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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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清洁日 

  由巴林、博茨瓦纳、爱沙尼亚和巴基斯坦提交 

联合国人居大会， 

回顾《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21 世纪议程》、 《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 和《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以及关于《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执

行〈21 世纪议程〉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成果的执行情况的所有相关决议， 

重申联大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 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980/67 号决议，特别是该决议附件关于宣布国际年的商定

标准的第 1 至 10 段，以及前述附件中规定在为国际年的组织工作和经费筹措作

出基本安排之前不应宣布国际年的第 13 和 14 段， 

回顾联大题为 “以推广零废物举措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 

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 77/161 号决议，该决议宣布 3 月 30 日为国际零废物日，

每年纪念一次， 

又回顾联大关于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的 2022 年 7月 28 日

第 76/300 号决议， 

认识到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和不可持续的发

展对今世后代切实享有所有人权的能力构成最紧迫和最严重的某些威胁， 

重申会员国对与《2030 年议程》完全互补并相辅相成的《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2015–2030 年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生物多样性公约》、《新城市议程》以及联合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会议的成果文件所载其他全球主要议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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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注意到 2019 年举行的联合国人居大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1， 

再次申明执行《新城市议程》有助于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

以综合协调的方式在全球、区域、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执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并使其本地化， 

回顾 2022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特别会议的政治宣

言2，并认识到迫切需要实现共同目标，即为今世后代加强和促进环境的养护、

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因为必须紧急扭转目前阻碍可持续发展取得进展的环境恶

化趋势，同时认识到不同的国情，并注意到废物管理具有跨领域性质，与生态

系统退化、人类健康、气候变化、污染、消除贫困、粮食安全以及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等全球挑战密切相关， 

注意到全球在城市一级开展的清洁活动，这些活动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

者，提高了认识，并努力实现无废物环境，已证明是公众参与城市住区的有效

手段，并为人居署的智慧减废城市方案作出了重大贡献， 

认识到在许多国家合作式非正规工人对塑料的收集、分类和回收作出了

重大贡献， 

1. 建议大会宣布 9 月 20 日为世界清洁日，从 2024 年起每年举行纪念

活动； 

2. 邀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包

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适当方式纪念

世界清洁日，并为此开展活动，以提高认识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3. 欢迎迄今为止世界清洁日的各项活动通过动员全球人民参与协调一

致的志愿行动、增强协作能力和提高对切实减少废物污染必要性的广泛认识，

为应对与废物管理有关的环境挑战作出的贡献； 

4. 重申需要集体努力和资源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需要加大努力，以

制止生态系统退化； 

5. 注意到将世界清洁日列入联合国活动日历栏将使废物污染问题更受

瞩目，并将加强世界各地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6. 邀请人居署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0/67 号决议附件所载标准，

为纪念世界清洁日提供便利； 

7.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一切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

支付； 

8. 请执行主任提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

组织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本决议，以适当开展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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