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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  

2016 年 7 月 11 至 20 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

坛 2016年会议的报告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第三次会议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后的首次论坛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

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实施手段；科学与政策的衔接；在国家一级将可持续发展

目标主流化并确定承管方；区域经验；在处于特殊情况的国家落实《2030 年议程》

以及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执行。本报告还概述了 22 个国家关于执行《2030 年议程》

的自愿评核报告。 

 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广泛的互动讨论。论坛作为贯彻执行《2030 年议程》

并评核执行情况的中心平台的作用得到反复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利用这一论坛

并找到报告进展情况的新方法。论坛开展的评核必须是积极、自愿、有效、参与

式和透明化，并与其他贯彻行动和评核活动结合起来。应避免给各国增加报告负

担，故应充分利用现有报告机制，包括国际公约和条约的报告机制。区域组织和

倡议是国家和全球进程之间的纽带，并确保与区域议程和愿景的一致，因而这将

是贯彻落实《2030 年议程》和执行情况评核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持续的政治关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论坛审议了秘书长按要求与联合国系

统合作编写的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年度报告。该报告概述了以千年发展

目标的成功为基础在许多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列述了随着《2030 年议程》

执行工作的开始所遇到的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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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让一个人掉队是《2030 年议程》的核心信息。实现包容和消除不平等对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仍然是挑战。需要解决多种形式的歧视问题，包括

对妇女、土著人民、移民、难民、残疾人和许多其他群体的歧视。会议特别讨论

了增强妇女和女孩权能对创造和平与包容社会的重要意义。让妇女参与需要所有

行为体都积极发挥作用。为了不让一个人掉队，全球化必须为所有人服务。伙伴

关系以及更好的数据和信息，这些是实现包容的基本要素。需要有国家、区域和

全球三级的体制和政策来支持所有层面的全体包容和参与。 

 需要做出努力，增强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决策中的声音，为此需要积极开展外

联，并提供充足的资源，让各利益攸关方参加有关论坛。民间社会对推进和落实

《2030 年议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级别政治论坛继续建设包容和透明，动

员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论坛的讨论，并审议关于它们为执行《2030

年议程》作贡献的报告。 

 会上深入讨论了让人民摆脱贫困这一核心挑战。投资于教育和能力建设、健

康和营养、生计和冲击承受力，并增加金融包容，这些是经济和社会赋权的关键

要素。有几个国家在与贫穷作斗争方面非常成功。这些经验的成功因素包括：对

包容式增长的重视重点关注；投资于保健和营养，并提供教育；逐步建立社会保

护网和增加医疗保健覆盖；促进创收活动；便利人们获得资产、市场和价值链；

让边缘群体更多地参与金融活动。 

 繁荣不止需要经济增长，因为人的福祉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和心理

因素，如追求意义和参与社会，并让我们的生命力蓬勃展开。经济增长与环境退

化脱钩，同时确保社会公平，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投资于基础设施对支持《2030

年议程》的执行工作至关重要。 

 重视食品保障与可持续农业、气候行动、可持续的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

的相互关联和联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各自为政的做法不可能成功实施可持续

发展的各项目标。在这方面提到了地方和地区政府的一些创新解决办法。还需要

将森林和陆地生态系统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规划。应继续把发展中国家的食品

保障作为政策连贯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有与会者提出，应系统地将食品保障考

虑纳入国家和国际决策，特别是其与气候变化、农业、食品保障同贸易的关系。 

 在今后的工作中，重要的是要从根源上解决处境特殊的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冲突中或冲突后国家的困难处

境和边缘化的根源问题。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易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而且

在筹资和资源调动方面仍然面对困难。对许多这类国家来说，经济多样化和提高

农业生产力至关重要，并且还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制造业、旅游业和以自然资源

为基础的工业。除了加强国内资源调动，这些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

于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包括能力建设、技术转让、技术支助和财政支助、贸易便

利化和国际合作。需要履行对这些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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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雄心勃勃的 2030 年议程，需要振兴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汇集所有利

益攸关方，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国际发展合作必须响应《议程》变革性质，

同时要汲取执行《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教训。履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

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的各项承诺，例如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将

是至关重要的。全球一级执行方法必须考虑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

必须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动员起来，支持《2030 年议程》，并将重点放在能

力建设，以打造创新知识型社会。技术促进机制每年举办多方利益攸关方论坛并

具备在线平台，该机制在支持《2030 年议程》的执行方面具有重要潜力。 

 许多国家报告说，它们已经或正在以国家优先事项为基础、有时是以本国化

的全球指标为基础，制定指标。国家统计机构的能力需要得到加强。目前缺乏监

测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特别是处境特殊的国家缺乏这类的数据。为审查

2030 年议程方面的进展，加紧努力来收集分列数据并使之可方便地获取，这将是

至关重要的。 

 为完整地了解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执行新的《2030 年议程》，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另一方面，科学需要能够应对新《议程》提出的问题。

