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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世界各国都致力

于转向生态可持续，同时不让任何一人掉队的新型发展模式。

然而，要践行这些保障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承诺，需要充足的

资金支持。因此，我很高兴介绍这份具有突破意义的《可持续

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以

下简称《报告》），希望以此推动今后的投资能用于支持一个

更包容、更可持续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包含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旨在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并保护我们的地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于2015年正式通过，如今我们仅剩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它

们。各国政府为实现目标而加大资金投入的紧迫性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将自身战略及业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

持一致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这是因为支持推进可持续发展能

带来品牌效力和经营效益。

然而，传统金融工具和市场以财务回报为首要动力，这使

得投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撬动对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的关键在于切实高效的资金配置和利用，而这一点要通过从根

本上调整金融市场与体系，使其始终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运转

来达成。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投资产生了多少回报，还要

考虑这些投资回报是如何产生的。这也意味着投融资不仅要让

股东获益，还要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获益。

此刻，当我们殚精竭虑地试图从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之时，这一点比以往显得都更为重要。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毫不保留地暴露了我们经济体系和消费模式

的缺陷，这些缺陷让太多的人陷入贫困，或面临贫困的风险，

从而让抗击流行病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已不可能再回到过

去“一切照旧”的状态中去，相反，必须要进入一个更有韧性

的常态——通过投资“更好地重建”一个更强大的世界。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以

下简称《目录》）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提出了一项

颇有雄心的倡议，即采用更全面的方式去定义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一致的投融资项目，并评估其对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这也是

首个在强调适应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之外，还特别关注为弱势

群体提供社会经济赋能和发展机会的分类方案。

中国正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致力于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创新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并坚持打赢脱贫与污染治理

攻坚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可持续发展市场之一，拥有巨大的

商业机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因此，我们选

择率先在中国进行试点这份《目录》。

为使可持续发展惠及所有人，包括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

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将成为重中之重。我在此谨感

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代表中国商务部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展合作。双方自2018年起共同建立政策研究平

台，倡导推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投融资，吸纳总结中国

和国际经验。我们相信，这份《目录》符合中国的国家发展重

点和全球发展议程，结合了中国经验与国际最佳实践，并且在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调动市场动力之间取得了平衡。

我希望报告中的建议能促成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行

动，促使资本支持保护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期

待与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和整个社会开展

全面合作，共同向这一愿景前进。

最后，我们欢迎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行动者们参考和采纳本

《目录》，并对其适用性提出意见和建议。我还期待政策制定

者、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充分利用本《目录》并从中

受益，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处于

弱势的同胞，让繁荣惠及子孙后代。

白雅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2

序言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就《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达成共识，确定了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诸领域的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随后，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参与推动可持续

发展议程落地和目标实现，但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表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和风

险，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进度落后于计划，需要更多

资金支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年在

保健、教育、道路、电力、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资金缺口约为2.6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海量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和机会。近年来，在资本向善理念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投资

人关注将社会和环境效益与商业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影响力

投资应运而生，许多创新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绿色金

融，已经成为环境领域一种非常成功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创新模

式，为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筹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和借鉴。如何以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导向，引导私营部门参

与和投资，是一个挑战性的课题，亟须探索开发适当的投资产

品、评价指标和管理工具，以增强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领域项

目的信心和积极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联合国系统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

一直坚持创新发展，积极在全球倡导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影

响力融资（以下简称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已初步开发了一系

列衡量指标和操作工具。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在中国的实

践探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交流中心）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于2018年底共同设立了“中国可

持续发展影响力融资研究与促进项目”，联手打造中国可持续

发展投融资工作平台，开发相应的标准体系和评价工具。

为此，我们聘请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知名机构和专业人

员，组成了项目顾问委员会和专家技术委员会。在两个委员会

成员、开发计划署和交流中心项目工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一年多的调查分析和咨询研讨，终于出版了《可持续发展投

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希望这只破

茧幼蝶能够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上述项目还将进一步研发分行业的评估指标和评级体系，为可

持续发展投融资在中国的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引。

交流中心作为中国政府授权的开发署在华合作项目的执行

机构，积累了36年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专业经验，长期与开发

署通力合作，促进了中国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中国

扶贫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相信，双方再次合作推

进金融体系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融合，必将为促进中国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践行新发展理

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项目顾问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为

目录的研发给予的精心指导和付出的巨大努力，高度赞赏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和亚太局有关部门和人员为研发工作提供的

具体而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商务部国际司对项目提供的政策

协调和支持。特别肯定交流中心白澄宇先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华代表处徐青博士共同率领的项目工作团队富有成效的行

政支持和组织工作。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本《报告》难免存在不够

全面和深入的缺憾，需要经历实践检验和修正完善。我们欢迎

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并希望以此为开端，不断加强与相关各方

面的通力合作，让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

长。

张翼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序言：深入研究  积极促进  推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3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观其影响，巨大的防疫压力致使经济生产停滞及全球化进程倒退。

观其缘由，近年来疫情的频繁爆发与愈演愈烈的全球变暖趋势密不

可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巨大的危机蕴藏着转

机，呼唤着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而这份《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

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以下简称《目录》）及阐述其

内涵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

版]》（以下简称《报告》），便恰逢其时地，为我们如何利用

可持续发展金融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指引。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快速

进步导致的环境危机和社会挑战而诞生。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

的未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最广为人知的定义，即“能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倡导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生态保护三大支柱来取

得“需要”和“限制”两大要素的平衡。2015年，193个成员国于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提出了包括

无贫困、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

169项子目标。2016年9月，中国制定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国别方案》，详细阐述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落实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169个子目标的具体方案。

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以综合视角考量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

维度的发展，为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勾勒了美好蓝图。然而，对过

往四年的回顾发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受到了资金投入不足

的制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估计，为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全

球每年需要5万亿~7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其中发展中国家需要每

年3.3万亿~4.5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仅能覆盖1.4

万亿美元，尚有2.5万亿美元的年度资金缺口亟须市场投资。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2019年9月发布

了《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路线图》，倡导以可持续发展金融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系列措施紧随其后，致力于推

动可持续发展金融。同年10月，联合国宣布组建全球可持续发展投

资者联盟，采取多项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投融资规模。而同年的11

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报告

（2019）》中呼应全球趋势，以义利并举的中国视角定义了可持续

发展金融，即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且创造出可计量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综合价值的金融服务。

在疫情冲击的当下，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践时不我待，而可持续发展金融是其重要的推动力。因此，

我非常欣喜于这份《目录》的发布，它填补了可持续发展金融市场

的空缺，以系统的视角、明确的方向和实用的指引，帮助各方从产

业出发，开展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活动。这份《目录》贯彻了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强调在每一个投融资决策中，超越经济回报的单维考

