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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18 日 

临时议程项目 2 

  秘书处转递可持续发展区域论坛的报告的说明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的报告 

  2019 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 

  增强阿拉伯区域人民的权能并确保包容性和平等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11 日，贝鲁特，联合国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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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4 月 9 日至 11 日，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会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和

在阿拉伯区域开展活动的联合国机构在贝鲁特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增强阿拉伯区

域人民的权能并确保包容性和平等”的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会

议，会议由伊拉克担任主席。 

2. 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是负责评估和后续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在阿拉伯区域执行情况的高级别区域平台。论坛前五届会议分别于 2014 年

和 2016 年在安曼、2015 年在麦纳麦、2017 年在拉巴特和 2018 年在贝鲁特举行。

西亚经社会第二十九届会议(2016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多哈举行)发表的《关

于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多哈宣言》将论坛定为阿拉伯国家政府和可

持续发展利益攸关方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分享经验和研究执行《2030 年议程》的机

制的年度会议。1 会议形成的结论将提交给每年 7 月在纽约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高级别政治论坛。 

3. 论坛之前在 2018 年届会和本届会议之间举行了一系列区域会议：(1) 2018 年

11 月举行了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遏制非法资金流动国际会议；(2) 2018 年 12 月

举行了阿拉伯区域青年论坛；(3) 2019 年 1 月举行了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阿拉伯区域议会论坛；(4) 2019 年 1 月举行了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协商；(5) 2019 年 3 月举

行了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阿拉伯高级别论坛；

(6) 2019 年 3 月举行了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区域协商；(7) 2019 年 4 月在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

别论坛之前举行了区域民间社会组织论坛。 

4. 论坛的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增强阿拉伯区域人民的权能并确保包容性

和平等”这一中心主题、在区域一级执行《2030 年议程》的手段以及各国在执行、

后续落实和评估方面的经验。还举行了九次特别会议，重点讨论了阿拉伯区域的

优先问题，并举行了一次关于自愿国别评估的圆桌讨论会。 

5. 论坛与会者讨论了提交给定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18 日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

“增强人民权能并确保包容性和平等”的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几个关键信息。论坛

的结论还将提交给定于 2019 年 6 月举行的西亚经社会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拟定这些信息时考虑到了阿拉伯的观点，以便有助于理解 2019 年高级别政治论

坛正在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区域优先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 

 1 论坛的职权范围源自西亚经社会的一系列决议，包括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阿拉伯

可持续发展论坛工作机制的第 327(XXIX)号决议、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突尼斯)通过的关于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的第 314(XXVIII)号决议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安曼)通过的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和

行动计划的第 32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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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的主要信息 

 A. 关于阿拉伯区域执行、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主要信息 

  一般信息 

1. 2019 年将是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的关键一年。该区域

所有国家都应抓住机会，通过严格评估发展进程、采取适当举措和鼓励国际社会

履行承诺，重申对执行《议程》和加快进展的承诺。 

2. 阿拉伯论坛作为各方参与《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年度后续落实和评估的一

个广泛的区域舞台，其地位正在提高。它还有助于促进对所有阿拉伯国家面临的

跨界问题和挑战采取共同的区域办法和取得团结一致。论坛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交

流经验、传播知识和重申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在《2030 年议程》通过四年后，阿拉伯区域和世界各地取得的进展仍有许多

不足之处。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的程度正在上升，冲突和战争正在蔓延，气候变

化威胁着地球的可持续性，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当前的消费主义模式正在破坏环

境，全球各地的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削弱集体行动能力。 

4. 尽管阿拉伯国家在一系列广泛的发展问题上，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作出

了努力并取得了进展，但按照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来衡量，进展显然是

不够的。目前看来，到 2030 年，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本区域各国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相当大的挑战，其中一些是长期和根深蒂固

的挑战，正在阻碍进展。其中最关键的是：日益贫穷；缺乏可持续、包容和公平

的经济增长；冲突扩散，削弱了经济和社会增长的潜力；失业率高，特别是年轻

人失业率高；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在发展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性别平等缺失。

有必要建立能够满足所有社会群体和区域需要的机构。跨部门的政策协调很差，

需要让包括民间社会、青年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变化以

及水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 

6. 占领和冲突给本区域的人民、机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与和平以及整个可

持续发展的进展造成了沉重的损失。这不仅限制了该区域通过转型发展方案实现

再生的能力，而且还导致基本发展成果，如与保健、教育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有关的成果，发生急剧和持续的逆转。 

7. 阿拉伯国家以及在该区域开展活动的国际和区域机构必须努力弥合巨大的

数据差距，特别是在收集分类数据方面，不仅要监测进展情况，而且要调整政策

和方案，使阿拉伯国家更接近实现《2030 年议程》的目标和指标。 

8. 国家一级的有效机构、宪法和法律改革仍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平等和正义

以及使国家发展计划与《2030 年议程》保持一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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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国别评估 

9. 阿拉伯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它为对话创造了空间，并为正在为高级别政治

论坛编写自愿国别评估报告的国家提供了提交同行评估的机会，包括为此讨论过

去提交自愿国别评估报告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10. 自愿国别评估有助于积极改变对发展规划的理解，促进建立机构间协调机

制，并为评估一些阿拉伯国家如何编制国家预算提供了催化剂。 

11. 在经过三轮自愿国别评估之后，伙伴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和对所有利益攸关方

缺乏包容性办法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协商往往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应当有一个

