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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先生: 

  建立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成果，多利益

攸关方论坛是技术促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论坛为推动各国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科技创新是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应对贫困、饥饿、

气候变化等挑战的有力手段。国际社会应在 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各国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应立足本国国情，努力

构建科学、技术和创新体系，加强先进技术开发和转化应用，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推动力。 

  二是应把加强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国际发展合作

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全球科技合作机制，消除技术转让壁垒，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科技发展能力。 

  三是应发挥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科技开发，积极

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主席先生， 

  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已全面启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将其与执行“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发展



战略有机结合。中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久前发布《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努力推动科技创新，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是把落实发展议程与制定实施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相结合。中国正在研

究制定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和“十三五”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并将落

实发展议程纳入上述规划。中国结合发展议程重点领域启动了粮食丰产增效、

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等一批科技创新专项研发,并将加

强科技扶贫力度。 

  二是建立技术转移转化机制，使科技成果服务于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平台、

以服务机构为支撑的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国还将建立绿色技术

银行作为促进机制,以科技带动落实发展议程，促进绿色发展。 

  三是创建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过去 30 多年中，

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189 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将以上述

实验区为基础，在“十三五”期间创建一批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为国内各地区落实发展议程发挥示范效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

国经验。 

  主席先生， 

  中国积极参与科技领域国际合作。中国通过双边渠道启动了一系列科技

伙伴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成果。2001 至 2015 年，中

国累计培训了来自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近万名科技人员。习近平主席去年 9

月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宣布了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这将为推动各国科技合作、有效落实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中方将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技术促进机制工作，与各国加强科技和创

新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