虑，综合评估投融资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的影响。它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通过6个主题领域识别可以实现义利并

举的行业机会，并为金融机构如何设定通过投融资期望贡献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Aim)、规划投融资实践方式(Approach)和衡量投融资活

动的结果(Action)提供了具体指导。利用这份《目录》，我们可以

改变以往“出了问题再解决”的发展模式，在每项投融资活动进行

之时，便综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考量，避免问题的出现。

有感于该《目录》的独特价值，我想要在此对促成其研发的

所有参与者表示感谢。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

交流中心的精诚合作，感谢顾问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的高屋建瓴，

感谢所有参与到目录研发过程的专家的真知灼见。因为你们孜孜不

倦的努力和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我们才得以见到这份必将推动可

持续发展投融资活动高速发展的《目录》。

诚然，作为尚未经过市场检验的初步探索，这份《目录》可

能尚存一些待改进之处，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但是，《目录》已

经体现出了卓越的指导价值，将成为各个金融机构、行业组织以

及专家学者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活动的实用工具。并且，从《报

告》中，我看到了研发该《目录》的团队致力于持续改进的拳拳之

心，市场的实践和反馈必将推动《目录》的逐步完善。因此，我呼

吁各方从该《目录》出发，更多地采用金融手段解决可持续发展遇

到的挑战。你们的参与，都将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重要力

量。

人类现在到了反思的时候，而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文

明——可持续发展。

 

马蔚华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

序言：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塑造新的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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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金融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资金的85%应来自社会部门。为提

升动员社会资本的效率，增进全球金融市场间协同，针对符

合可持续目标发展的金融活动制定一套清晰的标准至关重

要。《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

版]》（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分析，

探索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项目分类方法，旨在推进可持续发

展投融资标准化进程。

随着可持续金融概念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普及，可

持续金融产品贴标工具也随之激增。这些产品涵盖债券、贷

款、指数、基金等，涉及包括环保、社会、水资源等各类可

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在促进可持续金融维度拓展的同时，这

些纷繁的贴标工具也增加了可持续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导致

认证困难、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必须

推动相关标准的一致化，加强监管，降低风险，使金融产品

更规范地为可持续目标服务。本《目录》本着不另起炉灶的

原则，通过对现存相关标准的分析，整合各家之长，开发了

一套与现存各项标准相兼容的分类框架，将 SDG 各项目标

作为有机整体纳入考量，并力争目录能为所有类型的金融产

品提供参考。

2016年以来，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金融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可持续金融标准领域，中国开

创性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方式推出了绿色债券和绿色

信贷领域的相关标准，发布了《绿色产业目录》，生态环境

部也即将推出气候投融资领域相关标准。随着本《目录》的

发布，中国在可持续金融标准化工作方面，即将全面覆盖绿

色、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三项主题。

虽然《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以下简称《目录》）在现阶段是基于中国国情而制

定，但其最终目标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金融

标准支持。《目录》不仅仅是适应了当前与日俱增的中国可

持续发展资金流的趋势，也是全球金融市场通力合作、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募集资金的迫切需要。因此，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的召集和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

支持下，我们将继续与国内外多方利益相关者保持对话与沟

通，在本阶段工作基础上提升并完善研究成果，促进目录在

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作为本项工作的技术

工作组组长和《报告》联合作者，期待与中国和全球的利益

相关方一起，不断完善和改进包括本项目在内的各项可持续

金融标准，深化和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协力前行。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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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列表

ACFM 东盟资本市场论坛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IGCC 亚洲投资人团体气候变化委员会

ASFI 亚洲可持续金融倡议

AWS 水资源管理联盟

BSDC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BI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CBRC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CDP 碳信息披露项目

CERES 环境责任经济联盟

CICETE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CSEIF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CSRC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DNSH “不显著危害”标准

EITI 采掘业透明度动议

ENCORE 自然资本机会与风险探索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

ESIA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ESRP 环境和社会审查程序

EU 欧洲联盟（欧盟）

GCF 绿色气候基金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GKP 绿色增长知识合作伙伴网络

GIB 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

GIIN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SG 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督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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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列表

GWP 全球生产总值

HDI 人类发展指数

HKQAA 香港品质保证局

HNWI 高净值人群

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T 信息通讯技术

IDFC 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GCC 投资团体气候变化委员会

IIGCC 机构投资团体气候变化委员会

IIGF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IIRC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MP 影响力管理项目

IPR 必然的政策响应

IPSF 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JSFI 日本可持续投资论坛

LMA 贷款市场公会

LNOB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MDB 多边开发银行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oEE 生态环境部

MSCI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

MUFG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NCFA 自然资本金融联盟

NGFS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AGE 绿色经济行动合作伙伴关系

PBC 中国人民银行

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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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可持续性会计准则委员会

SBG 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

SBTI FI 金融机构科学碳目标倡议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SE 可持续交易所

TCFD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PI 转型路径倡议

UN 联合国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WBA 世界基准联盟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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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录》及目标使用人群:《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

目目录（中国）[2020版]》（以下简称《目录》）是一个包含了

影响力评估和披露标准的项目分类系统，它帮助投资者和项目开

发者清晰地识别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除了关注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之外，此版《目录》是目前首个特别强调

要缩小弱势群体获得社会经济赋能和发展机会差距的目录。虽然

此版《目录》是在考虑到中国的发展情境下而开发的，但它对在

国际上用于助力可持续发展也同样具有适用性。

关于《目录》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项全球承诺，旨在于2030年消除贫

穷、减少不平等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资源。它的实现需要包括

政府、社会和民间团体以及私营部门等在内的全人类前所未有的

合作与资金投入。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置于全球发展事业的中

心位置，过往“一成不变”的局面正在被改变。为此，《目录》

提供了一套具有影响力评估和披露标准在内的分类系统，该分类

系统能够筛选出一系列至少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实质贡

献，同时避免对其他目标造成明显损害的投融资项目。

借鉴了国内外实践经验，本《目录》在针对中国发展情境

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尽可能兼顾了国际发展背景，力图使其

更为切合当下实际，并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本《目录》具象地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的

定义和阈值，使得采纳该《目录》的使用者能够辨识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投融资活动的具体界限和范围，同时设立了评估框架以便

披露并驱动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力表现。

本《目录》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

力”a 这一全球性倡议进行了补充。该倡议的重点是整合各种规

模投资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倡议所提供的实践标准可

以为标准采纳者，如基金管理方提供必要的工具，以支持对投资

和经营活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贡献力的验证与认证。而

本《目录》则着重为采纳者，例如公共或私营投资人、商业社会

提供了具体的项目目录和影响力评估指标。

本《目录》还参考了部分现有的全球性可持续投资和影响

力原则及倡议，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的《社会责任债券原

则》、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全球报告倡

a https://sdgimpact.undp.org/.

