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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 

1. 第十一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

会)举办，于 2024年 2月 20日至 23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 

2. 1 000 多名与会者，包括各相关政府、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组

织、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出席了第十一届论坛。 

3. 下列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

济、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瑙鲁、尼泊

尔、巴基斯坦、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萨

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汤加、

土耳其、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

坦、瓦努阿图和越南。 

4. 准成员中国香港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5. 下列常驻观察员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白俄罗斯、意大利、瑞典以及欧洲联

盟。作为联合国观察员的罗马教廷的一名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6. 根据亚太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主席和副主席审查了所有代表的全权证

书，认为这些证书均符合规定。 

7. 在议程项目 1(a)下，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致开幕词。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

长帕恩普里·巴希达·努卡拉先生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作了特别发言。联

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发了言。亚太人民论坛的代表 Antonia Lilii 女士和 2024年

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青年论坛代表 Shilpa Lamichhane女士代表主要群体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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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议程项目 1(b)下，选举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Min Bahadur Shrestha先生(尼泊尔) 

副主席： Vahan Kostanyan先生(亚美尼亚) 

Korm Ribaun先生(柬埔寨) 

Theng Pagnathun先生(柬埔寨) 

Esrom Yosef Immanuel先生(斐济) 

Phoxay Khaykhamphithoune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Hajjah Hanifah Hajar Taib女士(马来西亚) 

Mohamed Kinaanath先生(马尔代夫) 

Rosemarie G. Edillon女士(菲律宾) 

9. 在议程项目 1(c)下，通过了下列议程： 

1. 第十一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在多重危机时期强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消除贫困：在亚洲

及太平洋有效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的解决办法。 

3.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速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4. 审查本区域在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区域一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2、13、16 和 17 方面的进展

情况； 

(b) 《2030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 年议程》的

全系统成果。 

5. 其他事项。 

6. 通过第十一届论坛报告。 

10. 在议程项目 2 下，第十一届论坛的与会者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亚洲及太平

洋 在 多 重 危 机 时 期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 贫 困 和 饥 饿 等 相 互 关 联 的 挑

战”(ESCAP/RFSD/2024/2)的说明，以及关于《2024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展报告》摘要(ESCAP/RFSD/2024/3 和 ESCAP/RFSD/2024/3/Corr.1)的说

明。第十一届论坛的主题是“在多重危机时期强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消除贫困：在亚洲及太平洋有效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的解决办法”，

关于该主题的讨论从高级别专题小组讨论开始。小组成员就 2023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峰会确定的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区域优先事项和关键行动交换了见解。在

同一议程项目下还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小组讨论，主题是“在通往 2024 年未来峰



 ESCAP/RFSD/2024/6 

 

B24-00113 3 

会的道路上”，专门讨论将于 2024 年 9 月 22 日和 23 日在纽约举行的未来峰

会。 

11. 在议程项目 3 下，与会者注意到秘书处关于“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强政策

一 致 性 ， 以 加 速 实 施 《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 ” 的 说 明

(ESCAP/RFSD/2024/4)。与会者审议了成员国为 2024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

论坛编写自愿国别评估的经验，讨论了自愿国别评估在发展规划方面的作用，

并分享了国家和国家以下级别对挑战、进展和成就的看法以及吸取的经验教

训。2024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于 2024 年 7 月 8 日至 17 日在纽约由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 

12. 在议程项目 4 下，与会者注意到秘书处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的说明(ESCAP/RFSD/2024/5)。他们强调了消除贫困

和有效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解决方案的不同次区域办法。 

13. 为促进开展区域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举办了五场圆桌会议，对话内容包括如

何加快行动以实现 2024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1(无贫穷)、目标 2(零饥饿)、目标 13(气候行动)、目标 16(和平、正

义与强大机构)和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与会者注意到圆桌会议期

间表达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旨在为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信息。
1
 

14. 各成员国、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交流了本

区域所作努力的信息，并讨论了加快行动的可能的重点领域以及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而加强政策一致性的机会。 

15. 与会者讨论了联合国系统在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协调方法。他们分享了 2023 年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果，包括在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协作平台下建立的专题联盟所采取的行动。 

16. 在议程项目 5下，没有讨论其他事项。 

17. 在议程项目 6 下，本报告(1-22 段)，除其附件外，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获

