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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人类社会的

永恒主题。当前，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南北发

展鸿沟进一步拉大，全

球发展议程面临挑战。

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共同

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

协调包容新阶段，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已经成为支持发展中国

家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和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推

动力。

联合国始终欢迎并支持全球发展

倡议。这一倡议的提出十分及时，有助

于 实 现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不仅将推

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也将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注入新动力。

目前，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时间框架已经过半，但只有

约 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望按期实

现。令人震惊的是，全球饥饿水平已达

2005 年以来的高位，约 6.7 亿人处于极

端贫困状态，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水平持

续上升，大量物种面临灭绝危险。受一

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大多数发展中

经济体受制于有限的财政能力和高企

的借贷成本，无力推动经济复苏，无法

采取有效的气候治理行动并实现可持

续发展。

中方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联

合国高度赞赏中国的密切合作。我们

相信，全球发展倡议将确保国际社会践

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目标。作为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秘书处，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愿与中国、“全

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大家庭

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目标。

确 保“ 不 让 任 何 人 掉 队 ”
联合国副秘书长 李军华

人类能否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

来，取决于世界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保持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各

国相互包容，国际社会才能拥有和平与

安全。对世界经济来说，其发展进步需

要建立在平等、健康的基础之上，发展

成果必须由所有国家共享而非少数国

家独有。

据估算，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 发 展 目 标 还 面 临 巨 大 的 资 金 缺

口。如果没有更多资金投入，无论是

可 持 续 发 展 还 是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都 将

无 法 实 现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聚 合 更 多

资源，推动国际经济体制和金融结构

改革，促进全球流动性要素的有效分

配 。 这 些 改 革 不 仅 要 满 足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新 兴 经 济 体 的 资 金 需 求 ，还 应

确 保 这 些 国 家 能 够 以 能 源 转 型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 带 动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的

转变。

为更好应对世界面临的诸多风险

和挑战，需要强化现有国际机构和多

边平台的作用，并使其更加有效、更具

韧性。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

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对

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包容的多极秩序、

铺就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之路具有重

要意义。

铺就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之路
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 罗塞夫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意义重

大，正当其时。作为深化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与多边合作的重要倡议，全球发

展 倡 议 有 助 于 推 动 各 国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贫困、粮

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使广大

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老挝高度赞赏

中国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作出的持续

努力，以及在推动国际合作中发挥的引

领作用。

作为内陆发展中国家，老挝从中国

的开放政策和一系列重要倡议中受益

良多，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两国在扶贫减

贫、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气候变化

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极

大推动了老挝的经济发展。

老挝高度重视发展老中双边关系，

致力于打造牢固、持久、稳定的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老中命运共

同体建设。

未来，老挝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全力支持全球发展倡议，愿与其他

友好国家和伙伴一道，为全球发展事业

作出积极贡献。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全

球发展倡议将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老挝副总理兼外长 沙伦赛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粮

食和能源等多重危机叠加。令人失望

的是，一些国家将发展议程政治化，限

制资源和技术流动，没有为应对风险和

挑战提出可行方案。白俄罗斯尊重每

个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和中国

一道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而共同奋斗。

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共同

努力。只有各国团结协作，才能全面推

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我们共创光明未来。中方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让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均可参与

其中，践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目标。

白俄罗斯是最早支持全球发展倡

议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发展倡议之

友小组”成员之一。我们将积极参与

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八大重点合作领

域内的项目，参加“全球发展倡议之友

小组”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再采取的七大行动，推动各方

在减贫、粮食生产、清洁能源、智能海

关网络、数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白

俄罗斯在不少领域具有独特的发展优

势，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必将取得丰

硕成果。

团 结 协 作 共 创 光 明 未 来
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斯诺普科夫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团