议》(GRI)、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发展影响力管理运作原则》，

欧盟发布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以及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

(GIIN)提供的“影响力投资者特征”等。

该《目录》是为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

致的领域而开发的一种公共产品。其开发工作是由中国国内和国

际的产业、金融和社会发展领域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现阶段的目

标是在中国实现市场对《目录》的自愿性采纳，并随着对将其纳

入标准检测和统计体系的政策支持的加强，最终得到国际认可。

谁应该采用本《目录》

本《目录》回应的是市场中已经兴起或正在行动的实践者

和团体对各种会产生对人类和全球环境发展积极影响的投资需

求，从而助力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目录》旨在对以下主

要群体产生价值和意义：

政策制定者：包括各级政府，有意向将目光投向与国家发

展战略和国际发展倡议相契合的产业和领域，调整配套政策，以

激励和引导资金流向可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开发银行在内的金

融机构试图通过信贷、债券、股权或其他金融衍生品来为支持可

持续发展的项目开发者提供融资服务。

企业：充分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项目的效果衡量和

披露框架，在生产活动中能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更聚焦的贡

献，对贡献有量化的呈现。

行业机构和社团：致力建立和推广可信的、一致的、融合

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标准话语体系；确保包括受益群体在内的所

有利益相关方对人类和环境发展问题的观点和声音均能被公平地

采纳；并通过增强对投融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力衡量和管理的完

整性、透明性和问责制，提高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投资市

场的信心。

分析咨询师、学术机构及智库和媒体：关注评估和测量投

融资活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致力推广和

主流化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影响力衡量和管理的指导

意见。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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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

版]》（以下简称《报告》）在2019年至2020年间与利益相关方

进行的广泛磋商中，就《目录》开发的阶段性成果披露达成了共

识。随着公众对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认识、实践经验、全球发展和

当地的具体发展要求不断提高，我们预计《目录》将是一个不断

完善的框架。

因此，下一阶段的工作将着重关注两个方面，即《目录》的

试点应用和进一步的开发完善:

   - 支持《目录》在中国的试点应用，以验证其适用

性、可用性和实用性。

   - 邀请所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特别是来自其他

新兴经济体的公众，就拟议的《目录》的范围和

可用性提供反馈。

工作组将对反馈意见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就如何落实这些意

见提供方案。未来的工作将对《目录》进行调整和补充，以确保

《目录》始终具有前瞻性，并逐步就《目录》的应用和实际操作

制订进一步的细化指导方案。

《报告》内容

这份报告介绍了《目录》的完整内容、开发背景与基本原理

以及使用说明。首先，《报告》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推动

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内容的背景。其次，它介绍了与可持续

发展相关的商业和投资机会，以及有可能使投资者在这个新兴的

可持续发展投资市场中获益的策略。《报告》随后描述了由开发

署召集的技术工作组对该《目录》的研发过程。在开发过程中，

工作组进行了广泛的与利益相关方的磋商，涉及许多产业部门的

国内外专家。更重要的是，《报告》呈现了完整的可持续发展

投融资支持项目归类方案的全文，并对其应用形式进行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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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人类迄今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框架，实现它涵盖的17个目标需要私营部门实现前所未有的参与

与合作。全球的金融系统都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放在首要位置

来进行资本的配置和提高资本使用的效力和效率，才能达成这些

目标。

1.1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描绘了全人类实现更好更持续发展的

未来的美好蓝图，它呼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消除一切形式

的贫困、保护地球环境且不让任何人掉队。a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的核心

内容，并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被193个联合国

会员国一致通过。

可持续发展目标极大地扩展了以往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规模

和目标，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议程。在此之前，千年

发展目标(MDGs)曾推动了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围绕着八大目标

的实现而展开，以期在2015年前减少各维度上的极端贫困。b 作

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延续，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继续贯彻新描绘的

蓝图。 

面对目前多种尚未解决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17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强调所有目标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

发展挑战必须通过一个涉及全部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的综合性

理念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指出只有促进所有地区和全

社会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和合作伙伴关系搭建，才能驱动资

源流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域c。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与私

营部门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合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明确保护地球这一目标，2015年12月12日

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以呼吁

全世界加快迈向低碳未来的相关行动和投资。d 《巴黎协定》和

《2030议程》高度兼容：《2030议程》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减贫和

环境保护齐头并进，e 《巴黎协定》则为改善水、能源、城市、

基础设施、气候和土地方面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动力。

a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agenda/.
b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dgoverview/mdg_goals.html.
c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mdg/building-the-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html.
d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what-is-the-paris-agreement.
e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1. 背景

零饥饿：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

续农业

良好健康与福祉：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优质教育：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

习机会

性别平等：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

理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

能源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

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无贫穷：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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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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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气候行动：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水下生物：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陆地生物：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

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

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

机构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图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a

1.2  可持续发展融资面临的挑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发展中国家预计每年就需要缩小2.5万亿～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b。所以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

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是全球面临的挑战之一。实际上，挑战不仅仅在于筹集更多的资金，也在于如何确保所得的资金能够高效地投向支

持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中。鉴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水平和成熟度，以及已预估达80万亿美元的全球GDPc和200万亿美元的全球私营部

门资产总值d，只要通过从根本上对金融市场和系统进行调整，使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置于决策的优先级e，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本是

可以获得的。

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通过的《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提供了一个新的全球框架，倡导将所有资本配置及金融政策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优先事

项保持一致。f 它是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的支撑和补充。g

然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5年来，融资工作依然存在诸多瓶颈，其中包括：

a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b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R]. 2014.
c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 (English)[Z/OL]. (2018-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43201521089993123/pd-
f/124289-BRI-PUBLIC-KN14.pdf. 
d 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 [R]. 2019.
e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2030-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partnerships/sdg-finance--private-sector.html. 
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dex.php?page=view&type=400&nr=2051&menu=35.
g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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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限的公共意识的普及阻碍了普通投资者的参与。

   - 不恰当的激励措施也使得现有投资难以满足实现发展目标所需的规模和速度。

   - 大量资本仍然在流入造成严重污染和掘利的行业，以期获取不可持续的短期利润。

   - 没有通用的定义、识别工具来筛选经济上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这加大了兼顾私营资本对项目盈利性的需求与实现项

目社会效益的难度。

   - 缺乏统一的影响力衡量标准和严谨的信息披露框架a。

201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金融战略》，旨在解决资本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困难，撬动规模化投

资机会，重塑全球各国金融体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应对一直以来业界缺少对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统一分类的难题，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结合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