涉及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议会和大学的参与性框架。这一框架将确保地方社区

在通过《2030 年议程》的棱镜处理国家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2. 第一轮自愿国别评估有助于了解实地的现实情况，监测优先事项，启动国家

指导方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全国对话，并查明数据差距。对于参加这项

工作的国家而言，第二轮会议有助于监测进展情况和启动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和其他行为者的伙伴关系。它是在国家一级应对发展挑战的工具。 

13. 自愿国别评估是一个持续进程，不会在向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报告之后就万

事大吉。评估后阶段仍然存在缺陷，特别是在建立公开评估结果、公布报告和执

行报告所载建议的机制方面。 

14. 统计机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数据方面的差距和能力和资源的缺乏不应妨碍

各国履行对其人民的义务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 

  执行手段 

 A. 资金筹措 

15. 阿拉伯区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市场准入、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明显差距

需要弥合。这需要所有阿拉伯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进程和谈判，并增加投资和区

域内贸易。 

16. 经济多样化、财富再分配和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和区域需求的融资，可有助于

弥合本区域各国的资金缺口，促进平等和包容性增长。 

17. 本区域各国将受益于为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举措提供资金，以及促使

《2030 年议程》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协调一致。这

将需要整个区域进行总体政策改革，加强环境、社会和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深

化这些部门之间的一体化，以及设计各种项目，为该区域各国开发新的资金来源

创造必要条件。 

 B. 技术 

18. 阿拉伯国家必须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

智能城市和其他创新解决方案等新技术进步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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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它们需要投资于各种形式的技术扫盲，并提高教育质量，将其作为使人们能

够有尊严地生活的主要工具。 

20. 各种形式的技术为增强妇女、残疾人和青年人的权能和便利他们进入劳动力

市场提供了工具。还为消除地理障碍和克服文化制约因素开辟了道路，从而促进

互联互通、知识交流和信息获取。技术除了是帮助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和帮助他们

创造个人收入的工具之外，还可以发挥作用，将创新和人才引导到有利可图的项

目和应用中。 

 C. 伙伴关系 

21. 应更多地考虑发展、确立和传播关于政府、开放数据和参与性预算编制的创

新、参与性和透明模式的化和意识，以期遏制腐败，解决预算缺乏透明度的问题，

控制过高的国防开支，加强监督机构并提高其独立性。 

22. 加强民间社会的作用和投入需要有一个有利的环境、一个以善政和透明度原

则为基础的法律和体制框架，还需要建立问责机制，以确保在执行、后续落实和

监测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23. 有必要让议会参与制定真正反映国家优先发展重点的计划、战略和预算，并

加强议会在这方面的立法和监督职能。 

24. 必须在明确了解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建立与私营部门形成伙伴关系的机

制。需要为监测和问责机制提供支助，以便私营部门也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出贡献。 

 D. 数据 

25. 阿拉伯国家现有的大部分数据，无论其汇编方法如何，是不符合《2030 年议

程》的具体规定的，都没有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移徙状况、残疾、

地理位置或其他特征分列。必须进一步核实数据，并确保这些数据准确无误，反

映最新情况和整个区域的不同变量。 

26. 鉴于文件容易损毁而且收集信息的手段受限，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统计机构需

要得到特别关注和进行能力建设。 

27. 为衡量治理指标，以监测在实现目标 16 方面取得的进展，将需要具备独立

和透明的机构和机制。 

 B.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主题的主要信息：增强阿拉伯区

域人民的权能并确保包容性和平等 

28. 平等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发展的基石。建立更大程度的平等的代价远远低

于不平等的代价，不平等造成歧视和暴力，破坏社会关系，造成不稳定，阻碍发

展。因此，必须拨出足够的预算资金，实现平等。 

29. 为了实现平等，需要制定全面的跨部门政策，消除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及其后

果。各种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必须相互合作和协调。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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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平等文化，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开展此项工作，以实现保障人权所需的文化

和结构变革。 

30. 平等就其性质而言是跨部门的，因此其范围不能仅仅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规定的条件来界定。对不平等的定量评估必须基于对其多个层面，如经济、政治、

社会、环境和智力层面存在的剥夺、边缘化、排斥和歧视现象的科学理解。因此，

迫切需要采取新的综合措施，考虑到这些层面和层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31. 将权力下放纳入发展政策可减少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这也

将有助于通过协商和协调以及将决策中心转移到地方社区来加强包容性。 

32. 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还要求制定政策，促进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群体的平

等，不论其人数多少。特定国家的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是阿拉伯区域不平等的最

显著方面之一。 

33. 不平等是一个跨部门问题，并不局限于社会保护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

需要采取一种涵盖所有人权的以人权为本的方法。因此，应将 5 岁以下儿童的教

育纳入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并应减少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在保健费用方面的差异。 

34. 本区域各国内部的不平等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是相互关联的。其部分原

因是国际贸易协定中的结构性缺陷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此产

生的两极分化扭曲了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对农业、制造业和环境构成影响的贸

易制度。 

35. 包容性基本上是一项道德、政治和发展原则，这一共识的基础是接受多样性和

多元化的理念。包容性是通过参与实现的，因此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手段。 

36. 人们普遍认为，消除贫穷战略应主要寻求全方位减轻贫穷，从而帮助实现社

会正义，并带来根本性的质的转变，使穷人成为一个生产性社会组成部分。因此，

对贫穷的衡量应不断变化，以反映其因果因素，而不是其症状。 

37. 应当鼓励残疾人参与。应将他们的需要和活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卫生、教

育和就业政策，以权利和社会观点为指导，并考虑到华盛顿小组制作的问题集，

以此作为针对这些人制定和执行健全战略的一项措施。 

38. 由于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和其他结构性挑战，青年妇女最容易遭受贫穷、文

