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发展路线图：新的历史起点 

2016年11月，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会议批准了

综合发展路线图，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该

路线图将我们的工作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紧密联系，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

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

农业， ”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7：“加强执行手

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已经取得了减贫和社会发展

方面的重大进展，正朝着零饥饿迈进。尽管饥饿和

营养不良的状况已大幅减少，中国政府在全面消除

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以及利用成功的项目经验帮

助边缘群体的工作中，仍面临着挑战。 世界粮食计

划署支持政府工作，并积极发展与各界的伙伴关系

以达成提升粮食安全与改善营养水平目标。 

中国在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进

程中取得的进展 

中国用世界上9%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以上的

人口。过去三十年迅速且显著的经济转型给中国带

来了减贫和社会发展的卓越进步。中国成功帮助了

数亿人摆脱饥饿，实现了“在2015年前削减一半

饥饿人口”的千年发展目标，也使得全世界发展中

国家的饥饿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世界粮食计划署

自1979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其中，帮助中国提高

粮食安全水平和改善营养状况。 

中国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最先开启综合发展路线图的

国家之一。中国的“2017-2021国别战略计划”在

2017年2月获得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会议的批

准，迎来了双方合作的新纪元。该五年计划是基于

同中国政府以及其他伙伴广泛磋商的成果，并体现

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中国于2016年3月签署的关于

加强伙伴关系以消除全球饥饿的《谅解备忘录》。

该计划亦与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和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2016-2020）相一致。 

如今，中国更多参与全球事务，日益成为世界粮食

计划署在其他国家开展援助活动的重要捐助国。在

中国国别战略计划下，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将促进

国家之间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来“互帮互

助”；还将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可复制和推广

的小型创新试点项目，支持中国国内提升粮食安全

水平的工作；以及推动伙伴关系的建立。世界粮食

计划署将于2017年3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实施

中国国别战略计划，其预算为2900万美元。捐助

方将包括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中国 
国别战略计划(2017-202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中国国别战略计划(2017-2021) 

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五大战

略目标 

1) 营养 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中国政府扩大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现“在2020

年前将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率降至7%以

下”的目标，这与《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

要（2014-2020）》相一致。 

2) 助力小农 贫困的小农面临着粮食无保障状

况，他们亟需援助以改善生计。世界粮食计

划署支持中国政府，帮助这些弱势小农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连接市场、获得金融服务，

从而更有效地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3) 恢复力建设 恶劣的气候会给贫困农民的收入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中

国政府，加强易受灾贫困地区的恢复力建

设。世界粮食计划署将提供援助以增强气候

应对能力，包括在供给链建设、基础设施创

建、保险推广以及相关示范项目经验的分享

等方面予以帮助。 

4)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 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

公室作为卓越中心，致力于推动南南及三方

合作。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17，支持中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粮食安全、营养和减

贫的经验，开启政策对话、知识分享，及促

进小农发展等创新项目。在小农发展项目

中，青年农民将在中国学习农业价值链建设

方面的专业知识，利用种子资金，回国后向

同胞们传授示范经验，并积极创业。 

5) 伙伴关系 世界粮食计划署积极发展与政府、

企业、学界，及民间的伙伴关系，以支持中

国国内贫困地区提高粮食安全及营养水平，

并在粮食安全领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专

业技术经验与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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