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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联合国会员国在2012年里约+20会议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成果文件(第85(k)段)和2015年《变革我们的世
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决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参考《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会员国在
2016年论坛的部长宣言中决定，该四年一度的报告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独立科学家小组编写。科学家小组
由代表各种不同背景、学科和机构并确保地域和性别均衡的15名专家组成。

这份题为《未来即现在：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是独立科学家小组编写的首份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
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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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的现状和我们希望的未来面临风险。

尽管过去四年我们已做出相当努力，但并不能到2030年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我们迈入对人类和地球至为关键的十年之际，我们必须显著加快前进步伐。
我们作为个人、民间团体、企业、市政当局和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群策群力，把握全
局，切实奉行包容和可持续性的原则。

科学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同盟军。《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
告》由独立科学家小组编写。报告客观评价了不足之处，指明了日后需要作出的努
力。报告重点论述了若干核心切入点，以发挥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
关联作用，加快进展。

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取决于当今的行动，机遇稍纵即逝。我鼓励所有行为
体将本分析得出的见解转化为集体行动。

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做出必要的艰难抉择，并承诺加快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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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5年，联合国会员国承诺努力实现富有雄心又切实可行的《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为人类和地球规划出一条新的平衡之路。

重要举措已经采取，创新伙伴关系正在形成。但是，倘若我们要实现所有可持
续发展目标，则仍需再接再厉。

这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严肃地提醒我们，如果不迅速采取目标明确的行
动，我们就将面临风险。

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正蒙受不可逆转的退化风险。报告还
指出，我们在哪些方面偏离“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的目标。目前迫切需要更为雄心
勃勃、更具变革性和更统筹综合的应对措施。

这份报告以实证为基础，以行动为导向，进一步突出表明科学对消除饥饿、应对
气候变化、减少不平等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补充秘书长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况报告。报告
通过综合分析和指出循证确定的变革路径，帮助搭建知识与政策之间的桥梁。

报告正确指出，要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推进指导行动的知识基础建设，就必
须加大对科学机构的支持力度，并增加其资源。

刘振民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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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四十多年来，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推动力。

1970年代初，我是挪威年轻的环境部长。如今，我像当年一样坚信，只有把经济
增长和发展与各个世代民众的社会团结相联系，我们才能确保地球的繁荣、和平与
宜居。

1983年，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责成我召集并领导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1987年编写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呼吁
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模式，使人类和地球免遭眉睫之祸。我们呼吁“可持续发展”。这
种发展模式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需求的权利。

那份报告及其建议纳入了199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约首脑会议。20年后的
2012年，国际社会终于能够为着手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必要努力提供足够的
支持。

今天，面对应对气候变化与顺应全球技术、消费和人口模式快速剧变的迫切任
务，一个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是：可持续发展是避免环境和社会灾难的唯一出路。

2015年9月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为采取紧急、包容各方的行动确定议
程和建立共识的关键一刻。

同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切实证
明多边主义大有惠益，联合国可以在寻找全球解决方案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发挥不可
或缺的作用。

《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的实施为人们指明了通向新世界的道路。在那
里，目前没有机会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数百万民众的生活机遇不会因贫困、不平
等和冲突而毁灭。

但是，实施工作要求各国以及包括企业、工会、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等在内的所
有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都认识并置身构建人类活动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基础的科学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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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份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重大贡献。该报告旨在成为从科学角度对全球可
持续发展状况提出指导意见的循证工具。

作为医生和政治领导人，我在制定政策和衡量
其影响时，始终把科学证据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同样，我始终认为，科学发展本身必须以人文
价值为参照，必须以尊重人权并平等公正地共享进
步惠益的方式发挥科学的巨大能量。

本报告明确切实地体现了科学的社会和可持
续效用。最重要的是，报告强调需要采取集体而且
统筹的做法：

“只有借助系统性做法才能实现《2030年议
程》的真正变革潜力。这种系统性做法能帮助查明
和管控得失，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	

我希望政治家和决策者关注报告指出的6个关
键“切入点”的目的所在。各利益攸关方围绕以下
这些切入点合作开展重点行动便可加快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1.	 加强人类福祉和能力；

2.	 转向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3.	 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健康营养模式；

4.	 实现能源脱碳并普及能源；

5.	 促进城市和近郊的可持续发展；

6.	 维护全球环境公域。

在所有这些领域，科学知识和创新都有用武之
地并产生丰硕成果，但决定因素永远是政治意愿。

因此，本报告展示的研究和商讨需要辅之以
公共领域的持续宣传和动员，既为了争取公众对
《2030年议程》的支持，也为了利用这种支持责成
领导人恪守诺言。

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在题为《人民公
敌》的著名著作中，研究了人类的勇气和懦弱，其	
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道：

“一个集体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应该做好
掌舵的准备。”

全球目前正是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船。

但是，有没有人做好掌舵准备，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都会引领我们驶向安全？有没有人听到乌鸦
的叫声，警告新的危险已露端倪？

抑或我们躲在甲板下，等着别人率先行动，或
自欺欺人地认为万事大吉，水面会自动平复，没有
必要调整船帆或改变航向？

从科学家和医生到政治家甚至剧作家，我们每
个人都需随时准备以适当、务实的方式掌舵——从
地方社区到国家和国际各级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做好这种准备，我们就会发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身就是一份指引我们穿越暴风雨的
航图。

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所
有方面，从健康、教育、环境到和平、公正、安全、
平等。

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所
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很重要。
每位国家元首、每位政府首脑、每位公民都有责任
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不是把国际关系沦为交易和贸易战，
而是彰显多边外交力量和各国为了自身的集体利益
团结一致的重大成就。

至关重要的是，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工作不
是一成不变的。

与《巴黎协定》一样，这些目标是有机而且
在演变的工具，必须增强势头和雄心，才能取得
成功。

这些工作大部分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和高度
针对性。如果没有严格可靠的衡量标准，就不可能
判断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项指标或《巴黎协
定》签署国的193项不同的国家自主贡献是否正在
取得足够的进展。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继续施加政治压力，应对
目标力求解决的根源问题，即贫困、歧视、冲突和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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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如果我们不将不平等置于全球发展议程的核
心，我们就注定失败。

我们需要勇气面对那些试图维持当前不平等
秩序的政治、商业和经济既得利益。我们需要抓
住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从而消除目前的不
平等。

我们需要促进求同、包容和共识，以便在公私
两个部门实现促进共同利益的政策，而不是狭隘的
自我利益。

我们需要激发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的希望，
让他们知道人们会倾听他们的声音，肯定他们的经
验，使其想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报告中的数据和提议是社会与气候变化、贫
困和不公正抗争的武器库中的利器。

值此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和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之前，本报告既为日后在这些关
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提供了切实指导，又发出了振聋
发聩的行动呼吁。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挪威前首相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
纳尔逊•曼德拉创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由全球共同致力于和平、正义和人权的独立领袖组成的长者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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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导言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根据2016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联合国会
员国的决定编写(见E/HLS/2016/1，附件，第7段)。报告反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普遍、不可分割和综合性质。报告还寻求加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对接，作为
循证工具支持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执行《2030年议程》，顾全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方面。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有别于秘书长编写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
况报告，但互为补充，后者使用全球指标框架中的指标跟踪目标和具体目标的进展
情况。《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不提出新的证据，而是通过“评估之评估”运用各学
科的现有知识。报告突出介绍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先进知识，查明有可能快速转型
变革的具体领域。报告不仅是一个成品，而且是一个进程，旨在推动全世界所有区
域分布在科学、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行为体相互合作，找出有据可依的具体
变革途径，并加以实现。

报告借鉴广泛多样的知识，包括学术文献中许多已刊发的文章，还有各种国际
评估，如秘书长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9年)、第六期《全球环境
展望》区域评估(201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特别报告(2018年)、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全球评估(2019年)、国际劳工组
织(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关于工作未来的报告(2019年)等。本
报告得益于与学术界、政策界、商界和民间社会进行的5次区域协商；在线发出呼吁
后收到的大量投入；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院间伙伴关系和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协
调大约100名专家进行的审查；联合国会员国和经认证的利益攸关方对之前草稿提
出的评论意见。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由秘书长任命的独立科学家小组编写。小组由来自不
同区域的15名专家组成，代表各种不同的科学学科和机构。小组由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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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贸发会议)和世界银行代表组成的任务小组
为其提供支持。

独立科学家小组在撰写本报告时，得益于各
方提供的所有投入，但对报告内容全权负责。小组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概念也作为规范概念进行
了探讨，并以此为指导分析问题，权衡证据，酌情
提出与政策相关的解决方案。为此目的，报告不仅
遵循《2030年议程》的文字，而且遵循其精神，总
目标是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促进人类福祉，确保
没有一个人掉队，同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系统。

报告使用最新科学评估、良好做法证据库和
未来走向与当前行动挂钩的各种情形，提出了众多
利益攸关方可加快进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
动呼吁。这些行动基于对各个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
相互关系的认识，同时认识到只有借助系统性做法
才能实现《2030年议程》的真正变革潜力。这种系
统性做法能帮助查明和管控得失，同时最大限度地
扩大共同利益。

一.	 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力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以来，积极动态纷呈。
各国已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计划和战
略，其中许多国家已经为协同执行目标建立协调结
构。2016、2017和2018年高级别政治论坛届会期
间，总共提交了110份自愿国别评估，其中35份明
确提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预算挂钩的措施
或正在考虑这种行动。此外还有旨在保护环境的
举措，特别是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和海洋方面的举
措。相当一部分私营部门已开始抛弃老一套模式，
如转而采用并报告可持续标准。与此同时，动员民
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情况正在
增加。

然而，尽管作出了这些初步努力，但全世界仍
无法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的169个具体目

标。推进这些目标的成就有限，令国际社会极为关
切，并为其敲响警钟。为了实现所需变革，必须迅
速采取更多行动：紧急逆转或修改阻碍实现目标的
政策，加速扩大全盘推进目标的新进展。

除上述关切之外，一些对整个《2030年议程》
有交叉影响的方面最近呈现的趋势根本不在朝正
确的方向发展，尤其以下4方面：不平等加剧；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人类活动产生的废物越来
越多，令处理能力难以招架。至关重要的是，最近
的分析表明，其中一些消极趋势预示正在跨越负面
极限。这将导致地球系统的状况发生突变，其严重
性在对社会而言具有意义的时间尺度内无法逆转。
最近的评估表明，照目前的趋势，全球的社会和自
然生物物理系统无法成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体现
的对全人类福祉的渴望。

实现《2030年议程》的时间只剩下10年略多，
但没有一个国家尚且能够令人信服地以全球可持续
利用资源的方式满足人的一系列基本需求。所有国
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平衡人类福祉和健康环境的
总体目标相距甚远。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
情和优先事项行动，同时抛弃先增长后清理的现行
做法。能否在下一个十年普遍转向可持续发展，取
决于同时走出针对具体国家的创新途径。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心怀希望。人类福祉无需
依赖大量使用资源，也无需加剧或加固不平等和匮
乏。科学知识能找出打破这一格局的关键途径，而
且世界各地都有无数实例表明这不无可能。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实践指明了前进方
向。要推进《2030年议程》，就必须紧急刻意地改
变社会—环境—经济系统，因国而异，但同时合力
取得区域和全球的预期成果，以确保人类福祉，社
会健康，并限制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这种转变——
彻底而且刻意地打破老一套，意味着认真考虑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决策者会
发现目标之间存在共性和矛盾，以及系统性的相互
作用和级联效应，因为实现一个目标的行动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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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实现其他目标的可能性。关于这些重要的相互作
用，迄今已积累大量知识，并正在进行更多研究。

行动的一大关键是认识到，目前可持续发展三
方面处于失衡状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彼此之
间的相互联系，或在短期内没有摆正它们的先后顺
序，但一旦妥加考虑，则最终将产生预期变革的正
是这些相互联系。在某一具体目标上取得进展的最
有效、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是利用与其他具体目标
的协同增效，同时解决或改善与另外具体目标的消
极对冲。本报告设法将这一认识转变为落实目标的
实际行动，为此考虑了强调需要有紧迫感的现有评
估，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寻求更高福祉的前瞻性
预期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规范性要求。

这种行动可以由多样化胜过联合国会员国政
府本身的群体和组织开展。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
级，新的关键发展行为体正在出现，而且权力和影
响力越来越大。传统利益攸关方和新兴行为体之
间协作可以结成创新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因此，
《2030年议程》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机构、行政
机关、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跨部门、地点、边界和
层级的合作。

二.	 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期《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最有希望
以必要规模和速度实现所需变革的6个切入点。为
此，报告考虑了紧迫性，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寻
求更高水平福祉的前瞻性预期和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等规范性要求。这些切入点并非针对单独甚或
一组目标，而是针对内在系统。与此同时，不注意
这些切入点内在的相互联系，而用只专注单独目标
和具体目标之类的方式进行切割，将危及《2030年
议程》的多要素进展。选取的切入点是：

	f 人类福祉和能力；	

	f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f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

	f 能源脱碳及其普及；

	f 城市和近郊发展；

	f 全球环境公地。

报告还指出了4个杠杆，可协调用于每个切入
点，从而实现必要变革：

	f 治理；

	f 经济和金融；

	f 单独和集体行动；

	f 科学和技术。

这些杠杆与目标17所列的执行手段相关，但也
不同，因为这些杠杆兼顾每个行为体和实体在实现
变革方面所发挥的多重而又互补的作用。每个杠杆
都可单独为系统性变化作贡献；但本报告主张，只
有因地制宜地组合使用这些杠杆，才能实现兼顾可
持续发展三方面并实现《2030年议程》的必要变
革。如下图所示，这些组合是变革的综合途径，构
成本报告发出的行动呼吁的基础。

决策者需要根据目前对人类-社会-环境各级系
统相互关联的知识和理解采取行动。这种知识也需
要更广泛地提供给所有国家和行为体，激发创新联
盟和伙伴关系，争取成功。

此外，为了进一步理顺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
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主动防范2030年后会出
现的挑战，需要进行新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并根据
地方和区域的具体情况适用现有知识和技术。本报
告是整个联合国系统调动科学专长的创新之举。报
告提出了增强科学技术对《2030年议程》贡献的新
方法，帮助改善科学与政策的对接。

三.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和行动呼吁

本报告为6个变革切入点中的每一个提出了战
略和行动呼吁，并为改进科学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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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战略和行动呼吁，具体概述
如下。

A. 人类福祉和能力

促进人类福祉（包括物质福祉、健康、教育、发
言权、享有清洁和安全环境以及复原力）是向可持
续发展转型的核心。人的福祉不仅原本就重要，而
且人的能力可进而凭借一系列知识、技能、能力和
身心能力推动全球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健康
和教育不只是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实现全球发展议
程关键内容的手段。

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在人类福祉方面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但极端匮乏依然存在，进展仍不平
衡。2018年，极端贫困（定义是每人每日生活费
不足1.90美元）占世界人口的8.6%，而且相当集
中——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5个国家。到2030年，85%的

极端贫困人口（约3.42亿人）将生活在遭受危机和
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中。

目前的估计表明，如果不额外作出努力，全世
界无法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如今，极端贫困集
中在边缘群体——妇女、土著人民、少数民族、残
疾人和其他人。性别不平等限制了世界一半人口的
机会和能力，进一步恶化贫困妇女的状况。在许多
地方，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正在
扩大，因为与非残疾人相比，残疾人的教育程度更
低、失业率更高、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数更多，并
缺乏社会保障。

收入贫困、健康状况差、教育程度低、缺乏水
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种种匮乏往往相互交错。家庭
和个人经常遭受多种形式的贫困。2015年，极端贫
困人数下降到7.36亿，但2018年对105个国家的多
维贫困指数计算展现出一幅发人深省的情景，显示
13亿人在有多重匮乏的家庭中生活。另外，明确证

杠 杆

变 革 切 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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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 

可持续和
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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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多维贫困的下降速度比收入贫困更慢。国
家、区域、地方当局和社区应注重缩小最可能在本
土掉队的社会群体面临的机会和基本权利方面的
差距。

此外，近10亿人每人每日的生活费为2至3美
元，仅略高于1.90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那些刚摆
脱极端贫困的人以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形式的40
亿人依然极易受到经济和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武
装冲突和可能将其推入极端贫困的其他冲击的影
响。必须采取行动消除匮乏，建设复原力，特别是
在贫困和脆弱性集中或数十亿人面临掉队风险的
地方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和减少其他形式的不
平等是密切相关的目标，需要扩大干预手段和措
施，远非只限于极端匮乏的货币门槛，要针对贫困
的多维性质和交错性质。单靠经济增长无法实现这
一目标。匮乏和不平等在教育、保健、享有清洁水
和能源、获得环卫服务、传染病风险和福祉的其他
许多关键方面存在。

应该向每个人提供健康和教育等优质社会服务
以及包括减少灾害风险在内的自然灾害防护。应该
消除对边缘化群体的法律和社会歧视，包括限制妇
女和女童享用权的障碍。这对实现所有人的人权和
尊重人的尊严至关重要。

促进人类福祉和保护地球资源需要扩大人的
能力，远非只限于极端贫困的门槛，无论这种门槛
基于收入还是其他基本需求，从而使人们具备变
革的权能和实力。对幼儿发展进行投资，提供优质
教育，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的入学人
数特别是女童的入学人数，延长健康生活年数，关
注心理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可以改善个人一生的
机会，而且是加速可持续发展的具有成本效益的
手段。

在任何一个上述领域采取有效行动都需要认
识并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联系。例如，气候变化与人
类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或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

系统服务恶化加剧不平等的方式。促进人类福祉
的各种途径最终都需要多个行为体相互合作、协作
和对话，并采用多个变革杠杆。没有独一无二的途
径。各区域需要开展并为特殊处境国家开展的努力
组合各不相同。

行动呼吁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普遍提供和获得优
质基本服务(卫生、教育、水、环境卫生、能源、
灾害风险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适当住房和
社会保障)，在普及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关注贫
困和脆弱性集中的地方，特别关注最有可能掉
队的人——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土著人民和
其他人，从而促进在多方面消除匮乏和提高复
原力；

 f 政府应确保机会平等，杜绝法律和社会
歧视，投资建设人的能力，使所有人都有权能
和实力塑造自己的生活，并为整个集体带来
变革。

B.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经济增长虽非均衡，但显著增加了各国的国民
收入。尽管这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
福祉，但对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目前而言不可持
续。经济活动本身不应视为目的，而应视为可持续
提高人类能力的手段。将经济活动的惠益与各级成
本脱钩不仅本身至关重要，而且可以支持本报告倡
导的其他5个切入点中设想的系统转变。这种结果
将极大加快必要重组，并有助于使人、社会和自然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目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
一个经常提到的原因是将国内生产总值（一年中生
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作为指导经济政策
促进人类发展的唯一或主要衡量标准。虽然改革
这一层面的决策工作至关重要，但或许不会在世界
各地迅速发生，达到保障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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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些其他重大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甚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克服。生产估值尚未考虑所
有成本或附加值，因为对货物和服务的收费没有反
映外部负效应的全部成本，例如产生和排放到环境
中的废物。在全球继续扩大消费产生废物的商品和
服务是不可持续的。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到2060年
全球年资源使用量将超过人均18吨，由此增加的温
室气体排放、工业用水和农业用地面积将带来不可
持续的影响。对塑料和电子产品等具体物品的生命
周期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类似。世界上许多地区
的社会和经济匮乏的确只能通过增加消费解决，但
这需要相应使全球消费转向以大为减少环境影响
的方式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种来源投资远远不能
满足需要。跨国家管辖范围的生产也产生了自身
的一系列挑战。虽然全球化帮助减少了贫困，创
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多获得更广泛产品的机
会，并激发了创新，但生产分布在不同国家的管
辖范围也可能导致竞相降低环境和劳工标准。法
规或税收等国家决定的手段或许不足以管控这些	
影响。

近来经济增长也严重不平衡。许多国家的财富
和收入差距扩大，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顶层财富
集中是主要推动因素。2017年，全世界最富有的1%
人口在全球财富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约达33%，而位
于最底层的25%人口仅占10%左右。对夹在两端
之间的人——主要是西欧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中产阶
级而言，这一时期的特点充其量是收入增长缓慢。
人们依然担心自动化增加，包括熟练工人的工作在
内，可能会给许多人带来恶化的结果，加剧不平等，
并使财富和权力更集中。此外，劳动力市场上男女
之间的不平等限制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
的进展。收入、财富和性别不平等往往因儿童时期
无法平等获得优质营养、教育、保健，或社会歧视
而变成机会不平等，并限制代际流动。甚者，通过
继承财富或独享优质教育和技能，不平等会自行
延续。

如今得出的一个基于强有力经验证据的共识
是：高度不平等不仅产生社会公正方面的难题，
而且降低长期经济增长，并使这种增长更为脆
弱。由于顶端人口力求通过各种渠道保障和维持
自身地位，例如在政治进程中获取更大发言权，
或者削弱旨在遏制垄断权力和提高市场效率的反
垄断和其他监管努力，不平等往往还会变得根深	
蒂固。

维持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现有不平等
程度会威胁整个《2030年议程》的实现。必须迫切
摆脱延续匮乏、制造不平等、耗竭全球环境公地和
威胁产生不可逆转损害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生产和
消费模式。必须向长期脱碳和可持续发展过渡，从
而尽量扩大对人的积极影响，平衡社会群体和男女
之间的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退化。

这种转变的很大一部分将靠改变公私投资的
数量和模式实现。对所需投资规模的估计不一，
但通常为每年数万亿美元左右。增加投资量并将
其转向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所在：国家和国际金融
体系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来自发展
融资机构的投资、与国际承诺相符的官方发展援
助以及国家和地方两级的国内公共预算可帮助
吸引来自私营部门的投资。与此同时，必须通过
雄心勃勃、透明和精准的手段使所有资金流与可
持续发展途径保持一致。商定可持续发展投资标
签可帮助引导资本流向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	
资产。

行动呼吁

 f 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应致力于鼓励投
资更好地符合可持续性较持久的途径，并促
使从可持续性较差的途径撤资。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同心协力，在全球范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过度使用环境资源
的脱钩，富国、中等收入国家和穷国起点不
同，做法上也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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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政府应在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支持下，促进
生活水平和机会向上趋同，同时减少国家内
部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C.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

粮食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目前有10多亿人从
事食物提供工作。全球粮食系统由众多地方和区域
粮食系统组成，不仅包括粮食生产，而且包括与粮
食有关的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地球的自然资
源和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由于粮食系统对气候和
环境有影响，并由于人人获得健康、安全营养方面
的缺陷，如今的全球粮食系统不可持续，而且无法
保障世界人口的健康食品模式。据估计，8.20多亿
人仍在挨饿。与此同时，全世界几乎每个区域均可
见肥胖和超重增加。在全球范围内，20亿成年人超
重，4	0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

迄今已有数十亿公顷土地退化。每年还有
1	200万公顷农业用地有可能无法安全用于粮食生
产。此外，农作方式会导致水环境富营养化、地下
水污染、土壤酸化和大气污染。2011年，这种农作
方式还造成全球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60%的排放
量，但来自农业的一氧化二氮份额似乎在减少。一
旦计入与全球粮食系统有关的所有排放，这些排放
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的占比超过19%至29%。如
果为了满足2050年全球人口的需求而一味增加生
产，不进行技术改进或以其他形式缓解，特别是恢
复土壤健康以增加碳含量，则全球农业排放的温室
气体可能增加高达87%。这种情形不符合《巴黎协
定》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另一个关切问题是粮食价格波动以及不对称
的合同和贸易协议，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7.50亿小
农身陷不利，并影响用很大一部分收入购买食物的
较贫困家庭。此外，尽管全球粮食市场上有许多经
济行为体，但掌控许多组成部分的行为体却相对较
少。集中导致工业化农作千篇一律，使全球粮食系
统面临复原力降低的风险。

扩大现有粮食系统，以养活至2050年及以后不
断增长的全球人口，同时兼容非粮食农产品，是一
大关切问题。然而，若一切照旧，则估计会有6.37
亿人营养不良，而且增加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
葬送实现《2030年议程》目标的任何机会。此外，
害虫和作物疾病危及全球粮食供应，但用增加化学
物使用的方式进行管控会危及与环境有关的许多
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全球粮食系统若要以可持续和公平的
方式满足全球人口未来的需求，一切照旧的途径
和扩大现有做法都不是选项。幸运的是，使粮食
系统向可持续方向转变的挑战并非无法克服。根
据最近的研究，粮食系统能够为全球90亿至100
亿人口提供营养食品，同时大为减少环境影响。
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需要技术创新、战略性地
利用经济奖励、新的治理方式以及改变价值和	
行为。

全世界植物生产系统生产的农产品在数量、质
量和价格上依然严重依赖化肥和对害虫杂草的控
制，因此，要转向无害环境而又健康的生产系统，
首先要对粮食生产方法进行技术创新。然而，仅靠
技术无法实现这种转变。为了使全球能够更公平
地获得营养食品，并促进深深扎根于地方和土著
文化知识的农业生态做法，就需要改变政策、体制
和文化，并以中小型农场为基础。这种农场具有时
空上的多样性并有适应当地的品种和物种，可有力
应对环境压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生态学已
证明能成功帮助农民克服土壤退化和恶劣天气的
影响。

在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时，必须注重使全球
更公平地获得营养食品，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产品
的营养价值，同时尽量减少生产对气候和环境的
影响。可以改变粮食系统的所有4个杠杆的作用因
区域而异，而且显然有许多可行的途径。正如目标
17所述，要实现粮食系统的转变，就要针对不同情
况，适当组合各种工具、行为体和解决方案。



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xxvi

行动呼吁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努力对现有基础设施、
政策、条例、规范和偏好进行实质性变革，
以便过渡到促进全民健康和消除营养不良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响的食品和营养
系统。

 f 各国必须对与其粮食消费相关的整个价值链
负责，以便提高质量，建设复原力并减少环
境影响，同时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
业可持续增长。

D. 能源脱碳及其普及

获得能源公认是经济发展以及实现人类和社
会福祉的关键。能源贫困仍然普遍存在。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数据，有近10亿人无法用上
电，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且超
过30亿人的炊事依赖污染性固体燃料，估计每年造
成380万人过早死亡。在许多区域，由于目前使用生
物质燃料，妇女和儿童每周要花数小时收集和搬运
传统生物质，而燃烧生物质的炉子效率极低而且污
染严重。然而，发电、制热、运输严重依赖化石燃
料，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合计占全球总量的
70%，其中40%来自发电。可再生能源方面进展最
快的仍然是发电。由于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的迅速
发展，2016年有近2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现
代可再生能源在制热和运输方面的使用仍然有限，
分别占9%和3.3%。鉴于制热和运输占最终能源消
费总量的80%，因此需要在这两方面格外努力加速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随着可再生能源日益主导电力
生产，电力运输和配电的现代化，包括氢与储存技
术等选择，以及能源最终用途的电气化，可以推动
能源部门脱碳。

转向脱碳路径的技术已经存在。2016年，近
四分之一的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光
伏和风能。然而，智能电网管理和长期电力储存方
面进展缓慢，阻碍了进展。在过去十年中，现代可

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年均增长
5.4%。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连续5年(2014-2018年)
每年超过3	000亿美元。对此发挥促进作用的是，
自2009年以来，太阳能光伏生产的可再生电力价格
下降了77%，陆上风电的价格下降了38%，而传统
来源的电力成本仅略有下降。

难以规模化地采用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
包括核能、水能、生物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危及
《2030年议程》很大一部分内容的落实。在全球范
围内，对化石燃料的直接和间接补贴仍然远远超过
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种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正在
减缓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交通运输仍十分依赖化石
燃料。消费者行为的转变可能会减少全球汽车用油
量。预计全球汽车用油量将在2020年代达到峰值，
但卡车、船舶、飞机的用油需求继续推动交通运输
的总体用油需求快速上升。2015至2050年间，全球
乘客需求(以客运里程计算)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
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电动汽车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人类接触污染物方面的益处
可能会因使用区域的电动汽车类型、能源生产来
源、驾驶条件、充电模式和充电基础设施的提供情
况、政府政策、当地气候而大有差异。事实上，促进
公共交通和慢交通(如步行和骑自行车)仍然是交通
运输和能源部门脱碳的关键战略。至于生物质，这
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在没有明显替代物的情况下应
优先使用，因为其利用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并在土地权、粮食安全和获得水的机会方面有所得
失。生物质燃烧也是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因
此应严格监管其使用，并应鼓励使用替代物，特别
对炊事用途而言。

1965至2015年期间，世界人均能源消耗量从
1.3吨石油当量增加到1.9吨石油当量，但发达国家
的个人平均消耗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3至4倍。在发
达国家，能效进步能限制的只是需求的增长率。由
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和人口增长主要在城市
地区，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预计能源需求在2040年
将增长25%，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能效持续改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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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度可能会翻倍。国际能源署认为，如果每年对
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至少翻番，以目前的速度继续
下去，化石燃料在2030年将在能源供给中占据绝
对份额，可高达78%，甚至在2050年也将占到类似
份额。其直接后果是目前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消极
趋势将持续下去，从而无法实现《巴黎协定》把全
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
之内的目标。

2017年，无法用上电的人数首次降至10亿以
下，但能源获取的趋势没有达到全球目标。尽管如
此，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到2040年，主要生活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住区的6.50亿人仍用不上电。

在全球最终能源消费中，电力的份额正在接
近20%，并将进一步上升。发展中经济体的电力需
求翻了一番，因此更清洁、普遍可用和负担得起的
电力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战
略的核心。电气化带来诸多好处，特别是减少当地
污染。如果要释放电气化的全部潜力借以实现气候
目标，就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使电力供应脱碳。进展
潜力显而易见。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数字应
用、电力的作用日益提高——这三者的结合是推动
变革的关键力量。解决方案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能
源组合，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去中心化，克服能源生
产和消费的破坏性变化，指出对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进行长期投资的重大转型风险。

行动呼吁

 f 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确保普及负担得起的、
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为此以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加速提供清洁电力，同时将清洁炊事
解决方案作为政治上的重中之重，并不在炊
事中使用传统生物质。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
利用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等方
式，推广清洁、可靠的现代能源。

 f 国际和国家实体及利益攸关方必须合作重塑
全球能源系统，以便在本世纪中期向二氧化
碳净零排放过渡，使全球能源系统充分参与

目标7的落实，通过引入碳定价和逐步取消
化石燃料补贴等方式，实现《巴黎协定》的
目标。

E. 城市和近郊发展

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城市
将容纳约70%的世界人口，并带来85%的全球经济
产出。城市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大到惊人，而且使
周围的农村地区付出巨大代价。90%城市居民呼吸
的空气不符合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颗粒物每立
方米10微克(10	µg/m3))，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没
有一个大都市达标。城市的水足迹，即它们的水源
面积，占地球表面的41%，而城市的物理足迹，即
它们的陆地面积，只占2%；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
城市占地面积将增加两倍。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有70%来自城市。如果世界要实
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城市就需要实现碳中和。如
果按照一切照旧的模式继续发展，到2050年，世界
上的城市每年将消耗900亿吨原材料，如砂、砾石、
铁矿石、煤、木材等。这将造成这些有限资源枯
竭，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并且会破坏自然生境和
绿色空间，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在许多情况下，
城市化是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有机地进行的，而且
由于市中心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居民很有可能遭
受洪水、泥石流和其他灾害。

此外，城市可能导致严重的收入差距，以及在
卫生、粮食安全、住房、教育、有意义的社会文化生
活和充实工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全球35%的城
市人口无法获得城市废物管理服务。在世界很多城
市，残疾人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出入公共建筑和商
业中心，使他们的自主生活面临若干障碍。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超过一半(56%)的城市人口目前生活
在贫民窟。在北美和欧洲许多城市，穷人和富人之
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有时甚至方圆几公里内就有巨
大的贫富差距。

然而，许多城市化见于正在建设新基础设施
的地区，使城市摆脱路径依赖，并让创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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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今天作出的政策和投资决
定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不仅因为高密度的
人口和经济活动，而且因为城市系统（能源和水系
统、交通网络、建筑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封闭性和
长期性。借助关键干预措施，城市可以成为全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和实验室。《2030年议程》设
想的城市是紧凑的，为包括妇女、青年、残疾人和
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便利，有充足的
公共交通和主动出行选择，有繁荣的经济基础，人
人有体面的工作，有无障碍的数字基础设施，土地
混合使用，包括住宅、商业、教育空间和绿色公共	
空间。

城市发展应以精心规划、统筹和包容的方式进
行，由城市政府与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个人、国家
政府、城市周边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当局以及世界各
地的伙伴城市共同努力，形成一场积极和充满活力
的群众运动。新的、健全的城市科学可以让世界各
地的城市决策者获得大量知识和良好做法。

城市和近郊的决策者应该牢记《2030年议程》
的核心宗旨，确保在其城镇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
队。这需要把以下工作置于优先地位：扶贫发展和
获得体面工作；有效的公共服务；不分性别、年龄、
能力、种族的所有人都可使用的安全和有吸引力的
公共空间。为目前无法获得优质医疗、教育、安全
饮用水和卫生服务、营养食物和可靠交通运输的人
解决最后一英里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因为城市中
的不平等往往非常严重。加强气候复原力和适应措
施对沿海城市的弱势民众尤其重要。

城市居民彼此近距离生活。这一现实使经济
增长有机会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并沿着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前进。政府、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个
人可以利用一系列政策、经济、通信工具，通过精
心规划的土地使用、包括主动出行(步行和骑自行
车)在内的有效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快速扩大可再
生能源使用规模和提高能效、促进可持续和技术
推动的企业和工作岗位，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创新型政
府、有坚定决心的私营部门、积极而且往往是年轻
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可以战胜不平等，创造宜居
城市。宜居城市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促进“自然
城市”，即人与自然密切相处，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增进人类健康和福祉，并增强气候复原力。宜居城
市可以是使用技术以更高效和更公平的方式提供
服务的智能城市。宜居城市还将与周围的近郊和农
村地区建立更加公平和共生的关系。

行动呼吁

 f 国家政府应给予城市自主权和资源，使城市
能与既投入又知情的公民一起进行有效、有
据可依和包容各方的参与性决策。

 f 国家政府和地方城市当局应与私营部门密切
合作，促进以人为本的扶贫政策和投资，建
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提供体面、可持续
的就业机会，可持续地普及水、交通、能源
和环境卫生等关键服务，并有效管理所有废
物和污染物。个人和社区也应更广泛地参与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F. 全球环境公地

全球环境公地包括大气、水圈、全球海洋、冰
冻圈、极地、大规模生物群落和自然资源系统，如
森林、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它们构成地球的共
有资源。公地有助于生物圈即全球生态系统的运
作，对人类的生存和福祉至关重要。地球上的条件
是由所有生物机体(生物圈)和气候系统之间的相互
作用决定的。因此，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功能变
化最终会反映在地球的整体环境条件中。

正因为如此，确保全球环境公地的长期健康至
关重要。人类当前的行为正在使公地迅速耗减和退
化。如今迫切需要管理如何从公地中提取资源，如
何高效使用资源，如何分配资源，以及如何处理废
物。由于全球环境公地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要
实现地球系统的可持续性，就需要预判公地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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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效应，以便在全球和地方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
利益，尽可能减少不得已的取舍。

打破这些系统的极限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
济、政治后果。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与政策平台在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全球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IPBES/7/10/Add.1，
附件)中指出，“人类驱动的多种因素已经极大地改
变了全球大部分地方的自然状况，绝大多数生态系
统指标和生物多样性指标迅速下降”。地球地面的
75%已经显著改变，66%的海洋面积正受到越来
越严重的累积影响，85%以上的湿地已经消失。

一个直接影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自
然资本存量已经退化和耗减。许多自然资本无法完
全用人造基础设施取代。例如，常由风暴潮引起的
海岸洪水可以通过自然生长的沿海红树林或人造
堤坝和海堤缓解。然而，建造基础设施相当昂贵，
未来通常会产生很高的维护成本，并且不能提供额
外的好处，例如作为食用鱼的保育栖息地或用于
娱乐目的。其他生态功能或生态系统服务则不可
替代。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永久减少未来的选
项——例如可能栽培为新作物或用于遗传改良的野
生植物，并威胁复原力，因为丧失的物种可能对疾
病、害虫或气候变化具有抵抗力。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尤为严重。全球物种的灭绝
速度已经比过去1 000万年的平均水平高出数十至
数百倍，意味着近100万物种已经濒临灭绝。许多
授粉物种大量减少，并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使75%
的粮食作物生产面临风险。当地栽培的植物和家畜
的品种也在消失。这种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若干相互关联的负面外部效
应推动的，其中包括资源过度开发、化学污染、土
地碎片化、引入入侵物种、偷猎、塑料处置，当然还
有气候变化。

全球环境公地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受到威胁：大
气系统正在因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平流层臭
氧消耗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而退化。鉴于公地之间

的相互联系，这些物质对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有严
重危害。例如，气候变化扰乱生态系统的支持、调
节和供给服务，同时加剧极端高温、强降雨、洪水、
塌方、海平面上升和干旱等灾害。空气污染是全球
最严重的健康风险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快速
扩张的城市。全世界91%的人口呼吸的空气所含污
染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污染指导标准。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数据，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每年大约造
成800万人死亡。

海洋提供的调节和供给服务至为关键，协同支
持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海洋可以为人们提
供食物和生计。同时，海洋还能维持生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沿海区，并作为碳汇调节气候变化。如
今预计海洋将发生的变化会产生反馈效应，导致全
球变暖加剧。变暖本身加上碳吸收引起的海洋酸化
会伤害珊瑚礁，影响生物多样性、当地生计和海岸
保护。海洋支撑着4 000万渔民的生计，然而过度捕
捞和海洋酸化对这些人的生计构成威胁。海洋还接
纳越来越多的垃圾、污水、塑料碎片、人为纳米颗
粒、肥料、危险化学品、石油。所有这些都危及海
洋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污染人类食物链，对人类免
疫系统构成风险，降低生育率，增加癌症风险。

土地系统也在出现类似情况。尽管国际和国
家努力限制砍伐森林，但全世界的森林正在以惊人
的速度消失。自1990年以来，至少130万平方公里
的森林已经消失，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南美洲和
中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面积和南非相
当。这些森林因农用、开发采掘资源、城市化和其
他原因而被砍伐。地球上两个最大的雨林地区，南
美洲的亚马逊雨林和中部非洲的刚果雨林，对全球
环境健康至关重要。这两个雨林在碳捕获和储存中
发挥关键作用，因而影响气候变化，影响两大洲的
天气模式，并保护独特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群落。
通过避免毁林捕获碳比植树造林更有效，因为老龄
林比新种植的树能捕获更多的碳。保护现有的老
龄林可同时有助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和生态系统服
务，并使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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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有助于加快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恢复已退化生态系统的土壤估计每年可储
存多达30亿吨碳。气候智能型土地管理做法，包括
低排放农业、复合农林业以及恢复森林和泥炭地等
高碳价值生态系统，几乎总会同时带来适应方面的
共同利益。

从可用的淡水也可以看到资源耗减的影响。预
计到2025年，18亿人将绝对缺水，世界上三分之二
的人口将在缺水条件下生活。据认为，干旱和缺水
是所有自然灾患中影响最深远的，造成短期和长期
的经济、健康和生态损失。土地恢复可提高地下水
位，增加作物产量，使有关区域的动物发生积极的
变化。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最近的实际经验就是
范例。

必须在各级扭转过度开发全球环境公地的趋
势。必须将开采控制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复原力和
稳定性的限度内，并能使资源自然更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多边协定是
保护全球环境公地和保证其全球可持续管理的机
制。可谓重要的是，每项协议都分别有一个正式的
科学咨询机构提供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
平台、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这表明，科学外交可以
改善全球环境公地的管理，并支持伙伴关系在出现
冲突时有效管理公地。

然而，确保全球公地的可持续性不仅仅是全球
治理的问题；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采取大量行动，
而且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社区参与也同样重要。事实
上，政策必须解决对环境有害而又难以改变的行
为，包括经济激励措施，如取消有害补贴，引进适
当税收，并采取监管措施，如累进碳税机制。通过
教育、提高认识和社会运动使人们能够做出积极的
改变至关重要。如果全球公地的管理明确针对人
类福祉和环境不公正问题，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迫
切需要的变革为社会所接受的程度。这种管理应

避免分配不均，努力弥补因技术、财政和政治干预
不力而已经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在涉及土著社区和
其他弱势群体的情况下，齐心协力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

行动呼吁

 f 政府、地方社区、私营部门、国际行为体必须紧
急实现必要转变，以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自
然资源，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f 政府必须准确评估环境外部性，特别是影响
全球环境公地的外部性，并通过定价、转让、
监管和其他机制改变使用模式。

G.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科学和技术是变革的强大动力，但变好还是变
坏取决于如何利用科学和技术。在《2030年议程》
的指导下，加强科学、政策、社会三者间的合作可
以利用我们在理解人类与环境系统彼此耦合方面
的突破以及在塑造创新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突破。许多国家现在正在将科学、技术、创
新纳入国家发展议程。这种情况令人鼓舞。

尽管2008-2009年发生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但
2007年至2013年期间，全球研发支出增长30.5%，
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20%的增幅。全世界研究人
员的数量增加21%，科学出版物数量增加23%。此
外，政府和公司投资可持续技术的趋势越来越强。
最近的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中，发达世界和发展
中世界至少有101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90%以上)采用了正式的工业发展战略。这增加了
制定新方法的机会，从而以创新方式实现可持续发
展。然而，仅开发技术是不够的：必须使技术可用、
可获得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鼓励广泛采用。因
此，除了研发外，还亟需扩大和采用可持续技术。

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方面的快速
技术进步有望为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诸多挑战
提供解决方案，包括涉及艰难取舍的挑战。例如，
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无障碍利用人造环境、运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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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服务，促进包容性，并帮助全世界10亿
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现有的
不平等，带来新的不平等，并因意想不到的后果而
阻碍实现《2030年议程》。例如，如果没有数字基
础设施以及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残疾人就更有
可能被排除在用于制定未来方案和政策的统计和
调查之外。

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
攸关方论坛是《2030年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授权建立的技术促进机制的一部分，已经
在纽约举行四次会议。论坛的目的是提供场所促
进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动，以便确定和审查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和差距，并帮助
促进开发、转让、传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
技术。

此外，一些已经为跟踪进展和查明可持续发展
障碍作出贡献的国际科学评估可以综合现有知识，
就关键见解达成共识。这些评估还为政策制定提
供重要建议。展望未来，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整合
区域视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评估之间的协同
作用。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在弥合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科学和技术鸿沟方面仍然存在巨
大差距。科学能力和获取知识机会在全球分布极不
均衡，有可能使《2030年议程》脱轨。60%以上的
科学文献和大多数研发在高收入国家进行。促进从
北向南、从南向北以及通过南南合作达成多方向的
科学和技术转让将有助于更好地协调进展和创新
轨道，以满足《2030年议程》的需求。归根结底，《
议程》的普遍性要求每个国家都掌握必要的科学
和技术，以设计出符合其具体特点、需求和优先事
项的变革途径。

在性别平等方面，虽然在全球一级科学和工程
领域的女性人数正在增加，但男性人数仍然超过女
性，特别是在这些岗位的高层。即使在学习数学和

科学课程的男女儿童人数大致相同、而且中学毕业
时准备从事科学和工程职业的男女儿童也一样多的
国家，实际上真正这样做的女性还是比男性少。积
极促进科学领域的性别平等有可能创造大量知识、
社会、经济收益。

各国目前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的研发支
出相对较少。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基础研
究以及激进的发明冒险和技术创新主要由公共部
门资助。如今，大多数研究由商业利益驱动或由私
人基金和慈善组织资助，并且集中在某些国家。这
一现象令人担忧，因为应对今天的挑战和规避既得
利益需要迅速、前所未有的资金，公共投资和私人
投资适当平衡，并大幅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能力。目前的研究投资很少关注阐明杠杆和行动之
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

迫在眉睫的可持续变革需要加强科学的方向
性，为人类和地球实现互利的“登月”之举。研究
人员、科学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机构可以将《2030年
议程》作为一个共同的指南针，增强科学技术对全
球社会的相关意义和惠益。

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已在着手克服人类面临
的错综挑战，将耦合的人类与环境系统或社会与生
态系统作为跨学科研究的重点。这催生了可持续性
科学这门新的、更令人投入的学科。该学科解决问
题的办法借鉴了所有科学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并试图阐释复杂的、常会有争议的、反映
价值观的自然—社会互动关系，同时为可持续发展
创造有用的科学知识。可持续性科学可以帮助解决
在落实《2030年议程》过程中涉及的取舍和争议问
题，例如处理风险、不确定性、道德层面和适当使
用预防原则。可持续性科学需要与受影响的团体和
社区合作，以认清问题和目标，并查明关键的取舍。
可持续性科学已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机构和学
科的数以万计的研究人员、从业者、知识使用者、
教师和学生。然而，仍需要来自科学和工程界以及
资助机构的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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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呼吁

 f 利益攸关方必须与所有学科的学术人员合
作，调动、利用、传播现有知识，以加快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f 政府、研究联合会、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必须努力改善中低收入国家和特殊
处境国家获取知识和分类数据、科学能力、
高质量高等教育的现状，还必须积极促进科
学和工程领域的性别平等。

 f 大 学 、政 策 制 定 者 和 研 究 资 助 者 必 须 在
《2030年议程》的指导下，进一步支持可持
续性科学和其他学科针对任务开展的研究，
同时加强科学—政策—社会的对接。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刻意努力，促进多方向(
北南、南北和南南)技术转让，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H. 转变而非渐变

《2030年议程》不止是可衡量的目标、具体目
标、指标的总和。该《议程》既规范方向，也指导
行动，从而查明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
并在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全球各级让政策和
部门协调一致。虽然《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
提出的6个切入点和4个杠杆构成总的行动计划，
但并没有涵盖落实《2030年议程》的全部挑战。
这些切入点和杠杆应作为参考，指导各国和所有

行为体因地制宜地执行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并指导它们评估报告中强调的与目标相关
的权衡取舍。

最后，第一个四年期《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最终提出3项全球行动呼吁，将特别有助于以适当
考虑所有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2030年议程》整
体性的方式，执行报告中的其他17项行动呼吁。

行动呼吁

 f 多边组织、政府和公共当局应明确采用可持
续发展目标，作为方案拟定、规划和预算编
制程序的指导框架。为了加快落实《2030年
议程》，应特别注意将资源（包括资金、达到
国际承诺数额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技术）投向
6个切入点，运用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相互
联系方面的知识，促进实现共同利益和解决
取舍问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组织应
促进各国之间交流信息，并传播关于使用可
持续发展目标框架的经验教训。

 f 变革的4个杠杆，即治理、经济和金融、个人
和集体行动、科学和技术，应予协同运用并
组合，以实现转型变革。所有行为体都应致
力于协调努力，把跨部门政策协调和一致作
为优先事项。

 f 每个国家和区域都应设计并迅速实施符合其
具体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路
径，并为必要的全球变革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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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的 
变革力量

目前，科学认识到地球是一个人与环境休戚与共的系统，并让人们更好地了
解了人类的共同进步因实现进步的方式而受到破坏的程度。各国政府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可以领导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现状向普惠结果转
变，但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变将涉及艰难抉择与取舍得失。	

2015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决定开展一个全球项目，旨在以更好、更刻意的
崭新方式塑造共同未来。在与民间社会代表、工商界人士、科学家等广泛协商的基础
上，会员国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的项目
反映出国际社会高度期待最终扭转对我们自然和社会生境的破坏，走出一条更加平
衡、公平的道路，造福所有人。

在许多方面，这个项目可被视为漫长变革进程的最新阶段。这个进程始于1972
年，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随后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2000年大会通过的《千年
宣言》和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但《2030年议程》聚焦变革，也
表示换档。变革不同于演变或乱变，因为变革是基于社会共识和事实认知的刻意变
化，并取得规模成果。1,	2,	3

的确，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过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另一些可
持续发展目标则可追溯到联合国不同论坛已经商定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独
特之处在于这些目标被作为不可分割和普遍适用的整体纳入一个框架之内。因此，
《2030年议程》不仅关注目标和具体目标，而且关注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作
用。强调相互作用有可能是因为科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地球是一个人与环境休戚与共
的系统。4,	 5,	 6	 以往和现在的人类福祉几乎都是以牺牲地球资源为代价获得的。这种
代价既包括从地球表面直接拿取和使用生物机体与非生物资源，又包括将废物释放
到空气、水和土壤中。

毫无疑问，近年来人类福祉平均而言是在持续改善。今天，尽管严重匮乏仍然存
在，但世界各地的人们总体上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7	然而，为了让不断增长的世界
人口享有这些福祉所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现在已在全球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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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造成的全球性变化急
剧加速，8,	 9	给地球造成多重生态压力。这些压力已
经太大，以致无法保证子孙后代的安全生境。10

全球状况的改变或许看似缓慢，目前也无太多
的人关切。然而，关于地球状况以往如何变化的科
学认识却表明，初看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的细小变化
可引发地球状况突然发生不可逆转的剧变。地球系
统极其复杂。一旦超过一定的阈值，小变化也会导
致大事件，导致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地球
是会达到临界点的。例如，在气候系统中，临界点
就在于全球变暖加剧可导致的快速变化，诸如北极
夏季海冰或永冻层融化，进而加剧全球变暖，形成
恶性循环，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11,	 12	因此，如今人
类活动在地球上的累积影响很有可能使地球系统
本身变得面目全非，给人类和地球上的万物都带来
严重后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为人类对地球家
园造成的影响负有责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产
生这种影响的活动中平等受益。生活水平与生态
足迹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而且公认的有害关系(后
文详述)。世界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面临严重匮乏，
缺少有尊严生活的条件，而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人
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但环境总成本却是所有人承
担的。13,	14	

鉴于不平等程度如此惊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是不仅要安全地实现人类福祉，即不使地球系
统有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种威胁，而且要公正。
最终，应该本着寻找既能使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生
活，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又能为子孙后代保护好
环境，确保全球公正的发展路径的精神追求可持续
发展。

既然人类是地球系统和社会的塑造者，人类也
就必须为地球系统和社会的健康负责。15,	 16	 我们迫
切需要解决与贫困、不平等和环境迅速恶化有关的
问题。事实上，变革的首要机遇可能就在今后10年
之内。17,	18

《2030年议程》是国际社会商定的变革任务。
然而，这项任务必须与强大的对立利益集团抗衡。
这些利益集团因现状而得益，甚至加剧对社会和环

境造成破坏的活动。从短期来看，现状似乎颇具吸
引力，但显然不可持续，会造成不良的长期后果，
最终导致混乱不堪，疮痍满目。

本报告根据2016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
治论坛向科学界提出的要求(见方框1-1)，从科学的
角度阐述了变革我们的世界的综合方式。科学知识
长期帮助决策——用证据支撑行动，并理性说明世
界如何运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延续这种向
决策者建言的做法，但同时也力求使更广泛的利益
攸关方能明智决策。后者的行动将最终决定《2030
年议程》如何实现。

报告确定了6个基本切入点。这些切入点尤其
适合发挥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作
用加速实现必要变革。这些切入点是：	

	f 人类福祉和能力

	f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f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

	f 能源脱碳和普及

	f 城市和近郊的发展

	f 全球环境公域。

报告还确定了4个杠杆，可用于上述关键切入
点，以恰当平衡实现人类福祉及其社会和环境成
本。这些杠杆是：		

	f 治理

	f 经济和金融

	f 单独和集体行动

	f 科学和技术。

报告还探讨了科学如何能够最好地加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报告认为，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性科学是科学直接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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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1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是后续落实和评估大会2015年9月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重要平台。在2016年举行的首次论坛上，部长和高级代表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中商定了
论坛执行任务的方式，一致肯定科学对审议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坛决定，高级别政治论坛
可参考秘书长根据全球指标框架和国家系统内数据编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况报告以
及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后者将利用广泛的科学资料和评估，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加强科学与政策对接。这强化和澄清了里约+20会议以及之前2014、2015和2016年的年度会议规
定的报告任务。

这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第一份四年一度的报告，由秘书长任命的独立科学家小组编
写。该小组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概念和规范概念探讨，用于指导分析问题，权衡证据，并在必要
时建议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相关解决方案。为此，这份2019年报告不仅遵循《2030年议程》的文字，
而且遵循其精神，总目标是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推进人类福祉，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同时保障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

除了评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外，小组还负责以跨学科的方式纳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最新证据，支持落实《2030年议程》以推动消除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科学与政策对
接。报告还考虑了区域层面和多样性，以及特殊处境国家。

