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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概念性文件 

主题：可持续的交通，可持续的发展 

2021年10月14-16日 

中国·北京（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行） 

 

一、背景：交通和可持续发展 

交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

（即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首次获得认可，并在其成果文

件《21世纪议程》中予以强调。此后，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

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交通的作用再次被纳入会议成果

文件《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上，

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交通和出行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这一共识也反映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虽然没有专门的交通目标，但交通是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支撑和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诸如目标3.6（“到

2020年，全球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减半”）、目标9.1

（“开发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人类福

祉，重点是人人可负担得起并公平利用上述基础设施”）和目

标11.2（“到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易于利

用和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尤其是扩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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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范围，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

和老年人的需要”）都明确提及了交通。2020年2月举行的第

三届道路安全部长级会议和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大会（人居三大会）等各种高级别会议也讨论了交通的不同

方面。 

交通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加快经济增长，改善民生，

增加在卫生、教育和财政等方面获得优质服务的机会。同时

也加强了各层次的互联互通，有助于整合经济，改善社会公

平，增强城乡连接，并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人

们也认识到交通对环境、社会和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全球

近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交通。预计未来几年排放

量将大幅增加，加剧气候变化。其他污染物，尤其是在许多

城市中心的污染物也会直接影响健康；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

人数也在增加。互联互通不断改善的同时，人员、野生动物

和货物的非法流动也呈现上升态势。 

可持续交通旨在充分实现效益，避免或减轻负面影响。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交通高级别咨询小组2016

年10月发布的题为《推动可持续交通 促进发展》的报告使

可持续交通这一主题备受瞩目。上述报告将可持续交通定义

为——“以安全、负担得起、易于利用、高效和具有韧性的方

式为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促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造福当今和子孙后代，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碳

和其他排放及环境影响”。 

国际社会还通过《支援最不发达国家伊斯坦布尔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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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支援内陆发展中国家维也纳行动纲领》《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和《新城市议程》认可可持续交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特殊

处境国家的重要性。可持续交通也将是实现《巴黎气候变化

协定》目标的关键。 

上述全球性协议中的部分实施行动将在2021-2022年度

进行评估。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围绕高质量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和抗风险能力的讨论都与可持续交通有关。此外，其

他利益相关方也在组织诸多与交通相关的会议，例如国际运

输论坛(OECD-ITF)的年度峰会和世界银行的交通转型年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的全球蔓延更加凸

显了可持续交通在现代经济和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例如，在

疫情期乃至整个恢复期，可持续交通对必需品（如食品和医

疗用品）和服务的运输至关重要。此外，具有冷链储存功能

的可持续交通对疫苗的运输和分配也十分关键，这是全球复

苏和人类福祉的紧要优先事项。新冠肺炎疫情对工作、出行

和全球供应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可能导致运输服务的需

求和供应发生长期变化，交通领域必须进行适应性调整。在

此前出现的伴有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当中，温室气体和其他

污染物的排放量呈现短期减少，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形势一

旦好转，排放量会急剧逆转。因此，交通领域持续参与气候

行动意义十分重大。 

疫情后的恢复阶段亦将为相关各方提供一个重新思考

客、货运输发展的机遇，各方或将提出不仅能抵御未来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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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又可支持实现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的解决方案。

鉴于当前的大趋势，比如在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数字化等背

景下，这种反思尤为重要。虽然技术进步能为实现可持续交

通创造新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可持续交通对于实现2030年议程总

目标的重要性——“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让全世界繁荣，

让全人类富足。 

二、第一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于 2016 年 11 月 26-27 日在土库

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召开史上首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大会

重点关注全球对可持续交通的承诺。高级别政府官员、工商

界和民间机构代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参加了大会。大

会讨论了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所有交通运输方式，包

括客运和货运，并优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前秘书长可

持续交通高级别咨询小组的报告为大会提供了基础性意见。

会议成果包括《关于承诺和政策建议的阿什哈巴德声明》、

大会报告，以及支持可持续交通的伙伴关系、自愿承诺和倡

议一览表。 

三、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可持续交通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以及巴黎

气候变化协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恰逢其时。 

1. 联合国大会。 

2017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题为“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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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交通方式的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72/212 号决

议，赞赏《阿什塔巴德声明》。此外，联合国大会还提请秘

书长考虑再召开一次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并鼓励有意向的

国家承办下一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2. 初始步骤。 

联合国秘书长接受了中国政府承办此次大会的申请。随

后，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先生被任命为大

会秘书长，代表联合国方面领导筹备工作。大会原定于 2020

年 5 月 5 日-7 日在北京召开，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至

2021 年。大会会期现已确定为 2021 年 10 月 14-16 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司将

作为大会事务秘书处，与东道国及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

合作，为大会的筹备、举行和成果提供支持。此外，大会秘

书处还将协调跨部门的活动，并选定有关方参与筹备。 

3. 形式。 

大会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线下会场设在北

京，邀请少量嘉宾现场出席。线上会议向全球代表开放。大

会会期 3 天，正式日程包括开、闭幕式、3 场全体会议，国

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部长、代表团团长将在全会上致辞或发

表讲话，以及 6 场主题会议、3 场论坛，即，部长论坛、企

业家论坛和科学工程技术论坛。日程草稿见附件。除正式日

程外，还将举行视频边会活动。具体参会信息将另行发布。 

4. 重要文件。 

将起草一份关于可持续交通的跨部门报告作为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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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背景文件。此外，还将提供各成员国、成员国机构及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报告和文件。每场会议也将有简短的背景介

绍并辅之以引导性的问题和其他相关材料。 

5. 成果。 

大会成果不是一项谈判性文本，而是一份富有远见和前

瞻性的声明（“北京宣言”），以呼吁采取全球性行动，进一

步促进全球可持续交通发展。成果还包括大会报告以及一份

包含伙伴关系、自愿承诺和可持续交通支持倡议的一览表。

（上述文件将在大会前预先告知并在会议期间宣布。） 

会议成果也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2019 年气候行动峰会、

2021 年能源高级别对话及其他重要峰会/大会/会议的后续行

动，还将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及联

合国 2022 年关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等其他后续活

动做出重要贡献。 

6. 参会人员。 

参会人员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将于大会官网发布：

https://www.un.org/en/conferences/transport2021。 

 

https://www.un.org/en/conferences/transport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