盲、早婚和被排斥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的危险，这些挑战阻碍了她们增

强自身权能，也阻碍了她们在社会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39. 如果本区域各国要从人口红利中获益，政府就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跨部门办

法，以满足不同区域青年人的需要，让他们参与决策进程，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

帮助他们就业，减少人才外流，提高他们的意识，加强公民文化，引导他们远离

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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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赋权和平等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途径 

40. 有必要在地方和中央各级，特别是在受冲突或占领影响的国家，在各机构的

工作中采用《2030 年议程》所要求的转型愿景及包容、赋权和平等的原则，以提

高它们的韧性和能力，提供发展的基本组成要素。 

41. 以色列占领当局对阻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发展负有主要责任，特别是通过

各种限制措施、阻碍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融资和生产性经济的蓬勃发展。 

42. 实现和平的全国对话和努力必须与机构保护和经济复苏齐头并进，以制止受

冲突影响国家为之困扰的发展衰退，并确保为恢复发展奠定基础。 

43. 通过科学和技术创造知识，交流信息和数据，以互利项目刺激经济，可以为

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阿拉伯国家与邻国之间的冲突奠定基础。换言之，可利

用科学外交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通过全面社会保障推进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 

44. 有必要发展和加强政府机构应对紧急情况、特别是加剧贫穷的紧急情况的准

备状态，从而确保采取可转化为包容型社会保障举措和方案的强有力对策。 

45. 社会保障方案必须涵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还应采取行动，消除阻碍他们进

入劳动力市场和阻止他们返回家园的障碍，即使促使他们逃离的因素已不再是一

个问题。 

46. 应将私营部门视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筹资方法进程中的行为体和合作

伙伴，特别是在受冲突和战争影响的地区。 

47. 联合国各组织和方案应继续支持收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国家，并帮助它们

建设能力，为本国国民和新来者提供社会保障。 

  确保阿拉伯区域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广泛和可持续参与 

48. 年轻人应参与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决策。为此，各国政府应迅速采取行

动，提供有效可持续的渠道，确保它们参与执行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落实各项

建议。 

49. 年轻人在促进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展的创造性举措值得赞扬。联合国和阿

拉伯国家联盟应支持举办类似阿拉伯区域青年论坛的青年论坛，以加强年轻人之

间的对话，增强他们对所在机构和国家的信心。 

50. 各国和国际社会决不能忽视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特别是残疾人、流离失所者和

难民参与发展的权利。它们负有保护这样的年轻人不受歧视和排斥并优先增强女

童和年轻人妇女权能的庄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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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的区域协商 

51. 志愿服务可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催化剂。这需要包括民间社会在内

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参与，将志愿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制定立法和创新

政策以提高国家能力，并动员志愿人员以维护社会和平。 

52. 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来疏导年轻人的精力和创造力，并提供志愿服务的机

会，同时铭记必须培养他们的技能、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53. 阿拉伯国家应就志愿服务开展对话并分享经验。在 2020 年全球技术会议之

前，它们应就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议程》的行动计划进行协商。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包容 

54. 所有妇女，包括残疾妇女，都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代表并进行参与，以建

立包容平等的社会，使每个人，无论其性别、社会地位或健康状况如何，都能得

到赋权。 

55. 必须改进关于妇女和女童包括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数据收集工作，以更清楚地

了解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妇女面临的各种社会障碍，并将她们纳入决策进程。 

  工作的未来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56. 鉴于未来几年工作领域必然发生的变革，目标 8 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雇员、雇主和政府是否愿意跟上本区域将看到的变化，并从技术、机械化、经

济一体化和气候行动带来的机会中获益。 

57. 各国政府必须投资和支持护理经济，从而促进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就

业机会，支持经济增长。 

58. 在护理经济中工作的男子和妇女有权享有与其他工人相同的权利和体面的

工作条件，包括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体面的工作时间和安全的工作条件。 

  推动阿拉伯区域的气候行动，以支持发展进程 

59.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阿拉伯区域的发展挑战，如冲突、占领和不平等，并使这

些挑战更加难以解决。因此，气候行动是本区域的一个优先事项，有助于加强减

少灾害风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60. 加强国家间的跨部门政策整合和区域协调，是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实地行动的

关键。 

61. 需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加强处境不利社区的应对能力。应全面落实适应措施；

当地社区和妇女应参与决策进程。 

  增进伙伴关系，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政策和战略的一致性 

62. 利益攸关方团体，包括区域减少灾害风险协会，应与各国政府携手合作，制

定国家战略和政策，同时考虑到减少灾害风险、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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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科学和政策应该更加紧密地挂钩。应通过明确的区域机制促进伙伴关系，该

机制应考虑到挑战和机遇，并培养一种分担责任和持续参与的文化，以实现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巴黎协定》和《2030 年议程》的目标。 

 二. 会议和发言 

6. 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外，论坛还包括主题为“增强阿拉伯区域人民权能，确保

包容和平等”的全体会议，以及关于自愿国别评估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的议题

如下： 

第一场 会议做好铺垫：努力在阿拉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场 会议平等：政策和机会 

第三场 会议包容：政策和机会 

第四场 会议增强权能：政策和机会 

圆桌讨论 从自愿国别评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五场会议 增强人民权能，确保包容和平等，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利