根据任务授权，小组不试图提出新证据，而是通过评估各项评估，充分利用各学科的现有知
识。报告力求突出最先进的知识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变革，并指出有可能实现快速变革的具体
领域。这份报告不仅是产品，而且是进程，旨在推进世界各地的科学、政策和社会对接合作，从而
找到并走出具体的变革路径。虽然这是一份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但小组倡导以这份报告
启动国家和地区各级科学、政策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学，以共同设计适合具体情况的可持续发展
路径。

1.1. 认识《2030年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自2000年起，《千年宣言》及其相关千年发展

目标指导了新世纪头15年的发展努力。经验表明，
设定目标并根据可衡量指标定期评估能够而且确
实促进了进展和协调行动。19,	 20	 国际社会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一些方面
还存在不足，同时吸取了关于共同利益机会的重要
经验教训，认识到取舍得失和艰难抉择不可避免。

共同利益、取舍得失和艰难抉择是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所在，但人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最初的解
释强调可持续性的三个不同方面：经济、环境和社

会，这种解释往往会强化分门别类的决策。结果通
常是将眼前的经济利益置于长期才显现的社会和
环境成本之上。然而，这种做法也不断推迟考虑所
需的艰难抉择——实际使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真
正用处受到质疑。21

本报告凭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作用
的认识，系统对待这些目标，力求正面解决上述问
题。通过这种方式，本报告确定了《2030年议程》
最大的变革潜力，不是在于追求单个目标和具体目
标，而是在于明确考虑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
此产生的共同利益和取舍得失。在日益全球化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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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联通的当今世界，任何为了单个目标而进行的干
预都可能在今天或明日对实现其他或近或远的目
标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反过来，世界某一区域能
否在某一目标上取得进展将取决于有时相隔遥远
的其他部门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这些相互作用往往
意味着取舍得失，但也会产生共同利益和变革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因此，落实《2030年议程》的关键在于利用可
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之朝共同利益而
不是非此即彼、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的方向发

展。本报告以现有评估和证据为基础，首先讨论了
如今我们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随后确定了
可加快实现《2030年议程》多个目标和具体目标的
系统性变革切入点。这些切入点是利用多个目标的
重要合力、乘数效应和取舍得失加快进展的手段，
有助于确定能使之成为现实的杠杆和行为体。在国
家层面，这些切入点可帮助产生本报告所强调的更
具综合性的实施和评估办法。然后，国家和国家以
下各级实体可以根据最切合自身情况和具体背景
的科学证据制定加速路线图。

图1-1： 
信息、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

数十年来，信息、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急剧增加，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联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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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日益联通的世界

当今世界因货物、资本、人员和信息流动而紧
密相联。这些流动叠加互通，横跨南与北、全球与
地方、今天与明日，将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联系起
来(见图1-1)。这些流动带来诸多惠益：例如，通过
汇款，资金从世界上较富裕的地区转移到较贫困的
地区；使用互联网可以让小企业家和工匠进入全球
市场。

另一方面，这些流动也可导致或扩大负面影
响，如不平等加剧、不公平竞争、资源耗竭和环境
污染与破坏。在不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或环境退化
等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可被视为跨越国界转移问
题，使无力应对这些问题的国家面临挑战。

这些流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自然联系
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决策和行动会影
响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结果，甚至在全世界都留下
足迹。反过来，在国际合作的推动下，一个国家可
在其他国家的行动中找到解决重要的可持续问题
的最佳方案。因此，各国有时可能觉得决定自身发
展的自主性变少了。尽管国家和社区可能会因此感
到丧失权能，但这对它们也是一个机遇，可以借机
合力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未来。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既有形成积极合力的
系统性密切联系，也有消极互动和外部效应，意味
着要在各个层面——部门、地方、区域、全球和时
间上做出艰难取舍。要推进《2030年议程》，就必
须对社会—环境—经济系统紧急进行刻意变革，因
国情而异，但也要合力共促，以实现所期望的区域
和全球成果，确保人类福祉和社会公正，限制环境
影响。

1.1.2. 2030年及以后的愿景

《2030年议程》呼吁消除贫困和其他匮乏，提
高人的能力，减少不平等，促进和平，扭转地球退
化的趋势，加强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此，
《议程》以精心制定的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的形
式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路线图。但《议程》不仅仅是
一份长长的愿望清单，而且是一个综合愿景，设想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共同促进人类和地
球福祉，确保在2030年及以后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共
享和保护自然资源。23	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联系
也意味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有可能会产生赢家
和输家。可持续发展虽然找到了通往未来的桥梁，
但势必取决于经政治进程作出的抉择。

变革是深刻而且有意地背离老一套。实现变革
意味着认真斟酌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决策者会发现，这些目标之间既有相辅相成之处，
也有矛盾抵触之处，既有系统性的相互作用，又有
连带效应，因为实现一个目标的行动可能会改变实
现其他目标的可能性。24	人们对这些重要的相互作
用已经了解得很多，同时仍有待充分探索，大量研
究正在进行。

1.1.3. 认识相互作用的重要意义

对关于具体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的现有知识进
行的评估既揭示了缺失，也表明了进展(见方框
1-2)。评估依据112篇明确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科学论文以及65项全球评估。结果表明，具体目标
的潜在相互作用只有约10%被至少提及一次，而且
仍然存在大量盲点，明确突显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
相互作用。

处理如此复杂的协同作用和取舍关系对规划
者和决策者是一个挑战。25	但是，这些系统性的相
互作用为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已经确定而
且有时是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例如，政府可以摒
弃将经济增长置于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之前的那
种往往僵硬而且线性的发展道路。相反，决策者可
以采取系统性的方法，多路径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跨部门、跨辖区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和多重动力。要
在不同系统中有效行动，就要认识并处理好这些系
统之间的联系，例如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
系，或气候变化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1.1.4. 让各种行为体参与

这些活动可以由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和组织开
展，而不仅仅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政府。地方、国家
和国际各级正在出现新的重要发展行为体，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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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传统利益攸关方与新兴行为体
之间的合作可产生强大的创新伙伴关系。《2030年
议程》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组织、机构、私营部门和

民间社会开展跨部门、跨地区、跨边界和跨层级的
合作。

方框1-2：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待权衡的取舍 待利用的共同利益

≥150100501

总强度

至 施加的
总影响

受影响的目标

影
响
目
标

受到的
总影响

无
贫困

无
贫困

零
饥饿

良好健康
与福祉

优质
教育

性别
平等

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经济适用的
清洁能源

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
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
和社区

负责任消费
和生产

气候
行动

水下
生物

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零
饥饿

良好健康
与福祉

优质
教育

性别
平等

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体面工作
和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减少
不平等

气候
行动

水下
生物

陆地
生物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上图显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知识进行系统汇编的成果，主要针对具体目
标一级，并使用国际科学理事会制定的7点量表衡量共同利益和取舍得失。26	汇编依据的是
构成联合国旗舰报告和国际科学评估的总共65项全球评估，以及2015年以来发表的112篇
明确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学论文。通过标示目标之间彼此影响(横向)和受影响(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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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利用技术

《2030年议程》的成功还需要与已经在世界各
地出现的其他趋势审慎互动。最直接的趋势之一是技
术的快速发展(见图1-2)。事实上，技术可以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许多相关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包括目前涉

	
及艰难取舍的一些挑战。与此同时，技术有可能进一
步巩固现有的不平等，带来新的不平等，并通过意想
不到的后果阻碍《2030年议程》愿景的实现。27	这些
问题在第3章中探讨。

图1-2：	
技术威力和迅速采用呈指数级增长，但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每个芯片中的晶体管（百万） 移动蜂窝和固定宽带用户
（每百人）

可以装在微处理器中的
晶体管的数量完美遵循
摩尔定律，每两年翻一番。

技术的急剧变化可能对众多
目标产生负面和正面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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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这一评估之评估揭示了潜在取舍的相对重要性，但在现有知识体系中，积极作用(蓝色)
超过消极作用(红色)，表明最近的研究也突出表明了广泛的共同利益。该图矩阵中有些单元格
空白，表明存在重大知识盲点或缺失。具体目标层级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中只有约10%被至
少提及一次。然而，该矩阵图显示，汇总到目标层级已评估的目标层级的相互作用达92%。系
统而言，该图表明，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转变会带来许多自我强化而不是抑制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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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适应人口变化

世界人口仍在增长，但不同地区的增长率差别
很大。增长率最高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那里
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翻一番。28	另一方面，欧洲
和北美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出生率却很低。29	加上
预期寿命增加，导致老年人在这些地区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越来越大。

满足基本需求，提供机会以及提高更多和正在
老龄化的世界人口的福祉可能会造成社会、经济和
环境资源紧张。同时，通过提供优质教育和保健改
善人力资本可增加全球复原能力。在大多数国家，
年轻一代比老一辈受教育程度更高，意味着人力资
本的未来进步。	

历史地看，随着妇女和女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和经济机会的增加，生育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
因此，预计目前人力资本的进步将影响全球人口的
未来规模和年龄构成。30

1.2. 迄今取得的进展

《2030年议程》既是规范性导向，也是行动指
南。《议程》确定和争取落实发展优先事项，同时
要求所有政策领域和部门之间在地方、区域、国家
和跨国各级都保持协调一致。

自从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以来，已有许多积极
举措。各国已开始将这些目标纳入国家计划和战
略，其中许多已经建立协调结构促进协调执行。31		

在高级别政治论坛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届会
期间提交的110份自愿国别评估中，有35份提到将

目标与国家预算挂钩的明确措施或正在考虑采取
这种行动。32	这是一个重要步骤，因为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纳入国家预算可以改进方案编制。一些
国家建立了协调结构，以确保各部门协调落实各
项目标。另外还有针对自然的举措，特别是关于气
候变化、土地使用或海洋的举措。此外，很大一部
分私营部门已通过采用和报告可持续性标准等方
式，开始摒弃老一套模式。33	与此同时，支持可持
续发展的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工作正在	
增强。

久而久之，持续开展这样的努力可极大促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最初的努力尚未扭转
阻碍可持续发展取得进展的若干消极趋势。《2030
年议程》的执行工作成果有限，应引起强烈关注，
甚至为国际社会敲响警钟。为了实现所需的转型变
革，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雷厉风行：应紧急撤销
或修改起阻碍作用的政策，并应加速扩大全面促进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近进展。

1.2.1. 我们的现状和可以期待的结果

通过检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数字性
具体目标(见方框1-3)方面取得进展的速度，可以看
出所需行动的规模和范围,34	同时可以用实现每个
具体目标的进展速度——假设保持不变——估计具
体目标能否实现；倘若不能，则到2030年接近实现
具体目标的程度。表1-1显示目前有足够数据的一
些选定指标在全球一级的现状。该表主要利用编写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况报告所
用的数据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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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3	
全球监测框架 

《2030年议程》确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并且制定了对各国适用的一
致界定和衡量的指标，从而可以在全球一级跟踪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全球指标框架由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17年3月第四十八届会议商定，并
于2017年7月由大会通过。

目前，全球框架中有232项指标，根据指标衡量方法的制定情况和数据提供情况分三级。第
一级指标定义明确，在国家一级定期收集足够的数据，用于进行可靠和及时的全球报告；第二
级指标定义明确，但在国家一级没有定期收集数据；第三级指标是正在制定定义、方法或标准的
指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指标成为第一级指标，加强其余第三级指标的概念和方法基础
的工作也在取得进展。截至2019年5月，在232项指标中，104项是第一级指标，88项是第二级指
标，34项是第三级指标，6项是多级指标(指标的不同组成部分划归不同层级)。	各级指标的占比因
目标而异(见下):	

第一级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17

第二级 第三级 多层级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建立第三级指标的过程虽然是技术性的，但也可能取决于其他论坛正在形成的共识。例如，目
标13(气候行动)有50%以上的指标处于第三级。现有气候指标正作为代用品，监测目标13的各项
具体目标，同时《气候公约》进程继续在制定衡量具体目标的方式。

根据大会第71/313号决议，统计委员会将在2020年3月举行的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全面审查
全球指标框架。2020年全面审查将为改进指标框架提供机会，从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监
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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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到2030年实现选定具体目标的预计差距(按当前趋势)

Distance from reaching the target by 2030 without transformation 

5%以下目标 5–10% >10% 负面的长期趋势

目标 �

�.�. 全民社会保障

目标 � �.�. 妇女参与政治

目标 �

�.�. 消除饥饿(营养不足)

�.�. 消除极端贫困

�.�. 消除营养不良（超重）�.�. 消除营养不良(发育迟缓)
�.�. 保持遗传多样性
�.a. 对农业的投资*

�.�.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新生儿死亡率目标 �

�.�. 孕产妇死亡率
�.�. 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

过早死亡

�.� 小学入学
�.� 青年和成年人的识字能力目标 �

�.�. 儿童早期发展
�.� 中学入学
�.� 大学入学

目标 �
�.�. 享有安全管理的饮用水
�.�. 享有安全管理的

环境卫生服务

�.�. 获得电力

�.�. 享有安全的环境卫生
（露天排便）

目标 � �.�. 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 能源强度

目标 �
�.�. 加强科学研究（研发支出）

�.�. 使用童工

目标 � 9.5. 加强科学研究（研究员人数）

目标�� 10.c. 汇款手续费 收入不平等*

目标�� 11.1. 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

目标�� 12.2. 绝对物质足迹和
国内物质消费*

相对于巴黎目标的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

14.1. 沿海水域持续恶化*
 14.4. 过度捕捞*

15.5.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5.7. 野生动物的偷猎和贩运*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16.9 全民出生登记 **

在全球一级，表1-1和其他几项评估(见方框
1-4)以及2019年《全球环境展望》(全球环境展
望-6)评估、2018年和201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气专委)报告、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报告和《防治
荒漠化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审评委)的最新

注：仅限于选定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不包括在内，因为该目标包含的指标范围广泛，使用评估实现具体目标差距的方
法很难囊括这些指标。到2030年实现具体目标的差距估计基于2030年相应指标的预测值与具体目标的比较。预测是在现
有数据范围内，根据各指标的最佳拟合趋势作出的。
*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没有规定2030年的量化目标；具体目标是估计结果。
**	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之外的指标；收入不平等基于家庭调查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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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描绘了一幅类似的图景，可以由此得出大致	
结论。36

简单解读表明，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2030
年议程》有几项目标（表1-1所示与实现具体目标相
差不超过5%的目标）到2030年应该可以实现，包
括降低儿童死亡率和小学全面入学率。其他目标也
可以通过一些额外的努力实现，即那些显示为与实
现目标相差5%到10%以内的目标，例如消除极端
贫困、消除饥饿、确保普及用电、消除露天排便、青
年和成年人识字以及科学研发支出的理想水平。

然而，这种简单预测忽略了可能的复杂性。随
着具体目标渐近，进展速度会开始放缓，因此基于
先前速度的预测便过于乐观。例如，世界银行2018
年关于贫困的报告发现，在1990年至2015年的25
年期间，极端贫困率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然
而，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这一比率降至不足1
个百分点。37	在小学入学率方面也可看到类似的趋
势：随着全部入学的最终目标逐渐接近，长期的急
剧下降开始趋于平稳(见图1-3)。

进展速度的这种下降在其他指标中也很明显，
特别是在接近彻底消除的目标时。这可能是因为帮
助掉队的人要难得多，或者他们遭受的多重匮乏超
出具体目标，需要对其他本质上非常棘手的问题采
取行动。38	例如，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越
来越集中在冲突、机构薄弱和人口增长率高等多种
因素同时存在的区域。39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出
非同寻常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些目标。40

第二组具体目标涉及的是所选指标在朝希望
的方向发展，但进展太慢，以致于无法达到具体目
标。例如，在表1-1中，孕产妇死亡率继续下降，但
进展只有实现具体目标所需速度的一半。儿童营养
不良、享有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可再生能
源在能源组合中所占份额、幼儿发展和小学后教育
入学率方面的情况类似。这一类的其他具体目标包
括消除匮乏和减少不平等的一些必要条件。例如，
社会保障或出生登记覆盖的人口比例正在提高，但
进展速度显然不足以实现全民覆盖的具体目标。

图1-3	
失学儿童

联合国分类
最不发达国家 
60.6%  

8.9%  

18.6%  

全世界
27.8%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7



12

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 

方框	1-4:	
其他进展评估

若干作者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提供了另一种评估，其中一

些人使用的指标超出了全球指标框架的范围。虽然方法和具体结果不同，但总体而言，这些评估一

致认为，根据目前的趋势，许多具体目标将无法实现。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目前衡量的24项与

健康有关的具体目标中，只有5项有可能实现；41	另一项研究报告，4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将无

法实现中等教育的目标；42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93项与环境有关的指标中，22项总体在按计划进

行，但其余71项指标则要么数据不足，要么趋势显示不会实现。43

在区域一级，某项研究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界定的五个主要区域实现每个

目标的可能性--美利坚合众国、经合组织(不包括美国)、中国、BRISE(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

其他十个新兴经济体)和ROW(世界其他地区)。研究发现，美国、经合组织和中国这些地区最有可

能实现其中几个目标，例如与饥饿、健康、教育、清洁用水和环境卫生以及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有关的目标。BRISE44	和ROW区域不可能实现任何目标，但BRISE区域比ROW区域更有可能更接

近具体目标。所有区域都可能归入与有关不平等、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以及自然(气候、陆地生物、

水上生物)这些目标的具体目标相比差距最远的类别。45	另一项研究46	发现，实现目标所需的变革

程度各发展中区域和国家差别很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落在最后面，南亚、东亚和太平洋以及拉

丁美洲可能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

至于国家一级的评估和预测，2019年一项研究发现，没有任何国家能到2030年如期实现所有

目标。虽然数据提供情况因国家和目标而异，但没有一个目标有50%以上的国家能到2030年如期

实现。47	

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目标最近的趋势甚
至未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要么是因为落实目标的工
作尚未能够扭转先前存在的恶化趋势，要么是因为
随着世界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使一度停顿
的消极趋势回归，例如肥胖、不平等、温室气体排
放、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野生动物贩运、绝
对材料足迹、过度捕捞和沿海水域恶化。其中一些
连趋势走向都不对的目标特别严重。它们不仅代表	

	

难以改变的趋势，而且使其他目标和具体目标更难
实现，有时波及整个《2030年议程》。

四个趋势特别属于此类：不平等加剧、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人类活动产生的废物量不
断增加，致使处理能力捉襟见肘。至关重要的是，
最近的分析表明一些趋势预示在跨越负面临界点。
这将导致地球系统的状况发生剧变，其严重性在对
社会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不可逆转(见方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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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5：	
临界点

临界点是地球系统组成部分中的关键节点，周围的小扰动就可触发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

稳定状态的不可逆转变。转变不一定突然；但是一旦开始就可能不可逆转，而且最终变化非常剧

烈。据信，地球系统的许多组成部分存在这种临界点——例如北极夏季海冰、格陵兰和南极冰盖以

及亚马逊雨林。

北极夏季海冰可以说明这一动态。目前由于气候变化，海冰正在快速融化。随着冰的融化，更

多海洋区域变暗，因此吸收更多的阳光，加剧全球变暖，并加速融化。因此，北极变暖的速度比世

界其他地区快得多。北极海冰的临界点将是临界温度，之后融化将变得迅速和不可逆转。一些人

估计，达到临界点后，冰完全融化只需要10年时间。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和导致北极海冰融化的变暖也可能对其他系统产生复杂的影响。例

如，由于永久冻土融化而释放的甲烷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格陵兰冰盖融化；海洋环流变化；海

洋酸化；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

这些影响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导致地球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转变，因恶性反馈环会通过一连

串的转变导致许多组成部分的状态截然不同。在对社会有意义的时间尺度上，这些转变将不可

逆转。很难估计这种转变可能突然发生的确切时间点，但根据许多不同的设想情况认为有可能

发生。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加强碳汇以实现净零排放等行动，可能会使地球系统保持目前的状

态。然而，需要采取此类行动的时机可能稍纵即逝。	48

1.2.2. 区域和人口群体

各个国家，以及按区域或其他参数对它们进行
的分组，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可大不相同。本报告仅非常简短地描述这些挑战；

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和自愿国别评估有更详
细的阐述。	

例如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方框1-6)和最不发
达国家(方框1-7)面临的特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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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49

从1992年开始，因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各种脆弱性，联合国将它们视为可持续发展的
特例	–	无论这些国家位于加勒比，还是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它们的典型特征包括：

1.	 面积小；

2.	 远离全球市场中心；

3.	 经济单一，因此易受经济冲击和高债务负担的影响；

4.	 气候变化影响直接，包括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海洋酸化以及更加频繁和强烈的风暴。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这可能阻碍它们获得优惠融资和其他
发展援助。然而，由于结构性挑战，许多国家一直呼吁在决定资格条件时使用不只限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标准。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站在应对气候变化斗争的前列。一些国家在推动更为雄心勃勃的缓解目
标、以全面和创新办法适应气候以及赔偿损失和损害方面充当道德领袖。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缺乏高质量的分类数据。即使有数据存在，但由于人
口少，也往往难以用标准数据度量跟踪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进展情况。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常见挑战是：

	f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

	f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

	f 	 淡水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限制

	f 	 资源基础薄弱，使它们无法享有规模经济的惠益

	f 	 国内市场小，严重依赖少数外部和偏远市场

	f 	 公共部门的固定成本高，民用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高

	f 	 国际交通运输量小而且不规律

	f 	 经济增长波动性高

	f 	 私营部门机会有限，对公共部门的经济依赖相应较大

	f 	 脆弱的自然环境

	f 	 易受粮食进口价格或供应波动的影响

	f 	 高负债和财政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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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7:		
最不发达国家50

《2030年议程》是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通过的一项普遍承诺，代表全球致力于改变我们
的世界。然而，某些国家组面临特殊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加倍参与和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是世界上
贫困和匮乏程度最高的43个会员国，其脆弱性可见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不发达国家拥有全球12%的人口，但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和全球贸易的1%。2017
年，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5%，预计2020年为5.7%，低于《2030年议程》要求的
7%。最不发达国家往往依赖数量有限的商品出口。这使它们极易受到冲击。目前，最不发达国家
无法如期实现到2030年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翻番的目标9。这种短缺在中高技术部
门尤为严重。这些部门占北美和欧洲制造业生产的47.4%，但在最不发达国家只占10.4%。

最不发达国家在许多其他具体目标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国家组。例如，它们的热带病疏于治疗比
率以及人身暴力和(或)性伴侣暴力的比率都较高，医务人员人数和担任管理职位的妇女人数较少，
上网和接受学前教育的比率较低。最不发达国家的个人获得电力(2017年为51%，而全球比率为
88.8%)或家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可能性较低(34%，而全球比率为60%)。

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乐观。2018年，根据伊斯坦布尔《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和
《2030年议程》的呼吁，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技术银行，目前正在努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个
人提供科学、技术和创新资源，并加强最不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生态系统。此外，最不发
达国家正在气候行动领域采取强有力的步骤。2016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气候弱势论坛成员中的24个最不发达国家宣布，将至迟
在2050年向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过渡。

在区域一级，一些普遍特征也很明显。在非
洲，与贫困、粮食安全、孕产妇保健和教育有关的
具体目标挑战最大。51	寻求就业的青年人也在不
断增加，但机会有限——每年有1000万至1200万
青年力求加入劳动队伍，角逐仅约370万个工作
岗位。52,53

在阿拉伯区域，挑战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也门的现有冲突有关。这些冲突提高了该区域
的贫困率，加剧了粮食不安全，并使人类发展恶
化。54,55,56	该区域还包括世界上最缺水的20个国家
中的14个。青年失业率超过30%，青年妇女失业率
达到48%。57

亚太区域在消除贫困、高质量教育以及负担得
起和清洁能源方面取得了进展。58	该区域大多数国
家已经或接近实现普及初等教育。59	亚太区域的挑
战可能是帮助那些虽取得进展但仍最有可能掉队
的群体以及承受老龄化人口结构

在南亚，性别平等领域等进展缓慢，并且该区
域在清洁用水和环境卫生、体面工作、经济增长以
及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领域有所退步。60

在欧洲和其他发达地区，各国面临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方面的挑战，人均排放量仍远高于全球平
均水平。各国还需管理人口结构转型和不平等，包
括弥合劳动参与和工资方面的性别差距。在富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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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也显而
易见。这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有关。61

不同人口群体呈现的趋势不同。妇女和女童、
青年、残疾人和土著人民等群体继续遭受各方面的
匮乏。性别不平等持续一生——女童较少有机会上
学，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妇女在劳动力市场面临障
碍，工资和劳动参与率都更低；老年妇女的平均预
期寿命比男性长3年，更容易因缺乏长期护理保护
而受到影响。62,63,64

数据表明，妇女用于无偿工作的时间大约是
男子的三倍。65	妇女从事有偿工作的劳动参与率
(48.7%)低于男子(75.3%)，而且妇女的失业率高于
男子，是男子的1.24倍。66	此外，妇女和女童的机
会因以下习俗而受到限制：童婚(如今影响6.5亿女
童和妇女)；切割女性生殖器(在实行这种做法的国
家，每3名15至19岁的女童中就有1人受影响)；人身
暴力和（或）性暴力威胁(在有数据的国家，20%的
15至19岁女童受影响)。67	对妇女和女童加快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增强世界一半人口的权能，并大
大缩小实现目标方面的现有差距。

如今，世界各地有某种残疾的人超过10亿(估
计占世界人口的15%)。68	残疾人面临各种形式的排
斥。与非残疾人相比，他们的健康状况通常较差，
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机会较少，贫困率较高。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不足以及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许多障碍，包括消极的态
度、观念和偏见。2006年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
约》。13年后的今天，实际执行方面的进展仍然非
常有限。69

在大约90个国家，土著人数量超过3.7亿(2009
年估计数)，但他们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状况仍然很
危急。他们经常面临歧视，并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
权力之外，贫困、健康欠佳、教育程度低下和赤贫
的比率高得不成比例。其他挑战包括祖传土地被剥
夺，传统语言和特征面临消亡威胁。70

1.2.3. 不平等加剧

整个《2030年议程》都因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加剧而受到威胁。1980年以来，尽管全球人口中处

于收入分布最低端的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收入不
平等急速加剧。虽然世界上最贫穷的50%的人口
收入确实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亚洲的高增长)，但
只获得全球收入的12%，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
人口却获得27%的收入。71	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
主要是顶层集中推动的。198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
的1%的人口拥有总财富的28%，但到2017年，他
们拥有33%，而底层75%的人口则停留在10%左
右。72	对夹在两端之间的人——主要是西欧和美国
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一时期的特点充其量是收入增
长缓慢。73	图1-4显示了收入的偏态性质。

全球收入分布顶端的收入份额增加与其他若
干因素有关。例如，在美国，虽然工人的生产力自
1980年代以来翻了一番，但几乎所有的收益都流向
高管、业主和投资者，而从事生产或非监管工作的
人则工资陷入停滞。74,75	若干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
包括全球化、自动化、工会影响力下降以及联邦和
州的最低工资停滞不变。这导致劳动力市场严重空
心化，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高技能和低技能
两端。

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不平等现象也很明显。研究
人员在一系列国家观察到收入日益集中的现象，顶
层的10%在趋向高度不平等的极限，基尼系数超过
60。76	与此同时，虽然2000年至2010年期间各国的
收入似乎在趋于一致，但近年来这种变化放缓甚至
逆转。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情况更是如此。77

不平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前在收
入或财富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可代表资产或机会分
配历来的模式，同时也可与未来行为相关——一方
面保持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激励个人努力。至于什
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最佳，目前没有科学共识，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目前的不平等程度和趋势构
成挑战。若干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彰显这些挑战的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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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80-2016年全球不平等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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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可表明机会不平等（例
如获得优质儿童营养、教育、保健的机会不平等）
或社会歧视。高到一定的水平，不平等也对代际流
动构成挑战。不平等会变得自我延续，例如通过继
承财富或独享优质教育和技能。78	在美国，父母一
代存在的不平等大约有一半传递给子女。然而，在
德国或丹麦这样的国家，公共政策可以是推动社
会流动的重要力量。在这两个国家，收入不平等在
两代人之间的传递比例分别只有五分之一和六分
之一。79

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绘制一组富裕国家的代
际流动衡量数值与收入不平等衡量数值展现出来
(见图1-5)。80	该图显示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代
际流动下降的情况，这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曲线”。81,82

国内不平等加剧也威胁更广泛的进展，使经济
增长更加缓慢和脆弱。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获得
医疗保健机会较少的人无法人尽其才地工作，社会
不稳定会加剧，从而进一步阻遏投资并减少冲击后
复苏的资本。83	不能很好地获得优质医疗保健会扩
大健康结果的不平等，而且在不平等社会中处于较
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造成压力增大并长期存在，导
致健康恶化。有充足证据表明，压力终生都对身体
产生生化影响。84,85

图1-5	
代际流动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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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加剧也会影响环境，因为处于收入分
布上层的人或能将其生活方式和消费决定的环境
成本转嫁给下层的人。这种情况可在国家和国际
两级发生。86,87	气候变化就是全球范围的这种转嫁
事例：前10%的排放者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球
45%，而最少的50%的排放者则占全球排放量的
13%。类似的不平等格局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也
很明显。88

处于收入分布最底层的人也更可能面临环境
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后果。最近的评估全球环
境展望-6指出，世界上70%以上的穷人靠自然资源
为生。在全球范围内，29%的土地已经退化，影响
到13亿至32亿人的生活和生计，某些情况下导致移
民甚至冲突。89

当处于收入最上层的人努力维持其地位而使
资源无法用于加速实现《2030年议程》所需的变革
时，不平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1.2.4. 气候变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增加大气中温室气
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的存
在已使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约1摄氏度。如今全球排
放量再次上升。目前的趋势若继续下去，全球升温将
在2030-2052年期间超过1.5摄氏度这一基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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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水平上升、平均气温上升、海冰缩小、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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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影响已很明显。过去十年来，许多
国家都记录到有史以来最热的年份。飓风、洪水和
森林火灾等极端事件也愈演愈烈。

即使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5摄氏度，也
会损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91	并对5亿缺水或
容易缺水、40亿面临热浪风险和数千万面临沿海洪
灾风险的人造成压力。温度升高1.5摄氏度还会降
低农业产量，增加物种灭绝程度。92,93	如果实际气
温升得更高，破坏力会更大。根据目前的政策和承
诺，到本世纪末，人类造成的全球升温估计将超过
3摄氏度。9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关于将全
球升温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高1.5摄氏度的报告考
虑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情景：95	所有这些情景都
要求到2050年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同时大幅减少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特别是甲烷)的排放量，并且
立即开始全球减排。所研究的情景都符合持续改
善全球人民生活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减排则大不
相同。

一种情景假设继续广泛采取温室气体密集型
生活方式，大量需要运输燃料和畜产品。如此在升
温显著超过1.5摄氏度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升温目标
只有通过快速和大规模使用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
碳的技术才有可能。然而，尽管目前正在开发可以

这样做的技术，但没有一个尚可达到要求产生的影
响所需的规模。如果大规模使用，这些技术大多可
对土地、能源、水或养分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对
农业系统和粮食系统、生物多样性以及其他生态系
统功能和服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景会使2030
年的最终能源需求比2010年高39%，而且同期的
农业甲烷排放量高14%。

另一种情景假设人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必须
改变生活方式，使能源总需求下降，同时减少粮食
消费的土地投入和温室气体密集性。社会、商业和
技术创新将大幅降低提供服务所需的能源总耗，
同时世界各地的饮食将转向营养更好的食物，农业
生产率得到提高，人们更偏好少吃肉，从而产生变
化。96	这种情景需要去除的二氧化碳少得多，不超
过自然森林和土地使用系统可管控的范围，不需要
大规模开发、验证和使用新技术。这种情景到2030
年的最终能源需求和农业甲烷排放量分别比2010
年减少15%和24%。

1.2.5. 产生的废物增加

当集体处理能力不堪重负时，废物这一人类
活动的副产品便对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构成威胁。
废物有多种形式：气体（例如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
气体）、液体和固体。目前产生的大部分固体废物
为塑料形式。大规模塑料生产始于195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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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人类已经产生83亿公吨塑料，其中63
亿吨成为废物。这63亿吨中回收的只有9%，其余
12%焚烧处理，79%弃置垃圾填埋场或自然环境
中。97	仅在2010年，就有800万吨塑料倾入海洋，威
胁海洋生物的安康。除了生态后果外，塑料废物还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98	仅在亚太区域，塑料垃圾
对旅游业、渔业和航运业造成的代价每年高达13
亿美元。99	在全球范围，估计每年对世界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的全部损害至少为130亿美元。100

这些趋势没有丝毫放缓迹象。塑料废物的生
产量将从2016年的每年2.6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
4.6亿吨。101	其中近一半来自包装材料。塑料包装
可以延长食品保质期，从而提高资源生产率，而且
因为它很轻，在运输过程中消耗的燃料就比较少。
然而，近一半的一次性包装弃置垃圾填埋场或为
正规废物收集系统所遗漏，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
后果。102

固体废物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电子废物，其增
长速度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垃圾都要快。2014年至
2016年，电子废物生成增加8%，达到每年4300万
吨。到2021年，可能每年达到5	200万吨，103	部分
原因是产品周期缩短。在美国、中国和欧盟主要经
济体，智能手机的平均寿命周为18个月至2年。104

2016年，全球电子废物中金、银和铝等可回收
材料的价值估计为640亿美元，但适当回收的电子
废物只有20%左右。大约60%进入垃圾填埋场。汞
和铅等元素会在那里渗入土壤和地下水。105	即使
在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塑料和电子废物也可最
终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填埋场或回收过程。甚至
回收有价值的电子垃圾也可造成危害。在发展中国
家，电子废物收集和回收往往由个体户非正规地进
行。他们通常不穿防护服，也（或）不知道他们正在
处理危险材料。许多电子产品是在非正规地挨家挨
户收集后使用不合标准的方法回收的，可对人类和
环境健康造成危害。儿童特别容易受到电子垃圾的
影响，因为他们的中枢神经、免疫和消化系统仍在
发育。106

一些国家正在采取行动，应对塑料和电子废物
的压力和破坏性后果。在孟加拉国，严重洪灾期间

塑料袋堵塞了排水系统。政府于2002年在全世界
率先禁止使用塑料袋。2008年，卢旺达和中国发布
政策减少流通环节的塑料袋数量：在中国，塑料袋
数量一年内减少约400亿。107	若干国家正在禁止或
计划限制各种塑料产品的使用。

拉丁美洲国家正在采取措施规范电子垃圾。
哥伦比亚实行了收集和管理电子废物的国家制
度。108	截至2017年，7个国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和
秘鲁)在强制执行关于电子废物的国家立法，而其
他4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拿马和乌拉圭)已开始
在通过类似规则。2014年至2016年，全世界有国家
电子废物管理条例可循的人口比例从44%增加到
66%。109

1.2.6. 生物多样性丧失

归根结底，地球系统的状态是所有生物有机
体(生物圈)与非生命物理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
的。因此，生物多样性对维持人类生存的地球状况
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也至关重要。110	可持续发展依赖具有复原力和生
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支持家庭生
计、粮食生产和清洁水的来源，同时也促进减缓气
候变化和应对能力。陆地和海洋物种的多样性在
生态系统及其供给、调节和支持服务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然而，正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9年全球评估报告所指出的，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过去几十年见证的物种和遗
传资源的丧失速度可能导致第六次大规模灭绝。
大约四分之一被评估的动植物群受到威胁，意味着
近100万物种已经面临灭绝——许多将在几十年内
灭绝，除非采取行动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否则，
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如今已经比过去
1	000万年的平均速度至少高几十到几百倍。111	例
如，传粉昆虫带来的全球农作物生产高达5770亿
美元，并有助于药品、纤维和生物燃料的生产以及
文化和娱乐的质量。112	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估计，75%的作物的传
粉昆虫正受到威胁。全球所有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整
体形势严峻113	(见图1-7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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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人工培养和驯化的本地动植
物品种正在消失。多样性丧失，包括遗传多样性在
内，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因为损害农业
系统对害虫、病原体和气候变化的复原力。这种
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是若干相互关联的因
素驱动的：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的变化、资源的过

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入侵物种的出现(见图
1-7)。2010年10月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2011-2020年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多数可能不会实现，尽管支持保
护生物多样性造福子孙后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所在。

图1-7：	
物种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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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人类活动推动生物多样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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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色名录指数（RLI）显示绝灭指数为零的物种的总体绝灭风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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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知识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变革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3个标志性要素：平衡兼
顾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社会方面；不让任何
一个人掉队；确保满足子孙后代福祉的基本需求。
所有这些要素现都可能无法实现。最近的评估表
明，照目前的趋势，全球的社会和自然生物物理系
统无法成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体现的人类普遍发
展的愿望。114

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尚能令人信服地在全球可
持续利用资源的水平上满足人类一系列基本需
求。115	图1-9表明了这一点。该图根据多个国家达
到社会阈值的程度（在多个维度达到个人和社会福
祉的最低可接受水平）和与此同时超越生物物理界
限的程度（即对环境影响的多维评估）描绘了这些
国家的现状。116	大多数富裕国家集中在右上象限，
而较为贫困的国家集中在左下象限。基于国家平均
数但不考虑国家内部分布的理想位置是左上象限。
在该象限内，国家将达到或超过社会阈值，同时又
不超越生物物理界限。

其他衡量办法也表明，人类和地球必须根本改
变前行终点。有些衡量办法是全国性的，例如相对
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生态足迹；另一些是国家以下级
别的，例如省级指标。117	这些衡量办法佐证了先前
提出的证据，也表明多重匮乏的重叠性质以及多重
匮乏的人口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内。显然，
倘若一切照旧，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就不会实现，
甚至可能无法保证不倒退。

现有证据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期以可持续
的方式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国家都不同
程度地与平衡兼顾人类福祉和健康环境这一总目
标相距甚远。每个国家都必须顺应自己的国情和优
先事项，同时摆脱目前先增长后清理的做法。要在
未来十年普遍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同时走
出能设法实现这一突破的个性化的创新途径。

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人类福祉无需依赖大量
使用资源。一项研究发现，在成功跨越既定社会阈
值的国家中，生物物理资源的使用量大有差异，而
且一些国家在生物物理界限内跨越阈值。118,119	事实

上，几乎所有社会阈值中都有最佳范例，表明有可能
在影响自然可持续性的限度内推进人类发展。

为了以不影响自然可持续性的方式加快进展，
需要采取同时处理多个目标的更综合的办法，而不
是一次关注一个目标或过于局限的一组目标的狭
隘的部门办法。在给定具体目标上取得进展的更有
效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是利用与其他具体目标的积极
协同作用，同时解决或改善与其他具体目标的消极
取舍。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三个
方面不平衡的现有状态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它
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或者过于优先考虑短期。如果
予以适当考虑，则将带来所需变革的正是这些相
互联系。要将这一见解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就需要了解强调有必要紧迫行动的知
识，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寻求更高水平福祉的前
瞻性预期，并考虑诸如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等规范
性要求。这一基本理解指导确定了本报告的概念和
结构，最终提出以知识为基础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
(见方框1-8)

于是，本报告确定了6个切入点。这些切入点
最有希望以《2030年议程》所需的规模和速度实现
所希望的再平衡。这些切入点并非针对单个甚或
一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是针对内在系统。与此同
时，不注意切入点内在以及贯穿彼此的相互关联，
例如只注重个别目标和具体目标，将危及《2030年
议程》的多要素进展。

这6个切入点是：

	f 人类福祉和能力

	f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f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

	f 能源脱碳与普及

	f 城市和近郊发展

	f 全球环境公域

人类福祉和能力：这是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
困以及减少不平等以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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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以下原因，我们有失
败风险：机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顽固存在；教育
与技能之间不匹配，放眼未来尤其如此；获得医疗
保健、疾病风险、达到健康高标准的机会不均等；
从冲击中恢复的复原力不足；应对老龄化的准备不
足。可以证明，这方面所需的许多变革能够以更平
衡的经济路径实现。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经济活动提供生计、就
业、收入和实现更美好生活的许多其他要素的手
段。然而，目前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也因对环境造成
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加剧不平等
而威胁今世后代的福祉。这种趋势似乎还会继续。
需要在降低环境足迹和提高分配公平性的指导下，
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进行根本性重组。此
外，国家和国际金融体系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

持一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公共
和私营部门都发挥领导作用，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
干预，并转变社会和生活方式规范。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这对维生和健康至关重要，
但整个粮食生产和消费链的现有做法导致资源使
用不可持续、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河流和
海洋污染、气候变化、营养不良以及肥胖症和非传
染性疾病。

能源脱碳与普及：能源是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实
现人类潜力的关键，但也是气候变化和大气颗粒物
污染以及对人类和地球造成其他负面影响的一个
最大成因。与此同时，许多人无法获得能源。沿着
脱碳途径实现能源普及和提高效率的技术已经存
在，但大规模采用则仍存在重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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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家位于人类基本需求与可持续资源利用更为平衡的左上象限。

图1-9：	
平衡兼顾：没有一个国家在生物物理界限内实现人类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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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8：	
以知识为基础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	

增进人类福祉与自然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反之亦然。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的空间就在地球系
统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界处(图A)。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尚未走上这个空间内的轨道。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界定了一个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联合国会员国承诺管理人
类之间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这一空间由一整套界定人类福祉和能力的社会目标以及
保护自然和全球公域的环境目标划定(图B)。

由于这些社会和环境目标相互联系，采取一项干预措施势必不可能不影响另一项干预措施。
因此，需要在平衡所有活动的收益和取舍方面作出选择。《2030年议程》的总目标为如何作出选择
提供了重要指导(图C)。

只有与能使人和自然通向其指导目标的系统互动，才能在《2030年议程》的政治空间内实现更
为公平和平衡的发展(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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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近郊发展：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生活
在城市地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长，为大规模而
且高效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机会，只要
能实现协同效应并避免不得已的取舍。令人关切的
领域包括自然资源使用不可持续、大量废物和不平
等严重。对城市和近郊的基础设施所作的投资决
定可将人口长期陷于不可持续的发展。

全球环境公域：这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整体平衡至
关重要。自然系统在全球范围相互关联，并受到各
级波及世界的行动的影响。在切入点实现变革将有
助于保护全球环境公域。然而，仅靠切入点可能不
够，特别是如果行动没有充分针对全球范围的相互
关联或充分考虑自然的非经济但却是内在的价值
的话。

报告还确定了4个杠杆：

	f 治理，

	f 经济和金融，

	f 单独和集体行动，

	f 科学和技术。

可通过每个切入点利用杠杆实现必要变革。这
些杠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7所列的执行手段有关，
但也不同，因为它们兼顾每个行为体和实体在实现
变革方面发挥的多重互补作用。例如，工程师开发
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在科学和技术杠杆中开发)，但
他们也可合作制定先进技术的道德应用标准(作为
治理杠杆和集体行动杠杆的一部分)。

每一个杠杆都可以促进系统性变化，然而本报
告主张，只有根据具体情况组合这些杠杆，才可能
实现兼顾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并实现《2030年议程》
的必要变革。下一章将进一步讨论杠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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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变革

在《2030年议程》中提出的行动计划不仅表明了世界对2030年的期望，
而且概述了实现变革的步骤。本报告以系统看待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

互作用的方式，确定了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变革的6个关键切入点以及对最大限度
地影响世界不同地区至关重要的4个杠杆。

如上所述，《2030年议程》最大的变革潜力不在于追求单独的目标或具体目
标，而在于采取系统办法，管理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无数的相互作用。本章利用上一
章介绍的6个切入点，提出以知识为基础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选项。这6个切入点
分别涉及人类福祉；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可持续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能源脱
碳与普及能源；城市和近郊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公域。

虽然其中一些切入点似乎突出个别目标，但报告着重的是这些目标置身其中的
系统。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都取决于与其他目标的一系列相互作用。这些相
互作用要么通过共同利益支持实现，要么通过取舍阻碍实现。与此同时，针对某一具
体目标的任何干预都会对其他具体目标造成一连串有意和无意的影响(例如见与目
标2(零饥饿)相关的图2-1)。

通过已确定的切入点利用这些系统的变革潜力，意味着要对相互作用小心进行
结构化管理。只有解决和转变重大取舍，并刻意实现共同利益，才能使所有目标都
取得进展。换言之，管理箭头比管理单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方框/圆圈更
重要。

前面介绍的4个杠杆(治理、经济和金融、单独和集体行动、科学和技术)是成
功变革的关键。每个杠杆本身就是变革的强大推动力，并通过确定的切入点影响目
标。然而应指出，只有综合刻意地部署杠杆，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这种综合办
法将引领世界走上变革之路。因此，推动落实《2030年议程》所需的核心创新来自
不同杠杆的创新组合以及治理、经济和金融、单独和集体行动、科学和技术这些方
面的行为体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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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与目标2(零饥饿)相关的系统性相互作用

实现可持续社会发展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视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情况以及所需变革的时限或
紧急程度，变革以及相关杠杆的组合看上去会有所
不同。对每一种具体情况，都必须了解具体挑战，
并利用协同作用和共同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
各种干预措施带来的不得已的取舍。

本报告将路径定义为通过6个切入点实现可持
续发展变革的综合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杠杆组合。杠
杆会影响6个切入点(见图2-2)；杠杆必须在某个特
定切入点内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以推动变革，同
时要认识到每个切入点都与其他切入点相连，从而
对它们产生连锁效应。

例如，儿童肥胖是大多数国家关切的问题。这
是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这一切入点的要素。根据国
家具体情况，将用不同的杠杆组合构成根除儿童肥
胖症的路径。例如，单独和集体行动可能使饮食习
惯向更健康的方式转变。这种行动受到科学知识
的影响。这种知识可以直接影响家庭做出的选择，
同时支持强制性食品标签和学校限制学生获得含
糖饮料等治理举措。这些杠杆间的影响可以是双向
的：科学研究支持政策制定(如强制性食品标签)，
而政策影响本身又会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此
同时，各切入点间的联系很重要：不鼓励体育活动
的城市发展会使减少儿童肥胖症变得愈加困难。

粮食安全(�.�) 15 153 44 14 

共同利益 取舍

A 共同利益与取舍 

B 具体目标�.�(粮食安全)：
相互作用产生重大共同利益 C 具体目标�.�(提高生产力) ：

重大负面影响

从其他具体目标到目标� 从目标�到其他具体目标

营养(�.�) 4 62 53 6 
提高生产力(�.�) 14 77 63 109 
可持续农业(�.�) 10 88 102 8 
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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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方法，见方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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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变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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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杠杆1——治理
善治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16呼

吁“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
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
容的机构。”同时，治理被视为达到更广泛目的的
手段；是实现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变革的
一个重要杠杆。

《2030年议程》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不是
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而是通过目标最
终界定。120	靠目标治理具有巨大潜力，但能否成功
将取决于若干体制因素，包括各国如何履行其对
《2030年议程》的承诺，如何加强相关的全球治理
安排，并使全球的雄心壮志适合国家、国家以下和

地方的具体情况。121	政府将需要优先考虑政策的
一致性，破除部门界限，调整现有规则和条例，使
之有助于实现跨部门的目标。122	需要考虑到目标与
政策之间系统性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的新的综合
方法。123	政府将需要以开放态度对待通过实验和
创新进行变革性学习。124	这种工作模式可能对许多
政府实体来说是新的。国家具备充分的能力是可持
续发展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125

有效、透明、便利和包容的机构是靠目标治理
的基石。许多会员国正在表明它们对这种价值观的
承诺：125个国家通过了保障个人获得公共信息权
利的法律。然而，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在其
中近三分之一的国家，个人无权向独立行政机构申

注：路径是通过6个切入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变革的综合和针对具体情况的杠杆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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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而该权利是成功落实这
些法律的关键。有效和透明的机构可以打击腐败，
可以透明、严格地制定政策和规划预算，并尽可能
让公民参与。目前，十分之一国家的实际公共支出
不足其年度计划预算的15%，半数以上的低收入国
家偏离其计划预算10%以上。有效的机构还必须保
护法治和诉诸司法的机会，并保障民间社会组织有
安全的生产性空间，让它们能够在其中运作。在这
方面，最近的趋势令人不安：世界各国有越来越多
的民权活动家、记者、工会领袖遇害。公民充分、积
极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创造力和创新
的一个关键来源。如果政府要从中受益，安全的公
民空间不可或缺。126

政府以多种方式推动落实目标。没有一刀切
的解决方案，因此治理方法需要多样化、因地制
宜、创新和灵活适应，利用科学支持决策，并开
发能够检测和验证薄弱环节信号的早期预警系
统。127,128	各国政府都应将具体目标和指标纳入国
家计划和预算，制定实现这些具体目标和指标的政
策和方案，并建立处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机构以及
监测和评价系统。

政府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主要行为体，而且只
有当政府与其他关键行为体包括区域、多边、国际
各级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时，才会卓有
成效。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的包容性治
理将能促进更有效的政策干预，因为能改变当权者
的激励措施，再塑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偏好，并
考虑到以前被排斥的参与者的利益。129	此外，日益
互联互通和全球化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可以在
国家自身选择可能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单独和集体
行动，在管理货物、资本、信息、人员的跨界流动方
面发挥支持作用。

科学和研究界可以提供基于证据的行动选择，
利用最新技术，并对各种治理替代方案的潜力和
陷阱提出重要观点。为了跟上科学进展，政府需要
投资发展知识体系——指标、数据、评估、共享平
台。130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提供宝贵服务，衡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真实进展，并帮助政府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评估哪些治理安排在发挥作用，哪些
路线需要修正。

虽然许多目标可以在地方和国家两级实现，但
其他问题则超越国界，如洪水、污染或疾病爆发。
传统上，这类问题通过国家间协议解决。《蒙特利
尔议定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促进了对地球臭
氧层破坏的管理。131

全球治理有机会朝务实、开放、多元化的方向
前进。132过去10年来，出现了无数新的治理安排，
涉及广泛的单独或集体工作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
方气候行动区记录了17	000多个此类合作的实例，
其中包括国家以下各级政府、金融部门和私营行业
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133	虽然此类举
措许多是自愿的，但却具有为全球目标作出贡献的
巨大潜力，特别是因为有些举措还进行严格的监测
和评价。134

不同的行为体可能对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有不同的看法，135	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
治理方面则存在若干共同点：(1)让基层行为体参
与实现包容和多层面政治的进程；136	(2)查明和支
持传统行为体和新行为体(政府、学术界、科学、公
民、城市、私营部门)之间的体制和变革联盟，以增
强变革性治理的活力；137	(3)提高管理好艰难选择、
建立协调和共识以及输送必要资源的能力。

2.2. 杠杆2——经济和金融
经济政策和资金流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需变革的有力杠杆，同时在设定激励措施和推动
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公正的结果方面可能具有
局限性，甚至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要加强这些工
具以避免不良结果，就需要超越纯粹的货币或金融
范畴，重新思考其影响。这一点随后将作为向可持
续和公正经济体变革的切入点进行讨论。本节将介
绍经济和金融杠杆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济政策通常包括财政、货币、贸易政策，而
资金流动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的国内和跨国流
动。政策往往示意资金流向的终点，并可产生强烈
的跨境影响。贸易历来是发展和减贫的引擎，提供
进入新市场的机会，并促进分享技术和聪明才智。
可持续技术方面的贸易可以促进全球更广泛地采
用和转让技术，有助于扩大此类技术，并加快可持
续发展的更广泛进展。贸易政策可用于建立新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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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	
政治平等138

在落实《2030年议程》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都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关键。实现平等
需要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对不平等的分析通常注重个体结果，尤其
是收入不平等。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可能是认为在个体层面，收入不平等既是其他形式不平等的原
因，又是结果。139	然而，研究表明，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各种机会结构会影响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收
入不平等。140	因此，为了实现与减少不平等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解决社会经济和
政治不平等问题。

民主多样性项目的数据展示了不同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如何差异变化。141	首先，世界
各区域的平等模式不同；例如，在东欧、西欧和中东，资源分配的平等程度高于获得权力的平等程
度。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通常相反。在那里，获得权力的平等程度较高，而资
源分配的平等程度较低142	(见下图)。其次，世界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生活在权力按性别、社会群
体、社会经济地位分配都平等的社会中。50多亿人生活的社会使妇女蒙受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的
歧视。143	至于按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权力分配，有46亿人生活的国家将不太富裕的人口部分排除在
政治进程之外。144	第三，虽然有一组国家在资源分配和获得权力方面都已实现高度平等，但在许
多国家，资源的平等分配并未带来权力的平等分配，反之亦然。145