目标投融资影响力”这一全球旗舰倡议工作，召集了诸多利益相关方，搭建了通力合作的对话平台，共同开发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即本报告将呈现的《目录》。

a World Bank. The landscap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ing in 2018 [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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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投资与商业机会

将资金投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商业活动中意味着

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有效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能够惠及所

有社会群体，包括那些处于弱势的社区和人民。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倾注力量既是一种投资需求，也提

供了挖掘市场机会的可能。尽管公共资本通常是投资可持续发展

的基石，但私有资本和投资者们也开始积极行动，并主张更紧密

地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投资决策中。越来越多的证据从四个方

面表明，对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而这一事

实也支撑了私营部门对支持发展事业做出承诺：

增加收入：

从消费者偏好角度估算，气候友好型公司的

成交量是非友好型公司的两倍a。无论是在发达国

家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会根据

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选择所购买的品牌产

品。据估计，可持续商业信誉更好的企业的商业

价值可达到9660亿欧元b。

a Templeman, Reid, and Deutsche Bank 2019 we programmed ou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α-DIG, to map company stock prices after reading the five mil-
lion pages of company announcements released by the 1,600 MSCI World compan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along with every Dow Jones news article written 
over the period (something that would take a human over a century to complete!
b Report shows a third of consumers prefer sustainable brands. Unilever [EB/OL]. (2017-5-1). https://www.unilever.com/news/press-releases/2017/report-shows-
a-third-of-consumers-prefer-sustainable-brands.html.
c Whelan T, Fink C. Th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EB/OL]. (2016-10-21). https://hbr.org/2016/10/the-comprehensive-business-case-for-sus-
tainability.
d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R]. 2017.
e Whelan T, Fink C. Th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EB/OL]. (2016-10-21). https://hbr.org/2016/10/the-comprehensive-business-case-for-sus-
tainability.
f Scheck D. Green is healthy. Also for bonds in the portfolio [EB/OL]. (2018-10-18). https://www.credit-suisse.com/ch/en/articles/asset-management/green-is-
healthy-also-for-bonds-in-the-portfolio-lu-201810.html.

降低运营成本：

88%的研究表明，良好的 ESG 实践，如通过

实施节能环保或改善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措施，可

以带来更好的经营绩效c。此外，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保持一致的公司还可以通过成功地吸引和留住

员工来降低人力资源的运营成本，因为年轻一代

尤其看重负责任和包容性的商业实践，而在发展

可持续方面的绩效正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d。

降低融资成本：

2 0 0项研究中有90%的结论认为，良好

的 ESG 标准降低了资金成本e。自2013年以来，

巴克莱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绿色债券指数

(Barclays MSCI Global Green Bond Index)中绿色

债券的表现比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loomb-

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Index)高出2.37%，

这使得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普遍降低f。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5

提高市值：

80%的研究表明，股价表现与良好的可持续

性经营正相关a。例如，那些受到气候变化利好消

息提振并发布气候变化适应利好消息的公司，其

股票表现每年都比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

(MSCI  World  Index)绝对值高出0.8个百分点，比例

上超出了15%b。

很多投资者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机会并构建了负责任的投

资战略，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资产类别c。如全球绿色债

券市场规模在2010年时几乎为零，而到2019年已增至2000多亿

美元。d

许多机构，如世界银行和麦肯锡，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不

同领域提供的投资需求和机会做过估算，例如：e

   - 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每年所需的总投资

（按照使人均日收入增加到至少1.90美元计算）

约为660亿美元f。 

a Whelan T, Fink C. The Comprehensive Business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EB/OL]. (2016-10-21). https://hbr.org/2016/10/the-comprehensive-business-case-for-sus-
tainability.
b Templeman, Reid, and Deutsche Bank 2019. We programmed ou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α-DIG, to map company stock prices after reading the five mil-
lion pages of company announcements released by the 1,600 MSCI World compan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along with every Dow Jones news article written 
over the period (something that would take a human over a century to complete!
c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 2018 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Review[R]. 2018.《全球可持续投资评论》主要相关市场包括欧洲、美国、日本、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注：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相关的投资组合主要是关于所有权转移，而不是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

d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官网： https://www.climatebonds.net/.
e  将可持续发展投资的需求和机会量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计算过程需要依赖于一系列的假设：包括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国内和国际贸易政策趋势，技术支持和
应用相关技术的能力，不可抗力、冲突和气候变化的预期影响，以及在某一领域投资的同时对其他领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溢出效应程度。同时在估算投资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收获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如不采取行动（或拖延行动）的潜在风险和代价。例如，迟缓的减缓气候变化投资可能会大大增加长期的发展成本。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为2030议程融资[R/OL].2018.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2030-agenda/financing-the-2030-agenda/.
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为2030议程融资[R/OL].2018.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2030-agenda/financ-
ing-the-2030-agenda/.
g 同上。

h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平等的力量[R/OL].2015.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how-advancing-womens-equality-can- add-12-trillion-
to-global-growth.
i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EB/OL].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new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news+and+events/news/
new+ifc+report+points+to+%2423+tril- lion+of+climate-smart+investment+opportunities+in+emerging+markets+by+2030.
j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BSDC)于2016年1月成立，旨在描绘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针对企业如何实现相关目标作出报告。

k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更好的商业，更好的世界[R/OL].2017. http://report.businesscommission.org/uploads/BetterBiz-BetterWorld_170215_012417.pdf. 
l Global EY. Wh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hould Be in Your Business Plan [EB/OL]. (2017-3-9). https://www.ey.com/en_gl/assurance/why-sustainable-de-
velopment-goals-should-be-in-your-business-plan.

   - 可持续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6、7、 

9、11、15等有关联）包括水、农业、电信、能

源、运输、建筑、工业和林业在内的投资空间为5

万亿～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预计能达到

4万亿美元，而目前实现了约1.4万亿美元的投资

规模。g

   - 关于性别平等(SDG 5)这一个目标，到2025年，

相对于维持现状，如果实现男女平等参与经济活

动，对全球 GDP 的贡献将高达28万亿美元h。

   -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13）： 

仅新兴市场规模就可以达到23万亿美元。i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BSDC)j 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致的市场中的商业机会按照经济体系分成了四类（表1）。根

据估算，全球覆盖了粮食和农业、城市、能源和材料、医疗健康

等方面的“热点”市场多达60个，而其相应的商业价值约为12万

亿美元，将占到2030年全球 GDP 预测值的10%，并可以提供3.8

亿个就业机会k。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私

营部门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它们能够将社会发展的挑战

化为机遇，促进业务增长的同时提升长期竞争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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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投资与商业机会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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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投融资方案

