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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局继续进行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报告在加强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之间合作的计划，并继

续开展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在有关转基因生物、生物安全和入侵物种方面的工作。 

2. 各成员将忆及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中包括了对关于植物检疫证书与

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8.2 条所产生的证据问题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上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上各成员讨论了采用植物检疫证书解决生物安全

议定书的证据问题。该会议建议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目前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讨

论。 

3. 提请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注意下列文件和进展。 

4.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出席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植物检疫措施

临时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派遣植物检疫专家作为国家代表出席了该次会议。在该次会议决

定 中 提 出 和 记 载 的 建 议 可 见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网 站 ：

http://www.biodiv.org/convention/cops.asp.。与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尤为相关的决定有

： 
− VI/20，与其它组织、计划和公约的合作 
− VI/23，威胁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的外来物种。 

5. 此外，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对拟通过的对威胁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的外来物种的预
防、引进及降低影响 15 条准则进行了研究。第六次缔约方大会的某些成员对在通过这些

准则时未能达成共识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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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对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提出的，特别是在制订或修改现有植物检疫

措施国际标准时考虑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的要求予以了回应。目前有 3 份有

关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工作的对植物检疫措施国际标准的增补草案： 
− 对植物检疫术语表：对潜在经济意义和有关术语理解的指南，包括环境因素的附注

的增补 2； 
− 对植物检疫措施国际标准 11 号（检疫害虫的害虫风险分析）：环境风险的分析的

增补； 
− 对植物检疫措施国际标准出版物 11 号（检疫害虫的害虫风险分析）：转基因活体

生物的害虫风险分析的增补。 

7. 前两条已经过国家磋商并做了相应修改。标准委员会建议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予以通过。该两条增补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有关外来入侵物种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第 8(h)条的工作计划并遵循了对部分实施第 8(h)条做出了规定的第六次

缔约方大会 VI/23 号决定。 

8. 第 3 条增补是 2002 年 9 月由专家工作组在渥太华根据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

四届会议通过的具体要求起草的。该工作组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专家。预期将在 2003 年 5
月由标准委员会对该增补草案进行审议，然后将分发给各国政府进行磋商。这份与生物多

样性公约专家合作制定的增补标准直接与第六次缔约方大会的 VI/20 号决定相关，该决定

号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卡塔赫纳议定书文件方面进行合作。 

9. 2002 年 10 月在罗马召开的战略计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对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和联络工作给予高度优先。该工作组特别指出两个秘

书处持续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以便在诸如培训和技术援助、统一术语、制订风险分析程序

、确定对外来入侵物种研究的题目和优先领域等方面提出可能的计划。 

1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代表粮农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了 2002 年 12 月在罗马召开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责任与救济研讨会。该研讨会由意大利政

府组织，由欧洲共同体对专家与会提供经费支持。约 60 名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该会议是首次讨论根据卡塔赫纳议定书第 27 条规定的责任

和救济问题，因此首先是确定以后的讨论中需要更全面考虑的问题。会议要点是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 27 条项下开展活动的范筹。该会议广泛支持创建具有约束力国际法律文件的构

想，建议该文件可以或应该相比第 27 条进一步扩大授权，即可以不受卡塔赫纳议定书的

限制。例如，讨论包括了贸易和入侵物种的实例。 

11. 粮农组织于 2003 年 1 月在曼谷召开了粮食和农业生物安全会议，来自 38 个国家和

8 个国际组织，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食品法典、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国际兽疫局的代表

参加了会议。讨论认识到一个更具有连贯性和全面的生物安全方法的长处，这一方法寻求

国家或国际层次上生物安全的部门间的合作，而不一定要建立新的或专职部门。能力建设

和风险分析的核心作用得到认识，特别是有关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建立或维持其

生物安全体系、满足国际标准提供援助。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和植

物检疫能力评估均被看作为有助于开发这一能力的模型。国际组织，如法典、国际植物保

护公约、国际兽疫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被要求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在不同的部门通过联合

分析方法和统一术语中的区别和共同点，采用协调的风险分析方法。秘书处将向植物检疫

措施临时委员会报告本计划的进一步行动。 

12. 下面是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会议的清单： 
−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例会，2002 年 4 月 7-19 日，荷兰海牙 
−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政府间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002 年 4 月 22-26 日，荷兰海

牙 
− 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网第三次全球分类学国际研讨会，2002 年 7 月 8-12 日，南非

比勒陀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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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入侵物种计划研讨会，入侵外来物种：建立整个南亚和东南亚的合作，2002
年 8 月 13-14 日，泰国曼谷 

−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责任与救济研讨会，2002 年 12
月 2-4 日，意大利罗马 

− 粮农组织对粮食和农业生物风险管理的技术磋商会，2003 年 1 月 13-17 日，泰国曼

谷。 

13.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继续就签署合作备忘录问题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开展

讨论，该备忘录承认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有所重叠，因此号召加强

公约间的合作，确定合作的领域，特别是： 
− 促进各自秘书处的合作，包括通过定期交换相关活动的信息、各秘书处人员参加相

关的会议，以及合作编写正式文件； 
− 鼓励在各自公约和卡塔赫纳议定书联络点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换； 
− 促进和便利相互技术支持，以推动国家和区域层次上的能力建设； 
− 推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的信息体系之间的联结； 
− 酌情为各公约和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技术专家参与对方的相关工作提供便利，以及 
− 帮助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或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与植物检疫措施

临时委员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协作，包括酌情制定两个公约和卡塔赫纳议定书共同

关心的国际标准。 

14.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将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于 2003 年 2 月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召开联合会议。将向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提交该会议的报告。 

15. 德国政府为 2003 年 9 月 22－26 日将于德国 Braunschweig召开有关外来入侵物种风

险管理中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作用的磋商会提供了资源。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与德国有

关部门合作组织该次会议。将向提出资助要求的国家的代表提供经费。 

16.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应要求： 
 

1. 记录近期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形成的决定和进展。 
2. 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及专家对其为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工作计划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3. 支持战略计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建立的把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生物多样性

公约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和联络给予高度重视的战略方向。 
4. 注意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责任与救济方面的计划可能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及世界贸

易组织的协议发生重叠，并与各国有关当局就责任与救济方面的国家立场的进一

步发展进行磋商，以确保达成对政府具有影响及与其他义务相兼容的此类计划的

目的和必要性的广泛和共同认识。 
5. 支持秘书处代表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出席有关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会议的工作

。 
6. 注意粮农组织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工作。 
7. 鼓励有兴趣的成员参加有关入侵外来物种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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