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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 

1.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由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举办，于 2023年 3月 27日至 30日在曼谷和线上举行。 

2. 1 700 多名与会者，包括各相关政府、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组

织、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出席了第十届论坛。 

3. 经社会下列 48 个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也出席了第十届论坛：亚美尼亚、澳

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库克

群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法国、法属波利尼西亚、格鲁吉亚、

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基里

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蒙古、瑙鲁、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

国、俄罗斯联邦、萨摩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

汤加、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

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白俄罗斯、德国、墨西哥、瑞典和瑞士以及欧

洲联盟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4. 根据亚太经社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主席和副主席审查了所有代表的全权证

书，并向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汇报了审查情况。经认定，有 45 个成员国代表的

全权证书符合规定。主席团决定，在联合国大会就缅甸的代表权作出决定之

前，并根据大会 1950年 12月 14日第 396(V)号决议，在确认大会第七十七届会

议全权证书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暂缓在在第十届论坛上对与缅甸代表有关的

全权证书采取任何行动。
1
  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注意到主席团关于全权证书的

口头报告。 

5. 在议程项目 1(a)下，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致开幕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

席、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Don Pramudwinai 先生、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

 
*
 附件二未经正式编辑，原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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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ouard Fritch 先生分别作了特别发言。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和主管经济和社

会事务副秘书长发了言。亚太人民论坛的代表 Kai Ra Cabaron和 2023年亚太可

持续发展论坛青年论坛代表 Prim Rajasurang Wongkrasaemongkol女士代表主要

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发了言。 

6. 在议程项目 1(b)下，选举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Mohamed Aslam先生(马尔代夫) 

副主席： Min Bahadur Shreshtha先生(尼泊尔) 

Fidélis Manuel Leite Magalhães 先生(东帝汶) 

Pagnathun Theng先生(柬埔寨) 

Shehan Asanka Semasinghe先生(斯里兰卡) 

7. 在议程项目 1(c)下，通过了下列议程： 

1.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并全面

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 迈向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4.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速落实《2030年议程》。 

5. 审查本区域在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2030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b) 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和 17在区域一级的进展情况；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 年议程》的

全系统成果。 

6. 其他事项。 

7. 通过第十届论坛报告。 

8. 在议程项目 2 下，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注意到秘书处关于通过能源、粮食

和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说明(ESCAP/RFSD/2023/2)。第

十届论坛的主题是“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

复苏并全面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围绕该主题的讨论以部长级圆

桌会议开始。 

9. 在议程项目 3 下，与会者回顾了亚洲及太平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取得的进展，讨论了 COVID-19疫情对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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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听取了秘书处关于《2023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的

介绍。 

10. 各成员国、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代表交流了本

区域为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所作努力的信息，包括影响力大的举措和

转型行动。 

11. 在议程项目 4下，与会者审议了成员国为将于 7月 10日至 19日在纽约举行

的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的 2023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编写自愿国别

评估的经验，讨论了自愿国别评估在加强循证政策方面的作用，并分享了国家

和国家以下级别对挑战、进展和成就的看法以及吸取的经验教训。 

12. 在议程项目 5 下，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讨论了加快实现各相关可持续发展

目标进展的次区域办法，并听取了秘书处对次区域论坛成果的介绍。 

13. 为促进开展区域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举办了五场圆桌会议，对话内容包括如

何加快行动以实现 2023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 9(产

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和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14. 与会者注意到五场圆桌会议提出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将为 2023 年可持续

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供信息。
2
 

15. 与会者讨论了联合国系统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为支持在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层面实施《2030 年议程》所采取的协调方法，并分享了有关行动和成果的信

息，包括通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下建立的专题联盟和其他团体取得

的行动和成果。 

16. 在议程项目 6下，没有讨论其他事项。 

17. 在议程项目 7下，本报告于 2023年 3月 30日获得通过。第十届论坛期间讨

论情况的主席摘要以及在第十届论坛之前和期间举行的会外活动和其他相关活

动清单载于本报告附件。此外，在议程项目 5 下组织的五场圆桌会议的摘要将

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18. 本报告及其增编将提交亚太经社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旨在为可持续发展全

