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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现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世界各国在2016—2030年的重要任务，但近期评估显示

有半数目标进展停滞甚至倒退，并且到2030年世界各国可能无法实现大多数目标。文章在回顾全球及中国实

现17项SDGs进展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SDGs实现的5项主要挑战，包括：数据缺失和监测能力不足，不同

SDGs间相互联系的高度复杂性，区域差异和负外部性影响，科学、政策和社会联系不足，以及全球变化对

SDGs实现的不确定性影响。同时，文章从加强政策一致性、聚焦优先目标、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提升数据

获取能力4个方面提出了加快中国实现SDGs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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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国际社

会对构建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所共同制定

的愿景和行动框架。自2015年联合国通过《变革我们

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文简称《2030

议程》）以来，SDGs成为世界各国在 2016—2030年

追求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包括但

不限于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环境破坏，以及卫

生与教育不足等，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协同合作、共

同努力，并以包容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的共识。然

而，实现这些愿景需要各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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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多个层面上共同努力，以确保各项目标切实

推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不仅是设

定SDGs的参与者，更是积极推动者。多年来，中国

在贫困减少、环境治理、科技创新、健康与教育等领

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中国同样面临着城乡差距

大、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复杂挑战。距2030年

仅有不到 6年的时间，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浮现出来

——虽然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较多目标进展停滞

甚至倒退，以至于到2030年全世界可能无法实现大多

数目标。因此，识别主要问题与挑战，并积极寻找应

对方案应被给予充分重视。

1 全球及中国SDGs进展

1.1 全球SDGs进展

联合国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①以及由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组织完成的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②表明，在全球尺度上SDGs的

进展并不理想，有限的进展主要体现在：① 极端贫困

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② 部分关于性别平等的目标

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果；③ 最贫困国家的用电率持续上

升，并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④ 全球失业率回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然

而，更多目标的进展是脆弱的，而且进展速度缓慢。

更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区域冲突及气候变化严重

阻碍了SDGs的实现。现有数据指出，超过 30%的目

标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到2015年的基准线以下。根据

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全球将仍有5.75亿人生活在极

端贫困中，饥饿水平可能回到2005年的水平，食品价

格在更多国家甚至比2015—2019年期间更高，可再生

能源将继续只占能源供应的小部分比例，并且约 6.6

亿人仍将无电可用。

1.2 中国SDGs进展

2016 年以来，中国将落实《2030 议程》同执行

“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等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并形成了由多家政府

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截至2023年，中国政府

已发布3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

告》（以下简称《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

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经验。依据

2023年《进展报告》，中国在实现SDGs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就，包括：① 中国在 2020 年底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 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② 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2022年国内生产总

值为121.0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中国在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也有显著的数据支持，2015—2022年，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不断改善，全国地表水环境

质量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同

时，2022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 2015 年下降

15.5%，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然而，据《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SDG Index）已从 2016年的

69.42上升到 72.01，这意味着中国已完成了约 72%的

目标任务，但中国的 SDG Index 在 166 个被评估的国

家中排名第63位。此外，从17项SDGs的变化趋势来

看，中国仅有SDG 1（无贫困）和SDG 4（优质教育）

已基本完成了相应的任务，尚有 12项SDGs进展缓慢

或停滞，甚至 SDG 15 （陆地生物）呈现出下降的趋

势，这表明中国在实现SDGs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2 全球SDGs实现的主要挑战

在实现各项 SDGs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可能面临各

①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Special edi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3.

② Sachs J D, Lafortune G, Fuller G, et al. Implementing the SDG Stimul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Paris: SDSN, 

Dublin: Dublin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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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特的挑战，多样的挑战通常反映了不同国家在环

境、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但深入分析可以

发现，在这些挑战中也存在着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

题。具体可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2.1 数据缺失和监测能力不足

自 2015年以来，193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不到一

半拥有国际可比数据。尤其是对于资源匮乏和技术落

后的国家而言，往往难以收集到充足、可靠的数据来

监测SDGs的进展，这严重制约了人们对问题的诊断

能力。同时，数据的及时性也需要被给予高度的重

视。2022年和2023年的最新可用数据不到30%，而超

过一半的最新数据来自2020年和2021年。相对而言，

中国在数据收集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但仍然面临数

据质量和区域数据可得性不均衡的问题。现有中国省

域尺度 SDGs指标框架③显示，有 9项 SDGs的指标数

量未达到官方 SDGs 指标数量的 50%，包括 SDG 1

（无贫穷）、SDG 2 （零饥饿）、SDG 5 （性别平等）、

SDG 8（经济增长）、SDG 10（减少不平等）、SDG 12

（消费与生产）、SDG 13 （气候行动）、SDG 16 （和平

与正义）和SDG 17 （伙伴关系）。数据缺失在较大程

度上影响了各国对SDGs实施效果的精准评估和监测。

2.2 不同SDGs间相互联系的高度复杂性

由于 17项SDGs覆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

域，它们之间既可以是相互促进（协同效应），也可

能是相互制约（权衡效应）。因此，各项SDGs之间的

相互联系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复杂性，这对加快 SDGs

的实现构成了巨大挑战。例如，致力于消除贫困

（SDG 1）和饥饿（SDG 2），可能需要增加农业生产。

但如果不恰当地增加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就可能对水

质 （SDG 6） 产生负面影响，并对陆地生态系统

（SDG 15）造成破坏。此外，工业化和创新（SDG 9）

提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SDG 8）的机会，但如果不

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就可能加剧气候变化 （SDG 

13）和其他环境问题。在中国背景下，随着国家努力

实现现代化，这种复杂性尤为明显。中国正在大力推

动清洁能源（SDG 7）的应用，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同时，也在努力实现工业化升级（SDG 9）。但