需要开展对话，高级别政治论坛应继续作为这类对话的核心平台，同时继续寻求

全世界科学界的投入。在论坛上介绍了 2016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阐

述了这次论坛的主题，包括通过技术和体制角度进行阐述。有与会者吁请，在报

告中增加专门关于处境特殊的国家组的内容。动员最广泛的多学科科学投入将具

有重要意义。 

 要在国家一级展开行动，就需要在全球一级对《2030 年议程》的认识。建立

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管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这需要以国家和地方的具体情

况、价值观和文化为基础，避免凭空造车。许多国家报告说，它们的国家战略和

计划中具有“本国化”的《2030 年议程》目标，包括筹资战略和体制机制。对各

级执行工作以及制定路线图和协调及监测指导原则而言，地方和次国家级政府将

是至关重要的。上述政府在确保社区的安全、福祉和生计方面，包括在提供基本

服务方面，发挥着前沿作用。 

 22 个国家提交了自愿的国家评核报告。这些国家所显示的对《2030 年议程》

的承管情况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分析《议程》的影响

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同其国家优先事项之间的联系；建立了广泛的协

商和协调进程，从部际协调到更广泛地纳入民间社会和公共协商；在将可持续发

展目标纳入国家战略、计划和预算进程；并建立监测和评价系统。虽然所提交的

各项评核报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愿景、目标和优先事项，但也反映了由于各国

不同的情况所导致的优先领域方面的差异。一些国家承认，联合国系统为其编写

评核报告提供了支助。评核突出了一系列广泛的优先问题。不让一个人掉队以及

执行手段和伙伴关系被作为关键的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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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67/290 号决议中决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应由经社理事会主席每年召开一次，为期 8 天，其

中包括为期三天的部长级会议部分。根据大会第 68/1 号决议附件第 11(c)段，为

期三天的部长级会议应在理事会会议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 

2. 理事会在其第 2016/1 号决议中决定，论坛会议应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15

日举行。理事会还决定，其高级别部分会议定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2 日，为

期三天的论坛部长级会议应在 7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 

3. 在其第 2016/212 号决定中，理事会决定，在其主持下召开的 2016 年可持续

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将是“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 

4. 本报告反映了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

论坛 2016 年会议的审议情况。 

 

 二. 论坛会议情况 
 

 

5.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2016 年会议

上，在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 日，论坛举行了 21 次小组讨论(第 1 次至第 16 次

会议)，并在 2016 年 7 月 19 日和 20 日讨论了 22 个国家的自愿评核(第 13 次至第

16 次会议)。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理事会 2016 年届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并在论

坛部长级会议框架下，举行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国可参加的一般

性辩论。1
 

6. 2016 年 7 月 11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宣布 2016 年高级

别政治论坛第 1 次会议开幕并作了发言。 

7. 在同次会议上，开幕发言后，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吴红波介绍了秘

书长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报告(E/2016/75)。 

8. 7 月 12 日，在第 4 次会议上，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吴红波介绍了

2016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摘要载于文件 E/HLPF/2016/4)。 

9. 7 月 13 日，在第 6 次会议上，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兼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

组织主席 Kadir Topbaş 作了主旨发言。 

10. 在同次会议上，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兼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多方利益攸关方论坛共同主席马查里亚·卡毛代表他自己和另一位共同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1 一般性辩论详情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6 年报告(A/71/3)。 

http://undocs.org/ch/A/RES/67/290
http://undocs.org/ch/A/RES/68/1
http://undocs.org/ch/E/2016/75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4
http://undocs.org/ch/A/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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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科学和技术问题国务秘书顾问 Vaughan Turekian，介绍了多利益攸

关方论坛两主席准备的会议摘要。 

11. 7 月 18 日，在第 11 次会议上，记者、政治家、人权活动人士兼诺贝尔和平

奖获得者 Tawakkol Abdel-Salam Karman 作了主旨发言。 

12. 7 月 18 日，在第 12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 Héctor Alejandro Palma Cerna(洪

都拉斯)代表理事会主席报告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首届会

议的成果。 

13. 在高级别政治论坛正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 107 场会外活动和 12 个可持

续发展学习课程，还开展了其他相关活动，包括部长级早餐会以及同社会和自

然科学领域、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代表的会议，这些活动由各种利益

攸关方群体赞助，包括国家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国际组织；

和有关主要群体。2
 可在论坛网站查阅关于这些活动的资料(https://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org/hlpf/2016)。 

  高级别政治论坛总结会议和结束 
 

14. 7 月 15 日，在第 10 次会议上，安理会主席(大韩民国)发言列述了产生于 7

月 11 日至 15 日期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各次会议的重要信息，将会把这些信息提供

给定于 7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的为期三天的论坛部长级会议。 

15. 7 月 20 日，在第 16 次会议上，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在高级别政治

论坛闭幕会议上发了言。 

16. 在同次会议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作了发言。阿尔及利亚代表发了言，

提出一个程序问题。理事会主席宣布，在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 2016 年会议结束。 

  所采取的行动 
 

17. 7 月 20 日，在第 16 次会议上，论坛收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6 年会议高

级别部分和在理事会主持下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部长级宣

言草案(E/2016/L.24-E/HLPF/2016/L.2)。 

18. 在同次会议上，秘书宣读了关于部长级宣言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并对部长级宣言草案附件第 5 段作了口头订正。 

19. 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发言之后，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提出了

