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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  

2006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3－－－－7 日，罗马日，罗马日，罗马日，罗马  

承认非疫区可行性工作组的构成和职责范围承认非疫区可行性工作组的构成和职责范围承认非疫区可行性工作组的构成和职责范围承认非疫区可行性工作组的构成和职责范围  

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 12.8 

 

 

I．背．背．背．背 景景景景 

1. 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在 2005 年其第七届会议上给予专题组的任务是，确

定关于执行国际上承认非疫区可行性研究的工作组的职责范围和构成。 

II．讨．讨．讨．讨 论论论论 

2. 专题组审议了其任务，讨论了围绕这一主题的问题。专题组认为，通过确定

应包括哪些研究结果以及应回答哪些问题，可以制定工作组职责范围。 

3. 专题组认为，国际上承认非疫区的含义不明确，应予以阐明。 

4. 专题组认为需要查明国际承认系统的利益。这些利益将包括输入国和输出国、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整个国际贸易的利益。 

5. 对于国际植保公约在承认非疫区方面的作用需要予以调查。专题组认为国际

植保公约可直接参与承认过程，可确定执行承认工作的机构，或证明承认过程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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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题组讨论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承认系统。专题组认为了解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的经验有助于可行性研究，并认为可邀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一名成员参加工

作组会议。 

7. 专题组讨论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在国际承认非疫区方面的作用。专题组难以

确定的是，在开展任何工作之前是否需要制定一项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植检措施标

准，或者在国际承认之前是否需要制定其他特定有害生物标准。 

8. 专题组审议了由谁为国际承认过程和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费用提供资金问

题。专题组认为有许多办法为该系统提供资金，但需要对不同方案及其切实可行性

进行调查。 

9. 专题组认为国际承认非疫区的责任和义务是关键问题。若出现差错，重要的

是知道在承认过程的哪个阶段出现差错。为此予以保证和验证可能也很重要。 

III．工作组的职责范围．工作组的职责范围．工作组的职责范围．工作组的职责范围 

10. 专题组认为工作组应当回答的问题及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用于制定职责范围

（见附件 1）。 

IV．工作组的构成．工作组的构成．工作组的构成．工作组的构成 

11. 专题组认为工作组应当小规模，应包括来自粮农组织每个区域的一名代表加

上主席团。工作组成员应当具有植物检疫经验和关于非疫区及鉴定和审计系统方面

的知识。专题组还认为，了解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经验有助于可行性研究，工作组

可邀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一名成员参加会议。工作组的构成是职责范围的一部

分，职责范围见附件 1。 

V．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的讨论情况．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的讨论情况．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的讨论情况．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的讨论情况 

12. 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审议了专题组的报告。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获

悉，关于“承认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专家工作组
不知道建立了哪些非疫区以及什么生物的非疫区。专家工作组认为，在分析工作开

始之前，应进行一项调查及建立关于非疫区的一个数据库。调查可包括承认的地区、

承认的地区范围、涉及的商品、涉及的有害生物、承认该地区的权力机构等。 

13. 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还认为，需要对关于经济问题、生态问题、义务、

供应国所提供的证据和重新鉴定的职责范围进行修订/增补，职责范围作相应修改。 

14. 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根据预计的预算讨论了对该项研究的供资问题以及

工作组是否应当在 2006 年或 2007 年开始该项研究（可在 2006 年收集数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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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认识到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的需要，认为通

过利用有果蝇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可在 2006 年收集信息，在 2007 年开始可行性研

究。 

15. 请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1. 注意专题组的报告（经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修改）。 

2. 通过附件 1 中所列的工作组职责范围。 

3. 同意在 2006 年收集现有非疫区数据，并根据数据提供情况，在 2007 年

开始可行性研究。 

4. 同意通过战略规划及技术援助小组向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提交完成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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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国际承认非疫区的可行性工作组国际承认非疫区的可行性工作组国际承认非疫区的可行性工作组国际承认非疫区的可行性工作组 

