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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原则 

 序言 

 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治理基本原则的共同理解。下述基本原则旨在阐明治理议程，考虑到了不同的治理结

构、国家现实、能力和发展水平，并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基本原则由公共行政专家

委员会制定，目的是帮助感兴趣的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级有成效、可问责和包容

的机构，以期实现体现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人类和地球的共同愿景。作为基

本原则，它们适用于所有公共机构，包括行政和立法机关、安全和司法部门、独立的宪法机

构和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这些原则被赋予了深度，并通过精选的常用战略和相关做法具备

了可操作性，它们是该工作不可或缺和不断发展的组成部分。 

原则  常用战略 

   成效   

胜任能力 为有效地履行职能，各机构必须具备

足够的专业知识、资源和工具，以充

分处理其职权范围的任务 

 促生一支专业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队伍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发展领导能力和培训公务员 

 绩效管理 

 注重成果的管理 

 财务管理和管制 

 高效、公平的收入管理 

 电子政务投资 

稳 妥 地 

制定政策 

为达到预期效果，公共政策应相互一

致，并且建立在真实或坚实的基础

上，完全符合事实、理性和理智 

 战略规划和前瞻性 

 监管影响分析 

 促进协调一致的决策 

 加强国家统计系统 

 监测和评价制度 

 科学与政策衔接 

 风险管理框架 

 数据共用 

协作 为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各级政府和

各部门的机构应协同工作，与非国家

行为体共同努力，以实现相同的目

标、目的和效果 

 政府协调中心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领导 

 各级政府和职司领域开展协作、协调、整合和对话 

 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 

 基于网络的治理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问责   

廉正 为促进公众利益，公务员应诚实、公

平和以一种符合无损道德原则的方式

履行自己的公务 

 促进反腐败政策、做法和机构 

 公职人员行为守则 

 竞争性政府采购 



原则  常用战略 

   
 消除贿赂和权力交易 

 利益冲突政策 

 保护举报人 

 为公务员提供适当的报酬和公平的工资级别 

透明度 为确保问责制和促成公众监督，机构

履行其职能要公开和坦诚，并促进获

取信息，只受法律规定的特定和有限

的例外情况的限制 

 主动披露信息 

 预算透明 

 开放式政府数据 

 实益所有权登记 

 游说团体的登记 

独立监督 为保持对政府的信任，监督机构必须

按照严格的专业考虑行事，并且不受

他人影响 

 促进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安排法院或其他机构复查行政决定 

 独立审计 

 尊重法制 

包容各方   

不让任何 

一 个 人 

掉队 

为确保所有人都能在尊严和平等中发

挥自己的潜能，公共政策应考虑到社

会各个阶层的需求和愿望，包括最贫

穷和最弱势群体以及那些受到歧视的

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促进公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促进社会公平 

 数据分类 

 系统性跟踪和评估 

不歧视 为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人权和

基本自由，应在一般平等的条件下提

供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因种族、

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

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

生、残疾或其他身份而有所区别 

 促进公共部门劳动力多样性 

 禁止在公共服务中进行歧视 

 提供多语言服务 

 无障碍标准 

 机构文化审计 

 普遍出生登记 

 顺应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 

参与 为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所有重要的

政治团体都应积极参与直接影响它们

的事务并且有机会影响政策 

 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公共协商的监管程序 

 多利益攸关方论坛 

 参与式预算编制 

 社区驱动的发展 

立足基层 

的原则 

为促进顺应所有人需求和愿望的政

府，中央政府应只执行那些不能在中

层或地方上有效执行的任务 

 财政联邦制 

 加强城市治理 

 加强市政财政和地方财政系统 

 增强地方预防、适应和减轻外部冲击的能力 

 多层面治理 

代际公平 为提升所有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

量，各机构应构建行政行为，平衡当

今一代人的短期需求和子孙后代的更

长期需求 

 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 

 长期公共债务管理 

 长期国土规划和空间发展 

 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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