一个程序问题。尼加拉瓜、埃及和厄瓜多尔三国代表发了言。 

__________________ 

 2 《21 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所定义的主要群体是：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民；

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工人和工会；工商界；科技界；农民。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http://undocs.org/ch/E/2016/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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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也是在第 16 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发言之后，尼加拉瓜代表要求对部长级

宣言草案第 19 段进行记录表决。 

21.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经记录表决，以 141 对 1 票、3 票弃权决定保留第 19

段。投票结果如下：3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

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

利时、伯利兹、不丹、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

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

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

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

维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

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

几内亚、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

尼亚、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泰国、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

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 

尼加拉瓜 

弃权： 

埃及、缅甸、俄罗斯联邦 

__________________ 

 3 苏丹代表团后来表示，它本打算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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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斯洛伐克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在表决前作了投票解释发言。表决后，下列国

家的代表作了投票解释发言：古巴、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俄罗斯联邦、阿尔及利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3. 7 月 20 日，在第 16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了经口头更正的部长级

宣言草案全文，载于文件 E/2016/L.24-E/HLPF/2016/L.2。 

24. 在同一次会议上，部长级宣言草案通过后，美国代表发了言。 

25. 在同次会议上，论坛通过了其报告草稿(E/HLPF/2016/L.1)，并商定委托理事

会主席给报告最后定稿，以反映论坛的会议情况。 

 

 三. 小组讨论 
 

 

  第一年我们走到了哪一步？ 
 

26. 7 月 11 日，高级别政治论坛在第 1 次会议上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第一

年我们走到了哪一步？”，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他作了开幕

发言。 

27. 讨论由世界银行环境与自然资源全球实践部高级主任 Paula Caballero Gomez 

主持。下列专题小组成员发了言：达卡政策对话中心杰出研究员和千年发展目标

后的国际发展目标南方之声主席 Debapriya Bhattacharya；《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前执行秘书 Christiana Figueres。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世界盲人联

盟人权和发展政策顾问 José María Viera；非洲发展交流网络总代表 Martin 

Tsounkeu。 

28.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小组成员答复了肯尼亚、哥伦比亚、马尔代夫(代表

小岛屿国家联盟)和巴西各自的代表以及妇女、儿童和青年这些主要群体各自的

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展望 2030年一个包容的世界 
 

29. 7 月 11 日，在第 1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展

望 2030 年一个包容的世界”，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亚历杭德罗·帕尔马·塞

尔纳(洪都拉斯)，他作了开幕发言。 

30. 讨论由美国司法部司法救助办公室主任 LisaFoster 主持。下列专题小组成员

发了言：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兼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 Ion 

Jinga；Mosadi Khumo 妇女社会经济赋权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发展政策委员会

成员 Onalenna Selolwane。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阿拉伯残疾人组织主席

Ibrahim Ismail Abdallah；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十五届会议主席 Alvaro Esteban Pop 

Ac。 

http://undocs.org/ch/E/2016/L.24-E/HLPF/2016/L.2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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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小组成员答复了斯里兰卡代表和欧洲联盟代表以及妇

女、儿童和青年、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帮助人民摆脱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 
 

32. 7 月 11 日，在第 2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帮

助人民摆脱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根松

(爱沙尼亚)，他作了开幕发言。 

33. 讨论由美洲水援助组织首席执行干事 Sarina Prabasi 主持，她作了发言。下列

专题小组成员发了言：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干事 Alice Albright；阿斯

本研究所阿斯本健康管理伙伴关系战略和业务主任 Michael Park。发言的还有下

列牵头讨论人：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国际关系培训主任 Cristina Diez；国际食

品政策研究所 2020 年愿景倡议办公室主任兼主管 Rajul Pandya-Lorch。 

34.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贝宁、

中国、卢旺达和马来西亚各自的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的各自代表；妇女、土著人民、儿童和青年、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

体各自的代表；残疾人这一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 

  促进经济增长、繁荣和可持续性  
 

35. 也是在 7 月 11 日的第 2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促进经济增长、繁荣和可持续性”，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

根松(爱沙尼亚)，他作了开幕发言。 

36. 讨论由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纽约办事处主任 Vinicius Pinheiro 主持，他作

了发言。下列专题小组成员也发了言：可持续繁荣研究中心主任兼萨里大学可持

续发展学教授 Tim Jackson；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马斯特里赫特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兼

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经济和社会创新与技术研究所主任 Bart Verspagen。发

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马拉维全国小农协会首席执行干事Dyborn Chibonga；

国际工会联合会副秘书长 Wellington Chibebe。 

37.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丹麦、

塞尔维亚、乍得、中国、沙特阿拉伯、乌干达和瑞士各自的代表；非政府组织、

工商界、儿童和青年、妇女、土著人民这些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 

  食品保障与可持续农业、气候行动、可持续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采

取联结办法 
 

38. 7 月 12 日，在第 3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食

品保障与可持续农业、气候行动、可持续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采取联结办法”，

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根松(爱沙尼亚)，他作了开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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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讨论由气候变化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大使 Ronald Jumeau(塞舌尔)主持，

