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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的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02年 3月 25日至 4月 5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2 

审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 

第二届会议提出的主席文件以及 

给予筹备过程的其他有关投入 
 

秘书长的说明 
 

 2002年 2月 12日和 13日，国家协调中心关于改进今后提交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的国家报告的会议在纽约举行。秘书长谨向担任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筹备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转交这次会议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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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12日和 13日在纽约举行的国家协调中心关于改进今后提

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国家报告的会议的报告。 
 

 

一. 导言 
 

1. 2002年 2月 12日和 13日，国家协调中心关于改

进今后提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国家报告的会议在

纽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组织召开的，得到挪威和芬兰政府的慷慨资助。

根据区域代表制及国家报告的连续性，向 52 个国家

发出了邀请，36个国家出席了会议。
a
 这次会议是响

应委员会第 7/5号决定提出的一项要求举行的。该决

定要求，作为首脑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提出关于

如何改进国家报告以及有关准则的建议。 

2.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a）评估并交流过去十年国

家报告方面的经验，查明过去国家报告程序和方式上

的优缺点；（b）审议途径和手段，改进和便利将来向

委员会提出关于《21 世纪议程》及有关目标（千年发

展目标和 1997 年举行的五年审查成果）执行情况的

国家报告；（c）为首脑会议拟订建议；（d）促进国家

协调中心相互建立联系。 

3. 委员会秘书处向所有149个国家协调中心发出请

求，共收到 33 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指出，一

般而言，对于监测国家执行情况、提高认识以及使国

内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是个有用的工具。 

4. 就《21 世纪议程》执行情况提出国家报告始于

1994年，已经不断演变。其间，向委员会提出报告的

国家总数增加到目前的 137 个。为 1997 年五年审查

首次印发了《国情简介》，逐个问题概述国家执行《21

世纪议程》最新情况。与补充国家评估报告并行，《国

情简介》第二个系列正在编制，作为 2002 年十年审

查的投入。国家信息网站于 1997 年创立，与联合国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网站直接相连。创立以来每日点击

次数一直很高而且持续增加，现在平均约为 600次。

从秘书处时常收到的询问看，用户也越来越多种多

样。 

5. 委员会秘书处就国家报告工作作了一次展示，包

括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国家信息交互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建成后，将便利国家协调中心直接进

行信息数据输入，世界各地的用户进行检索和查询，

分享国家信息，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管理

数据，以及为委员会将来的届会拟订报告。 

二. 以往提出报告方面的经验 
 

 A. 编制国家报告的经验 
 

6. 报告工作有助于加强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政府机

构与主要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对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编制国家报告一直是各国为委员会年度会议作准

备的良好起点。 

7. 另一方面，一些政府提供信息的劲头或政治兴趣

逐渐减少了。编制报告很费时间，因此国家协调中心

很关心，对于提供的国家信息如何进行了使用，它们

是否对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发生了影响，现在应该阐

明，报告工作直接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作为国

家决策的投入也有助于各国的工作。 

8. 需要加强国家协调中心的能力和权威，承认或强

调它们在协调有关政府机构为国家报告提供的投入

方面的作用。在国家规划工作中，在评估国家执行《21

世纪议程》的情况和（或）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文

件方面，如何使报告进程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挑战。 

9. 一些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缺乏理解，尤其是

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与政府部门总体重点相结

合，因此更难以采取综合方式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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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计算机硬件和（或）

软件，使用因特网的途径极为有限，也没有固定的政

府网站。这些国家就很难利用国家信息的联网数据

库，或通过因特网与其他协调中心建立联系。在这方

面急需援助。 

11. 此外还要强调国家报告的机构记忆方面，这是监

测国家执行《21 世纪议程》进展情况的关键。如果没

有传递累积的数据、知识和经验的某种机制，政府官

员经常轮换就会影响报告的一贯性和质量。 

12. 协调国家报告工作需要的时间各不相同。一些国

家需要六到八个月来协调有关政府机构的多种投入，

而不是几个星期。还有一些国家必须把准则翻译成当

地语言，然后再把收到的投入翻译为联合国国家信息

网站使用的一种正式语文。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提

交报告发生拖延反映了这些各不相同的情况。报告的

质量还受到时间压力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

法是，在秘书处方面大大提前开始整个过程的时间。 

 B. 处理向委员会提交的国家报告 
 

13.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帮助编写国家报告的

准则中拟订问题的时间安排和类型需要做些调整。准

则应该更灵活，让各国表达具体的国家兴趣和关切问

题，同时保持某种标准格式。各国认为，在春季或更

早收到准则，将有助于遵守向秘书处提交国家报告的

最后期限，使国家报告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这种时

间安排也将更能符合各国自己的统计报告和人力资

源提供情况。 

14. 还需要详细拟订一些问题，反映可持续发展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三大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人提议

