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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04 年 4 月 14 日至 30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 

2004-2005 年执行周期的一组主题：水、环境卫生和人类住区 
 
 

 

  2004 年 4 月 1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4 年 2 月 25 日和 26 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联合

国亚太领袖论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上通过的《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香港宣

言》全文（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

文件分发为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王光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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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香港宣言 
 
 

1. 我们，国家和地方政府、社区团体、科学界、专业机构、工商业以及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在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亚洲领袖论坛上会聚一堂，重

申我们致力于《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和《约翰内斯堡

执行计划》所载的各项目标、指标和建议。 

2. 我们清楚意识到，世界上有近 10 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其中 5.5 亿人在亚

洲。我们再次表示决心使世界上至少 1 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重大改善，这是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重申的一项千年发展目标。 

3. 我们深信，可持续发展是亚太区域和整个世界城市未来的关键。在今后几十

年中，人口增长将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在亚太区域，这里将有世界上三

分之二的特大城市。我们强调，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团体、工商业

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必须加倍努力，迎接日益加深的城市化趋势所带来的越来越多

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 

4. 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城市既面对挑战，也面对机遇。城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是商业、工业、金融、文化、交通和通讯的枢纽，有潜力将农村和城市

所有地区以及社会各阶层结合成一股有利于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和城市

化的生产力。 

5. 我们听取了本区域城市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层面过程中

发挥领导作用的可喜事例。因此，我们深信，需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作，包括各

项能力发展倡议，并鼓励亚太区域城市之间交流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强调

城市网络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以及本区域新网络联系机会的潜力。 

6. 通过侧重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城市和区域规划并确定新机制来执行可持续发

展措施，我们商定了以下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我们都相信，这些措施和行动

若能以伙伴关系包括城市间伙伴关系的精神，并通过参与式办法加以执行，将使

我们在通向可持续未来的共同道路上前进。 

  领导作用与城市治理  
 

7. 作为文明的中心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城市往往是人类创造力和能量的汇集

地。我们要求实施一种长期的可持续城市构想，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要

相结合，并将公民生计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利用现有最佳

科学知识和信息进行综合城市和区域规划的重要作用。 

8. 我们强调社区从事和参与地方一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适当

的城市治理对城市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我们确认需要寻找合适的手段，使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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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国家的条件下有能力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挑战，包括通过能力发

展。我们认为，要迎接各种持续发展挑战，地方政府就必须重新界定其作用，办

法是提供有利的地方环境，提倡城市管理方面的道德行为、透明度和问责制，打

击腐败并鼓励公民参加政策讨论、决策和实施，此外通过教育来提高对可持续发

展的认识，同时要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们强调，一套行之有效的法

律制度是城市有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公民参与的坚实基础。 

9. 我们确认人民是发展的中心。我们要求在建设可持续城市方面再次强调需要

地方领导，特别是强调应赋予妇女权力和增强妇女在地方领导中的作用。我们还

吁请各城市让青年和老年人参加可持续发展方案与活动。 

10. 我们意识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和禽流感对亚太城市的影响，因此强调

公共保健系统对本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强调必须拟订灾害管理战

略，以应付人为和自然灾害。我们还确认，亚太城市容易受到有害气候变化的长

期影响，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拟订区域和地方调整和缓解计划与战略。 

11. 可持续的城市可以建立采购伙伴关系，为诸如油电混合和燃料电池公共汽

车、光伏系统和废水处理系统等革新技术创造经济规模。 

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 

12. 同许多其他区域一样，亚太地区的城市是国家经济的神经中枢，也是经济差

别巨大和贫穷失业集中的地方。我们要求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正规和非正规部门

的增长，并为穷人和弱势群体落实就业战略。 

13. 亚太区域丰富多样的经验为如何激励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榜样。我们

要求本区域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当局交流经验、最佳做法和心得，并确定影响进步

的障碍和制约因素，从而加强协作。我们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合作，酌情发起政

策改革并使其具体面向消除影响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障碍。 

14. 我们吁请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国际支持下共同努力，在诸如电力、运输和通讯，

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以及在金融和技术服务及人力资源方面，改进可持

续经济增长所需的基础结构。在这方面，我们着重指出，城市间合作与协作，特

别是在具有区域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此种合作与协作，可以起到潜在的促

进作用。 

15. 我们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开发、改造和采用先进且适用的技术，

包括无害环境的技术，为更有效的自然资源利用、更可持续的工业做法以及新的

就业来源提供新的机会。 

16. 我们吁请国际社会推动并便利无害环境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让，以支持地方

政府执行可持续城市发展计划与战略。我们还敦促国际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

政支助，以期除其他外协助这些国家的城市实现其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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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们强调必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挖掘城市经济潜力和创造创收机会，此

