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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之后ꎬ 联合国成员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启动的未来 １５ 年全

球可持续发展行动目标ꎮ 拉美国家是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积极推动者ꎬ
对议程谈判进程和议题设置发挥了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ꎮ 中拉通

过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不仅可以促进中拉共同发展ꎬ 推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改善全球治理ꎬ 而且可以使中拉在南南框架下的合

作取得巨大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

文件» 和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圣地亚哥宣言» 及

«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对中拉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加强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作出了政治承诺ꎬ 达成了具体的合作计划ꎮ “一
带一路” 的合作理念、 目标及合作内容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高度契合ꎮ
“一带一路” 延伸至拉美将为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上的国际合作提

供新的动力和合作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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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国家是全球发展治理的积极推动者ꎬ 在联合国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ＳＤＧꎬ 以下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谈判进程、 议

题设置及优先选项的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ꎮ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

程ꎬ 应注重全球发展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ꎬ 构建中拉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促进发展合作ꎮ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在理念、 目标及合作内

容上高度契合ꎮ “一带一路” 延伸至拉美ꎬ 将为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框架下的

合作提供新的合作动力和平台ꎮ

一　 ２０３０ 年议程: 谈判进程与目标任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与联合国推动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千

年发展目标有高度的延续性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发展目标范围不断扩大和融合ꎬ
形成了社会、 经济与环境三大发展目标及支柱ꎮ

(一) ２０３０ 年议程: 谈判进程及其延续性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３—１４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

定了 «２１ 世纪议程»ꎬ 成为 “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通过了 «联合国千年宣言»ꎬ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包括

８ 大目标和 ２１ 项具体指标的千年发展目标ꎮ 千年发展目标虽然也提出了 “环
境的可持续能力”ꎬ 但重心主要放在经济和社会领域ꎮ 其中ꎬ 反贫是重点ꎬ 目

标是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将全球贫困水平降低至 １９９０ 年的一半ꎮ “千年发展目标背

后的全球动员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反贫困运动ꎮ”① 但随着 ２０１５ 年千年

发展目标到期日逐渐临近ꎬ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决定

启动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制订工作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制订主要有两个平行的进程ꎮ 一是潘基文秘书长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命的由 ２７ 人组成的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 (ＨＬＰꎬ
简称 “名人小组”)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名人小组发布了 «新型全球合作关系:
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 的报告ꎬ 并作为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

后发展议程的谈判基础ꎮ 二是 ２０１２ 年里约热内卢可持续发展大会后由联合

国大会指定成立的 “开放工作组”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ꎮ 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ꎬ 即 “里约 ＋ ２０” 峰会ꎬ 决定将可持续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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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纳入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ꎬ 并决定成立开放工作组ꎬ 负责制订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体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开放工作组发表了成果文件ꎬ 向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 １７ 项与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具

体目标与指标ꎮ 该 «成果文件» 在强调 “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同时ꎬ 吸收

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大部分内容ꎬ 包括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等ꎮ
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和协商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

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ꎮ
(二)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变化与特点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ꎬ 呈现为以下 ４ 个特点ꎮ
第一ꎬ 目标泛化ꎬ 但更加宏大ꎮ 千年发展目标设定了 ８ 个目标、 ２１ 个

具体目标ꎬ 而 ２０３０ 年议程共设定了 １７ 个大目标和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ꎮ 尽管它

没有像千年发展目标那样设定具体的指标体系ꎬ 而是显得更加泛化ꎬ 但它

的目标更宏大ꎬ 具体地说就是 “让世界走上可持续且具有恢复力的道

路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ꎬ 这使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目标比以往任何目标

都更具雄心ꎮ
第二ꎬ 目标范围更宽ꎬ 形成了经济、 社会及环境三大支柱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是在里约热内卢可持续发展峰会和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上构建起来的ꎬ 实现了