他作了发言。下列专题小组成员也发了言：世界食品保障委员会秘书 Deborah 

Fulton；世界农民组织主席 Evelyn Nguleka；人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

Omoyemen Lucia Odigie-Emmanuel；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首席荣誉科学家 Jake 

Rice。 

40.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意大利、

马尔代夫、新西兰、芬兰、沙特阿拉伯、帕劳(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肯尼亚各自的代表；地方当局、儿童和青年、工人和工会以及土著人民这些主要

群体各自的代表；老龄问题和残疾人这两个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各自的代表。 

  建立和平和更包容的社会与增强女性权能  
 

41. 也是在 7 月 12 日第 3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

“建立和平和更包容的社会与增强女性权能”，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于尔

格·劳贝尔(瑞士)，他作了开幕发言。 

42. 讨论由国际发展法组织总干事 Irene Khan 主持，她作了发言。下列专题小组

成员也发了言：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副执行主任

Lakshmi Puri；里拉综合学校创始人 Beatrice Ayuru；建设和平联盟主席兼世界艺

术和科学学院受托管理人 Robert J. Berg。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青年建设

和平者联合网络及儿童和青年主要群体倡导人 Anca-Ruxandra Gliga；援外社国际

协会主管治理问题主任 Gaia Gozzo。 

43.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中国、

瑞典、贝宁、丹麦、伊拉克和南非各自的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妇女这一

主要群体的代表。 

  科学-政策连接：新想法、见解和解决办法 
 

44. 7 月 12 日，在第 4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科

学-政策连接：新想法、见解和解决办法”，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亚历杭德

罗·帕尔马·塞尔纳(洪都拉斯)，他作了开幕发言。 

45. 讨论由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方案负责人 Lucilla Spini 主持，她作了发言。下

列专题小组成员也发了言：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外交中心高级学者 E. William 

Colglazier；瑞士热带和公共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和公共健康部生态系统健康科学

处主管 Guéladio Cissé；都柏林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发展研究教授兼主

任 Patrick Paul Walsh；KEDGE 商学院助理教授兼高等教育可持续性倡议可持续

问题知识测验学术协调人 Aurélien Décamps；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青年科

学政策互动平台协调人兼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青年伙伴关系青年网关平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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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 Donovan Guttieres；伯尔尼大学地理研究发展与环境中心可持续发展课题

主任和教授 Peter Messerli。 

46.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中国、

芬兰、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南非、瑞士、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

美国、沙特阿拉伯和欧洲联盟各自的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土著人民、

妇女、工商界、非政府组织、儿童和青年这些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残疾人和共

同走向 2030 年倡议这两个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各自的代表。 

  在国家一级建立承管 
 

47. 7 月 13 日，在第 5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在

国家一级建立承管”，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弗雷德里克·姆西瓦·马卡姆

尔·沙瓦(津巴布韦)，他作了开幕发言。 

48. 讨论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协理主任 Jessica Espey 主持，她作了

发言。下列专题小组成员也发了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

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吕永龙；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和荷

兰瓦格宁根大学高级研究员 Louis Meuleman。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芬兰

环境部参赞 Annika Lindblom；格鲁吉亚政府捐助者协调股负责人 Ivane Shamugia；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负责国际事务副主任 Adolfo Ayuso；菲律宾社会企业网络发展

合作和宣传主任 Gomer Padong。 

49.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下列各方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意大利、

贝宁、马来西亚、肯尼亚、博茨瓦纳、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帕劳和印度尼西

亚各自的代表；各国议会联盟(议会联盟)代表；妇女和土著人民两个主要群体各

自的代表。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政策、计划和战略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的三

个层面 
 

50. 也是在 7 月 13 日第 5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政策、计划和战略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

讨论会主席是理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根松(爱沙尼亚)，他作了开幕发言。 

51. 讨论由 SciDev.net 主任 Nick Ishmael Perkins 主持，他作了发言。下列专题小

组成员也发了言：日本外务省负责国际事务次官相星孝一；乌干达财政、规划和

经济发展部经济学家 Joseph Enyimu；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方案干事兼亚

太区域民间社会参与机制共同主席 Wardarina。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土

耳其发展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Izzet Ari；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发展政策

股主任 Olivier Brochenin；爱沙尼亚政府办公室战略处可持续发展顾问 Eili Lepik；

纯咨公司(Pure Consulting)首席执行干事 Stine Lise Hattestad Brat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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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小组成员答复了中国、斯里兰卡、欧洲联盟和尼日利

亚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纵向合作：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共同努力执行《2030年议程》 
 

53. 在 7 月 13 日举行的第 6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纵向合作：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共同努力执行《2030 年议程》”；理事会副主

席弗雷德里克·姆西瓦·马卡姆尔·沙瓦(津巴布韦)担任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

发言。 

54.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副研究员、佛兰德斯地方行为体/当局国际培训中心总裁

Peter Wollaert 主持讨论并作了发言。作为讨论小组成员发言的有庆熙大学教授、

韩国国际发展合作协会主席 Hyuk-Sang Sohn 和圣保罗州环境部长 Patrícia 

Iglecias。发言的牵头讨论人包括：菲律宾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副局长 Rosemarie 

