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
中国立场与建议

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 2015 年到期，国际社会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近年来日

渐热烈。许多国家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对此高度重视，开

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和研讨，并出台了许多重要报告。然而，在这场热烈的国际讨论中，中国却显得较

为漠然和安静。中国政府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到联

合国关于该议程的讨论中，中国国内学界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十分有限。虽然 2013 年 9 月中

国外交部发布了《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但文件表态较为传统和保守，在“中国实践”部分

重点定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发展，对于一些国际争议焦点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笔者以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南南合作提供国，中国

应更重视并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订过程中来，使之更好地体现和维

护自身利益及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利益。据此，现就中国如何参与 2015 后发展议程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将成为之后 15 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和国际发展

合作的指导，将对中国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产生

重要影响，中国政府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

     就千年发展目标而言，中国政府事实上也没

有给予太多的重视。虽然中国提前完成了减贫、

饥饿、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目标，但这更多地是

中国在自身发展规划指导下实现的成就，而不是

以千年发展目标为指导的结果。相比千年发展目

标出台的 15 年前，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中国 GDP 从 2000 年的世界第六跃居

世界第二，从原来的低收入国转变成中等收入国

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转

型和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今后中长期发

展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

援助额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 2005-2009 年间

平均增速就达到近 30%，2010-2012 年三年间的

援助额即达到了前 60 年援助累计额的 35%。国际

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未来承担更多国

际责任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不论主观是否愿意，

中国都已经被推倒了国际舞台中心，国际社会的

关注越来越多，中国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

际议题的讨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彰显

出大国的责任和影响。

2015 年后议程将由各国讨论并协商，通过后

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为今后 15 至 20 年的国际

发展方向提供指导。对中国而言，短期内中国的

发展中国家地位尚不会改变，而与 15 年前相比，

中国可能会承受更多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能

实现 2015 年后议程设定目标的关注与舆论压力，

这也必将影响到中国国内发展政策的制订。同时，

随着国际责任的增加，中国也需要考虑如何在

2015 年后议程指导下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

共同发展。因此，2015 年后议程对中国的影响即

使不是巨大的，但至少是重要的，中国政府有必

要对此引起重视，不应被动地参与到其中讨论，

而应将其作为一个体现自身话语权的良好平台，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发展规则制订中。

第二，立足长远，中国政府应在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的重点问题上做出更为积极的表态。

    当前，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进展已经从

前期的开放性咨询和讨论转入到议程目标和指标体

系构建和各国政府谈判的阶段。2014年 5月，联合

国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简称 “开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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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将成为之后 15 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和国际发展

合作的指导，将对中国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产生

重要影响，中国政府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

     就千年发展目标而言，中国政府事实上也没

有给予太多的重视。虽然中国提前完成了减贫、

饥饿、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目标，但这更多地是

中国在自身发展规划指导下实现的成就，而不是

以千年发展目标为指导的结果。相比千年发展目

标出台的 15 年前，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中国 GDP 从 2000 年的世界第六跃居

世界第二，从原来的低收入国转变成中等收入国

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转

型和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今后中长期发

展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

援助额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 2005-2009 年间

平均增速就达到近 30%，2010-2012 年三年间的

援助额即达到了前 60 年援助累计额的 35%。国际

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未来承担更多国

际责任的期待值也越来越高。不论主观是否愿意，

中国都已经被推倒了国际舞台中心，国际社会的

关注越来越多，中国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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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公布了最新的附有倡议国家清单的提议目

标和指标体系，共涉及 16 个重点领域 140 项指标。

其中中国和印尼及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小组，共倡

议 31 项指标。显然，相比千年发展目标，16 个重

点领域 140 项指标过于庞大，需要各国进一步谈判

进行压缩或者整合。如此冗长的重点领域和具体指

标实际也反映在了一些核心问题上，各国的立场依

然没能达成一致。

结合《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和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多次表态，中国主要

关注的争议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要将

以减贫为核心的后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合

并；二是全球伙伴关系是否应超越南北界线。在

立场文件中，中国明确表示应继续将消除贫困和

促进发展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并强调

应坚持连贯性和前瞻性原则，实际是希望 2015 年

后发展议程延续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避免将其

与仍存在较大分歧的以气候变化和环保为核心的

可持续发展合并。虽然中国在立场文件中也将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

重点领域，但同时也着重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在内容上也更多地强调增强节约、

环保和生态意识。在联合国公布的指标体系中就

气候变化和海洋资源保护这两个重点领域，中国

没有倡议任何具体指标，也充分体现了在该议题

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的谨慎态度。在

全球伙伴关系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南北合作依然

是核心，在发展筹资方面也应发挥南北合作的主

渠道作用，发达国家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力度。同时也认可应“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在

南南合作框架下，继续相互帮助，分享发展经验，

补充南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显然，中国依然

希望划清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界限，避免承担

过多的国际责任。虽然中国的援助额已实现快速

增长，但其依然不希望被具体的指标所限制。

     综合来看，中国在 2015 年议程中的立场主

要还是谨慎保守的守势。但笔者以为，从更长远

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更多地考虑在今后 15

年中中国国际地位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应在坚持自

己原则和充分考虑自身实现目标能力的基础上，做

出更为积极的表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

已经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资源，加强环

保，亦承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在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方面，中国亦可根据实际情况，承诺中国将在能

力范围内适当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随着中国

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实际一直期待能

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 

力。2015 年后发展议程是一个良好的平台。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上更为积极的表态有利于向国

际社会展现中国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三，中国政府应充分发挥智库力量进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并提出

相关的政策建议参考。

为了更好地思考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内容，

广泛征求各个利益群体的意见，联合国成立了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简称

“名人小组”）等平台，对 2015 年后议程的框架和内

容提出建议。美、日、英、欧盟等也依托智库作了

大量深入研究，为政府立场和决策提供参考。然而，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智库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十分有

限，相关主题的研讨会也大多是在西方相关机构的

推动或合作下举办的。中国政府在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中的有限参与，实际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在该议

题中研究和准备的不足，因而也更易于采取守势。

鉴于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充分发挥智库的力

量，对于议程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研

究，了解其提出背景、争论焦点、其他国家对该议

题的政策立场和主张，为中方明确立场提供政策参

考。事实上，中国当前既熟知中国援外政策与实 

践，又了解国际发展援助情况的专家和研究机构非

常有限。随着中国对外援助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地参

与到国际发展事务中，这种人才的短板也将日益显

现。因此从更长远的需求来看，中国应加强对这些

领域人才队伍及智库的培养，为中国更积极、更有

效地参与到国际发展事务中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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