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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砥砺前行

131. 我们的共同议程旨在继续履行《联合国宪章》
的承诺。本报告提出了团结与国际合作的愿景，使
我们迈上为实现更绿色、更安全、更美好的未来取
得突破的道路，让我们从崩溃的边缘悬崖勒马。本
愿景发展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也
是对该宣言的回应。在该宣言中，会员国作出了12
项至关重要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保护我
们的地球；促进和平，防止冲突；遵守国际法，确保
维护正义；把妇女和女童放在中心位置；建立信任；
加强数字合作；对联合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可持
续融资；促进伙伴关系；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青年

合作；为应对今后的危机(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
危机)作好准备。会员国还强调，联合国应在履行
这些承诺的工作中起核心作用，指出没有任何其他
组织拥有联合国的合法性、召集力和制定规范的影
响力。我们的共同议程旨在通过紧迫、变革性和填
补严重缺口的行动，推进《宣言》的12个主题。报告
强调需要采取强有力行动，执行《2030年议程》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履行对气候和人权的其他重要承
诺。我期待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
就本报告中反映的构想采取行动。

https://undocs.org/z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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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我们的共同议程的 
协商进程

早餐对话和其他场合直接听取了一些思想领袖的
意见。

4. 我坚信青年应成为自己未来的设计者，因此，我
为青年思想领袖和领导者专门提供了献计献策的机
会。一群联合国基金会下一代研究员在我的青年问
题特使指导下，在七十五周年期间与青年进行的协
商基础上再接再厉，通过“头脑大风暴”召集了一
系列关于专题优先事项的行动小组，并与以前未
曾参与联合国活动的青年举行了国别对话。这些
研究员与世界各地青年领导的网络和组织密切合
作，并与决策者进行了代际对话。他们的工作为我
关于青年和子孙后代的建议提供了依据。他们还
在题为“我们的未来议程”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
愿景、想法和建议。 

5. 根据更加网络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愿景，
并依照《联合国宪章》，我还与“我联合国人民”进
行了广泛协商，包括与民间社会、议员、智库、私营
部门、国家以下各级领导人和城市网络、代表性不
足的群体以及其他非政府伙伴进行协商。联合国
基金会和伊加拉佩研究所以及包括非洲建设性解
决争端中心(南非)、南方之声(由非洲、亚洲和拉丁
美洲50个智库组成的网络)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
耀公共政策学院在内的各区域全球伙伴网络为此提
供了支持。尽一切努力确保反思进程纳入来自所有
区域的各种声音，包括为此在伊加拉佩研究所指导
下开展了一次实验性数字协商活动，从中收集到来
自147个国家的1 750多个参与者(包括有数百万成
员的组织)以6种语文提出的520多份提案。 

1.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
75/1号决议)中，会员国要求我在大会第七十五届
会议结束前提交报告，就如何推进我们的共同议
程以及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提出建议。针对这
一要求，除了让整个联合国系统参与进来外，我启
动了反思进程，在四个轨道上与包括会员国、知名
思想领袖、青年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广泛利益攸关方
接触互动。这一进程在为期一年的七十五周年全球
倾听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在该活动期间，所有193
个会员国有150多万人参加了在线调查。民调公司
也在70个国家开展了调查。这些协商活动显示，
公众高度支持国际合作，期望未来多边主义更加
网络化、更具包容性、更有效。

2. 2020年10月8日，我向所有常驻代表和观察员发
出信函，阐述了这一进程，邀请他们分享观点，由此
开始了与会员国的互动。2020年12月15日，大会主
席召集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在会上分享了一些初
步想法并听取了与会者的意见。2021年，联合国
基金会作为这项活动的一个主要伙伴，围绕《七十
五周年宣言》的12个主题，组织了一系列与会员国
的早餐对话。2021年7月8日，我再次参加了与大会
的非正式对话，分享并听取更多想法。

3. 为了丰富反思进程，我邀请不同地域、男女各占
半数的思想领袖就《宣言》12个主题中的一个或多
个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我向数个高级别专家、从
业者和前领导人小组发出了类似邀请。由此，我们
收到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论文、视频和陈述，并在

https://ourfutureagenda.or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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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到的一系列丰富的观点和意见极大地提升了
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中的想法，我非常感谢所有
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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