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分支体系的并轨ꎬ 兼顾了经

济、 社会和环境的平衡ꎮ
第三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强调整体性ꎬ 目标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ꎮ 千年发

展目标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ꎬ 而 ２０３０ 年议程强调整体性ꎬ 指出它 “适用

于所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ꎮ
第四ꎬ 注重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参与性ꎮ 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制订过程中ꎬ 公民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了讨论和磋商ꎮ 其

目的是要在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框架内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关系二元结构: 主

流伙伴关系和补充性伙伴关系①ꎬ 使得更多利益相关方参加议程的制订及落

实ꎬ 扩大全球发展治理决策的代表性ꎮ

—３—

① 董亮、 张海滨: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ꎬ 载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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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拉美国家的参与及贡献

拉美国家是全球发展治理的积极推动者ꎬ 在谈判进程和议题设置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ꎮ
(一) 拉美国家是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积极推动者

在联合国起草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过程中ꎬ 拉美国家以各种方式参与其

中ꎮ 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的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 中有来自巴

西、 哥伦比亚、 古巴和墨西哥的代表ꎮ 联合国大会下设的开放工作组ꎬ 主要是

在拉美三国 (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 秘鲁) 和阿联酋的动议下成立的ꎮ 开放工

作组由来自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 ３０ 名代表组成ꎬ 其中有 ６ 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的代表ꎬ 这 ６ 名代表由拉美 １４ 个国家的代表轮流担任ꎮ 他们对开放工作组的审

议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ꎮ① 从国家层次来说ꎬ 巴西、 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动员国内

各部门的力量ꎬ 参与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谈判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巴西成立了包括

外交部、 环境部、 财政部、 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 总统府秘书处等多个部门

组成的部际工作组ꎬ 参与联合国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的政府间谈判ꎮ
拉美国家积极参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讨论ꎬ 有几个原因: 一是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确立过程中没有发挥主要作用ꎬ 它们希望在新的全球发

展议程确定未来方向时发挥重要作用ꎻ 二是拉美国家认为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将重塑

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ꎬ 这将涉及它们的切身利益ꎻ 三是巴西、 墨西哥等

拉美新兴大国希望通过参与新议程的制订ꎬ 提升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ꎮ
(二) 拉美国家对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贡献

２０３０ 年议程体系庞大ꎬ 涉及面广泛ꎬ 加之各国之间的利益分化ꎬ 拉美国

家在谈判中并未形成统一立场ꎮ 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ꎬ 拉美国家还是形成了

广泛共识ꎬ 并在一些议题设置上起到了引领作用ꎮ 部分国家和地区组织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谈判进程、 落实及后续行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１ 巴西对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贡献

继 １９９２ 年在里约热内卢主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后ꎬ 巴西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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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主办了里约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ꎬ 又称 “里约 ＋ ２０” 峰会ꎮ 作为会议的

主办方ꎬ 巴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ꎮ 贡献主要有两个

方面: 一是巴西成功推动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减贫列为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首要挑战①ꎻ 二是巴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特别对 “里约 ＋ ２０” 峰

会的后续行动做出了贡献ꎬ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应采用 “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ꎬ 并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议程ꎮ “里约 ＋ ２０” 峰会的意义正如巴

西时任总统罗塞夫所说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申了 ‘里
约 ＋ ２０’ 峰会的基本宗旨: 增长是可能的ꎮ 他们确立真正的包容性目标ꎬ 强

调各国人民之间合作的必要性ꎬ 并指出了一条人类共同的道路ꎮ”②

２ 拉美国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轨的积极推动者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中ꎬ 哥伦比亚是第一个提出有

影响力提案的国家ꎮ 早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哥伦比亚政府就提出

了一项议案ꎬ 建议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 “里约 ＋ ２０” 峰会的一部分ꎮ 赞同