用好执行手段 

第六场会议 可持续发展区域筹备协商：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

别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成果信息 

第七场会议 区域和全球背景下的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 

7. 论坛还举行了九次关于阿拉伯区域优先问题的特别会议：㈠ 将包容、赋权

和平等作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途径；㈡ 推动阿拉伯区域的气候行动；㈢ 确保阿

拉伯区域青少年和年轻人进行可持续和大规模的参与；㈣ 工作的未来及其对性

别平等的影响；㈤ 关于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议程》行动计划的区域协商；

㈥ 重新思考阿拉伯国家的不平等问题；㈦ 通过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包容型

社会保障，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凝聚力；㈧ 增进伙伴关系，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

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的一致性；㈨ 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包容。 

 A. 开幕式 

8. 开幕式上的发言者包括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西亚经社会执行秘书罗拉·达什提、

伊拉克规划部长 Noori al-Dulaimi(以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主席的

身份发言)、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勒·盖特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

长阿米纳·穆罕默德。他们讨论了当地的现实和阿拉伯区域面临的挑战，重点是

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迄今已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形势构成威

胁的时候加紧努力落实《2030 年议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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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全体会议 

  第一场会议。做好铺垫：努力在阿拉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9. 西亚经社会主管方案的副执行秘书 Mounir Tabet 主持了会议，以下与会者参

加了会议：埃及规划、监测和行政改革部长 Hala El Saeed、也门工业和贸易部长

Mohamed Abdul-Wahed al-Maitami、伊拉克规划部区域和地方发展司司长

Mohamad Mohsen El Sayyed、苏丹国家人口委员会秘书长 Limiaa Khalfallah 和卡

塔尔外交部秘书长 Ahmad bin Hassan Al Hammadi； 

10. 发言者概述了发展挑战以及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实施的战略。他们强调数据收

集对于确定该区域发展指标的真实情况、确定挑战和制定克服这些挑战的最适当

政策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和各利益攸关方为起草和执行国家可持续发

展计划和战略进行了协作努力，并将重点放在最不发达社区。与会者强调，必须

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并跟踪落实《2030 年议程》的

进展情况，同时强调宪法保障、法律改革和发展业务方案之间的关系、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重要性、人权在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订立新的阿拉伯社会契约的

必要性。 

11. 与会者阐明了冲突如何阻碍发展，以及社会和平的缺乏如何使可持续发展特

别难以实现。讨论还谈到某些国家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调动资金

促进发展、多边主义的衰落、伙伴关系的削弱、回归保护主义以及以色列占领对

发展的不利影响等方面。 

  第二场会议。平等：政策和机会 

12. 共同空间倡议高级协调员 Omar Abdulaziz Hallaj 主持了会议，以下发言者作

了发言：黎巴嫩发展专家 Adib Nehmeh、突尼斯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兼顾问 Monia 

Ammar、约旦前社会发展部长 Reem Abu Hassan 和巴勒斯坦社会发展部长顾问

Ayman Sawalha。 

13. 发言者讨论了各级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在全球一级的国家间不平等问题，以

及在国家一级的城乡、不同年龄和社会群体与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发言

者从“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原则出发，强调了关于平等的规范框架与其实际

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强调需要将平等和权利的概念纳入当地文化，并将其固

定在法律中。还讨论了阿拉伯区域的贫穷问题，因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

口积累的总财富越来越多，伴随而来的是中产阶级的减少和贫穷的加剧。发言者

强调，必须了解贫穷的结构，并将国家政策转化为能够有效执行的方案，同时密

切注意衡量多层面贫穷指标方法的变化。他们着重指出，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办

法来衡量不平等，其依据是对从发展中受益最大的社区群体和受益最少的社区群

体进行比较，在比较时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两类群体的样本。会议讨论了平等机会

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影响，以及民间社会在使得人民的声音得到倾听和确定不平等

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各国政府积极主动保障自由的必要性。与会者讨论了本区

域各国面临的挑战以及规范、法律、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财富是

通过寻租方式进行分配，而不是通过投资于对经济产生附加值的生产性项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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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要求对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进行审视。冲突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对发展

的拖累效应也得到了提及。突尼斯和约旦举例说明了它们如何促进平等原则，以

及民间社会运动如何促使各自政府采取法律步骤减少不平等。 

  第三场会议。包容：政策和机会 

14. 开罗美利坚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 Hania Sholkamy 主持会议，以下与会者

参加了会议：伊拉克规划部减贫战略执行局局长 Najla Ali Murad、摩洛哥国家统

计和应用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Abdulkhaleq Touhami、突尼斯地方事务和环境部主任

Lotfi Ben Said 和约旦残疾人权利高级理事会秘书长 Mohannad Al Azzeh。 

15. 发言者讨论了包容概念以及如何实现包容。他们指出，阿拉伯区域在接受多

样性方面面临特殊挑战，特别是在代表性方面，他们强调，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

好办法是包容。会议评估了与实现经济包容和消除贫穷有关的国家计划和经验，

并强调特别需要解决消除贫穷和减少不平等举措所产生的业务问题。与会者认为，

目标确定、执行手段和治理是这类举措的主要挑战。会上还讨论了将权力下放作

为实现包容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边缘化地区。关于纳入残疾人(阿拉伯国家一个

庞大的边缘化群体)的问题，与会者强调了在决策中消除陈规定型观念的必要性。

讨论涉及本区域实现包容所面临的障碍，例如在重新分配增长惠益方面的政策缺

陷：由于缺乏以人权为本的方法来分配增长成果，增长成果几乎没有惠及穷人。

然而，只关注包容的经济方面而不涉及社会和人权方面，同样是有问题的。包容

不仅是分配问题，还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入社会。 

  第四场会议。增强权能：政策和机会 

16. 突尼斯阿拉伯妇女培训和研究中心主任 Atidel Mejbri 主持了会议，以下与会

者参加了会议：也门教育部长 Abdullah Lamlas、也门年轻学员 Manar Zgheir、埃

及教育促进者和倡导者 Nabila Youssef 和突尼斯国家青年观察站主任 Foued Aouni。 

17. 与会者集中讨论了阿拉伯区域的赋权概念，并强调教育、就业和参与是其中

的关键组成部分。发言者强调必须增强年轻人的权能，以解决影响他们的问题并

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在该区域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而且与其他区域相比，

