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关于高级别政治论坛自愿国家审查的自愿统一报告准则的提议 
 
 

 在《2030年议程》中，会员国决定，高级别政治论坛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
持下举行会议时，应进行定期自愿审查。如《议程》第84段所述，审查应让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

方参加。审查应由国家主导，由部长级官员和其他相关的高级别人士参加。它们

应通过包括让主要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为伙伴关系提供一个平台。

《议程》第84段还鼓励会员国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层面定期进行包容性进展审查，
审查工作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自愿国家审查将有可能借鉴此

类审查。 

 建议采用以下部分，以此帮助各国确定高级别政治论坛自愿国家审查的筹

备工作，同时铭记每个国家将决定其审查范围及编排调查结果的方式。 

 预期是每个受审查国家都可向高级别政治论坛介绍一份重点分明的报告，

并在会议期间做简短发言。 

1. 开幕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部长或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可在开幕词中强
调从审查中归纳出的主要讯息，简要说明受审查国家希望着重指出的可持续发

展执行工作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2. 摘要。一两页审查进程和结果综述，其中着重说明：受审查国家希望分享
的两三项良好做法，它在力图加快执行工作中吸取的两三项经验教训，它希望

了解其他国家良好做法的两三项挑战，以及它在资金、能力建设、技术、伙伴

关系等方面需要支助的两三个领域。 

3. 导言。此处可陈述审查的背景和目标。导言可简要介绍受审查国家与
《2030年议程》有关的主要国情特点，讨论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和具体目
标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并讨论各种重大挑战。 

4. 审查筹备方法和进程。此节可讨论审查采用的方法，包括其范围、深度和
局限性。可介绍国家审查筹备进程，包括比如说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如何协

助审查，议会是否参与，国家评价/监督机构是否提供了协助，如何让民间社
会、学术界和工商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进行了哪些协商，以及可能的

话，另一个会员国或机构是否作出了贡献，等等。最后受审查国家可说明它得

到了哪些支助。可讨论用于审查的来源。这可包括如何按《2030年议程》第74
段(f)分段的规定，以现有平台和工作为基础，在进程中如何利用了现有国家报
告。 

5. 政策和有利环境。 



 (a) 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主权。审查可简要说明为使所有利益攸关方
了解各个目标和具体目标并参与到执行工作而作出的努力，这些利益攸关方包

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立法机关、公众、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它可说明为在国

家层面对目标不断进行评估而如何规划审查的，包括如何传播审查和审查结

果。 

 (b)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框架。审查可概述受审查国家为使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顺应国情以及为推进执行工作而采取的主要举措。它可介

绍该国为将目标纳入国家立法、政策、计划和方案、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
有的话)而做出的努力。审查可指出在执行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主要挑战
和困难。它还可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外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其他目标。各国

可考虑提及地方当局和非国家行为体为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重大努

力，包括建立伙伴关系。 

 (c) 三个方面的整合。审查可讨论正在如何对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经
济、社会和环境)进行整合，以及正在如何制定和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来反映这
一整合。审查还可评估如何将《2030年议程》的其他原则，例如不让任何人掉
队，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工作的主流。 

 (d) 目标和具体目标。审查可简要说明全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和现
况，以及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并酌情提及统计附件中提供的

数据(见下文第8节)。审查可指明是否已界定了目标的基线以及界定基线方面剩
余的障碍。审查还可就若干选定的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受审查

国家对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的选择可基于其优先事项，选择理由还可包括它们

是通过创新政策努力实现的，对其他会员国有现实意义，并可在国际环境中探

讨。讨论可侧重于趋势、成就、挑战、正在出现的问题以及经验教训，并说明

已采取何种行动来应对现有差距和挑战。讨论可支持找出差距、解决办法、最

佳做法及需要咨询和支持的领域。审查可研究被确定为优先事项的这些目标和

具体目标经商定的全球指标。各国可选择提及作为补充的国家和区域指标。 

 (e) 主题分析。如适合该国的情形，审查中可分析与高级别政治论坛当年
的主题重点有关的进展情况和举措。 

 (f) 体制机制。审查可说明受审查国家为执行《2030年议程》如何调整了
其体制框架。其中可说明如何考虑到不同部委、机构、各级政府和非政府利益

攸关方的意见，由哪个机构负责协调和整合。审查可考虑强调为调动各机构支

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改进其运作方式并促进变革所做的努力。还可说明为

协调一致地执行和审查《2030年议程》，有关责任是如何在各级政府(国家、国
家以下层面、地方)分配的。最好能着重说明该国打算如何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
执行进展情况，包括可能有的国家审查计划。 



6. 执行手段。基于上文着重说明的挑战和趋势，审查可讨论如何调动执行手
段，这一进程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包括在资金筹措、数据和统计等领域的能力

发展需要、知识共享、技术和伙伴关系方面，需要何种额外资源来执行《2030
年议程》。 

7. 今后的步骤。审查可简要说明受审查国家为加强《2030年议程》执行工作
正在采取或正计划采取哪些步骤。 

8. 统计数据附件。各国可列入一个数据附件，以统计委员会将提出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为起点，并增添在区域和国家各级确定的优先指标。它们

可着重指出是否从国家统计系统收集了统计数据，指明有关指标的官方统计数

据方面的主要差距。 

9. 结论。该节可简要说明分析、结果和政策影响。它可讨论审查确定的新问
题或正在出现的问题。最后，受审查国家可表明它从审查进程中吸取了什么经

验教训，为筹备此类审查今后将需要何种支助，为确保准则有助益，它认为应

对准则作出何种调整。 

10. 报告可设有通过专门的联合国秘书处网站与更深入的国家报告和审查之间
的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