具体如何设计包容的机构，关键在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中东和北美

亚太西欧和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

平等获得权力指数 平等分配资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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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在国家之间创造共同利益，并开拓就业机
会，降低商品成本。通过采用或取消贸易补贴，可
以支持保护稀缺自然资源和减少环境退化，例如限
制过度捕捞或不可持续的农作方法。146	采取政策
鼓励交易以公平价格、体面劳动条件和工资以及环
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进行可持续生产的货物和服务，
可以极大地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货物和服务贸易一样，资金在国内和跨境流
动的方式会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最大限度
地减少资金流动波动对确保抵御冲击并为社会福
利方案提供一贯而且可预测的公共支出十分重要。
长期投资决策加上资本账户管理可有助于减少波
动。147	鉴于全球经济相互联通，充足的财政和外汇
储备缓冲就更为重要。148	在许多国家，侨汇是重要
的跨国资金流动。

吸引私人资本和鼓励官方发展援助流向提高
人类福祉和减少环境外部性的部门和活动也至关
重要。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每年面临2.5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149	仅卫生
和教育支出就需要大量投资。新增支出估计数从
2030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1.2
万亿美元150	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仅2	000亿
至3	 000亿美元不等，151	差异取决于对新增支出的
定义。152	发达经济体也需要大量投资。

弥补资金缺口将靠公共财政，并辅之以其他资
金来源。在这方面，财政政策是关键：有效的税收
政策不仅可以为经济活动所在区域内的公共支出

和投资创造资源，而且可以支持减少不平等。可预
测和透明的税收规则也可减少非法资金流动，增加
对可持续商品和服务的投资。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仍然至关
重要。2017年，官方发展援助达到1	472亿美元，
与2016年持平，为过去十年的稳定增长画上了句
号。5个国家(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联合王国)
达到或超过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然而，捐助
方总体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平均值为国民总收入的
0.31%。国际金融合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某
些方面正在发生变化153	(见方框2-2)。

双边和多边提供方扩大了混合融资。经合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30个成员中至少有23个进行混合
融资。2012年至2017年期间，捐助国政府的混合活
动共从商业来源筹集了1	521亿美元。发展金融机
构的活动也反映了这一增长趋势。2017年，9家发
展金融机构报告，它们通过混合融资为项目筹集了
88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混合融资对一些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推进可能强于其他目标，因为大多数混合
交易都侧重于经济回报潜力大的部门。154

气候融资也显著增长，尽管仍低于发达国家
承诺到2020年每年共同筹集1	 000亿美元的数
额。2016年，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
资总量（包括公共资金和筹集的私人资金）达710
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近20%。2016年，公共和私
人资金流量均有所增加，分别从490亿美元增加到
560亿美元，从11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155

方框2-2		
国际金融合作继续具有重要意义

在许多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至关重要。2017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官方发展援助实际增长了10.2%，但这一增长主要集中在对三个国家人道主义援助支助。

《2030年议程》显著扩大了全球发展优先事项的范围。目前约四分之一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专门用于人道主义支出和捐助国境内的难民支出，而2010年这一比例不到六分之一。虽然社会部
门仍然是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类别，但社会支出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10
年的40%下降到2017年的35%。这表明捐助方的重点转向经济援助和支持生产部门。对经济基
础设施和服务的援助是官方发展援助的第二大类别。此类援助近年来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能源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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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宏观经济政
策，但中央银行也可在指导金融部门发展、促进金
融普惠和使金融体系与可持续发展相对接方面发
挥作用。157

包括多边、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公共开发银行在
内的发展筹资机构2018年的投资总额为1.9万亿美
元，也可发挥重要作用。

增加国家公共支出的确重要，但仅此不足以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足够的资金。包括国外投资在
内的私人投资至关重要。全球资金中即便是有限的
一部分就可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全球金
融环境的一个指标，全球金融资产接近140万亿美
元。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养恤基金，管理着大约100
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有100万亿美元，股票市场
有73万亿美元。158

通过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报告，可持续证
券交易系统，或负责任投资的原则等举措，可以将
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私人支出导向可持续发展目
标，159	但也必须降低与目标相关的投资所涉的风
险。如上文所述，混合融资是担保和公私伙伴关系
分担风险的一种方式。160

一些投资者部分因为迫于立法和公众压力，在
作投资决策时考虑了可持续性。161	虽然目前的市场
实践尚未体现向可持续金融转变的所需程度，但已
经产生一些积极变化。例如，2018年，17%的欧洲
联盟养恤基金考虑了气候变化对其投资组合构成的
风险，高于一年前的5%。162	2019年6月，欧盟委员

会在其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中，发布了企业报告气
候相关信息的新导则。该导则将为公司提供实用建
议，指导公司如何更好地报告其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以及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163	投资者认识到
气候变化的威胁，自身也在呼吁采取行动。最近，
管理的资产超过34万亿美元的投资者向20国集团
发出公开信，要求采取气候行动。164

资金流动也依靠其他杠杆。治理可以确立投资
的优先领域，并在发达国家设定适当的官方发展援
助水平，而新技术可以帮助调动国内资源和加快侨
汇流动。

2.3. 杠杆3——单独和集体行动
增强权能、自决和参与是人类福祉的基石。参

与其中而且掌握实行变革工具的公民——特别是最
有可能掉队的群体——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
量。165	使人民能够参与确定发展优先事项、监测结
果并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有助于确保政策切合民众
需要，并增加政策影响的可持续性。166	鼓励并使人
们能够单独或集体做出贡献有助于扩大发展资源，
并推动人类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创新。167

增强妇女权能对支持转向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和女童没有获得与
男子和男童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妇女仅
占23.5%的议会席位；女性失业率是男性的1.24
倍；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增强权能的一个严重限制
因素。在最不发达国家，38.1%的妇女遭受亲密伴
侣的暴力侵害。168

方框2-2(续)	

由于人道主义支出和捐助国境内难民支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中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和预
算支助的份额近年来下降。2017年，官方发展援助中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份额为48.3%(比2010
年低6.6个百分点)，而作为受援国预算支助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为33亿美元(2010年为40亿美元)。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继续扩大，并正在为执行《2030年议程》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4%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发展合作，而2015年
只有63%。然而，这种合作是对官方发展援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许多国家报告的南南合作支出
相当有限，只有16%的国家报告每年支出100万美元或更多。三方合作的范围也都在各区域扩大：
拉丁美洲为51%，多区域项目为21%，非洲项目为13%，亚太地区项目为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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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改革、政策、方案、宣传和其他手段
促进增强妇女权能会改变世界一半人口个人和集体
行动的游戏规则，并对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
深远影响。增强妇女作为决策者的权能可影响公共
物品的规模和分配，使之更好地反映妇女的志趣。
研究表明，提高妇女在决策工作中的代表比例也增
强青春期少女的职业抱负和受教育程度。169，170	此
外，增强妇女权能也有助于减少和预防冲突：迄今
与女性签字人签订的和平协议与持久和平相关。171

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格
外严重。研究表明，妇女和儿童在灾难中死亡的
可能性是男性的14倍，也比男性更靠农业劳动为
生。172，173	鉴于她们面临的经历，妇女可以为更好地
管理气候风险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民众的参与是发展的资产，但其本身也非常宝
贵。民众重视在当地和全球影响自己和社区生活的
能力。健康而又知情的民众更能随时把握出现的机
会并参与公共对话。174	因此，增强权能和提高能力
不仅是可持续人类发展的目标，而且是变革的杠杆
(见方框2-3)。

转型变革意味着利用自下而上的社会、技术
和机构创新，包括基层和非正规部门的本土知识
和创造力，特别是（但不限于）发展中和新兴经济
体。175，176	例如，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和沿河社区一
直在经历并应对各种天气事件，积累了可用于适应
气候变化的关键知识。结合先进和传统技术的创新
是多种知识的结晶，也需要酌情扩大规模，以产生
更广泛的影响。177，178

方框2-3：	
作出可持续发展选择的认知能力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复杂挑战，保持了高度的应变能力。因此，我们有理由
期待我们也将克服目前在社会乃至全球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

进化适应通常基于具体经验、短期结果和相对直接的变革理论。向可持续性变革的若干方面
会不尽相同。例如，从视觉、嗅觉或直接感受而言，二氧化碳排放并不有害，其负面影响将发生在
相对遥远的未来，而眼下却往往与立即可用或令人愉悦的行为相关。排放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迟发
风险是从科学模型推断得出的，而不是个人的直接经验，尽管这一点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行为以求逐步适应可能有别于人类不得不应对全社会挑战的其他情
况。在推动必要转型方面，个人将发挥关键作用。理解人们作为消费者和参与其中的公民如何在这
方面做出选择和决定，可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此类行动。179

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神经生物学和大脑研究可以在这方面提供重要见解，180	例
如可表明，当我们听到关于可持续性挑战的科学信息并随后做出决定和选择时，我们的大脑如何
运作。

最近的研究表明，做出这种将加速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有质的不同，所涉的个人能力不同，
而且因幼儿时期提供的支持激励型环境条件、181	正规和非正规优质教育以及终身学习而强化。这
种干预措施不是狭隘地针对具体选择和行动，而是促进更广泛的能力。其中许多干预措施已阐述
为不同目标和具体目标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使人们能够作出趋于可持续发展的选择方面合并产
生的影响本身直到现在才变得一目了然。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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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变革还要求改变助长不可持续或歧视性
行为和选择的社会实践、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法
律。183，184	例如，减轻妇女过重的照护负担，或出台
激励措施减少一次性物品的消费和促进回收利用。
通常，行为深深地根植于文化，并与强烈左右个人
选择和集体行动的权力等级和影响力相关。185	必
须消除在政治和法律上排斥某些群体的现象以及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使所有人都同样能够充分参与
社会。

增强人民权能、改变行为和扩大集体行动空间
的机制很多。法律法规、税收和罚款是反映社会重
视某些行为的强烈信号。广告和宣传运动可以影响
个人决策和对他人正在做什么的看法，从而转变规

范。186	增加民众组织和参与公共对话和决策的公
民空间有助于提高取得有代表性成果的可能性。工
会、政党、妇女团体和其他集体组织提供了形成共
同目标并联合追求这些目标的手段(例如，见方框
2-4)。187

个人和家庭还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事实，在
此基础上为自己和整个社会做出知情选择。有时，
仅仅提供明确的信息就足矣，但如果目标行为更容
易、更方便、更具有吸引力188	或成为默认选项，也
会影响个人决策。189	行为经济学使人看到同侪压力
可能具有的影响力。例如：研究发现，如果得知自
己比邻居消耗了更多的能源，人们就会更努力减少
能源的使用。190

方框2-4：	
适应性合作管理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适应性合作管理，可以削弱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规范。191	这涉
及轮回反复地共同分析问题、规划、行动、监测、反思和进行社会学习，随后采取经过适当调整的
新行动，因为各行为体力求摆脱不理想的情况而转向理想的、一致同意的未来状况。192，193	适应性
合作方法的变革潜力在于非常注意社会学习。194	体系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是适应性合作管理的固
有概念。195

例如，在尼泊尔、津巴布韦和乌干达，适应性合作管理使妇女和男子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权
能都增强了。在乌干达，适应性合作管理使传统上由男性掌控的领域向妇女开放，其中包括象征土
地所有权的植树以及政治参与。196，197

2.4. 杠杆4——科学和技术

科学和技术是《2030年议程》的核心，并作为
目标17的执行手段之一纳入议程。能否实现科学和
技术的全部潜力取决于众多行为体，包括公共和私
营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企业家、资助方、决策
者和教育家等。

科学本身奠定事实基础，预测未来后果，产生
和评估证据，从而协助找到向可持续性转型的途
径。第3章将更详细地研究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实现发展目
标的关键。在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同时，推广应用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现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可
以使人们摆脱一切照旧的行动，转而应对许多部门
的发展挑战。通常技术已经具备，面临的任务是确
定和解决广泛部署技术方面的障碍。联合国和会员
国的举措，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和技术促进机
制，可以促进为此分享和转让技术。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技术对解决孤立
对待单个目标和具体目标可能出现的利弊得失发
挥核心作用。例如，具体目标2.3要求将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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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倍。这可通过将提高生产力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
方式实现。但这样做会对许多其他具体目标产生负
面影响，其中包括与生计、健康、减缓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和水有关的具体目标。然而，可以通过战
略性地部署新技术——从先进的用水传感器到气候
智慧农业再到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等——最大程度地
解决这些问题。198	再比如，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199	可以改
善个体的基因治疗前景，从而提高生产力和控制
病媒传播的疾病(如疟疾)，并促进动植物的精确繁
殖。200	部署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也可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正在开发许多这
样的应用程序，但在部署之前需仔细评估较广范围
内可能产生的后果。

要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潜力，就必须在研
究和开发(研发）方面大量投资。201	目前，每年全
球的投资接近1.7万亿美元，10个国家占其中的
80%。202	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超过发达国
家的速度加快研发投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最不
发达国家，203	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及南南
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方式，更好地获得技术和知识。

然而，具备发展技术并不够，还必须提供技
术，使技术容易获得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鼓励
广泛采用，同时发展用户的相关能力。204，205，206，207	各
国需要更多切合当地的内容、当地的创新中心和
技术中心，并支持开放数据倡议。技术转让，特别
是向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转让，对扩大和加快执行
《2030年议程》至关重要。私营部门和公私伙伴关
系可以促进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适当保护
知识产权，同时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得必需品和技术
的机会。208

技术在围绕不平等进行的讨论中也发挥着核
心作用。一方面，获得技术或能够使用技术方面的
不平等会转化为关系到福祉的更广泛的不平等。其

中一些不平等不乏确凿证据：例如，发展中国家在
移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性别差距，全球估计数为
23%，南亚(58%)和撒哈拉以南非洲(41%)特别高，
但在拉丁美洲则降到2%。209	连通方面持续存在的
这种差距也见于其他人口群体。为了将社会目标
纳入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必须考虑穷人、妇女
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具体情况和需要。210	否则，贫困
脆弱的民众就只得勉强使用其他人选择的不适宜
技术。211，212	

与此同时，新技术有可能带来巨大效益，例如
促成新商业模式和将传统的非正规活动正规化，以
及提供获得资金的机会。213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通技术)以及无障碍和辅助技术可以增加享有教
育、就业、社区活动和其他服务的机会，从而改善
残疾人和残疾儿童的生活质量。如果按照《残疾人
权利公约》考虑问题，而且如果技术开发者将人人
享有视为优先事项，信通技术就可以成为确保为残
疾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驱动因素。然而，
与其他方面一样，这方面的文化规范可成为获取和
使用技术的障碍。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

人工智能有望带来新一代的可持续发展解决
方案。然而，为了培养公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
任，人工智能法规和行为守则应该妥善平衡技术进
步与人的隐私权和人类尊严这两方面。224	数字化经
常被描述为社会必须适应的一场巨变。另一方面，
必须塑造数字化，使之能够成为支持向可持续性转
型并同步发展的一个杠杆。225	例如，既已预计技术
变革会导致不同规模的失业，决策者就必须与私营
部门合作，提供有效措施，支持置换出来的工人从
事新的工作。226，227

数字化将以无数方式打造我们的整个未来——	
我们工作、出行、互动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必须确
保以全面而且富有远见的方式塑造数字革命，优先
考虑公平、无障碍、包容、人的尊严、国际合作和可
持续性。228，229



37

变革

2.5. 切入点1——人类福祉和能力

要旨

1.	 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在人类福祉和能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中包括预期寿命、教育和生活
质量改善，但极端匮乏依然存在，进展仍不平衡。国家、区域、地方当局和社区应注重缩小最有可能
在其本土掉队的社会群体在机会和权利方面的差距。

2.	 刚刚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和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形式的40亿人仍然极易受到可将他们推入极端贫
困的各种冲击的影响。必须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并建设应对能力，特别在贫困和脆弱性集中或数百
万人有可能掉队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3.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限制了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可获得的机会，并进而限制向上流动的
机会，从而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改变获取机会的可能性可以扭转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以及机会
不平等不断加剧的趋势，并支持向上流动。

4.	 消除全球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目标，需要扩大干预手段和措施，解决教育、保
健、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和能源、获得环境卫生服务、感染传染病的风险和事关福祉的许多其他
关键方面存在的多维和重叠贫困。经济增长有助于减缓绝对收入贫困，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本身无
法解决多维贫困问题。改善福祉必需衡量并直接克服不平等和匮乏问题。

5.	 在争取实现可持续性的斗争中，人是最大的资产。促进人类福祉和保护地球资源需要扩大人的
能力，使民众有权能并有手段带来变革。还需投资完善儿童早期发展，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加强防
范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的就读率，延长健康生活的年数，关注精
神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

《2030年议程》确定了“消除一切形式和表
现的贫困与饥饿，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
健康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的道路。促进
人类福祉，包括物质福祉和健康，以及人们珍视的
其他生活方面，如教育、发言权、享有清洁和安全
的环境和应对能力，230是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人类福祉不仅原本就很重要，而且人的能力反
过来又可按照一整套知识、技能、才干和身心能力
推动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虽然健康和教
育常被视为发展成果，但它们同时也是实现全球发
展议程各个关键方面的手段。231

增进人类福祉的工作已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
平均而言，人们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健康，

受教育程度更高，可以获得的资源更多。尽管如
此，极端匮乏的情况仍然繁多(见图2-3)。特别在最
不发达国家，贫困、文盲、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
产妇死亡率仍然很高，同时有数百万人无法获得安
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即使是已经摆脱贫困
的人，也可能容易受到冲击、灾难和意外健康问题
或工作变化的影响。这些情况可能将他们重新推入
贫困。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正在经历日益加剧的不平
等，以致限制了向上流动的机会。232	目前的状况不
仅限制许多群体和个人实现人权和尊严，而且限制
人类采取行动克服实现《2030年议程》所面临的许
多紧迫挑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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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人类福祉和能力：全世界存在的不足之处

基本匮乏现象在减少，
但需要采取行动，
全面消除匮乏 

必须建设应对冲击的能力，
以保障在福祉方面
取得的进展

必须消除
机会不平等，从而扩大
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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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获得
互联网服务的人

2.5.1. 障碍

重叠集中的匮乏现象

收入贫困、健康状况不佳、教育水平低、无法
获得水和环卫设施以及其他匮乏往往重叠交错。233

家庭和个人经常遭受多种贫困形式。这点可以用多
维贫困指数说明。该指数反映每个人在教育、健康
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严重匮乏情况。2015年，每天生
活费不到1.90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降至7.36
亿。234然而，囊括105个国家的2018年多维贫困指
数却呈现出一幅更加令人清醒的情景，表明13亿
人生活的家庭存在各种重叠交错的匮乏。235此外
还有明确证据表明，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减少得
更慢。236

这些匮乏现象集中在特定区域和群体。妇女、
老年人、少数族裔和少数种族、某些宗教群体、土

著人民、残疾人、儿童和其他群体的各项福祉水平
在许多情况下低于人口平均水平。在多维贫困人口
中，有11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
童。237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42亿多维贫困人口，南
亚紧随其后，有5.46亿。238	大多数极端贫困人口也
集中在这些地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困的
人数在增加。239

这些匮乏现象不仅重叠交错，而且相互依存、
彼此加剧。例如，无法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环
境卫生服务和个人卫生服务的人可能因此失去健
康，特别是罹患腹泻疾病，而腹泻可能导致重病乃
至死亡，婴儿和儿童尤其如此(见方框2-5)。2012
年，无法获得上述这些服务导致大约842	 000人因
腹泻而夭折，其中40%以上是5岁以下儿童。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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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这意味着大量家庭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并且
在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医疗保健费用时重新陷入
收入贫困。248	大约8亿人至少将10%的家庭预算用
于支付自己或生病家人的医疗费用。249	特别是由于
对前往农村工作的激励措施不足和（或）缺乏招聘
和留任的激励措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无法获
得源源不断提供的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和教师。250

减少收入贫困可以通过公平的经济增长实现，
但解决多维贫困问题更为复杂，需要同时采取其他
干预措施。251	虽然保健和教育常被认为是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的成功发展成果，但也是实现议程其他
关键要素的手段。252	例如，健康有助于减少贫困、
获得优质教育和减少不平等；同样，优质教育是
生殖健康、死亡率和贫困乃至社会公平、社会凝聚
力和环境可持续性等许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决
条件。253

匮乏代代相传

父母一代的匮乏通常会限制子女的机会，因此
匮乏通常会代代相传。例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
入水平是子女教育程度和未来收入水平的有力预
测变量。254	这点在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中尤为明显：
在最贫困的国家，来自最富裕的20%家庭的小学生
学习成绩达到理想水平的可能性是来自最贫困的
20%家庭的孩子的4倍。255	在低收入国家，最贫困
的20%人口中，只有4%读完中学。256	由于父母缺乏

健康方面的知识，而且无力支付优质医疗服务，收
入贫困也与健康状况差密切相关。257

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最贫困家庭患
疟疾的比例为23%，而最富裕家庭则为1%。258	在
尼日利亚，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妇女一般享有更好的
教育和保健服务，因此知道艾滋病毒会通过母乳喂
养传给子女的可能性几乎是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妇女
的两倍。259	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或家庭抚
养的子女更有可能营养不良，260	更没有机会获得安
全管理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261

必须提高应对能力，以确保在福祉方面 
取得的进展 

贫困家庭很容易遭受冲击和挫折。例如，有人
生病或死于传染病就会产生重大的健康、经济和社
会成本。262，263	在自然灾害或疾病爆发期间，会有许
多家庭同时发生这种情况。例如，气候变化可以产
生长期影响，对弱势群体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可能
更无法应对自然灾害，并且更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
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见方框2-6)。

当技术变革导致技能过时并消灭就业机会时，
贫困家庭也容易受到影响。264	面对失业或失去其
他收入来源的情况，没有太多积蓄和没有社会保障
的家庭可能会节衣缩食，减少医疗开支，或放弃支
付子女的教育。全世界大约有40亿人缺乏社会保障
福利。265

方框2-5：	
无法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普遍现象

水对生命和发展至关重要。如今，超过20亿人在饮用受到污染的水。241	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儿
童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242，243	约7.85亿人无法获得任何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从地表水源获得
饮用水的人一半以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缺乏基本服务的人有80%生活在农村地区。244

2017年，仍有6.73亿人露天排便，20亿人没有基本卫生服务。245	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最糟
糕。这些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服务，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有配备肥皂和水的洗
手设施。246	这些差距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和婴儿
处境最糟糕。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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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面也需要注意增强应对冲击的能
力：例如，采取步骤尽量减少由于人的流动和气候
变化造成的传染病传播，或尽量减少可能影响个
人收入和经济健康的资金波动。在日益相互依存
的世界中，危险和风险往往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贯
穿于社区、社会和经济，导致系统性的连锁风险。

《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强调，建
设抗灾能力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贡献。执行《仙
台框架》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联合国协定，如《巴黎协定》和人居三大会
通过的《新城市议程》。266	

方框2-6：	
气候变化对最脆弱群体的影响格外严重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影响整个群体，但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穷人通常更有可能住在洪
泛区，用不坚固的材料建造房屋，生活在没有空调抵御热浪的条件下。267	他们也更有可能靠自然
资源为生。

贫困家庭也不可能有保险。在低收入国家，只有1%的家庭和企业有巨灾保险，而在中等收入
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分别为3%和30%。268	大多数人依靠家庭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保险，
但这种支持并非总能获得，特别是当灾害影响遍及整个群体时。为了应对灾害，贫困家庭可能不得
不出售资产或减少消费。这使他们未来的处境更加脆弱。269

这种格外严重的脆弱性看得见摸得着：从收入损失到健康恶化不一而足。1998年洪都拉斯
米奇飓风期间，较贫困家庭尽管受灾面相对较小，但资产损失(31%)却比收入较高的家庭(11%)大
得多。270	在孟加拉国，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淡水的盐度增高，致使沿海地区的居民日益面临健康
风险。271

气候变化对残疾人的影响也最大。残疾人可能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或能力。272	妇女受到
的气候变化影响也格外严重：她们往往缺乏土地权，缺乏获得资金、培训和技术的机会，273	而且对
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样，许多土著人民不具备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财力或技术能力。274	然
而，如果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将妇女、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纳入其中，他们就能成为强有力的变
革推动者，因为他们直接见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社会、经济和政治障碍

人们遭受匮乏不仅是由于缺乏技术或资金，而
且往往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结构以及
歧视性法律和社会规范有关。因此，女性通常比男
性机会更少；穷人比富人机会少；移民比公民机会
少；一些族裔比其他族裔机会少。275	其后果是排斥
和边缘化。最贫困的人往往遭受相互交织的各种匮
乏-	贫困、年老或年幼、族裔、性别。

例如，在一些国家，妇女受到童婚传统和限制
其财产权的法律的制约，或者需要丈夫批准才能工

作。通常妇女还承担大部分无偿照护工作。这限制
了她们获得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有偿工作的机会。

残疾人面对多重匮乏，可因此在经济、政治、社
会、公民和文化生活中受到排斥，包括在就业、教育
和保健服务方面受到排斥。据估计，80%的残疾人
生活在贫困中。276

难民和移民也面临诸多障碍(见方框2-7)。需要
采取行动，解决导致难民潮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冲
突根源和弱势原因。还需要采取行动，促进安全有
序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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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7：	
确保难民和移民数得清、看得见

如果我们不帮助身陷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们，世界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那里
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掉队的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多达五分之四的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
家无法如期到2030年实现选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277	到2030年，大约85%仍处于极端贫困
的人（约3.42亿人）将位于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也是难民通常长期居住的国家；在15个收容难民的
主要国家中，12个被视为脆弱国家。278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在将身陷危机局势的人（包
括难民）排除在外、抛在后面。

2018年，在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46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包括几十年来收容难民的一些
国家）提到难民群体的需要和贡献，而且这些国家的数据报告并不一贯。此外，这些群体通常根本
不包括在国家收集的数据之内。家庭调查除了极少数例外，通常忽略不在传统家庭环境生活的人，
包括难民营中的人。不住难民营的难民占难民总数的75%。他们也有可能成为看不见的群体，因为
国家人口普查通常不统计，发展计划也不列入。如果不加快为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的群体采取
行动，不将身陷危机的人们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报告，我们就无
法实现这些目标。有必要采取行动，纠正这一进程。

难民并不是唯一面临掉队风险的群体。那些为了获得工资更高的工作、克服阻碍社会经济流
动障碍而移徙的移民，也容易遭受各种风险和结构性障碍以及各种形式的歧视。移居到一个新的
国家往往会使移民的工资增加两倍，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并寄汇款资助国内的亲戚。279	然而，
对许多机构而言，移民不在其视野之内，因此，有关确保权利、安全和发言权的承诺有可能忽视移
民。有必要进一步考虑以下做法：减少招聘和汇款费用，为此作出更多更广泛的国家和全球努力；
承认移民带来的技能；增强社会保障覆盖的可携带性；取消对流离失所者获得有偿工作的限制。
最近通过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变革能力

对可持续发展而言，最大的资产是人。需要增
强人们的权能，并使他们参与社区生活，从而对生
活感到高度满意，健康而有尊严地步入老年。人们
要应对新兴技术，就需要掌握必要的能力。280	这意
味着提高学习机会、保健和创新资源方面的标准。
目前，全世界有6.17亿儿童和青少年没有达到最低
阅读和数学水平。这是不可接受的。更令人关切的
是，这些儿童中有三分之二身在学校但并未在学
习。281	儿童在早期获得优质教育以及随后获得小
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对培养所有人的能力至关重
要，对决策者和科学家应对《2030年议程》所体现
的各项挑战也至关重要。	

同样，全世界可以更好地改善健康成果。2016
年，全球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2岁，但出生时健康
预期寿命仅为63岁。282	即使在较富裕的国家，人们
也可能缺乏心理健康方面的充分支持。例如，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收入国家，抑郁症患者得
到充分治疗的比例只有五分之一左右，而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只有1/27。283	每个人都
应能够享有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

2.5.2 变革杠杆 

要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就需要采取更
有力的行动，改变社会促进人类福祉和建设人类
能力的方式。这对以下目标而言尤其如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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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贫穷)、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4(优质教
育)、目标5(性别平等)、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
施)、目标10(减少不平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
会、个人和科学家可以循证开展新形式的合作。他
们可以围绕对人类福祉和能力进行投资这一价值，
创造新的激励手段和观念，打破贫困和匮乏世代相
传的循环，增加优质教育、保健、营养、清洁水、能
源、卫生和技术——这些都是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
关键要素。

治理

扩大人的能力、克服匮乏和不平等不仅要靠政
府，而且要靠许多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贡献，后者需
要使政策在实践中行之有效。

普及服务普及服务——消除贫困、缩小机会差距和建设
能力需要普及保健和教育，此外还需要清洁水、卫
生、能源、电信等服务。具体目标3.8旨在确保普遍
获得基本的优质保健服务，但这种服务需要配备
辅助方案，确保最需要者获得和使用这些服务。否
则，保健或其他服务方面的额外支出会过多地惠及
较富裕的群体。284	此外，在提供保健服务时收取自
付费用和使用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约占保健支出

总额的30%至70%以上)是保健系统筹资最倒退的
模式，往往给穷人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285

例如，乌干达和其他国家取消了公共保健设
施使用费，并一直免费提供艾滋病毒、结核病和
疟疾治疗。如此可显著增加最贫困人口对服务的使
用。286	这将意味着减少正规的自付费用，并建立预
付费保险机制以获得优质保健服务。287	获得服务
的机会平等可进而帮助减轻贫困(见方框2-8)。

同样，所有男女儿童都应该有机会获得优质教
育，从学前教育到初等、中等教育以及技术、职业
和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学费及课本、用
品或校服特别对穷人而言或许构成限制因素。

确保优质服务确保优质服务——政府应提供各种激励措施，
增加服务提供商的数量，提高资质，延长服务时
间，并提高绩效。288	各国一直试图通过提供财政和
实物激励提高工作人员的留任率，尽管关于结果的
经验证据不多，即便有也是喜忧参半。289	各国还需
确保提供和鼓励新技术、新工艺培训。例如，教育
系统需要满足对终身学习和高级技能的需求，而发
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则需要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
技能。保健和教育服务也需发展，以满足新需求。

方框	2-8:	
解决不平等问题有利于减贫290

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即人均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货币门槛）的目标，以及努力实现
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是国际发展的突出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10商定的目标。认为国内不
平等加剧是减轻贫困的代价显然是误导人的想法。相反，研究有力地表明，减少不平等可能与减
少贫困密切相关。一项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164个国家，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97%，目的是根据不
同增长和不平等假设模拟2018年至2030年的一系列全球贫困情景。这可量化贫困和不平等目标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国内不平等保持不变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货币基金
组织的预期增长，则2030年极端贫困(每日生活费不足1.90美元)人口将保持在5.50亿以上，全球
极端贫困率达到6.5%。如果各国的基尼系数每年下降1%，则全球贫困率可在2030年降至5.4%左
右，相当于极端贫困人口减少1亿。291	各国基尼系数每年降低1%对全球贫困的影响大于各国年增
长率比预期提高1个百分点。实现一个百分点的更高增长率往往比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将基尼系
数降低1%更困难。这表明减少不平等或许是减少极端贫困的最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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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2-8(续):

根据不同增长和基尼系数情景模拟全球贫困

����年至����年增长率
����年至����年增长率，约�%
����年至����年增长率，约�%

基尼系数无变化
 基尼系数每年改变约�%
 基尼系数每年改变约2%

改变增长率 改变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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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以每天1.90美元衡量的预计全球贫困率，假设各国每年低于或超过
《世界经济展望》增长预测1或2个百分点(左图)，或假设各国严格遵循《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
但每年将基尼系数降低或提高1或2个百分点(右图)。

消除法律和规范中的歧视消除法律和规范中的歧视——各国需要加强法
治，强制执行反歧视法律，确保所有人都能有效诉
诸司法。在各群体包括男女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
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可以适用法律文书和激励措
施，包括平权行动法和配额、雇用做法和工资方面
的非歧视法律、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开展宣传运
动减少对某些群体的污名化言行、补贴服务、金融
普惠和获得身份证明等。292	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
仔细选择措施，以便惠及最有可能进一步掉队的社
会群体。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可以重点采取措施，
减少土著妇女与社会其他成员在教育程度和诉诸
司法方面的差距。

扩大社会保障以提高复原力扩大社会保障以提高复原力——社会保障应不
止限于从事正式全职工作的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
工作或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数十亿其他公民需
要支持以渡过难关。293	这方面的努力可以基于国

家与公民之间新的社会契约，体现个人、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和政府对社会福祉294	和促进各种社会保
险计划的累进融资（缴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
加）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295

经济和金融

消除匮乏、建设能力和开拓机会都需要投资。
政府可以增加公共支出，但这还不够，私营部门也
必须帮助获得更多资金，并提供新的供资方法。

激励私营部门对能力进行投资激励私营部门对能力进行投资——决策权大部
分掌握在私营部门手里，因此企业和行业必须分担
对人类福祉的责任。对各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的绩效
评估应明确包括他们对社会福祉、改善社区和建设
员工能力的贡献。296	这也应该反映在信用评级机构
的评估中。外国直接投资协议应包括对社会福祉的
贡献。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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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私伙伴关系，确保将公民需求放在首增加公私伙伴关系，确保将公民需求放在首

位位——公共资金即使有官方发展援助的支持，也远
远达不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水平。私营部
门，包括公私伙伴关系，还需作出更多贡献。298	所
有公私伙伴关系的设计都应确保公平分配风险，并
确保公共利益不会让位于私人或公司利益。

筹资协调系统筹资协调系统——许多筹资估计是临时之举，并
且因来源而异。最好用一个连贯协调的系统估计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需求，以补充联合国跟踪
进展情况的信息系统。299

鼓励私营部门对公益物进行投资鼓励私营部门对公益物进行投资——如果要对人
类福祉进行更多的投资，私营部门就将需要更大的
激励措施。可以通过政府监管和税收形式，将利润
引向必要的公益物。300	但也应当指出，优先考虑人
类福祉可以为福利投资创造巨大的商业机会。方框
2-9概述了一个已经取得成效的商业举措实例。

方框2-9:	
私营部门创新改善健康状况301

2014年，欧盟批准了ViiV医疗保健公司的创新型抗逆病毒疗法。该方法基于一种与其他抗逆
病毒药物一起使用的整合酶抑制剂，对感染艾滋病毒的成人和青少年进行治疗。该公司新的单药
片疗法已在美国和欧洲获得批准。302

ViiV医疗保健公司在所有低收入、最不发达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自愿免专利使用费许
可，以确保人们获得药品。在中等收入国家，公司则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和这种流行病对该国的影响
程度采用灵活的定价政策。根据14项免专利使用费许可协议，仿制药生产企业得以销售低成本版
本的ViiV医疗保健公司的所有抗逆病毒药物，供捐助机构和公共部门项目使用。

增加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渠道——家庭若没有银行账户或其他
资金来源，就很容易受到健康或教育方面的意外支
出的影响。现代技术可以促进金融普惠。像肯尼亚
的M-Pesa和孟加拉国的bKash这样的手机银行和
转账系统正在帮助没有银行账户的人。303

单独和集体行动

人类福祉的机会和结果由个人的决定、驱动个
人行为的激励因素以及集体行动的机会和驱动因
素决定。行为可能使各种技术、财政和政策行动产
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必须在决策中考虑人们的
行为。

将证据转化为选项将证据转化为选项——个人的决策出于多种原
因，并考虑多种信息来源。如果以清晰、有趣、易懂
和激发行动的方式宣传确凿证据，则人们就更有可
能照此采取行动(见方框2-10)。例如，社交媒体可
以聚集人们定期公开分享各自使用的戒烟、戒酒、

戒毒或减肥等问题的办法，从而支持转向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克服技术使用障碍克服技术使用障碍——以安全、方便和负担得
起的方式替代传统的获取水或能源的方法还必须
适合文化并满足用户的需求。例如，来自孟加拉国
的证据表明，许多用户不愿意转而使用新技术。304

因此，必须研究和资助满足当地具体需求的各种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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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0:	
改变行为强化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工作

2007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减少东爪哇盛行的露天排便的现象。这一举措基
于“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直接针对个人改变行为的机会、能力和动机。305	该项目对使用厕
所的障碍进行市场调研，并与当地报纸合作，责成领导人解决提供环卫设施的问题。该项目还力求
调动人们使用环卫设施的积极性，雇用辅导员向社区团体说明露天排便产生的粪便会如何污染饮
用水和传播疾病。306

这些活动逐渐减少了根深蒂固的有害做法。获选接受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信息的社区居
民在露天排便的可能性降低9%，建造厕所的可能性增加23%。行为的改变使目标社区人群的腹
泻发病率降低了30%。307	在其他国家，社区主导的整体环境卫生干预措施也已证明可以减少发育
迟缓。308	

增强每个人的权能以采取集体行动增强每个人的权能以采取集体行动——政策是
不同行为者群体之间辩论、对话、有时是斗争和冲
突的结果。在不平等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往
往是富人和有权势者的声音。为了使公众对话产
生满足每个人需求的行动，就需要倾听所有人的声
音。这可通过政党、工会、妇女团体和其他集体实
现。所有这些集体都需要组织自由以及获得信息和
知识的自由。309

科学和技术

科学和技术为更好地了解风险和可能性以及
指导不同的行动路线提供了许多工具。自然和社会
科学领域的新技术和研究正在扩大保健和认知发
展的范围，并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保健、教育和其
他服务的成本，有助于更有效地帮助残疾人和农村
地区的人以及其他有可能掉队的群体。310

用新技术提供服务用新技术提供服务——目前正在开发创新技术
解决方案，支持保健和保健设施的普及工作。其中
包括通过风险共担的方式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
向得不到充分服务的民众和行动受限的人提供远
程保健，并提供活动服务治疗和预防非传染性疾
病。311	此外，在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其他地方，用
无人机技术向偏远地区运送救生血液和药品。同

样，现在可以在网上为偏远地区开展更多的教育活
动。技术还可以增加师资培训和认证的频率和范
围。此外，技术造就的在线劳动平台为发展中国家
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创收机会，只要他们掌握适当的
技能和具备良好的连通条件。312	新技术还使包括
农村用户在内的各种用户能用更小型便携的设备循
环利用和净化水。313	此外，这些新技术还可以改变
生产流程，确保更快捷更便宜地提供服务，使发展
中国家也能享用。例如，3D打印使复杂组件能够廉
价开发和小批量生产。314

生成更好的数据生成更好的数据——扩展能力的政策应以详
细、分类的纵向数据为依据。这些数据跟踪人的整
个生命周期和几代人的情况。315	这意味着提高决
策者的数据收集能力和数据素养，使其了解匮乏关
系到人的一生和几代人，能够更好地针对需求采取
行动，并根据区域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设计政策。这
可包括使用大数据和分析方法。

推进医学研究和应用推进医学研究和应用——可以利用最新技术改
进公共卫生以及管理流行病和传染病。研究机构可
在整个保健部门开展合作，开发低成本创新型的预
防和治疗方法。这些措施可以应对传染性疾病和非
传染性疾病，尤其鉴于这些疾病在中低收入国家
发生变异，并帮助妇女，因为妇女的不同症状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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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求往往不包括在医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这些措
施还可涉及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或应对日益严重
的抗微生物耐药性的策略。316	可以努力发展低价、
大批量模式，从而扩大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

诊断测试、药品、补充剂和计划生育的途径。317	最
后，新的数据收集形式可有助于减少传染病的蔓延
(见方框2-11)。

方框2-11:		
使用新兴技术缓解卫生突发情况318

西班牙电信研究所（Telefonica	Research）与科学交流研究所和联合国“全球脉博”举措合
作，目前正在哥伦比亚监测寨卡病毒在地方一级的流行情况。这涉及利用基于电信运营商为计费
目的创建的呼叫详细记录的移动电话数据，包括电话呼叫、短信和数据连接方面的数据。这些数
字踪迹连续收集，提供了一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而且相对低成本地跟踪和识别人的活动的方
式。这可以帮助公共卫生当局及时规划干预措施。在墨西哥，Telefonica与政府合作，通过监测公
民手机的移动形态应对H1N1流感的蔓延。319	

增加获得技术和信息的机会增加获得技术和信息的机会——人们越来越需
要通过移动电话和互联网获取包括卫生和教育在
内的许多服务。到2017年，全球手机用户达到78
亿，互联网用户达到39亿。320	预计还会进一步增
长。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至2025年间，
不重复统计的移动用户数量预计将从4.44亿增加到
6.34亿。321	尽管如此，这意味着世界上近一半人口
(48.8%)不使用互联网。这些人更有可能是女性而
不是男性，而且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地区。322	增
加互联网接入意味着改善技术基础设施，首先是提
供电力服务，并加大移动技术使用方面的培训。

2.5.3 综合的变革途径

促进人类福祉的途径最终需要众多行为者之
间的合作、协作和对话，并采用多种变革杠杆。独
一无二的途径并不存在。各区域需要开展和为特殊
处境国家开展的努力组合各不相同。	

正如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是孤立运作的一样，治
理、经济、行为和技术的杠杆内在相联。一个领域
的变化会引发其他领域的变化。需要摸清和理解这
些联系，以便知情地开展促进福祉的行动。

多维做法多维做法——各国应多方面衡量和解决贫困问
题，特别关注与各自国情和本国定义最相关的贫困
形式。323	通常由政府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应对多
维贫困达成一致的理解。多维贫困通常包括教育、
卫生、食品/营养、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匮乏，以
及每个国家根据其内部商定认为对其重要的其他
方面的匮乏。在此基础上，各国可以重新思考国家
的发展进程，以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加强
各行为体之间以及各部委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见方
框2-12)。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增强妇女权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增强妇女权

能能——增加妇女和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包括进入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能对人类福祉和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巨大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妇
女比例一直在增长；事实上，这一比例比男性高出
4.4个百分点。324	但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中，妇女落在后面，只占学生人数的35%。325	增加
科学领域的妇女人数可以为她们提供更好的工作
保障和高薪工作。为此应从改变人的行为入手，使
女童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中感受到鼓励
和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改善媒体对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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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描述解决。326	家庭对塑造女儿的未来和儿
子的观念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和观点
的影响。327	教育机构、教学技术以及教师必须对女
童有同等的期望，采用性别均衡的课程，考虑女童

的兴趣，并提供实际操作的学习机会。入学环节也
可以通过公私捐助的奖学金基金实现性别平衡。328

私营部门也需要认识到，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领域劳动队伍中的妇女人数，对商业有利。329	

方框2-12:	
在国家一级衡量多维贫困

多维贫困衡量标准查明人口中普遍存在的脆弱方面，并相应衡量其严重程度。在这些方面匮
乏的人意味着无法获得这些方面的权利、服务或物品，在国家一级即可定性为掉队。然后，国家可
以在各方面和各部门之间协调社会发展努力，根据一个连贯逻辑(多维贫困衡量标准)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

各国选择的方面不尽相同，可以根据国家的宪法优先事项进行选择，确定保障更好生活结果
所需的基本条件。不丹、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巴拿马和其他国家都根
据本国的具体需要和优先事项设计了自己的多维贫困方法。对其中许多国家来说，牛津大学贫困
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非常重要。目前已经生成可按弱势群体分类的数据，并提供了可长期
监测的指标，用以跟踪进展情况，并帮助制定公共政策。

2009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正式实施多维贫困衡量标准的国家。330	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
委员会制定了由6个同等权重的社会维度组成的衡量标准——教育和保健服务、社会保障、住宅质
量和空间、住宅基本服务和粮食不安全。此外还有2个收入门槛：收入贫困线和极端收入贫困线。
该标准确定的社会维度是《2030年议程》的一部分。墨西哥也在同时落实目标1、2、3、4、6、7、10
和11。

联邦、州和市政府依据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的数据，共同努力减少社会匮乏。政府
各部委通过工作组协调并着重扶贫方案，为每个贫困维度制定具体目标。2014年至2016年期间，
多维极端贫困率从10%降至8%。331

始终关注儿童早期始终关注儿童早期——儿童早期贫困，甚至出生
前的贫困，会影响相关个人成人后的成就及其一生
的行为和健康。332,333	同时落实营养、健康和教育
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针
对孕妇、幼儿（特别是单亲家庭的幼儿）和孤儿。334

这项工作应该包括产妇心理健康和支持母乳喂养，
并鼓励心理社会激励措施。335	企业也可助一臂之

力，如在工作场所提供托儿设施、给予带薪产假和
陪产假。之后，必须确保普及儿童早期教育，消除
上学的隐性成本，同时改善学校设施，提供安全管
理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336	(见方框2-13)。此外，在
学校提供膳食可以提高最贫困家庭儿童的到校率，
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良。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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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3:	
儿童早期的干预措施可建设能力

儿童早期享有适足营养和社会呵护会极大地影响成年后的收入、社会参与和健康等重要结
果。在牙买加对129名发育迟缓的儿童进行的研究发现，旨在发展儿童认知、语言和心理社会技能
的游戏课提供的早期刺激干预对教育程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减少了对暴力犯罪的参与，338	而且
20年后，接受干预组的收入比对照组高25%，甚至赶上了非发育迟缓对照组的收入。339	因此，对
弱势儿童采取早期干预措施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并弥补发育迟缓。

其他研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比较，以便确定影响力更大的儿童早期干预措施。一项对12个发
展中国家的早期教育长期惠益分析发现，参加学前班的儿童平均在校时间多一年，而且更有可能
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340	来自40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表明，注重父母支持、早期刺激和教育、
营养和健康、收入补充以及全面和综合方案的儿童早期发展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中综合方案产生的影响最大。341

另一项调查发现，在绝大多数疟疾盛行的国家，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疟疾
防治方案使儿童在校年数和达到的年级水平大幅提高，并减少了推迟入学现象。342	

通过教育和增强权能建设复原力通过教育和增强权能建设复原力——教育能降
低易受环境变化影响的脆弱性。343	教育程度较高
的家庭具有更强的备灾意识，更能采用经得住考验
的策略应对自然灾害，遭受损失和损害较少，并能
更快地从灾难性冲击中恢复过来。344	受教育程度
更高的家庭也更有可能拥有现代化、电气化和其他
更清洁的能源，因此妇女和儿童较少受到室内空气
污染的影响。345	在数字时代，复原力也需要不断学
习以顺应技术变化。根据一些预测，到2020年，受
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短缺4	000万，中低技能工人
则过剩9	000万至9	500万。346	如此错配使教育和培
训不仅对青年人而且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未来的复
原力都至关重要。他们需要终身培训和教育机会，
以便能够始终善于应对技术变革。学生尤其需要数

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学会有说服力地写作和交流，
团队合作，具备领导力和系统思维。347	《2030年议
程》强调生态扫盲——了解维持地球系统健康运作
和维持生命的过程。348

创建新的伙伴关系并利用技术创建新的伙伴关系并利用技术——实施新的政
策和技术需要社区和私营部门的参与。349	因此，政
府需要系统地与利益攸关方合作，促使它们接受并
将之视为己任，同时提高可持续性和质量。在服务
欠缺的社区，尤其要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利用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独特技能和资源。保
健就是这种情况。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制
约因素使普遍提供服务的目标似乎无法实现。方框
2-14概述加纳的情况，以此说明创新做法和跨部门
合作对实现全民保健具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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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4:	
加纳通过伙伴关系提供保健服务

2003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依靠法律推行国家健康保险计划的国家，目标是免

费提供基本保健服务。350	2004年至2013年期间，该计划的活跃成员人数从250万增加到1	000多
万，覆盖约38%的人口。351	加入该计划后，产妇保健服务的利用率提高了，352	获得药物、诊所服务
和正规保健的机会增加了，353	并帮助推动了预期寿命的延长，1995年至2014年间从61岁增至65
岁。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在获得保健服务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影响到穷人和农村人口；354	福
利和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带来的财政压力威胁着该计划的可持续性。355

像非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加纳面临保健人员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医院。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加纳增加了医疗培训机构的数量，并修订了课程，使之反映当前保健方面的趋势。例
如，2000年代初，加纳采用了一项战略，增加保健服务部门部署的受过培训的助产士人数。于是，

每年有1	000多名助产士进入该行业，其中大多数在公共部门就业。356	加纳还建立了加纳内科和
外科医生学院，在境内提供研究生培训。作为新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纳还鼓励培训机构增加各
种卫生工作者的招生人数。357

加纳政府还与私营部门合作，扩大获得优质保健的机会，包括应用技术为偏远地区服务。例
如，无人机运输公司Zipline国际公司（Zipline	 International）计划扩大业务，向全国2	000家医

疗设施运送关键医疗用品。在加纳，3	000万人分散在广阔地域。无人机可以绕过山峦、河流和被
冲毁的公路，以大约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最偏远的社区运送物资。这方面的进展预计将惠及

1	200万人，并有可能帮助政府促进公平和健康的努力。	

2.6.  切入点 2——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要旨

1.	 经济增长显著增加了各国的国民收入，尽管并不均衡。这帮助增进了人类福祉，但对人类社会
和全球环境公域的影响则不可持续。	

2.	 近年来，经济增长严重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差距加剧，并导致未来继续恶化的预期。	

3.	 如果不解决与人类福祉、平等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取舍问题，当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可能不可持
续。这对实现整个《2030年议程》是一个挑战。

4.	 如今迫切需要解决致使匮乏永久化、产生社会经济和性别不平等、消耗全球环境共有资源并
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的那些经济增长和生产方面的问题；向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从而最
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影响，使机会均等，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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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庭、政府、企业和其他民间实体的许
多行为是创造就业、生计和收入的经济激励措施
和体系驱动的。这些措施和体系推动经济增长，产
生提供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资源。为了扩
大商品和服务生产（这一活动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等指标衡量），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聪明
才智。

然而，不应把经济活动本身视为目的，而应将
其视为可持续增进人类潜力的手段。重要的不是增
长的数量，而是增长的质量。事实上，目前组织生
产活动的某些方面很可能造成对社会有害对环境
则是灾难性的后果，将世界不可逆转地推过某些临
界点，并威胁今世后代的福祉。当经济扩大不平等

或永久维持低效率时，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他方面的
进展也会受到阻碍。

经济活动的利益与其成本之间的这种脱节并
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解决的，包括通过纠正不当
激励措施、充分考虑外部因素和执行适当的政策解
决。必须迫切如此行动：全球而言，人口在增长，寿
命在延长，而且由于要继续满足人们对更美好生活
的渴望，生物物理系统和社会正在承受更大的压
力。在各级将经济活动的利益与其成本脱钩本身就
至关重要，同时还可支持本报告其他5个切入点所
设想的系统变革。这种结果将大大加快方框1-8中
讨论的重组，有助于使人、社会和自然走上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表	2-4:	
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事实

经济增长可与
环境影响脱钩

各经济体需要创造更高、
更平等的生活水平 

��多个国家
自����年以来，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
降低了温室气体年排放量

����年，各国政府碳定价
收入为���亿美元，而����年为���亿美元  

近四分之三的国家
支付给工人的收入份额下降

2017

���亿美元 
碳定价收入 

2018

���亿美元 
碳定价收入 

到����年，全球初级原料使用量
预计几乎翻番 

2017

���亿吨
2060

����亿吨

平均而言，妇女的工资
仍然比男性低大约��%

��%的中等收入国家工人
生活在极端贫困或中度贫困中 

以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表明的经济增长
与废物产生之间的联系很说明问题(见图2-5)。在20
世纪60年代初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大致同步增长。之后从大约1980年开始

趋于平稳，但从本千年伊始又开始上升。这两者之
间的联系是个人、家庭和企业为响应经济所定的激
励措施而做出的千千万万个决定的结果。目前，这
些激励措施与《2030年议程》支持可持续发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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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进展的更广泛目标不一致。同时，实现这种平衡
确有可能，其证据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时
超过人均排放量的增长。

导致这种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将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作为经济规划的驱动目标，以为人类福祉的
其他重要方面与国内生产总值并驾齐驱。然而，国
内生产总值包括许多不一定有助于人类福祉、有时
是对人类福祉有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并排除了

人类进步的许多关键要素，包括健康的生态系统和
减少不平等。358	忽视与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的负
面结果（如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退化），或包括与
影响福祉的负面后果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如香烟
消费）限制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人类进步总体
标准的效用。必要转型的一部分是使用其他衡量标
准跟踪进展情况(见方框2-15)。

图	2-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

起初，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大致同步增长，后趋于平稳，
但从本千年伊始又开始上升

年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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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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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具代表性的衡量标准推动经济决策，
但要就一个行之有效的衡量标准达成共识而且为
各国所采纳可能需要时日。359	即使这一工作取得进

