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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协助各国实现民强国盛的目标。作为联合国从事发展的

全球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借鉴世界各地经验，帮助中国应对自身发展挑战，同

时参与南南合作及全球发展。



2017
概览

10 个
项目

12 个
合作国家

621533 位
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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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政府部门：
商务部、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外交部、科学技

术部、其他相关部委

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非发

展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社会组织：
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非政

府组织、乐施会、比尔及梅

琳达 • 盖茨基金会、福特基

金会

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

发展知识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

技术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

发展伙伴：
英国国际发展部、

丹麦、荷兰、挪威、

澳大利亚、瑞士

媒体：
新华社、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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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BoC 中国银行

CADF 中非发展基金

CAFIC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CAITEC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CAS 中国科学院

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DB 国家开发银行

CICETE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IKD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DFID 英国国际发展部

DRC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im 中国进出口银行

MOFA 外交部

MOFCOM 商务部

MOST 科学技术部

NDRC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SASAC 

SIIS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PTV 凤凰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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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研究中心



南南合作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成为中国开

展南南合作的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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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3

三方合作

建立伙伴关系与知识交流 研究与政策对话

发展融资与商业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中国致力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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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三方合作项目

与中国援助的合作

2017 年，中国商务部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了 1700 万美元用于支持灾后

重建，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 5 个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帮助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步伐。

多米尼克

尼泊尔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项目领域：

灾后恢复重建

安提瓜和巴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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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受益人口：

3900 人

安提瓜和巴布达受益人口 :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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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中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在遭受飓风厄玛后，重建巴布达岛重点建筑物的屋顶

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中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在遭受飓风玛利亚后，重建重点建筑物的屋顶

灾情

灾情

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

90%
家庭房屋被毁

250
座建筑物维修，包括

学校、医疗机构和政府大楼

70%
建筑物严重受损或完

全损毁

2400 以及 1500

51%
建筑物的屋顶遭严重

破坏

强化建设标准，帮助修订提高抗灾性能的建筑标

准

为以下人群提供屋顶重建

人 名儿童

领域

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可持续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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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巴基斯坦

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巴基斯坦应急响应项目

联邦部落地区与俾路支省人道主义响应

灾情

应对措施

联邦部落地区与俾路支省的家庭受

到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影响

80269
名联邦部落地区居民重返家园，重建

生活

18750
名学龄儿童受益于俾路支省

重建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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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口：

14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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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口：

2487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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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尼泊尔

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尼泊尔应急项目

尼泊尔德赖地区洪灾后的早期恢复重建

灾情 应对措施

发放急需的非食物类应急

包，包括柏油帆布 / 瓦楞镀

锌铁皮、毛毯、褥子、厨房

用品和清洁灶具。

31800
个家庭在 2017 年洪灾后需

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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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口：

2250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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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孟加拉国

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孟加拉国应急响应项目

灾情

应对措施

为了解决紧急的需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了下述支持：

1）紧急避难所和家庭物资包；

2）针对妇女和女孩的应急物资包；

3）针对医务人员的应急物资包；

4）针对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的应急医疗支持。

82000
栋房屋被毁，更多建筑受损，

导致

330000
人需要援助

- 15 -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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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及驻其它各发展中国家代表处联合执行，

充分调动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与资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职责是：促

成合作、设计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管理伙伴关系及开展项目监测与评估。

南南合作 :

三方合作项目

三方项目

尼泊尔

加纳

赞比亚

马拉维

项目领域：

减贫 研究与政策 灾害风险管理

能力建设 可再生能源 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

孟加拉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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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合作伙伴

马拉维
马拉维 -中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灾害风险管理项目

2015 年洪灾之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和中国发起了小额

赠 款 计 划，为15 个易

受灾害影响的区域中的5
个提供灾害风险管理支持

5
个社区组织

4
个避难中心

1
个民防委员会

2
座堤坝

马拉维易受气候灾害影响，尤其是旱灾和洪灾 合作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马拉维灾害

管理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马

拉维代表处



受益人口：

33000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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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援助方

加纳
中国-加纳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

赞比亚
中国-赞比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三方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

加纳通电家庭的比例从 2000 年的不到 40% 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60%，目前全国有 70% 多的家庭

能用上电。但是，全国的平均数字掩盖了巨大的城市农村差异，仅有 40% 的农村家庭有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引入了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支持实现更

宏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为加纳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提高可再生能源及其生产使用的