G. Edillon；各国议会联盟办公室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Patricia Torsney；和德国联邦

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安全部处长 Stephan Contius。 

55.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期间小组成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瑞典和塞内加尔各

自的代表，土著人民、儿童和青年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三个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

以及老龄问题和残疾人这两个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

题作了答复。 

 

  在国家一级调动执行手段(筹资、技术、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56. 也是在 7 月 13 日的第 6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在国家一级调动执行手段(筹资、技术、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理事会副主

席亚历杭德罗·帕尔马·塞尔纳(洪都拉斯)担任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57. 日内瓦南方中心金融和发展问题高级顾问 Manuel Montes 主持讨论并作了发

言。发言的还有下列讨论小组成员：奥斯瓦尔多-科鲁斯基金会主席兼支持技术促

进机制 10 人小组成员 Paulo Gadelha；和执行《2030 年议程》机构间委员会技术

秘书费利佩·卡斯特罗。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多哥主席团专家部长

Mawussi Djossou Semondji；挪威外交部联合国政策科项目经理 Paul Gulleik 

Larsen；中国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参赞孙成永；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驻联

合国代表 David O'Connor。 

58.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就爱沙尼亚、南非、大韩民国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工人和工会、妇女、儿童和青年、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

体各自的代表，以及残疾人等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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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的进展和报告执行情况的国家机制 
 

59. 在 7 月 14 日的第 7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用

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的进展和报告执行情况的国家机制”，理事会副主席

于尔格·劳贝尔(瑞士)主持讨论会并作了开幕发言。 

6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合作总司 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

系秘书处负责人 Johannes Paul Jütting 主持讨论并作了发言。发言的还有下列讨论

小组成员：菲律宾统计管理局局长、国家统计师 Lisa Grace Bersales；南非共和国

总统计师帕利·莱霍拉；瑞士联邦统计办公室主任 Georges-Simon Ulrich。发言的

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黑山外交部多边事务和区域合作司长米洛拉德·什切潘诺

维奇和萨摩亚外交事务和贸易部首席执行干事 Peseta Noumea Simi。 

61.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就爱沙尼亚、马来西亚、中国、库

克群岛、肯尼亚、欧洲联盟、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乍得和越南各自的代表，

粮农组织的代表，儿童和青年及非政府组织这两个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以及老

龄问题和残疾人这两个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

答复。 

  在萨摩亚途径基础上使《2030 年议程》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交付成果 
 

62. 也是在 7 月 14 日的第 7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在萨摩亚途径基础上使《2030 年议程》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交付成果”，理

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根松(爱沙尼亚)担任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63. 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执行协调员、巴巴多斯能源和

环境部前部长伊丽莎白·汤普森主持讨论并作了发言。发言的还有下列讨论小组

成员：基里巴斯前总统阿诺特·汤和小岛屿国家大学联合会和西印度群岛大学可

持续发展研究所协调员戴维·史密斯。发言的还有下列牵头讨论人：马绍尔群岛

首席秘书 Justina Langidrik 和全球岛屿伙伴关系执行主任凯特·布朗。 

64.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和主持人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代

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牙买加(代表加勒比共同体)、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

国家联盟)、意大利、澳大利亚、伯利兹、萨摩亚、新西兰和哈萨克斯坦各自的代

表以及粮农组织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处于特殊情况的国家 
 

65. 在 7 月 14 日的第 8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处

于特殊情况的国家”，理事会副主席亚历杭德罗·帕尔马·塞尔纳(洪都拉斯)担任

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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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副主任戴维·斯蒂文主持小组讨论并发

言。发言的还有下列讨论小组成员：南方中心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顾问、国际环

境和发展学会最不发达国家独立专家组成员和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成员

Youba Sokona；法国发展研究所副执行主任 Jean-Marc Châtaigner；生态和平中东

组织环境和平建设生态和平中心主任 Marina Djernaes；智利迭戈波塔利斯大学能

源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教授兼协调员 Claudio Huepe Minoletti；和非洲慈善基金会创

始人、非洲民间社会组织工作组成员 Stephen Chacha Tumbo。 

67.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和主持人对津巴布韦、赞比亚、巴

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国、巴哈马(代表加勒比共同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智

利、乍得、白俄罗斯、卢旺达、加拿大、欧洲联盟、瑞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各自

的代表以及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民、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体的代表以及

残疾人这一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从思想到行动：多方利益攸关方对执行工作的参与 
 

68. 在 7 月 15 日的第 9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从

思想到行动：多方利益攸关方对执行工作的参与”，理事会副主席于尔格·劳贝

尔(瑞士)主持讨论会并作了开幕发言。 

69. 全球政策论坛高级政策顾问芭芭拉·亚当斯主持小组讨论并发言。 

 

  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执行《2030年议程》的情况 
 

70. 第一场小组讨论的主题是“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执行《2030 年议程》的情况”。 

71. 以下牵头讨论人作了发言：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促进有效发展合作全球

伙伴关系第二次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首席谈判代表马查里亚·卡毛；(加拿大)基

奇纳市市长、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成员 Berry Vbranovic；亚洲土著人民