展，各国也应利用4个变革杠杆实现向可持续和公
正经济体转变的必要重组。

方框	2-15:	
可替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衡量进展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国家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目的是将一个国家的各
种经济活动汇总成一个数字。国内生产总值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推出的，作为汇总国
民收入账户系统收集的信息的一种方式。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整体经济健康状况的指标和
政策的数字目标，已变得无处不在。360	在大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是经济政策的首要	
目标。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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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2-15（续）

然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改善福祉的手段。改善福祉这一目标有多个组成部分，
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以作为衡量这一目标的适当标准。362	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包括对社会有积
极贡献但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的价值，如无酬照护工作。363	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反映经济不平
等。这种不平等会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加剧，但最终对社会福祉有害。国内生产总值也没
有将环境影响纳入经济决策。因此，几乎千篇一律地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推动政策最终会限制甚至
破坏《2030年议程》所要求的统筹确定优先事项和采取行动的做法。

一旦人们考虑到经济估值（如国内生产总值或收入）只不过反映福祉的一个方面时，这些局限
性就显而易见了。如果考虑到跨时间的因素，这些局限性就更加突出：顾名思义，国内生产总值仅
衡量现时价值，而可持续性还要求考虑可供子孙后代利用的资源。	

替代办法很多：混合指数，例如人类发展指数，其中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组成部分；绿色
国内生产总值，试图将有关可持续性和代际福祉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内；主观幸福感衡量标准。赫
费兹（Heffetz）(2014年)指出不可避免的务实权衡：太复杂的东西不可操作，但太简单的东西是错
的。目前的大多数想法提出了一套用于经济决策的指标，但对这套指标将包含哪些内容尚无明确
的共识。364

例如，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Stiglitz-Sen-Fitoussi）确定了以更全面的方式评估民众福
祉的8个关键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收入、消费和财富)、教育、健康、工作和其他个人活动、政治声
音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现在和将来的自然环境、经济和物质上的不安全；365	并认为群体和个
人在这些方面的不平等也很重要。366	他们建议使用指标看板而不是一个总的衡量标准评估可持
续性，并建议依据客观的物理衡量标准确定指标，如衡量环境损害危险程度的指标（如与气候变
化或鱼类资源枯竭有关的指标)。	

2.6.1. 障碍

生产估值未计入全部成本或附加值生产估值未计入全部成本或附加值——商品和服
务的价格没有反映负外部性的全部成本，诸如产生
和释放到环境中的废物。367	这些废物，无论是温室
气体、塑料、电子废物、纳米材料还是其他新物类，
其有害影响只有在相关产品广泛使用之后才能显
现出来，因而使人们更难以摆脱这类产品。对立即
感受到影响而且影响局限于生产者所在地的产品，
整改行动则相对容易。难处理得多的是负面影响显
现慢或分布面广的产品。

不断增加产生废物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不可持不断增加产生废物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不可持

续续——商品和服务消费对人的福祉至关重要，但国
家和民众在消费总量和消费类别上都存在巨大差
异。例如，截至2019年，全球约有8.40亿人仍用不

上电。与此同时，人均耗电量统计数最高的5个国家
的平均人均耗电量2016年达25.62兆瓦时。368

很多其他物品的消费也存在类似差异，而且体
现在不同国家为满足总消费水平而使用的资源数
量上。对高收入国家而言，人均材料足迹——为满
足一国人均消费而必须调动的材料数量——比中高
收入国家高60%，是低收入国家的13倍。369

虽然提升较贫困国家和民众的消费对促进福
祉趋同至关重要，但从目前的生产方式来看，这在
全球层面并不可行。按照目前的趋势，全球资源利
用将继续增长，到2060年达到人均18吨以上，相应
增加的是温室气体排放(与2015年相比增加43%)、
工业用水(与2010年相比最多增加100%)和农业用
地(与2015年相比最多增加20%，森林将减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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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草地和热带草原等其他自然生境将减少20%
左右)。370

如此使用资源显然行不通。相反，随着较贫困
国家和民众的消费水平上升加快，有必要在全球范
围推动消费向更绿色、更持久和再生商品转型，并
转向能够带来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活质量而且环境
足迹更小的服务。371

对可持续生产的投资不足对可持续生产的投资不足——根据不同的估
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需求每年为数万亿美
元。372	2017年，官方发展援助为1	630亿美元，平均
占国民总收入的0.31%，不到0.7%这一承诺水平的
一半。373	同样，尽管全球官方记录的移民工人汇款
总额相对较大(2018年为6	260亿美元，包括流入中
低收入国家的近4	810亿美元)，但往往无法用于生
产性投资。374	外国直接投资和公共部门融资可帮
助缩小差距，但仍远远不够。只有包括私营部门在
内的国家和国际金融体系对实现各项目标进行投
资，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举措需要大规模获得私人资本，仅银行业就
管理着全球近14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机构投资
者，特别是养老基金，管理着100多万亿美元；资本
市场，包括债券和股票，分别超过100万亿美元和
73万亿美元。375	根本挑战在于以雄心、透明和精准
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为可持续发展筹资。

跨管辖区共同生产的成本跨管辖区共同生产的成本——全球化将生产分
散到不同的国家管辖区，能够带来更为多样的商
品，激发创新，创造就业，减少全球贫困。但是，全
球化也会造成竞相降低环境或劳工标准。关键是污
染物也可全球扩散，而且监管或税收等国家工具可
能无法在全球范围实施。因此，国际努力有赖于谈
判和协调。376

大公司的存在给治理问题带来了进一步的
挑战。这类公司的业务本身就往往跨越多个国家
管辖区，而且在推进自身利益方面拥有雄厚的实
力。377	表2-1显示，在收入排名前30的全球实体中，
三分之一是公司。大量公司从事化石燃料，可见向
低碳增长道路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之一。378,379

 

	

表2-1： 
收入排名前30的经济单位

排名 国家/公司 收入(亿美元)

1 美利坚合众国 3	363

2 中国 2	465

3 日本 1	696

4 德国 1	507

5 法国 1	288

6 联合王国 996

7 意大利 843

8 巴西 632

9 加拿大 595

10 沃尔玛(美国) 482

11 西班牙 461

12 澳大利亚 421

13 国家电网(中国) 330

14 荷兰 323

15 大韩民国 304

16 中国石油(中国) 299

17 中国石化(中国) 294

18 荷兰皇家壳牌(荷兰/英国) 272

19 瑞典 248

20 埃克森美孚(美国) 246

21 大众汽车(德国) 237

22 丰田汽车(日本) 237

23 苹果公司(美国) 234

24 比利时 232

25 英国石油公司(英国) 226

26 墨西哥 224

27 瑞士 216

28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美国) 211

29 印度 200

30 挪威 200

													国家                                   多国公司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近年来，许多国
家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和财富差距空前扩大，主
要由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所推动。380	2017年，全
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总财富的33%。381	虽然最
贫困人口的收入有所增长，但处于中间的人群——
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充其量只看到收
入极为缓慢地增长。人们仍然担心，随着自动化程
度提高，包括技术工人中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会让
很多人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使财富和权力越来
越向顶层集中。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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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占世界人口
的一半，但在2017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
26.5个百分点(见图2-6)。383	在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女
性当中，92%为非正规就业，而男性为87%。384	非
正规经济中的就业通常没有保障、收入较低而且工

作条件恶劣。与此同时，女性承担的家庭无偿照护
工作负担过重——女性提供的照护工作大约是男性
的3倍。385	男女在劳动力参与方面的差距、不得不
从事危险工作和无偿照护工作是社会和经济进步
的障碍。

图2-6：	
2017年劳动力参与率

百分比(��岁及以上)

区
域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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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

美洲

非洲

世界

如今已在有力的实证证据基础上达成共识，认
为许多国家当前的不平等程度会降低经济增长本
身，除了带来棘手的社会问题之外，还会使经济更
加脆弱。386	位居顶层者会通过增强其在政治进程
中的发言权等途径，或者通过削弱反垄断和其他旨
在遏制垄断权力的监管工作的行为，努力巩固和延
续自己的地位。这也会使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387

这种活动会分流资源，使其无法更高效、更公平地
使用，并使较贫困的民众怀疑对实现《2030年议
程》至关重要的变革。

2.6.2. 变革杠杆

前文所述并非全部问题，但可说明经济何以会
最终延续不可持续和不公平的结果。只有通过经济
转型和改变经济政策，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从
而使增长与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脱钩。

此外，经济转型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实现可
持续发展和正义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道路。不同收入

水平的不同区域和国家，考虑到公共和私人利益，
面临的是一系列具体的挑战和权衡。每个社会都可
以《2030年议程》为指引，评估经济增长战略是否
纳入了公平和环境视角，并可参与全球伙伴关系、
合作和交流想法。政府可鼓励利益攸关方对话，确
保经济增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福祉，同时
不造成环境退化或加剧不平等。

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都要行动起来，或许还
需创建新的机构、监管部门和进展评估模式。这可
能需要时间，但即使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也
可通过4个变革杠杆，立即采用多个选项。

治理

许多问题可通过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现有协调
工具解决，以点带面产生全球影响。例如，表2-2388

总结了可用于处理负外部性的一系列工具，并按
照有否优先保护或补偿污染受害者或优先激励污
染者减少有害排放，对这些工具进行分类(见方框
2-16)。可视具体情况部署这些工具的不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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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按类型和人对自然的权利概念分类的政策工具

庇古手段(价格型) 科斯手段(权利型) 监管型 法律/信息/金融型

受害者 征税、收费、课关税 可交易许可证/配额
(拍卖)

禁令
严格责任
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

权利主要倾斜于 
押金退款
退还收费

(绿色)证书
共有财产资源管理

区划
业绩/技术标准

过失责任
金融监管
公众参与

污染者 补贴 可交易许可证/配额	
(自由分配) 许可证 自愿协议

信息披露

注：	表中所列大部分工具是以负外部性为基础，既适用于消费，也适用于生产。“干中学”正溢出效应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干预手段，如技术
标准、专利法等，可用类似方式进行分类。

目前，全球一级的协调较少。但一个有益做法
是平衡自上而下谈判的协议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干
预两者，先小步迈进，使用可行工具，测试其效力，
然后再逐步增强雄心壮志。389《巴黎协定》的执行
工作就遵循这一方法：各国可在历次执行和评估期
间逐步增强雄心壮志。然而，如此可能无法产生具
有必要规模的结果。例如，若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
献承诺相加，则意味着到2100年全球升温会高出

工业化前水平约3°C(并且还在上升)，远远不能达到
《巴黎协定》提出的2°C或1.5°C的宏伟目标(见方
框2-17)。390

其他做法可涉及由公民主导开展向公司施压的
运动。如果生产集中在特定部门的少数公司，就有
可能自行监管，进而在全球产生结果。像地毯标志
这样的运动就使南亚地毯行业消除了童工。391

方框2-16：	
化石燃料补贴造成的损害

化石燃料补贴有损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宾夕法
尼亚州匹兹堡承诺在中期内逐步取消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在全球范围，这类补贴
实际已从2012年的5	720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2	960亿美元。392	然而，这类补贴仍在大力鼓励低
能效消费，因为补贴扭曲价格，未反映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全部成本。据同一项研究估计，2017年，补
贴导致额外使用化石燃料约4.9万亿美元。393	因此，化石燃料补贴仍是妥善落实《2030年议程》的
一个主要障碍。补贴主要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约占70%)，煤炭补贴占比不到5%。394	

摩洛哥通过2012年启动的分阶段办法，成功进行了化石燃料补贴改革，为时3年，直至全面放开
价格。准备阶段的重点是查明会受影响的群体，对家庭和企业进行调查，并设计减轻影响的战略。
在第二阶段，政府对柴油、汽油和工业燃料油实行燃料价格部分指数化机制，随后逐步取消汽油和
工业燃料油补贴，接着是发电补贴，最后是柴油补贴，最终于2015年底放开价格管制。循序渐进地
提高价格有助于确保平稳过渡，维系公众对改革的支持。首先取消的是富人更有可能大量消费的产
品(如汽油)补贴，而对穷人影响最大的产品(如液化石油气)则暂缓改革。政府还采取措施扩大现有的
精准社会保护方案，以补偿取消补贴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政府还为公共交通提供支持，补偿燃料价
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并限制提高票价。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大规模开展宣传活动，促使公众
接受改革措施。改革工作极其有效地减少了预算赤字，同时保护了最脆弱的民众。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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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17：	
碳定价

能源、农业、运输和工业领域的人类活动对增长和福祉至关重要，但往往产生重大的负外部
性。作为副产品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导致气候变化。但是，由于市场不将环境破坏以及随之产生的
经济和社会损害直接计入成本，因此产生的负外部性实在太多。396	碳定价是减少含碳温室气体，
特别是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以及实现经济脱碳不可或缺的工具。397	 2018年，国家和区域两级有
74个此类计划，估计涉及总排放量的20%左右。398

更为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征收碳税，从而提高燃料和产生排放的其他材料的价格，进而减少需
求。399	税收可增加政府收入，但也会提高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直接影响较贫困的人，并可能
降低大型行业的利润。税收可能带来价格上涨，若不以某种方式缓解，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税
率因此也往往过低。针对气候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初始税率应在每吨二氧化
碳15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随时间推移不断上调，直到实现必要的减排效果)，400	才能推动足够大
幅度地减少用量。目前，全球实际碳价最高仅为这一区间的十分之一，而且在很多可能推出了此类
计划的国家，实际碳价近于零。401

有一个做法可以绕过提价引发政治反弹的问题，就是将全部或大部分税收返还给选民。例
如，瑞士将税收的三分之二退给家庭和公司。如果返还公民的金额足以抵消增加的生活成本，尤
其是那些最无力应对物价上涨的人，那么即便税金较高，也可变得能够接受。402	45名代表美国政
界各个派别的主要经济学家呼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403	很多国家也向公众舆论发出了类似的呼
声。收税足够高而且一以贯之，不但可以释放价格信号，激励创新和投资，从而助推实现脱碳和更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负担。	

监管驱动创新监管驱动创新——逐步收紧监管可以刺激创
新，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产生的废物，停
止使用氢氯氟烃(HCFCs)等破坏臭氧层的材料。生
命周期评估有助于确定这方面的限度。其他切实可
行的办法包括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如欧盟的排放
量交易计划，其中对经济的总排放量设定限额，但
让市场决定每个公司的排放量。对分散在很多单位
的生产进行监管至关重要，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小
企业便是如此。如果能够鼓励中小微企业采用前
沿生产技术，包括通过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协调转
让技术，它们就可以率先投入向可持续性转型的过
程。这类监管还须应对工人和社区可能面临的负面
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促进公正
转型。404

积极主动的政策促进公正转型积极主动的政策促进公正转型——向可持续性
转型会对就业、工人家庭和社区产生重大影响，减
少或淘汰污染行业的就业，创造采用现代清洁生产
方式的工作。405	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新技术和自动
化生产的部署也会减少劳动力总需求，甚至技术工
人也不例外。406	这种权衡可能对环境和社会整体
有益，但对受影响的工人及其家庭和直接相关的
社区则会产生人的代价。要使这种转型为社会所接
受，就必须顾及目前在资源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数百
万人(见表2-3)和其他将会失业的人。在很多国家，
能源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工作体面、有工会组织而
且相对高薪。这就加剧了人们对失业的焦虑。必须
通过提供社会保护覆盖、技能再培训方案、切实可
行的转型出路和社区帮扶予以解决(见方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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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按部门分列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就业

部门 占全球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份额(%) 直接雇用人数(百万)

能源，包括电力和供热 34.6 30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 24.0 1,044

工业 21.0 200*	

交通 14.0 88

建筑 6.4 110

*：	工业部门报告的就业数值仅为资源密集型工业的估计数。整个部门的实际数字更大。

例如，农业部门的全球就业人数超过10
亿。407	使用可持续技术增加农业产量可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帮助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
求，并维持农村就业。举例而言，这可通过改进作
物品种、减少粮食浪费、采用更可持续的农业生态

做法以及提高肥料和用水效率实现，但这种转型也
需要对培训和农技推广进行投资。同样，利用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技术优先推动普及用电可开辟创业
渠道，同时减少碳基能源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

方框2-18：	
为煤炭工人和社区实现公正转型408

加拿大承诺到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2015年，煤电占发电量的11%，占电力部门温室
气体排放的78%。加拿大煤电工人和社区公正转型工作队(2018年)估计，淘汰燃煤发电将影响近
50个社区、3	000至3	900名工人、12座以上发电站和9座煤矿。此举将加速该国已经启动的转型
过程。

工作队与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一系列磋商，确定了公正转型的7项原则，包括尊重工
人、工会、社区和家庭；工人参与转型的每个阶段；即时而长期的支持；全国统筹、区域驱动和地
方落实的行动。

工作队围绕6个领域提出了10项建议：

	f 	使公正转型原则贯穿规划、立法、监管和咨询进程，确保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持续采取具
体行动

	f 	确保就地提供支持，例如在受影响的社区设立转型中心

	f 	为因转型而提前退休的人制定养老金过渡方案，为其提供步入退休的途径

	f 	帮助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的人渡过寻找新工作的各个阶段，包括获得信息、收入支持、
教育和技能建设、再就业和流动

	f 	投资建设社区基础设施

	f 	资助社区规划、协作、多样化和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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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金融

激励私人资本流向更可持续的生产激励私人资本流向更可持续的生产——基础设施
可存在几十年之久。因此，将此类投资投向可持续
和对社会负责的用途至关重要。政府可在公共支出
和采购工作中这样做，并借助监管手段和通过减税
提供激励措施。但私营部门本身也可采用符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将投资导向
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尽管对这种转型的兴趣正在
增长，但速度还不够快，不足以产生实效。采用可
持续发展投资标识将能评估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现有投资流量占年度全球投资总额的比
例，从而提供技术上健全的分类系统，使市场明确
什么可持续，并帮助引导资本流向有利于可持续发
展的资产。因此，创建可持续发展投资标识要有一
个国际平台，可将标识认证的解决方案和投资者以
及相关信息提供者汇集在一起。该平台还应指导推
广标识认证方法和扩大信息来源的工作方案。

财政制度促进公平再分配财政制度促进公平再分配——再分配战略已经
是实现目标10关于不平等的具体目标的一种手段。
政府应商定减少收入不平等、造福穷人方面的明
确量化目标。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增加收入，将
公共支出用于特定目的——可以促进公平、资助公
益物并表明优先事项，从而使私营部门和其他方面
可以与之对接。来自多个国家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表
明，409	再分配并不损害增长，因此强化了财政政策
在这方面的潜在贡献。然而，税收制度的累进幅度
(即社会中较富裕的群体为更多公益物提供资金的
程度)以及支出与减少不平等相协调两者必须结合
起来考虑，以产生针对不平等的总体效果。总的来
说，在改善税收累进幅度方面，所有国家都可进一
步作为。在经合组织国家，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
1981年的平均62%降至2015年的35%。410	在发展
中国家，税收能力薄弱、非正规性（特别在收入分
布顶层）以及间接税比例较高都是税制累进幅度不
足的原因。

过去几年来，大多数类别的国家(发达国家、最
不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中位数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自全球
金融和经济危机结束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411	将

这些增加的税收用于再分配(优质卫生和教育服务
以及社会保护体系)，同时提高税收制度的累进幅
度和减少避税，将为社会带来更大惠益，同时巩固
可持续经济增长。412

国际税务合作也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许多经济
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国家管辖区，使跨国公司得以通
过在税率较低的管辖区系统报告利润这种税基侵
蚀和利润转移方式进行避税。413	各国交换税务信
息是打击逃税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对经济、社会
和政治稳定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其他非法资金流
动，如腐败和转移犯罪所得，也需要国际合作。虽
然这方面的可靠估计难以获得，但提高透明度、加
强协作和创造性地使用技术都是遏制逃税和其他
非法资金流动的必要手段。414

公共部门研发公共部门研发——从长期、面向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来看，市场价格信号并不一定为研发带来最优
投资决策。415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就可能需要
介入，或通过在公共机构内部进行研究，如大学和
其他公共研究组织，或通过补贴私营部门在关键
领域从事的研究，如疾病防控或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目标应是降低成本，使新技术能与旧技术竞
争。就气候技术而言，通过研究补贴对其开发和部
署进行积极的早期干预成本更低，而且还能减少转
型所需的碳税。416	除了对可持续技术的研发进行
投资之外，公共部门还可在更广泛地支持这类技术
的商业化、推广和采用方面发挥作用。

单独和集体行动

减少浪费性需求，促进负责任消费减少浪费性需求，促进负责任消费——在很多发
达经济体，基本消费需求大多已经满足，同时，材
料足迹庞大。417	现在的目标应该是改善福祉，同时
减少材料足迹。鼓励这种做法的规范包括修复、再
利用和协作共享。以这些目标为导向的社会运动，
特别是年轻人当中的这种运动，可以激励商业模式
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质保期，降低过期淘汰率。这
些可以带动经济运行方式发生持久变革。

工人推动变革工人推动变革——在前几次技术变革时代，工
人组织帮助确保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从而更
为普遍地分配提高生产率的惠益，加强社会凝聚
力。今后，工人组织可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但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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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和雇主在内的更广泛联盟可能更为有效，特
别是鉴于在许多国家和部门，劳动力参加工会的人
数在下降。418	颠覆性新技术和全球化表明，相当多
的人会从事自由职业或非标准劳动合同工作，如平
台劳动力市场上诸如约车服务司机的工作。考虑到
这些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世界的未来委员会提
出了措施建议，如覆盖所有工人不论合同状况的普
遍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平台治理系统。419	在这类情
况下，如果同时发展出创新性工人组织，则组织自
由可增强工人的能动性，提高其谈判实力。420

改变限制妇女参与劳动和延续工作中其他差异的改变限制妇女参与劳动和延续工作中其他差异的

社会规范和法律社会规范和法律——修订激励措施以推动实现工作
机会方面的性别均等具有重要意义。这应包括提供
更多的老幼护理服务选项，提供并鼓励陪产假，鼓
励男子分担无偿家务，同时消除有偿工作中对妇女
的工资和雇用歧视。同样，提高非正规工作的保障
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为此批准《关于家庭工人体
面劳动的公约》。421

科技

技术可有助于解决不得已的取舍问题，但通盘考技术可有助于解决不得已的取舍问题，但通盘考

量不可或缺量不可或缺——很多新技术有可能帮助缓解生产与
环境之间的取舍得失。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纳米技
术等创新使能源生产更可持续、成本更低。422	从
成本来看，太阳能现在可与化石燃料能源相竞争。
与此同时，可再生离网解决方案为成本高昂地扩建
电网提供了替代方案，因此可以更高效、更快捷地
向偏远地区输电。423	能源生产因此变得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在需求侧，举例而言，一部智能手机如今可一
机提供过去多部独立设备提供的服务。倘若还能
取代消费者使用的这些设备，则可能降低能源总需
求。424	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正在催生可加快脱离低效率、污染性生产和消费的
应用425——例如配备电动汽车阵容，或者利用改进
型遥控温控器更高效地管理家庭供暖和制冷。426

但是，如果效率提高后消费者增加消费量，或
者如果创新带来有害的副作用，那么这些创新就
不一定会减少总需求。例如，用电动汽车运营的约
车服务应该减少每次出行的碳足迹。但是，如果

乘客因此放弃效率更高、更方便的公共交通系统，
而且因此增加交通拥堵，那么总排放量可能会增
加。427	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新技术也可能将新的污
染物——新物质——引入地球系统，而这种物质或
许超乎现有的处理能力。区块链和云计算等应用也
需要大量能源。一旦生产效率提高导致失业，工人
的技能可能失去用武之地，就会产生更多的担忧。

2.6.3. 综合的变革途径

利用这些杠杆需要在多方面采取行动，动员政
府、私营部门、个人、社会和科技界的力量。应将短
期变化或地方举措视为迈向可持续发展长期目标
的第一步。在气候变化方面，政府的碳定价行动，
加上以人为中心的转型做法，可配合私营部门在创
新和投资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从而有助于打造包
容、可持续、强劲、平衡发展的经济。428	指导决策
的一个模式是循环经济概念，即规划废物管理以及
上游产品设计和服务开发，以延长产品寿命、减少
自然资源的使用(见图2-7)，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帮
助减少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
中小微企业创造生计和工作岗位，一旦采用循环经
济模式，还可帮助减少环境方面的得失问题。429

从“一切照旧”的道路转型短期内会有赢家和
输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见方框2-19)。另一个例
子是，当世界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进行关键转
型时，城市和企业领导人将需处理那些虽然仍可使
用但却已淘汰的“搁浅资产”。搁浅资产可能是留
在地下的矿物、为传统能源生产设计的基础设施、
化石燃料行业工作培训(见方框2-20)。在这些情况
下，必须改变参照系统，不是将它们视为资产，而是
负债，确保公平分配成本和风险。二十国集团已责
成其金融稳定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从
而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和有效性。430	迈向循环
经济的激励结构还必须考虑对贫困和边缘化群体
的影响，确保他们不会因转型而掉队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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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循环经济431 

惠益 
•  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温室气体排放、
   废弃物和原材料使用
•  保护自然系统
•  提升竞争力
•  新市场
•  就业机会 
•  社会惠益

产品和服务生产

产品和服务设计

原材料和回收
材料加工处理

消费、再利用、
优化、回收

贸易和物流
循环经济

方框2-19：	
在循环经济中满足穷人的需求

在向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注意保障穷人的利益，从而确保公正转型。432	例

如，政府可用碳税收入资助减贫方案，制定累进性气候政策补偿低收入家庭；引入并强化碳定价；

投资低碳基础设施；推出环境服务支付帮助农村穷人，同时实现减少毁林等环境目标；实施就业

保障计划，在保障贫困家庭的劳动和收入的同时，帮助建设能源和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433

在许多这些方面，巴西历来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致力于减少排放，积极解决贫困问题。例

如，生态服务支付方案“绿色袋子”(Bolsa	Verde)向农村最贫困人口提供现金转移，以换取森林保

护。另一个例子是根据为贫困和偏远地区供电的承诺向配电公司提供优惠。434	若干研究表明，直

接通过政策提供现代能源远比依靠经济发展帮助最贫困群体有效。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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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20：	
搁浅资产

搁浅资产是指提前过时或效用不佳而必须核销的资产。政府政策、技术变革、社会规范改变

或类似因素而引起的需求转变都会导致搁浅资产的出现。

环境方面的关切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的挑战，会造成这一现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关于《全球升温1.5ºC》的特别报告估计，为了有66%的概率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不高于工业

化前水平1.5摄氏度之内，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就不应超过4	200亿吨。这大约相当于将已知化石

燃料储量燃尽所排放二氧化碳总量的1/8。436,437	这意味着全球80%至90%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储量应保持不用，438	而且大部分化石燃料储量以及相关资本资产将成为搁浅资产。因此，已经为

开发化石燃料储备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已为此建设所需基础设施的公司将可能永远无法开采这些

储备并偿还债务。拥有化石燃料储备的政府的主权债券价值也会缩水。439

发电、建筑和工业等下游部门的资产也将遭遇搁浅。在发电和工业领域，搁浅资产是那些因

气候要求而应在预期技术寿命结束之前关停或淘汰的化石燃料电厂或工业设备。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估计，即使立即采取政策行动，2015-2050年累计搁浅的资产在建筑部

门将达到5万亿美元，在上游部门达到4万亿美元，在工业和发电部门达到1万亿美元。延迟采取政

策行动(即直到2030年才采取政策行动)将导致所有部门的成本至少增加一倍。440

搁浅资产累积有可能导致金融动荡。441	一项研究显示，欧盟的金融机构对持有化石燃料储备

的公司和化石燃料大宗商品的风险敞口超过1万亿欧元。442

需要采取政策措施抑制对可能搁浅的资产进行投资。这类措施包括提高碳价；从严监管；通

过税收激励、监管标准和优惠融资鼓励企业投资改造工作和提高能效。鉴于金融业的风险敞口，

这一问题也需引起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视。一些建议包括：将监管机构要求的压力测试扩展到会导

致搁浅资产的环境相关风险；提高环境相关风险敞口较高的资产的资本要求。443

存在这类风险因素的公司也应更加重视管理风险。降低这类因素风险的一个方法是使用金

融证券和其他融资机制，如巨灾债券、国家或国际保险联营和方案以及应急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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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切入点3——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

要旨

1.	 采取扩大现有粮食生产做法的方式满足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会有的粮食需求将与落实
《巴黎协定》以及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不相容。

2.	 在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的过程中，必须把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使全球更公平地获得营养
食物，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同时尽量减少生产对气候
和环境的影响，提高粮食系统的复原力。

3.	 粮食系统的转变需要包括气候变化和健康方面的考虑，以提高粮食系统的复原力，保障
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并确保营养食物的获取不受干扰。

4.	 技术创新是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的先决条件，但如果不改变治理、行为和经济激励措施，技

术创新本身无法实现这一过渡。

全球粮食系统由众多地方和区域粮食系统组
成，不仅包括粮食生产，而且包括所有其他与粮食
有关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地球自然资源和过程
的相互作用。444,445	如今的全球粮食系统对气候和
环境有影响，在全民健康和安全营养方面存在缺
陷，因而不可持续，446	此外也不能保证全世界人口
的健康食品类别。据估计，超过8.20亿人仍在忍饥
挨饿。与此同时，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都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肥胖和超重现象。全球有20亿成年人
超重，4	0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447

一个首要关切问题是：扩大现有粮食系统，以
便在2050年及其后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同
时可持续地生产非粮食农业商品(见图2-8)。448,449	

然而，若一切照旧，估计将有6.37亿人营养不足，450

而且增产导致的环境影响将使《2030年议程》的目
标根本无望实现。451	此外，虫害和作物疾病使全球
粮食供应面临风险，但通过更多地使用化学品管控
虫害和作物疾病会危及许多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452	因此，如果全球粮食系统要在未来可
持续地公平满足全球人口的需求，就不能选择一切
照旧的道路和扩大目前的做法。幸运的是，粮食系
统向可持续轨道过渡这一挑战并非不可克服。最
近的研究453	表明，粮食系统能够为全球90亿至100
亿人提供营养食物，同时大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需要技术创新、战略性使用
经济激励措施、新的治理形式以及改变价值观和
行为。454,455

全球粮食系统转变的最终结果必须是消除
饥饿和营养不良(目标2)，同时解决缺水问题(目标
6)，减少气候影响(目标13)，保护水下和陆地生物(
目标14和目标15)。只注重增加产量不可能实现相
关目标。不重视粮食生产的环境影响将反过来影响
粮食系统，即缺水、极端天气事件、土壤贫瘠、农产
品营养质量可能发生变化。456	这将使目标2本身无
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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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粮食系统和营养模式：改变粮食系统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全球需要更公平地获得营养食物 

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生产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必须考虑农业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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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障碍

向可持续粮食系统过渡面临许多近在眼前的
障碍:	

机制缺陷机制缺陷——为了确保没有人掉队，粮食生
产的大部分增长将不得不来自小户农民。据估
计，2030年将有7.50亿小农户在运作。457	目前，这
些农民很少获得机构、法律或财政支持。此外，基
础设施(通信线路以及储存和加工设施)投资往往惠
顾规模较大的生产单位，特别是参与全球供应链
的生产单位，而不是小农户。458	另一个关切问题是
粮食价格波动。这尤其是较贫困家庭的关切问题，
因为粮食支出占其收入相当大一部分。459	净粮食
销售者甚至也受到这种波动的影响，因为他们在食
物链中的议价地位薄弱，而且无法从更高的价格中
获益。460

所有权集中所有权集中——尽管全球粮食市场中有许多经
济行为体，但该市场的许多组成部分却由相对较少

的行为体控制。461	6家公司控制着大约60%的商业
种子市场和大约四分之三的农药市场。4家公司占
据全球谷物贸易的90%。462	集中使工业化农业做
法千篇一律，因此有可能削弱全球粮食系统的复
原力。463	此外，贸易和生产的集中会对小农户造成
障碍。

有害的农业做法有害的农业做法——粮食生产中的一些普遍做
法对农用土壤造成损害。数十亿公顷的土地已经退
化，而且每年还有1	2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可能无
法再用于粮食生产。464	土壤退化与《布伦特兰报
告》中提出的代际公平概念直接冲突。465	此外，农
业做法可导致水环境富营养化、地下水污染、土壤
酸化和大气污染。466	 2011年，全球温室气体氧化
亚氮排放量有60%也来自农业，尽管农业氧化亚氮
排放量占比似乎在下降。467	如果把所有与全球粮
食系统有关的排放都考虑在内，则占比超过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19%至29%。468	若无技术改进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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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式的缓解措施，特别是恢复土壤健康以增加
碳含量，而只是增加生产以满足2050年全球人口
的需求，则全球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幅将高达
87%。469	这种情况不符合《巴黎协定》和目标13。

粮食系统的浪费和粮食损失粮食系统的浪费和粮食损失——历史上，粮食消
费模式随季节变化。在全球性粮食市场上，粮食商
品供应的季节性和地理差异大为减少，于是在许
多国家形成了新的饮食习惯。然而，支持这些新习
惯所需的运输和储存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食
物浪费加剧。470	此外，供人类消费而生产的所有粮
食中，约三分之一是损失或浪费的。造成这种结果
有两个原因：一是物流不力，特别是要本地加工和
运输的易腐作物，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虫害和疾

病影响；二是营销做法依赖长时间运输和储存，并
鼓励消费者超量购买食物。47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粮农组织)发现，每年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造
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排
放量。472

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全球动植物疾病对粮食
安全构成威胁(见方框2-21)。气候变化扩大了新型
虫害和疾病出现的规模，而且贸易增加使虫害在国
家之间传播的速度加快。此外，栖息地的变化也与
农业集约化相关。因此，饮食习惯、气候变化和人
类健康错综复杂地相互关联。现有的世界粮食系统
对政策制定者构成巨大挑战，但也因此有可能通过
4个变革杠杆改变现状。473

方框2-21:	
作物疾病全球监测系统474

在全球一级，虫害和疾病造成的产量损失估计平均为小麦21.5%、水稻30.0%、玉米22.6%、
土豆17.2%、大豆21.4%。这些作物占全球人类卡路里摄入量的一半。植物病害的分布、寄主范围
和影响受气候变化和全球贸易驱动，而且其中许多病害在得到控制后还会蔓延或重新出现。虽然
很多国家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在监测和遏制作物疾病的爆发，但许多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
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因而延误了协调采取跨国对策避免疾病形成和传播的时机。

1951年通过了《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允许国家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的参与国进行合作，以
更好地认识受管制害虫和病原体入境和传播对农业的威胁。该公约有183个国家组织和10个区域
组织，成员与《公约》秘书处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合作。《公约》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在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处理大量受管制的害虫(仅欧洲就有大约400种)。

在过去十年中，疾病诊断学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借助以下手段：基因组测序；基于规律成
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CRISPR)的诊断；用于基因组流行病学、基因组预测、数据挖掘、数据分析
和建模的生物信息学工具；信息共享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这些进展将改变疾病爆发期间信息收
集的速度、准确性和丰富程度。例如，移动实时植物病害诊断这一接近实时、基于基因组学的小麦
锈病防治点诊断平台就直接为埃塞俄比亚的疾病风险预测提供信息。

为了更好地应对意外的作物疾病传播，科学家们提议建立一个全球监测系统，将证实有效的
生物安全做法和网络设施介绍到低收入国家，使这些国家能够迅速应对正在爆发的疾病，并稳定
粮食供应。全球监测系统模型基于以往疫情的经验教训、区域植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及高收入国家
的最佳做法。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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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变革杠杆

治理

有多层级行为体共同参与的良好治理是粮食
系统变革的关键。以下是重点关注的重要领域：监
测和纠正土地所有权，以避免土地过度集中，并确
保新一代农民涌现时不会面临土地价格过高的障
碍；加强土地保有权，加强公共投资并使之投向公
共产品，而不是诸如补贴能源密集型投入;476	国家
预防冲突的能力；水权，包括享用灌溉和地下水；
风险防范举措，以提高抵御粮食危机的能力。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加强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和其他社会方案可帮助弱势群体更有粮食保障。为
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复原力，各国政府可以与私营部
门合作，保护农民及其生计，帮助他们抵御环境冲
击及随后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并从中恢复。477,478

立法立法——立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态系统退
化，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恢复退化的环境，包括奖
励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并阻止不可持续的农
业和制造业做法对环境和健康造成负面影响。479

供应链供应链——政府可以改进可持续粮食生产的认
证和标签程序。这将降低生产者的交易成本，改进
监测做法，提高消费者意识，并确保提高粮食供应
链的整体透明度。为了确保适当认证，可以采用参
与式方法，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使这种制度可予推
广。480	为了确保这种程序和监管制约不会影响小农
户进入供应链的能力，应向他们提供支持。	

性别均等性别均等——尽管农业生产女性化程度提高，
但农业和粮食政策，包括培训和研发，却没有考
虑到妇女的具体需求。这错失了一个相当大的机
会。481	妇女参与资源管理决策过程的机会有限，也
较少有机会获得增加农业产量的资源。482	需要解
决和保障妇女的权利，使其能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和
整个供应链。目前极其需要加强妇女和女孩在粮食
生产、购买和分配中的发言权，加强妇女和女孩对
婴儿喂养决定的掌控权。例如，支持农民应用新工
艺和新技术的农业推广服务应有意识地考虑不同

性别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为此招
聘女性农业推广工作者。483

经济和金融

从地方到全球，粮食系统都由经济和金融机制
驱动。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变革可以使粮食供应链走
上可持续的轨道。这将需要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
参与。

保险保险——可靠的保险机会对帮助小农户抵御环
境冲击并从中恢复至关重要。小农户，特别是易受
气候相关灾害影响地区的小农户，使用与参数或指
数挂钩的保险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可选方案，而且
已经取得成功。484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棉农的一个此类计划表明，
可能已降低了风险，并鼓励农民增加了投资和生
产。485	World	Cover等非政府组织正在实施试点计
划。486	科学和技术可在几个方面支持这些计划：用
手机就可注册和参与此类计划；在一些国家，可以
通过参与者的手机付款。大多数指数计划采用遥感
数据监测天气和气象事件，以确定是否达到触发条
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此类计划可使大部分流程
自动化，并在超过触发点后向合格参与者付款。487

贸易协定贸易协定——贸易协定应包含整个粮食供应链
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切问题。贸易政策可有助
于减少不平等(目标10)，创造体面工作和包容性经
济增长(目标8)，并有助于气候行动(目标13)，但前
提是这种政策要与这些目标一致，并考虑国际劳工
组织的核心公约和多边环境协定。488

市场准入市场准入——在具有时空多样性而且种植适合
当地的动植物品种的中小型农场基础上建立农业
生态系统能够应对环境压力。489	但为了与工业化农
业系统的产出竞争，小农户需能更好地进入市场，
并获得地下水、灌溉、信贷和金融。

单独和集体行动 

改变粮食系统需要消费者、生产者和经销商改
变行为。这可能需要挑战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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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相关行为体更容易就可持续生活方式做出负
责任的决定，减少付出的成本。

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减少浪费必须基于提高消费者和
零售商对购买模式的认识，挑战占主导地位的一些
文化规范和期望，并在某些情况下改变立法。490	解
决食物链中的权力不平衡问题，确保零售商和食品
制造商不能强迫其供应商超量提供，对克服这一挑
战大有帮助。

营养营养——实施营养政策，提供食品和营养方面
的综合支持及服务，特别关注妇女、女孩、婴儿和
幼儿的需求，可有助于支持更好的健康结果，改善
个人的选择。这类政策应确保人们获得充足、安全

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积极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
和食物要求，并应支持适当的护理和最佳喂养做
法，特别是在营养需求增加的怀孕、哺乳和婴儿	
时期。

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在许多发达国家，消费者可以通
过少吃肉即采用少肉或无肉饮食减少对肉制品的
需求并改善健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主食转向
其他营养食物将改善营养状况。因此，饮食习惯的
改变因具体情况而异。食物消费模式可以从小通过
关于可持续和营养饮食的教育改变，也可以通过使
私营部门减少促销过度加工食品和有关广告的方
式改变。图2-9显示各种食物对环境的影响。491

图	2-9:	
食物对环境的影响：若干选定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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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

新技术可以优化粮食生产和分配，并就粮食系
统的挑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降低环境影响、提高营养价值降低环境影响、提高营养价值——发展可持续
全球粮食系统的先决条件是重点发展有助于使所
产粮食的营养价值能在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内
尽可能提高的那种技术。这包括能提高土地单位面
积产量、减少用水量、减少或消除向环境中释放杀
虫剂和活性氮磷的方法。492	有证据表明，不靠化肥
和杀虫剂的有机农业可能会对一些粮食系统变革

大有贡献。493	与传统耕作方式相比，不使用化肥往
往会导致产量下降。然而，比较传统耕作和有机耕
作产量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耕作方式的收成因地而
异，有机耕作并非总比不上传统耕作。494

还可以指出，传统农业对尽可能增产的研究比
有机农业和其他形式的农业生态研究的时间长得
多。鉴于后者对环境的影响大为降低，495	应该进
一步开展旨在最大限度增产的研究。最后，任何能
够增加土壤碳库的新做法或技术创新都会增加土
壤肥力，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千分之四倡

注：数据是来自119个国家大约38	700个盈利农场的平均值。尽管谷物蛋白含量较低，但谷物占全球蛋白质摄入量的41%，因此列入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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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关注土壤对粮食安全和气候的影响，目的是通
过实施适应当地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农业做
法，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碳固存。这尤其是农
业生态学、农林学、保护性耕作或景观管理建议的
做法。496

转基因生物也可能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并增加耐虫害、疾病、干旱、洪水和盐分的作物品
种。然而，转基因生物对粮食生产的益处十分取决
于具体情况。497	此外还有生物安全方面的考虑，即
转基因生物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
将其用在高度工业化的单一作物栽培系统中的潜
在负面影响，可能会侵蚀生物多样性，并常会损害
土壤健康，而且迄今为止，对创造农村地区就业少
有贡献，因为那里的种子成本仍然很高。498

可持续农业或粮食系统的做法应该始终将重
点放在成果目标上，例如改善营养和减少粮食不安
全、减少土地和投入的使用量、减少环境外部性和
改善农民生计。鉴于社会经济和农业生态因素差异
很大，实现这些目标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生产系统或
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持续集约化和精准农业将
是最佳方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有机或农业生态
系统作为气候智能型农业方法的关键要素，将提供
最大的净效益。	

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如果农民能够更好地获取市场信
息及气候和生产数据，就可以减少农场损失，增强
复原力。农业生态方法将需要彻底收集数据和进行
研究，以确定最适合农业生产、碳储存、提供高生
物多样性生境和生物物理气候调节的地区。499	建
立空间气候观测站的举措得到所有欧洲空间机构
以及包括中国、印度、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联邦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一
举措旨在保证免费获取可互操作的天基地球观测
数据。这将是通过地球监测系统提供水、粮食和土
地供应方面的有用信息的重要步骤。500	使用社交
媒体平台推特收集的数据可低成本地确定农产品
的实时市场价格。501	卫星图像可用于了解作物健康
状况，加上机器学习和无人机，便可建立详细的天
气模型，帮助农民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同时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502

基础设施和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输——需要投资建设农村道路、
电力基础设施、存储和冷却系统。在关注粮食系统
的基础设施和运输的同时，可努力使能源和工业转
向更可持续的做法，并努力改善营养食物的获取和
供应，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最弱势群体而言。

2.7.3. 综合的变革途径

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获取地球自然资
源。然而，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在全球人口中分布
非常不平等。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意味着必须增加
许多人获得地球自然资源提供的发展机会。然而，
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气候和
其他全球变化中看到，即便是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需求就有可能破坏以获取更多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发展前景。因此，使粮食系统走上可持续轨道所
需变革的首要主题是减少其环境影响，并确保粮食
系统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能改变粮食系统
的所有4个杠杆的作用因地而异，而且显然有许多
可行途径。正如目标17所述，要实现粮食系统的变
革，需要把各种工具、行为体和应地制宜的解决方
案结合起来。503	图2-10举例说明如何组合各种举
措，使全球粮食系统养活100亿人，并大幅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504

毫无疑问，有无数的行动组合可以创造通往可
持续全球粮食系统的途径。然而，要提高粮食数量
和营养质量，满足在2030年及其后养活人类的需
要的，显然不能基于增加粮食生产用地的总面积。
事实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5)可
能需要减少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总量，特别是考虑
到目前注重发展生物经济，据称这种经济有可能用
生物资源替代其他部门（即能源和塑料生产）的化
石燃料。505	生产这些其他社会用途的生物物质也
需要土地。技术发展，包括工业生产形式和新型蛋
白质来源，是减少粮食生产所需土地的重要因素。
然而，仅靠技术并不能实现所需变革。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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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减少农业排放量的解决方案 

减少粮食和其他
农产品需求增长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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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注：柱形图大小与相对影响成正比。

实心部分：农业排放量的变化
阴影部分：土地使用的变化产生的排放量

如果世界要在2050年多养活20亿人，就还必
须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这意味着改变从农田到家
庭的整个价值链，并需要收获、运输和储存(见关于
尼日利亚ColdHubs的方框2-22)方面的新技术，增
强贸易模式，改变消费者行为。507	生产和消费营养
质量更好的粮食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既
改善人民的总体健康(目标3)，又提高粮食系统的整
体效率，从而减轻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同样，技术

可以在改善营养质量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使新加工
方法和新产品经济可行并可供消费者使用。然而，
饮食选择也很重要。肉类消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人们每年只吃几次肉，通常
与仪式有关。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每天吃几顿肉。
肉类生产的环境成本特别高，特别是以谷物喂养动
物时，需要种植作物作为饲料。在许多发达国家，
减少肉类消费会带来健康惠益(目标3)。508

方框2-22:	
尼日利亚ColdHubs太阳能储存509

由于基础设施有限，农民要化时间才能把他们的水果、根茎和蔬菜运到市场。在市场上，由于
温度和光照原因，商品销售价格一天内会迅速下降。与清晨时的价格相比，一公斤西红柿的市价
到中午可能会下跌25%至50%。

到傍晚，没卖完的商品会毫无用处，农民们干脆将其扔掉。这不仅给小农户造成利润损失，而
且积少成多损失大量食物。当地估计显示，农民的年收入损失高达25%。易腐食品一旦离开水和
营养来源，就开始变质，商品的重量、质地、口味、营养价值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都开始下降。	



69

变革

方框2-22(续):

为了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主要问题，尼日利亚初创企业ColdHubs与德国研究人员合
作，开发了一种简单的太阳能储存设施，可以离网运行。ColdHubs采用即储存即付费的模式，让农
民可以在十几个当地市场选择把他们的商品储存在避免阳光照射的凉爽之处。储存设施的日常管
理由当地妇女负责，因为这家公司的经验表明，妇女经手付款更值得信赖。这样，解决方案不仅减
少了粮食损失，增加了小农户的收入，而且支持了妇女及其家庭的重要生计。

教育(目标4)是支持营养饮食选择的潜在重要
工具。例如，2012年，一些北欧国家将可持续性方
面的考虑因素纳入饮食指南。在芬兰，所有在校儿
童都享有免费午餐，于是这些饮食指南有助于从小
引导消费模式。城市和市政当局将安排学校餐饮服
务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既强调增加学校提供的蔬菜
数量和素食选择，又对儿童进行健康和可持续生
活方式教育。这些早期干预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变革
效果。510

然而，采用经济工具(定价)，使其有利于营养
质量高、环境影响低的食品，也是使全球粮食系统
内种种做法与实现《2030年议程》保持一致的必

要条件。应该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可持续的饮食，
并不应鼓励不可持续的饮食：应明智地使用税收工
具，使经济激励措施与可持续饮食的健康和环境要
求相一致，并且不鼓励消费含有大量糖、盐和脂肪
的过度加工食品。政府也可以借助对主食的粮食补
贴支持可负担、可持续、有营养的饮食。

然而，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增加营养不
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获取问题。如今，一半以上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到2050年，这一比例
预计将增加到近70%。511	大城市的市政当局可以运
用各种推动变革的手段改造粮食系统(见关于贝洛
奥里藏特的方框2-23)。

方框	2-23:	
贝洛奥里藏特城市粮食政策512 

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城市综合治理一直是消除饥饿的主要驱动力。1990年代初，该市250万
居民中有11%生活贫困，每天有20%的儿童挨饿。市食品和营养保障秘书处根据适当生活水准权
（包括食物在内），启动了一项政策，包括一系列方法：补贴食品销售、学校供餐计划、食品市场监
管、支持城市农业、建立营养知识中心、开发食品教育课程。

综合政策使极端贫困率从1991年的17.2%下降到2010年的5.6%，同期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均下
降一半以上。

这项政策的综合效果有赖于系统化做法。因此，如果采用各自为政的传统公共治理方法进行
管理，这一系列举措就不可能实行。例如，如果没有教育部，秘书处就不可能在学校供餐，如果没
有城市清洁和城市环境署，也不可能对食品市场进行监管。

贝洛奥里藏特的经验是，跨部门工作并不简单易行。然而，这项政策得以长盛不衰。这不仅要
靠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而且要靠与私营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因为这些企业和组织
把当地社区而不是一个政客或政党作为该政策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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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关于粮食系统对环境影响的讨论着重专
门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数量。水是粮食系统大量
使用的另一种全球资源。全球而言，每年约有70%
的淡水用于生产粮食。513	在长期或周期性缺水的
地区，干旱发生时的重点通常是减少家庭用水。然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限制农业用水可能会对当地供
水更有影响。因此，在供水有限的地区，农业往往
与民众获取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目
标6)相竞争。正因为如此，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生
产的用水效率，对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至关
重要。

粮食系统不仅直接使用全球资源(土地和
水)，而且向环境中释放营养物、杀虫剂和抗生素这
种废物。杀虫剂管理不善对环境的潜在威胁众所周
知，但向环境中释放抗菌剂和抗真菌剂也会对人类
健康(目标3)造成威胁。这些制剂会促进产生对抗
生素有耐药性的人类病原体。514	由于动物会生病，
因此饲料中经常加入抗生素，消费者的身体对抗生
素治疗的耐药性逐渐增强。如今，每年约有70万人
死于耐药感染。随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抗生

素使用的增加，与食品加工杀生物剂(如消毒剂、食
品和饲料防腐剂或去污剂)有关的健康风险也随之
增加。515,516

化肥的使用也曾一度认为对环境相对无害，即
最多导致当地环境退化。然而，从1961年到2013
年，全球化肥氮的消费量每年增加近100万亿克
氮。517	如果继续目前的做法，则预计到2050年消费
量将进一步增长70%至100%。518	在全球范围内，
农田制造的氮素污染占60%以上。519	因此，农业向
环境中释放养分不仅是地方性挑战，而且是全球性
挑战。

化肥所含的氮通过气候、粮食生产以及人类和
生态系统健康等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可持
续发展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相互作用涉及得
失取舍，最明显的是需要增加退化土壤中的氮以实
现目标2，而同时又需减少氮以支持目标13和其他
目标(目标6、14和15)。通过可持续管理努力实现目
标12将对包含有关增加氮用量或减少氮用量的上
述这些具体目标的目标产生积极影响(见图2-11)。

图2-11:	
使用氮肥的影响

氮肥使用对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以及氮肥用量过少、过多或正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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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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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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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消费
和生产

氮肥过少会导致低产、土壤养分流失和土壤
退化，进而导致人们营养不良。520	在低于最佳施氮
量的地方，改善氮肥获取情况对消除贫困(目标1)、
饥饿(目标2)和改善健康和福祉(目标3)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过多使用氮肥导致农场内外氮素大量流
失，主要通过沥滤和径流、脱氮和挥发，造成地下
水污染、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富营养化、大气污染
以及土壤酸化和退化。521	氮的流失和沥滤是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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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藻类大量繁殖的原因，导致氧含量减少、鱼类
死亡、生物多样性丧失，所有这些都阻碍目标6、14
和15的实现。522	氮肥也造成与农业相关的氧化亚
氮排放，占比30%以上，整个农业部门是全球氧化
亚氮排放的主要来源(约占60%)。这种排放具有强
大的温室气体效应，因此有可能推动气候变化(大
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523

要在总体上对氮肥进行良好管理，关键在于平
衡，即施足氮肥以满足粮食需求，同时确保可持续
性造福子孙后代。在这方面，采用农业生态做法耕
作，并不断发展可精准施肥或不使未利用化肥进入
开放环境的技术，也将是形成可持续施肥做法的关
键。然而，治理(监管)和经济工具(定价)也可促使当
前的肥料使用做法朝可持续方向发展。荷兰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实施最佳氮管理做法的精确
政策确有成效。该政策使化肥用量减少到1960年
代的水平，而同时产量翻了一番。524

在一些地区，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北极地
区，土地和（或）气候条件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