项目开发者和投资者有多种可能的组合为可持续项目融资，

特别是混合融资撬动私人资本，使其投向原本对私营部门合作伙

伴不具有吸引力的项目中。

3.1    资金的来源和金融工具的种类

对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项目进行投资，需要从海量

的资金来源和金融工具中进行谨慎筛选，并运用适当的金融工

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资金来源大致可分为五类：

   - 各国政府（如公共财政拨款、政府直接投资、购

买其他国家国债、向多边和双边机构捐款，对其

他国家的直接援助、政府间贷款等方式）。

  - 开发银行（如开发金融机构的优惠或商业贷款、

债券、股权投资等方式）。

  - 社会资本（如信贷、债券、保险、基金、信托等

多元化金融工具）。

  - 公益机构（如慈善捐赠）。

  - 公众（如众筹、债券投资、股票投资）。

投融资的金融工具一般可分为现金工具或衍生工具，其中现

金工具的使用更为普遍。表2列出了一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

现最常见的金融工具。a

表2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金融工具 

类别 描述 示例

贷款 
借款人需要借一笔固定数额的资金时使用的手段，大部分借贷来
自商业银行

绿色贷款、影响力贷款（利率根据影响力表现浮动）

信贷
借款人需要借一笔数额会浮动的资金时使用的手段，大部分授信来
自商业银行

绿色信贷、社会信贷、影响力信贷

债券 

通常借款人（债券发行者）需要大量资金时，在债券市场中从众多
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的方式。债券有固定投资回报（息票)和固定
的还款日期。投资者通常可以在市场上再次买卖这些债券，而买卖
行为不影响债券的发行者

绿色债券、蓝色债券、社会影响力债券、伊斯兰债券、
散居债券、转型债券、影响力相关债券、社会责任债
券、可持续发展债券

股权

通常用于为公司或项目筹集资金（如通过特殊目的载体），其中
投资者拥有公司/特殊目的载体的所有权。股权通常没有固定的回
报，也没有固定的还款日期。股权有交易型（如股票市场上的公司
股票)，也有非交易型（如私募股权)

影响力融资、 众筹

基金
用于汇集如股票、债券等不同资产的工具以降低任何单一资产的
风险

影响力基金、众筹、开发性基金

加密资产 利用加密货币和合约，可能整合多种筹款和基金管理的工具
将智慧合约（例如影响力要求）和资金支付合约以及偿
还投资合约进行整合

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投入资金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金融工具，相反，金融工具的选择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项目的风

险类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由于金融市场的成熟度所造成的工具的可用性（如新兴市场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往往低于发达市场）、市

场的风险等。

a 可以使用更多特定的金融工具，如担保、租赁、信托计划、票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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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示例了使用不同的可持续运输项目如何产生不同程度的融资回报——从负回报到可能伴随着存在高风险的高回报。因此，

不同类型的项目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工具进行融资。

图2  可持续运输项目的融资选择

货运

客运

治理/规划

负（直接）回报 正回报 风险/回报

转向铁路货运 电动汽车（充电站

共享物流设施

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自行车道

行人专用区

公共道路

城市规划、分区

交通规划

公共财政补助 混合融资 债务、股权融资 私人股本

自主包装

共享单车

电动汽车（充电站

泊车基础设施

交通需求管理（如

拥堵费）

大数据使用

共享交通出行

打车

共享单车

拼车

自动驾驶汽车

车辆）

车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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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过混合融资撬动私人投资者的参与

一些对于可持续发展有贡献的项目可能没有足够高的财务

回报来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者。然而，如果没有私营部门合作伙

伴的参与，为可持续发展调动足够的资金将不可能实现。数十年

来，业界常用来解决这个瓶颈的一种工具是“混合融资”。根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混合融资是“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使

用方式，目的是调动更多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换句话说，混合融资是一种通过将“优惠性融资”和按市场利

率计价的融资混合来构建金融交易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财务

回报率较低甚至为负的项目也获得被投资的可能。优惠性融资可

由对财务回报预期较低的机构（如政策性银行、发展银行）或甚

至无财务回报要求的机构（如捐赠、援助）提供；私人资本将通

过不同的市场渠道得以筹集（如商业机构、社会投资者）。山东

绿色发展基金就是一个例子，该基金的45%的资金来自开发性金

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KfW 开发银行、法国发展署、绿色

气候基金），55%的资金来自中国的社会投资者。它为产能转型

项目提供优惠融资，为“技术成熟型”项目提供正常利率的资

金，为“示范实践型”项目提供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资金。a

图3举例解释了一个混合融资工具的融资收益：一个项目需

要100000元的融资规模，并且回报率为-1%。项目运营一年后，

损失了1000元，只能收回99000元。如果采用混合金融，这个项

目有可能吸引私营部门的投资。该项目可以汇集到5000元的捐

赠，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50000元，预期收益2%），并吸引到

私营部门的投资（45000元，预期收益6%）。

图3 混合融资工具示例

a 混合融资仅是在投资项目时构建融资结构的一种工具，不能成为某些项目表现不佳的理由，因为这些项目有可能是在实施过程中由政府补贴失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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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录》开发的基本原理和过程

4. 《目录》开发的基本原理和过程

该《目录》有助于识别各种行业中符合条件的对可持续发展

有贡献的项目，同时就如何披露项目对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实际贡

献提供了指导。为了实现设计和实施一套严谨而透明的框架，以

鼓励和追踪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的目标，《目录》的开发广泛

咨询了众多公共及私营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4.1    《目录》建立的基本原理

多年来，全球一直在努力引导资本进入到与可持续发展保持

一致的领域，并提高其市场透明度。特别在绿色金融方面取得了

突出进展，例如，对资金进入与减少污染、减少温室气体（减排

低碳金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融资）、气候变化减

缓与适应（气候融资）相一致的项目中的引导。其他可持续性金

融倡议，如保护水圈（湖泊、海洋、河流、地下水域）健康的蓝

色金融也逐渐成为热门议题。此外，投资界对解决包括教育、社

会服务、食品和健康等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影响力金融也有了越

来越多的认知a（见图4）。

为了加速构建可持续的金融系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共

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已经采用和推广了不少的指导方针、标准

和最佳实践（详见附录2，全球主要可持续金融与投资倡议）。如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专门列出了关于发行绿色债券、社会责任

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原则，是目前最常用的国际标准之一。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通过制定全球标准，来帮助企业、政府和

其他组织了解和分享其投资在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与风

险，并推进宣传可持续性报告的重要性。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对各种资产类别开发的《影响力实践标准》提出了如何选取和

应用具体且实用的阈值来进行投资影响力的管理，以及如何实施

行业框架和原则来披露和推动项目影响力和财务绩效。

图4 可持续发展金融进程

a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topics/Social-Impact-Investment-2019.pdf.
http://ec.europa.eu/social/BlobServlet?docId=15079&lang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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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相关的倡议日益增多，挑战依然存在。大多数倡