条约秘书长 Joan Carling；国际化肥工业协会交流和公共事务主任 Yvonne 

Harz-Pitre；世界农民组织秘书长 Marco Marzano de Marinis；海外志愿服务国际

组织乌干达和南苏丹国家主任 Alok Rath；灰豹组织董事弗朗西丝·宰诺丁。下

列应答人也作了发言：墨西哥外交部全球事务助理司长 Norma Munguia Aldaraca；

美国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萨拉·门德尔松；和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彼得·汤

姆逊。 

72.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对贝宁、斯里兰卡和荷兰各自的代

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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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一级采取多方利益攸关方办法：动员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

以此为契机加强后续行动和评核 
 

73. 第二次小组讨论的主题是“在国家一级采取多方利益攸关方办法：动员各主

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以此为契机加强后续行动和评核”。 

74. 妇女研究和调查基金会的 Mabel Bianco 和“世界之光”组织高级宣传干事

Yetnebersh Nigussie 作为牵头讨论人作了发言。发言的还有以下应答人：德国联

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副司长哈丽雅特·路德维格；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减

少灾害风险联络人 Annisa Tryanti；国际教育协会协调员 Antonia Wulff；瑞士热带

和公共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和公共健康部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工作的自由和责

任委员会委员 Guéladio Cissé；巴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卡洛斯·塞尔吉奥·索布

拉尔·杜阿尔特；和《2030 年议程》挪威特别代表 Inge Herman Rydland。 

75.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对挪威和芬兰的代表以及非政府组

织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区域经验 
 

76. 在 7 月 15 日的第 10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区

域经验”。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担任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77. 以下人士作了发言：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和野生动物部长、可持续发展问题

亚太区域论坛主席 Gamini Jayawickrama Perera；埃及社会团结部长加达·瓦利，

他介绍了 2016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非洲区域论坛的成果；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代表、欧洲区域论坛经济委员会主席 Jānis Kārkliņš；墨西哥常驻纽约

联合国总部代表、可持续发展问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论坛主席 Juan José 

Gómez Camacho；约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副代表 Amjad Mohammad Saleh 

Al-Moumani，他介绍了 2016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阿拉伯论坛的成果；泰国常驻纽

约联合国总部代表 Virachai Plasai，他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发言；阿拉伯国家联盟

社会事务部门负责人 Badre Eddine Allali；和加勒比共同体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米苏

里·谢尔曼-彼得。 

78.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南非、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和加纳各

自的代表以及世界食品保障问题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对话。 

79. 发言的还有下列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欧洲经委会执行秘书、区域委

员会协调员 Christian Friis Bach；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

德·阿赫塔尔；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执行秘书 Rima Khalaf；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女士；和非洲经济委员会负责知

识提供的副执行秘书 Giovanie B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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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对贝宁、白俄罗斯、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法国、芬兰、古巴和乍得各自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儿童和青年、

妇女三个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以及残疾人、共同走向 2030 年倡议和亚太区域

民间社会参与机制这些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

答复。 

 

  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帮助处境最困难的人 
 

81. 在 7 月 18 日的第 11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确

保不让一个人掉队：帮助处境最困难的人”，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担任讨论

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82. 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主持讨论并发言。以下讨论小组成员作了发言：

萨尔瓦多外交部长乌戈·罗赫尔·马丁内斯·博尼利亚；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Md.Shahidul Haque；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及核安全部部长的议会国

务秘书 Rita Schwarzelühr-Sutter。发言的还有以下牵头讨论人：欧洲经委会执行

秘书 Christian Friis Bach 和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 Kate Gilmore。 

83.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和主持人对荷兰、肯尼亚、越南、

巴拿马、泰国、联合王国和毛里求斯各自的代表，以及土著人民和工商界两个主

要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处境特殊的国家面临的挑战 
 

84. 也是在 7 月 18 日的第 11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处境特殊的国家面临的挑战”，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担任讨论会主席并

作了开幕发言。 

85.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吉安·钱德

拉·阿查里亚主持了讨论。下列讨论小组成员作了发言：乌拉圭总统内阁成员和

总统规划预算办公室主任 Álvaro Garcí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兼联合国发展集

团主席海伦·克拉克；和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秘书长 Dame Meg Taylor。发言

的还有以下牵头讨论人：洪都拉斯社会发展部长 Ricardo Cardona；加拿大国际发

展和法语国家组织事务部长的议会国务秘书 Karina Gould；和亚太经社会执行秘

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 

86. 随后进行了互动对话，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和主持人对意大利、马尔代夫(代

表小岛屿国家联盟)、泰国(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赞比亚和巴拿马各自的代表

以及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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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拓执行手段、创造有利环境 
 

87. 也是在 7 月 18 日的第 12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

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拓执行手段、创造有利环境”，理事会副主席亚历

杭德罗·帕尔马·塞尔纳(洪都拉斯)担任讨论会主席并作了开幕发言。 

88. 瑞典公共行政部长 Ardalan Shekarabi 主持讨论并做开幕发言。发言的还有下

列讨论小组成员：欧洲国际合作与发展事务专员内文·米米察；巴拿马社会发展

副部长和社会内阁技术协调员 Michelle Muschett；世界银行集团负责《2030 年发

展议程》的高级副总裁 Mahmoud Mohieldi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筹资和联合

