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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衡量进展报告有两个目的。报告探讨了在
成对指标（“环境状况”和“变革驱动因素”指
标；“环境状况”和“社会状况”指标）之间应
用统计相关性分析、以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解的潜力和局限
性；报告还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数
据库的数据，介绍了自2018年12月以来环境
署确定的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的进展情况。

统计相关性分析与方法

为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而采
取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关联性意
味着，实现一个目标或具体目标可能有助于
实现其他目标或具体目标，或者追求一个目
标可能与实现另一个目标相冲突。报告中的
分析旨在为日益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互关联分析研究做出贡献。

报告采用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根据可持续
发展目标框架指标与其基础数据之间的关
系确定需要探讨的主题。分析方法分为五个
阶段。第一阶段的基础是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框架的231个独特指标分类为“变革驱动因
素”、“环境状况”或“社会状况”指标。第二阶
段确定成对的这些指标类别之间的潜在协
同效应，以考察直接变革驱动因素与环境状
况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状况与社会状况指
标之间的次级关系。第三阶段根据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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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得性选择要考察的指标，而第四阶段是
进行成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最后一个
阶段确定“正离群值”国家，这些国家代表着
根据其环境改善情况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机
会。

通过分析，发现了相关性显著并符合直觉或
已发表证据的实例。根据已发表的证据和直
觉，缺水问题与水生态系统范围呈负相关关
系；与生物质提取相关的国内物质消耗与红
色名录指数呈负相关关系；重点生物多样性
地区和认证森林面积的比例与水生态系统
范围和森林面积均呈正相关关系。

监测进展情况

报告还根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
最相关的9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对取得
的进展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并对每个区域的
进展情况进行了区域分析。

2020年7月，在92项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中，42%的指标有足够的数据来评
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方面取得
的进展。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环境署2019a）的
数据相比，这一比例增加了10%。然而，在增
加了有足够数据可供评估的指标之后，目前
显示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趋势的
指标比例已从2018年12月的74%降至截至本
报告的67%，显示变化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
指标比例从26%上升至33%。

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的数据相比，撒哈拉以南
非洲显示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趋
势的环境指标的数量有所增加（指标数增加
47%），变化很小或消极变化的指标以及数据
不足或无数据的指标分别减少了17%和9%。
虽然65%的指标缺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据
可供评估，但一些环境指标的数据可得性从
无数据或一个数据点增加到较多数据点，这
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差距正在
缩小，只是非常缓慢。

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的数据相比，亚洲及太平
洋的积极趋势指标总体有所增加（大洋洲增
加92%，东亚和东南亚增加40%，中亚和南
亚增加29%），变化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环
境指标有所减少（中亚和南亚减少50%，大
洋洲减少41%，东亚和东南亚减少21%），而
数据不足或无数据的指标在中亚和南亚没
有变化，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则分别
减少6%和8%（环境署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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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尽管数据不足或无数据可供分析 
进展情况的指标减少了18%，但超过一半

（63%）的指标仍然缺乏足够的数据。与衡
量进展报告一（环境署2019a）的数据相比，
呈积极趋势的环境指标显著增加（指标数增
加167%），变化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指标有
所减少（23%）。

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环境署2019a）的数据相
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环境指标有所
改善，呈积极趋势的指标增加了63%，变化
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指标减少了15%，数据
不足或无数据的指标减少了14%。

言，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11）、负责
任的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12）和保
护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现有环
境数据最少，而消除贫穷（可持续发展目 
标1）、清洁水和环卫（可持续发展目标6）和
保护陆地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15）的环境
数据最多。

北美在数据和报告方面仍然存在严重不足。
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的数据相比，有所改善的
是呈积极趋势的环境指标（指标数增加 
67%）以及数据不足或无数据的指标（减少
22%）。然而，显示变化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
指标增加（指标数增加75%）（环境署2019a）。

与衡量进展报告一的数据相比，北非和西亚
次区域呈积极趋势的环境指标增加（西亚为
123%，北非为189%），数据不足或无数据的
指标减少（西亚为24%，北非为25%），变化
很小或呈消极趋势的指标在西亚减少了 
8%，而在北非没有变化（环境署2019a）。该
区域50%以上的环境指标缺乏数据；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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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通过一种基于相关性分析的新分析办法，可就成对的具体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之间与性质有关的相互关联提出见解，并探讨可通过何
种方式提高进一步了解相互关联的能力。然而，这些相互关联往往很
复杂，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只能提供有限的见解，这些相互关联最终需
要进一步考察才能产生有影响的政策设计。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
层面的某些关键驱动因素和指标之间建立统计关系的尝试一直没有
得出确切结论。环境状况指标被视为分析中的因变量，受人口、国内
生产总值和分析所包括的区域变量以外的多种因素影响，这表明了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系统效应分析的重要性。需要足够的数据和技术
来进行全面的多变量分析，以了解整套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的影响，
并更好地设计新的干预措施。

报告确定了关键的数据空白，这可能对于确定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
最具价值。对数据空白和机会的概述评估了环境的哪些方面可以衡
量，哪些方面目前缺乏了解当前全球形势所需的信息，并就如何利用
创新技术填补这些空白提出建议。数据空白是指数据的汇编、分析和
有效利用方面的空白。本报告中的分析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
层面基础数据的稀疏性。空白不仅存在于基础数据，也存在于用于了

解环境状况的工具和分析方法，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内
的相互作用，还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和经济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国家统计局对相互关联进行综合
分析和探索的能力，对于设计、监测和提高政府干预措施的成效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要具备使用综合衡量指标和分析的能力，就需要投资建设既使用传
统数据、又使用新数据（如公民科学、遥感、物联网设备和交易数据）
和新数据科学技术的数据和统计系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一种
使用科学数据作为可持续发展所有三大支柱决策基础的普遍做法。
现在，使用大数据构建环境数据产品是可能的。然而，要确保这些数
据产品在国家一级既有用又实际得到使用，就需要：(a) 培养国家数
据收集、管理和数据分析的能力；(b) 加强国家统计局和环境部在收
集和处理环境数据方面的作用和自主权；(c) 确立非环境政府机构（
特别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将环境指标和综合分析纳入其决策的
做法。需要加强环境数据能力和提供以科学为基础的标准，以便政策
制定者提高其对必要环境优先行动的理解，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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