是占比最大的。然而，这一人口群体受到普遍失业和贫穷的困扰，与政府官员沟

通甚少、也不信任政府官员，而且得不到适当的媒体指导。鉴于年轻人具有创新

和推动社会积极变革的能力，他们代表着潜在的人口红利，但他们面临着政治、

社会、经济和文化障碍，如失业、高辍学率、经济机会方面的区域差异、面临的

多种文化模式以及非正常移民等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出现，这些都充满了危险。 

18. 在这方面，与会者审查了埃及和也门的国家和地方经验、冲突国家在教育连

续性方面面临的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发展优先事项。会议还审查了技术为提

高识字率、促进成人学习和接触边缘化群体提供的机会。与会者强调，必须在年

轻人中培养一种发展文化，将他们融入经济、社会和政治，从而发挥他们的最大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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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讨论：从自愿国别评估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19. 黎巴嫩发展专家 Adib Nehmeh 主持了会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间

顾问 Saras Jagwanth 和西亚经社会 2030 年议程股 Hania Sabbid in Dimassi 在会上

作了发言。以下人士也在会上发了言：卡塔尔外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Tariq Al-

Ansari、沙特阿拉伯经济和计划部 Samaher Al Shelali、阿曼最高规划委员会发展

规划主任 Intissar Alwahaibi、约旦劳工部秘书长 Ziad Obeidat、埃及规划、监测和

行政改革部主管规划事务副部长 Ahmad Kamaly 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规划和国

际合作委员会副主席 Fadlala Garzaldeen。 

20. 与会者一致认为，自愿国别评估的筹备工作与落实《2030 年议程》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评估的目的不应仅限于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筹备和论坛上的发言，而

应促进就国家一级的发展机会和挑战进行真正和公开的辩论。讨论围绕提交初次

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之后的各个阶段、评估过程期间和之后将出现的各种最佳做法

展开，重点是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以及本区域关于如何开展评估的机构指导方

针。各国代表概述了在筹备自愿评估方面的国家经验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面临

的挑战。与会者还讨论了评估在确定发展优先事项、规划其执行和处理发展计划

不足方面的作用。他们一致认为，数据的准确性、分类和及时性是一项挑战，并

一致认为，必须建设收集和使用数据的能力。他们还讨论了自愿国别评估报告所

确定的挑战，例如，如何使国家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如何确定针对

发展的预算拨款，如何处理人口稳定增长对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影响以及战争和冲

突对发展努力的影响。 

  第五场会议。增强人民权能，确保包容和平等，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利用好执行

手段 

21. 埃及舆论研究中心(Baseera)首席执行官 Magued Osman 主持了会议，以下人

士参加了会议：毛里塔尼亚内政和权力下放部地方政府总局信息专家 Hamza Ould 

Bakar、约旦金融和反腐败专家 Kinda Hattar 和科威特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因特网

治理论坛战略专家 Qusai Al Shatti。 

22. 与会者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问题，他们指出，本地化对于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的原则至关重要，并侧重于地方一级的治理。他们了解了毛里塔尼

亚的经验，毛里塔尼亚建立了让地方政府和市议会参与落实和评估《2030 年议程》

执行情况的机制。他们讨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用性有关的挑战以及向数字经济过渡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实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平等方面(目标 8)。进一步的辩论主题包括预期加快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速度，利用技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目标 5)，以及技术作

为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打破地域障碍和增强妇女、年轻人和残疾人权能的工具

的作用。关于发展融资，发言者们指出，巨额国防开支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

与会者还指出，打击腐败所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完全弥补该区域发展融资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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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场会议。可持续发展区域筹备协商：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和

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成果信息 

23. 西亚经社会 2030 年议程股股长 Karima El Korri 主持了会议，会上评估了为

筹备 2019 年阿拉伯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而举行的历次区域协商所产生的关

键区域信息。贝鲁特阿拉伯银行联盟研究部主任 Ali Awdeh 介绍了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可持续发展融资：遏制非法资金流动”国际会议的结论。埃及开罗

年轻人同伴教育电子资源网络的 Hager Ebaid 介绍了 2018 年 12 月举行的阿拉

伯区域青年论坛的结果。突尼斯议员 Leila Ould Ali 介绍了 2019 年 1 月举行的

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阿拉伯区域议会论坛的结论。巴勒斯坦国环

境事务部规划和政策司长 Zaghloul Samhan 介绍了 2019 年 2 月为筹备 2019 年

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而举行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区域

协商的结果。科威特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因特网治理论坛战略专家 Qusai Al 

Shatti 介绍了 2019 年 3 月举行的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第二届阿拉伯高级别论坛的结论。阿拉伯国家联盟高级专家 Hammou 

