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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 

国际环境政策和治理问题 

  关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第 4/5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 

  执行主任的报告 

  导言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其关于可持续基础设施

的第 4/5 号决议中请环境署执行主任确保环境署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发展，

以此作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手段。这种支持包

括：推行现有准则和最佳做法；支持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建立和加强伙伴关

系；培养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使用数据、知识、工具、办法和其

他机制的能力，以便将可持续基础设施纳入发展战略和商业战略；加强公私伙

伴关系，促进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 

2. 环境大会在该决议中还请执行主任在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

相关机构的工作的基础上，借鉴现有举措并找出知识缺口，编写一份最佳做法

汇编报告，以协助会员国促进和加强其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并向环境大会第

五届会议提交该报告。 

3. 本报告介绍了环境署为执行该决议所作的努力，包括：(a) 提高人们对基

础设施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其确定为全球政策议程上的独特问题；

(b) 推广与可持续基础设施综合办法有关的现有规范和技术指导意见、知识和工

具，并发展新的指导意见、知识和工具；(c) 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各国的技术

 

* 根据 2020 年 10 月 8 日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团会议以及 2020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联合

国环境大会主席团和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所作的决定，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预计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休会，并于 2022 年 2 月以现场会议形式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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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制能力，以便就可持续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采取有助于其国家发展目标的

综合办法。 

一、 第 4/5 号决议的执行进展 

4. 可持续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贯穿所有 17 个目标，对

169 个具体目标中的 92%产生影响。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中，可持

续、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系统进一步突显其重要性，这些系统也是绿色恢复计

划的关键。 

5. 执行该决议的努力有助于环境署实现关于资源效率的次级方案 6的预期成

绩(a)指标（一）。环境基金提供的约 335 000 美元已用于本报告所述活动。此

外还调集了约 310 万美元的预算外资源来支持该决议的执行，用于上述活动以

及持续到 2021 年底的相关工作。 

A. 调查总结和差距分析 

6. 为执行该决议，环境署首先调查总结了提高基础设施可持续性的现有办

法、知识和工具。调查总结工作的成果于 2019 年 4 月发表在环境署题为“可持

续基础设施综合办法”的报告中。 

7. 环境署在报告中指出，尽管不乏将可持续性纳入基础设施发展的指导意

见和工具，但仍存在重大差距，助长着不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首先，大多

数指导意见和工具都涉及项目层面的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的潜力有限，因

为在“建什么”、“在哪里建”等重要问题上决策已定。第二，人们对可持续

性的理解往往较为狭隘，主要关注气候，而对生物多样性或包容性等其他方面

不够重视。第三，关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融资，倾向于注重所需基础设施投资

的数量（例如“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却忽略了这些投资的质量（例如

可持续性和与服务需求的匹配度）。 

8. 报告建议通过“综合办法”解决这些差距，具体包括：(a) 尽可能在基础

设施生命周期的上游将可持续性纳入考虑，因为在上游阶段，提高基础设施可

持续性的更多备选方案在政治、技术和经济上仍然可行；(b) 考虑到不同部门和

地点的不同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整个基础设施生命周期在环境、

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方面的综合影响；(c) 建立机构、政策和程序，以落实这些

措施，并为实施工作提供激励。 

B. 可持续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9. 环境署正在努力通过可持续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弥合这些差距，该伙伴关

系由 30多个机构组成，包括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智囊团、

学术界、专业协会和政府。该伙伴关系致力于：(a) 提高对基础设施对可持续发

展重要性的认识；(b) 推广与可持续基础设施综合办法有关的现有指导意见、知

识和工具，并发展新的指导意见、知识和工具；(c) 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加强各国

的技术和体制能力，以便采取可持续基础设施综合办法。 

C. 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做法指导框架 

10. 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下，环境署正在带领一个可持续基础设施伙

伴关系成员专家工作组，通过为政府高层决策者制定一个综合、精简、国际上

https://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Integrated_Approaches_To_Sustainable_Infrastructure_UNEP.pdf
https://greengrowthknowledge.org/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resource/Integrated_Approaches_To_Sustainable_Infrastructure_UNE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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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做法指导框架，从而弥合《可持续基础设施综合办

法》报告中查明的差距。该框架由 10项原则组成，这些原则是可持续基础设施

规划和发展方面基于需求的系统层面综合办法的基础；该框架将在环境大会第

五届会议上发布。 

11. 指导框架草案已于 2020 年 5 月与国际专家和会员国分享，以供审阅。在

瑞士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展了同行审评和利益攸关方协商进程，包括 7 次在

线区域协商会议，涉及 72个国家，以及来自广泛多边组织的代表。协商旨在为

指导草案提供信息并收集对草案的反馈意见，为各国提供机会以分享执行第

4/5 号决议的经验和其他可持续基础设施经验，并讨论正在进行的执行决议活

动以及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协商进程之余还开展了问卷

调查，收到了 39 个国家的 62 份答复，还有 32 名国际专家对指导草案进行了同

行审评。 

12. 除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做法指导框架外，还有两项产出。第一项是会员

国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经验方面的案例研究集合。这份出版物得到了瑞士政府

和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的资金支持，与可持续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伙伴合作

编制，阐述了来自 10个不同国家（阿富汗、奥地利、智利、厄瓜多尔、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马拉维、蒙古、圣卢西亚、新加坡和津巴布韦）的案例研究，分

