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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8－12 日，罗马  

《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  

议题 11.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向植检委第七届会议呈交了《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以便听取一般性意见。 

2. 植检委主席团、澳大利亚、欧洲联盟（欧盟），以及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

组织提供了实质性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进行了修订。 

3.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考虑到《国际植保公约信息交流计划》中涉及对《国

际植保公约》缔约方义务的要求，需要予以特别强调，因此将其从《国际植保公

约交流战略》中移除。 

4. 为确保内容清晰，战略行文力求简洁。 

5. 战略详细内容载于植检委 2013－14 年《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工作计划》中。 

6. 国际植保公约战略规划工作组（战略规划工作组）于 2012 年 10 月审查了

该文件并提出了评论意见。根据战略规划工作组的反馈意见，对文件的引言部分

进行了重大修订。 

7. 请植检委： 

1) 考虑附件 1 中的《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内容，并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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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I. 目标 

《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确立了以下四项目标： 

1) 通过使全球社会加强认识《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的

重要性以及保护植物免受有害生物侵害对全世界的重大意义，支持实现新

的《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的各项目标；  

2) 强调《国际植保公约》作为唯一的国际植物卫生标准制定组织所发挥的作

用，该组织的宗旨是帮助确保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安全贸易，从植物卫生角

度改善市场准入情况；  

3) 帮助加强落实《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以及 

4) 为《国际植保公约资源筹集计划》的各项行动提供支持。  

II. 为什么要制定交流战略？ 

通过植物检疫界全体努力，对全球范围内入侵的有害生物可能造成的严重负

面影响作出符合科学和逻辑的说明，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实现《国际植保公约》的

各项目标并取得成功。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每天目睹这些严重负面影响的发生，亟

需将这一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各国政府以及政策和财政决策者等关键受众，向他们

说明有害生物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阐述将此作为应当予以并获得持

续和适当支持的国家和全球优先重点的重大意义。 

本交流战略的实施将： 

a) 通过确保各国开展合作，保护全球植物资源免受植物有害生物扩散和入侵

的影响，保护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促进贸易，从而加强《国际植保公约》

活动的有效性并提高其参与程度。 

b) 与多方利益相关者（见图 1）展开合作，在中期和长期期内形成植物检疫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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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受众的示意图  

《国际植保公约》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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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目标 

A) 确保《国际植保公约》受众能够在《国际植保公约》范围内，提高对植物

检疫风险及其识别和管理的认识，以便实现《国际植保公约》2012–2019 年战略

目标（详见

https://www.ippc.int/index.php?id=1110798&tx_publication_pi1[showUid]=202496&fr

ompage=13330&type=publication&L=0#item）。 

建议 

A1) 促进对于植物卫生以及《国际植保公约》的作用和影响力的全球认可。以

清晰、一致的方式向《国际植保公约》的所有受众传递信息，以便将消除植物

有害生物对于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列为应当予以并获得持续而适当支持的

国家、区域和全球优先重点。 

A2) 通过减少重复工作和费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各项交流活动间建立联系，

共享交流和宣传材料，加强整合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国际植保公约》交

流活动，并促进《公约》的实施，从而提高效率。 

A3) 制定一项《国际植保公约交流行动计划》并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各缔

约方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以及区域植物保护组织、植检委和秘书处能发出一

致的信息。 

B) 在粮农组织内部和国际范围内树立一个适当、清晰、简洁并且易于识别的

品牌形象，以便于识别，并促进对于《国际植保公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

向《国际植保公约》广大利益相关者所传递信息的一致性和质量。 

  

https://www.ippc.int/index.php?id=1110798&tx_publication_pi1%5bshowUid%5d=202496&frompage=13330&type=publication&L=0#item
https://www.ippc.int/index.php?id=1110798&tx_publication_pi1%5bshowUid%5d=202496&frompage=13330&type=publication&L=0#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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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1) 开展各项活动，保护《国际植保公约》的形象/品牌和知识产权；  

B2) 为《国际植保公约》的所有文件（纸质版和电子版）设计一个更易识别

的新标识和版面； 

B3) 编制《国际植保公约》宣传材料，并加强所有宣传交流内容的一致性和

质量。 

C) 加强秘书处的人员配备和专门知识，以便充分落实交流战略。  

建议 

C1) 征聘具备特定通讯专业知识以及在宣传工作和与捐助者进行外联方面具

有经验的适当工作人员。 

C2) 开展资源筹集活动，确保秘书处内专门知识的可持续性。  

IV. 《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的构成 

为求有效，《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将包含以下两项不同内容：  

i) 提高认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展全面交流，具体形式包括新闻、案

例研究、出版物，以及针对学术界和院校及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和区域植物

保护组织举办的标准化专门课程； 

ii) 宣传：各类宣传材料，如小册子、活页传单、视频、张贴画和旗舰出

版物。 

V. 实施《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 

为达到各项具体目标，实现预期产出、成果和影响，《交流战略行动计划》

（详细内容将在该战略获得通过后列于《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工作计划》中）须开

展以下工作： 

i) 在粮农组织内部和国际范围内树立适当且易于识别的品牌形象，并予

以充分利用（提高认识和宣传）； 

ii) 在秘书处内部制定一项处理《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危机的政策和程序

（提高认识和宣传）； 

iii) 提升《国际植保公约》的形象，确保在发生各类植物卫生问题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该《公约》”或将其作为处理问题的参考依据（提高

认识和宣传）； 

iv) 确保《国际植保公约》业界能在适当情况下发出一致呼声，并能预见

危机，共庆成就，对媒体或其他来源的负面宣传事件进行处理（提高认识

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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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秘书处内部设立相关机制，确保《国际植保公约》所有交流材料的

质量及其发布和发放过程的质量（提高认识和宣传）； 

vi) 使用简易、明确的语言进行交流，提高信息传达的一致性，使关键受

众易于理解（提高认识和宣传）； 

vii) 通过主流渠道进行交流，以便吸引特定受众：主要依靠出版物和网络

工具（尤其是《国际植保公约》网站和 YouTube 等）、电视、口头交流、

社交网络（如 Facebook、Twitter 和 Linked-In）以及科学出版物等进行适当

交流（提高认识和宣传）； 

viii) 通过分享植物检疫方面的经验（成功和挑战），为各国和各方利益相

关者提供会议场所 /地点，使各利益相关者可随时获取信息（提高认识和宣

传）； 

ix) 重点突出可以展示《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成功（和某些失败）之

处有关人为影响的案例，并加强《国际植保公约》在促进粮食安全和提高

市场准入方面的品牌承诺（提高认识和宣传）； 

x) 开展有效的媒体宣传活动：持续报道各项相关活动、事件和运动（提

高认识和宣传）。 

此外，为实施这一交流战略，需确保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并予以监督。下列

工作可能有助于实现交流战略的各项目标（见上文第 I 节）： 

i) 联络人。秘书处内部需要委派一名成员参与信息交流团队，主要承担

实施交流战略的职责（但许多工作要由秘书处所有成员共同完成）。 

ii) 监督。对交流计划和战略的实施工作实施最起码的监督可能会有所助

益，但需要限制监督范围，以便提供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