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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建模       

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概述了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万象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

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建模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的成果和政策讨论。在这次讲习

班上，成员国要求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继续推动区域合作，推进建

模框架的制定工作，用以评估相关政策对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协调

本区域开展工作，提高相关国家机构的有关能力。与会者确认，丰富多彩的

讨论和经验交流将有助于利用区域伙伴关系制订目标建模框架，用以支持亚

太地区有效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与会者在其结论中提到，需要改进各相关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增加数

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他们还建议最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应加强合作，并与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部行为者加强合作，以制订和统一目标建模框架，并在

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决策进程中，采用一体化的做法。 

经社会不妨就本文所载的建议以及任何涉及进一步开发目标建模工具并

将其纳入主流以及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决策进程中采用一体化做法事宜，

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一．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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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在 2015 年 9 月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其第 72/6 号决议中启动了一个进程，其目的是支持成

员国的努力，并加强区域合作，开发旨在对目标进行分析的一体化的做法、

模型和工具。在这项工作中，亚太经社会特别重点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国家，

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 尽管本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将《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纳

入其国家政策和建模框架，但有特殊需求的国家要提高其在这方面的能力，

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第一，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以及统计数据的

及时性和可靠性是用以整合目标不同方面的建模做法遇到的一个重大挑战。

此外，需要提高其中许多国家将这些模型纳入国家规划进程主流的能力。应

对这些挑战需要发展伙伴提供大量的支持。 

3. 亚太经社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万象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

可持续发展目标建模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这次讲习班的目的是，通过建模

框架，确定相关国家政策和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联

系及对其产生的影响。本次讲习班有 70多名参与者，包括来自亚太经社会 10

个成员国(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

尼泊尔、东帝汶、图瓦卢和瓦努阿图)政府的代表、相关联合国机构、民间社

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组织的代表。
1
 

4. 与会者对主办这次讲习班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深表谢意。 

二． 关键议题和政策讨论简介 

A． 可持续发展目标建模的关键议题 

5.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强调，要制订建模框架，决策者和专家就要有一

个合适的技术框架、及时和可靠的数据以及人力资源和财政能力，以便将这

些模型纳入主流，并维护这些模型。有人指出，在构建一个健全的建模框架

时，必须就数据观测所需的频次和模型的规模(例如，应该覆盖的部门的数

量)作出决定。也必须考虑不同部门与其政策影响之间的交叉联系，还要考虑

理想的时间跨度。此外，要在区域和全球背景下理解建模，也需要重点关注

与区域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和贸易政策有关的议题，而且也要考虑其对

收入不平等和生产性行业的影响。 

6. 讲习班参与者强调，必须把重点放在针对区域的重点工作领域，以增强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管理的了解，并为决策者构建与目标一致的模型

和政策模拟模型，提供一个同行学习平台。他们还强调指出，需要支持在与

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的领域构建与目标一致的模型，以及构建一体化的评估模

型，如全球政策联系模型、气候变化模型、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网络

优化法模型。 

                                                
1
 与这次会议有关的文件请查阅：http://www.unescap.org/events/regional-

capacity-building-workshop-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odelling-least-

developed。 

http://www.unescap.org/events/regional-capacity-building-workshop-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odelling-least-developed
http://www.unescap.org/events/regional-capacity-building-workshop-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odelling-least-developed
http://www.unescap.org/events/regional-capacity-building-workshop-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odelling-least-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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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数据管理方面着重指出的三个关键要素是：需要各指标之间的协调统

一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之间的协调统一；利用国际机构作为数据来

源；以及需要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填补缺口。关于亚太经社会的数据管理，数

据源是在国家统计局指导下负责开展编制工作的国家实体。然后将数据提供

给联合国系统的相关国际组织。亚太经社会还通过其统计数据库，提供数据

查阅的渠道，这一数据库被用来编写《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和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其前身为“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区域报告。这就需要与国家统

计局合作，向国际组织提供“官方统计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应采用国际标

准，并开发改善统计数据的能力、数据和体制机制，为制订国家优先事项提

供信息。 

8. 与会者指出，亚太经社会从 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在曼谷举行了亚洲

及太平洋宏观经济建模讲习班，以支持整合《2030 年议程》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层面。
2
  讲习班的目的是提高相关国家将社会和环境指标纳入传统的宏

观经济监测和政策分析框架的能力，推动亚太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取得进展。 

9. 与会者指出了在国家一级制订旨在整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层面的量化建模框架的重要性。提高决策者的国家建模能力非常重要，而这

需要采取多学科的做法，并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专业知识。此外，

这也需要及时提供可靠、一致和高质量的数据。 

10. 与会者进一步讨论了各种有利于处理相关政策议题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影响的建模做法。例如，他们讨论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对整合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关联性。这些模型包括可评估各种政策手