别对应框架中的 10 项原则。第二项成果是一个知识中心，以德国国际合作局

（GIZ）创建的在线“可持续基础设施工具导航器”为基础，环境署与该机构

合作扩大了导航器的范围。 

D. 知识生成和交流 

13. 环境署与伙伴合作主办活动并发布知识产品，涉及到可持续基础设施的

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包容性、气候、生物多样性、资源高效型基础设施、可持

续公共采购、私营部门的作用、绿色、蓝色和灰色基础设施的整合，以及可持

续基础设施在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中的作用。在城市一级，环境署制定了“可

持续居民区设计综合准则”，将国际资源委员会《城市的重量》报告的调查结

果转化为如何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资源需求的潜力的指导意见。 

E. 能力建设和国家支持 

14. 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支持下，环境署一直与世界

养护监测中心合作，评估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这项评估将在 2021 年 8 月前完成。与此同时，正在对评估方法加以调整，以便

在国家一级应用；2021 年上半年将在蒙古试行该方法，以评估该国运输部门的

可持续性。 

15. 在加纳，环境署正在与全球适应中心 、牛津大学、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和

加纳政府合作，开展一项全球适应问题委员会的项目，对有利的人造环境和自

然环境进行综合评估。这项评估将提供信息，协助制定提高水、运输和能源部

门基础设施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国家计划。该计划将用于修订加纳根据《巴

黎协定》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以及制定加纳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计划。 

16. 在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下，环境署与区域伙伴合作为政策制定者举办了

三场为期一周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其中一场针对中亚国家

政策制定者的讲习班已经开办，其余两场（分别针对东南亚和非洲）原定于

2020 年 2 月和 10 月举行，但由于疫情相关限制，已推迟到 2021 年。环境署正

https://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t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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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杜克大学合作，牵头建立一个可持续基础设施学习社区，迄今包括其他 20

个组织，以便使能力发展工作制度化并得到更好的协调。 

二、 经验教训 

17. 在上文第 10 段所述可持续基础设施良好做法指导框架的广泛协商中总结

了关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多个经验教训，具体如下： 

(a) “一切照旧”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未能提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需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规模。对可持续性的考虑往往不够及时、不够深入，而

且只针对某个项目。作为替代办法，在基础设施生命周期中尽早考虑可持续性

的所有方面，并考虑到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不同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此为基础采取更综合的办法，可以有助于取得更可持续、更有效的成果。当

基础设施被视为“系统之系统”时，不同项目和部门之间的权衡取舍和协同效

应可加以调节，从而更有效地分配基础设施投资，以提供服务和实现国家可持

续发展目标。潜在的风险可以在规划过程中及早发现和解决，使项目更具可持

续性，更契合用户的需求和期望。 

(b) 国际和国家两级的主要行为体之间缺乏协调。在国际一级，这涉

及致力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发展伙伴，例如联合国实体、20 国集团和多边开发

银行。在国家一级，则涉及跨部委合作和多层次治理。无论国际还是国家，还

必须与私营部门行为体进行共创 。国际行为体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建立能

够以协调、综合方式规划和交付可持续基础设施的体制、政策和监管环境。 

(c) 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应对多重危机，包括气候变化（兼顾缓解和适

应两方面）、资源过度使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

对自然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结合这些纲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d) 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指导和工具并不是目前可持续基础设施的

主要障碍；障碍在于缺乏能力驾驭丰富多样的现有信息和工具，了解何时、为

何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然后创建有效应用它们所需的机构、政策和治理框架

（即扶持环境）。 

(e) 在全球宣传和规范工作之外，还迫切需要以知识共享、能力建设

和技术援助的形式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提供更多直接支持，尤其着重于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工具。这包括创建可持续基础设施专门知识产品和工具的

“一站式信息中心”，其中提供案例研究，向用户展示这些产品和工具曾何时、

何地、为何及如何应用，突出成功事例和经验教训，以及有针对性、协调一致

的能力建设，以帮助各国政府根据不同的当地情况调整和应用相关知识和工具。 

(f) 可持续基础设施缺乏供资，而且由于公共预算日益紧张，需要激

励私营部门投资者投资于可持续项目。目前在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方面面临障

碍，是因为人们认为可持续基础设施比可持续性较差的“一切照旧”模式更昂

贵，而且也缺乏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融资机制。这表明，需要对可持续基础设施

进行商业论证，其中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可抵消前期成本的长期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考虑在内，还需要对创新融资机制进行商业论证，其中统筹考

虑成本和效益，并相应地分配风险。  

(g) 缺乏在总体层面（例如国家）以整体方式监测基础设施可持续性

的衡量框架。目前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9.1 进展情况的指标仅直接反

映了基础设施的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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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OVID-19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应对基础设施挑战

的紧迫性，因为作为刺激措施的一部分，许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已纳入规划。

以往复苏的经验教训表明，需要确保这些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们将塑造经

济和社会的未来，并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 

三、 建议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18. 环境大会不妨确认可持续基础设施对于“重建得更好”和后疫情时代绿

色复苏的重要性，并考虑对社会、经济和生态基础设施的投资如何能够支持经

济复苏，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建设应对未来危机的复原力，以及打造包容和健

康的社会。 

19. 大会不妨考虑通过可持续基础设施准则，这些准则连同促进遵守准则的

相关政策和监管激励措施，可通过制定和加强国家和区域系统层面的基础设施

规划战略办法，并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这些办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加以推

广等途径，帮助会员国执行关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第 4/5 号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