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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启未来十年的行动和

成就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介评

华　 廷１，２，赵文武１，２，∗

１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２５ 号在纽约召开， 各国政府的高层人员就加速推进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进行了全面审议和讨论。 目前就全球而言，因为致命冲突、气候危机、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原因，人类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道路上已经偏离了既定轨道。 为此，大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联合国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筹措资金，努力在 ２０３０ 年之

前实现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 同时，多国政府和组织结合自身情

况，提出了 １２６ 项 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ＳＤ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我国代表在峰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

本国策，全面深入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目前在脱贫、医疗、教育等方面进展明显，有望提前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策略；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举行了可持续发展峰会， 通过了 《改变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该议程提出了包含了经济、社会、环
境三个方面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用 １５ 年的时间，确保在没有一个人掉队的条件下，应对气候变化以

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及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
然而，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报告显示：由于致命冲突、气候变化、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原

因，人类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已然偏离了既定的轨道；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迄今为止在

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面临倒退的威胁［２］。
为了及时改变当前局面，政府、国际组织等领导人，在该峰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份题为“为可持续发展行动

与成就的十年做好准备”（Ｇ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ｆｏｒ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政治宣

言，承诺进一步提振雄心和动力，筹集资金、加强实施力度，按时、按计划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国外长王毅

在峰会上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全面深入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近年

来中国在扶贫、教育、医疗等方面进展明显，我国有望提前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　 全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状与挑战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峰会通过了“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包含了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 ２０３０
年前消除任何形式的贫困、实现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并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 经过四年的执行期，联合国

再次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发表综合评估报告，总结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和以及不利条件。
综合评估报告指出，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极端贫困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

降，在防治肝炎等疾病方面正在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Ｖ）的发生率已大大降低，性别平等

及其相关目标也有所改善。 同时，最为贫穷国家的电力供应已开始逐渐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有所

提高，失业率也降低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种种迹象表明，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

直致力于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努力工作。 多国政府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优先的事项纳入国家层面的

计划和政策中，地方政府、企业、学术界等对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应对，通过广泛的研究和倡议，确
定了与目标实施相一致，并有望推进目标实施的潜在切入点。

然而，与 ２０３０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程度相比，通往可持续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尚存在较大的差

距。 到 ２０３０ 年，预计极端贫困率将达到 ６％，无法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全球目标，饥饿人数连续三年上升，生
物多样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丧失，数以百万计的物种濒临灭绝，温室气体排放也持续增加；在教育、卫生等领

域，城乡差距也极为悬殊。 总体而言，全球可持续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执行情况的恶化趋势明显，人类迄今为

止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面临着倒退的威胁。
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强调，承诺开展多边合作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然而，目前该项

承诺的推进面临严峻压力。 世界许多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性加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破坏了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推进。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使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增加了挑战性，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脆弱性近年来

持续走高，除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放缓外，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预期也会下降；一些国家政府采用更

加全面的、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收入和财富不均的加剧很可能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 政府

和机构间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也可能进一步妨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对此，古铁雷斯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认识到足够的紧迫性，重振雄心；必须重新致力于多边主

义，鼓励所有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采取更快、更多的行动；关注最脆弱的群体，不让任何人掉队；确保充

足和有针对性的筹资；加强机构建设，提高效率与包容性；支持地方政府的应对行动；加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收集工作；注重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转型。 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

２　 加速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与举措

为了扭转当前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局，这场由政府、国际组织等领导人参加的峰会，通过了题为“为可

持续发展行动与成就的十年做好准备”的政治宣言。 这份政治宣言也是自 ２０１５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通过以来的首次围绕发展筹资问题的高级别对话。 该宣言重申了《２０３０ 年议

程》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核心承诺，将采取更为切实的措施，支持弱势群体和最脆弱的国家；强调可持续发

展目标与具体目标是整体、不可分割的；气候变化是当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最为紧迫的

优先事项；彻底改革全球融资做法，呼吁各国将资金用于支持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弥补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尚存的资金缺口，提高全球可持续发展水平。
据联合国的估计，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为全球经济创造约 １２ 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到 ２０３０ 年可创造

３．８ 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球所有部门每年持续投资约 ５－７ 万亿美元。 然而，受困于不均

衡的经济增长、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贸易限制措施、债务水平上升等原因，许多国家用于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目前的投资水平远低于该数值。 面对所需的转型变革以及巨大的融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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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联合国呼吁采取集体行动，激励成员国和私营部门等围绕增加可持续发展筹资提出新举措和具体行动。
联合国希望可以动用私人资源对公共资金进行有效补充，发挥公共资金的支柱作用，按规模、按要求的进行金

融体系的可持续转型，尽快让全球人民享受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金融机构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兴趣日益浓厚，投资活动日渐频繁。 金

融业越来越广泛地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其决策过程，数字工具和金融创新也正在为可持续发展释放资金活

力。 一些具体的活动已然进行，依托世界银行的项目支持，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是一个岛国，受到了洪水、海岸侵蚀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该国已经将气候风险纳入道路规

划、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旨在确保这些基础设施建立在远离海岸线的安全地带。
其他部分国家也分别宣布了一批措施或承诺，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巴西承诺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

降低三分之一因非传染性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墨西哥承诺让所有国民能够使用互联网；来自 ２５ 个国家的企

业团体共同承诺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排放。 诸如此类的由各国政府、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的为加

快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自愿采取具体措施或者承诺，被称为 “ 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 （ ＳＤＧ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３］。 距联合国官方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初，世界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及国际组织共

提出 １２６ 项“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 其中，旨在推动 ＳＤＧ１６、ＳＤＧ１７、ＳＤＧ８ 这三项目标的相关行动，分别有 ５８ 项、
５６ 项、４４ 项措施。 然而，目前提出“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的多为英国、瑞典、荷兰等欧洲区域的政府以及国际相关

机构，其他区域响应的积极性不高，所启动的行动措施也较少。

３　 中国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应对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本次峰会上发表了题为“高举发展旗帜，共创美好未来”演讲。 他表示中国政府

一直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全面深入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近年来，中国政府

一直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目标持续发力，在脱贫、教育、医疗等方面进展明显，有力地推动了 ＳＤＧ１、ＳＤＧ４、
ＳＤＧ６、ＳＤＧ１５ 等目标的发展，并有望提前实现多项目标。 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精准扶贫”等政策，在过去 ６ 年

间年均减贫人口达到 １３００ 万人，对全球消除贫困的贡献累计超过了 ７０％，并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彻底消除绝对贫

困，预计提前 １０ 年实现 ＳＤＧ１。 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等措施，小学、初中的教育完成率接近 １００％，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 努力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也极高，并且 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婴儿、产妇死亡率

分别降至 ６．１‰、０．１８３‰，有望提前实现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２０１２ 年以来每年增

加营造林、治理沙化土地面积分别约 ７ 万平方公里、３ 万多平方公里。 尤其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间，中国贡献了全

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４］。 此外，中国政府也将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加大南南合作投入等措施，
始终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努力推进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的提出使得可持续发展从一个概念性的政治议程，转变为可依托于数据和科学手段的评价标准［５］。
自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以后，我国学者就对其产生的过程、潜在的挑战进行了总结与归纳［６－７］。 在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构建［８－９］、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关联［１０－１１］、对 ＳＤＧ 的定量监测方案［１２］、以及相关政策对我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影响［１３］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适时发布《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国别方案》。 结合目前

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趋势以及我国体国情，在推动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需要加强：（１）
完善适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体系； （２）推进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后的评估工作；（３）构建国家层面、
亚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模型；（４）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逐步推动金融体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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