Laamrani 介绍了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气候

变化问题区域协商的结果。最后，阿拉伯非政府组织发展网络执行主任 Ziad 

Abdel Samad 报告了在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召开之前在 2019

年 4 月举行的民间社会组织论坛的主要结论。 

  第七场会议。区域和全球背景下的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 

24. 西亚经社会 2030 年议程股可持续发展干事 Maisaa Youssef 主持会议，与会

者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不限成员工作组前成员 Mohammed Khalil 和伊斯兰开

发银行气候变化部主任 Ahmad Al Qabbany。 

25. 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机会，以研究论坛的信息及其作为参与推动可持续发

展的各集团的首要区域工具的地位，并在区域各国以及在论坛工作的区域和国际

机构筹备 2019年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政治论坛时，对近期和中期进行一次展望。

会议重申需要在一个全面框架内审议论坛的信息，因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

实现可持续发展超出了《2030 年议程》的范围。与会者指出，某一国家内部的不

平等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经济制度有着广泛的相似之

处，而且贫困的程度普遍上升。经济和体制改革及多样化至关重要，必须利用数

字革命在国家一级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鼓励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并制定具有

经济增值组成部分的计划，以吸引发展筹资。会议还讨论了《2030 年议程》与关

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之间的联系。 

26. 论坛最后由 Maisaa Youssef 总结了与会者在这三天里得出的主要结论和所传

达的信息。在随后的一般性讨论中，与会者对国家和区域两级的一系列想法和措

施表达了共识，他们认为这些想法和措施有助于按照《2030 年议程》执行国家可

持续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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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别会议 

27. 根据大会关于全球一级后续落实和评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299

号决议，举行了 9 次特别会议，以更深入地审查若干目标和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 包容、赋权和平等是实现和平与发展之路(由西亚经社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

发署)主持) 

28. 西亚经社会新问题和与冲突相关问题司治理与建设和平区域顾问 Karam 

Karam 主持了会议，以下与会者参加了会议：共同空间倡议高级协调员 Omar 

Abdulaziz Hallaj；巴勒斯坦比尔宰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Eileen Kuttab；美利坚合

众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Jonathan Moyer；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国家科学区域局局长 Ghaith Fariz。 

29. 讨论嘉宾讨论了建设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缺乏包容性、赋权和平等如何

助长冲突；冲突和占领对实现这三项原则的影响。他们概述了以色列占领造成的

巴勒斯坦发展的严峻现实，强调以色列的占领应对阻碍巴勒斯坦人的可持续发展

负责。他们还讨论了也门冲突后所有发展指标急剧下降的问题；在一些领域，该

国甚至落后于发生敌对行动前的水平。解决这一局势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结合经济

刺激和机构保护的国内和平进程。对于叙利亚，讨论嘉宾着重讨论了冲突，这场

冲突使所有方面都处于危险状态，各级权利都付之阙如，造成流离失所问题，并

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贫穷。他们指出，某些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及其对来源可

疑的外部资金的依赖加深了这场危机。反过来，也出现了可能的解决办法，例如

利用科学外交将可持续发展主题纳入冲突局势中的对话。 

 二. 推动阿拉伯区域的气候行动(由西亚经社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主持) 

30. 西亚经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司长 Roula Majdalani 主持会议，与会者有：阿拉

伯气候变化谈判小组主席 Ayman Shasly；黎巴嫩阿拉伯团结研究中心主任 Luna 

Abu Swairah；瑞典驻约旦大使馆中东和北非区域发展合作主任 Peter Lundberg；

巴勒斯坦国家灾难风险管理中心主任 Mohamed Odeh Qasrawi；摩洛哥妇女促进

发展和旅游协会主席 Samia El Baouchi；阿拉伯国家联盟环境、住房和水资源司

长 Djamel Eddine Djaballah。 

31. 本会议分为两个专题小组讨论会。首先，在为气候行动奠定基础方面，审查

了区域和国际上对气候问题的立场。与会者强调，推进阿拉伯区域的气候行动将

需要区域一体化和国家机构之间更密切的联系。与会者还强调指出，气候适应措

施是该区域的一个优先事项，对于易受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破坏性影响的脆

弱社区尤其如此。第二个小组讨论的与会者回顾了巴勒斯坦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

轻其影响方面的经验，以及民间社会在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在这方面做

更多工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强调，区域一体化和合作是分担应对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和相关挑战的负担的关键。 

  

https://undocs.org/A/RES/70/299
https://undocs.org/A/RES/7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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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确保阿拉伯区域青少年和年轻人进行可持续和大规模的参与：互动对话(由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主持) 

32. 黎巴嫩 NETMED 青年网记者 Leticia Haddad 主持会议，与会者有：秘书长

青年问题特使贾亚特玛·维克勒马纳亚克(通过视频链路与会)；突尼斯管理和社

会稳定协会项目经理 Abdelaziz Bouslah；黎巴嫩伊斯兰大学法律系本科生

Mohammad Makki Kalaaji；埃及阿拉伯区域青年论坛代表 Hager Ebaid；突尼斯青

年事务和体育部国家青年观察站主任 Foued Aouni。 

33. 讨论的重点是青年人的观点和见解，以及他们在作出将会在当下和未来对他

们产生影响的决定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与会者讨论了可在国家和区域两级采取

的一系列可能的举措，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参与渠道。讨论嘉宾强调有必要建立

一个法律框架，通过让青年人参与各个发展领域并确保他们参与决策进程来促进

投资，例如联合国青年战略(青年 2030)，该战略旨在增强青年人的权能，使其成

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并培育其潜力，以及人口基金的 Y-PEER 教育网络，这是一

