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宣言 

通过日期 联合国大会 1974 年 11 月 16 日通过 

    

  认识到: 

  (a) 现在贻害发展中各国人民的严重粮食危机――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

良的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强，而其生产的粮食约为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差距在今后十年

内大有加大的可能――不但是充满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尖锐地威

胁到人权宣言中所崇奉的关系生存权利和人类尊严的最根本的原则和价

值； 

  (b)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这是联合国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内规定的

目标之一――和消除这种境况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 

  (c) 使人民陷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境况是由历史条件造成的，特别是

由社会不平等造成，这些历史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外来统治和殖民统治、

外国占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这一切仍然是

发展中国家和所有有关人民的彻底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d)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发生了一连串的危机，例如：国际货币制度

的败坏，进口费用的激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受到外债的沉重负

担，部分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的粮食需求的提高，投机及基本农业投入物

的缺乏和涨价等，因而使境况更加严重； 



  (e) 这些现象应该在现在进行的有关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谈判

范畴内审议，并应敦促联合国大会一致同意通过一项宪章，作为在平等和

公正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有效手段； 

  (f) 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一律平等。所有国家都有充分的权利，

参加有关粮食问题的决定； 

  (g) 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主要须靠粮食的充足生产和分配以及世界粮食

安全系统的建立，借此保证随时随地粮食能有充分供应，粮价维持合理水

平，不受不时发生的涨落以及变幻莫测的气候的影响，也没有政治和经济

压力，这样，除了别的以外，还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 

  (h) 和平与正义的经济一面，可以帮助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彻底消除

发展落后，使所有人民的粮食问题得到持久的彻底解决，保证各国都有自

由而有效地执行其发展方案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消除使用武力的

威胁和武力的使用，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合作达到最大可能的程度，实行不

干涉别国内政、权利的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原则，以及不

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鼓励所有国家间的和平合作。国际关系的进

一步改善，可以为各方面的国际合作创造较好的条件，使大量资金和物资，

除其他外，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显著地增进世界粮食安全； 

  (i) 如果要持久地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消除目前在发达

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愈来愈大的差距，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所有的国家都应能积极地、有效地参加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适当的国



际体制，斟酌情况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建立公平合理

的关系； 

  (j) 发展中国家重申它们的信念，确保它们自己的迅速发展的基本责任

落在它们自己身上。因之，它们声明它们愿意继续加紧它们个别的和集体

的努力，以扩展它们彼此在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方面的合作，包括消除饥

饿和营养不良在内； 

  (k)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满足它们

的粮食需要，因此必须紧急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向它们提供援助，不附

任何政治压力。依照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目的和目标， 

  世界粮食会议因此庄严宣告： 

  1. 男女老幼人人都有不挨饿和不受营养不良之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借以充分发展他们的身心能力。今日社会已经具有充分的资源、组织能力

及技术，所以有能力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消除饥饿是国际社会中所有国

家的共同责任，特别是发达国家及力能相助的其他国家的责任。 

  2. 各国政府负有根本责任，来同心协力提高粮食生产，在各国之间及

各国以内促成更公平、更有效的粮食分配。各国政府，对于易受害及低收

入人群的长期营养不良的种种病患，应该立刻展开更大力的总攻击。为了

保证所有人的适当营养，各国政府应在其经济－社会及农业发展的通盘计

划中制订适当的粮食和营养政策，要以现有及潜在粮食资源的正确估计为

依据。在这方面应根据人奶的营养价值强调其重要性。 



  3. 为经济社会发展制订和执行国家计划和方案时应注意粮食问题，并

应突出这个问题的人道方面。 

  4. 每个有关国家都负有责任，依照其主权判断及国内立法去消除粮食

生产的种种障碍，对农业生产者给予适当的鼓励。要完成这些目标，首要

之举是采取有效的社经改造措施，即土地、赋税、信贷和投资政策的改革，

以及农村体制的改组，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所有权条件的改革，生产

和消费合作社的提倡，男女人力资源潜力的充分动员，以促进综合农村发

展，同时还要动员小农、渔民及无地农工，借以达成所需要的粮食生产和

就业指标。此外还必须承认许多国家内妇女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因此应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适当的教育、推广的方案及

财政设施。 

  5. 海洋和内陆水利资源，作为粮食及经济繁荣的来源，现已取得了空

前的重要性。因此应当采取行动来促进合理利用这些资源，最好是供人类

直接享用，从而对满足全人类粮食需要作出贡献。 

  6. 对于增加粮食生产的努力，必须辅以防止浪费各种粮食的措施。 

  7. 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和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

粮食生产，必须由发达国家及力能相助的其他国家紧急采取有效的国际措

施，在双边及多边安排之下，向它们提供更大量的技术和财政援助，条件

要宽厚，数量要足够满足它们的需要。这种援助不得附有与受援国的主权

不符的条件。 



  8. 所有国家，主要是高度工业化国家，应该促进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

并作出一切努力，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粮食生产技术的转让、变

通、应用和传播，并为此目的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科学机关传播它们科

技研究的成果，使它们能够促成持续的农业发展。 

  9. 为保证用于或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的妥善养护，所有国家必

须通力合作，以保全环境，包括海洋环境。 

  10. 所有的发达国家以及有能力的其他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

上及财政上进行合作，来协助它们为了农业生产而扩展水土资源的努力，

并保证以合理价格向它们迅速增加供应农业投入物，例如肥料和其他化学

品、高品质种子、信贷和技术。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合作亦

甚重要。 

  11. 所有国家应当竭尽全力，斟酌情况调整它们的农业政策，把粮食

生产列为优先事项，并在这方面认识到世界粮食问题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

互关系。发达国家在决定对于国内粮食生产的农田支持方案的态度时，应

当尽可能考虑到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免对它们的出口造成不

利后果。此外，所有国家应当合作共同订出有效步骤，在适当情况下通过

国际安排，来处理稳定世界市场和促进公平的、有利的价格问题，用减低

或取消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益关系的产品所加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办法

来增加进入市场机会，使它们的出口收入大量增加，它们的出口多样化，

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对它们适用《东京宣言》中所协议的包括非互惠和优

厚待遇概念的各项原则。 



  12. 整个国际社会既负有共同责任，保证基本粮食随时随地都能通过

适当的储备、包括紧急储备、得到充分供应，所有国家应当进行合作，通

过下列途径，成立一个有效的世界粮食安全体制： 

  参加和支持全球粮农情报和早期警报系统的作业； 

  遵守世界粮食会议所核准提议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的目标、政策

和准则； 

  依照提议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中的规定，在可能时指定存货或资

金以应付国际紧急粮食需要，并订出协调和利用这类储备的国际准则； 

  合作提供粮食援助，以满足紧急需要和营养需要，同时通过发展计划

来刺激农村就业。 

  所有援助国应接受和实施粮食援助抢先规划的概念，并应作出一切努

力，提供商品及(或)财政援助，以保证获得足量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商品。 

  时间迫切，采取紧急而持久的行动十分重要。因此，粮食会议促请所

有的人民个别地和通过他们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表示出他们的意愿，共

同努力，来消灭由来已久的饥饿灾祸。 

  世界粮食会议申明： 

  与会各国决心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来执行本宣言及会议通过的其他

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