段影响可持续发展成果的模拟工具。这些模型的优点是：可在系统中同步模

拟各种因素的反馈效应，这一模型的结构往往比较直白，易于扩展。 

11. 与会者还讨论了其他建模框架的有效性，如在国家一级确定可持续发展

目标优先事项及其排序的网络优化法；分析政策变化影响福利成果的动态可

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理解区域和次区域政策冲击和传导机制的全局向量自回

归法；评估气候和资源利用效率政策的综合评估模型，其目的是更好了解如

何减少自然资源使用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2. 与会者强调，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的举办时机，对政策制定者，尤其是

对有特殊需求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正当其时，因为此时这些国家正面临

着不少的挑战和机遇。了解国家层面监测和政策模拟的最具创新的技巧和方

法，是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提高整体社会福祉的重要一步。 

13. 学员还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模举措是经社会在区域和国家层面

为有特殊需求国家群体执行《2030年议程》而制订的前瞻性战略的一部分。 

B． 政策考量及影响 

14. 与会者强调，实施《2030 年议程》为各相关国家建立一体化的国家统计

系统，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统计学家和决策者们需要与建模者更密切协

                                                
2  E/ESCAP/72/IN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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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些建模者将支持克服以下困难的努力：数据覆盖、模型的取样时间间

隔问题、现有的年度和/或更高频率的数据集的供应和不匹配问题。 

15. 与会者认识到需要各国通过其国家统计局向国际组织提供官方统计数

据。在这方面，有代表强调指出，为支持实现《2030 年议程》，需要查明并

解决数据缺口。所有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数据由国家统计机构把关放

行，从而拥有具备适当元数据并符合国际标准的一致的指标集，也非常重

要。 

16. 与会者强调指出，需要提供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以提高各相关国家

的建模能力，使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国家规划流程的主流，并制定相

关经济政策。 

17. 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政策制定者应与负责议题报告的机构开展合作。为

了确保通过建模等分析方案有效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必须

采取一些步骤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18. 与会者进一步强调指出，交流建模经验对于从现有的不同建模方法中学

习非常重要。 

三． 前进之路 

19. 讲习班参与者得出的结论认为，为了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

标有关的数据，可审议以下议题： 

(a) 各国需要改进统计，为此应设立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中心；各

国需要建立有利于支持与目标保持一致的建模方法的统计系统，以及专门负

责目标建模工作和系统整合部门政策和战略相关工作的国家委员会，以及为

针对国家的方案提供服务的国家建模方案； 

(b) 由于预计目标指标的数量将增加到 200 多个，因此需要确定优先

的指标及指标的排序，而且将其与具体统计数据挂钩； 

(c) 那些未经国家统计局把关的数据源会带来问题；国家统计局需要

将指标与适当的元数据进行核对；数据须经核对后才与国际组织共享； 

(d)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机构必须与国家统计局密切合作，编制数据

和统计数据，以制定目标建模框架； 

(e) 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捐助方和发展伙伴提供更多额外的技术援助，

以及财政和人力资源，以编制更多的数据，并有效开发目标建模框架，包括

气候变化建模。 

20. 在下列领域需要亚太经社会的支持： 

(a) 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并协助建立更好的统计信息系统； 

(b) 与相关国家统计局、规划机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中心合作，

开发诊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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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相关机制，以便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统一数据标准，以此

作为规划和决策的基础； 

(d) 协助国家统计局开展数据信息集中化和数据数字化的工作，以便

更好开展监测和审查； 

(e) 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合作，支持成员国，尤其是最不

发达国家，将数据差异降至最少，以及及时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 

(f) 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尤其是在数据收集和存储领域； 

(g) 支持开发与目标一致的模型，包括在一些领域，如宏观经济计量

建模、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网络优化模型、全局向量自回归建模和气候变

化模型； 

(h) 为开发建模框架，包括编写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和筹备讲习班，

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因为目标建模框架对本区域最不发达国家而

言，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议程； 

(i) 为政策制定者举办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能力建设培训讲习

班，帮助他们将建模框架纳入国家规划进程； 

(j) 协助各相关国家编制投入--产出表，用来建模，尤其是用来分析

与目标有关的框架。 

21. 与会者着重指出利用亚太经社会来建立一个专家网络的重要性，这一网

络由成员国专家，包括学术界、智库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专家组成，其目

的是支持国家层面的决策，帮助亚洲及太平洋落实《2030 年议程》。有代表

强调指出，成员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需要亚太经社会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帮助其创造政策空间，通过综合

建模框架，使《2030 年议程》与其具体的国情和优先事项相符，并在区域层

面推动随后的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 

22. 与会者进一步强调指出，亚太经社会应将相关决策者和专家汇聚在一

起，使相关国家机构之间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确保通过区域合作框架，使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体化框架与其国情相结合。与会者指出，丰富多彩高质量

的讨论和经验交流将进一步有助于利用区域发展伙伴关系，制定目标建模框

架，从而在亚太区域有效落实变革性的《2030年议程》。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