比例。

赞比亚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连接至国家电网，仅有 3% 的农村人口可以用上电。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与赞比亚合作伙伴一起，与各利益相关方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消除使用可再生

能源技术市场障碍，促进中国和赞比亚私营部门分享知识和技术。

合作伙伴：中国科技部二十一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加纳能源

委员会、加纳能源部、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驻加纳代表处

合作伙伴：中国科技部二十一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赞比亚采

矿部、赞比亚能源与水资源发

展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赞

比亚代表处

如今70%
2010 年60%

2000 年40%

交流经验与技术

3% 的农村家庭

通电

但只有

40% 的农村家庭通电

- 21 -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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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援助方

受益人口：

73966 人

尼泊尔与孟加拉国
亚洲社区综合减灾合作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通过中国与其自然灾害频发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知

识共享和相互学习，来提高各国的抗灾能力，尤其是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项目已受益 73996 人，并具备了灾害预防、应对

和恢复的适应能力。同时，项目还促进了伙伴关系的建立，加强了社区灾

害管理的区域性合作。

合作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北

京师范大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孟加拉国代表处、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尼泊尔代表处

建设伙伴关系与区域合作

分享知识以

增强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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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口：

15000 人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
促进中亚地区综合减防灾与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帮助中亚各国减少灾害风险，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能

力。经过多年的努力，该项目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三个中亚

研究分中心，并搭建了生态环境与资源数据共享服务平台。项目对当地 53 名科研人员进行

了技术培训，中亚四国至少 15000 人从中受益。

合作伙伴：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

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的适应能力

培训53 名

当地研究人员

生态环境与资源数据共

享服务平台

领域

可持续
发展目标

援助方

3
个分中心，促进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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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 :

研究与政策对话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发展有效性向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政策意见和建议。

《与中国的三方合作：通过创新伙伴关系，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本讨论文件旨在同目前正在或计划与中国开展三方合作的国家共享信息和经验，并提供与中

国开展三方合作的双边及多边伙伴的大致情况介绍。本讨论文件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

其他发展合作伙伴的经验，分析了与同中国开展三方合作的主要共同利益、挑战和经验教训。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的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5 个系列

报告）

出资方：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

本系列的政策报告分析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可持

续发展目标背景下开展南南合作的挑战和机会。

《向国内公众传播发展合作》

出资方：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

本报告研究并比较了中国、巴西、印度、荷兰、南非、韩国、土耳其和英国等国的宣传发展合

作的方式，考察了南南合作提供方和传统发展伙伴如何向国内公众介绍国际发展合作，以及探

讨不同方式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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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公共支出分析与评估——基于河北省的研究》

出资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

研究合作伙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5 年 4 月，第一份在国家层面对中国的气候公共支出和机制进行分析与评估的报告发布。

在此基础上，今年的报告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分析。以中国河北省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政策、

机制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行动的预算。此外，本报告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公共支出的成

本和效益，重点分析了河北省去产能的举措，分析其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领域的规模

和影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 2017 年管理咨

询报告 -切实有效地沟通》

出资方：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

研究合作伙伴：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驻斯里兰卡及埃塞俄比亚代表处

本项目旨在于从各个方面支持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开展能力建设，以便更好地应对发展挑战。

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驻其他国家代表处的合作，可以

获得海外发展项目管理和宣传领域的宝贵经验。最终报告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别方案

文件成果 3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战略规划产出 7.5 的实现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南南合作提供方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

出资方：乐施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力促知识生成和传播，制定全球标准衡量国际发展中南南合作的作用，并

在南方智库网络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平台，以鼓励其参与后 2015 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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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

建立伙伴关系与知识交流
为了更好地通过援助、投资和技术转移实现发展援助的供需平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处致力于搭建平台，为中国机构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且通过开展南南合作提供方和

受援方的知识交流支持全球合作伙伴畅议（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融资与可持续发

展南南合作研讨会”

出资方：荷兰

参与国数量：20

该研讨会旨在召集中国以及相关发展中国家合作

伙伴公私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审视并促进关于加

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融资(包括绿色金融)

的具体经验、机会和挑战的讨论。研讨会重点回

顾“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资金流、国别经验以

及如何更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并通过创新方式促

进达成积极的发展成果。

“南南合作下的低碳发展及投融资解

决方案国际论坛”

出资方：熊猫绿色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国数量：24

中国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领导者的身份日益得

到认可。在 2017 年 5 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与熊猫绿色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一道呼吁开展对话，

