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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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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是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加快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的全球行

动。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后，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提出了 ２１４ 项 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 ２０１９ 年爆发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系列影响，后疫情时代如何推动全球 ＳＤＧｓ 加

速行动的实施成为重要的问题。 对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２０１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等政策文件进行信息提取，建立加

速行动匹配性指数模型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恢复力指数模型，根据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将各国按照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分为 ９ 类，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提供支撑。 研究发现：（１）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实施

与区域需求不匹配，且这种不匹配的情况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爆发前已经出现；（２）加速行动的实施受限于现有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

家经济基础，区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多边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行动；（３）下一步实施加速行动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根据分类框架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关联关系，分重点推进加速行动的实施，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体系，分类设立后疫情时代不同时期的阶段目标，分
阶段循序渐进，定期反馈追踪，以在 ２０３０ 年促进 １７ 项可持续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ＣＯＶ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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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ＤＧ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Ｖ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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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宣布了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１］，该议程旨在用 １５ 年的时间，在全球实现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２］。
这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对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的继承［３］。
然而，经过四年的发展，由于致命冲突、气候变化、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原因，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取得的已

有成果面临着倒退的威胁［４］。 为了及时改变当前窘境，不同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等领导人，在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一致通过了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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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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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措施或者承诺，被称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 （ ＳＤＧ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６］。 截至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爆发前，各国政府、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提出了 １４１ 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但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是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适应，加速行动与区域需求

的关联性均不明确。
２０１９ 年，全球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全球确诊病例 １．９５ 亿，死亡 ４１８ 万，生产活动大规模减少，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使人类在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道路上进一步偏离了既定的轨道［７］。 有关实现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进展报告指出，受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影响，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很可能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和饥饿之中［８］。 ＣＯＶＩＤ⁃ １９ 导致的经济损失

加剧了不平等问题，２０２０ 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这次疫情对女性、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造成了更严重的

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无偿护理工作整体需求的增加导致女性面临更多负担，同时女性也面临更严重的失业问

题［９］。 相关研究表明 ＣＯＶＩＤ⁃１９ 对生态环境短期内存在积极的影响［１０⁃１２］，如 ＣＯＶＩＤ⁃１９ 大流行期间人类活动

的停止降低了 ＣＯ２排放［１３］。 但随着经济的复苏，ＣＯ２排放会恢复原有水平［１４］。 总体而言，ＣＯＶＩＤ⁃ １９ 进一步

滞后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实现。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多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关联［１５⁃２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

建［２２⁃２３］、可持续发展目标定量监测［２４］上，相关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关注较少，而可持续发展目标

加速行动是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行为的直接表征，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的有效手段；在研究方

法上，部分学者利用政策文件，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政策文件间的关系［２５⁃２７］，他们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来进一步提出政策的改进建议，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然而，这些研究的关

注点主要集中在单个目标的实现，既没有考虑整个目标体系，也没有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相结合。 Ｆｕ 等人

提出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理清 ＳＤＧｓ 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不同类型国家的优势和不足，明晰推动实现

ＳＤＧｓ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尺度效应［２８］，且目标间、国家间处于远程耦合的状态［２９］，故基于全球尺度进行政策

文件的分析有利于识别国别间、目标间的异质性。 在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死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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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有所侧重，在推行更多加速行动之前，应进一步明晰加速行动与区域需求的关联性。
但目前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与当地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匹配性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明确可持续发

展目标加速行动实施的数量与当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匹配性关系，就会出现不均衡的分配现象。 本文从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政策文件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数量作为区域对促进相

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响应，将联合国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３０］的结果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现状

的表征，探讨加速行动的空间分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匹配情况，结合各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程度，将各

国根据分类框架按照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分类，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为推动后疫情时

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提供支撑。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３０］和 ２１４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加速行动”文件［６］。 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主要提取了 １６２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得分。 “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文件共提取了 ２１４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受益国和相应加速行

动的受益目标。 ＣＯＶＩＤ⁃１９ 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霍普金斯大学，所有

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２　 加速行动匹配性指数（ＳＤＲ）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各国政府、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提出了 ２１４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

