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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的衡量进展系列报告概述了92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取得的进

展，以及每项指标趋势的改善或恶化。它还探讨了用统计分

析来证明指标对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潜力和局限性，以便更好

地让决策者知悉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取舍。

指标分为四类：（一）环境状况，（二）变革驱动因素，（

三）人类福祉状况，（四）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本报告以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淡水和海洋）为例，探讨了多元变量

统计分析的使用，以说明用这种方法来探讨生态系统受多个

尺度的驱动因素、压力和行动的影响的效用。  

全球数据可得性的重大改善  

对9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进展进行的全球分析对9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进展进行的全球分析

表明数据可得性得到改善，表明数据可得性得到改善，这是因为各国报告了更多数据，

因此有足够的数据在区域和全球两级进行汇总。2022年有充

足分析数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估计占59%，高于

2020年的42%和2018年的34%。以下目标的指标有较多的可用

数据：关于淡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关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7、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2、关于气

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关于水下生物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14和关于陆地生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5；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北非和欧洲区域的数据可得性改善最大。

数据可得性的这一重大改善是由于各国不断投资本国的统计数据可得性的这一重大改善是由于各国不断投资本国的统计

系统，以便收集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系统，以便收集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作为其

可持续发展方案的一部分，并得到了监管机构能力发展工作

的支持。

进一步制订使用新数据来源的方法也有助于改善数据的可得进一步制订使用新数据来源的方法也有助于改善数据的可得

性。性。许多国家的统计局已在尝试用大数据来编制官方统计数

据。目前，主要的大数据类型包括地球观测数据、公民科学

数据和其他传感器网络数据，再加上先进的分析技术（如机

器学习、地理空间建模和地质统计建模）。

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现状

2022年，在全球层面上，在92项环境相关指标中有38%的指标2022年，在全球层面上，在92项环境相关指标中有38%的指标

出现正面变化，表明环境有所改善，21%变化不大或出现负面出现正面变化，表明环境有所改善，21%变化不大或出现负面

变化。变化。显现正面趋势最多的是关于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9、关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7和关于淡水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6的各项指标。

图E.1 有足够用于分析进展的数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

境相关指标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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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2 全球级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数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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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3 全球和区域两级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

数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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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显示环境得到改善比例最高的

区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39%）以及中亚和南亚次区域

（38%）。显示环境退化的指标占比最低的区域是中亚和南亚

（12%）、西亚（13%）和北非（14%）。

虽然衡量9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相关指标的进展侧重于评

估趋势，但它并不评估趋势的强弱或实现具体指标所涉具体

目标的进展。

推进辨识相互联系的统计方法

本报告推进了统计方法，通过采用多元变量统计分析，更好本报告推进了统计方法，通过采用多元变量统计分析，更好

地评估和理解指标对之间的相互联系。地评估和理解指标对之间的相互联系。它借鉴了上一份报告

《衡量进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的方法。该报告

探讨了如何用相关性分析来确定指标对之间的相互联系。这

一分析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确定了环境

状况指标与多个变化驱动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指标

之间的关系。该项统计分析侧重于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在

全球、国家（哥伦比亚和蒙古）和流域（中国鄱阳湖流域）

各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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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分析方法来了解指标趋势的相互联系和驱动因素令全用新的分析方法来了解指标趋势的相互联系和驱动因素令全

球政策讨论获益。球政策讨论获益。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助于进行更具有

政策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分析证实了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与