这一建议的危地马拉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波哥大与哥伦比亚政府举行了

非正式协商会议ꎬ 双方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ꎬ 应

对现代环境挑战需要全球承诺ꎬ 并共同提交了议案ꎮ 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里约 ＋
２０” 峰会上ꎬ 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 秘鲁三国与阿联酋提出: 应改变目前将

可持续发展作为 ８ 个指标之一的范式ꎬ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覆盖所有指标的前

提ꎮ 他们的建议促使联合国大会设立了开放工作组ꎬ 负责制订可持续发展的

指标体系ꎮ
虽然大多数拉美国家主张并积极推动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 ２０１５ 年后发

展议程中ꎬ 但拉美国家同时也主张继续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ꎬ 因为贫困

和不平等一直是困扰拉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ꎮ 拉美国家在实施千年

发展目标方面虽然取得长足进展ꎬ 如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每天收入低于 １ ２５ 美元的

极端贫困人口下降了 ６６％ ꎬ 但成效远低于中国 (９４％ )、 东亚 (８４％ ) 和南

亚 (７３％ )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ꎮ③ 另外ꎬ 拉美只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少

数目标ꎬ 很多目标仍未实现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主张在实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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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牛海彬、 黄放放: «巴西与 ２０１５ 年后国际发展议程»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Ｓｕｓａｎ Ｎｉｃｏｌａｉꎬ Ｔａｎｖｉ Ｂｈａｔｋａｌꎬ Ｃｈｒｉｓ Ｈｏ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ｅｄｙꎬ “Ｔｈｅ ＳＤＧ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０６４５ ｐｄｆ [２０１８ －０１ －２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４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同时ꎬ 应继续实施千年发展目标中未完成的目标ꎮ 如墨西哥参加了联合国大

会开放工作组的 １３ 次审议ꎬ 就像在谈判中提出的观点一样ꎬ 它主张新发展议

程的目标应以社会和经济包容为指导原则ꎮ① 巴西尽管在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

的谈判中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但事实上对减贫、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三

方面的指标体系给予了同等重视ꎬ 而并非片面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ꎮ② 拉美经

委会认为的 “不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③ 则代表了拉美国家的普遍

共识ꎮ
３ 拉美一些国家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上起到了示范作用

哥伦比亚不仅在制订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方面提供了第一个有影响力的

提案ꎬ 而且是第一个将国家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的国家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哥总统桑托斯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ꎬ “在哥伦比亚ꎬ 我们非常重

视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我们是第一个将它纳入我们法律体系的国家ꎮ 但这还不

够ꎬ 我们必须引进私营部门ꎮ”⑤

除哥伦比亚外ꎬ 许多拉美国家都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到国家发

展计划之中ꎬ 如牙买加的 “２０３０ 年愿景—国家发展计划”⑥、 巴拉圭的 “２０３０
年国家发展计划”⑦ꎬ 等等ꎮ 在自愿提交国家发展报告并经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举行的

可持续发展高层政治论坛审查的 ２２ 个国家中ꎬ 包括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委内

瑞拉 ３ 个拉美国家ꎮ
４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与墨西哥对国际发展筹资的推动作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国第

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了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ꎮ 该议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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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一部分ꎬ 它通过了 １００ 多项具体措施ꎬ 致

力于解决发展筹资问题ꎬ 为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奠定了重要

基础ꎮ
墨西哥对发展筹资的讨论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１９９２ 年里约峰会、 ２０１２ 年

“里约 ＋ ２０” 峰会的最后成果文件重申发达国家要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的承诺ꎬ 使国际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０ ７％ ꎮ 随着新兴

发展中国家崛起ꎬ ＯＥＣＤ 国家要求增加其他资金来源ꎮ 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委任

一个高级名人小组制订发展筹资的政策ꎬ 名人小组成员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塞

迪略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Ｚｅｄｉｌｌｏ)ꎮ
第一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２２ 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