国关系问题高级顾问 Axel Bertuch-Samuels 先生；经合组织副秘书长 Douglas 

Frantz；和美国国务卿的科学和技术顾问 Vaughan Turekian。 

89.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对泰国(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越

南、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各自的代表，以及工

人和工会、儿童和青年、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作了答复。 

 

  未来的前景(预测、情景假设、新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 
 

90. 在 7 月 20 日的第 16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举行了小组讨论，主题是“未

来的前景(预测、情景假设、新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由理事会副主席于尔

格·劳贝尔(瑞士)担任讨论会主席。 

9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主持讨论。下列讨论

小组成员作了发言：哥伦比亚国家规划部长西蒙·加维里亚穆尼奥斯先生；哥斯

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长、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二届会议主席 Edgar Gutiérrez Espeleta；

日本未来地球倡议全球联络中心主任、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东京大

学客座教授 Fumiko Kasuga；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凯恩斯研究所主任 Stewart 

Lockie；和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副主任 Nebojsa Nakicenovic。 

92. 随后进行了互动讨论，期间讨论小组成员对斯里兰卡和萨尔瓦多各自的代表，

国际电信联盟的代表，儿童和青年、工商界、土著问题、非政府组织这些主要群

体各自的代表，以及残疾人和“共同走向 2030 年”倡议两个其他利益攸关方群

体各自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四 自愿国别评核 
 

 

93. 在 7 月 19 日和 20 日的第 13 次至第 15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对 22 个

国家作了自愿国别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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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国别评核(第一组)：墨西哥、摩洛哥、瑞士、黑山和塞拉利昂 
 

94. 在 7 月 19 日的第 13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斯文·于尔根松(爱沙尼亚)主

持自愿国别评核并作了发言。 

95. 发言的人士有：墨西哥总统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科·古斯曼斯·奥尔蒂斯；

摩洛哥负责一般事务和治理的政府首脑部长代表 Mohamed El Ouafa；瑞士联邦外

交事务部国务秘书兼瑞士发展合作署署长 Manuel Sager 和瑞士可持续融资首席

执行干事 Sabine Döbeli；黑山外交部多边事务和区域合作米洛拉德·什切潘诺维

奇司长和黑山可持续发展和旅游部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沿海区管理司长 Jelena 

Kneževič；和塞拉利昂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班迪·希迪·米。 

96. 负责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罗伯特·格拉塞尔主持了讨论，参加

讨论并发言的专家有：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特别代表雷切尔·凯特，以及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顾问、可持续发展国家联络人 Sandra 

Andovska。 

97. 奥地利的代表和残疾人这一其他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作了评论并提出了

问题。 

  自愿国别评核(第二组)：挪威、马达加斯加、格鲁吉亚和土耳其 
 

98. 在 7 月 19 日的第 13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弗雷德里克·姆西瓦·马卡姆

尔·沙瓦(津巴布韦)主持自愿国别评核。 

99. 发言的人士有：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及挪威儿童和青年理事会秘书长

Martin Ulvestad Østerdal；马达加斯加经济和战略规划部长 Herilanto Raveloharison；

格鲁吉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David Zalkaliani；和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

Halit Çevik。 

100.  非洲开发银行性别问题特使 Geraldine Fraser-Moleketi 主持讨论，牵头讨论

人、马尔代夫环境和能源部长 Thoriq Ibrahim 作了发言。 

101.  阿根廷的代表、议会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

作了评论并提出了问题。 

  自愿国别评核(第三组)：芬兰、萨摩亚、乌干达和德国 
 

102.  在 7 月 19 日的第 14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亚历杭德罗·帕尔马·塞尔

纳(洪都拉斯)主持自愿国别评核。 

103.  发言的人士有：芬兰农业和环境部长 Kimmo Tiilikainen 和芬兰驻欧洲联盟

的非政府发展组织平台“Kehys”的秘书长 Rilli Lappalainen；萨摩亚财政部长 Sili 

Epa Tuioti；乌干达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长 Matia Kasaija；德国联邦经济合作

与发展部长的议会国务秘书 Thomas Silberhorn；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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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安全部长的议会国务秘书 Rita Schwarzelühr-Sutter 和德国教育联盟理事会成

员 Ansgar Klinger。 

104.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因主持讨论，参加讨论并发

言的专家有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全球问题高级协理 Marianne Beisheim，以

下牵头讨论人也作了发言：乌拉圭妇女部长 Ana María Baiardi；和丹麦全球发展

与合作事务副部长 Morten Jespersen。 

105.  卡塔尔和马尔代夫(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的代表以及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

群体的代表作了评论并提出了问题。 

  自愿国别评核(第四组)：多哥、爱沙尼亚和菲律宾 
 

106.  在 7 月 20 日的第 15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弗雷德里克·姆西瓦·马卡