球对话提供信息，包括将于 9 月 19 日至 20 日在纽约举行的 2023 年可持续发展

高级别政治论坛和 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19. 为第十届论坛编写了出版物《2023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

告：在逆境中倡导可持续性》，并于 2023 年 3月 22日向媒体发表。 

20. 2023年 3月 29日，在亚太经社会、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

建立的亚太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关系框架下，发布了题为《通过能源、粮食和

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版物。 

 
2
 圆桌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意见摘要未经讨论，将分发给与会者进行事实更正，并作为本报告增

编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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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3年 3月 27日至 30日，举行了 51次会外活动和 17次其他相关活动(见

附件二)。
3
 

  

 
3
 关于会外活动的更多信息，可在 www.unescap.org/events/2023/apfsd10-side-events-

person-and-virtual 上 查 阅 ； 关 于 其 他 相 关 活 动 的 更 多 信 息 ， 可 在

www.unescap.org/events/2023/apfsd10-associated-and-pre-events 上查阅。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3/apfsd10-side-events-person-and-virtual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3/apfsd10-side-events-person-and-virtual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3/apfsd10-associated-and-pr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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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讨论的主席摘要 

1. 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主题是“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 冠状病毒

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并全面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第十

届论坛期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政府

间机构、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以及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交流了关于亚

洲及太平洋落实《2030年议程》的区域视角。 

一． 关键信息 

2. 第十届论坛上开展的讨论产生的关键信息如下，将在本报告第二至第五节

中进一步详述： 

(a) 多重危机使亚太区域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加剧了不平等，并进一步破

坏了《2030年议程》的实施进展； 

(b)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亚洲及太平洋各国正在实施一系列解决方案，并

继续坚定致力于将《2030 年议程》作为应对多重危机和本区域重大挑战的蓝

图，包括转变能源和粮食系统，以支持更加包容、可持续和更有韧性的复苏； 

(c) 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包括通过影响力大的举措和变革行动来加强健

康和福祉、提供社会保障、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本区域

的能源转型，对于加快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至关重要； 

(d) 加强与民间社会和企业的伙伴关系，以及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做

到这一点，对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速度和规模达成必要的变革也至

关重要； 

(e) 具有前瞻性并以分类数据、证据和包容性进程为坚实基础的自愿国别

评估有助于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确保残疾人、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

不掉队； 

(f) 应对粮食、能源、社会和环境危机，将需要扩大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投资，包括通过有针对性的国家刺激措施及创新的公共和私营部门融资，

并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g) 虽然亚太各次区域在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

仍存在许多共同的机遇和优先行动，可以采取行动加快进展，包括加强可持续

发展伙伴关系和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抗灾能力； 

(h) 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一级的集体协调工作对于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

成员执行《2030 年议程》仍然至关重要。 

3. 本报告增编列出了许多优先行动，可以采取这些行动，以便在执行评估中

的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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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亚洲及太平洋加速从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复苏并全面

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4. 在议程项目 2 下，第十届论坛的与会者审查了多重危机带来的挑战，以及

为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复苏而采取的办法，重点是利用协同增效作用，加强能

源、粮食和金融系统之间的联系。 

5. 与会者强调，多重危机已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加剧了不平等，并进一步

破坏了《2030 年议程》的执行进展。最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与全球气候变化共

同加剧了通货膨胀，特别影响到弱势群体，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6. 与会者强调，必须改造能源和粮食系统，以支持更加包容、可持续和更有

韧性的复苏。重要的是，机构和政策要有活力，以加强社会保障方案，更公平

地分配能源和粮食，并调动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以确保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满

足。 

7. 与会者重申了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并强调需要采取全政

府和全社会的方法来提高政策效力。他们强调了与民间社会和企业开展区域合

作和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从而以必要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必要的变革，并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更多的分类数据将改善政策制定和监测《2030 年议

程》执行情况的能力。 

8. 几位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经验以及为应对多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扩大现金转移方案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改善家庭获得粮食和能源

服务的机会，优先考虑中小型企业，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实现公共财政管

理数字化，以及为私营部门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促进蓝

色经济和气候融资。然而，他们指出，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包括通过旨

在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刺激措施，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社会保护