动，每项加速行动都可以同时使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受益，考虑到这种一对多关系，本文统计了

２１４ 项 ＳＤＧｓ 加速行动的受益目标和受益国。 为便于定量化分析各国加速行动数量与区域需求的关联性，本
文构建了匹配性指数模型，以各国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离最优得分（１００ 分）的差距作为区域需求的表

征，外部对该国家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应实施的加速行动数量作为供给的表征，即“供给与需求”比率

（ＳＤＲ，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ＳＤＲ 公式如下：

ＳＤＲｉｊ ＝
Ｙ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

Ｙ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

　 　 　 　 （１）

Ｙ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
＝ １００ ×

Ｘ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

Ｎ
（２）

Ｙ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
＝ １００ ×

Ｘ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

Ｎ
（３）

公式（１）是匹配性公式，ＳＤＲｉｊ是第 ｉ 个国家在第 ｊ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加速行动的匹配性指数，ＳＤＲ ＝ １
表示匹配性最佳，供需相等；ＳＤＲ＞１，表示加速行动数量大于区域需求，供大于求；ＳＤＲ＜１，表示加速行动数量

小于区域需求，供小于求。 式中，ｉ 是 １６２ 个国家，ｊ 是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Ｙ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是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位序标

准化后的数据，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是第 ｉ 个国家在第 ｊ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加速行动的数量，数量越多，代表该国家

相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速行动越多；Ｙ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是 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位序标准化后的数据，Ｓｃｏｒｅｉｊ是第 ｉ 个国家的第 ｊ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Ｓｃｏｒｅｉｊ满分 １００ 分，得分越高，代表第 ｉ 个国家的第 ｊ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水平越

好，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是第 ｉ 个国家的第 ｊ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与 １００ 分的差值，差值越大，代表对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加速行动的需求越大；公式（２）（３）是位序标准化的公式形式，公式（２）中，Ｙ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是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位序标

准化后的数据，Ｘ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是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升序的排序数，Ｎ 是Ｎｕｍ＿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ｊ的总数或组数；公式（３）中，Ｙ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

是 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位序标准化后的数据，Ｘ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是 １００⁃Ｓｃｏｒｅｉｊ升序的排序数，Ｎ 是 １００⁃ Ｓｃｏｒｅｉｊ 的总数或组数。
１．３　 恢复力指数（Ｒ）

本文统计了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６２ 个国家对应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每十万人的 ＣＯＶＩＤ⁃ １９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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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为分析各国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恢复能力，本文通过构建恢复力指数模型，建立以各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

作为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ＣＯＶＩＤ⁃１９ 感染率作为受灾程度的恢复力指数，揭示在原有国家

基础上从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中恢复的能力，定量化研究 １６２ 个国家恢复力。 恢复力（Ｒ，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公式如下：

Ｒ ｉ ＝
ＹＳｃｏｒｅｉ

ＹＰＩｉ

　 　 　 　 （４）

ＰＩｉ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ｉ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
（５）

ＹＳｃｏｒｅｉ
＝ １００ ×

ＸＳｃｏｒｅｉ

Ｎ
（６）

ＹＰＩｉ
＝ １００ ×

ＸＰＩｉ

Ｎ
（７）

图 １　 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

Ｆｉｇ．１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ＤＲ： 加速行 动 匹 配 性 指 数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Ｒ： 恢 复 力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ＨＨ：高高 Ｈｉｇｈ⁃Ｈｉｇｈ；ＭＨ：中高 Ｍｉｄｄｌｅ⁃Ｈｉｇｈ；ＬＨ：低高

Ｌｏｗ⁃Ｈｉｇｈ；ＬＭ：低中 Ｌｏｗ⁃Ｍｉｄｄｌｅ；ＭＭ：中中 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ｄｄｌｅ；ＨＭ：高

中 Ｈｉｇｈ⁃Ｍｉｄｄｌｅ；ＨＬ： 高低 Ｈｉｇｈ⁃Ｌｏｗ；ＭＬ： 中低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ＬＬ： 低