行ꎮ 墨西哥促成各方达成了 “蒙特雷共识”ꎬ 即 “民族国家政府是推动发展的

主要责任方ꎮ 由于处于中等国家发展水平ꎬ 墨西哥得到的国际官方发展援助

很少ꎬ 因此ꎬ 援助只是国家努力的补充”①ꎮ «蒙特雷共识» 此后成为国际社

会发展筹资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框架ꎬ 并为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举行的第二

届、 第三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起到了奠基作用②ꎮ

(三)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作用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在推动拉美国家制定和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及其后续行动

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ꎮ 一是发挥政策对话催化剂作用ꎮ 拉美经委会通过与拉

美国家的政府、 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相关网络进行政策对话ꎬ 促进拉

美国家政策协调ꎬ 推动拉美国家参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讨论、 目标的制定及落

实ꎮ 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组织召开了拉美和加勒比可持续发

展会议以及加勒比论坛ꎬ 追踪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和 “里约 ＋ ２０” 的发展议

程ꎬ 以及塑造可以应对 ２１ 世纪加勒比现实情况的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年会上ꎬ 拉美经委会推动建立了 “拉美可持续发展论坛”ꎬ 使之成为跟

踪和监督 ２０３０ 年议程实施情况的地区性机制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ꎬ 第一

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墨西哥举行ꎬ 代表们重新确认他们对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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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议程作出的集体承诺①ꎮ 二是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ꎮ 拉美经委会通过

分析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ꎬ 提出了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４ 个优

先事项: (１) 加强地区制度架构ꎻ (２) 就实施办法提供技术援助ꎻ (３) 支持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发展计划ꎻ (４) 推广使用定量方法以追踪目标的

实施ꎮ② 三是评估和监督作用ꎮ 拉美经委会通过发布 «拉美和加勒比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的地区进展和挑战年度报告»ꎬ 评估拉美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情况

和进展ꎮ

三　 构建中拉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推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加强国际合作、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实现共同发

展的必由之路ꎮ 首先ꎬ 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ꎬ 国际社会应同舟共济ꎬ 共同应

对全球化挑战ꎮ 虽然每个国家在寻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具体的挑战ꎬ
但是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ꎬ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不同ꎬ 发展水平各

有差异ꎬ 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ꎮ 面对全球性挑战ꎬ 国际社会应携手共

同面对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特别强调要 “关注最脆弱国家ꎬ 特别是非洲国家、 最不

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ꎬ 也要关注冲突中和冲突后

国家”ꎮ 其次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目标宏大ꎬ 任务繁多ꎬ 必须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ꎮ
构建中拉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落实ꎬ 中拉有合作的政

治基础ꎬ “一带一路” 延伸至拉美将为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框架内开展合作提

供重要平台ꎮ
(一)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与中拉合作的政治基础

构建中拉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中国的大国责任ꎬ 也是中拉促进国家治理

以及实现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ꎬ 与此同时ꎬ 中国和拉美 “发展中国家” 的身

份认同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及合作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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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　

１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中国的大国责任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意

愿与能力不断提升ꎮ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中国的角色发生了重要

变化ꎬ 从受援者和被动参与者向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转变ꎮ 中国认为ꎬ “强化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ꎬ 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ꎬ 也

将极大提升全球整体发展水平ꎮ”① 中国一方面加紧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国别任

务ꎬ 将 ２０３０ 年议程纳入国家 “十三五” 规划ꎬ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

程的国际合作ꎮ 中国外交部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分别公布的两份有关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ꎮ
拉美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地区ꎬ 是中国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在多边层面ꎬ 中国利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杭州主办 Ｇ２０ 峰会的机会ꎬ 将落

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作为峰会的核心议程ꎮ 这也为中国与包括巴西、 墨西哥

和阿根廷等在内的拉美国家带头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设定的目标以及相关合作起

到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在拉美地区层面ꎬ 中国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发布的 «中国对

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中明确表示ꎬ “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ꎬ 共