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并指出需要解决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9.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重点指出，需要可持续地管理能源、粮

食和金融系统，以支持可持续的复苏。政府的政策优先事项必须以人权、善治

和问责制为基础。各国政府还应重视弱势群体，通过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增

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并增强地方政府单位和社区的权能。 

三． 迈向 2023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 

10. 在议程项目 3 下，审查了本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秘书处在介绍中指出，一些目标取得了进展，如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和

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而目标 13(气候行动)则出现了倒退。 

11. 与会者表示关切，并认识到需要加快行动并加强区域合作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包括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他们强调，必须加强国家政策，建立多利益攸

关方伙伴关系，并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更可持

续的城市发展需要投资于包容和可负担的住房以及更好的废物管理，包括通过

应用循环经济原则。需要有更好的分类数据，以便残疾人、妇女和女童等弱势

群体不会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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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级都在采取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和变革行动，以加快执行《2030 年议

程》。其中包括：《2023-203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雅加达宣言》；槟城

可持续城市化平台；旨在促进亚洲煤电资产提前退役的亚洲开发银行的能源转

型机制；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照护经济综合框架；公正的能源转型伙伴关

系；以及东盟可持续矿产开发的原则草案。其中还包括金融机构为筹集资金而

采取的创新行动，例如发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和为目标引入混合融资解决方

案。 

13. 几位代表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主流化和报告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包容性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妇女和女童的重要性，以及筹资的重要性，

包括以海外发展援助的形式。他们还指出，需要创新并让地方政府、私营部

门、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代表们还谈到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和

基金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发展伙伴的核心作用。 

14.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强调，必须让边缘化群体参与决策进

程，以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虽然化石燃料的持续开采阻碍了气候行动的进

展，但能源和粮食部门的可持续转型具有支持就业和体面工作的巨大潜力。一

些自愿地方评估强调了当地的成功做法。 

四． 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加速落实《2030 年议程》 

15. 在议程项目 4 下举行了两次小组讨论，以交流各国在筹备自愿国别评估方

面的经验。小组讨论的与会者研究了南南合作和亚太经社会结对方案如何利用

自愿国别评估的影响力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以及自愿国别评估

如何能够加强循证决策并关注落后群体。 

16. 与会者重申，后续落实和评估进程对于恢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至

关重要，并对从联合国系统得到的支持表示感谢。自愿国别评估有助于提高认

识，支持各国跟踪进展情况，确定旨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优先事项和政策工

具。自愿国别评估还加强了问责制，支持政策一致性，并承认不同利益攸关方

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贡献。第二次和第三次自愿国别评估更具前瞻性，更坚定地

基于证据和更加包容的进程。 

17. 与会者指出，数据和统计强化了循证决策和规划，构成了自愿国别评估的

支柱，他们还对亚太经社会开发在线工具“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跟踪系统”以

加强数据分析和使用表示赞赏。他们着重指出了数据分类和数据来源多样化的

重要性。 

18. 几位代表认为，南南合作是交流良好做法以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

效手段。他们称赞亚太经社会结对方案是有益的知识交流平台。民间社会、私

营部门和议会应被视作南南合作的关键。代表们还指出了自愿地方评估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重要性。 

19.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指出，必须为参与自愿国别评估并为所涉及的

包括儿童、青年、妇女、残疾人、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

体创造安全空间。公民生成的数据和观点可用于筹备这些评估，以促进包容

性，更完善的分类数据则可用于确保落在最后的群体得到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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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审查本区域在落实《2030 年议程》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机遇 

A. 《2030 年议程》在次区域一级的实施情况 

20. 在议程项目 5(a)下，审查了次区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

展。秘书处在介绍中重点指出了每个次区域在执行《2030 年议程》方面取得的

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并谈到了为加快进展可采取的机遇和优先行动，包括加强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和机制。 

21. 与会者特别指出了在本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抗灾能力方面建立强有力

的伙伴关系和开展协作的重要性。他们承认需要联合国发展系统继续提供技术

支持。 

22. 次区域组织的代表分享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复原力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的信息。其中包括：协调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气候行动，通过太平洋政治气候