低 Ｌｏｗ⁃Ｌｏｗ

式中， Ｒ ｉ 是第 ｉ 个国家的恢复力指数，Ｒ＝ １ 表示恢复力匹配；Ｒ＞１，表示恢复力越好；Ｒ＜１，表示恢复力越差；式
中，ｉ 是 １６２ 个国家， ＹＳｃｏｒｅｉ 是 Ｓｃｏｒｅｉ 位序标准化后的数据， Ｓｃｏｒｅｉ 是第 ｉ 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得分越

高，代表该国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抗击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越好； ＹＰＩｉ 是 ＰＩｉ 位序标准化化

后的数据， ＰＩｉ 是第 ｉ 个国家每十万人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感染率，感染率越高，受灾程度越严重。 公式（５）是感染率

公式（ＰＩ，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ｉ 是第 ｉ 个国家的确诊人数，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 是第 ｉ 个国家的每

十万人口数， ＰＩｉ 是第 ｉ 个国家每十万人的 ＣＯＶＩＤ⁃ １９ 感染率；公式（６） （７）是位序标准化的公式形式，公式

（６）中， ＹＳｃｏｒｅｉ 是 Ｓｃｏｒｅｉ 位序标准化化后的数据， ＸＳｃｏｒｅｉ 是 Ｓｃｏｒｅｉ 升序的排序数，Ｎ 是 Ｓｃｏｒｅｉ 的总数或组数；公式

（７）中， ＹＰＩｉ 是 ＰＩｉ 位序标准化化后的数据， ＸＰＩｉ 是 ＰＩｉ 升序的排序数，Ｎ 是 ＰＩｉ 的总数或组数。
１．４　 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

本文利用匹配性指数和恢复力指数的数据分布特

征建立了匹配性⁃恢复力分类体系，以 ＳＤＲ ＝ １、Ｒ ＝ １ 为

两条分界线，将 １６２ 个国家分为 ９ 类（图 １）。 ＨＨ 型国

家加速行动供过于求的状态且恢复力较高，ＭＨ 型国家

加速行动供求相等且恢复力较高，ＬＨ 型国家加速行动

供小于求且恢复力较高，ＬＭ 型国家加速行动供小于求

且恢复力居中，ＭＭ 型国家加速行动供求相等且恢复力

居中，ＨＭ 国家加速行动供过于求且恢复力居中，ＨＬ 型

国家加速行动供过于求且恢复力较弱，ＭＬ 型国家加速

行动供求相等且恢复力较弱，ＬＬ 型国家加速行动供小

于求且恢复力较弱。
１．５　 相关性分析

在获取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得分、各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数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ＳＰＳＳ 计算

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得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

数量的相关系数。 加速行动数量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得

分的相关系数大于 ０，则正相关，表示各国某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得分越高，受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数

量越多；反之，则负相关，表示各国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得分越高，受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数量越少。
鉴于预处理后的数据不呈现正态分布，本文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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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方法，将 Ｐ＜０．０５ 认作为通过显著性检验。
１．６　 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网络分析

由于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可以同时支持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可以进一步基于可持续发展

目标加速行动政策文件探究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文利用 Ｇｅｐｈｉ 软件将各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可视化，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政策文件中 １７ 项受益目标的两两共线频次，来探

究政策文件中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 Ｇｅｐｈｉ 图中的点代表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１７，点的大

小，代表某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点越大，代表该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联系越密切；线代表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联系，线的粗细代表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

度的大小，线越粗联系越密切，同时线颜色的深浅也代表着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度的大小，颜色越深联

系越密切。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加速行动匹配性指数（ＳＤＲ）空间分布

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实施与区域需求不匹配。 如图 ２，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匹配性存在差异

性，在 ＳＤＧ３（良好健康与福祉，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中，各国 ＳＤＲ＝ １ 的数量最多（５３ 个），ＳＤＧ８（体面

工作和经济增长，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最少（２０ 个）；表明大部分国家在构建良好健康与福祉上