同推动国际社会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ꎬ 落实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并愿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推进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ꎮ”②

２ 促进中国和拉美的国家治理ꎬ 提升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国家能力建设

２０３０ 年议程是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国际社会提出一项促进全球发展治理

的又一完整方案ꎮ 然而ꎬ 要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国际合作ꎬ
而是各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议程的本地化ꎬ 即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ꎬ 将 ２０３０ 年议程设定的各项任务目标落到实处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在强化

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同时ꎬ “明确各国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负有首要

责任”ꎬ 并进一步强调 “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

—９—

①

②

吴乐珺、 李秉新: «李克强主持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并发布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ꎮ
外交部: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４１８２５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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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ꎮ① 由此明确了国家治理与全球发展治理的关系ꎮ
国家治理与全球发展治理密不可分ꎬ 二者之间存在正负两方面的相关性ꎮ

从正面效应来说ꎬ 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成正比ꎮ 一个

国家只有完善国家治理ꎬ 才能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 平等的参与者和规则的

制订者ꎬ 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 规则的被动接受者ꎮ “新兴国家的迅速成长不

仅正在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ꎬ 同时也在塑造着全球发展治理的格局ꎮ”②

以中国为例ꎬ 中国是世界上最好地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ꎬ 中国极

端贫困人口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１％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４ ２％ ꎬ 对全球减贫的贡

献率超过 ７０％ ꎬ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ꎮ③ 虽然随着经济的增长ꎬ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ꎬ 成为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ꎬ 但中国实施负

责任的国家治理ꎬ 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及具体的落实措施ꎬ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巴黎气候峰会达成 «巴黎协定» 奠定了基础ꎮ 以拉美国家为例ꎬ 巴西国

内发展成就为其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资源ꎬ 为其从国际发展援助的接受

方转变为供给方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巴西用于国际发展合作的经费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间增长了 １２９％ ꎬ 金额从 １ ５８ 亿美元增加到 ３ ６２ 亿美元ꎮ④ 墨西哥也

成为提供援助额居前列的新兴发展中国家ꎬ 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发展

合作的讨论中ꎮ⑤

从负面效应来说ꎬ 全球发展治理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

题ꎬ 而必须依赖国家自身治理的有效性ꎮ 以海地为例ꎬ 从 １９５７—１９１５ 年的近

６０ 年里ꎬ 海地至少接受了重建和发展援助 ３８０ 亿美元ꎬ 但海地仍是世界上最

脆弱的国家之一ꎮ 解释援助海地失败的原因有很多ꎬ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海地

国家治理机制的失效ꎮ⑥ 一个国家由国家治理失败导致的贫穷、 政治和社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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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 ２０３０ｋｃｘｆｚｙｃ＿ ６８６３４３ / ｔ１３３１３８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９]

李小云、 马洁文、 王伊欢: «论 “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 议程的演化与前景»ꎬ 载 «学习与

探索»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１２ 页ꎮ
«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 (白皮书)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３４１２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４９４３９８ / １４９４３９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３０]
牛海彬、 黄放放: «巴西与 ２０１５ 年后国际发展议程»ꎬ 载 «国际展望»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参见 Ｌｏｒｅｎａ Ｌóｐｅｚ Ｃｈａｃóｎꎬ “Ｄｅ Ｍｏｎｔｅｒｒｅｙ ａ Ａｄíｓ Ａｂｅｂ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ｏｂ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ｍｉｅｎｔｏ ａｌ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ꎬ Ｎｏ １０３ꎬ ｅｎｅｒｏ － 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１５
Ｔｅｒｒｙ Ｆ Ｂｕｓ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Ｈａｉｔ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７ ｔｏ ２０１５”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３１９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　

