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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8 日，罗马  

国际植保公约：迈向 2020 年  

议题 1.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成立于 1952 年，是一项拥有 182 个

缔约方的国际植物健康协定。国际植保公约的宗旨是预防有害生物的引入和扩散，

保护栽培和野生植物。国际植保公约与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国际动物卫生组织合称

“三姐妹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承认作为卫生和植物检疫事项方面仅有的标准

制定机构，其中国际植保公约单独负责制定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国际植保

公约的主要使命是保护农民免受具有经济毁灭性的有害生物和疫病爆发的影响，

保护环境免遭物种多样性损失，保护生态系统避免因有害生物入侵而丧失活力和

功能，以及保护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免于承受有害生物防治或根治的成本。  

I. 历史沿革  

2. 国际植保公约的历史沿革可大致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发展阶段（1881-1951）：这一阶段从 1881 年 12 个国家同意根据《伯尔尼

葡萄根瘤蚜公约》对葡萄藤采取管理措施开始，到 1951 年粮农组织大会第六届

会议通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为止。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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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阶段（1952-1979）：这一阶段从 1952 年第一个国际植保公约生效

开始，到 1979 年粮农组织通过对国际植保公约的正式修订结束，正式修订后的

公约于 1991 年生效。  

第三发展阶段（1980-1997）：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国际植保公约在 1986 年

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中获得突出地位、

1992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成立、1993 年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成立，以及

国际植保公约新的修订版本于 1997 获得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批准，

该修订本后于 2005 年生效。 

第四发展阶段（1998-至今）：这一阶段发生了几个里程碑事件，如国际植保

公约核心标准不断形成，重要附属机构成立，包括 1999 年的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

非正式工作组、2001 年的标准委员会和多个常设技术小组、2003 年的争端解决

附属机构、2006 年植检委第一届会议以及 2012 年的能力发展委员会。  

II. 主要成就  

3. 1952 年国际植保公约正式成立以来，尤其是 1992 年其秘书处成立以来，

国际植保公约在以下 5 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治理和战略：国际植保公约已建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包括植物检疫

措施委员会（植检委）、植检委主席团、战略规划组、标准委、能力发展委员会

和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国际植保公约治理机构相关的运作机制也已经标准化并

纳入 2011 版国际植保公约《程序手册》。  

标准制定：迄今为止，共制定了 36 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并分别通过了

19 项植检处理方法和 9 项诊断规程。开发并启用了一个新的在线评论系统，

为加强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组织参与标准制定过程创造了新的机会。 

推动实施：开发和积极使用植检能力评价工具，以评估植物保护服务和满足

国家植保机构的培训和能力建设需要，即编号为 STDF 350 的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

（STDF）全球项目已经完成，开发了可供缔约方使用的许多技术资源。“实施

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项目组织了 6 个区域监视工作培训班；争端解决的工作

重点转向了争端的避免。 

交流和伙伴关系：《国家报告义务》通报每月发布；国际植保公约网站和

工具持续改进；为发布网站新闻、发行宣传册和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研讨会开展了

各种活动；欧盟、世贸组织 SPS 协定、世贸组织 STDF 基金和生物多样性联络

小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国际植保公约 45%以上的财政资源来自预算外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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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手段：找到了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工具用于监测和监视（如信息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模拟建模、性信息素和灯光诱捕）、诊断和风险评估（如现代

生物技术和生物化学）以及用于促进贸易（如 e-Phyto）。 

III. 重大挑战  

4. 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日益增加，国际植保公约的发展在以下 5 个领域面临

重大挑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巩固发展千年发展目标，完成

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实现人人享有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

妇女和女孩的权能。这些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

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联合国为迈向 2030 年共制定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 169 项具体指标。国际植保公约的工作无疑与 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

即可持续发展目标 2、8、12、13、15 和 17。 

粮农组织战略目标：为满足全球农业主要发展趋势所产生的需求和应对成员国

所面临的挑战，粮农组织确定了最适合其采取干预行动的关键优先重点。粮农组织

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全面审查，从而确定了战略目标，即粮农组织为努力实现其

远景和全球目标将着力开展活动的主要工作领域。粮农组织树立了五项战略目标，

国际植保公约对战略目标 2“提高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20%）

和战略目标 4“推动建设包容、高效的农业和粮食系统”（80%）作出直接贡献。  

国际植保公约战略目标（2012-2019 年）：国际植保公约有 4 项战略目标

（2012-2019 年），包括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全球粮食安全、促进贸易发展、保护

环境，并为完成这三项目标提高植检能力。这些目标与全球性举措相联系并有利于

推动这些举措的实施，包括联合国及其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举措。  

不断增加的缔约方需求：缔约方为应对和管理植物有害生物威胁，同时协调

植检进口需求而提出的要求不断增加。缔约方要求加强国际植保公约事项与全球

和国家优先重点的联系，并要求为促进贸易而制定更多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此外，有效实施国际植保公约及其目标以预防全球有害生物扩散，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各国国家植保机构进行监视、检查以及履行其他基本植物保护和认证职能

的能力。 

实行最近为加强秘书处而进行的评价所建议的改革：2014 年植检委第九届

会议期间，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同意对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进行一项评价。该评价

发出的关键信息是精简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植检委结构及职能，以期提高组织

效率和效益。 

http://www.fao.org/docrep/018/mi317e/mi317e.pdf
http://www.fao.org/about/what-we-do/so2/en/
http://www.fao.org/about/what-we-do/so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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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迈向 2020 年的道路  

5. 在 2015 年 10 月的战略规划组会议上，对国际植保公约迈向 2020 年战略计划

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商定了一项重大战略，确立了一项总体目标、三项核心

行动和五大主题：  

一项总体目标：国际植保公约迈向 2020 年总体目标是提高缔约方和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实施《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总体能力。  

三项核心行动：国际植保公约迈向 2020 年的三项核心行动是标准制定、实施

促进以及交流和伙伴关系。  

五大主题：这是为国际植保公约迈向 2020 年确定的主题，每年都有一个具体

主题，如 2016 年为“植物健康与粮食安全”，2017 年为“植物健康与贸易促进”，

2018 年为“植物健康与环境保护”，2019 年为“植物健康与能力建设”，2020 年

为“国际植物健康年”。这些主题突出了宣传国际植保公约对加强全球粮食安全、

贸易、环境保护和植物保护能力的重要性的重点。  

V. 2020 年之后  

6.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的规划工作已经启动，将巩固国际植物健康年的成果，

推动国际植保公约及其缔约方扩大影响和作用，防止植物有害生物的全球扩散。

下一个战略框架新添的一个具体重点将关系到 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保护植物

健康需要对农业可持续性、充分的生产性就业、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促进自由贸易等问题给予重视。国际植保公约应努力通过制定标准，

促进贸易，保护农业和环境，以及提高缔约方实施这些标准的能力来实现这些

目标。国际植保公约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将为迈向 2030 年制定战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