议是自愿性质的并且只提供一般性原则，难以实现广泛应用和标

准化（如对于披露而言）。同时，尽管可以看到各种倡议之间的

协同效应正在增加，但同时兼顾所有对于采纳的利益相关方来说

可能是一个挑战。

各方在界定和监管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金融活动方面缺乏

一致性，可能导致对投资发展领域私营部门产生误导，或投资成

本的增加，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投资吸引力降低。一方面，有些投

资者会滥用 SDGs 的名义，如对一些项目进行了投入产生了农业

产量和就业，便宣传其投资对 SDG1 和 SDG2 有所贡献，但是实

际上这些项目可能同时严重损害了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如生态

可持续发展目标、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

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护人”和真正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投

资者们只能就每个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进行逐个严格评

估，并与众说纷纭的保障措施全部保持一致来避免这些陷阱，这

也增加了投资的交易成本。

因此，就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定义达成共识是基本前提，

这样才能建立各个倡议之间的协同效应来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好

的指导，从而促进知识共享，动员全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行

动。这样做还可以实现为政策决策者、金融机构、企业、风险投

资人、学术界和民间组织提供包容的对话空间，来贡献他们的专

业知识，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4.2    开发工作的目标和原则

《目录》是第一个除了在关注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环境

保护领域之外，还特别着重缩小弱势群体获得社会经济赋权和发

展机会差距的投融资分类方案。《目录》开发的目标是提供一个

清楚的、协调的和易于使用的项目分类来概括符合条件的、可衡

量的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投融资项目。在现阶段，我们的

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市场对《目录》的自愿性采纳，并随着对

将其纳入标准检测和统计系统的政策支持的加强，最终得到国际

认可。

发布本《目录》的主要目的有：

   - 第一，提供简明的产业清单用于引导资金识别和

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填补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活

动在筹资与信息披露两方面的空白。

a  中国外交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9)[R].2019. 
b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in China [EB/OL].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china/overview.
c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equalities in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R/OL]. 2019. http://hdr.undp.org/sites/all/themes/hdr_
theme/country-notes/CHN.pdf.
d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EB/OL].(2020-1-24). http://www.gov.cn/shuju/2020-01/24/content_5471927.htm.

   - 第二，在识别出的产业清单中，提出兼备可持续

发展意义与市场机会的项目类型和商业模式（包

括使用创新型的金融工具，如混合融资）。

   - 第三，为每个项目提供主要的评估指标，用于衡

量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目录》开发需要严谨而透明的过程，并能广泛听取利益相

关方意见，这样可确保《目录》的相关性、可用性及优质性。为

了使《目录》更具适用性，工作组决定先选择一个特定的国家来

推动和试验《目录》的开发设计原理，最终选择在中国试点。

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开发《目录》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其

显著的减贫成果以及快速增长的绿色金融市场可以证明中国致力

于落实《2030年议程》的意愿和实践经验；其次，由于中国的自

身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地缘位置，其金融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的

市场机遇占据了全球最高的权重。综合这两个因素，我们坚信在

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更具有实践价值和

影响力。

中国对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

中国高度重视《2030年议程》的实施，率先发布了《中国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别

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中国将议

程的实施与其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进行了结合，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力图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推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中国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加快国内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a

例如，中国正在坚定决心地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

SDG1“无贫穷”——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出巨大的贡

献。从1978年到2019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有约8.5亿人摆脱了极

端贫困b。同时，由于预期寿命、教育、收入、性别平等、安全、

交通便利和通信系统的改善c，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

0.502提高到2018年的0.758。截至2019年底，中国农村还有约550

万人生活在现有贫困线以下，即年收入低于2800元人民币（约合

427美元）d，政府决议到2020年要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确保脱

贫人口在长期内不返贫。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12

4.  《目录》开发的基本原理和过程

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目的是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可持续发展现实样板，为中国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家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益借鉴。a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深圳

市、太原市、桂林市、郴州市、临沧市、承德市等六个示范区作

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践的先行者。这些示范区将享有

更多的政策创新和灵活度，这为《目录》实现在当地的试点试

验来动员私营部门力量以更好地促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提供了坚实基础。

除了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国在全球发展方面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如中国正在推动绿色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倡议。截至

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8%，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贸易国，并且在提供世界范围内必要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

资、知识与技术以及发展援助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

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对于支持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

标而言具有巨大潜力，这在全球传统发展援助资源缩减的当下意

义重大。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格局

有关分析曾估算，如果投资与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可

持续发展产业，中国的私营部门将迎来2.3万亿美元规模的商业机

会b。其中，在粮食安全、减贫、城市化、卫生和教育、可负担的

住宅等领域，仅2017年到2022年间就有至少11万亿美元的投资潜

力，这相当于中国2015年全年的GDPc。

从2015年开始，中国一直在打造绿色金融体系。中国人民

银行等七部委于2016年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

指导意见》，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也成了本

《目录》开发的基础参考范本之一。2019年，中国证监会(CSRC)

与生态环境部(MoEE)共同出台了新的要求，即到2020年，所有

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必须全面披露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的相关信息d。

金融市场的实践者们也紧跟着制度变革而行动着。2019年中

国的绿色债券发行达到了2922亿元人民币（约416亿美元），其规

模仅次于美国，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达到了

310亿美元e。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和高净值人士(HNWI)也开

始对影响力投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2018年，胡润慈善榜排名前

100位的慈善家在国内共捐款33亿美元f。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案》政策解读[R/OL].(2016-12-21). http://www.scio.gov.cn/34473/34515/Docu-
ment/1536557/1536557.htm.
b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更好的商业，更好的世界[R].2017. 
c  Latham & Watkins LLP. 中国要求上市公司和债券发行人进行ESG披露[EB/OL]. (2018-2-6). https://www.globalelr.com/2018/02/china-mandates-esg-disclo-
sures-for-listed-companies-and-bond-issuers/.
d  同上。 
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2019 Green Bond Market Summary[R/OL]. 2019. https://www.climatebonds.net/files/reports/2019_annual_highlights-final.pdf. 
f  胡润研究院. 2018胡润慈善榜[Z]. 上海：胡润研究院，2018. 

