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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5－11 日，韩国仁川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报告  – 2016 年报告  

议题 7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2016 年是《国际植保公约》的一座里程碑，是《公约》迈向 2020 年实施

《国际植保公约》各年度主题的首个年份。这年对《国际植保公约》系统意义非凡，

尽管大幅削减了人力资源，我们依然共同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本报告重点介绍以下

十项重大成就：  

 《国际植保公约》2016 年度主题，  

 《国际植保公约》治理和战略活动，  

 标准协调， 

 标准实施， 

 加强交流宣传，  

 筹备“国际植物健康年”， 

 加强《国际植保公约》网络，  

 加强国际合作，  

 改进资源筹集，  

 加强秘书处内部管理。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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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项成就是传播《国际植保公约》2016 年度主题 – 植物健康与粮食安全。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有史以来首次在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上安排了一次关于该《国际

植保公约》年度主题的主旨发言，发言人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Rudy Rabbinge教授。

我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来宣传该年度主题，包括两场《国际植保公约》专题

讨论会、一次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会外活动以及国际植保公约秘书致 2016 年

《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的视频讲话。  

3. 第二项成就是举办《国际植保公约》治理和战略活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为举办国际植保公约管理机构的所有会议提供了大力支持。我们还密切跟进落实

所有重要的植检委决定，例如设立负责增设实施监督机构的焦点小组、着力为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工作计划建立可持续供资机制以及启动《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规划工作。  

4. 第三项成就是协调数量创纪录的标准。推进了 40 多项标准，其中通过了

12 项标准（2 项常规标准、2 个植物检疫处理方法和 8 项诊断规程），并提交了

28 项标准（5 项常规标准、11 个植检处理方法和 12 项诊断规程）供通过。这是

《国际植保公约》历史上单年涵盖的标准数量之最。  

5. 第四项成就是推动实施标准。举办了五场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培训研讨会，

除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外，有来自 36 个国家的 40 名植物检疫专家和来自 13 个国家

的 21 名律师参加。实施了十六个项目，其中完成了六个，另有十个正在积极实施，

涵盖了超过 15 个缔约方。设立了一个焦点小组负责监督试点项目，处理三种潜在

有害生物。 

6. 第五项成就是加强交流宣传。推出了新的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主页和新的网上

评议系统。发布了超过 170 条头条新闻和简讯，较 2015 年增加了 70%。公布了

《国际植保公约 2015 年度报告》，共计发行 1 000 份。 

7. 第六项成就是推动筹备“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成立了“2020 国际植物

健康年”指导委员会，并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粮农组

织农委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举办了一次有关“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会外活动。

关于“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的决议获得粮农组织农委第二十五届会议批准，随后

又获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〇届会议批准。  

8. 第七项成就是加强《国际植保公约》网络。近年来首次举办了一场《国际

植保公约》亚洲国家报告义务研讨会。举办了七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

有来自 144 个缔约方的 212 名与会人员参加。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了年度区域植保

组织技术磋商会，有所有九个区域植保组织和一个区域（加勒比）参加，这在近年

尚属首次。 



CPM 2017/33 3 

 

9. 第八项成就是推动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加深了标准设定方面的合作。与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启动了电子植检证书

方面的合作。还与环境署在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上开始合作。  

10. 第九项成就是加强资源筹集。提出了《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可持续供资

举措，该举措得到了植检委财政委员会、植检委主席团和战略规划小组大力支持。

《国际植保公约》多方捐助信托基金达到了 665 万美元（较 2015 年增加 42%），

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法国、韩国、新西兰和美国。新的《国际植保公约》项目总计

407 万美元（《公约》史上最高记录），主要来自中国（200 万美元）、标发基金

（112 万美元）和欧盟（90 万欧元）。《国际植保公约》实物捐助估值超过 70 万

美元，主要来自加拿大、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韩国、新西兰和美国以及

地中海先进农艺研究国际中心、粮农组织欧洲及中亚区域办事处和美洲农业合作

研究所（农合所）。《国际植保公约》实物捐助完整清单见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16 年《财务报告》。  

11. 第十项成就是加强内部管理。执行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强化工作评价行动

计划，主要用于调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结构，其中增设两个业务组（标准设定

和实施促进）和一个支持小组（整合支持）。通过制定若干相关《标准作业程序》，

加强了质量管理以及文件和信息材料标准化。通过举办务虚研讨会和监测与评价

培训研讨会，加强资源筹集工作组和交流宣传工作组工作，推动了团队和文化建设。  

12. 总结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16 年主要活动和成果期间，我们认为需要借鉴

和传承以下四个重要经验：  

 首先，应更加重视创新，例如进行创新思考，对《国际植保公约》进行战略

规划以实现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还要实行创新管理，根据强化

工作评价来巩固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其次，我们应坚持优先排序，强调三大支柱：标准设定、实施促进以及交流

与伙伴关系。  

 第三，我们应在国际植保公约管理机构、《国际植保公约》全系统和粮农

组织高级管理层之间完善协调。  

 最后，我们应通过研讨会 /培训的互相学习和工作组的团队表现来提倡团队

合作。 

13. 2017 年还将会是《国际植保公约》的重要一年，今年将要实施下个《国际

植保公约》年度主题  –“植物健康与贸易便利化”，还要庆祝《国际植保公约》

65 周年。我们确信，凭借诸位对加强落实《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的持续支持

和贡献，《国际植保公约》会在 2017 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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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2017 年的众多任务和活动中，以下五个方面至关重要：  

a) 宣传《国际植保公约》2017 年度主题“植物健康与贸易便利化”，促进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获得粮农组织大会批准；  

b) 在韩国举行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增设一个实施监督机构；  

c) 完成标发基金  – 401项目和欧委会–实施工作审查及支持系统项目，实施

欧委会《国际植保公约》实施、标发基金电子植检证书和粮农组织  – 

中国南南合作计划能力发展这些新项目；  

d) 加强区域和国家两级的《国际植保公约》网络，加强与相关技术、贸易、

环境和行业组织的国际合作；  

e) 继续着力筹集更多资源和调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结构，并庆祝《国际

植保公约》65周年。 

15.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借此机会对所有国际植保公约机构开展出色治理、所有

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组织给予大力支持以及所有伙伴与合作方予以一贯合作

表示衷心感激和赞赏。  

16.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本报告介绍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