探索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和解决方案及如何让其

他国家受益于中国的经验。对话主题的范围从中

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到能源解决方案需求以及发展

中国家的软性援助需求，同时还包括 20 多个发展

中国家各自发展融资情况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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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正在为发展领域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私营部门对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一直在同中国合作，以加强中国私营部门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提升私营部门投资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 28 -



海外可持续商业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7》

研究合作伙伴：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凤凰卫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7》具体

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在支持当地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所起的关

键作用。该报告包括了 543 份中国企业的调研问卷、38 家利益相关方的访问和 18 个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实践案例。

中非合作平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战略网络同 15 个高级别的，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合作，通过汲取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指标，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

和经济转型，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别对话与利益相关方参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缅甸发起了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东道国政府、

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媒体在内的对话，促进信息共享，在来自中国的可持续性投资的

支持下共同探索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效解决方案。

通过经济特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汲取 7 个国家（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埃塞俄比亚、

埃及和尼日利亚） 发展经济特区经验，针对经济特区运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提

供操作指南，从而促进经济特区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这些指南旨在帮助经济特区开

发商、管理者和公司在各个阶段更好地了解和实施可持续的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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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 9月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立

足古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互联互

通。

2016 年 9 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首家国际组织，与

中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的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5 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行动计划》，深化双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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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

政策支持与实证研究

•  2017 年全球治理报告（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撰写）- 将 “一带一路”倡议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对接，并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7》（与中国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联合撰

写）-分析了 500 多家中国公司的海外实践，为改善可持续投融资和商业实践献计献策。

•  《2017“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与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大学联合撰写）-首次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经济潜力进行了研究。

•  组织国别研究，聚焦中巴经济走廊，研究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可持续投融资

•  建立“一带一路”商业平台，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性。

-  同私营部门联合开展项目，例如：熊猫绿色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项目；

- 与科技部、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执行项目。

国家参与与能力建设

•  举办“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制定者培训：2017 年 6 月 28 日，首批“全球领导发展计划”

企业家代表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进行了访问。

合作伙伴与网络

•  在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同核心部委、金融机构、私营部门、主要智库、媒

体合作伙伴、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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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5月 14、15 日于北京举办的首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签署《共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计划》，深化双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该行动计划是双方于2016年 9月第71次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的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 古特雷斯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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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高峰论坛上的全面参与：
政策建言：

知识产品： 伙伴关系建设：

•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泰格艾格

奈瓦克 • 盖图在论坛上发布第三期全球治理报告。

•  第三期全球治理报告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积极结合，以最大程度地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

影响力。

•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

太局局长徐浩良在论坛政策协调会议上发表讲话。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联合声明，

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双方在共建“一带一

路”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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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7》明确了可持续  

商业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的关键作用。



全球治理倡议
当前的全球秩序正同时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全球权力转移的管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安全，以及以合法、

负责任的方式来为全球最受这些挑战影响的公民提供解决方案等。为了助力全球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处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自 2012 年起共同发起了全球治理倡议。该倡议是一个双年度倡议，每个周期都包括

一个高级别政策论坛和一份政策报告。截至2017年9月，已经开展了三次高级别政策论坛（2012、2014和2016年），

并发布了三份旗舰报告（2013、2015 和 2017 年），汇总并深入分析了各论坛上的主要观点。

全球经济治理平衡：中国与 20 国集团在后 2015 时代面临的机遇

第二届全球治理论坛和第二期全球治理报告旨在助力中国在后 2015 全球发展议程中的

贡献，其中包括在 20 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推动 20 国集团行动计划的通过，以进

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等。

重构全球治理：有效性、包容性以及中国的全球角色

首届全球治理论坛和首期全球治理报告致力于阐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

事务参与者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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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变革全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届全球治理论坛与第三期全球治理报告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对接。

2017 年全球治理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变革全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合作伙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第三期全球治理报告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推动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的全球治理议程。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与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促进地区繁荣。

其他全球参与

2017 年波恩气候变化大会

•  通过融资、技术协助和政策对话等方式，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积极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参加了 2017 年波恩气候变化

大会，分享了中国碳市场的最佳实践。

大图们江倡议（GTI）

•  “大图们江倡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是东北亚地

区唯一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四个成员国分别为：中国、

蒙古、韩国和俄罗斯。

• 使命：

- 促进互利、增进理解

- 加强经济与技术合作

-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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