《目录》的开发遵循四个主要原则: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通过在开发过程中和开发之后利益相关

方的知识共享和集体磋商，确保《目录》开发的合理性、相关性

和对《目录》的质量把控。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NOB)：提供一个全球公共产品来回应

那些无法获得基本服务的群体和部门的需求，确保全球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时“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同时应尽量减少投资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的意外后果。

不另起炉灶：通过采纳和协调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和影

响力衡量的标准和知识，来增加本《目录》的接受度。

动员私营部门投资：通过提供具有可投性的项目清单鼓励金

融机构的参与，调动私营部门资本。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开发此版《目录》大约花费了一年时间，并召开了近200次

规模不等的由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会议。从工作准备、

研发到意见咨询，一个召集了众多的利益相关方的专业团队为整

个开发过程提供信息共享和技术指导。其中包括国内外的政策制

定者和监管机构、认证评估机构、研究机构、智库以及不同行业

的专业人士、民间组织以及发展和金融领域的专家。他们被聘

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或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利益相关方分组如

下：

   - 顾问委员会：探讨在中国推广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倡议的机会。该委员会由15名国内和国际专家组

成，他们对社会发展优先领域、国家政策法规、

金融和投资等相关工作均有着深刻的见解和影响

力，并帮助建立和维护合作关系或调动资源。顾

问委员会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领域工作的

战略方向，提供了技术援助资源，为建立伙伴关

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 技术工作组（技术委员会）：承担了开发本《目

录》的科研任务。工作组由来自研究机构、金融

服务提供商、咨询机构、社会组织的20位专家组

成，均具有中国和国际专业领域背景。参与的机

构包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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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价值投资

联盟、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报告倡议、国

际金融公司、商道绿融、深圳金融科技协会、南

都公益基金会以及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另外有8名

以个人名义参与的专家，他们均在金融机构、金

融自组织机构、国际金融倡议组织工作。技术工

作小组的核心成员成立了6个专题小组，涵盖主要

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行业，开展集体研究

和开发工作。开发计划署定期举办工作组和或专

题小组会议，以便在各专题小组工作联络会议之

外，还能促进信息和调研结果的交流和讨论。

除此之外，工作组还组织了大量的监管机构、相关行业的产

业专家、研究人员和投资者等，以观察人士身份参与的磋商会议

和对话，以确保和改进《目录》的质量，并提高其在金融投资领

域的相关性和认可程度。阶段性的成果曾在扩大的观察人士意见

征询会议中被提出、讨论和检验。2019年11月，来自6个主题领域

的40多名观察人士和技术小组成员在北京召开了6场产业意见征询

会议，一部分国际专家远程参与了讨论。最后一次的投资者意见

征询在2020年3月进行a ，重点征询了来自2家开发银行、1家投资

银行和2家商业银行作为观察人士的反馈意见。《目录》的整个开

发过程组织了包括十多次观察人士会商以及多次技术人员与观察

人士之间的双边会议。

此外，开发署驻华代表处还结合了开发署的全球旗舰倡议

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SDG Impact)b的部分内容，

以使此版在中国开发的《目录》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倡导方面

与全球保持一致，其中采纳了部分来自《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

力实践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地图》等全球知识产

品的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开发署驻华代表处与技术工作组组长中央财

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合作，整合和采纳磋商会议与同

行审议的反馈意见，并最终完成了这份技术报告的撰写工作。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LNOB)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愿景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NOB)

和“优先触达那些最落后的人”。因此，《目录》的开发也必须

遵循并且使用这一原则对所筛选的项目进行有效性的验证。《目

a  本次征询邀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瑞银集团的专业人士参与意见。
b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于2018年启动，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全球倡议，其任务是撬动资源加快投资，支持在2030年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私募基金实践标准意见征询草案2019 [S]. 2019.

录》敦促资本投入那些可以惠及最弱势群体的项目，并鼓励资本

投资那些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产业中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的中小微型企业。

为了解决 LNOB 问题，《目录》采用了影响管理项目(IMP)分析

框架的一部分内容，该框架旨在系统地记录和评估投资对发展的影

响力。IMP 已经达成了一个全球共识，即影响是指对人类或地球的

所产生的重要的积极或消极结果的变化。它包括以下五个维度c：

   - 什么：是指投资的结果是什么，以及这些结果对

利益相关方有多重要。

   - 谁：是指哪些利益相关方正在被这一结果影响，

以及在投资产生效果之前他们怎样难以获得所需

的服务的。 

   - 多少：是指有多少利益相关方被这样的投资结构

所影响，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以及影响所持

续的时间有多长。

   - 贡献：是指投资和/或投资者的付出是否会产生

比不这样做更好的结果。 

   - 风险：是指实际产生的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可能

性。

不另起炉灶

《目录》应该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带来额外的应用价

值，并协调和继续构建现有的框架、标准和分类规则，而不是取

代它们。坚持不另起炉灶，开发过程研究了目前最相关的中国和

全球可持续发展金融倡议和框架（详见附录2，全球主要可持续金

融与投资倡议），它们主要可以被归纳为三种方法（见图5）：

  - 准入导向的目录：为投资者提供明确的相关项目

列表。如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国

人民银行，2015）。

  - 过程导向的倡导：确保采取保障措施和进行ESG披

露。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及《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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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私营投资

《目录》的开发旨在动员社会资本投资那些产生具有可衡

量的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项目。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者，项目

应该是“可以动员私营部门”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能够为私

人投资者带来收入。这里所说的先决条件是对项目的投资必须要

产生收入，而不是说项目本身必须要“盈利”。至少当使用混合

融资时，即优惠性融资（如来自政府、捐赠、援助机构、开发银

行）与非优惠的私营资本的混合时，《目录》中所建议的项目应

实现虽然不一定直接产生盈利，但一定都可以产生收入，以满足

私营部门投资者的诉求。

4.3 《目录》框架

《目录》的框架（见表3、图6）由10个不同的列组成，每个

列都有自己的用途：

  - A栏列出《目录》所涵盖的符合标准的6个产业领

域（“第Ⅰ级”）。

  - B栏列出六大领域内所涵盖的符合标准的分目录

（“第Ⅱ级”）。

  - C栏列出具体所有符合标准的项目活动（“第Ⅲ级”）。

  - D栏列出每个项目的描述和说明（“说明项”）。

  - E栏列出项目筛选过程中参考过的有关政策和国际

惯例和参考资料（“相关政策和方案”）。

  - F栏将所有符合标准的项目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

图5 准入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目录

  - 结果导向的分类方案：明示了项目应有的产出/结

果的阈值。如《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中关

于排放或社会效应的规定。

在分析现有的一些标准和框架的基础上，工作组做出了《目

录》开发的四个框架性决策：

  - 结合目前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已经开展的绿

色金融框架建设的工作基础（如《绿色债券支持

项目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本《目录》将

着重关注社会效益领域的项目。

  - 采用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框架。这

样做可以使本《目录》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实践

保持一致。

  - 借用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的

维度和目标群体，作为筛选项目的基础。

  - 除此之外，目录还应参考其他几种过程导向和结

果导向的主流分类方法（如 IMP、全球影响力投

资者网络的 IRIS+、《全球报告倡议》的框架），

以便更好地量化衡量项目影响力，从而最小化项

目可能意外产生的负面影响，避免这些项目的实

际成果违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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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GB/T 4754—2017)》系统代码对标（“行业