人们一向靠捕获海洋生物满足相当一部分营养需
求。虽然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但密集捕捞和沿海环
境退化正在威胁人类社会持续开发海洋资源的前
景。525	在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日益减
弱，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保护和恢复当地海洋环境
的必要性(目标14)。526

随着使用陆地面积生产粮食的压力增加，人们
越来越重视水产养殖和海洋牧场，即在海上围建设
施中生产食物，或放流养殖的海洋生物，以补充自
由生长的海洋种群的潜在收获量。527	事实上，水产
养殖活动的增加是近年来海洋收成增加的基础。
水产养殖目前约占人类鱼类消费的50%。528	海洋
生物通常有很高的营养质量(见关于营养鱼的方框
2-24)，因此海洋捕捞似乎在未来具有帮助为人类
提供食物的巨大潜力。然而，与传统农业一样，水
产养殖活动通常会造成负面的环境影响。因此，为
了使水产养殖活动有助于全球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必须注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同时尽
量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

方框2-24:		
孟加拉国的营养鱼529

在孟加拉国，科学家、私营部门数字媒体公司、广播公司和政府合作制作了一个60秒的电视
插播节目，提高农村穷人对食用传统小鱼的重要性的认识。选择营养鱼是因为它们富含某些微营
养素和维生素，对儿童出生后1	000天的身体和认知发育至关重要。这项旨在改变行为的倡议得到
政府扩大小鱼池塘养殖新政策的支持。世界银行也在其关于在南亚消除营养不足的报告中鼓励采
用新的水产养殖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可以开始变革全球
粮食系统，使之向可持续做法转变。然而，粮食系
统的彻底变革需要新知识和新技术。因此，研究在
变革全球粮食系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家们
已经在用植物蛋白制造人造肉，或在实验室从动
物组织中培育人造肉。目前，培养动物细胞非常耗
能，530	因此尚不清楚这种方法是否有可能为可持续
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他技术的发展更为深入，显

示出在不增加土地用量的同时提高产量的巨大前
景，即各种形式的水基养殖、多层温室(垂直养殖)
和水产养殖。531

然而，能够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发展的不只是
技术研究。研究什么是健康食品也很必要。例如，
最近的研究表明，食用过度加工的食品会增加罹患
癌症和高血压的风险。532	此外，饮食不仅对健康重
要，而且对人体内的微生物也很重要。一个新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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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就涉及饮食和生活方式在影响人体肠道微
生物群和免疫系统方面的作用。533	这是目标2和目
标3相互作用的又一个例子，可能会使人们对人类
营养需求以及哪类饮食实际上最有利于人类健康
产生新的理解。

因此，全球粮食体系在变革过程中必须能够采
纳我们不断修正的对健康饮食构成的理解。	

要在深化这种理解以及在开发减少环境影响
和提高全球粮食系统效率的所需技术方面取得进
展，就要分配资源进行研发，之后要有企业的积极
参与。参与全球粮食体系变革的所有行为体的首要

目标必须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成本，同时尽量提
高所消费产品的营养价值。

区域视角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性的，但区域情况
各有不同。因此，全球粮食系统由许多非常不同的
区域粮食系统组成。各区域享有的粮食生产所需资
源，特别是水和肥沃土壤，也极为不同。这当然就
意味着粮食安全和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也因区域而
异。资源稀缺的区域日益在放弃各部门独自优化的
做法，而是将不同部门聚集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提
高综合绩效(见方框2-25)。

方框2-25:		
中东和北非的水—粮食—能源—环境联结

在中东和北非等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注重水—粮食—能源—环境(包括气候)之间的联结，

考虑这4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即4个部门的绩效同时考虑。在这些地区，由于盐度增加和土地

退化，每年都损失大量的农业用地。534	在这些国家开展的项目重点例举如下：种植藜麦和盐角草

等盐生植物(耐盐植物)，作为生物能源、饲料和粮食作物；摩洛哥和突尼斯通过间作、作物轮作和

可用于有机农业的护田农作物，向农业生态系统过渡，从而实现作物多样化，提高土壤肥力，提高

植物吸收养分的效率，减轻虫害压力，治理水土流失和增强水分吸收；转向保护性耕作(在摩洛哥

和突尼斯)，这具有社会经济、环境和农艺效益(少耕法可为水土保持提供有效自然的解决方案，增

加有机质含量和碳固存，从而提高生产力，同时节省燃料、时间和劳动力)；535	摩洛哥和突尼斯通

过补贴太阳能水泵成本，使用太阳能灌溉系统；536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将太阳能与海水淡化技术

结合起来；537	从废水处理过程中回收能源，并在废水处理厂再利用这种沼气(约旦和突尼斯)。538

这些例子表明，如果在这些方面充分利用技术和创新，就能够发挥潜力，并提供惠益。

水资源经常跨越国界共享。目前正在形成令人感兴趣的新的治理机制管理这种资源。其中一

个例子是西北撒哈拉含水层系统。539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在技术层面(2002年)和政治层

面(2007年)建立了一个协商进程，支持国家和次区域可持续管理共享地下水资源。该项目旨在加

强该系统参与国之间的跨界水合作和机构协调，致力于实现3个主要目标：减缓地下水资源的枯

竭速度并合理用水；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提高其价值和生存能力；为水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

的能源。这些举措打破了各自为政的传统做法，同时解决几个部门的挑战。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提出有效政策所必需的。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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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切入点4——能源脱碳及其普及,	

要旨

1.	 能源贫困仍然广泛存在：8.4亿人无法用上电，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30亿人使用污染
的固体燃料做饭，导致每年约有380万人过早死亡。541，542

2.	 持续改善能效将至关重要。1965年至2015年期间，世界人均能源消耗量从1.3吨石油当量增加
到1.9吨石油当量，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耗量高3至4倍。如果不是因为在此期间提高了能效，需求增长
率会更高。根据一切照旧的设想情况，由于收入增加和人口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人
口增长，2040年的能源需求预计增长25%。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能效持续提高，增长率会远高于这
一数字。

3.	 发电、热能生产和交通运输所使用的能源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合计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70%。543	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减排趋势与如期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去甚远。按照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如果当前的需求趋势持续下去，则要实现1.5°C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就
需在2050年提供70%至85%的电力，但根据一切照旧的设想情况，可再生能源在2030年仅占总能
源的22%，2050年的比例也类似。总体而言，脱碳率需要增加2倍才能达到2°C的目标，需要增加4倍
才能达到1.5°C的目标。544

4.	 更廉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增强电能和数字应用的作用是改变各种能源服务提供方式的关
键推动力。可以通过采用应变力强、成效显著和因地制宜的组合能源以及大力提高能效和推广可再
生能源的方式，取代化石燃料。

5.	 变革交通运输部门的各种方式(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对实现《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
的目标至关重要，同时需要改变需求和供给：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混合方式和非机动出行，并使
用新燃料、提高能效和实现可持续电气化。545

6.	 技术和政策障碍依然存在。智能电网管理和长期储电进展缓慢，一些交通运输方式目前的替
代能源不足；缺乏政策确保使用生物质不会减少自然界中独立存在的生物质；(一旦计入社会和环境
成本)，政府对化石燃料的直接和间接支持每年高达近5万亿美元，而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公共补贴
在1	500亿美元到2	000亿美元之间。546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靠获取能源，从而可以供
暖、制造商品和来往各地。然而，在当今世界，能源
贫困仍然广泛存在，8.4亿人无法用上电，主要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超过30亿人使用污染的固体燃料做
饭，导致每年约380万人过早死亡。547	与此同时，人
类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满足能源需求，对气候和环境
造成令人无法接受的高昂代价。特别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巴黎协定》关于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取
决于我们的供暖、供电、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转型

和快速脱碳。548	因此，让每个人都有能力满足自己
的基本能源需求，而且不让任何人掉队，同时保护
气候和环境是当前面临的挑战。
尽管2015年通过了《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

程》，但全球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产量仍在增加，
以满足对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
一趋势与实现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背道而
驰。549	除非极大地增强用非化石燃料能源取代化
石燃料的雄心壮志，否则一直到2030年，全球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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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持续增加(见图2-13)。
如上所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设想了多种
实现《巴黎协定》所载的1.5°C目标的可能情况，但

即使世界能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交通运输模式
和饮食习惯大幅减少能源需求，所有国家仍需迅速
果断地采取行动，使用可再生能源。550

图2-12：	
能源脱碳及其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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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排放差距：当前承诺不足以实现必要的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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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国家自主贡献的设想情况用于估计在各国充分履行其所承诺贡献的情况下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的
设想情况假设各国只落实国家自主贡献中无附加条件的缓解措施。有条件国家自主贡献的设想情况假设各国同时落实国家自主贡献中有
附加条件和无附加条件的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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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阻碍取得进展的因素

2050年，全世界人口预计约90亿至100亿。将
化石燃料作为供应民众的主要能源与实现全球气
候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以有利于气候的方式为所有
人提供清洁高效的能源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均
可取，技术上也可行。551	据预测，改造我们能源体
系所带来的收益将是所涉成本的3倍。552	据估计，
向可持续能源体系转型所花费的每一美元将产生
3至7美元的收益，包括向清洁能源转型后空气污
染减少、健康状况改善和环境破坏减弱所节省的
费用。553	然而，能源转型不会自行加快，而且能源
部门的每一个方面(热能、电力和交通运输)在向有
利于气候和环境的能源转型过程中都面临各自的
障碍。

为维持现状而大力游说为维持现状而大力游说——工业革命以来，开
采和销售化石燃料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量。2017年，全球25个最富有的经济实体(本国和
跨国公司)中有7个是基于化石燃料的产业(见表
2-1)。无须置言，继续让全球能源系统依赖化石燃
料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确，强有力的证据表
明，化石燃料产业提供资金，专门用于质疑使用化
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已有科
学实证的联系。554,555	

电力储存能力不足电力储存能力不足——根据一切照旧的设想情
况，预计到2050年，收入增加和人口增长将推动能
源需求增加50%至60%。556	所增加的部分需求可
通过提高能效满足。557	然而，为了满足社会对能源
的需求，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必要以非化
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取代化石燃料。许多非化石燃
料能源的提供存在间歇性问题，不能按需获得，因
此目前缺乏长期储存电力的技术对普遍依靠非化
石燃料能源构成障碍。558

负排放技术尚未规模验证负排放技术尚未规模验证——转向可持续来源
的清洁能源是减轻能源部门对气候造成的影响的
主要优先事项。然而，鉴于气候挑战的紧迫性和
造价昂贵的能源基础设施使用寿命很长，实现《
巴黎协定》规定的1.5°C目标的大多数模拟路径
依赖负排放技术。负排放量超过允许升温幅度暂
时突破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C这一限制的设想情

况。559，560，561	必须指出，负排放技术的规模部署尚
未得到验证，因此依靠这些技术是否能限制气候变
化相当不确定，而且对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也有
风险。562,563	

交通运输缺乏化石燃料的替代物交通运输缺乏化石燃料的替代物——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的14%来自交通运输业，而且交通
运输部门目前所使用的能源有95%由石油燃料提
供。564	转变消费者行为可能会使依赖化石燃料能
源的私人交通工具需求减少，预计这一需求将在本
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565	但对重型陆运、海运和空
运的需求继续在推高交通运输业中化石燃料的总
体使用量，增幅令人不可接受。566	由于进出机场更
为便捷，航班更为便宜，航空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
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而且航空业的预期增长与
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背道而驰。567	要消除交通
运输对化石燃料主要是汽油和柴油的依赖，就需要
彻底地改变制度、技术和行为。对地面交通工具而
言，向电能转型对于使交通运输脱碳至关重要，不
过其影响568	因电动汽车的类型、能源来源、驾驶条
件、充电模式和充电基础设施的配备情况、政府政
策和使用地区的当地气候而各异。569,570	

扭曲的经济激励措施扭曲的经济激励措施——2018年，全球各国政
府对化石燃料消费提供的直接支持达到近4	000亿
美元。计入化石燃料补贴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的其他
估计数字还要高得多(约5万亿美元)。571，572	相比之
下，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总额估计在1	500亿美
元至2	000亿美元之间。573	此外，使用化石燃料能
源的经济成本并未反映造成污染和损害健康的真
实社会成本。574	尽管依据不同模拟假设得出的估
计数相差很大，但气候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成本可
能高达每吨二氧化碳150至300美元。575	迄今已作
出一些努力，通过碳税将成本内部化，但这些努力
远远不够，只涉及几个经济领域，而且设定的数值
太低，通常每吨二氧化碳不到25美元。576

过度依赖生物质过度依赖生物质——2017年，生物质能源约占
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一半，超过水电、风能和
太阳能的总和。577	生物质最常用于产生热量，但生
物燃料也是交通运输使用的化石燃料的重要替代
物。578	尽管有时错误地称之为气候中和，但燃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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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确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而且生物质作为一种
能源，只有在其用量不导致全球森林面积或植被
覆盖净减少，或者说不降低地球的自然生物碳汇
功能时，才可视之为气候中和，或是一种可再生能
源。579	燃烧生物质也是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其
他空气污染、主要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因
此，必须对燃烧生物质制定严格的规定，并同时在
使用的地方提供更多清洁炊事技术。这意味着可以
在能源系统中可持续使用的现有生物质有限，而且
生物质可以支持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的份额也有
限。580	生物质是一种有限资源，应优先用于没有明
显替代物的情况，因为取用生物质可能导致生物多
样性丧失，并不得不在土地权、粮食安全和水供应
方面进行取舍。581

2.8.2. 变革杠杆

能源部门的变革战略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协
同增效作用，并尽量减少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不得已取舍，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目标13)、实现粮
食安全(目标2)、减少土地使用(目标15)和保护淡水
资源(目标6)。582	这意味着使用所有可用工具推进
转向易于利用的脱碳能源。通过迅速推广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实现输电、储电和配电现代化以及能源
最终用途电气化，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显而易见。

管理

能源转型需要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长期规
划和妥善决策。能源政策必须包括明确标准或目
标，因为这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安全感，降低系
统成本，并使清洁能源更可负担。2018年，只有48
个国家对供暖和制冷方面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制定
具体目标，42个国家制定了交通运输方面的具体
目标。583,584

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强制或激励公司做出必要
改变，例如制定强制性脱碳计划或参与碳交易计
划。决策者还应评估并告知私人投资者为不可持
续的热电厂融资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这种热电厂
可能很快成为搁浅资产。585

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决策者需优先考虑有可能
掉队的人，例如应大力关注清洁炊事解决方案。公

众认可与否取决于确保人人获得能源，并减少与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得已取舍。

经济和金融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巴黎协定》中商定，全
球资金流动必须与低碳路径保持一致，同时支持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复原力。这一目标
的实现部分取决于利用许多颇有前景的现有经济
和金融工具的政治意愿。

各国政府可以取消有害的化石燃料补贴，确
立“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使其支出和税收政策
推进能源转型。如方框2-16所示，政府在取消化石
燃料补贴，同时确保弱势群体不因此受影响方面，
有一些成功案例。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是最具成本
效益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586	为了使碳税发
挥最大效用，决策者应该协调国际努力，联通现有
贸易体系，并对来自没有实行碳控制国家的进口产
品征收关税，从而避免碳泄漏。

上述收入可用于进一步加快绿色转型，避免能
源政策对穷人造成负面影响。587	政府可投入资金
支持因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失去生计的工人，并考
虑为停止补贴化石燃料过程中可能失去能源供应
或增加贫困风险的人提供收入转移，作为补偿。与
此同时，必须注意到能源转型正在使就业出现净增
长。2017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人数为1	030
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或可达到2	400万。588

非高峰计量和实时定价等价格激励措施旨在
减少高峰时间民众对使用化石燃料的热电厂的依
赖。这些措施得到民众的响应。能效标准和规定对
减少消费者的能源消费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电
气和电子设备贴标签的机制也可以提供必要的信
息，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作出选择，保护地球和家
庭的经济利益。

除了上述这些政府的激励措施外，市场本身也
在提供激励措施，因为一些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经
大幅下降。过去10年中，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
下降约80%。2018年，新增发电能力连续第4年有
一半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原因很简单：风能和太
阳能如今在许多情况下比化石燃料便宜。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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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和集体行动

除了响应政策、规定的经济任务和激励措施
外，个人和社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优先事项以
及社会和文化偏好做出决定。今天所选择的生活
方式(在哪里生活和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出行)和消费
模式，可能对未来的气候和能源系统产生根本性影
响，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个人、家庭和社区需要求
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比率，并且改变目前有赖
于过度使用能源的做法。

教育、宣传和社会动员是影响家庭和交通运输
方面的能源使用做法的重要手段。590	社交媒体和传
统媒体可以传播变革信息。瑞典少女格蕾塔•通贝
里鼓舞了全球青年促进气候变化行动的运动，显示
了一个人的承诺响遍全球的力量。

科学技术

如上文所述，如今已经有许多增加能源供应和
转向脱碳路径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的价格越来越
负担得起。591	节能措施是减少化石燃料需求和解
决空气污染问题的简单高效的方法。从长远来看，
节能技术往往带来经济惠益。

与此同时，也需要新技术和经过改良的技术，
特别是在智能电网的管理开发、与邻近地区的互联
互通、灵活发电、满足需求、长期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能源和电力储存以及一些交通运输方式的能源
来源这些方面。研发工作应支持关键技术的必要基
础设施，包括供暖和制冷网络、电动汽车充电站和
分布式发电的微电网。电力系统的设计需容许可再
生能源的高渗透率，并可部署数字技术提高能源配
送效率。592

要使这些新技术和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将需制
定政策和激励措施，以鼓励必要的投资。

2.8.3. 综合的变革途径 

获得能源和实现脱碳对落实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例如通过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确保
人类发展(目标8)，通过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改
善民生(目标3)，同时还应对气候变化(目标13)和保
护我们的环境(目标14和目标15)。提供清洁能源也
涉及性别平等(目标5)和健康(目标3)，特别是在不
再使用严重影响健康的生物质炊事方式的情况下。
获得可提供照明的能源也有助于改善教育机会(目
标4)，因为这可使学生能在日落后学习。为了获取
这些多层面的收益并使能源转型成为现实，政府和
地方当局需要以综合而且战略性的方式部署上述
杠杆。

政府需要制定详细行动计划缩小供电方面的
差距，同时为此提供坚定的领导、有针对性的政策
和法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及加大对并网和
离网解决方案的投资力度。政府和企业需要将重点
从提供能源转为提供照明、供暖、制冷和出行等能
源服务。可以采用将能源方案与建筑设计、城市规
划和推广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出行(步行和骑自行车)
等其他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提供这些服务。

解决方案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对能源进行组
合，其中包括从能源生产和消费方面的颠覆性变革
中产生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593	公共和私营部门
实体的战略性投资，加上明智的决策和技术部署，
将有助于塑造未来几年的能源格局(例如见方框
2-26)。2050年之前需逐步淘汰没有碳捕获和碳储
存的化石燃料发电以及内燃机。鉴于能源基础设施
的使用寿命很长(例如如今建成的普通燃煤电厂将
至少运行40年)，现在所做的决策将一直影响到本
世纪中叶。届时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意味着国
际社会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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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26：	
在多哥城乡扩大太阳能照明和可持续用电覆盖面594

多哥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太阳能路灯网络，在不增加国家碳排放的情况下扩大城市照明和供电
覆盖面。自2017年以来，在多哥所有5个区安装了10	000盏太阳能路灯，其中1	000盏灯带有5个供
消费者为家用电器充电的电源插座，1	000盏灯则兼带充电插座与Wi-Fi互联网热点两种功能。与
此同时，多哥政府充分意识到，农村电气化率远远落后于城市电气化率，因此还启动了一项计划，
使更多家庭实现离网太阳能电气化。太阳能系统将由联合王国的BBOXX以及非洲Aphlion能源和
Wawa能源方案企业集团Soleva提供。多哥政府将每月向家庭提供代金券，以支付太阳能硬件的
费用。国际金融公司正在与政府合作开展这些工作。

政府还需在所有经济部门加大节能投资并强
化承诺(例如见方框2-27中的例子)，同时辅之以有
据可依的政策，包括严格的建筑规范、负责任的住
宅分区制、最低能效标准、对轻型和重型车辆的严

格排放标准、能效标签、反映成本的能源关税和节
约燃料要求。能够有效执行和监测的区域、国家和
地方行动计划至关重要。

方框2-27：	
希腊提高能效的整体方法595

欧盟设定了到2030年节能30%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希腊政府对能源供应商和使用者(
特别是石油供应商)、交通运输部门和建筑部门以及家庭和企业主制定了年度节能目标。政府采取
公私伙伴关系等各种措施帮助供应商和消费者实现目标，其中一个公私伙伴关系有10家合作银行
向消费者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用于升级现有建筑物的供暖系统、隔热材料和门窗。国家创业和
发展基金与银行合作实施其内部的节能二号项目。政府还与欧洲投资银行和德国合作推进增效举
措。外部分析认为前景特别广阔的项目包括补贴中小型企业所在建筑的升级工程，任命能源管理
人员，以及在公共部门建筑中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希腊政府预测，其努力最终可每年节约近10
亿千瓦的能源。

如上所述，交通运输对能源转型构成特别严峻
的挑战。航空、海运和长途重型车辆运输等重型运
输的潜在转型路径需要使用生物燃料，至少将其作
为中间步骤。

在不减少自然环境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
收和储存二氧化碳能力的情况下，可用于人类目的

的生物量存在一定的上限。生物质的使用可能与目
标14和目标15(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以及目标2(零
饥饿)相互影响，因为粮食生产用地和能源作物生
产用地彼此之间可能竞争。鉴于有利于气候的生物
质数量有限，似乎应该首先将其用于没有明显替代
物的情况。航空等某些重型运输方式或许可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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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物质，因为这些运输方式目前似乎没有可行
的脱碳替代办法。

能源格局取决于国情和区域情况。在某些情况
下，核能是能源组合的一部分(见方框2-28)。

方框2-28：	
核能596

2018年，全世界大约有450座核动力反应堆，其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11%。生命周期评估表
明，每产生一千瓦时的电力，核电站排放4至110克二氧化碳当量，中位数为13克。597	这与生命周期
评估得出的风能和光伏能源的排放量相似，并且远低于煤(通常为800克)或燃气(约400克)发电的
排放量。如果现在核电站生产的电力以燃气或煤为原料，那么全世界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每年会
高出大约10亿吨或20亿吨。

2018年，核电站的平均年龄为30年。由于新建的核电站相对较少，这一年龄数还在继续增
加。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发生后，加上9•11恐怖袭击后的安全忧虑，安全要求加强，建造成本
大幅增加。气专委第三工作组(2014年)估计，2012年核电站产生每兆瓦时电力的平准化成本约为
100美元，而燃气发电为70美元(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附件
二)。2012年，陆上风能发电的估计平准化成本为80美元，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则为220美元。国
际可再生能源署估计，2018年的数值分别为60美元和50美元。

尽管用平准化成本比较能源供应技术的竞争力具有局限性，但观察到的趋势表明，可再生能
源很快将比核能更具竞争力。新核电站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巨额基本建设成本的影
响，而且出于安全原因，这些成本有增加的趋势。这意味着很少有私人投资者愿意对其进行投
资。难上加难的是：核废料长期管理的安全问题仍未解决，公众对核安全的担忧并未消失，保险公
司承保的事故风险只占一小部分，其余风险由政府承担。

总之，现有核电厂已经避免排放温室气体。为确保核电厂不被新的化石燃料发电厂取代，应
该在仔细规划后才让它们退役。考虑到所涉成本，并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和存储能力的成本不断降
低，如今似乎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何建造新的核电厂。

同样，任何成功变革的途径都需要考虑区域和
国家的具体情况。例如，在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
家，普及将是重点，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离网太
阳能系统将是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未来至少50%
通电问题的方案。在阿拉伯地区，94.5%的家庭已
用上电，但接受可再生能源是一个严峻挑战。虽然
拉丁美洲地区最终能源消费总量有27.6%来自可再

生能源，但经合组织国家节能率和可再生能源使
用率的增速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全世
界6	500多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中，90%无法用上
电。598	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提醒我们，如果允许人
们掉队，《2030年议程》就会失败。能源转型的性
别层面往往被忽略，但却很重要(见方框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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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29：	
印度尼西亚境内性别、健康和能源方面的交错问题：清洁炊事倡议和财政可持续性599

生物质燃料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是印度尼西亚面临的一大挑战，2016年导致全国60	835人
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4%)，并损失寿命3	370万年（经伤残调整）。印度尼西亚清洁炉灶倡议是
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尼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公司与世界银行之间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
扩大清洁炊事技术的使用，对象是目前使用生物质燃料做饭的社区。该项目现在着重中爪哇和日
惹地区。世界银行采用基于成果的融资办法，向在这些地区发放清洁炉灶的10个私营部门供应商
提供激励措施。初步结果表明，发放清洁炉灶(无论是液化石油气炉灶还是更安全的新型燃木炉
灶)的工作与社区培训和提高认识运动结合开展时，效果最为显著。取得的成功对炉灶的主要使
用者妇女而言将尤其重要，在健康结果和生活质量改善这两方面都是如此，因为她们不再需要拾
柴和从事其他相关劳务。作为增加能源供应和解决健康问题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政
府还将煤油补贴改为液化石油气补贴，结果使最终能源组合中液化石油气的消费量从2006年的
1.7%增加到2015年的8%。目前政府正在努力确保最需要补贴的低收入家庭获得这些补贴。

在制定国家和区域能源政策时，应透彻评估这
些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预
期影响。研究人与自然系统如何远距离联系的远程
耦合这一观念可以帮助进行此类分析。最近一项将

这一概念应用于欧洲联盟能源政策的研究表明，欧
洲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政策虽在本区域可谓雄心勃
勃，但也对该区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产生重大影响。600

2.9 切入点5——城市和近郊发展

要旨

1.	 可持续城市对实现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
2050年，城市将容纳全世界约70%的人口，其生产将占到全球经济产出的85%。鉴于人口和经济
活动的集中以及城市系统和基础设施“锁定不变”的持久性质，今天作出的政策和投资决策将产
生深远影响。

2.	 城市发展应以周全规划、综合和包容的方式进行，由市政府与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和
个人合作，同时与国家政府以及邻近城郊市镇和农村地区的当局及世界各地的对等城市合作。强
大的“城市科学”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城市决策者获得大量知识和良好做法。

3.	 城市和近郊决策者应牢记《2030年议程》的核心宗旨，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在其城市和城镇
掉队。这意味着优先考虑有利于穷人的发展和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优质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和教
育；可持续交通运输；面向所有人（无论其性别、年龄、能力和种族如何）的安全诱人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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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利用一系列政策、经济和通信工具，在城市推广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模式，促进形成集约化的人居环境，使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

5.	 创新的政府、有决心的私营部门和积极踊跃的公民可以克服不平等，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创建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促进“自然城市结合”(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以增
进人类健康和福祉、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后者对沿海城市和非正规住区的弱势
民众尤为重要。

2.9.1. 障碍

任何成功落实《2030年议程》的道路必将
经过可持续城市。601	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30
年，60%的世界人口（近5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到
2050年，这一比例将接近70%。602	如果这一趋势继
续下去，到2050年，多达30亿城市居民将生活在非
正规住区或贫民窟里。603	那时，城市将创造全球经
济产出的85%。604,605	预计将有10亿城市居民生活
在低海拔沿海区，并因此面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洪

水和自然灾害风险。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从
现在到那时新增的城市人口中，至少15%将患某种
形式的残疾。606,607

挑战巨大而且涉及众多方面。城市决策在减
缓贫困和减少不平等以及确保获得能源、交通、废
物管理、粮食供应、水和环境卫生、教育、医疗保
健和其他服务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对城市人
口如此，而且对周边近郊和农村地区也是如此(图
2-14)。

图2-14：	
城市和近郊发展：城市在增长，影响也在增长

2019
2050

68%  

55%  

总人口

����年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产出 碳排放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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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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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以创造就业、减贫和经济增长机会。城
市是研发中心，集中了推动创新的学术、科学和私
营部门机构。城市居民庞大的数量就意味着有可
能实现高效率和取得大幅度进展。另一方面，也有
可能困在会对未来几代无数人产生影响的不可持
续基础设施和城市设计中。如果世界要实现《巴黎
协定》所载的目标，如今建造的大楼——以及水、
交通、能源等城市系统——就需有利于打造碳中和
城市。

不平等

收入差距悬殊和极端不平等困扰全世界，城市
也不能幸免。富人和穷人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收入
鸿沟，有时候甚至方圆几英里就显而易见，并见于
家境殷实的居民与提供低成本服务的新移民和城
市贫民之间。此外，城市地区往往由贫困率高的近
郊和农村地区提供支持。608，609，610	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47%的城市人口目前住在贫民窟。611	此外，非
正规住区往往位于基础设施不足、住房质量恶劣的
易受害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洪
水、塌方、炎热、缺水和其他威胁使那里的居民处
境更加脆弱。612	在世界各地许多城市，公共交通、
公共建筑和商业中心并非无障碍，对残疾人追求积
极活跃的生活构成各种艰难障碍。613

污染

约90%城市居民呼吸的空气不符合世卫组织
的标准(每立方米10微克颗粒物)；在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有97%空气不
达标。614

城市产生固体废物的速度也在加快。2016年，
城市产生了20亿吨固体废物。预计这一比率将继续
上升。除非趋势发生变化，否则到2050年，每年产
生的固体废物将增加70%。615	全球只有65%的城
市人口有城市垃圾管理。

城市无序扩张与资源利用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占用的土地到2050年将增
加2倍，标志着无序扩张的发展方向，而无序扩张
已经是发达国家城市的特点。616	在许多情况下，这
种城市化没有规划，任凭自然发展，并且因为城市

中心集中在沿海地区，居民面临洪水、泥石流和其
他灾害的高风险。617，618

如果继续按照一切照旧的模式发展，那么到
2050年，全球城市将每年消耗900亿吨沙子、砾
石、铁矿石、煤炭和木材等原材料。619	城市增长往
往会破坏自然栖息地和绿地，导致生物多样性丧
失。即便用高楼容纳更多的人也会增加环境和基础
设施的压力。最近的研究表明，高密度的低层住房
可能更加有效、更可持续。620，621	虽然城市只占地
球表面的2%，但城市的“水足迹”——城市水源所
覆盖的面积——却占地球陆地表面的41%。622

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

全球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有70%来
自城市。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发
展中国家，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的人均温室
气体排放量超过农村居民。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发达
国家城市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近，但发展中国家
农村居民的排放量低得多。623	相反，在发达国家，
城市居民通常比同一国家农村居民排放的二氧化碳
少得多。624

此外，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的气温更高。这
种现象称为“城市热岛”。625	最近在系统查阅2000
年1月至2016年5月的科学论文时，发现城市扩展对
当地气温影响很大，有时最高可达5摄氏度，而且气
候变化加剧了这种影响。626	温度上升会增加与高
温相关的死亡风险。627

2.9.2. 变革杠杆

符合《2030年议程》的城市将是一个宜居城
市，具备繁荣的经济基础、人人都有体面工作、足
迹小而且综合利用土地，包括住宅、商业、教育和
绿色公共空间。这样的城市不会让任何人掉队，并
且面向所有人，包括妇女、青年、残疾人和其他弱势
群体。628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将利用城市规
划和土地利用、优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通运
输系统和数字连通方面的变革杠杆以及包容和参
与性决策，推动各自城市实现《2030年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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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可持续城市不会自然出现，也不会在让企业一
切照旧或根据市场指令运营的情况下产生。相反，
应以周全规划、循证、综合和包容的方式进行城市
发展，由城市政府与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合
作，同时与国家政府以及邻近城郊市镇和农村地区
的当局合作。此外，城市政府可以向本国和世界各
地的对等城市学习，与它们协同行动，以增加其政
策的影响力。629

成功的城市治理包容各方，提倡参与，同时考
虑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反映城市
社区的独特风貌和历史。促进积极的权力下放或立
足基层的做法——将责任合理下放到最低或最基层
的治理级别——对有效决策、提供服务和编制预算
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学者认识到，城市模式很多，
即在一定程度上，各种“城市肌理”是由市民的生
活方式和出行方式(无论是步行、公交还是开车)塑
造的，而且最贴近基层的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往往最能规划城市的未来。630

有效的城市、近郊和乡村治理还有助于确保土
地权和产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
全球人口中只有不到30%拥有凭证齐全的土地权。
研究表明，当人们和私营部门对土地享用权感到放
心的时候，便会加大对土地的投资。个人和集体的
土地权对提高土著人民、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复
原力非常重要。631

经济和金融 

与治理问题紧密相连的是在城市地区及其周
围指导经济活动、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服务并推动
创新的政策和商业决策。未来几十年需要大规模投
资基础设施，而且现在做出的投资决定将影响未来
几十年城市景观的可持续性。从2005年到2030年，
全世界需要超过40万亿美元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
其中许多将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632	非洲开发银
行估计，非洲大陆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每年的资金缺口为680亿至
1080亿美元。633	这些在建筑、交通、信息和通信技
术方面的投资将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提
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634

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气候经济报告》发
现，围绕公共交通发展更加紧凑和四通八达的城
市可以创造出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健康、排放更少
的城市，并可在未来15年将城市基础设施资本需求
减少3万多亿美元。635

城市的经济活动需要围绕有利于穷人的发展
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特别关注妇女、青年、残疾
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政府和私
营部门需要投资发展有助于使经济增长与环境破
坏脱钩的可持续和技术带动的行业和生计。

单独和集体行动

在城市里，环境公域退化不是抽象现象。人们
从消失的绿地和污染的空气中都能看到和感受到
公域的退化。掉队的民众在贫民窟生活和挣扎，有
时距离富裕社区和繁华的商业区只有几步之遥。难
民问题构成风险，因为逃离冲突和绝望局势的移民
在城市地区寻找机会，给收容城市的资源和基础设
施带来压力。当城市不再有能力吸收新来者，流动
人口中随之产生的漂泊无依和无所适从的感觉就
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636

但是，随着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集体精神和
行动决心便会油然而生。例如，环境压力、污染和
废物这些挑战构成的无法逃脱的现实可激发公民
运动和社会参与。许多人会追随先锋，特别是因为
城市人口往往偏年轻、教育程度更高而且更具环保
意识。城市居民的习得方式是观察、改进、打破不
可持续的旧的生活方式和开创新行为。

科学和技术

城市集中了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型商业中心、
基础设施以及众多的社会和文化交流渠道，是创新
和创意中心。随着来自农村和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被吸引到资源丰富的城市定居，寻求职业机会
和社会文化的熏陶，这些趋势正在自我强化。最近
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正将大部分研发资金投入设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城市中的机构，并
在这些城市地区建立区域总部。637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正在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因通信和数字连通使人们足不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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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在线工作和互动。特别是商业，转型已经实
现。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在线购物，从食品杂货
到医疗处方，将在世界各地继续以迅猛的上升趋势
增长，其中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
区。638	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需要以灵活和反
应迅速的方式进行规划，以充分发挥技术将在可持
续城市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
着承认城市带来的一些价值——提供服务方面的规
模经济——将因技术使远程和虚拟服务提供得以
实现而变得不那么重要。对那些远离全球市场中心
的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来说，电子商务这一新重点要求对物流和运输
服务进行大量投资。639	自2016年以来，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已经开展17次电子贸易准备程度快速
评估，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找出利用电子商务和数字
经济发展方面的障碍。评估强调指出，非常需要向
这些国家提供更多援助，以确保数字化的成果更包
容各方。640

运用技术改善市民生活和帮助市政府更有效
地提供服务的智能城市正在世界各地发展。借助
获取的丰富数据，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可以减少
交通拥堵和事故，增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适
应气候变化，解决污染问题并克服其他健康和安
全风险，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考虑循环经济的物
流需求，并设计更符合消费者和企业主需求的商
业区。641，642

城市除了产生科学和创新，其有效发展也得益
于强大和全面的城市科学。城市可以相互学习，同
时地方和国家政府、大学、研究机构、民间社会组
织和企业务必支持强化跨学科、多层面的城市科
学。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和培训合格的城市规划师和
其他随时准备应对城市化多重挑战的专业人员的
方式支持“城市科学”。《自然——可持续发展》期
刊召集的一个专家小组发现，汇聚所有相关学科的
专家集思广益，在城市一级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联

系，将有利于所有规模和各个地点的城市。该小组
呼吁跨区域合作，发展城市观察站，并加强多边组
织与城市之间的联系。643

2.9.3. 综合的变革途径

为了卓有成效而且可持续，应该由市政府掌
舵，与国家政府、私营企业、学术界、民间社会、公
民团体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以综合和相辅相成
的方式采取治理、经济、行为和技术方面的干预
措施。

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将努力创建宜居城市，使那
里的人们能够摆脱贫困、摆脱不平等（包括性别不
平等）负担，自由追求体面生计，并能保证获得确
保每个公民福祉所需的基本社会服务。644，645	创建
宜居城市意味着加强气候适应能力和解决空气污
染问题。这对沿海城市以及其他城市和近郊地区的
弱势人口而言尤其如此。宜居城市还要满足市民的
非物质需求：需要能与一个地方的遗产和特色相联
系，需要能与提供如此大量的资源和服务使城市生
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和周边乡村地区建立联系，需要
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联系。646

在向宜居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及其合作伙
伴必须努力使增长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并与如今
困扰众多城市的不平等完全脱钩。城市决策者应
牢记《2030年议程》的核心宗旨，确保不让任何一
个人在其城市和城镇掉队。这意味着优先考虑有利
于穷人的发展和为所有人提供体面工作、有效的公
共服务、优质保健、教育、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
服务、营养食品、可靠交通以及不分性别、年龄、能
力和族裔的所有人都可享有的安全诱人的公共空
间。647	应以包容各方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特别关
注非正规住区的居民、难民和残疾人的需要。648	城
市规划的性质将各个城市的规模和情况而异，二
线城市因其相对缺乏资源而面临相关挑战(见方框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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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0：	
未来城市发展

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43个特大城市(即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从现在到那时将新增的
10个特大城市中，9个将位于发展中国家。649	然而，未来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不会生活在资源丰富的
特大城市，而是二线城市以及其他没有明确边界和足够基础设施的地区。虽然全世界大约八分之
一的人生活在33个特大城市中，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人口不到50万的住区或二线城市。650

尽管一般来说大城市比小城市资源更丰富，经济实力更强，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规模不决定命运。
世界银行一份关于有竞争力的城市的报告发现，一些二线城市在就业增长、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
资方面胜过许多大城市，其中包括墨西哥的萨尔蒂略、摩洛哥的梅克内斯和丹吉尔、印度的哥印
拜陀、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哥伦比亚的布卡拉曼加、尼日利亚的奥尼特沙和中国的长沙。651，652	

各区域情况不一。在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企
业、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使用一系列政策、经
济和通信工具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合理
规划土地使用，建设包括非机动出行(步行和骑自
行车)方式在内的有效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快速扩
大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促进可持续和技术带动
的企业和工作都将十分重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全球南方国家的决
策者还将寻找机会走出一条新的变革发展之路，
避免北方城市发展如此普遍的“先发展后清理”的
做法。

基础设施和复原力规划

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如上
所述，未来几年将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改造西方的“灰色”基础设
施至关重要，但在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从早先资源
密集型基础设施方法“跃进”到技术带动、环保和
可持续的方法。653,65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二线城市的发展，它们有特
别好的机会通过投资促进缓解气候变化、增进社会
包容和改善宜居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设计走上可持
续的道路(见方框2-31)。655	面向所有人（无论其年
龄或能力），坚持通用设计的原则，应该是所有基
础设施规划工作的优先事项。656	

方框2-31：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机会657

内陆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少弱势，其中许多是因为它们远离全球主要市场中心和海洋贸易路
线。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向来较少。因此，内陆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往往落后
于许多规模和人口相当的其他城市。658	多年来，这给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进展制造了障碍，
同时也更加激励了它们及其合作伙伴，使它们更有动力努力避免许多更发达城市的那种基于化石
燃料和汽车的“灰色”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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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1(续)：

在卢旺达，政府和商界领袖合作，将首都基加利建设成一个智能的宜居城市。政府推出了
Irembo平台，使公民能够在线获取公共记录、申请出生证明并安排驾照考试。基加利与全球科
技公司诺基亚和SRG合作，正在部署先进的传感器，用以协助废物和公用事业管理。太阳能灯具
和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城市变得更加安全，居民出行更加方便，同时遏制了空气污染和碳足
迹。与此同时，部分借助政府与国际电信联盟的合作伙伴关系，卢旺达农村与城市地区之间的联
系——至少是虚拟联系——正在随着宽带覆盖面向内地扩大而进一步加强。这种连通，加上数字健
康记录和远程医疗功能使用增多，正在缩小城市与农村生活品质之间的差距。当然，挑战依然存
在，其中包括对该市大多数人来说，一些新街区的房价远远超出承受能力。尽管如此，基加利的发
展表明，原本基础设施和服务不发达的城市有可能一步跃入享有高效科技服务和更高品质生活的
时代。

此外，内陆国家的地理位置也可带来机会，虽然这是长期给这些国家的城市造成困难的因
素。例如，蒙古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城市正在吸引中国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基础设施投资，因
为它们位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战略位置。作为重要的过境国，这些内陆发展中国家可以有力
地证明投资建设其主要城市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意义。

政府如果要就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规划作出
有效决策，就需要以综合和战略的方式部署上述
各种杠杆。为了支持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国家政府
不仅可以下放责任指导治理结构，而且可以投资小
城市和二线城市，并鼓励多中心发展的模式。按照
多中心模式，人们在混合用途枢纽生活和工作，有
效而方便的公共交通贯通各个枢纽。659，660	此外，
政府需要投资创新建造和制造方法，以推动经济
发展和扩大谋生机会，同时努力全面实现《2030年
议程》。

由于基础设施造价高、使用寿命长而且直接影
响市民的生活，市政府在着手这些项目时需要建立
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包容各方的参与式规划至关重
要，而确保弱势民众在讨论桌前有一席之地尤为关
键。促进就地取材可以成为使用标准建筑材料的一
种经济实惠而且便利修复的替代物。

私营部门可以成为可持续项目的关键合作伙
伴。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和其他积极的激励措施推

动企业参与。661，662	但市政府在与私营部门缔结伙
伴关系时务必要有开展明智互惠合作的明确规定
和决心，同时确保将公民需求放在首位。混合融资
不是灵丹妙药，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因为这些
国家可能无法对私营公司保证在其惯常运营的相
对较短时间内产生利润。663	考虑到这一点，捐助
国、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于为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应该始终保持高度的
承诺。

一般而言，与私营部门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工具需要围绕以下概念：除正面效益外还要准
确定价负面外部效应。例如，计算建筑物整个使用
寿命的真实环境成本非常重要。这种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见方框2-32)。664	政
府可以使用诸如“净现值加”计算器之类的工具估
计资本项目的真实成本和价值，方法是将环境退化
和碳排放等传统上不计入成本的影响以及环境复
原力等惠益计入其中。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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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2：	
水泥业的可持续性技术

混凝土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材料，每年产量为42亿吨，大部分需求来自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
体的建筑项目。高产量使全球水泥行业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制造者之一，占全球排放量的5%至
10%。

在木质结构中，树木锁住的碳能长期保留在结构和家具中，从而减少碳足迹，对建筑业的整
体环境影响产生积极效应。评估木材从原材料到制造、使用和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后发现，使用
木材可以减少建筑业的碳足迹。木头或胶木可用作独栋房屋的框架和外部建筑材料，也可用于多
层公寓楼。例如，芬兰和瑞典的公司一直在开发交错层压板材和胶合板技术，从而能在可控条件下
进行大构件建造。666

尽管如此，对许多城市建造来说，最可行的替代物是水泥。因此，有望成功的解决方案需注重
减少水泥生产的排放。传统的波特兰水泥是将磨碎的石灰石和粘土用1400°C和1500°C的温度烧
成结块熟料，然后将其粉碎并与其他材料混合制成水泥。熟料的生产耗费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
化碳。此外，石灰岩中包含的二氧化碳也在生产过程中释放出来。

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德里和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发展替代方案和古巴研究中心
的联合研究小组已经开发出石灰石煅烧粘土水泥。这种新水泥将熟料含量降低了50%，并用较低
的温度生产粘土，不会释放其中包含的二氧化碳。石灰石按原样使用，不用燃烧。因此，二氧化碳
排放量比传统水泥降低30%。到2050年，用石灰石煅烧粘土水泥代替传统水泥可每年少排放多达
4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相当于法国全年的排放量或全球排放量的百分之一。

石灰石煅烧粘土水泥表现出与传统水泥非常相似的性能特征，甚至在抵抗可导致“混凝土癌
症”的氯和碱等方面的性能优于传统水泥。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较少，石灰石煅烧粘土
水泥还便宜约25%。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激励措施加快生产。

捕获土地价值这一概念基于应该让改善交通
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后的间接受益者分担成本和
风险的想法。例如，伦敦的横贯铁路（Crossail）项
目用公共和私人资金建设新的铁路基础设施，部分

原因是商界认为该项目将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从
而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667	更广泛地说，土地法规
和标准是市政决策者引导城市发展走上可持续道
路可用的一些最强大的工具。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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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3：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三个运输业案例669

将城市发展与日益严重的环境退化脱钩的一个关键手段是使用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具有
高效的公共交通和吸引人的“非机动出行”(步行、骑自行车)选择。私家车虽然仅占城市出行总量
的三分之一，但却在交通相关排放量中占到60%；加上拥堵和交通死亡率，意味着汽车城与实现
《2030年议程》并不相容。城市正在交通系统问题上采取综合做法：运用技术，鼓励可持续行为，
并作出治理和融资方面的长期决策。

葡萄牙可持续出行管理：葡萄牙工程和产品开发中心开发了mobi.me解决方案，用以实现实
时监控二氧化碳排放，更好更可持续地管理出行。Mobi.me与地方当局和社区合作，让城市管理
人员能够监控和促进更可持续的出行行为，并帮助用户更明了自己的碳足迹。

韩国的智能夜间公交车：猫头鹰公交车是首尔市内从午夜运营到凌晨5点的夜间巴士服务。首
尔市与KT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设计了最优夜间公交路线。KT公司收集了全市的手机通话记录和
出租车出行数据，在地图上直观显示市民的移动模式。车内连接的信息系统能够全面控制公交车
运行并有效调整班次，同时向用户和司机提供实时运行信息。猫头鹰公交车的设计是为了便利城
市的深夜通勤者，并减轻经济弱势群体(如个体户和小企业主)的经济负担。

南非的快速公交服务：约翰内斯堡正在借助其Rea		Vaya快速公交系统(非洲大陆第一个完整
的快速公交系统)在非洲开创可持续城市交通。主要目标是便利边缘化社区，特别是仍在克服种
族隔离时代影响的低收入地区。久而久之，该市希望此系统能覆盖80%以上的人口，并刺激经济
增长、创造机会和促进包容。随着人们从私家车和出租车转向公交车，Rea		Vaya的目标是到2020
年减少16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发展

宜居城市将人而不是企业或汽车交通模式放
在所有规划决策的中心位置。投资城市规划和设计
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能够以战略方
式继续发展，优先考虑优质和资源效率高的水、废
物、运输(见方框2-33)和能源系统。国家政府和市
政府将做出土地利用和空间规划决定加强城市与
周边近郊的联系，承认二线城市的重要作用，例如
在将农民与投入和输出市场联系起来以及充当货
物运输物流枢纽方面的作用。因此，城市可以鼓励
发展中国家经济多样化，提高城市、近郊和农村公
民的生计和生活质量。670

作为这种做法的一部分，创新的政府、有决心
的私营部门和积极踊跃的公民可以共同努力，促
进自然城市结合——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以保护生
物多样性，增进人类健康和福祉，增强气候适应
能力。

自然城市结合和城市新陈代谢设想城市是一
个生态系统，人类和自然界都在一个可持续的框架
内索取、付出、再索取。671	决策者以这种方式考虑
城市，就会优先考虑可再生的低碳或无碳能源、用
水效率(包括重复利用和回收灰水)以及当地和可持
续的食品生产。67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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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维护湿地和绿地以
支持城市的供水、城市径流和温度调节，可以取
代其他更耗费能源和资源的选案。674,675	公园、树
木、城市花园、河流、沿海地区和其他等等可以提
供生计、社区建设、人类健康、粮食安全和精神福
祉方面的宝贵惠益以及纯粹享受大自然的内在价
值。676，677,678	研究表明，减少与自然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接触会对人类共生微生物群以及情感和心
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679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包容各方并鼓励参与，以当
地文化和遗产为根基(见方框2-34)。研究发现，如
果让城市民间社会和风险最高的社区参与决策和
执行，则针对非正规住区居民或解决工业污染等问
题的气候适应措施最为有效。680，681

 

方框2-34：	
体现区域文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筑：来自中东的实例

建筑和设计以其建造的环境塑造人们的生活体验。今天，从业者正在将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
面作为核心原则考虑，强调抗灾力、气候友好型设计、无障碍以及城市的特性和遗产。

中东地区提供了一些例证，因为该地区的建筑不仅体现了其历史、文化和宗教影响，同时还追
求基于该地区气候、建筑材料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创新解决方案。在黎巴嫩，建筑师采
纳当地做法，使建筑的朝向能够利用主要风向；使用具有降温特性的当地石材；遵循传统设计，围
绕室内水景建造中央大厅和庭院，由此可进入所有房间，借此改善空气流通和降低室温。风塔是
中东地区发明的自然通风系统，使用这些传统设计可减少能源需求。682	市政当局和国家当局正在
积极鼓励保护历史设计，特别是在贝鲁特市中心以及	Byblos	(Jbeil)、Batroun、Deir	El-Qamar	和	
Douma的重建工作中。该地区的设计师还采用通用设计或包容性设计，后者的原则是力求创造一
个适合所有人(不分年龄和能力)的环境。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改善城市和近郊生活所有方
面(包括娱乐)的无障碍状况，最近增加了通往大海的无障碍海滩小径就是证明。683，684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社区团体
和民间组织都为提供服务、享有公共空间和公共空
间的质量以及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685	例如，在圣
保罗和许多欧洲城市，社区行为体已经开始维护公
共空间；在基塔莱，肯尼亚公民领导了废物管理做
法变革，以减少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同时改善生计
前景。686，687,	688，689，690

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促进了与周边近郊和乡
村地区的公平共生关系。政府和公民都越来越认识
到自己在维护支承他们的生态系统服务方面有着既
得利益。例如，纽约市投入了大量资金保护该市淡
水供应所依赖的上游分水岭地区。一些非洲城市正

在与周边社区结成伙伴关系，以加强为城市地区提
供粮食安全和其他资源的农场和生态系统服务。在
南非德班，土地使用规划者正在投资在附近城郊地
区重新造林，以适应气候，并作为大型垃圾填埋场
的缓冲带。691	最近对位于地中海边界的欧洲和北非
城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所研究
的4个北非地点加上8个欧洲地点中3个其近郊提供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增加。692	人口突增和人道
主义危机可能会导致现有系统不堪重负，因此需要
积极防范和包容各方的规划和管理(见方框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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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5：	
包容各方的城市规划：扎塔里营地的水管理693

和平时期就很困难的城市发展挑战在冲突或冲突后环境中会变得更加复杂，更成问题。叙利
亚冲突给周边国家造成人道主义危机。那些逃离战争的人们往往发现自己身处极度缺水的地区。
战争爆发后，国际难民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迅速搭建了扎塔里难民营，收容流离失所的人们。该
难民营很快成为约旦的第四大城市。庞大的难民人口使营地的供水和卫生服务不堪重负，于是，
疾病迅速传播，与收容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加剧，因为这些社区本身也缺水。

约旦水利和灌溉部为解决这一危机采取行动，召集包括难民团体和当地收容社区、国际非政
府组织和多边人道主义机构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协商。通过包容各方的战略规划，政府及其合作
伙伴建造了新的水井，修复和重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既节省了成本，又改善了对营地居民和周围
近郊地区的服务。除了供水服务外，还有德国政府出资建造的一座太阳能发电厂。

城市网络

《2030年议程》强调跨领土和跨区域分享良
好做法的重要性。除了上述“城市科学”之外，城市
领导人还可以通过参与城市网络、联盟和其他举措
相互学习。694	例如，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是一个
由90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组成的小组，代表着
超过6.5亿的人口和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该小组
于2005年成立，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城市行
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风险，同时增加城市
公民的健康、福祉和经济机会。