外必须确立利益有关者参与过程，以便使社区价值观念和利益除其他外能反映于

规划和实施之中，同时也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们鼓励地方政府根据

当地的具体需要和条件，制定政策框架，以此加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并便利投

资和企业扩展，包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生态科学和工业园。 

18. 我们要求加大促进中小企业的力度，办法是采用适当、优惠的财政和金融奖

励办法，以及提供这类企业目前无法得到的技术支助服务。我们敦促地方政府和

地方当局作出连贯一致的努力，协助非正规部门企业，并逐渐将其纳入正规经济。 

为城市住房和土地使用规划一个更好的环境 

19. 亚太区域的城市人口总数有 14 亿，预期到 2020 年会增至 20 亿，因此各城

市必须妥善应付为人人提供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的艰巨挑战。我们重申，每个

人都有权获得适当的住房，这对保障适当的生活水平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吁请国

家和地方政府为法律保障地权，平等获取土地，以及有效保护免受违法强迫驱逐，

作出规定。 

20. 我们强调，需要使城市住房与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及其他有关政策相结

合，并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工商业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及其他利益有关

者参与努力实现可持续的人类住区。我们强调指出社区参与和讨论在规划过程中

的重要性。 

21. 我们吁请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确保在住房政策中特别照顾和保护妇

女、儿童、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我们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各级采取具体步

骤，确保残疾人可以进出公共建筑和设施、公共住房和公共交通系统。 

22. 我们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土地使用、城市规划和管理采取统筹办法，同时

考虑到住房需要、穷人和弱势者的交通便利、就业机会、环境条件和社区设施。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23.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不仅包括提供现代能源服务、交通、安全饮水和污水

处理，而且还包括保健、教育及其他基本服务——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项基本

责任。我们吁请包括地方当局在内的各级政府采取统筹办法，向所有人提供基本

社会服务，同时考虑到水、卫生和健康之间以及城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

联系。 

24. 我们强调接受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重要性。我们确认教育对实现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向知识经济过渡过程中。同时，我们强调需

要确保社会包容性并致力于技术提升和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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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们充分认识到急需处理本区域空气和水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及其对公众

健康的影响。我们承诺开展区域和全球合作，有效地处理任何新出现的其他公众

健康挑战。 

26. 我们还强调必须确保土地使用规划和住房政策，包括贫民窟改造政策，与水、

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和教育政策协调一致，以确保采取统筹连贯的办法，向所

有人，特别是向穷人和弱势群体适当地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27. 我们鼓励国家和地方政府增进同民间社会、社区团体、工商业和其他利益有

关者的伙伴关系，以协助他们根据其国家和地方的具体情况，为提供可靠、负担

得起、经济上可行的基本社会服务作出贡献。 

增强机动性 

28. 城市交通是亚太区域地方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交通部门对能源消费、

土地使用、污染、经济增长、机动性和生活质量具有重大影响。我们敦促本区域

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综合的交通和用地政策，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及经济活动的整

体范围内处理交通方面的优先事项，同时考虑到缩短旅行距离和减少旅行需求的

潜力。 

29. 实施可持续城市交通的时候必须首先处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和经济边

缘化问题。我们强调必须充分解决贫民窟居民的需要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和

残疾者的特殊需要。 

30. 我们鼓励国家和地方政府同时并用各种减少能源消费和消极环境影响的交

通方式，包括步行、骑自行车、公共交通系统和私人车辆，同时通过在适当管制

和奖励政策支持下开发和采用无害环境技术等办法，改善所有人的无阻碍通行。 

旅游业与文化遗产 

31. 亚太区域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游客日渐增多的全球性旅游目的地。

旅游业已成为许多城市的一个重要商业部门和收入来源。我们鼓励国家和地方政

府通过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提高认识活动，突显这种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以此促

进可持续旅游业，保护本区域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增进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 

32. 我们敦促国家和地方政府维护并保存本区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多样性及遗

产，包括其无形遗产。我们强调，急需通过适当的法律框架以及为保存和恢复活

动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来保护历史性城市住区和景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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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们吁请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规划和执行两个阶段都将遗产保护、保存和恢复

纳入目前和未来的城市发展。我们强调，城市的文化特性不仅是一种具有重大文

化和经济意义的国家资产，而且也是各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4. 我们吁请并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遗产保护采取一种整体办法，把保存活动

与城市发展和旅游业相结合，并支持促进复兴和保存古居民区和场址的公共和私

人倡议与行动，同时创造就业和服务及创收机会。 

 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论坛，并感谢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人民对所有与会者的款待和热情欢迎。最后，

我们保证采取坚定一致的行动，确保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所有城市都享有可持

续的未来。 

 

       2004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亚洲和太平洋 
       领袖论坛上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