荡将成为全球治理的负资产ꎮ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ꎬ 一个国家治理不好

或治理失灵ꎬ 甚至成为失败国家ꎬ 其影响也会产生传导效应和外溢效应ꎬ 对

其他国家的利益乃至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挑战和威胁ꎮ 海地在 «外
交政策» 杂志 ２０１４ 年失败国家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九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海

地因政治经济动荡并接连遭到飓风和地震打击ꎬ 国家陷入政治冲突并多次出

现人道主义灾难ꎬ 由此产生的大量难民对本地区国家构成了挑战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发展阶段相同ꎬ 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和挑战ꎮ 因此ꎬ 在

推动国家发展治理方面ꎬ 中国与拉美有许多的经验可以交流和分享ꎬ 这有助

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ꎮ
３ 共同的身份认同使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上有许多合作共识和共同立场

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共同的身份认同使它们在优先目标、 发展中国家

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合作理念上存在共识ꎮ 在优先发展目标上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明确提出 “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ꎬ 包括消除极端贫困ꎬ 是世界最大的

挑战ꎬ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ꎮ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

的共识不仅推动了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谈判ꎬ 也成为未来中拉合作的一个重点ꎮ 在

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问题上ꎬ 中拉论坛通过的 «圣地亚哥宣言» 重

申了中拉在气候变化谈判及可持续发展合作中的立场和原则ꎬ 如在遵行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下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达

成的 «巴黎协定»ꎬ 等等ꎮ 此外ꎬ “平等互利、 注重实效、 长期合作、 共同发

展” 理念为中拉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合作创造了条件ꎮ
(二) 中拉合作的优先领域

２０３０ 年议程有 ３ 个支柱ꎬ １７ 个大目标ꎬ １６９ 项具体目标ꎮ 在这些庞大的

目标中确立中拉合作的优先领域时ꎬ 应基于三方面的考量: 一是必须兼顾经

济、 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平衡ꎬ 二是看合作潜力ꎬ 三是照顾双方的合作需

求ꎮ 基于上述三点ꎬ 未来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框架下的合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ꎮ
１ 加强中拉发展互鉴ꎬ 特别是减贫方面的经验交流

发展互鉴及政策对接是中拉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ꎮ 鉴

于减贫问题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及在中拉公共政策及实践方面的重要性ꎬ 可以将它

作为中拉发展互鉴的重要议题ꎮ
尽管中国的减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ꎬ 但中国在许多发展目标上要达

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ꎬ 减贫仍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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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ꎬ 中

国在未来 ５ 年将使现有标准下 ７０００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①ꎮ
贫困和不平等是长期困扰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ꎮ 在进入 ２１ 世纪最初的 １０

多年中ꎬ 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拉动以及社会政策的大力推动下ꎬ 贫困和社会

不平等问题有了大幅改善ꎮ 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相比ꎬ 拉美国家在

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减贫方面仍有很大差距ꎮ 减贫、 消除饥饿和不平等

仍是拉美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ꎮ 近年ꎬ 由于经济增长停滞和

衰退ꎬ 拉美国家脱贫的人口面临重新返贫的威胁ꎬ 贫困人口呈增长趋势ꎮ 据

拉美经委会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报告ꎬ ２０１４ 年拉美的贫困人口占 ２８ ５％ (１ ６８
亿)ꎬ 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２９ ８％ (１ ７８ 亿)ꎬ 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上升到 ３０ ７％ (１ ８６
亿)ꎻ 极端贫困人口的比重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８ ２％ (４８００ 万)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 (６１００ 万)ꎮ②

因此ꎬ 减贫议题应成为中拉双方在国家治理经验交流方面的重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的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明确提出 “推动中拉在减少贫

困、 消除饥饿、 缩小贫富差距等领域开展对话和交流ꎬ 分享贫困识别等方面

的信息ꎬ 共享精准扶贫经验”ꎮ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ꎬ 该文件还提出了 “进
一步推进中拉在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等社会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加强政