结互助的体现。自今年 1 月担任“77 国

集团”主席国以来，古巴一直强调加强

南南合作，提议推动一系列符合南方国

家发展战略的合作项目，涉及教育、生

物技术、公共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等

多个领域。

当前，地缘政治危机和冲突频发、食

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气候变化等，正给世

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的

挑战。国际社会亟待通过有效合作，推

动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等一系列重要倡议，最大

程度兼顾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为完善

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发展

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热切关

注和迫切要求，特别是聚焦如何有效解

决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困难，推动落实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古巴坚

定地支持这一倡议。此外，我们也赞赏

中国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多边体系优先

事项，愿与中方在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创造完善全球治理的有利条件
“77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代表、古巴工业部长 阿尔瓦雷斯

图图①①：：77 月月 11 日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

工业园工业园，，参观者在展览会上观看展品参观者在展览会上观看展品。。

任科夫任科夫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66 月月 2121 日日，，在位于布隆迪经济首都在位于布隆迪经济首都

布琼布拉的卡蒙盖手工业培训中心布琼布拉的卡蒙盖手工业培训中心，，学员在学员在

生产车间制作藤编产品生产车间制作藤编产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韩韩 旭旭摄摄

图图③③：：44 月月 1313 日日，，在老挝万象站在老挝万象站，，中老双中老双

方司机在首列万象至昆明的中老铁路国际方司机在首列万象至昆明的中老铁路国际

旅客列车上为发车做准旅客列车上为发车做准备备。。

杨永全杨永全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④④：：77 月月 1010 日日，，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

坛首届高级别会议的第一场分论坛上坛首届高级别会议的第一场分论坛上，，与会与会

各国嘉宾围绕各国嘉宾围绕““全球公共品体系中的减贫与全球公共品体系中的减贫与

农业农业：：南南合作与中国贡献南南合作与中国贡献””展开讨论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俞懿春俞懿春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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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确定的

可持续发展年。近年来，阿联酋在金

融、商业、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发展

迅速，注重激发和培育创新活力，努力

造福全世界。

阿联酋视中国为好兄弟、好伙伴，

阿中两国相互尊重和信任，拥有牢固

政治互信和兄弟般的友谊。阿联酋从

政府高层到民间各界高度重视对华关

系，坚定推动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中 方 提 出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等 一 系

列重要倡议和主张，努力推动国际社

会 团 结 合 作 ，实 现 共 同 发 展 ，这 体 现

了 中 国 作 为 负 责 任 大 国 的 担 当 。 当

前 ，世 界 面 临 诸 多 严 峻 挑 战 ，国 际 社

会只有加强协调，才能为一些全球性

难题找到解决方案，推动全球发展与

进步。

本次论坛上，各方围绕如何实现

可 持 续 发 展 进 行 热 烈 讨 论 。 相 信 这

些 观 点 和 看 法 能 够 进 一 步 推 动 各 国

加 强 合 作 ，共 创 更 加 繁 荣 美 好 的

未来。

加强协调携手应对全球性难题
阿联酋内阁成员、包容与共存部长 谢赫·纳哈扬

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

别 会 议 主 要 成 果 可 以 概 括 为“1 + 2 +
6”。“1”是一个声明。在各国高级别代

表共同努力下，会议同意发布《全球共

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北京

声明》，重申发展共识，强调发展重点，

明确发展任务。

“2”是宣布成立“两库”，并为此发

布了《全球发展项目库准则》《全球发展

项目库筹资准则》。

“6”是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分

别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署的 3 个

融资合作文件，涵盖中国的政策性银行

和多边金融机构。新筹集的发展资金

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重点投向全球

发展倡议八大领域，聚焦“小而美”，助

力南南合作。中方还与农发基金、盖茨

基金会签署合作文件，宣布成立“全球

发展青年领袖之家”。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永远在路上。中

国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倡导者，更是发展

合作的行动派。我们愿加大对全球发展

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

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

展。中国愿持续积极行动，担当引领，与

各国携手，不断为实现全球发展倡议、联

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永远在路上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 罗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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