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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宣言：加快《开普敦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全球行

动计划》实施进程 

（参考译文） 

版本：2023 年 4月 19 日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计伙伴关系、协调和能力

建设高级别小组编写 

 

1.作为在中国杭州举办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的参会者，我们代表了由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捐助

者和慈善机构、国际和区域机构、地理空间界、媒体、学术

界和专业机构组成的多元化利益攸关群体。 

2.我们认为，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

《2030 年议程》）实施进程中间时点，高质量、及时、开放

和包容的数据，仍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威胁粮食

安全、消除贫困、卫生、教育、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的多重

危机所需进展的关键组成部分。 

3.我们认识到，《2030 年议程》要求全球数据生态系统

中的利益攸关群体继续促进数据创新，培育伙伴关系，动员

对数据的高级别政治和资金支持，并为可持续发展监测提供

更好数据开辟路径。 

4.我们确认，2017 年 1 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首届联合

国世界数据论坛上发布，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并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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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会第 71/313号决议
①
中得到认可的《开普敦可持续发展

目标数据全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全球行动计划》），仍

然是我们努力应对《2030 年议程》数据需求的战略性文件。 

5.我们进一步确认，历届论坛都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行

动计划》的实施：《迪拜宣言》）（2018 年）呼吁建立创新的

筹资机制来支持《全球行动计划》实施；全球数据界和政府

统计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声明（2020 年）；随后《伯尔

尼数据契约：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年行动》（2021 年）阐释了

在全球逐步走出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官方统计和国家统计

机构在更广泛的数据生态系统中的角色。 

6.我们强调，对高质量、及时、开放、包容的数据进行

投资从未如此令人瞩目，但仍有许多人群，特别是更脆弱和

最难触及的人群，数据服务仍然不足。 

7.我们注意到，已经取得的进展如下： 

（1）通过实施《当下数据》等倡议，在数据和统计方

面采取更多创新做法； 

（2）启动公民生成数据新计划，扩大与数据生态系统

更广泛的合作和协调，使个人和社区能够为数据生产做出贡

献，掌控自身数据并改善自身生活； 

（3）建立更多公私伙伴关系，以提高数据对各级政策

和决策的可见性、可用性和影响力。 

8.我们认识到，这些事例反映出数据利益攸关群体更高
                                                             
①
联合国大会第 71/313号决议中提到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文件

A/RES/71/313（2017年 7月 10日），可从 undocs.org/A/RES/71/313 网址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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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和相互信任，包括国家、区域、全球数据和统计系

统在充分遵守《联合国官方统计基本原则》情况下的有效运

作，都是数据生态系统进一步强化和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致力于： 

9.重申我们作为一个联合国领导下的全球性群体承诺。

联合国通过《数据战略》和《我们的共同议程》，为人类和

地球建立更好的联合国数据生态系统和测度方法提出了共

同愿景。 

10.自 2017年首届世界数据论坛以来，我们通过共同行

动不断推进《全球行动计划》实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化解建设现代化与更强大的数据

和统计系统道路上面临的众多危机，以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11.按照以下《全球行动计划》优化后的战略领域确定

新的优先事项： 

（1）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协调和战略领导； 

（2）国家数据和统计系统的创新和现代化，重点关注

《2030 年议程》监测需求； 

（3）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传播和使用； 

（4）建立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伙伴关系，充分筹集资源、

协调行动，以加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统计能力建设。 

12.在《全球行动计划》框架下构建一个定期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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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经验总结的系统，提出明确且易于理解的目标，与国

家和区域的方案和规划相联系。 

13.将未来各届论坛视为利益攸关群体共同行动的里程

碑，集中启动新倡议，提供战略反思点，评估《全球行动计

划》的实施进展。该计划仍然是设计和实施国家主导的能力

开发行动的共同框架。 

14.继续敦促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认识到，可持续发展

需要资金投入。如果无法确保对可持续发展数据的稳定投资，

以及为此采取综合协调措施，那么在实现《2030年议程》的

中期，我们将无法最大限度地获得所需的发展成果，也无法

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15.与此同时，要加大对数据和统计系统的边际投资，

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信息将带来巨大效率和效益提升，产

生中长期红利。 

 

我们呼吁： 

16.利益攸关群体要加快行动，制定与《全球行动计划》

相一致的数据管理方法，推动数据和统计系统所需的创新和

伙伴关系建设，响应社会需求，并在过程中反映每个人的情

况，从而彰显数据对各级决策的价值，从决策者到私营部门、

民间社会组织、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所有公民。 

17.国家和国际机构，公共、私营和慈善机构都应尽快

且持续扩大对数据和统计的投资水平及规模，以加强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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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脆弱国家的统计能力，缩小弱势群体面临的数据鸿沟，

增强各国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冲突、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

加剧时的能力。 

 

杭州，2023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