合理性较好，更多的人关注健康问题和国家之间人类福祉的公平性，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别之间经济增长的

不均衡性依然存在。 在 ＳＤＧ６（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中，各国 ＳＤＲ＜１ 的情况最多

（７４ 个），表明大部分国家对于解决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问题的加速行动数量相对较少。 在 ＳＤＧ１３（采取紧

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中，各国 ＳＤＲ＞１ 的情况最多（７３ 个），表明大部分国家对于解

决气候行动的加速行动数量过多，导致过多加速行动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后果

的认识逐渐加强，二是实施的气候行动措施力度和效果没有达到预期要求，导致大量相关加速行动的出现。
区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同，并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亚洲国家大部

分处于上升发展期，基础建设、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匹配性较好。 欧洲国家生

产生活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更关注基础建设之外的目标，如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促进合作关系等方面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匹配性较好。 而非洲国家则关注生产、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方面。
加速行动的实施受限于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基础，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行

动。 在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非洲、亚洲、大洋洲大部分国家 ＳＤＲ＜１，美洲、欧洲大部分国家 ＳＤＲ＞１。 ＳＤＲ
最小值主要出现在非洲地区（５０％），ＳＤＲ 最大值主要出现在美洲和欧洲地区（３６％）。
２．２　 恢复力指数（Ｒ）空间分布

如图 ３，Ｒ＞１ 主要集中分布在欧洲国家，Ｒ＜１ 主要集中分布在美洲国家。 美洲（７８％）、非洲（７４％）、亚洲

（５２％）区域大部分国家处于 Ｒ＜１ 的状况，说明美洲、非洲、亚洲区域从 ＣＯＶＩＤ⁃ １９ 中恢复能力相对较低，欧洲

（７９％）、大洋洲（１００％）区域大部分国家处于 Ｒ＞１ 状况，说明欧洲、大洋洲区域从 ＣＯＶＩＤ⁃ １９ 中恢复能力相对

较强。 分析发现非洲国家平均可持续发展水平最低，导致应对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低；美洲平均可

持续发展水平较高，但感染率高，导致应对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低。 欧洲各国平均可持续发展水平

最高，导致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高；大洋洲感染率最低，导致应对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

高。 中非共和国（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是恢复能力相对最低的国家，原因在于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低；
老挝（Ｌａｏ ＰＤＲ）是恢复能力相对最高的国家，原因在于它的感染率最低。 虽然亚洲区域大部分国家（５２％）处
于 Ｒ＜１ 的状况，但在恢复能力前十的国家里，亚洲国家占据 ６ 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感染率较低。 如恢复能力

排名第八的中国，虽然初期疫情严重，但是由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在后期控制住了疫情，同时可持续发展

水平较高，导致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高。 美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尽管要高于中国，但感染率较高，

９５９７　 ２０ 期 　 　 　 冯思远　 等：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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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国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匹配性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ＤＧ１⁃１７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ＤＧ： 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ＳＤＧ１： 无贫困 Ｎ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ＤＧ２： 零饥饿 Ｚｅｒｏ Ｈｕｎｇｅｒ； ＳＤＧ３： 良好健康与福祉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ＤＧ４： 优质教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ＤＧ５： 性别平等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ＤＧ６：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备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ＤＧ７：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ＤＧ８：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ＤＧ９：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ＤＧ１０： 减少不平等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ＤＧ１１：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ＤＧ１２：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ＤＧ１３： 气候行动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ＤＧ１４： 水下生物 Ｌｉ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ＤＧ１５： 陆地生物 Ｌｉｆｅ 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ＤＧ１６：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ＤＧ１７： 促

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导致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恢复能力相对较低。
２．３　 各国合理性⁃恢复力分类空间分布