策分享ꎬ 推动和实现双方在为老年人、 残疾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和城乡困难

群体提供服务和救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等设想ꎮ
２ 加强中拉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ꎬ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可持续发展是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 ３ 个支柱之一ꎬ 拉美国家是将环境可持

续发展纳入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主要推动力量ꎮ 拉美国家资源丰富ꎬ 但生态非常脆

弱ꎮ 因此ꎬ 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多样性、 发展绿色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

为拉美国家普遍的公民意识及国策ꎮ 比如ꎬ 扎根于印第安人世界观中的 “万
物和谐、 美好共存” 的 “美好生活” (Ｂｕｅｎ Ｖｉｖｉｒ) 理念不仅成为引导人们生

活的哲学思想ꎬ 也成为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等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会及公共政

策ꎮ 阿根廷将可持续发展作为 ２０１８ 年 Ｇ２０ 峰会的优先议题ꎬ 也反映了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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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交部: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 ２０３０ｋｃｘｆｚｙｃ＿ ６８６３４３ / Ｐ０２０１７０８２４６４９９７３２８１２０９
ｐｄｆ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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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　

家对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关注ꎮ 目前ꎬ 中国正在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转型ꎬ 中

国的发展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其中ꎬ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建设美丽中

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和千年大计ꎬ 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也成为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要目标ꎮ 这也为中拉加强环境合作、 推动绿色发展及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合作机遇ꎮ
过去ꎬ 中拉经贸合作主要以能源、 矿产和大宗农品为主ꎬ 这种合作模式

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一直受到关注、 批评甚至遭到印第安人的抵抗ꎮ 所以ꎬ
推动中拉经贸结构转型、 增加对拉美绿色经济的投资、 发展绿色金融应成为

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框架下加强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拉美学者认为ꎬ 中拉论坛

“围绕环境这个偶尔会导致中拉关系紧张的话题建立专门的平台ꎬ 将是朝着正

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中拉双方在环境等主题上的反思创造了空间”①ꎮ
３ 加强中拉在创新领域的合作

２０３０ 年议程重视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ꎬ 提出应 “加
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ꎬ 以便采用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模式”ꎮ 中国非常重视创新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中的作用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国

务院发布了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ꎬ 力图

“打造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可持续发展现实样板”②ꎮ 中国的创新发展除了

推动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ꎬ 也可为拉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ꎮ 拉美

国家经济较为单一ꎬ 对外依赖性较大ꎮ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后ꎬ 拉美国家

认识到 “不能再期待大宗商品价格重新恢复增长”ꎬ 必须调整经济结构ꎬ 通过

创新提高生产率ꎬ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③

鉴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成就ꎬ 拉美国家希望将创新作为中拉未

来对话的核心④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国—拉共体科技创新论坛举行首次会议ꎮ
在拉美国家的大力推动下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中拉论坛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将创新作为会议的主题之一ꎮ 中拉通过加强创新合作ꎬ 促

—３１—

①

②

③

④

罗伯特苏塔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ｕｔａｒ): «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确定新的优先合作领域»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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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的通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４７４１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３０]

ＣＥＰＡＬꎬ “Ｅｌ Ｃｒｅ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Ｓｏｓｔｅｎｉｂｌｅ ａ Ｌａｒｇｏ Ｐｌａｚｏ ｓｏｌｏ Ｓｅ Ｌｏｇｒａｒá ｃｏｎ ｌ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Ｅｃｏｎｏｍíａ”.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ｎｏｖａｌａｃ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２ / ｅ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３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ｅｙｅｓ Ｍａｔｔａꎬ “Ｉｎｎｏｖａｃｉóｎ: Ｅｊｅ Ｃｌａｖｅ ｄｅｌ Ｄｉáｌｏｇｏ Ｆｕｔｕｒｏ Ｃｈｉｎａ －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载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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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交流和技术转让ꎬ 将有助于提高拉美国家的竞争力和生产率ꎬ 加快经