避免提出的问题过细过多，特别是有关预算项目的问

题。在编写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时，在报告中提供量

化数据会将是很有用的。更多地使用国家一级的指标

在这方面会有帮助。 

15.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站上的国家信息目前有英

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由于财政限制，一直不能把这

些信息翻译为其他语文，或者增加其他联合国正式语

文。目标是至少以英文提供所有的信息。 

16. 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委员会国家报告的增加值。在

这方面，对于公约管辖的部门问题，可以在委员会报

告与公约规定的国家报告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委员

会的报告就可以集中于跨部门问题以及部门/跨部门

问题的综合方面。国家报告也可以更广泛地印发。 

三. 行动建议 
 

17. 在将来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国向委员会届

会高级别部分提出的说明中应可突出成功范例和挑

战。重要的是，国家说明应该重新成为委员会高级别

部分全体会议的一部分，借此部长们可以相互借鉴各

国的经验。选择成功例证的标准应该包括把重点放在

统筹办法以及新的伙伴关系上。 

18. 为了使委员会的报告有增加值，并且避免与各国

的其他许多报告工作发生重复，未来委员会的报告应

把重点放在部门问题的综合方面（例如，经济/社会/

环境方面或者有关部门问题的执行手段）以及跨部门

问题。可以请科学界帮助拟订这种综合报告的办法。 

19. 应该强调，对交流经验和国家报告、建立网络联

系和可持续发展共同问题的决策工作采取区域办法

至关重要。应该经常举行国家协调中心的区域研讨会

和协商会，以加强国家经验的交流和讨论。请秘书处

或有关区域委员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并协助便利这种

活动。 

20. 报告应更多地进行国家影响分析，而不是仅仅汇

报成绩。 

21. 许多国家需要援助，以拟订国家一级自我评估的

工具。在这方面，应该鼓励委员会秘书处与各国之间

的反馈。 

22. 由于进一步拟订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国家报告中

应尽可能使用量化数据。对于国家一级进行自我监测

和评估，以及跟踪执行《21 世纪议程》的国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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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指标十分有益。国家报告中的指标只应用于国家

一级的自我监测和评估，不应用来进行国际比较。 

23. 应该说明报告如何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它

可以如何进一步发展，以便更好地为全球进程服务。 

24. 如果委员会再通过一项多年工作方案，秘书处应

预见到排定的事项，并尽早提出报告要求。报告的周

期应该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应据此调整提交报告

的最后期限，以便加强委员会决策的影响。应该审查

定期增补报告问题，以避免资料过时。 

25. 报告过程从拟订和发出准则开始，开始时间应该

比过去大大提前，应在前一年的春天。应该给国家一

级编写报告留有充分时间，以便能采取参与的方式，

更好地协调投入和提出高质量的内容。 

26. 准则中的问题应该数目比较少，能更好地分成组

并且相互之间有联系。应该使准则更简单明了，避免

重复问题和使国家协调中心重复工作。准则应该请各

国政府就未来的打算以及各级需要采取的行动提出

展望。 

27. 应（按具体情况制订）或以某种方式拟订准则，

使之具有灵活性，使各国能反映国家、区域和地方各

级的特殊国情、关切问题和主动行动，同时保持标准

化格式。 

28. 在一些国家，应加强国家协调中心的作用。可以

考虑指派在国家规划和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

具备必要的能力和资源的非环境部门的政府机构担

任协调中心。 

29. 一些国家的国家协调中心在能力建设方面急需

获得支持，以便获得协调国家报告活动的必要工具。

请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1 世纪能力方 

案、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或）其他

捐助机构，作为它们国家方案的一部分，考虑在这方

面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30. 促请联合国有关机构拟订提高可持续发展认识

的训练课程，必要时供参与编制国家报告的政府官员

使用。不仅必须保持协调中心的机构记忆，并且在政

府更换时，必须把报告方面的专门知识转给接替者。 

31. 在一些国家，应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理事会或委

员会在支持国家协调中心方面的作用，包括更多地支

持协调中心在协调报告投入方面发挥作用。 

32. 在秘书处与国家协调中心之间以及协调中心彼

此之间，应该借助电子邮件和非正式通讯及其他通讯

手段建立经常联系。 

33. 应加强委员会秘书处的能力，更好地对将来的报

告进行数据管理和处理。应该为秘书处提供资源，以

便至少以英文向所有国家提供国家信息。 

34. 委员会秘书处应该保存以往提交的国家报告，用

来分析一段时期的国家趋势。 

35. 应该改进与其它报告要求的协同作用和相互联

系。有关联合国系统网站之间应该更好地建立网络链

接和协调。应该请政府在其电子报告中列入国家决策

文件以及政府网站的超文本链接。鼓励各联合国机构

尽量利用有关的国家报告。 

注: 

 
a
 这次会议原定 2001 年 9月 13日和 14日举行。由于 9月

11 日发生悲惨事件，不得不推迟，无法为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第二届会议及时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