文件所列出的各项建议，并同会员国及森林协作

伙伴关系成员组织的代表进行互动式的政策讨论。还会邀请各主要群体的代表在

论坛整个届会期间的各次讨论会上提出其观点和意见。 

 

 四. 结论  
 
 

9. 工作方式的公开和透明是论坛的传统，为各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和提出其关

于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与做法的不同方面的观点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多个利益攸

关方对话就是这样一个让民间社会进行实实在在的参与的手段。其他让主要群体

积极参与的同样重要的手段包括论坛秘书处与主要群体协调人之间开展密切的

协作和协商，以及主要群体代表参加与论坛有关的闭会期间活动。考虑到森林和

人类的问题在许多层面上相互交织，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及其他活动应当在论坛

今后的工作中予以维持和加强。   

10. 因此，论坛不妨考虑一些办法，加强互动并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要鼓

励那些目前没有积极参与论坛进程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工商界、学术界及地方

当局中与森林有关的组织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