济的结构性转型ꎮ
(三) 以中拉论坛、 “一带一路” 倡议及南南合作为引领ꎬ 推动中拉发展合作

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ꎬ 有助于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落实ꎮ 中拉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方面主要有如下三个合作途径ꎮ
１ 以中拉论坛为平台ꎬ 加强中拉发展互鉴的对话和经验交流

中拉论坛是中拉最大的合作平台ꎬ 囊括了所有拉美国家ꎬ 包括建交国和

非建交国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圣地亚哥宣言»
明确提出ꎬ 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可就知识、 成功实践和长期规划开展交流ꎬ
推动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①ꎮ 具体行动包括: 在中国—拉共体框架

内ꎬ 适时举行 “中国—拉共体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ꎬ “推进与中拉论坛成员

国开展与生态效率、 清洁技术、 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公共政策实施有关

的培训ꎬ 依照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推动在社会、 经济和环境三个维

度实现可持续发展”ꎮ②

２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合作平台ꎬ 促进共同发展ꎬ 推动落实 ２０３０ 年

议程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除了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之外ꎬ 还应与国家之间以及地

区之间的国际合作计划对接ꎮ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作为一项国际合

作计划ꎬ 其倡导的 “共商、 共建、 共享” “绿色、 包容” 的合作理念ꎬ 以及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轴的合作内容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目标和内涵高度契

合ꎮ 它对合作双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ꎬ 将为双方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产生积极

影响ꎮ 拉美国家早就认识到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不谋而合达到了完美的和谐”ꎮ 因此ꎬ 拉美国家积极对

接 “一带一路” 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智利、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参加了在北京

举行的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ꎬ １１ 月中国与巴拿马签署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

第一份 “一带一路” 建设谅解备忘录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召开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

长级会议通过了 «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特别声明»ꎬ 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已开始全面进入拉美大陆ꎮ “一带一路” 倡议延伸至拉美后ꎬ 在 “五通”

—４１—

①

②

«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圣地亚哥宣言»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５３１４７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４]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５３１４７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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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下ꎬ 中拉务实合作将迈上新台阶ꎬ 与此同时也将成为中拉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框架内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３ 加强中拉在南南框架下的合作

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ꎬ 但为了推动全球发展治理ꎬ 助力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落实ꎬ 中国加大了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出席联

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峰会时提出ꎬ 中国 “将从资金、 技术、 能力建设等多个

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自愿支持ꎬ 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

品”ꎬ 如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ꎬ 成立国际发

展知识中心、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ꎬ 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及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逾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等一系列重大举措ꎮ①

其中ꎬ 首期注资 ２０ 亿美元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目标②ꎬ 拉美作为发展中地区也将从中受益ꎮ «中国对拉美和

加勒比政策文件» 明确提出ꎬ 中方愿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推进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ꎮ③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将对世界各国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ꎬ 因此ꎬ
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ꎮ
它不仅是每个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ꎬ 也是通往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ꎮ 与

此同时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将为中拉在南南框架下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ꎮ 尽管中拉

在落实 ２０３０ 年议程方面存在合作基础ꎬ 但由于 ２０３０ 年议程目标体系过于复

杂ꎬ 中拉双方的合作与对接是一个庞大的工程ꎮ 中拉在合作中应突出重点ꎬ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引领ꎬ 以发展合作为突破点ꎬ 促进共同发展ꎮ 为此ꎬ
应调动各方的力量ꎬ 包括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组织间的、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之间的力量ꎬ 形成一个多方参与的合作网络ꎬ 通过共同发展推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各项目标的落实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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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交部: «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 ２０３０ｋｃｘｆｚｙｃ＿ ６８６３４３ / ｔ１３５７６９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４]

习近平: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ꎬ 纽约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８ / ｃ１００２ － ２７６４１３０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２]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４ / ｃ＿ １１１９９８０４７２＿ ２ ｈｔｍ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