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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大使在 202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部长级会议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

(2020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4 日至 16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举行部长级会议。张军大使于 14 日作一般

性辩论书面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女士，

中方支持圭亚那代表“77 国集团和中国”所作发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极大

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科技进步不断拓展

人类认知和活动的边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

性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版图。同时，单边主义、霸凌

行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正侵蚀多边主义根基，国

际发展合作环境进一步恶化。百年未遇的严重疫情给人类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剧烈冲击。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合力应对这场全球性危机是唯一选择。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实现共同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

迫，加速落实 2030 年议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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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以“加速行动和转型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行动十年”为主题，体现了落实 2030 年议程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各方应以“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开局之年为契

机，坚定信心和决心，加大行动力度，有效抗击疫情，推

进可持续、包容经济复苏和增长，加速落实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一要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共克时艰。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恪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

心作用，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应对疫情

的实践表明，团结合作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最有

力武器。落实 2030 年议程、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也

不例外。只有秉持同舟共济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际社会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实现共同发展。

二要坚持发展优先，突出重点领域。发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总钥匙。国际社会应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的优先位置，加大发展投入，为国际发展事业注入持久动

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落实减贫、消除饥饿、卫

生、教育、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

切实保障并提升民众福祉。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在疫情

中面临的特殊困难和挑战，帮助各国实现更快、更好复苏。

三要坚持开放包容，实现合作共赢。国际社会应积极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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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疫情之下，各国应采取共

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有力提振世界

经济复苏信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着力完善全球治理，

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创

造良好外部环境。

四要聚焦共同发展，强化伙伴关系。国际社会应不断

强化以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国际发展合

作，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发达国家应切实兑

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能力建设

等支持，支持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自主发

展。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应在发展中

国家普遍关注的减缓债务问题上采取更为有力行动。

主席女士，

中国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落

实 2030 年议程并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将于 2020 年实现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前 10 年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面对疫情突然袭击，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取得了

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正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推动如期

实现减贫目标。中国经济的稳定复苏将继续为世界经济注

入动力，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帮助各国有力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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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加快复苏进程。习近平主席近期宣布了一系列重大

举措：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新

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

率先惠及非洲国家；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呼吁进一步延长缓

债期限；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

截至 2020 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中国正以实际行

动展示负责任、建设性作用。

主席女士，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未来十年，让我

们秉持团结合作精神，积极推进多边主义，将承诺化为行

动，让倡议结出硕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

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谢谢主席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