项全面的同伴学习倡议，旨在促进青年人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能够作出

负责任的决定。他们还强调，必须增强阿拉伯区域青年的权能，让他们参与国家

进程的设计，通过使他们负责任和独立而使得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促进他们的社

会和政治参与，设计与他们互动和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创新方法，并优先考虑被边

缘化的青年。他们还强调，需要收集具体数据，并对阿拉伯区域的青年人进行调

查，以准确地反映他们的需要。 

 四. 工作的未来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阿拉伯国家的孕产、工作和护理经济(由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主持) 

34. 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区域办事处性别平等和不歧视问题区域顾问 Frida Khan

主持了会议，与会者有：西亚经社会妇女中心主任 Mehrinaz El Awady；妇女署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主任 Mohammad Naciri；黎巴嫩青年和妇女社会和经济赋权国务

部长 Violette Safadi；开罗大学经济和政治科学系统计学教授、埃及舆论研究中心

(Baseera)首席执行官兼常务董事 Magued Osman；旁遮普省政府妇女发展司秘书

Irum Boukhari；约旦社会保障公司性别和社会研究部长 Rana Musleh；劳工组织

副总干事 Greg Vines。 

35. 发言者提出，技术发展、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劳动力市场

变化将促使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方面，但同时

也会摧毁许多现有的工作类别。与会者讨论了这些变化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讨论嘉宾说，护理工的强有力职业结构可以使妇女得以参与经济活动，为

国民经济和发展进程作出贡献。为了利用新机会，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都需要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各国政府必须保障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和网上的权利，建设她们

的能力，并向社会各阶层提供获得技术的机会。讨论嘉宾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和

劳工组织的建议必须与最低六个月的建议全母乳喂养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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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关于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的区域协商(由联合国

志愿人员方案和西亚经社会主持) 

36. 会议由巴勒斯坦总理办公室主任 Mahmoud Ataya 担任主席，并由阿拉伯非政

府组织发展网络执行主任 Ziad Abdel Samad 主持。西亚经社会社会发展司长

Frederico Neto 和志愿人员方案阿拉伯国家、欧洲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主管

Jason Pronyk 致开幕词。讨论嘉宾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秘

书长特使谢哈·希萨·萨尼；志愿人员方案志愿咨询事务主管 Emma Morley；摩

洛哥青年和体育部财政监察局秘书长兼特派团团长 Nadia Ben Ali；劳工组织阿拉

伯国家区域办事处区域劳工统计师 Nader Keyrouz。 

37. 与会者审查了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发表的关于联合国西亚区域行动计划的

综合报告，并强调志愿服务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阿拉伯区

域，那里的志愿人员大多是青年男女。他们讨论了志愿工作所涉及的挑战，如保

障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工作的志愿人员的廉正和公信力，避免他们受到雇主剥削

的风险，以及确保他们以预期的方式受益于其志愿服务经验。与会者审查了各国

政府建立志愿服务制度的经验，并根据劳工组织目前在一些国家进行测试的评估

指南，讨论了评估这些制度的方法。讨论嘉宾强调，阿拉伯国家应分享志愿服务

方面的经验，并在 2020 年全球技术会议之前就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行动计划进行协商。 

 六. 重新思考阿拉伯国家的不平等问题(由西亚经社会和开发署主持) 

38. 埃及规划、监测和行政改革部长 Hala El Saeed 主持会议。讨论嘉宾有：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教授Paul Makdisi；西亚经社会经济发展和贫穷科科长Khalid 

Abu-Ismail；西亚经社会司法科科长 Oussama Safa；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副处

长 Thangavel Palanivel；该处首席统计师 Milorad Kovačević。参加讨论的有：经济

研究论坛执行董事 Ibrahim Badawi；开罗美国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Sherine Shawky；

伊拉克减贫战略执行局总干事 Najla Ali Murad。 

39. 与会者审查了将由经济研究论坛和西亚经社会发布的题为“反思阿拉伯国家

的多层面不平等”的联合报告的主要信息，以及开发署 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关

于人类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的初步结论。与会者讨论了关于本区域普遍存在的卫

生和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各项研究的一致程度，以及如何应对该区域和广大世界所

面临的挑战。他们强调，必须确保在促进全民教育时实现更大的平等，并将 5 岁

以下儿童的学前教育纳入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因为这种教育费用高昂，而且是今

后学习的重要基础。与会者还强调，有必要审查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在保健和公

共服务费用方面的巨大差异。 

 七. 通过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包容型社会保障，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凝聚力(由

开发署和劳工组织主持) 

40. 巴斯大学社会和政治高等教育学院教授 Rana Jawad 主持会议。开发署阿拉

伯国家局负责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成长和发展的区域群组组长Nathalie Bouché

和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区域办事处高级社会保护专家 Luca Pellerano 作了主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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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讨论嘉宾包括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 Richard Kouyoumkin；伊拉克规划部减贫

战略执行局总干事 Najla Ali Murad；巴勒斯坦社会发展部长顾问 Ayman Sawalha；

约旦社会保险机构总干事 Hazim Rahahleh；苏丹对外筹措总干事 Musa Makin 

Kabashi。 

41. 讨论嘉宾概述了各自国家的社会保护制度，以及本国政府在被占领、卷入冲

突或承受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压力的情况下在提供具备包容性和公平的社会保护

服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与会者回顾了约旦和黎巴嫩的情况，他们指出，这两个

国家承受了叙利亚人过去几年来流离失所和巴勒斯坦难民多年来的存在所造成

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这给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保护制度和方案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并促使对有关立法进行了审查。会上还审查了巴勒斯坦的经验，并指出占领削弱