倡导者协调气候变化立场，协调东盟内部灾害管理的资源调动和技术援助，并

通过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分享有复原力和可持续互联互通的知识和做法。 

23. 若干代表重点指出了民间社会成员和群落，包括妇女、残疾人、老年人、

儿童、青年和土著人民的包容性参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可通

过增强民间社会组织的权能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需要适当的培训和

充足的资源。 

24. 与会者注意到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

机带来的挑战，并特别指出了加强区域合作和团结以及促进各级相关利益攸关

方之间协作的重要性。 

B. 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和 17在区域一级的进展情况 

25. 在议程项目 5 (b)下，举行了五场圆桌会议，专门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 6、

7、9、11 和 17 的进展情况。所有五场圆桌会议的摘要将作为本报告增编印发

(ESCAP/RFSD/2023/6/Add.1)。 

26.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的圆桌会议重点指出，过度消耗

水资源是本区域水短缺的主要原因。优先行动领域包括需要提高水数据的质

量；需要加强国家机构，促进各级合作；需要让多种多样的利益攸关方和边缘

群体参与政策设计和执行进程，以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和公平获得水资源。 

27.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的圆桌会议重点指出，需要鼓

励参与全球甲烷承诺，并执行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 7 行动全球路线图。优先行

动领域包括继续采取措施降低所有部门的碳强度；促进可持续、以权利为基

础、可负担和公正的能源转型；消除在清洁炊事方面的差距；采取可持续的降

温措施；加强区域合作，包括通过跨境能源贸易和统一规则。 

28.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圆桌会议重点指出了一些

优先行动领域，包括加强战略性和循证资源调动，以推动系统性变革和创新；

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投资于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技能；加强工

会以确保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加强工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支持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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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议让最终用户群体参与基础设施发展的所有阶段，解决数字化服务鸿沟，

弥合资金缺口。 

29.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圆桌会议强调了优先行动领

域，包括使城市发展更能抵御灾害和气候危机；加强各级城市和地区治理的包

容性跨部门合作和协调；推动以智慧社区为特征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采用

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方法进行城市和国土规划，考虑到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的益

处。 

30.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圆桌会议讨论了金

融、贸易、能力建设和伙伴关系等方面的政策优先事项。会议强调，扩大财政

空间和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是优先行动领域；增加获得创新和可持续金融工具的

机会，加强监管框架；利用现有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和共同体；通过海关和贸

易数字化简化贸易程序。会议还强调，需要加强南南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以

弥补数据差距。与会者强调，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包容性进展衡量标准对于衡

量环境可持续性和福祉至关重要。 

31. 各成员、准成员、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强调指出了他们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7、9、11 和 17 所作的努力，包括将这些目标纳入其发展

计划，并确保公众参与目标的实施。 

C. 报告联合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一级支持实施《2030年议程》的全系统成果 

32. 在议程项目 3 下，论坛审议了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一级支持亚洲及太平

洋执行《2030年议程》的工作。与会者了解到 2022年采取的一些全系统行动和

取得的成果，包括通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协作平台及其四个专题联盟取得的成

果。与会者注意到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区域一级支持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执行

《2030年议程》的集体工作。 

33. 与会者又指出，必须为实现《2030 年议程》加速各项行动。其中包括建设

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加快公正和包容的能源转型；解

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保护海洋及其生态系统。代表们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本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包括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工业发展，减少贫困，并通

过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加快净零碳过渡。 

34. 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指出，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进展，因为这样做也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他们强调，必须确保土著人

民、青年和妇女等群体充分有效地参与区域一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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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第十届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之前和期间举行的会外活动和其他相关

活动清单 

1. On 27 March 2023, 10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SDG 11 in 

Focus: ‘Glocalisation’: Catalysing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Global Goa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Call to Action: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Midterm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ndai Framework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Regional Decis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other Structures”; “Recovery for Whom? Challenging Corporate Power in 

Development”; “Canada-Southeast Asia Policy Dialogue on Clear Energy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Asian Highway Network to 

Support SDG Implement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1&17 through Urban Youth Councils”; “Green Jobs for 

Circularity in High-impact Sectors”; “Girls' Activism for Environment Justice: An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and “NUA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a case of Sanitation 

Champion Mayors”. 

