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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千年宣言》，据此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发

展领域最为全面、权威、明确的目标体系，是衡量发展水平、指导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指标。多年

来，各国积极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在减贫、普及初等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等方

面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很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不足、技术手段

缺乏、能力建设薄弱等问题未根本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

挑战进一步影响国际发展合作，官方发展援助不增反减，发展中国家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面临很

大困难。

　　面对上述形势，国际社会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不能松懈。2015年前，国际发展合作的

重点仍应是继续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保证发展资源，特别是要加大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扶

持力度。

　　国际社会应全面评估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现状，审议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

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由成员国政府发挥主导作

用，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

　　二、展望

　　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秉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通

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出一套指导国际发展合作和各国发展的目标。制定发展议程应重在促进各国

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应对挑战，彻底摆脱贫穷和饥饿的威胁，实现均衡、可持续

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发展议程应重点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注重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建立合作共

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重振国际发展合作。

　　三、指导原则

　　——坚持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避免议程内容过多过杂而偏离

发展主题。

　　——坚持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各国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各不相同。要尊重各国对

本国发展战略和目标的自主权，由各国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坚持连贯性和前瞻性原则。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之上，一些尚未

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应继续作为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同时，该议程应与时俱进，应对新的全球性

挑战。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共识，是开展国际发

展合作的基础。



　　——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有关磋商进程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由成员国主导，本着公正、

民主、透明的原则协商一致。

　　——坚持普遍性原则。应制定简单、明了、务实的目标，在自愿的基础上适用于全球各国，作

为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指导和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参照，同时具有灵活性，充分考虑到各国不

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阶段，尊重其国家发展政策和优先目标。

　　——坚持统筹平衡发展原则，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

　　四、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

　　（一）消除贫困和饥饿。贫困和饥饿问题不仅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

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之一。消除贫困事关各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和发

展权利，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考量，应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目

标。政府应加大减贫投入力度，加强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妇女儿童的能力建设，鼓励企业、社会

团体等共同参与减贫事业。

　　（二）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并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包容性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所有人

均能共享发展成果。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关注老年人的各项需求。保障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促

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建立完善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

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的发展能

力。

　　（三）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政府应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目标，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提高

居民生活水平。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维护并加强多

边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公平、公正、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消除贸

易和投资壁垒，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

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

普遍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及子孙后代长远

大计。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

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提高森

林覆盖率，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控制空气污染，安全处置危险废物。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合理

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推进水循环利用，同时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五）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应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致力于促进共同繁

荣与发展，其核心仍是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应加强发展筹资，发挥南北合

作的主渠道作用。发达国家应履行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切实提供发展援助，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支持力度。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加强南南合作，团结互助，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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