了国家提供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社会服务的能力。在伊拉克和苏丹，冲突促使贫

穷率迅速增长，导致需要为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制定优先社会保护方案，这给现有

的社会保护方案和资金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与会者强调，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必

须在支持社会保护制度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八. 增进伙伴关系，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政策和战略的一致性(由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主持) 

42.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阿拉伯国家区域办事处主任 Sujit Mohanty 主持

了会议，负责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水鸟真美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

本会议分为两个专题小组讨论会。第一个小组讨论利益攸关方在政策一致性方面

的作用，与会者有：阿拉伯国家联盟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主任 Nada El Agizy；

巴勒斯坦国家灾难风险管理中心主任 Mohamed Odeh Qasrawi；突尼斯地方事务

和环境部副司长 Hazar Belli Abdelkefi。第二个小组讨论各国政府为确保采取全社

会办法实现政策协调一致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与会者有：阿拉伯减少

灾害风险民间社会组织小组协调员 Emad Adly；阿拉伯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小组灾害风险问题代表 Heba al-Hariry；黎巴嫩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科学和技术咨

询小组组长 Chadi Abdallah。 

43. 第一个小组审查了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和措施，并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角度

讨论了伙伴关系在成功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还讨论了

巴勒斯坦和突尼斯的国家经验。在第二个专题小组讨论中，发言者审议了民间社

会组织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鼓励各国政府改进协调与合作、数

据收集方法以及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对话的必要性，以期将包容性和平等置于减灾

战略的核心。他们还审查了研究中心在数据收集以及与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合作

的作用。 

 九.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包容(由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主持) 

44. 西亚经社会事务干事 Rouba Arja 主持了会议。讨论嘉宾有：妇女署男女促进

性别平等方案区域主管 Rasha Abouelazm；妇女署区域妇女政治参与顾问 Simone 

Ellis Oluoch-Olunya；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家残疾人中心主任 Khalid Ben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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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委员会(议会)成员兼残疾儿童早期干预中心首席执行官 Sabah al-Bahlani；残

疾人艺术家和倡导者 Safiya al-Bahlani；埃及国家残疾人事务委员会前秘书长、议

员 Heba Hagraass；西亚经社会发展司协理社会事务干事 Angela Zettler。 

45. 小组讨论了面临排斥风险的某些群体所遇到的障碍，以及将这些群体纳入可

持续发展所有领域的相关挑战。会上还介绍了确保残疾人充分享有其参与可持续

发展并从中受益的权利的战略和最佳做法。讨论转向确保将这类群体纳入所有社

会的联合国方案和战略，例如：一项关于男子气概的项目，该项目处理妇女和男

子的角色，特别是在家庭中的角色，并包括残疾人；联合国残疾人包容战略；残

疾妇女和女童战略，这是此类战略中的第一个。该小组的结论是，尽管取得了这

些成就，但仍可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将残疾人纳入工作场所，并通过允许他们

远程工作、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为他们提供工作所需的必要技术工具和机制并通

过法律将他们包括在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社会少数群体，从而为他们创造一个有

利的环境。 

 D. 闭幕会议 

46. El Korri 女士致论坛闭幕辞，申明西亚经社会对参与性办法的承诺对论坛的

成功至关重要。所有与会者都参与了起草要提交给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

坛的最终版关键信息。 

 三. 与会者 

47. 300 多名与会者出席了论坛，其中包括各组织机构的代表，即西亚经社会、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阿拉伯区域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区域协调机制

成员)、高级别政府代表、议员、民间社会、智库、私营部门、区域和阿拉伯组织、

主要团体、阿拉伯区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机构和投资基金的代表，以及一些媒体

机构的记者。 

48. 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代表有常务副秘书长和下列机构的代表：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妇女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国际移民组织

(移民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联合国减少灾害风

险办公室、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项目署)，联合国志愿人员

方案和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 

49. 来自 15 个阿拉伯国家的 70 多名特使出席了论坛，他们代表了埃及、伊拉

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国、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的各部委和可持

续发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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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筹备

会议成果文件 

第二个阿拉伯可持续发展周：采取行动，2018 年 11 月(http://www.lasportal.org/ 

ar/Sectors/Dep/Pages/DepVersionsDetails.aspx?ReqID=355&RID=74&SID=1) 

第一次可持续发展筹资大会，2018 年 11 月(https://www.unescwa.org/sites/ 

ww w. une scw a .o rg / f i l e s / e ven t s / f i l e s / con fe r e nce_ r epo r t_ a r ab i c .pd f ) 

阿拉伯地区青年论坛，2018 年 12 月(https://arabstates.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 

pub-df/Ar%20Reg%20Youth%20Forum2018_final%20for%20web%205-3-2019.pdf) 

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阿拉伯区域议会论坛，2019 年 1 月

(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events/files/report-parliamentary-

forum-sdgs.pdf) 

为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举办的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

的区域协商，2019 年 2 月(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 

events/files/outcome_document-env_a.pdf) 

关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阿拉伯高级别论坛，2019 年

3月(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events/files/bayan_khitami.pdf) 

为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和高级别政治论坛举办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区域

协商，2019年 2月(https://www.unescwa.org/sites/www.unescwa.org/files/events/files/ 

climate_change_consultation-outcome_document-arabic.pdf) 

2019 年阿拉伯可持续发展论坛之前的第二次区域民间社会论坛，2019 年 4 月

(ht tp: / /www.annd.org/data/f i le /f i les /Outcome%20document_draft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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