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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大会 

第二届会议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内罗毕 

 

关于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国际准则的决议草案 

  由博茨瓦纳、法国、德国、巴基斯坦和大韩民国提交 

联合国人居大会， 

认识到数字化和智慧城市正在对人类住区和人类生活产生深刻的动态影

响，其中既有积极影响，即提供支持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新方式和增加获得基本

服务的机会，也有消极影响（若管理不善），即加剧现有的不平等和可获得性

障碍，损害经济增长和隐私权等， 

注意到由国际电信联盟、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人居署协调并得到其他 14 个

联合国实体支持的联合国智慧城市平台“共建可持续智慧城市”将智慧城市定

义为“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其他手段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运行和服务效

率及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同时确保它满足今世后代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文

化方面的需求”，1 

回顾联大 2015年 9月 25日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第 70/1 号决议，特别是第 15 段，其中认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和全

球互联在加快人类进步、消除数字鸿沟和创建知识社会方面潜力巨大； 

又回顾关于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11， 

重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6 和 17.8 及其各自目的，即加强关于

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南北、南南和三方区域合作及国际合作并增加获取科学、

技术和创新的机会，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包括通过加强现有机制

间的协调（特别是联合国层面的协调），并促成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库和科学、

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机制到 2017年全面投入运行，加强促成科技（特别是信息

和通信技术）的使用， 

又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 

 
1 见 ITU-T Y.4900 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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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城市议程》2，并重申《议程》第 66 段的承诺，即采用智慧城市

办法，利用数字化、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创新交通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并重申

第 156 段的承诺，即根据《新城市议程》第 19 段描述的优先事项， 

……利用技术创新，推动制定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电子政务战略

和以市民为中心的数字治理工具，包括能力发展方案，以便让包括妇女

和儿童、儿童和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公众可以利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之能够提高能力和履行公民责任，以此扩大参与，

促进负责任的治理，并提高效率…… 

又回顾联大 2022 年 12 月 15 日题为“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第 77/211 号

决议，其中促请所有国家尊重和保护线上和线下的隐私权，包括在数字通信以

及新技术和新兴技术背景下的隐私权，据此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

信均不得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涉，且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免受这种干涉；其

中又促请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制止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并创造条件防止发生此类

侵犯行为，包括确保本国相关法律符合本国按照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还促

请所有国家设立或维护现有独立、有效、资源适足且公正的国内司法、行政和

（或）议会监督机制，能够确保国家监控通信、截取通信、收集个人数据的行

动具备适当的透明度并接受问责；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9 年 7 月 11 日关于新数字技术和新兴数字技术与人

权的第 41/11 号决议，其中认识到数字技术具有潜力，可促进为以下目标而作

出的努力：加速人类进步、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弥合数字鸿沟，支持

残疾人享受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等，确保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不让任何人掉队， 

注意到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3 其中秘书长提出了关于互联网连接、数

字包容、数字能力建设、数字人权、人工智能以及数字信任和安全的全球议程， 

1. 请执行主任进一步支持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推动采用符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办法，包括充分尊重国际法和

《世界人权宣言》，以确保创新和数字技术用于帮助城市和人类住区，进而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同时考虑到以下因素： 

(a) 确保包括妇女和女童、儿童和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在

内的人们的公平参与和价值观，并确保数字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有助于减少空间、

经济、社会和数字不平等，克服经济和社会发展挑战，支持尊重人权，以建设

包容性城市； 

(b) 确保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城市对环境的影响，并最大限度

地减少数字化本身造成的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包括： 

（一）为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培养适当的能力和技能，具体做法包

括：促进对国家、区域及地方有关部门和政府的官员和技术

人员进行数字转型、数字可获得性、数据管理、智慧城市规

划和数字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数字素养提升、教育和培训，不

让任何人掉队； 

 
2 联大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3 A/7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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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适当的多层次数字治理，以指导以人为本智慧城市的发

展，包括数据治理、管理和使用、系统和数据互操作性、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伦理考虑因素、个人和群体的隐私和人权，

以及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之间的适当合作框

架； 

（三）通过创新和智慧技术创造经济机会和有利环境，包括减少社

会经济不平等和促进城市共同繁荣； 

（四）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以及扩大社区参与、代表性和控

制，将智慧城市活动的重点放在人们的需求上； 

（五）通过采取网络安全措施保护数据和基础设施（包括可信、安

全和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维护公众信任； 

2. 鼓励会员国在编制和实施智慧城市法规、计划和战略时采用以人为

本的智慧城市办法，以促进所有人公平获得城市和人类住区的数据、数字基础

设施和数字服务方面的终身教育和培训机会，并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 

3. 请执行主任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着手制定关于以人为本的智慧城

市的国际准则，作为制定国家和地方智慧城市法规、计划和战略不具约束力的

框架，这将确保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和数据有助于建设可持续、包容、繁荣和尊

重人权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并将其提交大会第二届会议续会审议和酌情核准； 

4. 又请执行主任确保通过人居署现有的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等途径，与

各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国家和国际协会以及联合国承认的地方有关

部门组织、相关联合国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

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包容性协商，同时考虑到

传统知识，以便为起草进程提供不同背景和不同范围内的最佳做法、准则和经

验教训，以供参考； 

5. 邀请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以及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制

定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国际准则； 

6. 鼓励执行主任利用联合国城市创新技术加速器（UNITAC）等技术

平台，支持制定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国际准则； 

7. 鼓励会员国和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结合各国国情，从技术和财政上

支持上文第 3 至 6 段所述准则的制定进程； 

8. 邀请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区域开发银行、发展筹资机构和合作机构

支持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用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办法； 

9. 请执行主任向执行局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直至工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