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所有193个会员国一致同意《变革
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年议
程》）。《2030年议程》概述了涉及人类、地球和繁荣的宏伟
框架，认识到了和平与伙伴关系的关键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6（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
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确立反映了全球政治议程对水和环
境卫生问题的日益重视。为了展示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
审查，联合国水机制（UN Water）起草并于2018年6月发
布了首份《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报
告》。该报告回顾了全球和区域一级的水和环境卫生的现
状和趋势。

联合国水机制高级方案管理人员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鉴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首份基线报告的综合性质和决策的重
要性，需要提供含有“公共对话”的反馈意见，以进一步增
强综合报告的透明度、可信度和问责制。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报告》的公开对话于2018年5
月至9月开放，以讨论该报告及其主要信息。除在线调查问
卷之外，对话主要通过在联合国水机制网站上举办的三个
在线论坛进行，每个论坛举办一个月，旨在让各利益攸关
方群体对综合报告进行反馈。同时也在展示报告的活动中
收集了反馈意见。在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6报告周期中
将考虑公开对话的结果。 

总体而言，对《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
发展目标6综合报告》的反馈非常积极。反馈是“一致的”， 

“涵盖了所有问题”，“全面”且“非常好的综合”，是讨论可
持续发展目标6实施的良好起点。将综合报告与《2030年议
程》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工作受到赞赏，因为它清楚地表
明了水和环境卫生对可持续发展的其他要素的重要性，反
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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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
联合国水机制成立了一个工作队，负责编制联合国水机制《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2018年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报告》，该工作队还编制了《联合国水机制公
开对话报告》。该工作队由教科文组织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WWAP）负责协调，由以下联合国水机制成员和合作伙伴组成： CEO水之使命、粮农组织、劳
工组织，开发计划署、欧洲经委会、联合国环境署、教科文组织、人居署，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大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如何改进和加强报告的主要信息很明确，分为三类：

 a.   流程、结构和展示

•	 缩短报告：反馈认为报告太长，应予缩短以便于阅读 
（尽管这会与许多指出某些差距的其他建议抵触）。 

•	 吸收和/或包括可获得更多国家层面数据的更便捷的
通道：虽然该基线报告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
球概览，但仍要求包括更多的国家层面数据。 

•	 在文案中包括更多案例/方框：受访者对整个报告中通
过方框分享的案例表示赞赏。但是他们认为还可以提
供更多关于为缩小可持续发展目标6各项指标的差距
所做的工作及其与《2030年议程》其他领域的相互联
系的现实例子。

•	 开启及早以不同方式进行反馈的机会：认识到发布时
间表没有留出时间在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报告
之前进行磋商。希望在下一个报告和发布周期中能留
出磋商的时间。

•	 包括更多关于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目标的信息：希望
看到关于各国使用全球目标来制定其国家目标的案
例的更多信息。

•	 改进指标方法，使之更易于学习：使方法更易于理解
和使用，便于让那些想使用的人们使用。

 b.   数据

•	 分解数据：要求对数据进行更多的分解，以便更加细
致深入地了解最大差距在哪里以及最落后的弱势群
体。

•	 协调数据收集以减轻各国政府的负担：这项工作已开
始进行，为2018年《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报告》的数
据行动做准备并在行动过程中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需
要继续进行下去，使有关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6数据和补充数据的收集协调起来，而不会给各
国政府造成巨大的额外负担。

•	 建立数据收集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由于伙伴关
系是实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统一力量之一，
因此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制度、智力和技术资源实施
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

c. 内容

•	 超越可持续发展目标6：可持续发展目标6并不是唯一
包含水和环境卫生或与其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纳入其他目标（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3.3
水传播疾病、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1.5与水有关
的灾害、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2气候变化适应）
的工作将提供对《2030年议程》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
的具体目标的更全面评估。

•	 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各具体目标之间的内部联
系：综合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未述及这些具体目标，下
一阶段应纳入具体目标。

•	 加强某些主题领域：认为某些主题未被充分纳入综
合报告，其中包括地下水、小农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和老化的基础设施。

•	 说明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6：强烈地感到，虽然数
据有用，但报告中缺乏关于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6的指导。虽然详细的实施指南超出了综合报告的范
围，但在展示与目标的差距之后，下一步的工作理应
是说明如何实施。

•	 分享更多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分享监测（数据收集、
报告等）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6方面的经验教训和
最佳做法能够极大地帮助那些希望在通往2030年的
漫长道路上产生更大影响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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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UN-Water Technical Advisory Unit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1211 Geneva, Switzerland
电子信箱：unwater@un.org
电话：+41 22 730 86 36 或 +41 22 730 8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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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为本报告的编制提供了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