得通过。 

18. 会议商定，第十一届论坛期间讨论情况的主席摘要(见附件一)将分发给成

员国审查，以确保事实准确，但该摘要不是谈判文件；在第十一届论坛之前和

期间举行的会外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的清单将作为本报告的附件(见附件二)；

在议程项目 4 下组织的五次圆桌会议的摘要将在晚些时候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

发(ESCAP/RFSD/2024/6/Add.1)。 

19. 会议重申，一旦审查完事实的准确性，本报告(ESCAP/RFSD/2024/6)以及圆

桌会议讨论摘要(ESCAP/RFSD/2024/6/Add.1)将提交亚太经社会第八十届会议，

旨在为可持续发展全球对话提供信息，包括 2024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和未来峰会。 

 
1
 圆桌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摘要未经讨论，将分发给与会者进行事实更正，并作为本报告增编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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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为第十一届论坛编写了题为《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

告：展示变革行动》的分析报告，并于 2024年 2月 15日向媒体发表。 

21. 2024年 2月 20日，在亚太经社会、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

建立的亚太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关系框架下，发布了题为《亚洲及太平洋应对

气候变化、贫困和饥饿等相互关联的挑战》的出版物。 

22. 2024年 2月 15日至 23日，举行了 44次会外活动和 10次其他相关活动(见

附件二)。
2
 

 

  

 
2
 关于会外活动的更多信息，可在 www.unescap.org/events/2024/apfsd11-side-events 上查

阅；关于其他相关活动的更多信息，可在 www.unescap.org/events/2024/apfsd11-

associated-and-pre-events上查阅。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4/apfsd11-side-events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4/apfsd11-associated-and-pre-events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4/apfsd11-associated-and-pr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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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一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讨论的主席摘要 

1. 第十一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主题为“在多重危机时期强化《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和消除贫困：在亚洲及太平洋有效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

的解决办法”。在第十一届论坛期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

会)成员和准成员、政府间机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以及主要群体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交流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区域视

角。 

一. 关键信息 

2. 第十一届论坛上开展的讨论产生的关键信息如下，将在本报告第二至第五

节中进一步详述： 

(a) 亚太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缓慢且不均衡。按照目前

的速度，整个区域到 2030年将无法实现 17项目标中的任何一项； 

(b) 气候变化加剧了贫困和饥饿，有可能逆转可持续发展成果，弱势群体

因适应能力有限和缺乏资源而面临更大的影响； 

(c) 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大力投资社会保护、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

源生产，同时重点关注性别平等和边缘化群体的机会，对于减轻气候灾害不利

影响和支持生计至关重要； 

(d) 成员国为确保政策一致性所做的努力可以加快《2030 年议程》的实

施；自愿国别评估有助于协调各级政府的努力，并可促进协作和参与，从而实

现前瞻性、包容性的治理； 

(e) 同时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行动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确保不让

任何人、任何国家掉队。这些行动可以得到有效和持续的国际合作的支持，包

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本区域的和平与繁荣； 

(f) 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在应对跨界挑战、加强连通性和贸易、强化粮食安

全、减少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地管理水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g) 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技术和综合支持可以有效支撑加强气候行动、复原

力建设、能源转型和性别平等领域的集体努力，同时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

有效地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十一届论坛的与会者确定了许多优先行动，可以采取这些行动，以便在执

行评估中的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见 ESCAP/RFSD/2024/6/Add.1)。 

二. 在多重危机时期强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消除贫困：在亚洲

及太平洋有效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的解决办法 

4. 在议程项目 2 下，与会者交流了本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寻求解决

贫困、气候和饥饿相关挑战方面的国家一级的经验。与会者还讨论了如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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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并提供可持续、有韧性和创新的解决办法。 

5. 与会者重点指出亚太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缓慢且不均

衡。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断升级，指出气候变化如何加剧贫穷和饥

饿，并破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与会者着重指出，弱势群体承受的负担过重，

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适应能力更差，一些代表强调需要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

系统性改革，特别是需要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资源，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复原

力。与会者特别强调了气候变化、减贫和缓解饥饿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重点指

出需要重新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一名代表呼吁加

强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政治承诺，并重振加速其执行的合作行动。 

6. 若干代表强调需要加强伙伴关系，包括通过南南合作。未来合作的重点领

域包括贸易和连通性、粮食安全、城市发展、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以及应对发

展挑战的数字解决方案。若干代表对亚太经社会提供技术援助以及为本区域成

员和准成员提供交流经验和开展协作的平台表示赞赏。 

7. 代表们指出，气候变化和灾害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产生了跨部门

的重大影响，强调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特别是气候融资、包容性发展、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和本地粮食生产。一些代表重申了他们对实现碳中和和采用

创新气候融资办法的承诺。一位代表呼吁在咸海盆地建立区域水机制。 

8. 一名代表指出发展交通运输网络以提高各国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另一名代表强调了通过亚洲公路、铁路、陆港和公私营投资伙伴关