职责范围职责范围职责范围职责范围 

工作组将执行关于国际承认非疫区的一项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考虑到法律、技术和
经济方面的因素及评估这样一个系统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该项研究将考虑下述要素。研究结果应当以报告形式提供。该报告应包括明

确的结论并提出建议。 

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法律问题： 

! 国际承认一个非疫区系指什么。 

! 哪些国际组织或个人可以参加国际承认过程或者可以提供对一个非疫区的国

际承认。如果不是国际植保公约，那么他们跟国际植保公约有何种关系或者

他们将发挥什么作用（如国际植保公约承认的专家，国际植保公约承认的组

织，其他组织）。 

! 国际承认机构关于其国际承认工作方面是否负有任何法律责任，关于报告承

认或拒绝承认一个非疫区方面有哪些义务。 

! 放弃责任是否可成为国际承认过程的一部分。 

! 关于国际承认的一个非疫区，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有哪些义务。 

! 国际承认非疫区是否会增加缔约方接受非疫区概念的可能性。 

! 国际承认一个非疫区是否会减少贸易伙伴承认该非疫区方面的延误。 

! 哪些组织或机构可以要求国际承认一个非疫区，例如非疫区所在地输出缔约

方国际植保机构（以便于输出），输入缔约方植保机构（以承认输出国的非

疫区），业界代表（以便于输出和/或输入），非疫区所在地输入缔约方国际
植保机构（以承认在其领土的非疫区，修改输入要求），代表一个或多个国

际植保机构的区域植保组织。 

! 责任保险是否很有必要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技术问题： 

! 是否应通过国际机构声明一个地区不存在特定有害生物对非疫区予以国际承

认，还是应通过保证关于建立和保持一个非疫区的标准已采用来对非疫区予

以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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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只有在具有关于建立和保持特定有害生物或有害生物组的非疫区的特定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时才能对非疫区予以国际承认。 

! 一旦一个非疫区得到国际承认之后，这种承认是否需要定期更新或者在非疫

区状况改变之前一直有效。 

! 国际承认非疫区过程如果得到发展是否可应用于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非

疫生产点和非疫产地。 

! 国际承认非疫区过程是否可以对许多有害生物进行，或者只能对少量全球性

相关有害生物进行。如果决定这样一个过程仅适用于少量全球性相关有害生

物，应采用什么标准来确定这些有害生物。 

! 国际承认过程要素包括但不限于非疫区所在国达到保证和验证程序及要求

（包括所需的证据）。 

! 特定有害生物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是否应当承认不同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有关危

险性水平可能不同，因而建立和保持具体非疫区的要求可能不同。因此，国

际承认机构在承认过程中是否应当进行鉴定。 

! 关于恢复已失去其非疫状况的地区是否应当有具体要求 

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经济问题： 

! 国际承认非疫区的利弊包括但不限于： 

о 输入国 

о 输出国 

о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输入国或输出国） 

о 市场准入问题（输入和输出） 

о 实施国际植保公约 

о 技术援助 

! 与现行双边承认办法相比，一个国际承认系统的财务费用 

! 一个国际承认系统的供资来源和方法。 

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其他问题 

! 执行一个试点项目以检验一个非疫区的国际承认过程是否有益。如果有益，

这样一个试点项目的参数有哪些，如关于具有特定有害生物国际植检措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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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一种有害生物，关于由双边承认的非疫区的一种有害生物，或者具有国

际重大贸易意义以及已经有丰富经验的有害生物 – 商品组合等。 

执行可行性研究的工作组应当具有以下领域的专业知识： 

! 一般植物检疫管理专业知识 

! 关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知识，特别是关于非疫区、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

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知识 

! 关于本国非疫区活动和保持的知识 

! 关于鉴定和审计系统的知识 

! 植物检疫问题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国际承认非疫区方面的经验。 

应当考虑现有非疫区的数据（如得到承认的地区、承认的地区范围、得到谁

的承认、涉及的商品、涉及的有害生物） 

专家工作组应当有七名成员，最好是每个区域一名，加上主席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