城市之间的联系基于多种因素。城市依赖全
球市场开展贸易，而且显然有在同类城市之间分
享良好做法的要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加入一
个或多个环境网络会激发行动，特别是当这些网
络的目标反映市长及其选民的现有政策优先事项
时。695	研究发现，城市得益于对等或更大城市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例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借鉴C40其
他成员的经验推出了绿色债券计划；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在发展快速公交系统时向欧洲和其他地方的
对等城市学习。696

过去20年中，出现了许多城市政府之间针对气
候变化缓解和适应问题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697

通过联合采取行动，城市加强了其决策的影响力。
这些决策可以补充甚至取代国家层面的行动或行
动缺失。698	例如，C40城市的市长承诺，从2025年
开始，其城市将只使用零排放公交车；城内大部分
地区将在2030年实现零排放。699	9个非洲城市——
阿克拉、亚的斯亚贝巴、开普敦、达喀尔、达累斯萨
拉姆、德班、约翰内斯堡、拉各斯和茨瓦内已承诺
到2050年将碳排放减至零。700

各城市网络正在寻找有共同经验的领域和共
同之处，可以相互学习，包括社会技术创新方面
的以及如何使城市排放衡量和报告标准化的方
法。701	例如，城市转型联盟是欧洲、北美和中国工
业遗产城市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城市正在努
力从建立在化石燃料和重工业基础上的体系转向
优先考虑当地价值链、体面生计和所有公民生活品
质的多样化可持续城市体系。702	加入城市网络还可
以获得重要资源，包括技术援助计划、交流案例研
究和其他良好做法报告、参加会议和其他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以便市长和工作人员建立关系，甚至促
进某种建设性的竞争。例如，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
选出一个城市授予“欧洲绿色之都”的称号，以嘉
奖绿色发展和创新。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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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切入点6——全球环境公域

要旨

1.	 享有全球环境公域(生物多样性、土地、大气和海洋)至关重要，但这类公域正在耗尽和退化，
其影响跨越国界。因此，迫切需要管控全球公域自然资源的开采方式以及管理由此产生的废物的
方式。

2.	 全球环境公域彼此内在相联，没有国界之分。地球系统的恢复和抗灾能力意味着善于预测公
域之间的反馈效应，以便在全球和地方各级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尽可能减少不得已的取舍。
全球公域的管理必须以技术、资金和政治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解决环境不公正问题，避免资
源使用的不平等并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

3.	 当前，全球环境公域所提供的自然资本存量正在恶化，其速度超过更新速度，并缺少适当的市
场估值和公共政策。全球公域的公平享有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现象，但取决于全球治理以及各级的
诸多行动。

4.	 全球环境公域保护政策可以通过奖励、税收和监管措施，例如通过累进碳税机制，转变难以
改变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行为。用经济和监管手段进行激励，同时从文化上转变规范和做法，
进而实现消费行为的结构转型，也可促进对全球公域进行保护。

5.	 跨国协定是保护公域的关键，涉及众多机构和利益攸关方的适应性治理可有助于确保可持续
管理公域。科学外交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全球公域的保护，有助于建立伙伴关系促进解决冲突和可
持续管理公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全球公域指不属于任何国
家管辖范围的4个特定区域：公海、大气、南极和外
层空间。近期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讨论还
包括其他公域。这类公域可能在明确界定的国家或
区域管辖范围之内，但其持续存在的惠益超越这些
管辖范围。热带雨林、土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便
在此列。

本报告着重上述广义的全球环境公域，即由各
种直接或间接促进地球系统运作进而保障生命的
大型生物群落和系统构成，包括生物多样性、大气、
海洋、冰冻圈、森林和水圈。704	这些公域组成自然
资本存量，其提供的惠益通常为全人类所共享。一
些公域，例如森林，其所有权、保有权和用益权可能
重叠，但并非一定与公域概念相互排斥。对全球环
境公域所采取的行动应当有助于保障人类福祉和所
有生物物种的存续。

当前，自然资本存量的恶化速度远远超过其更
新速度。对全球环境公域的过度开发，加上有害污
染物质的排放、辐射、废物和危险化学品的过度使
用，正在导致可能不可逆转的变化，危及地球系统
的稳定。我们对全球环境公域的实际需求已变得如
此巨大，以至于影响整个地球系统。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就必须减轻这些
公域的压力。目前，经济发展正导致环境足迹不断
扩大。必须扭转这一趋势，才能在不使全球公域遭
受物种大规模灭绝、毁林、土地退化以及废物倾倒
和排放不可控的情况下，保障人类福祉，为可持续
经济体和可持续企业提供支持。人类活动产生的废
物，包括危险化学品、塑料和电子废物，已经超出地
球系统的承载能力。因此，迫切需要使人类活动去
碳化，管控从公域开采资源、有效利用、进行分配和
管理废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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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人类生存与全球公域

大气 生物多样性

海洋 土地

33%
的土地用于农业

20%
的地球植被覆盖地表

在����年至����年间出现生产力下降 

30.7%
的陆地面积为森林覆盖

��%的动植物濒临
灭绝（将近���万物种），
许多动植物将在今后
几十年内灭绝 

��%的作物由于授粉
媒介的消失而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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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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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的鱼类种群

以不可持续的水平捕捞

50%
的珊瑚礁

自����年以来已经消失

2.10.1 障碍

生物多样性丧失

陆地和海洋物种的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及其提供
的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2019年的报告发出
警告，在所评估的动植物组别中，平均约有25%的
物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有大约100万物种已经濒
临灭绝，如果不采取行动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
因素的强度，其中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灭绝。705		

如果不采取行动，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将会进一步
加快，而现在已经比过去1	000万年的平均水平快几
十、甚至几百倍。

许多授粉物种数量锐减，或受到化学品使用
和农业扩张的威胁，使75％的粮食作物生产面临风
险。在全球范围，本地的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品种
正在消失。这种多样性的丧失，包括遗传多样性的	

	

丧失，削弱了许多农业系统抵御病虫害、病原体和
气候变化等威胁的能力，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
重大风险。空前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些相互
关联的因素推动的，包括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发、
化学污染、土地碎片化、物种入侵、偷猎和塑料弃
置。尽管支持保护工作、保障子孙后代的安全生存
空间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2020年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中的大多数目标可能无法实现。706

地球上的生物体与物理气候系统相互作用，决
定了全球环境的总体状况。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削弱生物圈的复原力，而生物圈对维持我们享有
的地球气候条件至关重要。707	灭绝减少了生物圈的
遗传多样性，从而削弱了生物圈功能在气候条件变
化情况下的复原力。生物多样性正以空前的速度丧
失。目前有近100万物种在今后几十年里濒临灭绝，
占所评估的动植物种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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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气的破坏

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平流层臭氧消耗和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是影响大气状况的四大挑战，对海洋
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人类活动
引起的气候变化扰乱生态系统的支持、调节和提供
服务的功能，同时加剧诸如酷热、强降雨、洪水、
山体滑坡、海平面上升和干旱等灾害。随着气候变
化，尤其加上人员流动时，感染和疾病可能出现并
加快传播。热带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很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早感受到气候变化不
可逆转的后果，但准备和应对能力却相对较弱。据
保守估计，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概率若
为66%，则二氧化碳预算总量为4	200亿吨，但已知
石油储量远远超出这一预算。

空气污染构成全球最大的健康风险之一，尤其
是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据世卫组织估
计，室内外空气污染每年造成800万人死亡。如上
文所述，全球91%的人口呼吸的空气超出世卫组织
的污染指导值。90%以上的空气污染致死者生活在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寒冷地区的城市供暖能源
需求量大，应特别注意低效炉灶产生的烟气，尤其
是低谷城市，那里的逆温现象会使受污染的空气滞
留在城区居民的上空。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们对
森林资源进行开采，化石燃料和生物物质燃烧不充
分所产生的黑碳相应增加。在大多数特大城市，黑
碳以及区域火灾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在引发气溶胶
与行星边界层相互作用以及导致近地表空气污染
进一步恶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海洋的变化

要维护海洋进行调节和提供服务的关键作用，
就迫切需要保护海洋。海洋的作用进而支持大多数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海洋可以为人们提供食
物和生计，同时维持生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
沿海地区、调节气候变化。海洋发挥着重要的温度
和降水调节功能，同时还是碳汇，吸收了工业化以
来大约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预测海洋发
生的变化会对地球系统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全球变
暖加剧。温度升高加上因吸收碳而引起的海洋酸化
对珊瑚礁构成双重挑战，造成珊瑚礁的生长速度

放缓、白化现象加重、抵御风暴的功能减弱。珊瑚
礁遭破坏会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因为25%的海洋
物种以珊瑚礁为生境。此外，珊瑚礁在许多热带和
亚热带国家(包括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
海岸保护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洋为6	000万渔民提供生计。渔民从海洋资
源中获取收入。但酸化降低了一些具有重要商业
价值的鱼类幼苗和成鱼的存活率，因而威胁渔民
生计。全球海洋鱼群量面临过度捕捞的风险，其比
例已由1974年的10%上升至2015年的33.1%。越
来越多的来自陆地的垃圾、污水、塑料废弃物、人
类活动所致纳米粒子、化肥、危险化学品和危险技
术导致的溢油流入海洋，危害海洋物种和生物多
样性、污染食物链、对人类免疫系统构成风险、降
低生育率并增加癌症风险。塑料废弃物占海洋废
弃物的60%至80%，随洋流密集汇聚(每平方公里
200	000件)。人类活动还威胁海洋哺乳动物的交流
和觅食能力。

争夺水和土地以及退化加速

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18亿人绝对缺水，三
分之二的人口将缺水。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
情况势必恶化，特别是考虑到用水需求预计将增加
50%。随着人口增加，尤其是旱地人口增加，越来
越多的人在日渐退化的土地上开始需要依赖淡水
供应。干旱和缺水造成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和生态损
失，是公认的所有自然灾害中影响最深远的。解决
上游土地退化问题可以改善下游地区的用水状况。
正如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近期的证据所显示的，恢
复土地可以提高地下水位，增加作物产量，并促使
该地区的动物群发生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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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36：	
具有复原力的山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708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这对生活在山区的大约9亿人而言尤
其如此，山区属于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山区人口的贫困程度深重。在发展中国家，约有
40%的山区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如果他们要享有可持续的未来并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
加强能力和复原力。这就要求在执行措施和审查实现《2030年议程》的进展情况时考虑山区的
具体情况。709

一批来自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瑞士和乌干达的66名山区问题专家应
要求查明可持续发展目标内旨在建设山区复原力的各项具体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评估工作重点指出促进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
6.5、6.6、11.4、12.2、15.1、15.2和15.4)如何构成建设弱势群体应对能力、采取可持续和抗灾
能力强的农业做法(具体目标1.5和2.4)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提供全面健康覆盖(具体目
标3.8)、促进儿童教育(具体目标4.1)、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4.7)、获取信息(具体目标
12.8)、创建包容的社会(具体目标5.5和10.2)以及政策一致性(具体目标17.14)有助于克服不平等、
推动建设有复原力的山区社区。专家认为，要解决偏远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就要发展可持
续旅游业(具体目标8.9)并加强城乡联系(具体目标11.a)。

土地包括森林、耕地、沿海地区、牧场、旱地、
山区和其他生物群落以及城市；其中每一类都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特定挑战(见方
框2-36)。土地正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尤其是
种植粮食的土地：每年损失的耕地估计为100	000
平方公里。710	1970年至2000年期间，人均可耕地
面积从0.38公顷减至0.23公顷，预计到2050年将
减至0.15公顷。711

大约三分之一的地球无冰地表和全球可用淡
水用于饲养牲畜。在全世界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无
法种植其他作物的旱地和其他资源稀缺地区，饲
养牲畜可能是有效利用土地的方式，使那里不可食
用的植物转化为肉和奶供养人们。然而，在其他地
区，将土地用于牲畜饲养并非合理利用资源，因为
这会导致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并无法采用以
较少资源生产较多食物的更有效方法。712

世界各地以及从全球到地方各级的土地需
求日增，彼此争夺，使土地成为一种全球商品。自
2000年以来，总面积与西班牙大致相当的非洲大

片土地被其他国家买走，用于保障这些国家的粮
食安全。713	如此大规模收购土地在有能力与无能
力购买土地的国家之间造成权力失衡，减少当地
民众获得土地的机会，使其面临遭驱逐的风险。714

总的说来，维持和恢复土地资源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在确保共享繁荣和福祉的同时，应对气候
变化、确保生物多样性、维持关键的生态系统服
务。土地退化零增长有3项物理指标：土地覆被(土
地覆被的变化)、土地生产力(净初级生产力)和碳存
储(土壤有机碳)。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可有助于加
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据估计，恢复已退化生态
系统的土壤每年可储存多达30亿吨碳。715	气候智
能型土地管理做法，例如低排放农业、混农林业以
及恢复森林和泥炭地等固碳价值高的生态系统，
几乎总是带来适应方面的共同利益。

毁林造成的主要风险 

全球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1990年以
来，至少有13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已经消失，面积
与南非相当，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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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这些森林因农业、资源
采掘、城市化和其他原因而被清除，特别是在拉丁
美洲亚马逊森林和中部非洲森林这两个地球上最
大的雨林区。两大雨林区对全球环境健康至关重
要，因为它们通过其碳汇和碳储存的关键作用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两大洲的天气模式，并保障独特物
种和生物多样性群落。它们的命运不仅关系到当今
的居民，而且关系到每一个人。2018年官方数据显
示，巴西境内亚马逊雨林的毁林率已达到十年来的
最高水平。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自然资本由可再生资源存量和不可再生资源
存量构成，通常称为“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往
往不列入标准经济生产函数，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
视其为理所当然。如今已不再是这种情况。尽管自
然资本对几乎所有类型的生产都至关重要，而且大
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涉及或严重依赖自然资
本，但自然资本仍在不断退化。必须停止破坏自然
资本，转而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复原力和稳定性并
使资源能够更新的限度内管理自然资本。突破这些
系统的极限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
后果。如今，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自然已被多种人
类驱动因素显著改变，绝大多数生态系统指标和生
物多样性指标呈快速下降之势。75%的陆地表面显
著改变，66%的海域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累积
影响，85%以上的湿地已经消失。一项题为“自然
资本处于风险――企业最大的100项外部效应”的
研究显示，初级生产部门(农业、林业、渔业、采矿、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用事业)和初级加工部门(水
泥、钢铁、纸浆和纸张、石化产品)产生了7.3万亿美
元的外部费用，占2009年全球经济产出的13%。其
中一些外部费用已经变成各种部门金融机构的搁
浅资产。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所管理的自然正承受
越来越大的压力。地球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传
统上由土著人民拥有、管理、使用或占有。这些地
区包括大约35%的正式保护区以及大约35%的受
人为干预很少的所有其他陆地。与其他土地相比，
土著人民土地上的自然退化速度一般较慢，但也正
在退化，同样在退化的是如何管理自然的知识。

自然的许多贡献无法取代。多样性的丧失，如
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丧失，会永久减少未来
的选择，例如或许可栽培成新的作物和用以改良基
因的野生物种。人们创造了一些替代物取代自然的
其他一些贡献，但许多不完美或费用昂贵。例如，可
以通过能够过滤污染物的生态系统或通过人造的
水处理设施获得优质饮用水。同样，可以通过种植
沿海红树林或修建堤坝和海堤减少风暴潮引起的
沿海洪水。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修建基础设施可能
极其昂贵，未来会产生高昂费用，而且无法提供协
同效益，例如为食用鱼类提供保育生境或提供休闲
机会。更普遍而言，人造替代物通常无法提供大自
然提供的全部惠益。

全球环境公域正在退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市场
不解决负面外部效应问题，听任受影响社区和整个
社会首当其冲遭受损害。虽然有一些监管控制，但
往往损害的源头在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管辖范围之
内，而造成的损害可能在其他许多国家或区域。气
候变化便是这类环境不公正现象的一个全球实例。
大气中的大部分二氧化碳由工业化国家排放，世界
上最富有的10%的人对全球约一半的排放量负有
责任。716	与此同时，排放量少得多的国家和人口受
到的影响却最严重。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等特定国家组、山区社区和北极社区如今不得不
经受风暴、海平面升高、冰川消退和其他极端气候
灾害。此外，许多热带国家将比工业化国家更早经
受生态系统转变和气候灾害的剧烈影响。717	这种
不平衡反映在气候谈判以及要求发达经济体向最
脆弱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诉求之中。绿色气
候基金是支持脆弱国家的这类机制之一。该基金力
求确保平衡分配用于适应和缓解项目的资金，同时
确保发展中国家直接获得资金，以便更好地用于国
家的气候行动计划。为此目的分配资金有时颇具挑
战性，但迄今为止似乎满足了这些要求。718、719

此外，我们赖以享用全球公域的基础设施通常
为私营部门所有。例如，有基因专利保护的所有海
洋基因序列中，大约一半由一家公司注册。720	这就
有必要让私营部门参与全球公域管理，制定框架和
条例，限制私营部门对全球公域可能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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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变革杠杆

全球环境公域的各个方面相互支持。

可持续管理土地以及采用保护性农业做法可
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和养分循环，提供优质水，并有
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721	反过来，减缓气候变
化可降低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减轻土地承受的
压力，从而支持生态系统。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可支持实现《2030年议程》
内1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41个具体目标，包括人类
福祉和环境两方面。722、723

治理

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许多人从地球资源
中获益。当这些资源属于全球环境公域的一部分
时，因使用这些资源而受益的人可能在国家法律管
辖范围之外无需承担其行动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或者只需承担微薄成本。这就难以认清和确立得
失。724	大多数利用全球环境公域的行为产生的具体
收益惠及一些家庭、小范围群体、私营企业以及地

方、区域和国家政府。725	当他们获取的份额远远超
过公平份额，而且过度开发威胁到现有自然资本存
量的可持续更新时，两难境地就会出现。726	因此，
在利益各异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之处，有必要对全球
公域进行适应性治理。727

全球公域治理需要做到灵活和多中心，有各类
机构参与，制定总体规则，相互作出调整，地方采
取行动和建立信任措施。728	这种类型的治理可以
为相互借鉴和彼此协调创造条件。729、730

制度多样性制度多样性——机构多样性能使决策者根据
特定规模和社会生态环境尝试不同的治理解决方
案。这种尝试能使社会认识和调整自身的治理解决
方案。731	例如，过去十年来，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解决方案以多中心的方式激增，从借助跨国
网络达成的国际协议到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气
候政策、社区倡议、社会运动和私营部门的倡议等
等。732	即使在政府退出减缓承诺的情况下，这些解
决方案也能促进地方在气候治理方面取得进展。

方框2-37：	
可持续管理化学品的整个生命周期733

预计2015年至2030年间，全球化学品行业将翻一番。许多新的化学品将进入市场，丰富已经
在生产的估计10万种化学品。化学品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但不少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健全各级管理。除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现有多边环境协定外，《国际
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为合作决策、公开讨论和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自愿、多利益攸关方、跨部
门的平台。化管方针支持实现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商定的化学品管
理“2020年目标”。

2020年目标呼吁将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重大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随着化学品和
废物行业的快速演变和增长，2020年目标显然无法实现。需要汇集所有相关部门为2020年后的化
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制定未来的政策框架，提振雄心，并加强政策力度。目前正在开展有关化管
方针的闭会期间进程，目的是到2020年底拟定该框架。

无论未来的全球办法或框架有何内容，化学品行业必须向可持续性转型，包括为此提高资源
效率，促进材料创新，考虑化学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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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则或目标总体规则或目标——维护全球公域要依靠可有
助于协同一致和解决冲突的多边协定和总体规则，
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或《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见方框2-37)
等多边协定和平台都是保护全球公域并保障其全
球可持续管理的机制。重要的是，每一个协定都由
一个正式的科学咨询机构提供支持：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与政策平台、防治荒漠化公约科学和技术委员
会。这表明科学外交可以在发生冲突时改进对全球
公域的管理，并支持管理公域的伙伴关系。同样，
政府在继续努力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时，也可以参考科学为
其提供的依据。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就直
接有助于调节超出管辖范围和规模的外部效应。不
过，确保全球公域的可持续性不是单纯的全球治理
问题；还必须采取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种规模的许多
行动，并让最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参与其中。

相互调整和适应性治理相互调整和适应性治理——要协调各倡议间的
互动，就必须建立多利益攸关方平台，调节市场机
制，并在全球公域的治理行为体、提供者和用户之
间确立法定边界。734	决策者可采取一系列战略和治
理手段，推动社会学习，即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学
习新的行为模式。735	一些最行之有效的行动是地方
一级自发组织、基于社区的举措，特别是以转变全
球碳汇或资源使用模式为目的的举措。736	但任何
规模的集体行动都有赖建立信任。737	在多中心治
理系统中，相互关系不是采用自上而下的立法行动
规定，而是可以通过说服引导、审议集体目标或用
声誉激励以及自发组织的网络有序形成。738、739

经济和金融

当今世界需要循环经济等新的经济模式，其生
产系统能够增强地球的复原力和生物多样性，同时
减少消费和浪费，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脱
钩。此外，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创新要带来经济增长
机会，从而在抑制碳排放和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增
加就业。740

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目标可以引导企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公司可以为力求将全球升
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气候行动目标作出贡献。
此类举措奖励不造成全球损害的行业，包括可再
生能源、有机农业、负责任的渔业和采掘业或公共
交通。

替代商业模式替代商业模式——发展中国家可以走不同于发
达国家的经济道路——直接跃进到更高效、更可持
续的生产和服务提供模式。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可
以寻求一切照旧做法的替代模式。化学品租赁模
式便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大规模销售化学品的
传统模式，例如工业用涂料、溶剂等的大批量销
售，导致不必要的过度消耗和低效使用，并产生有
害废物。741	化学品租赁模式是循环商业模式的实
例。742	按照该模式，化学品销售不单纯以大量销售
为目标，而是考虑化学品的用途，据此优化与化学
品相关的数量和增值服务，例如，根据需要涂漆的
物品件数只提供所需数量的特制涂料。此举扩大
供应商的责任。这种供应商可能要进行全生命周期
管理。化学品租赁确保成本效率，是有助于减少与
化学品生产和使用有关的环境和健康影响的一种
最佳做法。743

影响力投资是指意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取
得社会或环境效益的投资。这类投资可以为社区提
供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项目，同时为投资者提供回
报。这类投资正在日益渗透发展市场，并适合用于
减缓气候变化等项目。

单独和集体行动

有利于环境的个人和集体行为会对土地管理、
肉类消费、交通工具选择、废物生产和用水产生重
大影响。744	消费者会遵循当局、公民社会和政治理
性的引导，从而形成一种个人和集体责任感。745	文
化变革也可开创消费行为的结构转型和变化。

环境管理环境管理——在人类世时代，人类活动已经成
为影响地球系统的地质力量。因此，全球居民的责
任是成为自身生命保障系统的积极管理者和变革
推动者，找到扭转环境损害的方法。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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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

新技术和替代技术有助于减轻全球环境公域
的压力，747	例如可以帮助减少城市地区的排放量和
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水泥需求(见关于水泥行业
的方框2-32)。然而，应当着重指出，技术需要成为
旨在降低消耗的整体经济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森林和土壤固碳森林和土壤固碳——为了抵销难以消除的排放，
可鼓励负排放。748	如上所述，碳捕捉技术正在快速
发展，但尚未规模验证。植树造林和土壤固碳仍然
是最广泛使用的两种负排放手段，但可植树造林的
面积和土壤可储存的碳量有一定限度。植树造林利
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可能
需要单作物种植一种树。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有效
固碳，但可能会扰乱当地动植物群以及植树造林前
就已在使用这片土地的人。749	正如气专委报告指
出，有效的森林和土壤固碳需要大规模改变土地	

	
用途，可能会对人类住区、粮食、牲畜饲料、纤维、
生物能源、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构成挑
战。(IPCC	SR15)在生物多样性和生计面临风险的
情况下，可以种植多种本土树木并让社区参与森林
管理。750	保护老龄林是更为有效的办法。老龄林在
水土保持方面通常优于新林，同时有助于生物多样
性(见方框2-38)、文化和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
的减缓和适应。751	使用卫星图像可以极大地帮助监
测毁林情况和土地使用的变动情况。

有必要采取行动，防止老龄林受到不可逆转的
破坏。认证制度是减少毁林的一种办法，有助于将
伐木与森林管理相结合，特别是当私营部门参与计
划时，如东非森林的情况。752	协调绿色能源供应、
能源需求以及碳固存或捕获的综合能源系统应纳
入负排放。753

方框2-38：	
利用技术保护小国的热带老龄雨林754,755

圭亚那人口不足80万，森林覆盖率达到87%。该国监测、报告和核查森林碳基二氧化碳排放
的系统符合国际最佳做法。该系统最初在减排加*方案下开发，用于监测圭亚那与挪威签署的避免
毁林协定。如今，这个监测、报告和核查系统发挥诸多国家职能，包括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
况，并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数据，以维持生物多样性、管控毁林问题、保持低森林退化率。

最初，该系统使用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地面实况调查和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对该国森林进行
摸底。现在，该系统使用免费提供的卫星数据，以低成本运行，并由本国工作人员维护和管理。
自2010年以来，每年进行摸底。该监测、报告和核查系统提供的数据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
于土地使用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具体目标实现情况(目标13的具体目标2和3；目标15的具体目标
1、2、3和4)。

该监测、报告和核查系统由国际社会合作开发，利用了卫星技术、科学和当地资源，汇集了地
方和国际上的专家、学界和政府人才。该系统为其他森林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节约型模式。变
革性的双边伙伴关系可以推动地方工作，从而满足国家需求、支持可持续发展。该系统推动访问
技术数据，承认国家制约因素，并为政策执行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提供了依据。

*减排加：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以及发挥森林养护和可持续管理和加
强森林碳储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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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综合的变革途径

全球公域的变革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并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见方框
2-39)。756	基本途径包括与多边环境制度、跨国城市

网络、跨境流动、调和生计与养护以及科学外交有
关的途径。

方框2-39：	
从气候视角看相互联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757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和《巴黎协定》的缔结具有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家
自主贡献之间创造共同利益的巨大潜力。

德国发展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联合分析了160多项国家自主贡献及其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关系(见www.NDC-SDG.info)。分析表明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气候活动如何能够不仅
支持实现关于气候变化的目标13，而且支持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国家自主贡
献中提出的活动涉及最多的目标是目标7(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目标15(陆地生物)、目标2(零饥
饿)、目标11(可持续城市)、目标6(清洁饮水)和目标17(伙伴关系)。所评估的160个国家自主贡献中
的500多项活动涉及上述每个目标及其具体目标的主题，突出显示实现共同利益的巨大潜力，也表
明政策一致和协调执行进程的必要性。此外，分析表明，这些活动提及卫生、教育和性别平等等社
会目标的频率少于环境和经济目标，显示了需要填补的现有差距。

除了《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程》之间的重复主题之外，气候活动方面的国家自主贡献也突
出表明目标本身相互关联的特点。分析表明，即使在一项气候活动中，也可能提到多个目标和首要
主题。例如，气候智能型农业不仅与目标2(零饥饿)有关，而且与目标15(陆地生物)和目标6(清洁饮
水和卫生设施)有关。通过采用将气候活动分类归入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作者确定了一
些贯穿各领域的主题，如水和复原力。在国家自主贡献所述活动中，水既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投入，
也是必不可少的产出。例如，雨水收集方案是气候计划中的一项突出措施，其中提出节水措施以
提高农业产量。同时，气候计划包含减少水流失和适应水短缺的多项战略。确定具有高度协同效
应的主题能为综合政策设计提供指导，并突出指明重点领域。

虽然分析只着重国家自主贡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联系，但评估取舍得失也至关重
要，以便能够在所有区域和任何时间管理各级的执行工作。

多边环境机制是国家主导的特定环境问题领
域中的国际协议。758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7年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和生产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759	该议定书源于对臭氧消耗的严重程度进
行的权威性科学评估，并加上受影响方面持续表
达的意见、对排放数据的社会监测和执行协定的压
力。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也最终产生了取代臭氧消
耗物质的技术替代品，使工业生产者受益。760

跨境运动跨境运动——除了上一章所述的城市网络外，
还有正在围绕具体的共同关切问题和焦点形成的
自行组建、基层化的全国网络。支持全球公域运动
的突出实例包括那些推动撤资、761	农业生态762	和
环境正义763	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提高认识、促进
创新、积累社会资本、利用当地知识和传播关于社
会技术替代方案的知识，同时可以影响当地和全球
的政治议程，使之有利于全球公域。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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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生计与养护兼顾生计与养护——许多过度使用公域的根源
在于没有解决使用土地或水资源的诉求。765	对鱼
类资源而言，一种选择是建立跨国、国家或国家以
下规模的海洋保护区，以养护海洋生态系统。766	然
而，海洋保护区可能会使小规模渔民无法获得关键
的生计资产。767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决策应让小规模
渔场参与，随后由政府执行和管控这些地域的使
用，并解决争端。768	因此，必须让渔业社区参与建
立海洋保护区的工作，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和理事会
的组建，并参与执法，同时推广可持续捕捞的技术
和社会做法。也可在科学和跨国公司之间建立伙伴

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可一举影响主要污染者控制的
资源使用，但也可能强化全球公域不公平的法人治
理结构。769	可以通过强制执行限制资源退化同时
向人民提供支持的国内法律和条例解决生计和养
护问题，如在不丹所实施的(见方框2-40)。

科学外交科学外交——科学外交促成环境保护的例子很
多(见方框2-41、2-42和2-43)，但政府内部的科学
没有充分发挥外交工具的作用。全球公域退化的问
题需要各国更加重视科学外交，将其扩展到管理无
人治理的空间，如海底、空间和网络空间。

方框2-40:	
不丹——一个碳负值国家

不丹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措施，其中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是确保绿化覆盖。宪法要求60%的
土地要有森林覆盖。770	法律授权还监管着一个补偿方案，其中规定对使用的任何数量的木材都征
收政府税，以种植与所用木材数量相当或更多的适当树种的树苗。771	另一项措施监管电力的生产
和使用。不丹的燃煤发电厂很少。电力主要来自水电，其中一些出口到印度。这些措施使不丹成为
一个碳负值国家。旅游业进一步支持了自然的保护和发展。不丹要求来访的游客每天至少支付250
美元的一揽子费用，以支付住宿、膳食、有执照的导游和其他旅行费用，其中65美元用于社会服务
和基础设施。

总而言之，全球公域的有效提供不仅依赖单
一路径，而且依赖多条路径之间的相互作用。772	例
如，跨国气候变化倡议正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进程互动，并为《巴黎协定》奠定了重要基
础。773	在所有这些领域，科学和技术都可以作出重
要贡献，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方框2-41：	
作为公益物的淡水可持续水文774

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目标6有一个具体目标是综合水资源管理。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
成就，尽管经常因缺乏关于水循环及其演变的知识而受到制约。775	以下两个事例说明了这种管理。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自2010年以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一直领导国际科学合作，研
究气候变化对分布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4个国家（阿富汗、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
冰冻圈的影响。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有一个平台，供在该地区工作的广泛多样的主导研究人员、
从业人员和政策专家相互之间长期合作和协调。他们共同编制了一系列监测和评估报告，并通过科
学外交工具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话作出了贡献。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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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41(续)：

教科文组织西非和中部非洲水文计划——近几十年来，由于土地使用的变化和气候高度多变，
西非和中部非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起来的许多水管理结构对可持续性
造成负面影响。近几年来，水利结构经常破裂，影响交通运输和安全。随着气候的变化，水文极端
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教科文组织的水文方案自2015年以来一直认为迫切需
要更新现有的水文指南，并将其扩到到城市环境。迄今已举行一系列涉及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会议。2016年10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一次合作伙伴会议，以启动
该方案并修订西非和中部非洲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水文标准。777	

方框2-42：	
在区域合作中混合采用多种途径的机制实例778

北极地区的行为体正在考虑进一步以区域为导向实现可持续发展。北极理事会等北极行为体
之间以及北极区域以外的行为体(如欧盟和一些对北极感兴趣的北太平洋国家)之间都举行了讨论
和活动。

一方面，这种兴趣是因为北极历来开展区域环境合作。这一合作的基础是政府与土著社区之
间的联合议程；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对合作的有力贡献；管理共同挑战的具体战略；同时考虑到人
类福祉和环境敏感性。

另一方面，这种兴趣是因为开发北极自然资源和航道的兴趣和开放可能性，同时也意识到如
果不在战略和行动计划中考虑可持续发展会面临的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的兴趣推动产生了这样一
种想法，即北极可以成为实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或实验室。

然而，要想发挥这一作用，就需要承认北极的大多数国家和北极理事会成员国是世界上最富
有的国家。这对环北极区域本身和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负面溢出效应。一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问
题，就可推荐北极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将其作为世界其他区域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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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43：	
科学外交779

科学外交已经远远不仅是国际科学合作，尽管很可能有外交上的好处。科学外交主要是有意
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科学专门知识促进外交目标。虽然科学外交是在冷战时期主要行为
体投射软实力时出现的，但现在则是所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可以用来促
进自身直接的国家利益以及与其区域和全球社区共享的利益的一个概念和过程。后者不可避免地
包括全球环境公域。

但有效开展科学外交的架构往往并不具备。很少有政府在外交方法中深入运用科学；相反，
政府可能认为科学主要用于支持贸易或安全谈判。然而，在区域或双边一级，还是存在科学外交
的良好实例。例如，中部非洲山地大猩猩的跨界保护或加勒比的区域灾害管理。为了促进科学外
交，成立了一个外交部长科技顾问网络。该网络进而得到政府科学咨询国际网外交和对外关系中
的科学政策司迅速扩展的科学外交学者和从业人员网络的支持。

新出现的问题正在推动各国加强亟需对共同全球目标给予的重视，因此更需要科学外交。这
些问题包括新技术、数字和经济转型、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以及管理无人治理的
空间(例如，海床和空间)。面对正在分裂和已经分裂的社会，现在出现的全球和区域挑战也将受益
于帮助发现解决办法的科学见解。不无矛盾的是，就在全球化受到损害时，解决全球公域许多问
题的需要却在增加。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科学。事实上，科学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手段，并应
该用以帮助超越影响进展的地缘政治辩论。

国际政策系统收到了关于专门主题(如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报告)	 的优质科学建议，但
还可以开展更多工作，以广泛加强联合国系统与科学政策界之间的联系，使科学可以始终成为核
心投入。或许不妨思考一下全球政策界与科学界彼此建立较为正式和系统的一整套关系是否会有
助益。但其他许多障碍在国内，而且可能还需要外交部和科学部内部有新的、更有效的投入形式。
科学可以帮助应对大多数政策挑战。这与应对许多外交挑战特别是全球公域挑战没什么两样。

2.11. 变革的共同责任

变革切入点并非只是本章中重点指出的领域。
事实上，当考虑区域、国家或地方一级的变革切入
点时，便会有明确的优先事项。同样，在任何切入
点采取行动都需要最适合本地情况(有关各切入点
的行动选项请见第4章)。应该从当地商定的切入点
着手追寻变革途径，并可相辅相成地反馈到其他变
革优先领域，包括本报告中说明的领域，诸如粮食
或能源系统。例如，水和土地是许多区域变革的关

键切入点。这些领域的行动可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产生积极的影响(见方框2-44和2-45)。

从本质上而言，找准变革切入点对于使行动
获得最大的积极效应和最广泛的覆盖面、针对全
球的共同需求以及当地的优先事项非常重要。更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无论借助什么切入点，只有在
治理、经济和金融手段、单独和集体行动以及科学
和技术这些杠杆协同致力于加强实现共同商定目
标的行动影响情况下，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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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44：	
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用水的综合途径

获得水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但许多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2015年的比例为全球人口的
29%)，780	一些区域的水供应严重紧缺。有22个国家，主要在北非和南亚，缺水程度超过70%。最
容易受缺水影响的是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社区中的妇女和儿童。人口增长、污染、城市化和气候变
化继续给本已承受压力的水系进一步增加压力，危及目标6以及其他目标的实现，包括目标1(无贫
穷)、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5(性别平等)和目标14(水下生物)。

变革途径是本报告的重点，其作用是在界定为“切入点”的领域集中采取根据具体情况组合
的行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并加快《2030年议程》的整个行动。水管理可被视为这样的一个切入
点。在这一切入点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多个目标，相关干预措施可以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可持续
途径)，或者产生意想不到的挑战和环境外部性和（或）加剧不平等(不可持续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照旧的水管理途径可能会使世界到2030年缺水约40%，尽管不同区域程
度不同。781	如今，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国家。随着水需求的增长和气候影响的加剧，缺
水的程度预计会增加。782	农业消耗的淡水最多(全球每年取水量达69%)，783	在降水和地表水都少
的土地上扩大水浇作物增加了地下水供应的压力。784	为了开创一条更可持续的道路，需要采用系
统性办法，利用跨学科方法统筹解决水问题，即考虑水与其他系统的相互联系，包括本报告中讨论
的那些系统——可持续经济、粮食、能源、城市发展和其他等等。

对水采取新的全盘统筹的可持续途径需要考虑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依赖、包容、伙伴关系和
最重要的不让任何人掉队，同时利用过去几十年中不曾有的能应用于水的新技术。需要努力加快
实施工作，采用经修订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模式，适当转让技术，让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并促进各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包括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其他
机构。

全球和区域合作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共享水域方面。151个国家有286个共享河流流域，其人
口占世界人口的40%。785	由于许多人生活在共享水域的国家，合作便对保障全球共同利益至关
重要。

转型并非简单或没有痛苦，但当行为体以综合
统筹的方式朝着商定目标努力，分享和应用现有的
科学、技术和决策知识时，快速变化就会发生。当
决策者考虑和评估多项结果而不是自行其是地行
事只考虑单一目标或结果时，行动的积极结果会进
一步扩大。各学科和区域都有丰富的科学证据、技

术和基于知识的解决方案，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以形
成行动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在知与行之间还存在
明显的差距。下一章将深入探讨科学如何可为可持
续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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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45：	
公平的土地治理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途径

土地是解决粮食安全和生计、贫困、增强妇女权能、获得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问
题的关键社会和环境挑战与机会的核心。土地提供了连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桥梁，因为取决于利
益攸关方与机构之间社会互动的土地使用决定可以成为保障人类福祉和自然的途径。目前，超过
四分之三的地球陆地表面的管理是为了通过农业、林业和住区满足人类需求。786	消费者离生产地
点越来越远。除了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增长以供养更多的人和不断改变的饮食模式外，自然景观在
以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维持更多样的服务，如防洪、水净化以及文化和美学价值；通
过将碳排放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的方式保障全球公域；保护生物多样性。787	如今，土地越来越成
为一种有限的资源，新的和老的行为体都竞相提出多种而且不断增加的诉求。随着地租和粮食价
格的上涨，森林继续消失，土地退化已成为一大全球挑战。788

治理土地以满足各种利益攸关方的竞争性需求是一个棘手问题：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对管理方
案的价值和目标有不同的定义，并且各个方案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为生产、养护和其他用途之间
的固有得失取舍会改组赢家和输家。789	穷人对这种相互竞争的土地诉求感受更强烈，因为获得土
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力差异使当地民众和土著人民（特别是妇女）无法享有安全的土地保有权和财
产权。目前，全世界有25亿人在他们没有安全法律权利的土地上生活并使用这种土地。这种土地
大部分由社区使用，并通过传统方式主张权利。790

彼此公平地共享地球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集体面临的挑战，需要新层次的社会参与。重要
的是，这要求从公平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总体原则出发，使治理模式超越以地划界的做法，从而
更好地管理陆地资源的全球流动，并解决不同规模和地点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不对称问题。世界
各地正在进行许多努力。例如，国际土地联盟通过支持民间社会，努力实现以人为本的土地治理，
确保土地权既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是实现多种发展惠益的手段，对确保土地权、支持家庭耕
作和保护土地权捍卫者等10项普遍关键承诺取得进展进行投资和监测。791	另一个例子是，虽然
国际贸易正在加剧砍伐热带森林造成的陆地碳排放，792	但前景光明的举措正在形成，以改善国际
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治理，793	支持各公司监测和管理毁林情况，794	并进一步支持森林再造。795	最
后，“未来地球的全球土地方案”这类土地系统科学倡议796	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土地系统在日益全
球化的世界中的复杂动态及其治理，797	并使用跨学科方法将地方、民间和土著知识纳入在内，以
促进向可持续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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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科学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科学建立事实基础，预测未来后果，并
有助于找到可持续性变革的途径。科学始终蕴藏在社会之中，而且如

今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识地将其用于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与辩论。在
《2030年议程》的启发和指导下，国际科学界和工程界应该更直接地帮助塑造我们
社会的未来，特别是为此加强可持续性科学这一新兴的跨学科领域。

本章着眼于科学—政策—社会的衔接，并考虑科学如何推进《2030年议程》。
在这一语境内，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法律等等。科学还包括科学家本身、他们提出的证据和推动他们研究的激励措
施，以及资助系统、研究和教育机构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都直接源于科学，
但许多科学进步对产生新的、更可持续的技术过程而言是关键。科学还被认为是一
种实践或过程：按照以证据为基础的系统方法追求并运用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
知识和理解。798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必须提供证据，支持打破目前的社会、经济特别是
政治僵局，使创造性和变革性的解决办法能够带来深远(倘若不是永久性)	 的变化。
实现《2030年议程》的工作不能听天由命；而需要审慎变革。然而，行动的政治范围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可以提供的事实确定性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社会政治因素会更难描述并需要谈判。如图3-1所示，如今的问题可以归类为：

简单的挑战简单的挑战——基本无争议的科学证据构成决策和规划的基础，例如回收。

复杂的挑战复杂的挑战——证据没有争议，但知识方面有许多空白。通过增加对耦合的社会
和生态系统的理解，可以明确前进的道路，如当地和跨国公司都认为合算采用的更
环保的耕作方式。

错综复杂的挑战错综复杂的挑战——有足够的证据，但实施需要社会共识。例如，适度的碳税和
收入再分配政策。这些挑战要求开展宣传工作，以提高认识、动员各方响应、推动谈
判、绕开既得利益并创造社会要求采取行动的充分压力。恶劣的挑战	 -并非邪恶意
义上的恶劣，而是困难到恶劣的程度。在此，事实确定性与社会支持度两者都低。纯
粹基于事实作决定似乎不再可能。这会使这种挑战显得无法克服。例如，这种挑战
包括脱碳或创建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方法。799

混乱混乱——问题不可知也不可谈判。例如，这些挑战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转向恐
怖主义暴力，或跨越生态临界点的全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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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可持续性挑战的类型

社会政治共识与事实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我们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如何看待采取政治行动的范围。左侧显
示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右侧显示相应的政策领域实例。800

可持续发展挑战

社
会
政
治
共
识

社
会
政
治
共
识

策略实施领域

事实确定性事实确定性

低 低
高高

高

简单的
无争议的事实：
因果关系，理性决策与决
策项目规划

高低 低

错综复杂的
有争议的事实：
宣传，提高认识，动员和
形成政治多数

复杂的
无争议的
知识空白:
专门知识，系统分析，
建模，场景构建

混乱
不可知的和不可谈判的：
否认，逃避，
煽动行为，暴力

混乱
· 生态临界点
· 原教旨主义
· 其他

简单的
• 回收
• 防虐蚊帐

· 通信技术
· 其他

错综复杂的
• 碳税
• 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 核能的作用
• 其他

复杂的
· 促进环保农业
· 保持社会凝聚力
· 确保机会平等
· 其他

恶劣的
· 包容性能源转型

和脱碳
· 可持续粮食
· 公平贸易和投资流量的

临界点
· 打击腐败
· 其他

恶劣的
有争议的
知识空白:
科学和社会行为体
共同生成知识以及
以平等为导向的解决方案

信仰
问题

宗教
问题

公众不了解的
专业科学知识

不可理解的
科学专业知识

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和开发从业者往往在快出
成果的压力驱使下，继续依赖简单的框架构建和研
究或干预方法，甚至对转向脱碳能源系统这样的困
难问题也是如此。相反，他们应该在科学、技术、
政策和社会之间建立创新伙伴关系。在《2030年议
程》的指导下，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可以与各种利益
攸关方合作，就具体的变革途径建立共识，如方框
3-1所述。801

科学家以专业独立性和严谨作为标志性原则，
因此可能对参与这种必定包含价值取向的工作持谨
慎态度，担心会威胁科学的独立、严谨甚至信誉。但
情况无需如此，而且实际上绝不可如此。以可持续
发展为重点的科学研究必须秉承最高标准的科学
严谨性，特别是透明度、可重复、可证伪和符合该学
科的具体标准，但也应该考虑相关的社会规范和目
标，以及人民和社区的愿望和偏好，并在研究中明
确针对这些问题。	

科学家与广大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并不新鲜。
纵观历史，科学曾与政治力量结成联盟。有时，这
种联盟曾为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帝国利益服

务。802	活生生的实例包括西方列强从十六世纪到二
十世纪的殖民扩张。

与此同时，也有鼓舞人心的实例，表明科学证
据曾激发人们对全球挑战的认识，例如平流层臭氧
消耗、毁林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此外，还曾有科学
知识成为公众知识或辩论的转折点，只是有时迟至
几十年后才引发足够的行动，如青霉素的发现，蕾切
尔•卡森对农药使用问题的洞察和碳排放对气候变
化的影响。803	主要的国际环境协定都有科学评估机
构就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向决策者提供证据。

显然，科学研究并非利索地继承中立发现和枯
燥事实。相反，科学是推动社会内在广泛变革的一
种不断演变的力量。这些变化最好是变好(例如，
根除疾病的疫苗)，但有时是变坏(例如，发展核武
器)。此外，社会和自然动态在复杂的人类——环境
系统中紧密交织，无法将其单独分开——充分理解
或管理。因此，通过提供事实、实用知识和技术解
决方案，科学在人类世也有可发挥的关键作用。人
类世是地球历史上以人类对整个地球产生深远影
响为特征的时期。804



109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方框3-1：	
科学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模式

可以分出以下3种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研模式。这些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应该以多元
方式相辅相成。

参考《2030年议程》参考《2030年议程》——评估人类—环境动态的影响，并更好地理解推动影响可持续发展多个
方面的现象产生的复杂因果链。无论由何种公共或私人利益驱动，这种研究都可以帮助理解社会
和（或）自然世界及其当前的动态或可能的未来，例如，通过模拟特定国家的不平等。

以《2030年议程》为指导以《2030年议程》为指导——探索实现目标的解决方案和可能的途径。科学家以这些目标及其
相互作用为起点，找出有希望的措施和干预手段，以实现《2030年议程》的目标。在这种参与模式
中，科学家在保持科学严谨性的同时，或许将研究重点从理解现象(例如，社会不平等)显著转向确
定和详细说明改善这种现象的方法(例如，再分配政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模型)。

按照《2030年议程》进行按照《2030年议程》进行——一些发展问题既很有争议，又不为人们所彻底了解，例如公民在
争议外国直接投资农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时的情况。有据可依的商议可以就可接受的得失形成
共识，随后或许可指明新的知识需求。对不同利益攸关方难以理解的复杂系统，研究人员的技能
可能会变得比阐释本身更重要。参与共同生成知识的工作通常要求研究人员明确说明自己的价值
观，同时努力保持其方法的独立性、透明度和可重复性。

参考《����年议程》的研究：
评估人类—环境动态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的研究

以《����年议程》为指导的研究：
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途径的研究

按照《����年议程》设计和进行的研究
共同设计和共同生成知识以解决恶劣的问题

那么如果

人类⸺环境系统的描述、建模、
预测，例如：
— 加剧国内不平等
— 二氧化碳继续排放
— 生物多样性丧失

面向解决方案的研究，
追溯、变革杠杆，例如：
— 包容性经济模型?
— 能源转型政策?
— 养护新技术？

评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例如：
— 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
— 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气候协定》？
— 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爱知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互作用作为
研究起点，例如：
— 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 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 陆地生物：可持续发展目标��

社会生态动态的复杂性和社会政治分歧要求对什么是目标和解决方案进
行循证审议：
— 何种再分配模式以及为谁分配？
— 如何使能源转型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
— 以当地生计为代价的养护？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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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已经开始应对人类面临的
各种挑战，重点围绕耦合的人类—环境或社会生态
系统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些综合观点非常重要(见
方框3-2)。例如，一项就毁林与供养不断增长的人
口之间的联系进行的调查表明，人们的饮食选择，
如食用红肉，对未来的毁林程度有重大影响。805	这
种对复杂社会-生态动态的科学理解可以揭示诸如

目标2(零饥饿)和目标15(陆地生物)或目标3(健康)
这样的商定社会目标是否会实现，哪些得失不可避
免，谁将受到影响和如何受到影响，谁掌握着变革
途径的成败关键。正如人类世领域的一位著名专家
所言：“新常态就是关于赢家和输家，以及驾驭取
舍和意外。”806

方框3-2：	
几十年的跨学科研究

从1960年代开创性的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方案开始，跨学科研究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推动下，得到国际方案越来越多的支持。跨学科研究的相关增长不仅使
有价值的实证迅速增加，而且使这些机构象征性地并入国际科学理事会。807

数据掌握方面的重大改进和新方法，如综合建模和情景构建，使人们能够探索和讨论环境变
化的可能轨迹，并催生了“2050年世界”这样的倡议。该倡议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它等
等的变革途径。808	这些努力共同生动地描绘了地球面临压力的景象，并重点指出危及经济、社会
和社区可持续性的不平等加剧的风险。809	

作为循证知识的守护力量，科学还负有独特的
责任。因此，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科研机构和行为
体不应再主要根据原始数据、模型或科学文章之类
的研究成果衡量成功，还应该考虑如何宣传他们的
工作，使各地的公民了解变革的需要和可行的前进

方向。教科文组织对科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伦理
指导和界定研究权利与责任的重要工具。810	特别
是，科学家、决策者、民间社会和企业之间需要针
对生态和社会危机进行更直接的合作。

3.1 《2030年议程》：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共享指南针

要旨

1.	 科学和技术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可让世界变好或变坏，取决于如何驾驭。在《2030年议
程》的指导下，加强科学—政策合作可以利用我们对人类-环境系统的突破性理解，使可持续发展
目标得以实现。

2.	 国际科学评估可以综合现有知识，并就关键见解达成共识，还可为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咨询意
见。展望未来，需要更加努力地纳入区域视角，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评估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3.	 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求我们加强科学为人类和地球实现彼此互利的“登月”之
举而服务这一方向。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和供资机构可以将《2030年议程》作为
共同的指南针，在其指引下增加科学技术对全球社会的现实意义和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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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的指导

科学能支持实现《2030年议程》，也从中得到
指导。该议程有17个目标并有内在的取舍得失和共
同利益。以下举措可促进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知识平台知识平台——全球协调并有联合国支持的知识
平台，能逐个国家收集、综合、公开分享与可持续
发展相关的快速增多但不成体系的科学知识。可以
采用矩阵结构，分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和
相互作用，将地方、国家、全球各级所见的情况包
括在内。811

专家小组专家小组——可持续发展常设国家和国际科学
专家小组和咨询理事会。例如德国全球变化问题咨

询理事会，或最近任命的法国生态防御委员会和南
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政府也可以任命首席科学
顾问。812

科学政策网络科学政策网络——专门而长期的科学-政策网
络、全球南北合作、同业交流群。例如在国际科学
理事会主持下运作的政府科学咨询国际网络(见方
框3-3)。

科学外交科学外交——科学外交主要是指刻意应用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或科学专业知识推进外交目标。虽
然科学外交是冷战时期主要行为体投射软实力时
出现的，但现在则含有一套可供大国和小国、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使用的知识(见方框2-43)。

方框3-3:	
加强科学—政策衔接813

在世界许多地方，科技界，其工作的组织和部门以及支持它们的人越来越多地将工作转向可
持续发展目标。在联合国系统内，若干机制使科技界能够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进程相
衔接。必须通过加强协调以及让世界各地的科技界更广泛地参与其中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这方
面的工作。努力应对这一挑战的机构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科学院间伙伴
关系。

在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政府间进程的框架内，1992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认识到，实现可持
续发展需要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并邀请9个“主要群体”作出贡献。主要群体之一便是科
技界。在全球一级，国际科学理事会和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担任这一主要群体的组织伙伴，帮助
将该群体的见解纳入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一些联合国政府间进程。

国际科学理事会(见www.counil.science)汇集了140多个国家科学组织，包括学院和研究
理事会，以及40个国际科学联合会和协会。国际科学理事会致力于在全球关切的重大问题上促
进发展和汇集国际科学专门知识，并将科学有效纳入政策和公共行动。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见
www.wfeo.org)联合了全世界110多个多学科工程组织。可持续发展是这两个组织发挥影响力的
优先领域，而且两者都与一系列联合国机构积极合作。