2. On 28 March 2023, 12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Over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DG Implementation in Asia through the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2016 to 2022) and People’s Scorecard (PSC) (2020-2022)”; 

“Building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Partnership”; “Dalit Women and Water & Sanitation – Addressing Multi-layered 

Intersecting Vulnerabilities”; “Child Friendly Cities to Accelerate Recover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 Policy Impact: Multi-Stakeholder 

Engagement for Adva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sia”; “Leave No 

Issue Behind”; “Cambodian CSOs’ Inputs to the CSDGs Implementation on Priority 

Goals for 2023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Integrated Climate Action for Low-

Carbon and Resilient C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 in 

Facilitating Inclusive Economies and Protecting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Partnership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for Recognition of their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on Water Resource Governance”; and “Facilitat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3. On 29 March 2023, 14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Fit for 

Purpose? Forwarding the Localization Agenda to Address the Conflict and Climate 

Cris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est Practices Towards Inclusive Sanitation in 

South-Asia”; “Climate Finance in Asia-Pacific: From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n Cities 

to Last-mile Clients”; “Actions to Harnessing Synergies between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nhancing City to C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arnessing Agroecology Through Partnerships to Transform Food 

Systems”; “Implication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on Sustainable Critical Minerals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ligning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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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Generation: Multi-Stakeholder Roles for Strengthening Space Applic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Safeguarding Just Transition in Asia: 

Trends and Future Pathways for Just and Inclusive Transition to a Zero-carbon 

Economy”; “Catalysing Local and National Action on Plastic Pollution to Achieve 

Regional Priorities and Global Goal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ities, Regions, 

Business and Governments – Practices Exchange”; “Implementing the New Urban 

Agenda and the Urban Dimension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wards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bitat Assembly”; “Access to Safe and 

Sufficient Water: A Right of Childre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A Resilient Planet for 

Al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c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and “Voic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Asia Pacific: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Resilience-building in Early Childhood &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4. On 30 March 2023, 15 side events were hel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Are we 

Inclusive Enough? A discussion on Disability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Pacific 

Urban Partnership - Localis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Pacific New 

Urban Agenda toward the 6th Pacific Urban Forum”; “Water Scarcit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Workers, Forge The Future: An Info session on Informal and Platform 

Work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Coher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munity Networks: Complementary Solutions, Innovations 

and Partnerships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PFSD Youth Forum Call to Action 

2023: Agenda Setting for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s to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with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and SRHR at the Forefront”; 

“Youth-driven Actions for Sustainable Local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Challeng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Education and Youth Voices: A Must in Fast 

Tracking the 2030 Agenda”;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llaboration Programme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mong Cambodia,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Thailand, and Viet Nam”; “Bringing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to action through the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Foster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Asian Countries in the Energy Sector”; “The 

Strategic Role of Government Libraries in Providi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Preparation of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Building Links: Youth Partnerships for 

Impactful Ac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EU SWITCH-ASIA: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5. The following associated and pre-events were held: Preparatory Workshop for 

ESCAP Region VNR Countries; APFSD Youth Forum 2023: Accelerating the 

Recovery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nd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All leve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with 

Young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4th Social Enterprise Advocacy and Leveraging (SEAL) 

Asia Conference; The Road to 10th APFSD: Regional Dialogue on Youth 

Empowerment in Climate Action; Asia Pacific Peoples'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Learning and Networking Event; Pursu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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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being in the Pacific and Beyond; Transforming Education Now and for the Future 

We Want: TES National Follow-up Actions to Move Towards the Achievement of SDG 

4; Accelerating Partnerships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Expert Working Group on Universal Access to Modern Energy 

Services,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Cleaner Use of Fossil Fuels;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Regional Stocktake; International 

Day of Zero Waste: Commemoration at UNCC Urban Engagement Space; Workshop 

on Policy for Agroecology Transition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Learning Exchang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 Agenda; Accelerating Partnerships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City Enabling Environment (CEE) Rating 

in the Asia-Pacific: Indicator 11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Expert Group Discussion; and The Regional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the Third Asian 

and Pacific Energy Forum (APEF3). 

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