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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粮食系统转型的国家途径，支
持 2030年议程愿景：战略性国家途
径文件的注意事项
本文件旨在以协助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愿景的方式，整合用于打造可持续性、灵活公
平的粮食系统的国家路径，从而为成员国粮食系统峰会对话的召集人提供帮助。

国家对话将进行整合，成为各国政府和不同利益攸关方对 2030年粮食系统预期的清晰愿景。
成员国对话旨在助力各国参与者共同探讨粮食系统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抉择。对话在七
项参与原则的指导下展开，七项参与原则以峰会“人人享有公平和健康的未来”这一愿景为基
础，促进各国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就打通可持续性粮食系统的国家途径而言，会议意欲通过对话的结果提供各种信息。在未来
的几年内，政府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可以将这些途径作为参考点。

我们将通过一份路径文件阐述实现每个国家粮食系统愿景的途径，文件特别聚焦那些缺乏资
源和影响力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往往最难以触及。国家途径文件未规定篇幅⻓短，但应该
以五⻚左右为宜，在确保简洁性的情况下，既能表现出文章深度，又能体现出细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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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当前粮食系统的目的。探究粮食系统的运作方式，借鉴现有的分析，包括：粮食系统的目的和
服务对象；通过该等系统是否能让所有人都获得安全营养的食物，并满足人类的具体需求；粮食系统
的运作方式，其是否有助于实现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 阐明并就未来十年对国家粮食系统的期望达成一致。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下，包括如何实现：每
个人的健康和营养生活；粮食系统工作人员的生计；面对气候变化、个人健康危害，包括大流行病、
暴力冲突和其他未知因素时人类生活和生计的恢复力；妇女和儿童福祉（特别是在女性受孕到儿童两
周岁期间）；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重塑以及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

• 确定未来三年国家粮食系统将进行的变革和必须通过的决策。为在 2030年前实现既定的期望，国家粮
食系统有哪些地方需要变革？必须贯彻哪些决策？考虑必须应对的挑战，以及对所有人公平正义、具
有赋权意义和可持续性的方式。

• 确定利益攸关方如何良好协作，采取集体行动。包括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制定相辅相成的干预举
措，并培养持续学习的良性循环。集体行动应依靠科学和传统知识组成的坚实基础，分享促进塑造可
持续粮食系统的措施和政策选择，包括了解认为变革具有价值的支持者和反对变革者。

• 重点强调并加强途径与其他国家规划文件之间的关联性。关联性可能包括现行的政策、政府预算、国
家自主贡献 (NDC) 以及在相关情况下涵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 在途径时间线上标出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有助于确定如何与他人分享进展、明确即将面临的挑战
并重新考虑必要的途径制定方法。

国家途径文件可以包括不同利益攸关者的自愿承诺，他们承诺支持粮食系统的转型，这有利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

途径是一份战略性文件。在梳理时需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

各国途径将如何在峰会上得以体现？

峰会的重心为粮食系统转型，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峰会鼓励与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注其国家粮食系统的未来愿景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愿景。

在战略途径和其他途径的意图相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将有机会聚焦伙伴关系在促进各国实现国家和国际目
标方面的作用。这些伙伴关系可作为“联盟”出现，其他利益攸关者也能加入其中。

能够提出 2030年战略途径，重点关注支持这些途径的具体行动和伙伴关系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
将在峰会上优先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