为了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将全球一级推进依据实证制定政策的工作与国家和区
域一级的有关工作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学院间伙伴关系加强了国际科学理事会和世界工程组
织联合会的工作。该伙伴关系是由140多个择优选出的科学、工程、医学院校组成的全球网络(见
www.interacademies.org)。学院间伙伴关系正在提高各学院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和理解，
并鼓励它们参与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进程，以确保它们能够从实证中了解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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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共同学习机制科学—社会共同学习机制——地方、专题、城市、
国家层面的科学家和社会行为体合作创造可持续
解决方案，并开发、测试、实践用于日常生活和业
务的新程序。

研究推广研究推广——资助研究推广活动，与文化机构
和广大教育机构合作，例如参与共同艺术展览、电
影放映、专题小组讨论、研究博览会。

媒体技能媒体技能——大力投资发展和维护科学新闻和
传播领域的公共和私人媒体技能。

3.1.2. 国际科学评估

科学贡献将帮助各国驾驭可持续发展所固有
的各种取舍得失。还可通过一些国际科学评估跟踪
进展情况，其中可分以下三大类：814

	f 	 政府间科学评估政府间科学评估——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国际评估或全球环境展望；	

	f 	 科学技术评估科学技术评估——如联合国旗舰报告，包括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人类发展报告》和
《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

	f 	 科学研究合作科学研究合作——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和
全球能源评估。

这些评估在范围、规模、组织、参与和切合政
策需要的感觉方面差别很大，但都旨在讨论存在科
学争辩的领域，找出共同的理解，并就关键问题达
成有据可依的共识，以期为重大决策提供信息。

任何科学领域都存在分歧。815	差异可能是因
为方法不同，研究的问题不同，样本大小和时间长
短不同，误差等等。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国际科学评
估解决。这些评估提供论坛，同行之间可以借以分
享、比较、测试结果；综合和优化结果，从而在杂音
中找到信号；并仔细检查结果，以评估余留的不确
定性。这些和其他等寻求共识的努力可以促进科学
发展，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和议程。

这些评估通常寻求正式或非正式地指导应对
通常是全球性的复杂挑战的政策。例如，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根据《防治荒漠化公约》设
立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使决策者能够确定优先问
题并进行全球和区域评估。816	这些努力旨在使研
究人员与决策者互相连接。为此将需要合适的治理
结构、知识平台、专家对话，并必须始终与优先事
项可能各异的多个利益攸关方一起工作。

目前的国际科学评估有其局限性。首先，这些
评估在捕捉重要的国别或国家以下差异方面往往
有限，特别是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挑
战。817	其次，这些评估可能无法提供落实《2030年
议程》的解决方案和途径，通常关注的是人类-环
境动态对社会目标的影响，而不是如何实现这些目
标。第三，这些评估可能无法总会达成一致，或者
可能无法解决主要的取舍问题，例如管理土地的不
同用途——用于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固
存或生物燃料。818

与此同时，必须加强科学评估之间的协同效
应与合作，包括分享知识和数据库，统一规程和程
序。可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基础，提高信息
的一致性，并指导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而继
续开展并更为扩大的评估之评估。

3.1.3. 超越目标

研究还应突出《2030年议程》制定时未曾预料
到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或技术动态。这些动态
或可大为推进或可危及落实《2030年议程》。尽管
《2030年议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全球协商的可
持续性愿景，但已查明若干遗漏的关键问题，包括
快速技术变革。本报告通过公开征集，收集到其他
一些遗漏的问题。819	其中包括：

	f 	 持续的武装冲突持续的武装冲突——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
充分述及世界各地许多阻碍甚至破坏发展并妨
碍实现目标的的长期危机。820	可持续发展目标
没有充分讨论建设和平、军事支出和武器扩散
问题。

	f 	 畜牧业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少提及畜牧
业和畜牧业生产系统，尽管畜牧业覆盖大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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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关系到数百万人的生计，能够支持生物多样
性和土地可持续管理，容易受到跨境冲突的影
响，并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821

	f 	 精神价值精神价值——可持续发展目标忽略了人们
赋予自然资源的许多文化和精神价值。822

	f 	 文化文化——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组成
部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必须论述文化并将
其融入国家和地方发展。823

	f 	 毒品毒品——忽视了毒瘾的严重性，尽管这一问
题与实现多个目标高度相关。

	f 	 动物福祉动物福祉——基于伦理和权利的框架日
益认识到人类健康和福祉与动物福祉之间的
明确联系。强有力的治理应保障野生动物和驯
养动物的福祉，并将动物福祉规则纳入跨国贸
易。824,825

	f 	 人类基因编辑和超人主义人类基因编辑和超人主义——此类新技术对
国际安全构成潜在威胁。826

审查通过《2030年议程》背后的政治进程也很
重要。827	迄今有人对整个进程的合法性、公众参与
的深度以及主导相关讨论的声音表示关切。828	其他
批评意见包括对贫困的处理办法过于简单化，对人
口增长缺乏考虑，没有机制解决不同目标或不同正
义观之间不可避免的取舍问题。829

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构必须处理
这些问题和其他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及新出现的问
题。830	在技术方面，新发展包括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见方框3-4)。在政治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必须
应对相左言论，例如否认气候变化、对多边主义制
造压力、整体或部分违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和
社会模式。最后，在审查促进或威胁破坏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趋势和动态时，2030年后的前景也至关
重要，例如《2050年世界倡议》。该倡议基于使地
球在2050年及以后有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一考虑，评
估实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途径。831

方框3-4：	
数字革命832

数字革命将是未来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革命包括人工智能、连通性、信息数字
化、增材制造、虚拟现实、机器学习、区块链技术、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的持续进
步。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彼此融合可能产生爆炸性的结果，造成许多赢家和输家。

数字革命已经在重塑工作、休闲、行为、教育和治理。总的来说，数字革命的这些贡献可以提
高劳动力、能源、资源和碳的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获得服务的机会；甚至可能使生产去物
质化。

但也有明显的危险和不利因素，包括失业、不平等加剧、收入进一步从劳动力转向资本。随着
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更多工人，甚至高技能工人，会发现他们的工作和收入
受到威胁。虽然可能会有新工作取代旧工作，但新工作的实际收入和工作条件可能不如从前。由于
担心不平等加剧，人们对最低收入保障兴趣复燃。

数字革命还带来其他一些已经感受到的威胁，其中许多与安全和侵犯隐私有关。网络攻击或
网络战会中断公私服务的提供或使之降级。电子商务、数字广告、社交媒体、云服务领域正在出现
新的垄断。社交媒体可以被人操纵，破坏民主进程。使用在线技术可能使人上瘾，并导致出现抑郁
症。特别危险的是先进武器。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数字革命作为一个自我演进的进化过程已经
产生巨大的全球垄断，究竟能否使其符合社会导向。随着数字革命的推进，老年人需要支持才能
赶上，成为这些先进技术的用户，从而不至于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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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4(续)：

在人类世，人类成为推动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力量。在数字人类世，人类也将开始改造自己，
增强认知和大脑能力。人类正在迈向新的文明入口。超智能机器甚至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意志，有
能力伤害人类的能动力。

数字变革需要一套全面的监管和规范框架、有形基础设施和数字系统。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先
事项应该是制定科学、技术、创新路线图，并编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变革原则。

3.1.4. 全球社会的共同使命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协
商研究方向至关重要。833	在与社会对话时，相关领
域的研究人员应确定学科、多学科或跨学科方法
的必要组合。这样，他们就能创造一种全球共同的
使命感。《2030年议程》可有助于激发和明确具有
共同目标的新的全球努力，并成为全球社会的新
的“登月”计划。

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资金。目前，各国在实施
《2030年议程》的研发方面支出相对较少。如今，
很大一部分研究由商业利益驱动(占全球研发的
61%)，或由私人基金资助和属于慈善研究，并集中
在某些国家(见图3-2)。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因为在
战后经济增长和发明的黄金时代，大胆冒险和技术
创新主要由公共部门资助。应对当今的可持续性挑
战需要公私两方面迅速提供数量空前的资金。834

图3-2：	
2015年全球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来源 工商企业 政府 高等教育 私营非盈利 世界其他来源 未明确说明

0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新西兰
巴基斯坦

越南
希腊

匈牙利
葡萄牙
爱尔兰
阿根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南非
挪威
芬兰
泰国
捷克
埃及
丹麦
波兰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比利时
以色列
奥地利

瑞典
土耳其

荷兰
瑞士

西班牙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俄罗斯联邦
巴西

联合王国
印度
法国

大韩民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注：	2015年全球研发资金。工商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政府包括任何中央、区域或地方政府单位，但不包括与高等
教育服务有关的单位；高等教育指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研究机构、中心和诊所；私营非营利包括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以及
家庭或个人；世界其他来源包括经济领域以外的所有机构和个人以及国际组织和超国家实体。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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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增强妇女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权能是另一
项重要措施。836	因此，应通过可持续性科学方面的
教育和职业机会，并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网络，如国
际女工程师和女科学家网络，支持和鼓励妇女。国
际女工程师和女科学家网络是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领域的妇女组织的全球网络。837

促进落实《2030议程》的科学还应与其他全
球政策理念和相关倡议同心协力，以消除贫困。
事实上，应该推进科学前沿，使公平变革和进展向
《2030年议程》的“5个P”发展，即人类(people)、
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伙
伴关系(partnership)。

3.2 可持续性科学

要旨

1.	 可持续性科学可以帮助解决在落实《2030年议程》过程中的取舍和争议问题。需要采取新的
举措，将科学界，决策者，资助者，民间知识、实用知识、土著知识的代表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聚
集在一起，推广可持续性科学，并变革科学机构，使之参与创造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知识。

2.		 联合国应启动一个全球协调的知识平台，综合现有科学和非科学来源的关于变革途径的国际
和各国的专门知识，包括民间知识、实用知识、土著知识。	

3.		 各级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应纳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优质理论和实践课程。

科学和技术有时加剧全球问题，例如助长不可
持续的增长和气候变化，或者带来的效率突破最终
导致稀缺资源使用总量增加。838	此外，现有科学体
系有时未能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科学发现转化
为可行的政策建议。839

当前，世界需要更多的可持续性科学。840	这
是一个新的、更具参与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揭示
复杂、常常有争议、内含价值观的自然-社会互动，
同时生成对可持续发展有用的科学知识。这意味
着对付风险、不确定性、道德问题和适当使用预防
原则，并要与受影响的群体合作，以认清问题和目
标，明确关键的取舍得失。841

可持续性科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拉
丁美洲、非洲、亚洲各种机构和学科的数万名研究

人员、从业人员、知识使用者、教师和学生。842	仅
多样性这一点就使它有别于其他许多科学领域。
通常，研究人员使用跨学科方法，将科学知识、民
间知识、实用知识、土著知识以及根本不同的世
界观结合在一起(见方框3-5)。843	最近的一个实
例是欧洲逐步淘汰煤炭。结果发现，凡科学家、
决策者、煤矿工人群策群力共同寻找区域发展和
个人生计替代方案的煤矿地区，遇到的阻力就比	
较小。844

然而，在科学这一广阔天地中，可持续性科学
仍然是一个小领域。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科学的全部
潜力，应该大幅扩大可持续性科学的规模。这就需
要研究界确定新的优先事项，例如，扩大研究议程
和能力建设，并更广泛地变革科学体制。84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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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5：	
土著知识促进可持续发展

土著知识是在对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的社会生态系统长期理解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
个社会学习过程。人们通过这一过程调整实践和行为，以更好地利用周围环境，促进个人、社区、社
会各级的福祉。因此，土著知识对社会发挥了指导作用，并支持了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特别是在已
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地区。相比之下，西方科学通常通过建模来模拟现实世界，从而产生知识。因
此，土著知识不仅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且可以补充科学和政策，因地制宜地更好
贯彻落实。因此，为了共同制定知情政策、改进实证、落实《2030年议程》，需要使拥有丰富多样的
实际知识和文化的土著人民参与其中，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上开展新合作。必须记录关于生物多样
性、适应气候变化、土地保护等大趋势的现有土著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务必要做到
高度尊重和道德行事。利用和保护土著知识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属于土著人民的知识产权。《2024
年非洲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旨在保护和利用土著知识，将其作为科学优先事项的一部分。847	

3.2.1. 变革科学体制

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科学的潜力，就需要对大学
以及其他研究和培训机构进行重大调整。848	各相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研究举措应成为更大的集体
研究项目和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建立长期研究伙
伴关系可发现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产
生有意义的见解，弥合知与行之间的差距。849	研究
人员经常在科学—社会—政策界面参与新的实验
平台和进程，包括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发起的平台和	
进程。

当前的科学—政策环境往往不利于这种参与。
审查人员考虑供资提案时，经常采用特定学科标
准，而不是整体考虑。850	可持续性科学这一领域
还相对年轻，因此作为一门学科尚且不为人知，其
研究人员尚未建立较为知名的强大同行团体或期
刊。这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学术生涯仍往往建立
在影响力大的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
被人援引的数量，而不是研究人员对社会变革的	
贡献。851

此外，对科学家的能力和技能也存在关切。知
名学者可能无法设计和实施合作研究，也可能缺乏
必要的能力、技能、时间和其他资源。852	因此，参
与社会事务的研究人员会发现很难将学术生涯同
参与科学—社会界面结合起来。853

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女性人数正在增加，但
男性仍超过女性，特别是在高层岗位。即使在男女
儿童学习数学和科学课程的人数大致相等的国家，
并且中学毕业时准备攻读科学和工程的女童也和男
童一样多，但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仍比男性少。尽
管过去50年有所进步，但女性科学家获得的奖项、
资金、声望仍不如男性同行。一些人的论点颇具说
服力。他们认为，由来已久、源于文化的性别观念
左右了人们对科学严谨性的态度和观念，导致实验
室实验和其他研究规程的局限性。因此，促进科学
领域的性别平等有可能带来知识、社会、经济方面
的大量收益。

可持续性科学界正在发展壮大，越来越多地参
与联合国全球治理方案。围绕可持续性问题的国际
会议、全球和区域网络、先驱机构和新举措越来越
受到关注，并出现了重要的新科学期刊，如《可持
续性科学》和《自然—可持续发展》。此外还有越
来越多的国际倡议，如承认多学科和跨学科可持续
性研究价值的“未来地球计划”，以及资助倡议，
如“非洲引领2030年议程综合研究”(国际科学理
事会)；可持续性变革；“地平线2020计划”(欧洲联
盟)和贝尔蒙特论坛。此外，致力于可持续性科学的
大学、研究中心、先驱机构、跨学科实验室不断增
多。854	最后，各种相关的区域倡议越来越多，例如
非洲跨学科网络和非洲复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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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调动现有知识

迄今为止，关于如何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
科学知识相对有限。这将需要对可持续性科学进行
长期投资，也可更好地利用现有知识。目前有大量
未充分开发的民间、地方和传统知识，其中许多仍
埋没在从事公共政策、商业、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非
学术行为者的头脑中，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普通人
(例如小农)中。他们已经发现创新方法使其生计适
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私营部门研究、咨询工作、慈
善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也带来了生成知识和专门知识
的新场所。855

联合国应汇集研究人员和各种专家，牵头举行
一次大型国际独立评估，系统收集和综合这些尚未

开发的资源。他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本报告
确定的主要变革切入点的指导下，随即共同创造关
于如何组合变革杠杆以形成创新变革路径的知识。
这种知识将表明如何公平管理不同目标之间的相
互作用，化取舍为共同利益。所有这些信息都将放
在一个新的开放获取平台上。这种平台的成功范例
包括分享可持续土地管理做法的世界水土保持方
法和技术纵览组织平台856	以及关于变革城市的乌
托邦地图集。857

借助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分析、管理信息并
使之系统化的大数据技术，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858	期刊编辑和出版商可以通过发行特刊以及
进一步开放获取现有出版物的方式支持这种举措
(见方框3-6)。859	

方框3-6：	
开放获取已发表的科学知识860

科学期刊、文章的数量和生成的知识总量激增。然而，获取这一日益增长的人类知识财富的
途径仍常常受到限制，而且由商业出版商把持，即便研究由纳税人和国家资助通过大学和其他公
共机构完成。861	为了发展研究和创新能力，并加快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开放地共享科学知识
可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在那里，科学家通常比北方的同行更难获取最新的付费学术
文献。862，863

虽然传统的科学出版商业模式对开放不利，但基于开放获取原则的替代模式如今势头越来越
强劲。各种开放的科学知识库和举措使人们能够更多地获取科学文章，同时设定由作者规定的不
同使用层次。例如，知识共享许可和保留机构权利的开放获取政策可让研究人员既能广泛分享他们
的研究工作，又能保留对资料和出版物的权利。864	此举除了能给知识用户带来好处外，科学家也能
从更广泛地分享其工作成果中受益，因为提高可见度还可以增加引用量。

欧洲联盟和很多国家资助机构现在要求其资助的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一些慈善机构也要求
尽可能广泛传播其研究资金所资助的出版物。

最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和大学正在组成联盟，与主要出版商协商固定年费，使全世界
都能获取成员国的科学家出版的作品。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共同努力，则这种“出版和阅读”模式
就可为解锁已出版的科学知识造福所有人指明前进道路。此外还有其他模式，例如鼓励开放获取出
版物的S计划。865	

3.2.3.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落实《2030年议程》，社会需要提高其通
过新一代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进行创新和引导变

革的能力。这些人能够促进多利益攸关方为了可持
续的未来而共同创造知识。变革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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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培养青年人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大学培养。这
可以为加强科学—社会—政策互动提供空间，同时
综合关于行之有效之举的知识，并强化可持续性的
基础和使其更为严谨。866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学
校和广大成年人中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从而提高
对挑战的认识，并更好地了解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
信息。

这意味着在四个关键领域开展活动:

核心概念和能力核心概念和能力——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进一
步阐述相关核心概念和能力。这包括反思科学在社
会中的作用，考虑科学知识与民间知识或土著知识
之间的互补，867	并注重学生应对复杂挑战所需的
关键技能。868

机构发展机构发展——这应该包括改革与可持续性科学
相关的课程、构建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新的体制
框架。

课程审查课程审查——必须对可持续性相关课程进行评
判，并根据各系情况进行调整。

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大学必须发展不只限于学术界的
新的伙伴关系，并与全球各种机构建立联系。

与科学、研究、出版的许多领域一样，教育促
进可持续发展仍由西方机构主导。869	全球北方与
南方之间仍存在巨大的不平衡。虽然可持续发展在
全球南方至关重要，但教科书知识和大学课程并非
总能使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2030年议
程》向每个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
责任，但要加以利用，人们就需要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工程学、法律和许多其他课程中接受关于
可持续发展的优质教育。这需要尽早开始，并扩大
到各级教育。南北研究伙伴关系是在各国建设变革
能力和发展具体应用的高效方式。这种伙伴关系也
可得益于跨学科合作，例如，直接与小农和其他资
源使用者合作。870

3.3 变革合作伙伴

要旨

1.	 各级政府应将科学—政策—社会联盟制度化，注重共同设计、实施和监测因地制宜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2.	 来自科学、政策、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的行为体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他们的伙伴关系，并为
围绕变革路径开展的合作创造实验空间。政府应该使公民能够共同创造科学和检验变革想法。

3.	 科学能力和知识获取方面的全球分布极不均衡，有可能导致《2030年议程》无法落实。联合
国会员国必须支持协调作出重大努力，使所有相关科学知识都能立即获取，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国
家而言，并用较长时间建设知识社会。

《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性科学均以共享科
学及社会审议与决策为基础。871	这需要有空间让相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决策者、其他决策者、受影响
民众能够会面、交流知识、共同设计变革路径。872

公民科学使参与者能够对研究直接作出贡献，增
进对科学的理解，并深入了解全球挑战。873	这些机

会为个人提供了全新体验。关键空间包括科学—政
策—社会知识中枢、网络、智库和注重解决方案的
实验室。874	应该尽可能在不同的组织或行政级别
(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创立这些空间，并彼此联
成网络，使行为体与机构之间建立横向和纵向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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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枢应具备接收、存储、分析、提炼和进
一步共享数据的能力，无论是全球卫星图像、国家
人口普查、联合制作的社区地图还是传统药用植物
目录。就特别注重空间数据的知识中枢而言，印度
尼西亚、875	缅甸876	等地的一体地图(OneMap)倡议
是一个重要实例。

目前特别需要建立中型知识中枢，将邻国的利
益攸关方联合在一起，管理重要的共同需求，例如
着重河流或生物多样性森林和山区生态系统等共
有资源。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877	以及就使用共
同水资源问题将10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尼罗河流
域倡议及其中心就提供了有用的模式。878

3.3.1.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能源系统、保健、食品、城市化等领域变革重
大。这就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政府、私
营部门、民间社会等相互之间的伙伴关系。可持续
发展目标横跨无数部门，涉及天南海北，但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和目标之间的潜在取舍。各
地科学家可以与公务员、商人和其他公民联手，公
平处理这种取舍。

出于担心对职业生涯的影响，科学家和工程师
可能会因为摩擦和不信任而对合作关系心存戒备。
有些人可能会避免与曾涉及生态和社会危害、问责
不力或对公平缺乏承诺的强大国家行为体或公司
合作。879	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可能会避免与丰富
的民间知识、本地知识、传统知识打交道，因为害
怕失去公信力，或者因为对此类知识相对于学术知
识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存在误解。

调和相互冲突的需求所需的知识和解决方案
或许只能从新的、甚至不太可能的联盟中产生。880

例如，“一体化卫生办法”通过预防风险和减轻源
于人类、动物及其自然环境界面的疾病改善健康和
福祉。881	该办法使牧民、卫生官员、人医和兽医、
生态学家、人类学家等各界人士同心协力。882	其他
新的合作工具为不同利益攸关方共同进行创造性
的、跨部门创新和决策提供了空间。883	这些高度可
复制的试验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验室、884	变革
实验室885	或治理实验室。886

3.3.2. 提升全球南方的能力 

目前约有800万名研究人员活跃在世界各地，
但这种科学能力的全球分布很不平等。经合组织
国家每百万居民约有3	500名研究人员，是最不发
达国家的50倍。最不发达国家每百万居民仅有66名
研究人员。887	研究人员数量少，加上缺乏科学传统
和资金，又很少有机会获取科学出版物，均严重阻
碍了全球南方的研究系统，也使这些国家在谈判和
落实《2030年议程》时处于不利地位。

最不发达国家迫切需要针对具体情况的知识
和支助，以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历来存在
的联系，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打造扎实的社会基础
和进行环境管理。

应该系统汇编关于可持续性的切实做法和技
术方面的现有知识，并通过开放使用的知识平台共
享。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优先获得
这种资源，包括科学出版物。但是，这些平台的数
据来源不应局限于标准的科学研究，还应包括来自
非学术知识提供者的信息，如政府机构、民间社会
组织、私营部门、公民—科学倡议和地方社区。应
该将关键见解综合起来，转化为政策选项和行动，
并应得到官方发展援助和国际研究方案专用资金
的支持。

公平的科学伙伴关系对发展至关重要。撒哈拉
以南非洲最近推出的一项倡议，即研究公平倡议，
鼓励政府、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学术和研究机
构、企业和资助者报告它们如何采取措施，在保健
研究和创新方面建立信任、持久、透明、更有效的
公平伙伴关系，并报告它们计划如何在该领域的关
键方面作出改进。888

投资发展南北和南南研究伙伴关系也很重要。
此类伙伴关系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以及
全球北方建设变革能力和应用。889	各种国际捐助
方和基金会已经增加对研究合作的资助(见方框
3-7)，但需要更多支助，其中一些可来自发展中国
家和转轨国家内部。非洲开放科学平台890	是一个
有力实例，表明非洲国家正在发展自己的能力，为
科学家和社会行为体收集有用的多学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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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3-7:	
跨界研究伙伴关系891

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跨界研究伙伴关系自1950年代以来存在至今。这种伙伴关系做法
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整个知识生成过程中与非学术利益攸关方合作。为了实现互惠互利并为可持
续发展创造可靠知识，研究伙伴关系必须遵守某些关键原则才能取得成功。这些原则包括联合制
定议程、建立信任、相互学习、共享所有权、对受益者负责。892

法国和加拿大等几个国家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对研究伙伴关系作了大量投资。为落实《2030年
议程》，联合王国政府承诺2016年至2021年期间为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研究提供15亿英镑。最
后，韦尔科姆信托基金、大众汽车基金会、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等基金会正在对研究
伙伴关系大量投资。

3.3.3. 推进社会研究

科学并非脱离社会而存在。现今，科学技术的
公信力和合法性正在日益受到为人瞩目的政治行
为体和支持者以及公司的质疑。这种行为引发对事
实和证据的普遍怀疑。

科学家和工程师有时也忽略了对社会负责的
责任，未能对紧迫问题和事关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政
治审议贡献见解。他们也可能进行缺乏社会责任感
的研究和创新，强化了科学走不出象牙塔的观念。

可持续性要求能本着守护环境的精神，并考虑
正义所涵盖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地从事明确符合人
类利益的研究。893	为此，研究人员、工程师和广大
公众应公开讨论并商定科学技术不断变化的地位、

享有的自由和具有的制约因素及其义务。归根结
底，只有共同审议、商定并维护科学在社会中的作
用，才能保护科学自由。

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随时准备
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例如，气候行
动、改变消费者行为和环境保护正在获得越来越多
的支持和政治响应。在全球青年学院等网络以及
儿童和青年主要群体的推动下，青年科学家通过创
造性科学和以其独立的声音，常常在调动这些想法
方面发挥核心作用。894	通过凝聚致力于《2030年
议程》的社会行为体和非学术知识提供者，科学可
以巩固自身的地位，提供有价值而且值得信赖的证
据和建议，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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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动呼吁

显然，为了实现《2030年议程》描绘的可持续未来，我们需要进行根本性
的变革，而行动时机就在今后十年。我们需要所有行为体——政府、私

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社区和个人同心协力，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至关重
要的相互联系，大胆而协调地采取行动，使世界卓有成效地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前进。

作为秘书长任命编写首份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独立科学家小
组成员，我们发出以下行动呼吁，覆盖本报告确定的6个切入点中的每一个：加强人
类福祉和能力；转向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健康的营养
模式；实现能源脱碳与普及能源；促进城市和近郊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全球环境公
域的安全。此外，我们呼吁采取具体行动，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加快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进展和变革。

4.1  加强人类福祉和能力

《2030年议程》旨在保障人类福祉，从多方面消除匮乏，缩小机会差距，扩大
能力，同时保护人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促进人类福祉的各种途径最终都需要多
个行为体相互合作、协作和对话，并采用多个变革杠杆。独一无二的途径并不存在。
各区域需要开展和为特殊处境国家开展的努力组合各不相同。情况虽然各异，但结
果应该相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A1.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促进从多方面消除匮乏和建立复原力，为此要普遍提供优
质基本服务(保健、教育、水、卫生、能源、灾害风险管理、信息和通信技术、适
当住房和社会保障)和获得机会，同时针对性地关注高度贫困和脆弱之处，特
别关注最有可能掉队的人——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土著人民和其他人。

	f 	根据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从多方面衡量贫困(例如：得不到教育、保健、食物/
营养、住房、社会保障等)；并用这些衡量标准调整发展规划进程，促进各部委
之间的协调。

	f 	促进普及社会保障制度，采用累进幅度更大的财政战略为此供资，使个人缴
款与收入和收益成正比，从而在正经历气候变化、快速技术发展和非正规工作
兴起等重大变化的当今世界增强复原力。社会保障，包括养恤金以及对老年人
和残疾人的支助，不应局限于在就业岁月从事正式、全职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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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普及保健服务，特别关注孕产妇保健和产
前保健及儿童保育，并为妇女提供综合保健，
提供教育机会，特别关注幼儿教育和消除女
童在各级教育中面临的障碍。此外，应该取消
或大幅限制公共保健设施使用费，并减少学费
自付额，从而显著增加最贫困人口使用服务的
人数。对得不到充分服务和流动性有限的人
应该用技术增加他们获得保健和教育服务的
机会。

	f 	增加对保健和教育服务以及水和卫生、能
源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可增加公共支
出，但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以及民间社会也
可在扩大覆盖面、革新提供方式和消除障碍方
面发挥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私营企业和公共
组织也可改善为员工及其家人提供的服务，以
此方式作出贡献。

	f 	为了提高抵御经济冲击以及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害的能力。除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以
外，还可积极执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
害风险框架》，同时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
国其他协定加强协调，如《巴黎协定》(《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和人居三大会
《新城市议程》(2016年)。

A2. 政府应确保机会平等，杜绝法律和社会歧视，
投资建设人的能力，使所有人都有权能和实力
塑造自己的生活，并给整个集体带来变革。

	f 	加强法治，切实执行反歧视法律，克服歧
视性社会规范，确保各国所有群体都能有效诉
诸司法，改善机会平等	 ，减少群体不平等，包
括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f 	普遍提供平等优质服务，从而增强人的能
力。革新激励机制，使提供保健和教育服务者
的数量增加，资质改善，存在扩大，绩效提高。
提供并鼓励新技术和新工艺方面的培训。

	f 	投资幼儿发展并支持提高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课程的入学率，从而建设人的能力，
特别关注性别不平等问题。增强对精神健康和
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和支助服务。

	f 	工会、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社区
组织使人们得以形成共同目标，并面对社会不

平等推进这些目标。这些群体要有组织自由，
并有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最佳途径，从而提高他
们的能力，为各级的可持续性变革作贡献。

	f 	确保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将难民和
被迫流离失所者包括在内并为人注目。促进加
速采取有利于弱势国家和受冲突影响民众的
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发展计划和
战略应包括陷入危机的人。

4.2 转向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

	增长需与环境退化脱钩，为此要在低收入和高
收入国家采取不同的方法。这就要求环境可持续地
进行发展，并结合循环经济的新元素。所有国家都
应促进生活水平和机会向上趋同，同时减少财富和
收入不平等。

A3. 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应致力于鼓励更
加符合长期可持续性途径的投资，并促使不为
可持续程度较低的途径投资。

	f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应促进采用新的可持续
发展投资标签，以便在技术上有一个确定可持
续含义的有效系统，并帮助资本流向有助于可
持续发展的资产。

	f 	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应促进采取更全面的衡
量标准评估国家整体福祉，而不只是国内生产
总值。

	f 	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确保那些因撤资
而失去工作的人能够适当公正地过渡。

A4.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同心协力，在全球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与过度使用环境资源之间的
脱钩。富国、中等收入国家和穷国起点不同，
做法也要不同。

	f 	在较贫困国家实现较高增长水平，有效普
及优质服务，向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过渡，包
括为此提供适当技术和知识。

	f 	争取各方支持并实施彼此协调的税收和补
贴政策，加快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f 	鼓励改变需求和消费模式，包括为此进行
监管、提倡可持续的广告和营销做法，教育消
费者，从而减少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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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促进向循环经济过渡，包括采取重在防止
废物而不是末端管理废物的废物管理和规划
办法。

	f 	限制塑料使用及其在环境中的存在，为此
政府要对整个价值链进行监管，而且多利益攸
关方要参与其中。

	f 	停止将电子废物和危险化学品出口到并无
先进基础设施管理这种物品的国家。

A5. 政府应在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支持下，促进
生活水平和机会向上趋同，同时减少国家内部
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f 	增加工作回报，在资本回报方面实现更公
正的平衡，并确保性别完全均等。

	f 	采用适合具体情况的再分配战略，以减少
不平等，同时对每个国家中不平等最严重的方
面制定额外目标。在自愿国别评估中报告这些
目标的落实情况。

	f 	主动评估和部署新技术，确保新技术减少
而非加剧财富、收入和机会不平等。

	f 	确保在税收政策上开展全球合作，以杜绝
转移和逃税。

	f 	促进以更好考虑人类福祉、环境和社会影
响的其他衡量标准取代国内生产总值，加以标
准化并采用。

	f 	鼓励政府在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支持
下，探索公平就业机会，安排向低碳经济转变
过程中置换出来的工人。

4.3 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健康的营养
模式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要求注重更公平地获得营
养食物，包括为此大幅改变现有粮食系统基础设施
并关注相对价格。在改善全球营养的同时，必须减
少粮食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提高粮食系统抵御气候
变化以及政治不稳定和冲突等其他潜在破坏因素
的能力。

A6.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致力于实质性地改变现
有基础设施、政策、条例、规范和偏好，以便
向促进全民健康和消除营养不良的粮食系统
和营养系统过渡，同时尽量减少环境影响。

	f 	每个国家都应利用宣传、教育、条例和导则
促进符合营养标准和环境标准的食物，同时考
虑到具体情况以及当地文化、传统和饮食。

	f 	政府应制定更有力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以加强粮食安全，确保摄入足够卡路里，并确
保饮食质量，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的需要。保
险机制创新可成为这种最低标准的一部分。最
不发达国家需要特别关注和支持。

	f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促进复合农林业，使收
入多样化，从而增加造林，减少水土流失，加
强复原力。

	f 	劝阻在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肥料，特别是
将氮和磷释入环境的肥料。这可通过监管和
2019年部署新技术实现。此外应鼓励农场对
养分和能源进行再利用。

	f 	规定并严格执行渔业配额，确保小规模渔
民和渔业生产者的机会。

	f 	进一步依靠农业生态，将其作为可持续加
强粮食生产和加速向无合成农药农业过渡的
一种手段。这需要重新评估生产方式，尽可能
少用农药，做到植物和食物没有临界残留。

	f 	从时间和空间着手实现从田地到整个景观
的农业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多样化，并注
重整个农业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生产力，而不是
侧重单个物种。

	f 	投资开展更环保、技术更先进的肉类生
产，确保作为食物来源的肉类提供更为公平，
大幅减少目前消费量高的地方的肉类消费。

	f 	转变消费者对负担得起、可持续和营养饮
食的认识、需求和享有，并强化有利环境，从而
促进和推动企业更多、更负责任地投资改善营
养。需要特别注意消除营养不良，减少肥胖超
重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	。

	f 	建立全球作物病害监测系统，使国际和国
家能更好地应对植物病害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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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各国须对有关粮食消费的整个价值链负责，以
改善质量，提高复原力，减少环境影响，发达
国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农业增长。

	f 	国际社会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包括在农业方面采用包容性商业模式
以及推广和转让现有可持续技术。

	f 	确保进口食品上的标签清楚表明产地和生
产状况。新的信息技术能做到这一点。	

	f 	所有国家都必须设法少依赖用水量大的食
物和粮食生产方法。为了确保国家长久的粮食
安全，应记录通过粮食进口流入的水量数据。

	f 	应制定国家政策加强粮食储备，同时保持
稳定公平的粮食价格。

	f 	政府应支持国内粮食生产者减少环境
足迹。

	f 	对食品服务行业的包装、运输、保质期和
浪费做法进行监管，力求减少粮食浪费。

	f 	贸易制度和贸易协定应促进实现以可持续
的环境成本普及营养食物这一目标。

	f 	加强农产食品价值链和扶助穷人的营养食
物市场，包括天然就具有丰富营养的食物(如
水果、蔬菜、豆类、动物源食品和坚果)以及经
过生物强化和强化的主食。

4.4 实现能源脱碳与普及能源

能源部门的转型战略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手段促进易获取的脱碳能源，包括为此快速扩大
可再生能源，实现输电配电现代化，提高能效，实
现能源最终用途的电气化。

A8.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必须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
起、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为此要更快地以成
本效益好的方式提供清洁电力，同时将清洁
炊事方式作为政治上的首要优先事项，不再使
用传统生物质烹饪。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促
进清洁、可靠的现代能源，包括发挥分散化可
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潜力。

	f 	所有政府和地方当局都需制定详细的行动
计划，缩小电力供应差距，同时矢志不移地领
导这项工作，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和法规，建

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增加对并网和离网
解决方案的投资。

	f 	根据国情，将跨境电网连通、可再生能源
解决方案和分散化选项作为行动战略的组成
部分。

	f 	优先采用清洁炊事方式，用更清洁的烹饪
燃料取代生物质。	

A9. 国际和国家实体和利益攸关方必须合作重塑
全球能源系统，使能源系统充分参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7的落实工作，到本世纪中叶过渡到
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从而实现《巴黎协定》的
目标，包括引入碳定价和逐步取消化石燃料
补贴。

	f 	扩大所有经济部门的能效投资，并以循证
工具和政策支持这些投资。

	f 	引入碳定价。这对转变能源系统到2050年
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至关重要。确保公平使用所
得收入，包括资助能源转型，抵补穷人的额外
费用。

	f 	承诺从内燃引擎车全面过渡到电动公交车
和共享电动车等更清洁的其他选项。

	f 	到2050年，逐步淘汰没有碳捕获和碳封存
的化石发电。首先针对燃煤发电厂，因为二氧
化碳和其他污染物主要来自这种发电厂。

	f 	劝阻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进行新的
投资，因为有可能导致资产搁浅。

	f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到2025年和
2030年逐步取消对化石燃料的直接和间接补
贴。原本用于补贴的资金应转而用于负担得起
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尤其造福穷人。

	f 	大幅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步伐，特
别在运输、建筑和工业等最终用途部门加快
步伐。

	f 	政府需促进公私投资和国际合作，以研
究、开发、部署和传播能源系统的变革，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7，应对1.5℃这一具体目标所
涉的脱碳挑战。

	f 	最大限度地发挥《2030年议程》与《巴黎
协定》的协同增效作用，以此方式引导气候资
金和其他公共资金，并引导制定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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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特别关注能源与消除
贫困、减少不平等、性别平等、就业、生物多样
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

4.5 促进城市和近郊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建设宜居城市，应将以人为中心和有利于
穷人的政策和投资作为优先事项。城市应当具备必
要手段，以开展有效、循证、包容各方的参与式政
策制定进程。

A10.各国政府应赋予城市自主权和资源，使其能与
既投入又知情的公民一起有效开展循证和包
容各方的参与式决策。

	f 	促进权力下放原则，使市政府和社区在政
策、服务提供和预算事项上尽可能掌握最大的
权威和自主权。

	f 	投资建设正在开发新的“城市科学”的机
构，并投资建设市长间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之间以及中小城市
之间的伙伴关系。

	f 	加大对中等城市的支持和投入，促进城市
的多中心发展。

A11.国家政府和地方市政当局应与私营部门密切
合作，促进以人为中心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和
投资，以建设提供体面、可持续就业机会，可
持续普及水、交通、能源和卫生等关键服务，
有效管理所有废物和污染物的宜居城市。个人
和社区也应进一步参与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工作。

	f 	投资创造体面和可持续的工作，包括技术
和自然产业带来的工作。

	f 	扩大对可持续基础设施、水和环境卫生以
及其他服务和“智能城市”技术的投资，包括
在可行和互惠情况下，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进行
投资。

	f 	对创新和有效办法增加投资，以解决城
市、周边市郊和农村地区的废物和空气污染
问题。

	f 	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为此精心规
划土地使用，加快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
效，制定有效而且可持续的城市出行计划，减

少汽车，增加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出行选项，注
重人人无障碍通行。

	f 	加大努力建设城市抗灾能力，特别是沿海
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包括为此采
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f 	确保城市规划优先考虑有可能掉队的人，
包括非正规住区居民和残疾人。

	f 	提倡绿色空间、市区生物多样性和市区粮
食生产，以此密切市民与自然的关系，并鼓励
城市加强与周边市郊和农村地区的联系。

	f 	投资开展打造活跃公民基础的方案，鼓励
集体行动和伙伴关系，以改变行为，增进社会
凝聚力和选择可持续生活方式。

4.6 保障全球环境公域

全世界在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进展基
本达不到目标。所有行为体都必须以雄心勃勃、协
调一致的方式工作，以保障全球环境公域，包括对
地球系统运作作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大型生物群
落和系统，从而维持生命，包括生物多样性、大气、
海洋、冰冻圈、森林和水圈。	

A12.政府、地方社区、私营部门和国际行为体必须
紧急作出必要变革，以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
用自然资源，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f 	为了更好地控制空气污染，城市必须改善
车用燃油的质量，并为大城市的通勤者提供更
环保、更安全和质量更高的公共交通工具。应
该对生物质明火、塑料和废物进行管控。

	f 	政府应信守并履行其对旨在保障全球环境
公域的多边协定作出的承诺(特别是《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探索新的多边协
定，以保障地球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位于非洲、
亚洲和南美洲)得到保护，并到2030年将海洋
保护区至少扩大到海洋的三分之一。政府应继
续致力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
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f 	扩大和有效管理现有保护区网络(陆地、淡
水和海洋)，为此采用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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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社会参与，建立有效公平的惠益分享机制，
持续提供资金，监测和严格执行规则。

	f 	在各级采取跨部门和针对具体部门的干预
措施，综合管理水资源，从而使淡水能在气候
变化、取水需求增加和污染程度加剧的情况下
得以持续。

	f 	政府应与农民、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制定和
实施可持续灌溉或集水计划，提高主要作物和
牲畜的用水效率，促进水的回收和再利用。他
们应该探索培育更耐旱的作物，扩大作物保险
计划，支持可在干旱易发地区提供收入的替代
生计。

	f 	保护海洋必须包括治理工作，以实现对沿
海地区的可持续规划，并制定关于河流污染的
条例。

	f 	各国政府应与科学家和渔民合作，增加其
专属经济区内的可持续渔场数量。政府应在区
域和国际相互合作，并与科学家和渔民合作，
考虑如何将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捕捞活动管控
在可持续水平或干脆消除。政府还应采取步
骤，消除公民和公司实体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
的非法捕捞活动。

	f 	各国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支持土地退化
零增长，以利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的
生计，并缓解气候变化。要向可持续土地管理
做法过渡，就要在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方面进行
部门协调和投资。在实证基础上建立一个碳排
放借贷核算框架对衡量进展至关重要。未来
的碳核算框架需要覆盖所有土地使用和土地
使用变化，以便恰当确认土地使用部门对缓解
作出的贡献。

	f 	停止毁林仍是实现众多生物多样性目标最
有成效的“锦囊妙计”之一，可改善依靠森林、
水土保持为生的民众福祉，并减缓气候变化。
行为体应包括民间社会、社区(包括土著人民)
和政府。森林所有者和使用林地的企业还应以
负责任地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并将损害
成本计入商业计划为指导。负责任地消费和提
高认识以及改进产品溯源工作是社会憧憬保
护森林和减少毁林的关键所在。

	f 	各国政府应相互合作，进一步利用遥感和
其他技术监测管理森林和其他重要生态系统
的状况，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分水岭和沿海地
带。其中可包括制定政策分享卫星图像和其
他技术数据，与学术界合作建设国内的分析
能力。

	f 	建立干旱、洪水和其他极端气象事件的早
期预警系统，同时将遥感与实地数据收集相结
合，可及时提供信息指导弱势国家，使其能够
利用这些信息建立抗灾能力，降低风险，并更
有效地作好防备。在改善预测工作的同时，应
考虑脆弱因素，并评估地貌和社会如何应对这
种事件的方式方法。

A13.政府必须准确评估环境外部性，特别是影响
全球环境公域的外部性，并通过定价、转让、
监管和其他手段改变使用模式。

	f 	为了量化、报告和管理自然资本风险和机
会，国家、区域和地方当局应鼓励并支持制定
和使用标准、度量和方法。当局应该从长计
议，考虑到技术发展和现有环境监管规定会如
何演变的问题。

	f 	政府应与依赖或影响自然资本的公司合
作，确保这些公司管理相关风险，包括供应链
中断风险以及运营、声誉、生产、法律和监管、
人权和健康方面的其他风险。

	f 	金融机构应确保本身至少不造成伤害，也
不支持耗尽自然资本的公司。金融风险管理应
将自然资本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系列自成
一体的组成部分。气候变化、水、生物多样性
和公众健康相互关联。应该分析这些联系，以
确保不遗漏任何风险。

4.7 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科学证据是设计和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
先决条件。鉴于必须紧迫行动，可将《2030年议
程》作为迅速调动和利用现有广泛知识的共同指
南针。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有必要设计和追求打破
经济增长以环境为代价的西方式路径依赖的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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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利益相关者必须在所有学科与学术界合作，调
动、利用和传播现有知识，以加快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f 	会员国应该支持国际科学评估和与此类
似的全球方案，借以明确已形成科学共识的领
域，向决策者传授知识，并建立与联合国相关
的平台综合知识、分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最佳做法、继续为评估《2030年议程》提供支
持并提供《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未来版
本。应该更多关注区域观点，了解变革如何才
有可能，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类评估之间协同
一致的增效作用。

	f 	会员国应该建立区域和国家范围的知识平
台，作为全球协调而且系统地努力收集、综合
和运用科学证据的一部分，以因势利导地发挥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适合具
体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f 	各级政府应成立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内设
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种专家小组，以评估现有
证据，并加强知识外交。

	f 	科学界应制定与民间社会、公共部门和企
业合作的新战略并发展这方面的新技能，以便
集思广益并调整研究议程，从而实现《2030年
议程》。

A15.政府、研究联合会、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必须致力于改善中低收入国家和特殊
发展处境国家目前的知识和分类数据准入以
及科学能力和优质高等教育水平，还必须积极
促进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性别平等。

	f 	会员国、研究联合会和图书馆应该共同努
力，消除阻碍获得已发表的科学知识和数据的
障碍。为了开放获取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迫
切需要作出更为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应该优
先考虑无法负担订阅费或文章手续费而且无
力谈判优惠交易的低收入国家和机构。人类
共同的知识财富一旦解锁，就会立即带来重大
收获。

	f 	会员国、供资组织和学术界应积极促进科
学和工程领域的性别平等。

	f 	会员国和研究联合会应同心协力，增加免
费提供的技术数据(如卫星图像)的数量和覆盖
面，尤其尽可能多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f 	海外发展援助预算应优先提高全球南方的
科学能力和准入。具体关键措施包括建立内容
全面而且开放获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知识平
台；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研究能力，并培养未
来潜在人才；建立机构协调为落实、监测和评
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开展的研究。

	f 	研究资助者应认可并大力支持北南和南
南长期研究伙伴关系，将此作为解决中低收
入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和生态挑战的有效
手段。

	f 	国际组织、政府和学术机构应力求阻止
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支持现有“人才循
环”。在国际科学界促进持续循环流动将提高
中低收入国家的能力和专门知识，对高收入国
家也是如此。

	f 	中低收入国家应尽可能在中小学和大学促
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质教育。	

	f 	中低收入国家应在全球社会的支持下，努
力建立国家和区域自己的科研资助机构。

A16.大学、决策者和研究资助者必须以《2030年议
程》为指导，进一步支持可持续性科学和其他
学科中针对具体任务的研究，同时加强科学-
政策—社会之间的衔接。

	f 	联合国应在国家知识平台的基础上，对科
学和非科学来源的现有变革知识包括民间知
识、实用知识和土著知识开展一次重大科学
评估。

	f 	国家和国际科学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和私
人供资机构应以《2030年议程》为指导，相对
和绝对地迅速增加针对具体任务的研究支助。
应对当今的可持续性挑战，并战胜既得利益，
需要前所未有的资金数额，包括公私两个来源
的资金。

	f 	科学资助者应该调整计划，支持架构更
为广博的方案，使更多研究联合会能够长期
共同努力。这将促进可持续性科学。这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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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采用必要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方式解决可持
续发展所固有的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和取舍	
得失。

	f 	大学、学院和科学协会等研究机构应扩大
评估系统，以认可多学科和跨学科技能，并奖
励力求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制
定正确的激励措施对促进未来可持续性科学
家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资深研究人员应支持
和鼓励其学生和年轻同事从事可持续性科学，
并全力向外界传播。

	f 	大学应该积极承担推进可持续社会的使
命，为此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下一代
研究人员和变革者的能力和技能是人类手中
掌握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杠杆之一。

	f 	公共、私人和慈善捐助者应该营造合作
探讨变革路径的实验空间。这种空间能将科
学—政策—社会之间的衔接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从而可培养新的伙伴关系，并促进共同
创造、检验和推广变革理念。

A17.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刻意努力，促进技术多方
向(北南、南北和南南)转让，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f 	应该加大努力，使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技术促进机制投入运作，以促进传播无害环境
和力行节约的技术。

	f 	应该以灵活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向可
持续性过渡和采取气候变化行动所必不可少
的技术，并应提高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技术的
能力。

	f 	会员国应遵循作为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
约》补充协议提出的2010年《关于获取遗传资
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
屋议定书》1的原则，所有会员国都应在本国法
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中设立切实可行的机制，以
适用《议定书》。

	f 	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应开展合作，促进开源
创新，为此提供允许在规定条款和条件下使
用、修改和(或)共享源代码、蓝图或设计的那
种计算机软件和其他产品许可证，并大多不收
许可费。

	f 	人工智能的国际、区域和国家标准应允许
数据公平自由地跨界流动，以保证互操作性。
为了培养公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法规和
行为守则应该适当平衡技术进步与人的隐私权
和人的尊严这两方面。

	f 	准入和通用设计原则应成为设计、计算机
科学、设计、用户体验和其他相关学科课程的
一部分，并将其纳入行业设置主流。这将为尽
可能多的人使用和获得所开发的商品和服务
创造环境。

4.8 转变而非渐变

科学表明，我们在走的道路不可持续。这条道
路正在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科学还表
明，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和
国际组织已经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与民间
社会和学术界开展合作，以指明更有成效的可持续
道路，使子孙后代能生活在地球系统的极限之内。

所需至关重要。行动必须大胆果断。不仅要改
变，而且要系统转变。

A18.多边组织、政府和公共当局应明确采纳可持
续发展目标，将其作为拟定方案、规划和预算
程序的指导框架，同时为了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应特别注意将资源(包括资金、达到
国际承诺水平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技术)用于6
个切入点，运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具体目标
之间相互关联的了解，促进共同利益，解决取
舍问题。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应
促进各国之间交流信息，传播使用可持续发
展目标框架方面的经验教训。

	f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同心协力，在本报告
提出的以下6个切入点进行深刻变革：人类福
祉和能力、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体、可持续粮
食系统和营养模式、能源脱碳与普及能源、城
市和近郊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公域。所有利
益攸关方应求政策和预算决定协调一致，以推
进变革。

	f 	利益攸关方应认识并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解决阻碍进展的关键取舍
问题，并利用目标之间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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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政府必须确保解决目标之间的取舍问题，
从而通过必要的政治进程克服不同部门和行
政级别之间的利益冲突。

	f 	多边组织、政府和公共当局应明确采纳可
持续发展目标，将其作为拟定方案、规划和预
算程序的框架，并应特别注意评估针对一个目
标的政策如何影响其他各个目标的问题。

	f 	会员国还应建立机制，改善并监测可持续
发展政策的一致性，以便在落实目标的过程中
利用多种共同利益，提高成效和节约成本。

	f 	联合国及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应促进各
国之间定期交流，通过6个系统性切入点处理
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
教训。	

A19.变革的4个杠杆即治理、经济和金融、单独和
集体行动以及科学和技术应当协调部署组合，
从而带来转变。所有行为体都应力求协调努
力，并优先考虑各部门政策的协调一致。

	f 	这4个杠杆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可影响
世界向好或变坏。因此，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必
须以《2030年议程》为指导，并将其作为这些
杠杆的使用规范参考和绩效评估标准。

	f 	发展筹资机构，即所有公共开发银行——
国家、区域和多边开发银行——以及企业界和
私人融资部门，应责成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
或与其持有证券清单上的投资对象打交道时
考虑可持续性。通过改变监管和行为，市场做

法当更好地反映使资金流向可持续发展和采
用可持续性标准这一需要。

	f 	只有以统筹和刻意的方式部署全部杠杆，
变革才有可能，而推进落实《2030年议程》所
需的关键创新则必须来自以新颖的方式组合杠
杆。因此，治理、经济和金融、民间社会和科学
技术领域的行为体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伙伴
关系，并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A20.每个国家和区域都应该设计并迅速实施符合
具体需要和优先事项同时又有助于全球必要
变革的可持续发展综合途径。

	f 	会员国和各区域对6个切入点中的每一个
都需了解所涉的具体挑战和障碍，并了解自身
的需要和优先事项。这将有助于组合杠杆，并
有助于行为体开展必要合作，以便在6个切入
点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途径。

	f 	尽管每个国家面临不同的挑战，而且优先
事项各异，但从今天起，所有国家都必须着手
寻求这种创新途径，以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结果。无论从国家
不掉队这一自身利益而言还是从普遍实现变革
的需要而言，先增长后清理均非选项。

	f 	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方面的流动以前
所未见的方式联通各国。这意味着一国所走的
每条道路都可能对他国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
但这条道路成功与否或许就取决于那些国家。
因此，多边合作、协议和政策至关重要，需予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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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于2019年9月提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
会，联合国会员国赋予第一个独立科学家小组的任务即告完成。根据