姆尔·沙瓦(津巴布韦)主持自愿国别评核。 

107.  发言的人士有：多哥总理科米·塞洛姆·克拉苏；爱沙尼亚内政部部长 Hanno 

Pevkur；和菲律宾国家经济和发展管理局副局长 Rosemarie G. Edillon。 

108.  联合国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西·卡尔文主持讨论，发言的人士有波

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院长阿迪勒·纳吉姆，以及牵头讨论人、印度转型国

家机构 Aayog 副主席 Arvind Panagariya。 

109.  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代表作了评论并提出了问题。 

  自愿国别评核(第五组)：哥伦比亚、埃及、法国、中国、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110.  也是在 7 月 20 日的第 15 次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于尔格·劳贝尔(瑞士)

主持自愿国别评核。 

111.  哥伦比亚国家规划部长西蒙·加维里亚穆尼奥斯介绍了哥伦比亚的自愿国

别评核，随后对挪威和西班牙的代表以及“共同走向 2030 年”倡议的代表提出

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112.  埃及国际合作部长 Sahar Nasr 介绍了埃及的自愿国别评核，随后对黎巴嫩

代表、世界银行集团代表及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

了答复。 

113.  法国环境、能源和海洋事务部长 Ségolène Royal 介绍了法国的自愿国别评

核，随后对中国代表和妇女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114.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介绍了中国的自愿国别评核，随后对法国和巴基

斯坦各自的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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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规划和知识事务副总统兼人民规划力量部长何

塞·里卡多·梅嫩德斯介绍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自愿国别评核，随后对

中国和塞尔维亚各自的代表以及儿童和青年这一主要群体的代表提出的意见和

问题作了答复。 

116.  大韩民国外交部多边和全球事务副部长 Jongmoon Choi 介绍了韩国的自愿

国别评核，随后对墨西哥代表、世界银行集团代表及非政府组织这一主要群体的

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作了答复。 

 

 五. 组织事项和其他事项 
 

 

  会议开幕和会期 
 

117.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 日，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在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主持下召开。举行了几次正式会议。 

118.  在 7 月 11 日第 1 次会议上，理事会主席宣布论坛会议开幕并作了发言。 

119.  在同一次会议上，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作了发言。 

  议程 
 

120.  在 7 月 11 日第 1 次会议上，高级别政治论坛通过了 E/HLPF/2016/1 号文件

中的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 

 2. 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 

  文件 

秘书长关于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报告

(A/71/76-E/2016/55)。 

秘书长关于转递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进度报告的说明

(E/2016/62)。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报告(E/2016/75)。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的相关章节

(E/2016/3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首次会议的报告

(E/FFDF/2016/3)。 

秘书处关于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的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

高级别政治论坛主题的讨论文件的说明(E/HLPF/2016/2)。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1
http://undocs.org/ch/A/71/76
http://undocs.org/ch/E/2016/62
http://undocs.org/ch/E/2016/75
http://undocs.org/ch/E/2016/31
http://undocs.org/ch/E/FFDF/2016/3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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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论坛的报告的说明(E/HLPF/2016/3 和

Add.1-5)。 

秘书处关于转递为决策者编写的《2016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的

说明(E/HLPF/2016/4)。 

秘书处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和论坛

自愿提交的综合报告的说明(E/HLPF/2016/5)。 

秘书处关于转递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方利益攸关方

论坛共同主席的摘要的说明(E/HLPF/2016/6)。 

 3. 通过部长级宣言。 

 4. 通过报告。 

  会议闭幕 
 

121.  在 7 月 20 日的第 16 次会议上，在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作闭幕发

言后，理事会主席吴浚(大韩民国)致闭幕词并宣布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召

开的 2016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闭幕。 

  出席情况 
 

122.  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 2016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成员国开放。119 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成

员国的代表出席了该会议。欧洲联盟观察员、政府间组织经认可的观察员、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代表及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经认可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与会

者名单将在文件 E/HLPF/2016/INF/1 中发布。 

  文件 
 

123.  论坛审议的文件列于本报告附件。论坛审议的非正式文件可在论坛网站查

阅(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hlpf/2016)。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3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4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5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6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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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 
 

 

文号 标题或说明 

  E/2016/62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进度报告 

E/2016/75 秘书长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 

E/HLPF/2016/1 临时议程 

E/HLPF/2016/2 各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的关于可持续

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主题的讨论文件 

E/HLPF/2016/3 和 Add.1-5 可持续发展问题各区域论坛的报告 

E/HLPF/2016/4 秘书处《2016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决策

者摘要的说明 

E/HLPF/2016/5 秘书处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及其

他政府间机构和论坛自愿提交的综合报告的说明 

E/HLPF/2016/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关于转递科学、技术和创

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方利益攸关方论坛共同

主席的摘要的说明 

E/HLPF/2016/7 秘书处关于转递自愿国别评核的提要的说明 

E/FFDF/2016/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首次会

议的报告 

E/HLPF/2016/L.1 报告草稿 

E/2016/L.24-E/HLPF/2016/L.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6 年届会高级别部分和由

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

坛的部长级宣言草案 

E/HLPF/2016/INF/1 与会人员名单 

 

http://undocs.org/ch/E/2016/62
http://undocs.org/ch/E/2016/75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1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2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3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4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5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6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7
http://undocs.org/ch/E/FFDF/2016/3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L.1
http://undocs.org/ch/E/2016/L.24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L.2
http://undocs.org/ch/E/HLPF/2016/IN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