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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协调事项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活动 

  增编 

  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 

执行情况的 2022 年年度报告要点** 

  秘书处的说明 

1.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规 划 署 联 合 国 人 居 大 会 在 其 第 1/1 号 决 议

（HSP/HA.1/Res.1）第 3 段中，请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主任

每年向会员国报告在执行战略计划和人居署工作方案所列各项活动方面取得的

进展。 

2. 因此，秘书处谨提交 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的 2022 年执行成果要点，

执行工作是通过人居署的工作方案和预算开展的。这些要点体现了战略计划期

第三年的工作。各项成果的收集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进行，人居署总

部、国家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都参与了数据收集工作。 

3. 这些要点表明，人居署正在落实各项举措，以减轻贫困和不平等、促进

共同繁荣、加强气候行动和预防城市危机，并通过有效和包容的多边进程来推

动加快执行《新城市议程》，从而促进人居署任务的完成。这还表明，人居署

一直在推进其催化职能，创造更具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城市解决方案和构想，加

强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并采取重点更为集中的干预措施。 

 

* HSP/HA.2/1。 

** 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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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落实可持续城市化全球议程，包括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建设包容、

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若干具体目标方面，世

界偏离了轨道。因此，迫切需要加快落实工作，并将目标转化为大胆变革行动

的具体途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当前的全球危机清楚地表明，

没有包容和有效的多边主义来承认人权和性别平等，并补充和加强国家和地方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就不可能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以及繁荣、公

正和绿色的城市未来。 

5. 2022 年，人居署支持了关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关键多边进程。2022 年四

年期报告是在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40多个伙伴协商的基础上编制的。2022

年 4 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主席召开了可持续城市化特别会议，

以审议秘书长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的 2022年四年期报告，这是通过多

边行动应对多重全球城市危机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在经社理事会特别会议的基

础上，联大主席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新城市议程》执行进展高级别会

议。83 个会员国确认其对《新城市议程》的承诺，将其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其他全球议程的路线图。它们承诺推进以下各项行动，以加快落实《新城

市议程》：提供具备基本服务和包容性规划的适当住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以及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减少城市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多层次治理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本地化；为基础设施和城市基本服务提供可持续融资。2023 年的规划

工作和 2024 年工作方案草案已经采纳了有关经验教训。 

6. 尽管有上述棘手情况，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在第三年中仍然是应对

冲突、大流行病的社会影响和气候紧急情况的有力工具，它使人类住区做好准

备，以管理风险、预防危机、从全球大流行病中实现可持续复苏，并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 

7. 2022 年，人居署通过其专用资金和利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可用资金制作

了出版物、工具、准则和技术材料，如《2022 年世界城市报告》、“我们的城

市规划：城市规划的渐进式和参与式工具箱”和《城市发展区块链：城市管理

者指南》。 

8. 这些成果为加强全球规范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加强了与业务活动和实

地业务的联系。 

9. 根据变革领域 1：减少城乡连续体社区中的空间不平等和贫困现象，人居

署及其合作伙伴提出了“加快改造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的 2030 年全球行动计

划”，作为通过战略参与和协调行动改造贫民窟的平台。人居署还支持在八个

伙伴城市通过城市与区域更新和城市复兴政策。在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实施了

社区主导的疫情对策，从而提高了关于获得基本服务权利的认识，为 45个国家

约 340 万人（累计）创造了收入，并使其得以享有供水和环卫设施。在人居署

的支持下，30 家当地环卫运营商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环卫服务。 

10. 根据变革领域 2：加强城市和区域的共同繁荣，人居署为九项自愿地方评

估的编制提供技术协助并将其纳入自愿国家评估，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

化，从而支持各国更好地利用这些方面来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人居署推动以

人为本的城市创新、数字技术、智慧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以支持制定以人为本

的智慧城市战略和解决 30 个城市的数字鸿沟问题。 

11. 根据变革领域 3：加强气候行动和改善城市环境，人居署支持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COP27）期



HSP/HA.2/4/Add.4 

3 

间组织第一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为加快多层面气候行动作出了贡

献。会议发起了“为下一代打造可持续的城市韧性”（SURGe）倡议，该倡议

旨在以有效的多层次治理为基础，将城市转变为健康、可持续、公正、包容、

低排放和有韧性的城市系统，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未来。在 COP27之后，

超过 160 个合作伙伴核可了该倡议，48 个国家政府承诺采取多层次和跨部门气

候行动。人居署支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制定 19 个地区韧性行动框架，19 个城

镇受益于人居署支持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12. 根据变革领域 4：有效预防和应对城市危机，人居署支持各城市应用参与

性规划方法，努力提高包容性，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加强城市移民对收

容社区的积极影响。人居署支持设立 71个社区中心，为包括难民和移民在内的

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开展文化间对话和推进城市规划进程的空间。人居署支持 11

个城市落实城市复原力全球方案。在世界城市论坛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 10项

活动探讨了城市恢复框架如何有助于评估乌克兰城市地区的需求、能力和脆弱

性。制定城市恢复框架有助于利用城市概况分析来加强应对城市危机；城市概

况分析是一种分析工具，通过将对损害和原已存在的脆弱性的多部门评估纳入

城市空间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流离失所模式。 

13. 2022 年，共调动了 1.567 亿美元支持战略计划的实施。 

14. 目前正在编写关于 2020–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 2022 年年度进

展报告完整版，并将在 2023 年 5 月 28 日之前与在线版本一同发布，以便在联

合国人居大会上分发。报告还将提交人居署执行局 2023 年第二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