必须小心平衡不同行动，以确保不会因追求经济增长

而牺牲环境质量 （SDG 11 和 SDG 12） 或其他社会

福利。

2.3 区域差异和负外部性影响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环境条件、资源存量、经

济发展水平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例如，发

展中国家可能更注重基础设施建设（SDG 9）和消除

贫困（SDG 1）、饥饿（SDG 2），而发达国家可能将

重点放在应对气候变化（SDG 13）和环境保护（SDG 

12 和 SDG 15）等方面。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可能

会更关注创新和可持续工业化（SDG 9），而内陆和边

远地区可能更需要解决贫困 （SDG 1）、基础教育

（SDG 4）和经济发展（SDG 8）等基本问题。此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如工业生产或农业扩

张，可能会导致跨界的环境污染（如空气和水污染）

和资源枯竭（如过度捕鱼），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全球

的环境和社会福祉。因此，通过制度和经济激励促进

区域合作来解决跨区域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是推进

SDGs整体实现的关键环节。

2.4 科学、政策和社会联系不足

科学、政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不足是世界各国实

现 SDGs 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挑战。自 2015年以来，虽

然各国不断努力创建协调 SDGs 实施的制度和机构，

但当前还缺少对这些新兴机构在实现SDGs的效果方

③ Zhang J Z, Wang S, Zhao W W, et al. Finding pathways to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China. Hu‐

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2,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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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论证。此外，科学对决策的影响面临着时滞性和

理解难度的挑战，限制了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

用。在此过程中，公众对SDGs的认知和参与水平起

到关键作用，而当前的信息传递机制不足以确保广泛

的社会参与。由此可见，建立更为顺畅的科学与政策

对话桥梁，以及深化公众对SDGs的理解，激发社会

广泛的参与和支持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挑战。

2.5 全球变化对SDGs实现的不确定性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及政治经济

格局变化等全球挑战不断加剧，对 SDGs 实现带来了

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气候变化可能加剧贫困

（SDG 1）、粮食安全（SDG 2）、水资源供给（SDG 6）

等问题，同时生态系统退化也会威胁 SDG 14和 SDG 

15 等关于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的目标。另一方

面，部分国家或地区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对立，甚至潜

在的关系恶化，以及经贸关系脱钩趋势的上升，进一

步加剧了全球SDGs实现的挑战。因此，各国需要在

应对全球变化与推进SDGs实现之间寻求平衡。通过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制定包容性政策，共同应对全球

挑战将是降低全球变化对SDGs实现带来不确定性影

响重要手段。

3 加快中国实现SDGs的对策建议

针对全球 SDGs进展缓慢甚至倒退的问题，科学

家们已提出许多重要的应对措施。其中，代表性的观

点包括开展6项关键的变革： 提升人类福祉与能力； 

转向可持续且公正的经济发展模式； 建立可持续的粮

食系统和健康的营养模式； 实现能源脱碳和提升清洁

能源的可得性； 促进城市和城市边缘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 保障全球环境公共物品安全。同时，考虑到不同

国家和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需求和变革能力的差

异，以及管理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基于“分类

—统筹—协作”的发展路径来推进SDGs的实现也引

起了广泛重视，其中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协作

被认为是实现各项关键变革的必要保障。

面对加快实现 SDGs的紧迫性，通过综合考虑学

术界、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事项，提出以下 4方面

的行动建议，以期加快中国实现各项 SDGs，并为

SDGs在全球层面的实现作出贡献。

（1）提升跨地区和跨部门治理政策的一致性。设

立跨地区协调机制，避免各地区发展目标的冲突。通

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和政策对话，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

协同，确保不同地区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但应允许执

行方式的多样性，以最大程度提高整体实现效果。同

时，应加强跨部门协作，建立更紧密的政策协调机

制。通过建设高效的政府内协同平台，有助于提升多

部门政策目标的协调性，保障SDGs在全国范围内的

均衡实现。

（2）利用协同，减轻权衡，聚焦优先目标。综合

考虑各项目标在协同网络和权衡网络中的影响强度，

识别出对 17项SDGs实现起主导作用的关键目标，可

将其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已有研究指出④，科学推进

清洁能源建设（SDG 7）、改善消费与生产模式（SDG 

12）、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SDG 14和SDG 15），

以及提升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

（SDG 8和SDG 10），可作为中国整体推进SDGs实现

的优先发展目标。但也需要注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

不同地区需要对优先发展目标进行适当调整，以保障

局部与整体目标的一致，以及短期和长期目标的

一致。

（3）加强面向 SDGs 实现的基础理论研究。设立

专项研究基金，支持高校、研究所及企业开展面向

④ Cao M, Chen M, Zhang J,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the causal interactions amo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 450; Zhang J, Wang S, Pradhan P, et al. Untangling the interactions be‐

twe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China. Science Bulletin, 2022,67: 97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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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实现的相关研究。鼓励跨学科研究，深入探索

SDGs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此外，可成立SDGs实现

政策研究中心，聚集理论、模型和政策研究专家，深

入研究实现SDGs相关政策。该中心可定期发布研究

报告，提供具体的实际操作建议，确保研究成果能够

直接指导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4）加强数据获取能力，填补 SDGs 数据缺口。

建立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领域的数据监测和管

理体系。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数据获取的及时性和准确

性，为SDGs实现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鼓励政府与

企业、社会组织建立数据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共享数

据资源来填补SDGs数据缺口。设立奖励机制，激发

各方积极参与数据共享，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益，为

SDGs实现提供更为可靠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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