大部分国家都集中在 ＨＨ、ＭＨ、ＬＨ、ＨＬ、ＭＬ、ＬＬ 六类里（图 ４）。 在大部分 ＳＤＧ 目标（７６％）中，ＬＬ 型国家

占比最多，ＨＨ 型次之，表明大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速行动两极化现象严重。 在 ８２％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０６９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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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国恢复力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中，ＬＬ 型国家占比最多，说明在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大部分国家存在加速行动的合理性、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恢复能力差的问题。 类型 ＨＨ、ＭＨ、ＬＭ 主要分布在欧

洲，类型 ＬＨ 主要分布在亚洲，类型 ＭＭ、ＨＭ、ＭＬ、ＬＬ 主

要分布在非洲，类型 ＨＬ 主要分布在美洲。 非洲各国主

要集中在类型 ＬＬ，处于恢复力低且合理性差的状态；美
洲各国主要集中在类型 ＨＬ，处于恢复力低但 ＳＤＲ 高的

状态；亚洲各国主要集中在类型 ＬＨ 和类型 ＬＬ，属于

ＳＤＲ 低的状态；欧洲各国主要集中在类型 ＨＨ，处于恢

复力高且 ＳＤＲ 高的状态，大洋洲各国处于类型 ＬＨ，处
于恢复力较高，但 ＳＤＲ 较低的状态。
２．４　 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网络分析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政策文件对可持续

发展目标进行网络分析，辨析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 如图 ５ 所示，ＳＤＧ１３ 与 ＳＤＧ１７，ＳＤＧ５ 与

ＳＤＧ８，ＳＤＧ１２ 与 ＳＤＧ１３ 的关联度高，表明一项加速行动的实施可以同时促进 ＳＤＧ１３ 与 ＳＤＧ１７，ＳＤＧ５ 与

ＳＤＧ８，ＳＤＧ１２ 与 ＳＤＧ１３，彼此之间的协同关系较强；ＳＤＧ１４ 与各目标之间联系都不是很密切，下一步加速行动

需要单独加强 ＳＤＧ１４ 的实施。

３　 讨论

３．１　 新冠疫情前各国加速行动数量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新冠疫情爆发前（数据搜集截至 ２０１９．１２．１）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数量与区域需求已存在不匹

配关系，并不能满足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发展、整体实现。 如表 １ 所示，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ＳＤＧ２、ＳＤＧ５、ＳＤＧ７、ＳＤＧ８、ＳＤＧ９ 现状得分与加速行动数量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在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峰会后，实施的加速行动大多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较好的国家，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较差的国家

表 １　 现状得分⁃行动数量相关性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ＤＧ 相关性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ＤＧ 相关性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ＤＧ１ －０．０５０１ ＳＤＧ１０ －０．０６０２

ＳＤＧ２ ０．１７９１∗ ＳＤＧ１１ ０．０３０３

ＳＤＧ３ ０．１０７６ ＳＤＧ１２ －０．２２５５

ＳＤＧ４ ０．１０７４ ＳＤＧ１３ ０．０９２７

ＳＤＧ５ ０．２４４２∗∗ ＳＤＧ１４ ０．１０４８

ＳＤＧ６ ０．０９９５ ＳＤＧ１５ ０．１４３５

ＳＤＧ７ ０．２３７２∗∗ ＳＤＧ１６ ０．０３７

ＳＤＧ８ ０．１８２２∗ ＳＤＧ１７ －０．０７４５

ＳＤＧ９ ０．１９８３∗

　 　 ∗在 ０．０５ 水平（双尾），相关显著；∗∗在 ０．０１ 水平（双尾），相关显著；ＳＤＧ： 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ＳＤＧ１： 无贫困

Ｎ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ＤＧ２： 零饥饿 Ｚｅｒｏ Ｈｕｎｇｅｒ； ＳＤＧ３： 良好健康与福祉 Ｇｏ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ＤＧ４： 优质教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ＤＧ５： 性别平等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ＤＧ６：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备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ＤＧ７：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ＤＧ８： 体面工

作和经济增长 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ＤＧ９：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ＤＧ１０： 减少不平等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ＤＧ１１：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ＤＧ１２：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ＤＧ１３： 气候行动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ＤＧ１４： 水下生物 Ｌｉｆｅ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ＤＧ１５： 陆地生物 Ｌｉｆｅ 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ＤＧ１６：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