系改善连通性的重要性。 

9.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强调，需要加快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进展，倡导采取以人为本的办法，减轻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并促

进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他们着重指出气候变化和

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更为严重。 

三. 未来峰会的筹备工作 

10. 在同一议程项目下，与会者听取了关于即将举行的未来峰会的简要介绍，

该会议旨在就“未来契约”达成共识，一些发言者谈到了以下议题：(a)可持续

发展和发展筹资；(b)国际和平与安全；(c)科学、技术和创新与数字合作；(d)

青年与子孙后代；(e)转变全球治理。 

11. 若干与会者强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不平等现象以及气候变化、灾

难、粮食不安全、技术变革、数字鸿沟和融资缺口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正在

对边缘化群体造成不利影响，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并引发其他后

果。他们呼吁开展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以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强调人权、性别平等以及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开展合作的惠益。他们

强调包容性多边解决办法在实现《未来契约》方面的作用。他们分享了本区域

在可持续融资、数字化、气候行动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等领域采取此类办

法的成功范例。 

12. 几位成员国的代表承认在以下关键领域取得的进展：减少贫困、加强粮食

安全、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普及率以及增加妇女对政治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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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参与。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气候变化仍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努力调

动财政和其他资源用于气候行动。 

13. 创新和技术成为关键切入点。一些成员国的代表呼吁酌情利用科学技术实

现发展，推广数字解决方案，加强数字连通性，并促进技术转让。这些措施被

认为对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成果至关重要。 

14. 与会者强调，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在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会者呼吁改革多边体系和国际金融架构，强调需要加强

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对于为气候举措筹集资金非常重要。创新的解决办法

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 

15.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强调了国际合作在满足妇女、女童、青

年、残疾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需求方面的重要性。他们着重指出，需要

在发展方面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为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创造有利环境，包

括通过能力建设，并改善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他们还强调，需要解决性别暴

力，加强最急需者的粮食安全，在脆弱社区更有效地减少灾害风险，并探讨减

少债务或债务重组以解决不平等问题。 

四.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快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6. 在议程项目 3 下举行了一次小组讨论，以交流各国在筹备自愿国别评估方

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在讨论期间，与会者研究了如何通过自愿国别评估的纵

向和横向整合来加强政策的一致性，以期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和其他国际

发展议程。 

17. 与会者强调需要综合决策，以加快实施《2030 年议程》。他们确认自愿国

别评估在协调各级政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他们重点指

出，自愿国别评估有助于促进协作和参与，从而实现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包容性

治理。 

18. 与会者确认，自愿国别评估进程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调动资金以及循证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推动力。与会者呼吁加强区域合作，交流实施《2030 年议程》的经验和良好

做法，包括亚太经社会推动的自愿国别评估结对方案。 

19. 代表们强调，必须使自愿国别评估与国家发展计划相一致，包括旨在从最

不发达国家类别顺利毕业的过渡战略。会上重点指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

原则以及与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国际伙伴在内的利益攸关方持续接触和

包容性决策的必要性。代表们还强调了各发展议程之间补充作用的重要性。几

位代表注意到地方自愿评估的增加以及将《2030 年议程》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的

努力。 

20. 与会者强调指出，需要加强自愿国别评估的监测和评估系统，并呼吁进一

步支持能力建设。与会者指出，提供公开的分类数据对于循证决策至关重要。

与会者对亚太经社会开发的在线工具表示赞赏，其中包括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跟踪系统，并呼吁亚太经社会继续支持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工作以及自愿国别

评估的筹备工作。 



ESCAP/RFSD/2024/6 

 

8 B24-00160 

21.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强调，需要加强收集非传统的、由公民

生成的分类数据，以促进为弱势群体制定政策。他们还呼吁以更具包容性的方

式参与协商、规划和报告。此外，亚太经社会和槟城可持续城市化平台在制定

亚太区域自愿地方评估区域准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五. 审查本区域在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区域一级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2、13、16和 17方面的进展情况 

22. 在议程项目 4(a)下，介绍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2、13、16 和 17 的五

次圆桌会议的摘要。
1
 

23.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无贫穷)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强调，需要重视贫穷的多

维性。优先行动领域包括采取综合政策规划，实现包容性、适应性和以权利为

基础的社会保护，不让任何人掉队；改善国内资源调动和利用外部融资；加强

各级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利用数字化。与会者还强调需要更新技能和改善获得

体面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包容性和分类的数据收集，更强的数

据收集、编制、使用和分析能力，以及不同政府实体之间更好的政策协调，对

于政策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24.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饥饿)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强调了投资于可持续和多

