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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809/Ch.  

C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3 月 16、18 日和 4 月 1 日，线上会议 

战略规划小组报告  – 战略规划小组 2020 年报告摘要  

议题 8.3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战略规划小组编写  

 

 

1. 战略规划小组于 2020 年 10 月 8 和 9 日举行会议。11 月 10 日加开一次会议。

鉴于当前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两次会议以线上形式举行。  

2. 会议出席人数 49 人，包括植检委主席团成员、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主席、标准委员会主席、“国际植物健康年”国际指导委员会和区域植保组织。  

3. 会议提请植检委注意若干要点，战略规划小组一些具体建议已被纳入植检委

议程，并通过植检委文件阐述。  

4. 战略规划小组分析了《2020-2030 年〈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的总体

结构，并讨论了推进发展议程工作的方式。关于《战略框架》的结构，战略规划

小组确定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三项核心职能：  

1) 标准制定； 

2)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  

3) 治理、交流和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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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战略规划小组表示，应继续围绕《国际植保公约》的使命和《战略框架》的

目标开展并改进这些核心活动。战略规划小组一致认为，应从正常计划中划拨资源

支持这些核心活动，并以预算外资源提供发展议题经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

优先保障《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核心职能的良好运转。战略规划小组还强调，

所有发展议题同等重要，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应为逐步实施和实现这些

议题起草一份时间表，供植检委相关焦点小组审议，后者将于 2021 年举行会议，

从整体和战略的角度来审议所有这些工作的实施情况。关于推进《2020-2030 年

战略框架》发展议程工作的方式，战略规划小组着重指出，《战略框架》是一份

随时依情况调整的动态文件。战略规划小组认识到不同发展议题的实施阶段可能

迥然相异，并列出了一些议题已完成或正开展的工作进展、进度和成果，例如

制定商品标准，加强病虫害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通过《国际植保公约》电子

植检证书解决方案协调电子数据交换，发展电子商务，研究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的

影响，以及利用第三方实体采取植物检疫行动。战略规划小组强调，必须为所有

发展议题制定一份明确的实施计划，并提出明确的重要节点、可行的时间表、

一个监测和评价框架以及充足的预算拨款和人员配备，这份计划可用于筹措资源，

也可供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参考和修订。为此，战略规划小组建议

植检委主席团为植检委拟设发展议题优先排序焦点小组制定职责范围。  

6. 关于商品和途径标准，战略规划小组一致认为，商品标准是《国际植保

公约》系统非常积极的创新，是《国际植保公约》未来开展交流、宣传、伙伴

关系和协作的重要工具。战略规划小组指出，正在开展标准制定进程，《国际

植保公约》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已选定管理员。战略规划小组提议《国际植保

公约》系统谨慎制定商品标准，建议借鉴现有及今后的经验推进这一进程，尤其

要借鉴区域举措的经验，或选定一种商品作为今后参照的潜在模板，并建议专注于

商品标准，而不是途径标准。  

7. 战略规划小组讨论了诊断实验室网络和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协调举措，欢迎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迄今开展的初步概念工作，并建议继续深入分析，尤其

要分析筹措资源和《国际植保公约》系统共识。战略规划小组认识到该举措至关

重要，可在专长、设备和能力发展领域给予国家植保机构大力支持，并商定采取

循序渐进的方针建设诊断实验室网络。战略规划小组还欢迎采取一切举措，分享

其他可能有助于更好确定诊断实验室网络建设步骤的信息，并建议《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编制一份清单，列明现有实验室及其专长和各国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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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战略规划小组听取了有关电子数据交换协调举措的介绍。战略规划小组对

电子植检证书举措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整个《国际植保公约》系统的一大创新，

并称赞《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实施工作。战略规划小组讨论了两个问题

（有关可能改进的技术对话和补充版本控制），建议设立一个也有电子植检证书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焦点小组，负责讨论在实施及技术进步、治理和可持续筹资

方案方面扩大电子植检证书应用的问题。  

9. 战略规划小组首先听取了《国际植保公约》与紧急状况、新发现有害生物

和病虫害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有关的活动简要概述以及专项计划当前活动的最新

情况，然后讨论了一项加强病虫害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的举措。这项计划包含

两个复杂层面（预警系统和响应系统），需与其他实体协同增效，因此战略规划

小组欢迎从现有系统中汲取经验教训，及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各活动和各区域各国

建立联系的方法。战略规划小组还表示赞同思考今后如何善用其他资源以及如何

确定最高效落实这项新工作的方式。战略规划小组敦促《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完成设立植检委“加强病虫害暴发预警及响应系统”焦点小组，并要求《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与有关各方联络，促进就此协同增效。  

10. 关于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小组讨论了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的影响评估和

管理问题。战略规划小组一致认为，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植物健康，尤其可能扩大

有害生物分布范围，增加虫害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并引起有害生物流行病学和

生命周期变化，战略规划小组同时回顾了《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

的既定目标，也就是到 2030 年，定期评价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和植物及植物产品

安全贸易的影响，尤其要评价有害生物分析和管理问题，同时确保植物检疫事项

充分纳入气候变化国际间辩论，并得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审议。战略

规划小组请植检委设立一个焦点小组，负责进一步推进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的

影响工作，并批准当前概念说明提交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  

11. 战略规划小组讨论了当前开展交流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国际植保公约》

系统在 COVID-19 疫情中面临挑战。战略规划小组建议植检委批准新版《国际

植保公约》交流战略，建议设立《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宣传小组，并向植检委

第十五届会议提交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12. 战略规划小组还决定审查自身职责范围并提交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通过，

强调战略规划小组会议仍应着重讨论兼具广泛性和战略性的问题，避开行政性或

程序性事项，同时仍应继续由《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带动战略规划小组讨论，

从而借此机会进一步提高战略规划小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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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战略规划小组还重申，务必要制定明确的《2021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工作计划和预算》，为秘书处的工作和优先重点提供指导。  

14. 关于资源筹措，战略规划小组一致认为，有必要请主席团设立起草小组

更新战略。 

15. 两次会议期间讨论的其他议题包括：全球植物检疫研究协调、《国际植保

公约》伙伴关系战略、资源筹措、2021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工作计划和

优先重点审查、“国际植物健康年”、《国际植保公约》系统应对 COVID-19

疫情的工作、《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的定位。  

16.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战略规划小组 2020 年会议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