各种驱动因素之间的许多已知的相互联系。它还确定了一些

新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很难用现有文献来解释，需要进一

步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协变量还是新查明的驱动因素。考虑

这些新的驱动因素有可能与制定新的创新政策以保护这些生

态系统密切相关。

与全球层面相比，在国家在国家层面评价指标可以更全面、更具可评价指标可以更全面、更具可

操作性地解释关键的相互联系，操作性地解释关键的相互联系，但全球层面的趋势仍然是评

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进展的关键。该项分析的一个独

特性是它既包括全球一级的相互联系，也包括国家一级的相

互联系。虽然有一些相互联系在这两个层面上均有发现，但

其他一些联系只在更微观的国家层面上才能发现。在生态系

统状况、变革的直接驱动因素、人类福祉状况以及社会经济

和环境因素之间发现了各种正面和负面关系，凸显了考虑间

接相关因素影响的重要性。虽然一些影响因素是全球和国家

环境共有的，但确定其他被认为与水相关生态系统有协同作

用或取舍关系的国家因素，对于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干

预措施以保护这些生态系统提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

淡水和海洋相关生态系统的调查结果

该项分析确定了以下方面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统筹保护土该项分析确定了以下方面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统筹保护土

地和水，确保城市地区有适当的水基础设施，减轻污染，处地和水，确保城市地区有适当的水基础设施，减轻污染，处

理经济活动取水的影响。理经济活动取水的影响。分析大多揭示了与公开的证据和直

觉相一致的关系示例。例如，人们发现，生活在城市地区的

人口与海洋相关生态系统指标的下降呈正相关，证实了大城

市污水对沿海地区富营养化的影响。

将全球和国家层面纳入统计分析让人们有机会用国家案例研将全球和国家层面纳入统计分析让人们有机会用国家案例研

究核实全球层面上的相互联系，究核实全球层面上的相互联系，并凸显数据分类的影响。例

如，在两个层面上，保护工作与淡水相关生态系统指标始终

有正向关联，而用水效率指标仅在国家层面上与淡水相关生

态系统有关联。

建议

这种分析方法揭示了关于与水相关生态系统的数据的一些重这种分析方法揭示了关于与水相关生态系统的数据的一些重

大缺失，并对一些指标是否适合检测大缺失，并对一些指标是否适合检测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健

康的重大变化提出了质疑重大变化提出了质疑。对淡水相关生态系统的评估仅限

于评估每个国家淡水领域各种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样，

缺乏分门别类的集水区数据限制了有意义地评估沿海生态系

统的能力。虽然这些数据集可以利用通过遥感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统一测量的能力，但它们在测量水质、水量或水体生

态系统健康方面的能力有限。可能有机会进一步利用公民科

学、卫星图像、低成本现场监测和大数据来衡量各种水体的

水质和（或）水量。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取得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取得的成功

转化成转化成能够为国家以下各级政策提供参考同时保持全球兼容

性的分类数据。分类数据。数据和指标是知情决策和制订政策的关键，

有助于了解备选方案的现实性、决策可能导致的不一致性、

如何减少这种不一致性的代价以及如何解释取舍得失。考虑

到大多数环境政策，包括水事政策，都是在国家或国家以下

一级制定的，因此需要有分类数据，以便为政策提供参考。

需要重新评估目前的指标方法是否适合于从数据和方法上的需要重新评估目前的指标方法是否适合于从数据和方法上的

假象中分析出环境的真正变化假象中分析出环境的真正变化，以加强其他环境相关指标的

数据收集工作。此外，分析还显示了纳入更具生态相关性的

空间分组的重要性。以集水区或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组合可以

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已查明的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许多

相互联系的生态层面。然而，预计将同时开发所用方法和工

具，以便利受政治或地域限制的决策者以可操作的方式使用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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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最终将有助于制订更全面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互联系最终将有助于制订

更有效的政策对策。更有效的政策对策。例如，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种最佳对

策，它需要对与生态系统和资源问题最相关的外部驱动因素

进行科学分析，采用全面规划方法，并采用注重利益攸关方

投入的传统方法。这对于实现政策一致性和提出既有政策相

关性又有科学依据的建议至关重要。

只有采用将环境相关指标趋势与强有力的政策分析相结合的只有采用将环境相关指标趋势与强有力的政策分析相结合的

全部门办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2030年议程》。全部门办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2030年议程》。其相

互关联性要求采用综合办法来确保制定互补的政策和避免顾

此失彼，从而实现政策一致性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