样化粮食生产系统的紧迫性。优先领域包括提高粮食产量和生产力；减少食品

浪费；注重气候适应和复原力；加强农业食品价值链；支持生态农业做法；强

化生物多样性养护；重视食物主权。与会者还强调，需要将妇女纳入农业食品

部门；确保弱势群体的土地权得到改善；促进青年创业和就业；通过加强作为

变革推动者的农民组织来支持小农；加强在水、统计和数据共享方面的跨界合

作。这意味着要克服既得利益，调和不同的观点。 

25.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气候行动)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强调了加快实现该目

标进展的紧迫性。关键优先领域包括增强国家自主贡献方面的雄心；改善气候

行动资源的调动和协调；促进性别和环境数据的编制、获取和使用；在气候行

动中坚持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将与运输有关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纳入气候

变化政策；促进弱势群体、民间社会组织和环境人权维护者获取有关气候变化

和气候行动的信息；确保青年有意义地参与气候行动。 

26.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的圆桌会议与会者重点指

出了在全社会为解决治理、人权和法治问题作出贡献的基础上促进公正、和平

和包容性社会的重要性。优先行动领域包括加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能力、

问责制和公共机构；加强数据收集工作，以衡量进展情况；利用国际伙伴提供

的现有工具、资源和协作；促进对被贩运者和非法药物使用者采取以幸存者为

中心的循证办法；促进法治，特别是保护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其他民间社会行

为体。 

 
1
 关于圆桌会议的更多信息，见 ESCAP/RFSD/2024/6/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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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圆桌会议与会者特别

指出，必须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加强税收制度，提高公共采购的透明度，评估

公私伙伴关系的真实成本，并加强法治。他们还重点指出了明确的问责机制对

于包括债务转换和绿色或蓝色债券在内的气候资金工具的重要性。会议将加强

数据共享和透明度、研究和能力建设以及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认定为确保政

策一致性和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 

28. 几个成员国的代表分享了本国政府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举措

和优先事项情况。这些包括加强适应性社会保护和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建立健

全的法律框架和透明的机构；加快国家以下/地方发展计划和治理改革；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调动国际和国内资源，促进可持续发

展；组织专门针对年轻人的特别活动，比如世界青年节；加强国际合作和多利

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代表们还重点指出

了进行粮食体系转型、促进可持续产业、向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对气候变化政策

采取科学/数据驱动的办法的重要性。代表们重申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继续与本区域各国建立伙伴关系。 

29. 来自一个国际组织的一名代表重点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人权和性别方面等

问题，并补充说，必须确认，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必须置于经

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并应辅以包容性、以权利为基础的数据伙伴关系。主要

群体和利益攸关方的一名代表呼吁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在水资源治理

和落实集体责任方面增强妇女权能。 

B． 《2030 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30. 在议程项目 4(b)下，审查了次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

展。与会者指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方面效率低下，各国在目标 13

方面有所倒退。与会者在认识到次区域的多样性的同时，强调指出了在加快所

审查目标进展情况方面的共同机会和优先行动，包括为此加强可持续发展伙伴

关系和机制。 

31. 与会者回顾了在次区域一级取得的各种进展和经验，强调必须采取雄心勃

勃的气候行动，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开展协作，以遏制气候引发的灾害，

而各次区域之间和各次区域内部已经存在的差距更是加剧了这些灾害对生计带

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呼吁大力投资于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并确保所有人公

平获得能源。鉴于水资源耗竭，与会者确认各国有必要在次区域一级开展合作

与协调，以改善水资源管理。他们承认需要联合国发展系统继续提供技术支

持。 

32. 与会者承认一些次区域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并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挑战。

他们重点指出，需要采取系统的办法和有效的协作，以实现公正的能源转型。

他们注意到本区域在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取得的进展本就有限，强

调了水资源管理及其与减贫和包容性的联系。 

33. 代表们特别指出，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社会参与办法来加强政策一致

性。他们强调指出，需要在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继续开展合作、伙伴关系

和多方利益攸关方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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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重点指出了民间社会和边缘化社区的代

表，包括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儿童、青年和土著人民的代表，以包容方式

参与和参加治理进程和决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年议程》的全系统成果 

35. 在议程项目 4(c)下，论坛审议了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一级支持亚洲及太

平洋执行《2030年议程》的工作。与会者了解到 2023年采取的全系统行动和取

得的成果，包括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及其专题联盟和工作组取得的

成果。 

36. 与会者重点指出了需要加快努力实施《2030 年议程》的领域，包括联合国

发展系统推动或支持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确保可持续发展筹资，应对不平等

和一切形式的歧视，实施粮食系统转型，以及确保利益攸关方充分有效地参与

政策制定。他们还重点指出了本区域正在进行的努力，例如开发国家看板以跟

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开展自愿国别评估和自愿地方评估，以及实施

亚太企业绿色协议和全民预警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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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Lists of side events and other associated events held prior to and on the 

margins of the Eleventh Asia-Pacific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On 20 February 2024,6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