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ＤＧ１７：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１６９７　 ２０ 期 　 　 　 冯思远　 等：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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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各国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ＤＧ１⁃１７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的实施力不足。 加速行动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主动发起和多边组织机构、其他利益攸关方自愿发起两大类。
３６％的加速行动是各国政府颁布的政策，其余为其他组织机构和利益攸关方。 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国家政府

会颁布较多的加速行动，经济发展程度较差的国家主要依赖于国际组织的帮助。 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异质

性导致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往往拥有较多的加速行动数量，这部分不均衡是由国家自身的发展水平所

决定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现状较差的国家不能从多边组织机构和利益攸关方发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

动中获得足够的惠益，国家间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与日俱增。 下一步的加速行动应该更多考虑多边组织机构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加速行动的合理性，加强建立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协助机制［３１］，形成多边合作，实现互

惠共赢，诸如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以加速行动供过于求的国家带动加速行动供小于求的国家，实现全球加速

行动与区域需求匹配平衡，促进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３．２　 加速行动分类推动措施及研究不足

针对已经出现的不匹配现象，本文利用合理性⁃恢复力分类体系，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
对 ９ 类国家提出了下一步实施加速行动的主要方向。 针对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分类体系中为 ＨＨ、ＨＭ 类

２６９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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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１７ 关联关系

Ｆｉｇ．５　 Ｎｅｘ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ＤＧ １⁃１７

的国家居于加速行动供过于求，且恢复能力较强的状

态，可以暂缓实施某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速

度，转而关注其他供小于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ＭＨ、
ＭＭ 类国家居于加速行动供求相等，且恢复能力较强的

状态，不需要对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过多关注，但是

也不需要暂缓对其实施的加速行动，同时要关注其他供

小于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ＬＨ、ＬＭ、ＬＬ 类国家居于加

速行动供不应求的位置，要加强对相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加速行动的力度和数量，同时注意提高 ＬＬ 类国家

的防疫水平和恢复能力，可以在加速行动上面多实施有

关抗击疫情的措施。 ＨＬ、ＭＬ 类国家均居于恢复能力较

差的位置，要将加速行动实施的重点放在提高疫情恢复

力上，大力提高 ＳＤＧ３ 目标的实现。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要注意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
ＳＤＧ８、ＳＤＧ１３、ＳＤＧ１７ 与其他目标联系密切，可以将这

三个目标作为枢纽，深入探讨与其相连目标间的关系，
发挥其纽带作用，协同促进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 此外，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全文是基于“相对比较”的思想提出的研究框架，会随着其中某个国家的

改变而发生格局的改变，研究只能辨析出各国现有加速行动的相对匹配性和下一步加速行动的实施方向，对
于动态化监测加速行动的实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将放在建立绝对评价的方法上，如结合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２０２０）理清具体某项加

速行动的实施会带来多大幅度可持续发展得分的提升，辨析不同加速行动的权重，改进建立的匹配性指数模

型，实现动态化监测。 此外，在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距离最高得分的差

距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生态系统的本底特征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探究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关联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３２⁃３３］。

４　 结论

本文对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等政策文件进行信息提取，建立了加速行动匹配

性指数模型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恢复力指数模型，从政策文件分析的角度探究了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发

布的 ２１４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数量与区域需求的匹配性和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恢复力，并根据匹配

性⁃恢复力分类体系将各国按照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为 ９ 类，弥补了已有研究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分析呈现单目标分析且忽视了加速行动数量与区域需求匹配性的不足，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

标加速行动提供支撑。 研究发现：（１）现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行动的实施与区域需求不匹配，这种不匹配

现象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２）加速行动的实施受限于现有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基础，区
域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其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多边组织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加速行动；（３）下一步实施加速行动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根据

分类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关系，分重点推进加速行动的实施，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体系，分类设

立后疫情时代不同时期的阶段目标，分阶段循序渐进，定期反馈追踪，以在 ２０３０ 年促进 １７ 项可持续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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