2016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产生的这项授权任务，报告应纳入各方面
的科学知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状况提供综合评估和指导，同时加强科学—政策衔
接，提出科学证据，支持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众多利益攸关方执行《2030年议程》。

独立科学家小组由来自不同地域的15名男女专家组成，代表不同背景、学科和
机构。2017年初，我们这一由各色成员组成的小组接受任务时，一致认为我们要做
的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进程，而是确保兼收并蓄来自不同科学领域和政策领域的观
点，囊括不同部门和各种地域的行为体。我们还一致认为，《2030年议程》的精神及
其以公平公正方式促进人类福祉的总目标应当指导我们的深思熟虑和我们的工作。

独立科学家小组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的协助下，多次举行面对
面的会议和虚拟会议，并得到联合国6个办公室和实体组成的工作队提供的一贯支
持。*	小组为了这项工作，公开征求见解，共收到300多份来稿；举办了6个区域跨学
科协商讲习班；定期向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情况和听取意见；并请大约100
名科学家评审预发草稿。

会员国赋予的任务决定了本报告的范围。我们从所作的分析中得出3个重要见
解。第一，尽管我们这一综合性的“评估之评估”表明，我们无法如期实现许多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而且有些甚至没有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但目前有足够的科
学知识指明前进方向。证据清楚表明，未来10年有可能加速取得成果，但唯有采取
建立在真正系统理解不可分割而且普遍适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础上的
行事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只有用心处理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固有的取舍得失，并
利用丰硕的共同利益，我们才能成倍增加和扩大我们迫切需要的变革。在这方面，
报告指出了6个关键切入点。

第二，我们认为，治理、工商业和金融、单独和集体行为、科学和技术是将恶性
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的关键杠杆。然而，强势行为体的不同价值观和利益仍在阻碍
《议程》的实现，以致难以刻意采取必要的统筹行动。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会作为各

*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开发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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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的公平妥协而自动实现。为了在有限时间内
实现所需变革，而且在部门和国界日益高度连通的
世界中实现，必须作出艰难选择。这需要强有力的
政治领导以及与政府、工商业、金融、民间社会和
学术界的创新合作。

第三，《2030年议程》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国家
一级的执行工作以及国际合作。针对具体情况的知
识最有用，而且特定挑战、需求和优先事项也因国
家而异。世界各地会有多条不同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然而，所有国家都面临重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
相同挑战，并需要现在而不是今后走这种道路。国
际合作和伙伴关系是这一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的标题《未来即现在：科学促进可持续
发展》表达了报告的中心思想。标题点明了我们在
报告中指出的终极挑战：为了确保人类和地球的未
来，我们不能坐等可能产生不可逆转和无法控制后
果的危机触发变化。相反，我们现在就需根据现有
知识和认识采取行动。

报告清楚表明，这种转变不无可能，而且已有
足够的知识开始这种转变。但我们需要克服知与行
之间的差距。我们坚信，科学证据必须有助于引发
对需要作出的艰难选择开展社会和政治辩论，并有
助于为必要变革制定有效政策。

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2030年议程》的价
值观和精神必须在这些关键时刻指导科学贡献，
以帮助填补知识空白，找到创新解决方案。为了迎
接下一个十年的变革挑战，我们需要商定一个全球
使命，以实现能够普遍享有和互惠互利的可持续性
科学。

回顾这首份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撰写过程，我们要感谢会员国赋予的这一任
务，并感谢秘书长任命本小组起草报告。会员国对
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研究结果的信赖令我们愧不
敢当。我们希望，我们为下一个独立科学家小组继
续并深化科学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我们作为小组的共同主席，深为赞赏小组全体
成员的工作热忱、奉献精神和专业贡献，其本国机

构所设的支助小组，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政府。我
们要特别感谢联合国经社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尚
塔努•穆克吉、斯蒂芬妮•蓝伯、阿斯特拉•波尼尼
和玛丽亚•戈杜诺娃。感谢他（她）们为帮助协调、
准备、起草、出版、发表和传播本报告所做的非凡
工作和完成的无数任务。

我们还要感谢工作组的每位成员，在世界各地
参加我们协商讲习班的来自各领域的众多利益攸
关方，以及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院间伙伴关系和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协调专家审查并支持我们的
研究结果。最后，我们高度赞赏会员国和经认证的
利益攸关方对报告早先的草稿提出评论意见。我们
相信，我们的“行动呼吁”将推动所需的行动，实
现我们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憧憬的共同
未来。

彼得•梅瑟利

恩达赫•穆尔尼宁特亚斯	

2019年独立科学家小组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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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题为 
“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2016年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

部长级宣言
[E/HLS/2016/1]

我们各国部长和高级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1.	承诺承诺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该议程获得历史
性通过之后召开的第一届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我们强调必须为所有国家
和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实现该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我们强调
指出，《2030年议程》以人为本，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其目标和具体目标是整体的，不
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环境。这是一项为人类、地
球与繁荣而制订并且旨在加强世界和平与自由的行动计划，所有国家和所有利益攸关方
将携手合作，共同执行。我们重申该议程承认的所有原则，并重申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
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贫困，是世界最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

	 2.	强调强调高级别政治论坛被要求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承诺提供政治领导、指导和建
议，高级别政治论坛将根据现有授权，同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他相关机
构和论坛携手合作，在监督全球《2030年议程》各项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方面发挥核心
作用。除其他外，它将促进各种经验和最佳做法的交流，促进全系统可持续发展政策的
统一和协调，同时考虑到《2030年议程》适用于所有国家，顾及各国不同的国情、能力和
发展程度，并尊重各国的政策空间，采用符合国际法为各国规定的国家主权权利和义务
和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方式来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

	 3.	欣见欣见所有各级及早作出努力执行《2030年议程》，同时巩固发展千年发展目标的成
果，争取完成它们尚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对这些努力感到鼓舞，并在执行该议程的第一
年期待在振兴和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根据新的全球行动计划调整现有政策、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而促进政策和全系统协调一致和整合、应对当前的挑
战和新出现的挑战、加强依循实证和数据作出决定的能力以及支持各级参与性和合作
性的有利环境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表示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第一次可持续
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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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审议了审议了题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2016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并在这方面强调人的尊严无比重
要，强调我们将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和最弱势的群体。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我们正在致力于结束贫困
和饥饿，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为此除其他外，将以统筹的方式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和推动社会
包容。我们将确保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我们还将促进和平和包容的社会，尊重和促进所有人权，并促
进实现公平的全球经济体系，其中任何国家或个人都不被抛在后面，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和生产性生计，同时为我
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地球。我们努力争取的是一个和平、没有恐惧和暴力、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我们承诺使这样一
个世界成为现实；

	 5.	承诺承诺在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努力中，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在挑战最大的方面，包括确保落在最后者的融入
和参与。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和扶持弱势者。我们回顾，其需求在《2030年议程》中得到反映的人
们包括所有儿童、青少年、青年、残疾人、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老年人、土著人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移
徙者以及生活在有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受恐怖主义和冲突影响地区的人；

	 6.	强调强调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我们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饥饿、疾病、匮乏和环境退化并适于万物生
存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识字并平等、普遍地享有高质量的各级教育以及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的世界，一个身心健康
和社会福利得到保障的世界，一个我们重申对享有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的承诺并且卫生条件得到改善的世
界，一个有充足、安全、负担得起和营养丰富的粮食的世界；

	 7.	确认确认没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也将面临风险。《2030年议程》
确认，需要建立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能平等诉诸法律，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项人权
得到尊重，在各级实行有效的法治和良政，并有透明、有效和负责的机构。该议程提到各种导致暴力、不安全与不公
正的因素，例如不平等、腐败、治理不善以及非法的资金和武器流动。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解决或防止冲突，向冲突
后国家提供支持，包括通过确保妇女在建设和平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呼吁依照国际法进一步采取有效
的措施和行动，消除处于殖民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充分行使自决权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继续影响到他们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他们的环境；

	 8.	强调强调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和平、公正、平等和不歧视，对实现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至关重要。
我们的承诺还包括尊重种族、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尊重机会均等，以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促进共同繁荣。我们致力
于建立一个注重对儿童和青年投资的世界，让每个儿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剥削的环境中成长。我们要创建一
个每个妇女和女童都充分享有性别平等、一切阻碍女性权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障碍都被消除的世界。我们将努力
创造一个男女青年依托创新、可持续和包容的文化，成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区创造更美好
未来的世界；一个满足最弱势群体需求的公正、公平、容忍、开放、有创造力、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

	 9.	又强调又强调我们致力于创建一个每个国家都实现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每个人都有体面工作的世
界，一个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消费、生产和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的世界；一个发展顾及对气候的影响和维护生物多
样性的世界，一个恢复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所有生态系统、加强合作防止环境退化并加强灾后恢复能力和减少灾
害风险的世界；一个拥有包容、安全、有韧性、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和技术应用的世界，一个人人能获得安全、负担得
起、可靠、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野生动植物和其他物种得到保护的	
世界；

	 10.	 强调强调指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将大大促进我们实现所有目标和具体目标。妇女和女童
必须能平等地接受高质量的各级教育，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经济和自然资源以及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并能
在就业、担任各级领导和参与决策方面，享有与男子和男童相同的机会。我们将努力争取为缩小性别差距大幅增加
投入，并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进一步为各机构提供支持。我们将努力
建立一个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的世界，包括为此动员男子和男童参与。有系统地将性别平等视
角纳入《2030年议程》执行工作的主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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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欣见欣见联合国和其他相关政府间机构和论坛，包括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发展系统和联合国各
专门机构，对执行《2030年议程》所作的诸多贡献。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而言，我们欣见其遵循“执行
2015年后发展议程：从承诺到成果”这一主题开展的年度工作，其中包括各职司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以及各部分开
展的年度工作。经社理事会在支持我们通过应对当前的挑战和新出现的挑战、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参与以及促进全
系统一致性和协调等途径，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工作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与执行《2030年议程》有关的活
动中，我们重点指出下列活动所作的重要贡献：经社理事会青年论坛、伙伴关系论坛和发展合作论坛；其业务活动
部分、整合部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不平等问题特别会议、厄尔尼诺现象特别会议和寨卡病毒问题特别会议；为了
给即将进行的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提供信息而举行的关于在《2030年议程》背景下联合国发展系统长期定位的对
话。我们期待着经社理事会和其他有关政府间论坛和机构在今后几年中，包括在《2030年议程》的专题审查方面的
贡献；

	 12.	 强调指出强调指出，在经社理事会高级别部分关于“发展基础设施促进惠及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专题讨论方面，
《2030年议程》重视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及其与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以及推动创新之间的特别联系。
我们致力于通过在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内改善投资和进一步建设能力等途径解决基础设施差距，并认为这是减少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关键。我们又强调指出基础设施应安全、便利和以人为本，并促进经济一体化和
互联互通，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13.	 确认确认《2030年议程》的规模和宏图要求重振和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确保该议程得到执行，同
时发扬全球团结一致的精神，特别是与最贫困的人和境况脆弱的人同舟共济。我们将全力以赴，与所有利益攸关方
共同努力，将所有承诺转化为成果。提供执行手段，特别是目标17下和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所述的执行手段，依托
作为《2030年议程》组成部分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概述的具体政策和行动的
支持，对于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并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至关重要；

	 14.	 在这方面欢迎欢迎，除其他外，首届发展筹资论坛的举行，表示注意到论坛的政府间商定结论和建议，并期待后
续进程进一步取得进展。我们又欢迎联合国机构间工作队的工作。我们还欢迎在落实技术促进机制三个组成部分和
举行首届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一进展除其他外，对帮助开
发、转让和传播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技术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作为该机制组成部分的网上平台的建立。我们
又欢迎在落实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方面取得的进展；

	 15.	 重点指出重点指出必须在所有各级以开放参与和包容的方式执行、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年议程》。我们承认政府在
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我们还承认议会、国家以下各级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慈善团体等其他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它们的参与有助于接受公民问责，并通过促进协同作用、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国际合
作，以及最佳做法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加强我们行动的效果。我们欢迎各主要群体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对高级
别政治论坛的参与和贡献，并鼓励它们继续参与，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16.	 强调指出强调指出，提供并利用方便、及时、可靠、优质的分类数据，是我们通过查明不平等之处等办法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的努力的基础。这些数据应衡量贫困的一切形式和表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进展，以揭示不平等现象、差距、
进展和反复出现的挑战，找出创新解决办法，为各级执行《2030年议程》提供参考。我们承诺制定更广泛的衡量进
展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提供补充。考虑到《2030年议程》的全球评估工作将主要依赖于各国官方数据
来源，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协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
建立并加强各级收集、分类、传播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我们欢迎统计委员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
家组编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的决定，该框架是个切实可行的起点，我们期待以包容和透明
的方式落实并不断改进这一框架；

	 17.	 赞扬赞扬在2016年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提交自愿国别评估报告的22个国家，1	重点指出这些国家及早采取步骤落
实《2030年议程》，包括将该议程纳入国家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表现出的决心和表率作用。应根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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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主导的国家一级评估为区域和全球两级自愿评估的基础。根据《2030年议程》，此类评估可以推动所有相关
利益攸关方全部参与落实该议程，促进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自主权，从而加强我们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工
作。我们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国家开展后续落实和评估的能力，并应提供协助，包括提供自愿指导和解决各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等问题的方法，为在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提交自愿国别评估报告做准备。我们鼓励各国考虑这
22个国家主导的自愿评估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几年中自愿提交评估报告；

	 18.	 确认确认区域和次区域论坛除其他外，通过促进同侪学习和合作，包括酌情开展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以及帮助
将国家和全球各级的执行工作联系起来，可以在支持执行《2030年议程》及其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为此，我们欢迎确定、发展和召集适当的区域和次区域可持续发展论坛；

	 19.	 强调指出强调指出减轻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是所有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我们确
认《巴黎协定》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同作用。我们欢迎规定所有缔约方应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的《巴黎协定》，为此期待该协定尽快得到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早日生效并得到落实。我们还期待调集各种资
源，协助落实这一协定。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
和特殊情况；2

	 20.	 重申重申每个国家在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面临各种具体挑战。最脆弱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最不发
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还有那些处于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都需要特别关注。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面临严重挑战。为此，我们欢迎迄今已取得的进展，重申支持伊斯坦布尔《2011-2020十年期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和维也纳《内陆发展中国家2014-
2024年十年行动纲领》，重申必须支持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方案，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我们还表示注意到过去和现在受冲突影响的七国+集团各国制定的《参与脆弱国家新政》阐明的原则；

	 21.	 期待着期待着所有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有助于执行《2030年议程》的政府间进程，包括将于2016年10月在基多
召开的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将于2016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大量难民和移
民流动问题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将于2016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第十三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以及将于
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我们建议这些进程以及《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和《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等其他努力把重点放在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上。我们强调指出，考
虑到《2030年议程》统筹一体、不可分割的性质，必须开展全系统战略规划、执行和报告工作，以确保联合国发展系
统为有效执行该议程提供统筹协调的支持；

	 22.	 认可认可本宣言附件所列协商进程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范围、方法和频率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
报告》之间关系的成果文件；

	 23.	 感到鼓舞的是感到鼓舞的是，尽管在《2030年议程》通过之后出现了各种新的挑战，但已经以伙伴协作方式参与执行该议
程的广大行为体表现出激情、创新和奉献精神，表明这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议程。对此，我们期待继续以包容
的方式落实该议程，敦促尽一切努力首先惠及落在最后的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2016年7月22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	 中国、哥伦比亚、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马达加斯加、墨西哥、黑山、摩洛哥、挪威、菲律宾、大韩民
国、萨摩亚、塞拉利昂、瑞士、多哥、土耳其、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	 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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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范围、频率、方法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的关系

我们各国部长和高级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范围

	 回顾回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83段；

	 1.	强调指出强调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又强调指出又强调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为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参考，该报告将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是帮助
决策者促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有力工具。将向包括工商界和民间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在内的
各种利益攸关方提供这一报告；

频率

	 4.	正式决定正式决定每四年提出一份深入的综合报告，为大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参考；

	 5.	又正式决定又正式决定，为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衔接，每年可邀请编写
报告的科学家们为讨论会提供科学意见，包括就论坛主题提供意见；

方法

	 6.	强调指出强调指出，报告编写方法的主要指导原则应当是客观、独立、透明、包容、多样性、科学上的卓越和诚信，以及
政策相关性。报告体现所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就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持续对话的结果，确保各地域平衡参与，评估
各种现有评估结果，包括出自联合国系统等各种来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报告，并汇总分散的信息；

	 7.	因此，要求要求设立一个独立科学家小组，负责起草四年一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一独立科学家小组将
由代表各种不同背景、学科和机构并确保地域和性别均衡的15名专家组成。秘书长将与会员国进行公开、透明和包
容各方的磋商，为每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任命这一小组，包括可能接受会员国的提名。该小组至迟将于2016年
年底开始工作。该小组将由一个任务小组提供辅助，任务小组由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世界银行各派一名代表担任共同主席，联合国秘书处
提供后勤支助。任务小组将协调由联合国、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等各种现有网络所组成的网络提供的参考
意见。每年还可在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网络平台上公布这些参考意见；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的关系

	 8.	承认承认《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彼此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性质，两者从不同角度为
高级别政治论坛作出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报告》将为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参考，该报告应由秘书长与
联合国系统合作，根据全球指标框架、各国统计系统编制的数据和在区域一级收集的资料编写。《全球可持续发展
报告》将更具科学性和分析性，侧重于科学与政策的衔接，并且也将为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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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致谢鸣谢
这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写得益于广大专家和利益攸关方的贡献，汇集了

不同的观点和学科背景。联合国工作组在实务上和组织上向独立科学家小组提供了支
持。来自科学家机构的专家在编写过程和外联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科学家小
组要感谢以下组织和个人。

联合国工作组，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调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Shantanu	 Mukherjee,	 Astra	 Bonini,	 Stephanie	 Rambler,	

Clovis	Freire,	Jr.,	Maria	Godunova,	Arthur	de	la	Cruz,	以及David	Le	Blanc,	Richard	
Roehrl,	Sumi	Han,	Wei	Liu,	Yongyi	Min,	Julie	Powell,	Martina	Kuehner.

协助报告定稿:	 Grace	 Chen,	 Ruijie	 Cheng,	 Christopher	 Dumont,	 Armin	 Plum,	
Camilo	Salomon,	Peter	Stalker,	Xiangjun	Wan,	Simona	Zampino.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Chantal	 Line	 Carpentier,	 Clovis	 Freire,	 Jr.,	
Torbjorn	Fredriksson,	Laura	Cyr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Andrew	Hudson,	以及Devika	 Iyer,	Gonzalo	Pizarro,	
Renata	Rubian,	Bishwa	Nath	Tiwari.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Hellin	 Brink,	 Ana	 Persic,	 Livia	
Sagliocc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	Pierre	Henri	Boileau,	Ludgarde	Coppens.

世界银行集团:	 Erick	 C.M.	 Fernandes,	 以及Garo	 Batmanian,	 Eileen	 Burke,	
Raffaello	 Cervigni,	 Richard	 Damania,	 Maitreyi	 B.	 Das,	 Peter	 D.	 Ellis,	 Sabina	 A.	
Espinoza,	Ede	Jorge	Ijjasz-Vasquez,	Somik	V.	Lall,	Gustavo	Saltiel,	Jennifer	J.	Sara,	
Ernesto	Sanchez-Triana,	Sameh	N.	Wahba,	Wael	Zakout.

独立科学家小组各成员机构

发展与环境中心(CDE),	 University	 of	 Bern,	 Bern,	 Switzerland:	 Henri	 Rueff,	
Myriam	Pham-Truffert.

芬兰环境研究所/	 Suomen	 ympäristökeskus	 (SYKE),	 Helsinki,	 Finland:	 Salla	
Rantala.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RD):	Jean	
Albergel,	Ludovic	Mollier,	Aymeric	Capit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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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Science	 Centr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Copenhagen,	 Denmark:	 Jakob	 Fritzbøger	
Christensen,	Johan	Møller	Nielsen,	Sarah	Hellebek,	Tania	Charlton	Christensen.

其他贡献

Emma	Terämä,	Minna	Kaljonen,	 Iida-Maria	Koskela,	Riikka	Paloniemi	Annukka	Beg,	Riina	Antikainen,	
Suvi	Vikström,	Jari	Lyytimäki,	Timo	Assmuth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Paola	Vela	de	la	Garza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CONEVAL,	Mexico);	Olivier	De	Schutter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Legal	Sciences,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Philippe	Marbaix	
(Earth	and	Life	Institut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Anu	Lannen,	Flurina	Schneider,	Cordula	
Ott,	Sabina	Bierri,	Stephanie	Moser,	Thomas	Breu,	Susanne	Wymann	von	Dach,	Christoph	Oberlack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作出贡献的网络:	 EKLIPSE,	 Future	 Earth,	 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

在芬兰赫尔辛基、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南非伊丽莎白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孟加拉国达卡和约旦安曼

进行了协商，以收集区域和跨学科观点。

独立科学家小组还参加了几场专题研讨会，包括德国自然科学院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智力研讨会、纽约

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波尔森全球发展研究所组织的科学与政策接口研讨会、以及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可再生能源

及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影响”研讨会。

下列实体为区域和专题磋商(以及其他一些活动)提供了资金和实物支持: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RD),	Marseille,	France;	French	Ministry	of	European	and	Foreign	Affairs	(MEA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	Laxenburg,	Austria;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MZ),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y;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Suomen	 ympäristökeskus	 (SYKE),	 Helsinki,	
Finland;	 Foreign	 Ministry	 of	 Denmark;	 Foreign	 Ministr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DIE);	 German	 Environment	 Agency;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German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Finland;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Finland;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ord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South	Africa;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研讨会参与者

芬兰赫尔辛基

Akiça	Bahri,	Annukka	Berg,	Christian	Binz,	Raouf	Boucekkine,	Fadumo	Dayib,	Adrian	Ely,	Sakiko	Fukuda-Parr,	
Minna	Halme,	Tarja	Halonen,	Kurt	Jax,	Alan	Koropitan,	Mathieu	Leporini,	Yonglong	Lu,	Dirk	Messner,	Raoul	
Mille,	Shantanu	Mukherjee,	Esther	Mwangi,	Måns	Nilsson,	Riikka	Paloniemi,	Pinja	Parkkonen,	Ana	Persic,	Eeva	
Primmer,	Anna	Pulkka,	Stephanie	Rambler,	Ainol	Rekola,	Johan	Schot,	Thokozani	Simelane,	Liisa	Varumo,	
Suvi	Vikström,	Oran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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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Jesse	Ausubel,	Joao	Pedro	Wagner	De	Azevedo,	Marianne	Fay,	Erick	C.	M.	Fernandes,	Francisco	H.G.	Ferreira,	
Clovis	Freire	Jr.,	Marcelo	M.	Giugale,	Samir	KC,	Charles	Kenny,	Denny	Mahalia	Lewis-Bynoe,	Muthukumara	S.	
Mani,	Shantanu	Mukherjee,	Partha	Mukhopadhyay,	Brian	O’Neill,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Lant	Pritchett,	
Stephanie	Rambler,	Michael	Toman,	Juergen	Voegele.

南非伊丽莎白港

Jean	 Albergel,	 Sarah	 Anyang	 Agbor,	 Doudou	 Ba,	 Akiça	 Bahri,	 Kwikiriza	 Benon,	 Robin	 Bourgeois,	 Wendy	
Broadgate,	Martin	 Bwalya,	 Jean	 Luc	 Chotte,	 Aïdara	Daouda,	 Frédéric	Djinadja,	 Ernest	 Foli,	 Faten	Hamdi,	
Norbert	Hounkonnou,	Mekki	Insaf,	Ibrahima	Ka,	Jackie	Kado,	Alioune	Kane,	Baye	Kaleab,	Boniface	Kiteme,	
Désirée	 Kosciulek,	 Anne	 Kyomugisha,	 Sarah	 Lawan	 Gana,	 Andrew	 Leitch,	 Amy	 Luers,	 Mahmoud	 Ibrahim	
Mahmoud,	Kwabena	Mante	Bosompem,	Hambani	Mashelini,	Ndiyamthanda	Matshoba,	Timothy	Mbi	Mkonyo	
Anyang,	Cheikh	Mbow,	Jo	Mulongoy	Kalemani,	Peter	Messerli,	Hannah	Moersberger,	 Jean-Paul	Moatti,	Al	
Hassan	Baba	Muniru,	Sandrine	Eveline	Nsango,	Michael	Obasola	Olatunde,	Fanfan	John	Oliver,	Jean-Pascal	
Torreton,	Abdoulawahab	Mohamed	Toihr,	Jean-Paul	Toutain,	Johanssen	Odhiambo	Obanda,	Laura	Pereira,	
Myriam	Pham-Truffert,	 Flurina	 Schneider,	Odirilwe	 Selomane,	Drissa	 Sérémé,	 Thokozani	 Simelane,	Henri	
Rueff,	Loubie	Rusch,	Theresa	Tribaldos,	Gete	Zeleke,	Sarah	Anyang	Agbor,	Martin	Bwalya,	Aïdara	Daouda,	
Akiça	Bahri.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Diana	 Alarcòn,	 José	 Eduardo	 Alatorre,	 Ione	 Anderson,	 Paula	 Astudillo,	 Margarita	 Beneke,	 Boris	 Branisa,	
Cecilia	Buffa,	Severin	Caminati,	Agustina	Carpio,	Santiago	Cueto,	Maria	Alejandra	Davidziuk,	Andre	de	Mello,	
Paulo	Esteves,	Eeva	Furman,	Francisco	Gaetani,	Renata	Grannini,	Sven	Grimm,	Elizabeth	Jiménez,	Carmen	
Lacambra,	Ivonne	Lobos	Alva,	Luara	Lopes,	Franco	Maestri,	Analia	Marsella,	Salvadora	Morales,	Mario	Negre,	
Camila	 Oliveira,	 Andrea	 Ordoñez,	 Flor	 Ramirez,	 Henri	 Rueff,	 Philpp	 Schönrock,	 Anna	 Schwachula,	 David	
Smith,	Gustavo	Sadot	Sosa	Nuñez,	Javier	Surasky,	Rebecka	Villanueva	Ulfgard,	Christian	von	Haldenwang.

孟加拉国达卡

Shakil	 Ahmed,	 Tajmary	 Akter,	 Batbuyan	Batjav,	 Arpit	 Bhutani,	 Caren	Blume,	Nadja	 Emmanuel,	 Sherajum	
Monira	Farin,	Ernest	Foli,	Guntram	Glasbrenner,	Nelia	Granadillos,	Asif	Ibrahim,	Wu	Jin,	Sachin	Joshi,	Claudia	
Kabel,	 Mikiko	 Kainuma,	 Ray	 Kancherala,	 Vilami	 Kulikefu	 Puloka,	 Jimaima	 Lako,	 Sandhya	 Lyer,	 Shantanu	
Mukherjee,	Endah	Murniningtyas,	Avia	Nahreen,	Zeenat	Niazi,	Smita	Premchander,	Yulius	Purwadi	Hermawan,	
Marzuka	Radia,	Muntaha	Rakib,	Abu	Hayat	Saif	ul-Islam,	Rabeya	Rowshan,	Henri	Rueff,	Anna	Schwachula,	
Ishrat	Shabnam,	Jatna	Supriatna,	Muhammad	Saidam,	Jieae	Sohn,	Jurgis	Staniškis,	Abdul	Wadud,	Lai	Wan	
Teng,	Dengshe	Wang,	Katinka	Weinberger,	Jianchu	Xu,	Xin	Zhou

约旦安曼

Hala	Abu	Ali,	Khalid	Abu-Ismail,	Majida	Al-Assaf,	Shireen	Al	Azzawi,	Jalal	Al	Husseini,	Jean	Albergel,	Yasmin	
Al-Damen,	 Farqad	Al-Hadeethi,	 Latifa	 Alhajji,	 Nesreen	Al-Hmoud,	Nour	 Al-Jazi,	 Fotouh	Al-Ragom,	 Ahmed	
Al-Salaymeh,	 Etab	 Al-Taki,	 Ruba	 Al-Zu’bi,	 Rafat	 Assi,	 Akiça	Bahri,	 Ursula	Becker,	 Astra	Bonini,	Mohamed	
Thameur	Chaibi,	Nart	Dohjoka,	Mariam	Mohamed	El	Forgani,	Hazim	El	Naser,	Nadja	Emmanuel,	Wadid	Erian,	
Albert	Fakhoury,	Fidaa	Haddad,	Ramona	Hägele,	Suleiman	Halasah,	Mustafa	Hamarneh,	Hatem	Jem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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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a	Kabel,	 	 Aml	Muhammad	Khalid,	Dureid	Mahasneh,	 Samar	Muhareb,	 Endah	Murniningtyas,	Razan	
Mutasim	Bashir	Nimir,	Heba	Nassar,	Myriam	Pham-Truffert,	Stephanie	Rambler,	Katherine	Richardson,	Henri	
Rueff,	Muhammad	Saidam,	Elias	Salameh,	Anna	Schwachula,	Maysa’a	Shaqaqha,	Hanna	Zaghloul,	Maysoon	
Zoubi,	Moneef	R.	Zou’bi,	Akiça	Bahri

**

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发出了公开征集意见的呼吁。感谢以下各方提交资料:

Abadzi,	 Helen,	 University	 of	 Texas-Arlington,	 USA;	 Adebisi,	 Saheed	 Opeyem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Nigeria;	Adedugbe,	Bola,	Bola	Adedugbe	&	Associates,	Nigeria;	Adler,	Carolina,	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	Switzerland;	Adogame,	Lesli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Scotland;	Afeworki,	Salem,	Value	
Sustainability,	USA;	Aggarwal,	Rimjhim,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Alba,	Carlota	Estalella,	Afric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entre,	Kenya;	Albuquerque,	Pedro	H.,	KEDGE	Business	School,	France;	Allen,	Cameron,	UNSW	
Sydney,	Australia;	Alzubair,	Yousif	Ismail	A.,	The	Sudanese	Civil	Society	Forum	For	SDGs;	Amba	Oyon,	Claude	
Marius,	 University	 of	 Yaounde	 II,	 Cameroon;	 Anand,	 Manish,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	
Aperebo,	 Michael,	 Cross	 Rive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geria;	 Argyriou,	 Meg,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Armstrong,	Dave,	Earth	Times,	United	Kingdom;	Arquitt,	Steve,	Millennium	
Institute,	 USA;	 Attri,	 V.N.,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Mauritius;	 Aublet,	 Anne	 Sophie,	 Swiss	 Water	
Partnership,	Switzerland;	Avidan,	Miro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Babenko,	Mikhail,	WWF	Russia;	Balsamo,	
Gianpaolo,	 ECMWF,	 UK;	 Banhalmi-Zakar,	 Zsuzsa,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Barau,	 Aliyu,	 Bayero	
University	Kano,	Nigeria;	Barau,	Aliyu,	Bayero	University	Kano,	Nigeria;	Barrett,	Erika,	University	of	Arizona,	
Mel	and	Enid	Zuckerman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	Biostatistics,	USA;	Behera,	
Hari	Charan,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India;	Bekoff,	Marc,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emeritus),	USA;	
Benkeblia,	Noureddin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Bernard,	Margare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Bertani,	Stéphan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RD;	Bill	Kelly,	WFEO,	US;	Bindra,	Satya,	UNCSD	Rio+20	Focal	Point,	Libya;	Blayon,	Hanson	G.	icafe,	Nigeria;	
Bodo	Steiner,	U	of	Helsinki,	Germany;	Bohnet,	Iris,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Bolton,	Annette,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Research,	New	Zealand;	Bonanomi,	Elisabeth	Buergi,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Bonnin,	Marie,	 IRD,	France	 ;	Bora,	Jean	Marie,	Cabinet	
Praticiens	 Fonciers,	 Burundi	 ;	 Bordignon,	 Jacopo,	 European	 Commission;	 Boubeka,	 Nubert,	 Ambivium	
Institut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USA;	Boucherand,	Sylvain,	B&L	évolution,	France	;	Brown,	Rebekah,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Buergi	Bonanomi,	Elisabeth,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Busgopaul,	 Mahendranath,	 Halley	 Movement	 &	 PAN-
Mauritius	Coalition,	Mauritius;	Caron,	Patrick,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f	 the	UN	Committee	for	world	
Food	Security,	Cirad,	France;	Caucci,	Serena	and	Hettiarachchi,	Hirosha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hase	
Keenan,	The	Global	Knowledge	Initiative,	USA;	Chen,	Sulan,	UNDP;	Chitikela,	S.	Rao,	 independent	expert,	
USA;	Chong,	Joann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Chouikha,	
Mustapha,	 LEAD	 Tunisia;	 Coe,	 Barbara,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	 USA;	 Coelen,	 Sara,	
Christoph-Probst-Gymnasium,	Germany;	Corcoran,	Roisin	P,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Corcoran,	
Roisin	P.,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Cordova-Pozo,	Kathya	Lorena,	South	Group,	Bolivia;	Court,	Eli,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Darmendrail,	 Dominique,	 ANR/Water	 Joint	
Programming	 Initiative,	France	 ;	de	Menthiere,	Nicolas,	 IRSTEA,	France	 ;	de	Vries,	Michiel,	EEAC	Network,	
Netherlands	 ;	 Degbe,	 Jean-Claude	 Paul,	 ONG	 PADJENA,	 Benin	 ;	 Denis,	 Amandine,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	Denis,	Amandine,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	
Desclee,	 Doriane,	 UCLouvain,	 Belgium	 ;	 Diaz,	 Rogelio	 C.	 Jr.,	 Total	 Quality	 Governance	 Philippines	 ;	 D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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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ah,	 Pauline	 Agoh,	 University	 Felix	 Houphouet	 Boigny,	 Cote	 d’Ivoire	 ;	 Diedrich,	 Amy,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Dill,	Alexander,	World	Social	Capital	Monitor,	Basel	Institute	of	Commons	and	Economics,	
Switzerland;	 Douglas,	 Diane	 L.,	 independent	 consultant,	 USA;	 Ducao,	 Arlene,	 Multim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Edwards,	Martin,	 Seton	Hall	 University,	 USA;	 Eisenberg,	 Amy,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Elder,	Mark,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Elder,	Mark,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Elegbede,	 Isa,	Branden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ermany;	
Environmental	 Ambassad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rbia;	 Erragragui,	 Elias,	 Université	 Picardie	
Jules	Verne,	France	;	Euzen,	Agathe,	CNRS	-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France;	Evoh,	Chijioke	J.,	
Sustainability	and	Livelih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	USA;	Fenny,	Ama	Pokuaa,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Ghana,	Ghana;	Ferdinand-James,	Debra,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Ferguson,	Shenhay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Jamaica;	Ferrario,	Marco,	
Caribbean	Environment	Programme,	Jamaica;	Fidalgo	Fonseca,	Teresa	de	Jesus,	Universidade	de	Trás-os-
Montes	 e	 Alto	 Douro,	 Portugal;	 Firth,	 Rebecca,	 Humanitarian	 OpenStreetMap	 Team,	 Colombia;	 Fleming,	
Aysha,	CSIRO,	Australia;	Fleming,	Aysha,	CSIRO,	Australia;	Gill,	Joel	C.,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Geology	for	
Global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Giurco,	Dami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Goheer,	
Arif,	Global	Change	Impact	Studies	Centre,	Pakistan;		Gold,	Mitchell,	homeplanet	virtual	university,	Canada;	
Gordon,	Stephe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Grandjean,	Gilles,	BRGM,	France;	Grant,	Melita,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	Australia;	Griffiths,	Andrew,	Sightsavers,	United	
Kingdom;	 Griggs,	 Dave,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UK;	 Gundimeda,Haripriya,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India;	 	Haberl,	Helmut,	 Institute	of	Social	Ecology,	Austria;	Hacker,	 	Jörg,	
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Leopoldina;	Heller,	Bettina,	UN	Environment	Program;	Hilary	Allison,	
UN	Environment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United	Kingdom;	Hoornweg,	Daniel,	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nada;	Hudson,	Andrew,	UNDP;	Hughes,	Alice	C.,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Hülsmann,	 Stephan,	 UNU-FLORES,	 Germany;	
Hülsmann,	Stephan,	UNU-FLORES,	Germany;	Humpenöder,	Florian,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Germany;	Hurlbert,	Margot,	Johnson	Shoyama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Canada;	Ilieva,	
Lili,	Practical	Action	Latin	America,	Peru;	Imabayashi,	Fumie,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Japan;	
Jasovský,	 Dušan,	 ReAct	 -	 Action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Sweden;	 Jodoin,	 Sebastie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Joy,	 Stella,	 Active	Remedy	Ltd.,	UK;	 Juana,	 Independent,	 Luxembourg;	Kanungwe	Kalaba,	 Felix,	
Copperbelt	University,	Zambia;	Karvonen,	Jaakko,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Kaydor,	Thomas,	Liberia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Kedia,	 Shailly,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Kelly,	 Bill,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USA;	Kestin,	Tahl,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Kirthi,	 The	 Red	 Elephant	 Foundation,	 India;	 Kittiprapas,	 Sauwalak,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es	for	Happy	Societies,	Thailand;	Kolodziejczyk,Bart,	Lund	University,	Australia;	Komai,	Shoji,	Nar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Koning,	Niek,	Wageningen	University	(emeritus),	Netherlands;	
Kozakevicius,	 Alice,	 UFSM-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Maria,	 Brazil;	 Kraft,	 Volker,	 Center	Of	 Research	
Studies,	 USA;	 Kusch,	 Sigrid,	 University	 of	 Padua,	 Germany;	 Kwabena	 Donkor,	 Felix,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trand,	 South	 Africa;	 Labordena,	 Mercè,	 ETH	 Zurich,	 Switzerland;	 Laura	 Ferrans,	 UNU-FLORES;	
Leotaud,	Nicole,	Caribbean	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	Trinidad	and	Tobago;	Levy,	Guy	J.,	Pinchas	Fine,	Dina	
Goldstein,	Asher	Azenkot,	Avraham	Zilberman,	Amram	Chazan,	and	Tzfrir	Grinhut;	Long,	Graham,	Newcastle	
University,	 UK;	 Malekpour,	 Shirin,	 Monash	 Su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Manzoor	 Qadi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Wate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Mathez-Stiefel,	Sarah-L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and	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Peru;	McGowan,	Philip,	
Newcastle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McQuibban,	Jack,	Cruelty	Free	 International,	UK;	Merriman,	Pauli	
WWF	International;	Mijuskovic,	Marija,	Minist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Montenegro;	Miller,	
Greg,	Global	Dairy	Platform,	USA;	Moalem,	Meir,	 Sky	and	Space	Global,	UK;	Moghaieb,	Heba,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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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lanning,	Egypt;	Moore,	Nigel,	Waterloo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Canada;	Morand,	Serge,	
CNRS-CIRAD,	 France,	 and	 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Morrison,	 Tiffany,	 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ral	Reef	Studies,	Australia;	Moses,	Lyria	Bennett,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Mtimet,	Amor,	
independent	expert,	Tunisia;		Munoz-Blanco,	Javier,	UNDP	Regional	Centre	in	Panama;	Musselli,	Irene,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Mustalahti,	Irmeli,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Mycoo,	Michelle,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Trinidad	and	Tobago;	Nair,	Malini,	Christ	University,	
India;	Ndiaye,	Papa,	IFAN	UCAD,	Senegal;	Neumann,	Barbar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ustainability	Studies,	
Germany;	Nguema	Ndoutoumou,	Pamphile,	 Institut	de	Recherches	Agronomiques	et	Forestières,	Gabon	 ;	
Nodirbek,	 Tashkent	 Stat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Uzbekistan;	 Nordén,	 Anna,	 DSN	 Northern	 Europe,	
Chalmers,	 Sweden;	Nougier,	Marie,	 International	Drug	Policy	Consortium,	UK;	Obeng-Darko,	Nana	Asar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Oberlack,	 Christoph,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Obi,	 Amos,	HETAVAD	
Skills	Initiative	and	Networks,	Nigeria;	Olupot,	William,	Nature	and	Livelihoods,	Uganda;	Olusanya,	Bolajoko,	
Centre	for	Healthy	Start	Initiative,	Nigeria;	Onesme,	Ndisanze,	University	of	Rwanda;	O’Sullivan,	Dominic,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Australia;	Ott,	Cordula,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Oyaya,	Stephen,	FLASHYEES	
PEST	CONTROL	SERVICES,	Kenya;	Pacheco,	Luis	F.,	Instituto	de	Ecología,	Universidad	Mayor	de	San	Andrés,	
Bolivia;	Painter,	Claire,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Parkkonen,	Pinja,	The	Finnish	
Innovation	Fund	Sitra;	Patel,	Ar	Hetal,	Cept	University,	India;	Patil,	Parashram	J.,	University	of	Pune,	India;	
Paul	 Lucas,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etherlands;	 Peerless,	 Dan,	 Dairy	
Management	 Inc.,	USA;	Penny,	Ann,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Penyalver,	Domingo,	CIMNE,	Spain;	
Pilon,	André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Health	&	Ecology,	Brazil;	
Pimental	Miglino,	Maria	Augusta,	SEBRAE-SP,	Brazil;	Poissonnier,	Lonne,	CONCORD	Europe,	Belgium;	Pollitzer,	
Elizabeth,	 Portia,	United	Kingdom;	Portier,	 Charlott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Netherlands;	 	 Pradhan,	
Prajal,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Germany;	Pulungan,	Agusdin,	Indonesian	farmer	and	
fishery	organization;	Qadir,	Manzoo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Wate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Ramamohan,	R	V,	Water	and	Livelihoods	Foundation,	India;	Rankine,	Hitomi,	UN-ESCAP,	Trinidad	and	Tobago;	
Rankine,	Hitomi,	UN-ESCAP,	Trinidad	and	Tobago;	Ravnborg,	Helle	Munk,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Revellino,	Paolo,	WWF	International;	Rivillas,	Juan	Carlo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Protection,	
Colombia;	Robinson,	Stacy-Ann,	Brown	University,	USA;	Rockström,	Johan,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Sweden;	 Rockström,	 Johan,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Sweden;	 Roger	 RB	 Leakey,	 International	 Tree	
foundation,	 UK;	 Ronal	 GAINZA,	 UN	 Environment;	 Rosemann,	 Nils,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	 Federal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witzerland;	 	 Rwengabo,	 Sabastiano,	 Advocates	
Coali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ganda;	 Rwengabo,	 Sabastiano,	 Advocates	 Coali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ganda;	 Saarikoski,	 Heli,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Saeed,	 Shafqat,	
MNS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Multan,	Pakistan;	Saner,	Raymond,	CSEND,	Switzerland;	Sangha,	Kamaljit	K.,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Australia;	 Schwärzel,	 Ka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Material	Fluxes	and	of	Resources;	Schwerhoff,	Gregor,	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	(MCC),	Germany;		Sequeira,	Jeanette,	Global	Forest	Coalition,	Netherlands	;	
Sewell,	Annelies,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Shepherd,	Keith,	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ICRAF),	Kenya;	Shkaruba,	Ant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Shkaruba,	Ant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Hungary;	 Sidorenko,	 Marina,	 independent	 entrepreneur,	 Russia;	 Silvestri,	 Luciana	
Carla,	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rgentina;	 Smith,	 Liam,	Mona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Australia;	 Soon-Young	 Yoon,	 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SA;	
Steensland,	 Ann,	 Global	 Harvest	 Initiative,	 USA;	 Stevenson,	 Linda	 Anne,	 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Japan;	Stevenson,	Linda	Anne,	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APN),	
Japan;	Studer,	Rima	Mekdaschi,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Sturm,	 Janina,	 SDSN	 Germany;	 Tall,	 Ibrahima,	 National	 Agency	 of	 Statistics	 and	 Demography,	 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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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ouaffe	Tchiadje,	Norbert,	Pan	African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Cameroon;	Thomas,	Joel,	SPIN	Global,	
USA;	 Torres	 Agredo,	Miyerlandi,	 Red	 de	 Salud	 del	 Centro	 E.S.E,	 Colombia;	 UN-Water;	 Ustun,	 Taha	 Selim,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SA;	Vacchiano,	Giorgio,	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Milano,	Italy;	Valero,	Alicia,	
Research	Centre	 for	Energy	Resources	and	Consumption,	Spain;	van	der	Hel,	Sandra,	 	Utrecht	University,	
Netherlands;	 van	 der	 Stichele,	 Alexander,	 FARO,	 Belgium;	 van	Dijk,	 Jiska,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Nature	
Research;	van	Veelen,	Martin,	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South	Africa;	Vazquez-Brust,	
Diego,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Vazquez-Brust,	Diego,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Vera	López,	Juana	
Isabel,	El	Colegio	de	la	Frontera	Norte,	Mexico;	Villanueva,	Maria	Ching,	IFREMER,	France;	Villanueva,	Maria	
Ching,	IFREMER,	France;	Walsh,	Patrick	Paul,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wang,	Fei,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S	and	MWR,	China;	Welch,	David,	The	Good	Food	Institute,	USA;	Wells-Moultrie,	
Stacey,	 HD	Wells	 Professional	 Planning	 Services,	 Bahamas;	Wepukhulu,	 Daniel	W.,	 Keny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White,	Robin,	Virginia	Tech,	USA;	 	Wood,	Sylvia,	University	of	Quebec	en	Outaouais,	Canada;	
Wright,	Richard	N.,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USA;	Wright,	Dawn,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USA;	Yakovleva,	Natalia,	Newcastle	University	London,	UK;	Zaman,	Muhammad,	Boston	University,	
USA;	 Zelinka,	 David,	 Mortenson	 Center	 in	 Engineering	 for	 Developing	 Commu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USA;	 Zhang,	 Lulu	 and	 Schwärzel,	 Kai;	 Zhou,	 Xi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Christian	Binz,	Eawag: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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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审阅进程
《2019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审阅工作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协调,	
国际科学理事会(ISC)、科学院间伙伴关系组织(IAP)和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提供
协作。	

感谢以下审阅者:

Wael	R.	Abdulmajeed,	 Iraqi	Engineers	Union;	Alice	Abreu,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Philipp	Aerni,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María	Belén	Albornoz,	 FLACSO	Ecuador,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Daniel	Băltean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Romanian	National	Future	
Earth	 Committee,	 Romanian	 Academy;	 Michael	Barber,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Elisabetta	Basile,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Alison	Blay-Palmer,	Laurier	Centre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Michel	Boko,	 Université	 d’Abomey-Calavi,	 Académie	 Nationale	 des	
Sciences,	Arts	et	Lettres	du	Bénin;	Basil	Bornemann,	University	of	Basel,	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Melody	 Brown	 Burkins,	 Dartmouth	 College;	
Marion	 Burges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coustics;	 Stuart	 C.	 Carr,	 Massey	 University,	 Royal	 Society	 Te	 Apārangi;	
Andrew	 Crabtree,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Geraldine	 Cusack,	 Siemens,	
Royal	 Irish	 Academy;	 Darrel	 Danyluk,	 Engineers	 Canada;	 Gian	 Carlo	 Delgado	
Ramos,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Riyanti	 Djalant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Rajaâ	Cherkaoui	El	Moursli,	Hassan	II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hammed	V	University	in	Rabat;	Daniel	Favrat,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Swiss	Society	of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	
Dirk	Fransaer,	VITO-Flemish	 Institute	 for	Technological	Research,	Royal	Flemish	
Academy	of	Belgium;	Louise	O.	Fresco,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minata	A.	Garb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frica,	Global	Young	Academy;	Monica	Gattinger,	University	of	Ottawa,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Peter	Gluckm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Government	Science	Advice,	New	Zealand;	Alex	Oriel	Godoy	Faúndez,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en	Sustentabilidad	y	Gestión	Estratégica	de	Recursos,	Facultad	de	
Ingeniería,	Universidad	del	Desarrollo,	Chile;	Ke	Gong,	Professor,	Vice-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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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Elisabeth	Heg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m	Hugo,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Network/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ISC	World	Data	System;	Edvard	Hviding,	University	of	Bergen;	Digvir	Jayas,	University	of	Manitoba,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Gabriel	Kabanda,	 Zimbabwe	Academy	of	 Sciences;	Norichika	Kanie,	 Keio	University,	
Japan;	William	Kelly,	Civil	Engine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tthew	Kennedy,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Royal	 Irish	 Academy;	 Myanna	 Lahsen,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	Netherlands;	Peter	Larsen,	University	of	Geneva,	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Roderick	
Lawrence,	University	of	Geneva,	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	Robert	Lepenies,	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ipzig,	 Global	 Young	 Academy;	 Stewart	 Lockie,	 James	 Cook	 University,	
Australia;	Ania	Lopez,	Consiglio	Nazionale	degli	Ingegneri,	Italy;	François	Lureau,	Ingénieurs	et	scientifiques	
de	France;	Reine	Mbang	Essobmadje,	Digital	Coalition,	Cameroon;	Vilas	Mujumdar,	Engine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rge	Alberto	Neira,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of	Argentina;	John	Ngundam,	Cameroon	
Academy	of	Sciences;	Abdelaziz	Nihou,	Hassan	 II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occo;	 Imasiku	
Anayawa	Nyambe,	Zambia	Academy	of	Sciences;	Philimon	Nyakauru	Gon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Global	Young	Academy;	Stineke	Oenema,	United	Nations	System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	
International	 Union	 of	 Nutritional	 Sciences;	 Heather	O’Leary,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Chioma	Daisy	Onyige,	 University	 of	 Port	 Harcourt,	
Nigeria,	 Global	 Young	 Academy;	 Camila	 Ortolan	 F.	 O.	 Cervone,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Brazil;	
Emmanuel	Owusu-Bennoah,	Ghana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Kazawadi	Papias	Dedeki,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Rwanda;	Susan	Parnell,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Ramon	Pichs-Madruga,	
Centre	for	World	Economy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s	of	Cuba;	Nicky	R.M.	Pouw,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Yvette	Ramos,	Swiss	Engineering;	
Črtomir	Remec,	The	Housing	Fund	of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Slovenian	Chamber	of	Engineers;	Thomas	
Reute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Clarissa	
Jazmin	Rios	Rojas,	Peru,	Global	Young	Academy;	Udoy	Saikia,	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Shekhar	Saxena,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s;	 Michael	 Schwenk,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Committee	 on	 Green	
Chemist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nil	Babu	Shrestha,	Nep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brahim	Sidi	Zakari,	Abdou	Moumouni	University	of	Niamey,	Global	Young	Academy;	Idah	Sithole-Niang,	
University	 of	 Zimbabwe,	 Zimbabwe	 Academy	 of	 Sciences;	 Ivo Šlaus,	 Ruđer	 Bošković	 Institute,	 Croatia,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	Himla	Soodyall,	Academy	of	Science	of	South	Africa;	Jorge	Spitalnik,	
Engineer,	Brazil;	Magdalena	Stoeva,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in	Medicine;	
Pietro	Tundo,	Ca’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Reginald	
Vacho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Societies.

还感谢来自以下实体的其他审阅者: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加纳艺术和科学院、马来西亚科学院、联合国儿童和青年主要
群体。	

审阅组织委员会成员:		Jacques	de	Méreuil	(WFEO),	Tracey	Elliott	(IAP),	William	Kelly	(WFEO),	Lucilla	Spini	
(ISC),	Teresa	Stoepler	(IAP),	and	Reginald	Vachon	(W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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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9年独立科学家 
小组

共同主席

Peter	Messerli	(瑞士)	

瑞士伯尔尼大学	
发展与环境中心(CDE)	

共同主席

Endah	Murniningtyas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国家发展规划部(BAPPENAS)

Parfait	Eloundou-	
Enyegue	(喀麦隆)

美国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发展社会学系

Ernest	G.	Foli	(加纳)

加纳森林研究所

Eeva	Furman	(芬兰)

芬兰环境研究所(SYKE)

Amanda	Glassman	(美国)

美国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

Gonzalo	Hernandez	Licona	
(墨西哥)

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	
委员会(CONEVAL)

Eun	Mee	Kim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	
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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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Lutz	(奥地利)

奥地利维也纳维特根斯坦人口和
全球人力资本中心国际应用系统
分析研究院(IIASA)

Jean-Paul	Moatti	(法国)

法国发展研究所(IRD)

Katherine	Richardson	(丹麦)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宏观生态、	
进化与气候中心

Muhammad	Saidam	(约旦)

约旦皇家科学协会

David	Smith	(牙买加)

西印度大学(UWI)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	

Jurgis	Kazimieras	Staniškis	
(立陶宛)

立陶宛考纳斯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研究所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比利时)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	
地球与生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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