“Accelerating SDGs implementation to support the 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 ： Working towards development planning,strategic coordination and 

effective partnership” ； “Future-forward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a UN DESA Global Policy Dialogue”；“Promoting Synergistic Approach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Addressing the Triple Planetary Crisis”； “Inclusion of 

Women in Climate-Resilient Skill Education and Livelihoods in Asia-Pacific 

Region”；“Building synergies at the climate-health nexu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Harnessing Technology,Capacity and Data for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 

2. On 21 February 2024,15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Shaping 

Asia CSOs’position for the Summit of the Future (SoTF)2024”；“Rising Tides：The 

power of a healthy ocean to accelerate climate action”；“Addressing systemic barriers 

in the multilateralism to deliver the 2030 Agenda and prevent the climate crisis”；

“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as Accelerator for SDGs Implementation and Climate 

A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Meaningfully Engaging Youth in Climate”；

“Mitigation of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Dalits and Marginalised Communities”；

“Reinforc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radicating Poverty,and 

Addressing Multiple Cris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rough Localizing SDGs”；

“Securing rights to land,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 (LTR)enable to address 

poverty,hunger,climate change,and peace and security ”； “Advancing the Global 

Agenda toward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Bridging Humanity,Security,and 

Sustainability”； “Anchoring the Pacific Roadmap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n the Pacific”；“SDG 13 and climate 

action through sustainable transpor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eveloping 

national electric mobility ecosystem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Building a Greener 

Future：Education as a climate solution”；“Financing Local Actions for SDG 13：

Enabling Frameworks to Accelerate City Climate Finance in Asia-Pacific”；“Peace 

and SDGs in North-East Asia：Tipping Point or Status Quo？”；and “Advocating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USP)Floors for Asian Countries”. 

3. On 22 February 2024,15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

“Unlock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o tackle biodiversity loss in the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tronge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Governance to Tackle Global Challenges”；“Social Inclusion 

in Climate Change；Future Road map in Southeast Asia”；“Accelerating actions 

towards SDG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 “Unlock Localis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Strategies,Challenges and Promising Practices”；“Enhancing CSO Engage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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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Interlinkage between UN to Global Summits (G20,G7 &BRICS)”；“The Rise 

of New and Emerging Cities in Asia：Leveraging VLRs for a Sustainable Urban 

Future”；  “Urban Regeneration for Safe,Resilient,and Inclusive C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 “Empowering People through Human Rights to Accelerate Climate 

Resilience and Food Security in Asia-Pacific”；“Enabling Social Enterprises towards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Eradicate Poverty and Reinforc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Pacific” ； “Elevating Innovation and Building 

Capacity towards Resource-Efficient,Circular,Low-Carbon,and Climate-Resilient 

Economy in the Pacific”；“Managing Ecosystems for multiple benefits via EbA for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The Multi-Sectoral Approach to Building 

Resilience in Asia Pacific Cities：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in Addressing Urban 

Poverty and Hunger”；and ”Unlocking SDG Target 16.4：A UNODA-UNODC Joint 

Event”. 

4. On 23 February 2024,9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

“Advancing a Sustainable,Rights-Base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gaging Youth in a Green and Just Economy Transition 

at Scale”；“Crafting sustainable,resilient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climate a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rom human rights,gender equality and SRHR lens” ；

“ENOUGH：Together we can End Child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rogress with rolling out the Early Warnings for All initiativ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Means of Implementation for Feminist Development Justice in Asia 

Pacific：Feminist Solutions and Practices in Achieving the 2030 Agenda”；“Nutrition 

for food sovereignty ： Building climate resilient food systems” ；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esting standard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machinery”；and “A Localization Roadmap to Reach the Furthest Behind”. 

5. The following associated and pre-events were held: APFSD Youth Forum 

2024: Reinforc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radicating 

Poverty in Times of Multiple Crises: The Effective Delivery of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with Young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Asia-Pacific People’s Foru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4: Change 

the System, Shift the Power: Advancing People’s Demand for Development Justice!; 

New Frontiers on Social Protec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Global Workshop o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Regulatory Sandboxes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al Workshop for the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Leveraging Data to Leave No One Behind; SIDS Partnership Symposium;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Assembly; APFSD Youth Climathon; Strengthening 

capacity, governance and policy coherence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APFSD11 Networking Meetup.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