代码”）。

  - G栏将每个符合标准的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子

目标）对标，以突出显示每个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所可能作出的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

  - H栏列出每个符合标准的项目必须考虑到的影响

力结果（“影响什么”）。

  - I栏列出每个符合标准的项目必须考虑到的项目应

惠及的目标人群。《目录》要求通过项目至少惠

及目标群体中的一个，以避免项目产生意外的后

果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不足。

  - J栏列出用于衡量项目的“影响力”产出的指标。

《目录》所设定框架及其内容旨在借鉴和整合了全球最佳实

践和标准：

  - A栏至F栏的结构借鉴了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

  - A栏（第Ⅰ级）的六个主题领域是以国际资本市

场协会的《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为基础的。《目

录》目前所设立的六个主题领域是：（一）基础

公共设施；（二）可负担的住房；（三）卫生与

健康服务；（四）教育、科技、文化；（五）粮

食安全；（六）基本金融服务。

  - B栏（第Ⅱ级）的子类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或国际

惯例经验进行细分的。例如，“基础公共设施”

项下有七个与中国住建部提出的基础设施类别

相对应的子类别。这些子类别包括运输、综合管

廊、水、能源、环卫、绿地和信息通信技术。附

录中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总览

展现了所包括的全部项目子类别及其在主题领域

中的分组概况。

  - C栏（第Ⅲ级）所列和D栏（说明）所介绍的具体

项目是综合考虑了项目与E栏（政策、方案和资料

来源）中列出的中国发展优先事项（如中国的五

a  《目录》中所列项目均应先坚持国家要求的技术标准，如国标、国际标准(ISO标准)所包括的质量标准、管理标准、工艺标准。相关标准的执行应由项目的开发者
和/或投资者独立负责管理和把控。

b IMP框架的“贡献”和“风险”维度被间接地包含在《目录》中。《目录》提供了具体的可持续发展子目标和影响力指标，以评估项目对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而筛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最小化了意外后果的风险。此外，《目录》中的所有项目为“落后”的目标群体解决可持续发展挑战。通过集成这些维度，《目录》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所列出的项目的交易成本。

年计划、各职能部委、法规等），以及国际发展

所强调的优先事项和国际惯例经验的关联度而筛

选出来的。a

  - 《目录》指定了每个项目必须与哪些可持续发展

目标（子目标级别）相一致（第G栏）。可持续

发展目标框架是十分复杂的，实现一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可能会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反作

用。如通过修建全天候道路为农村人口提供交通

便利(SDG9)，但会使自然栖息地(SDG15)破碎化，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目录》包

含了每个项目会涉及的最关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子目标。作为补充，附录5展示了重点投资领域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供使用者作

为附加参考。

  - H栏明确了每个项目应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些

都应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内容，如提供

交通便利、提供就业、保护文化、赋权。

  - 《目录》还明确项目的目标群体（I栏）：为了惠

及最落后的群体，项目的目标群体应是国际资本

市场协会《社会债券准则》建议的“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的群体”“残障人群”“由于性取向、信

仰被边缘化群体”“弱势群体（如老年人）”“

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群体”“生活在基本服务欠缺

的地区（如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服务不足的

城市地区或危机和冲突地区）的群体”和“受教

育程度低的群体”。项目也将目标设立为可以为

公众解决基本服务的公共产品，如医疗保健。当

然，如果当一个目标群体没有在《目录》被指定

为项目的主要受益者，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群

体不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利。相反，每个项目都必

须确保为至少一部分《目录》中特定的目标群体

提供服务，以确保与“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原

则保持一致，否则就没有资格被定义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项目。

  - 第J栏提供了衡量项目影响力产出的指标。这些指

标可以用于在投资前进行基线测量与设立，并在

投资期间评估所投资的项目的影响力结果的产出

变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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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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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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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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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目录》与SDGs的一致性

为了确保在征询阶段所讨论和建议的所有项目都有助于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们建立了严格的项目准入和筛除程序。

准入标准

《目录》所筛选的项目必须符合：（1）国家发展战略和政

策；（2）国际社会发展最佳实践；（3）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

致的领域并为目标群体提供服务。

筛除标准

根据国际最佳实践，《目录》制定了三步走的方法来筛除那

些可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

  - 排除国家政府不鼓励的项目，也排除了联合国机

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不参与筹资或合作

的项目a。这些被排除在外的类别包括博彩、武器

交易、成人娱乐、烟草和侵犯人权的内容等。

  - 根据《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的“不显著

危害”(Do-no-significant-harm, DNSH)标准，

排除可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重大损害的项

目。评估项目的潜在危害的过程在图7中进行了

解释。

  - 排除可以通过其他有更好社会或环境绩效产生的

项目来替代的项目。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层面的《社会和环境流程》将社会和环境标准纳入了总原则（包括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以了解潜在的项目社会和环境风险及
其重要性，并确立如何处理项目的潜在风险和所需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评估及管理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尽职调查政策规定了一套排他性标准，概述
了本组织认为不可接受的商业活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使世界银行和借款方能够更好地管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改善发展成果。

筛选标准的应用

《目录》中列举的所有项目都根据这些标准进行了筛选。

许多可能贡献某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项目（如创造就业

机会）仍然被排除在外的原因就是《目录》找到了更好的替代

项目，这些替代项目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同时危害更小或更经

济。项目被排除在外的例子有化石燃料相关行业（虽然可以创造

就业，但对气候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畜牧业（可以创造就业和

提供食物，但仍有其他无动物产品同样提供平等就业且减少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并产生潜在的更好的促进粮食安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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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基于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的不显著危害决策流程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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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录》的应用流程

使用该《目录》时，应该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从项目决

策到项目实施，以及项目效果披露阶段）均嵌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影响力维度。

要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投资者和项目开发者应制定

明确的战略，以确保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使其活动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项目进行

投资并应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至少应考虑项

目生命周期中的以下三个步骤，即管理应始于项目开始前（事前

管理）、并在实施中管理筹集资金的使用（事中管理）以及后期

评估与披露（事后管理）。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和项目开发者应考虑有效的方

式来加强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这可能意味着优先与中小

企业签约，聘用那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落后的群体，推动两性平

等，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等。因此，应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

支持项目目录》不（仅）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应该是业务和投

资战略的核心。

1.    事前管理

1.1 明确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动机，

如降低成本或风险（包括制度的、名誉的或财务

的），寻找新的增长机遇（如解锁商业价值），

解决紧迫的社会挑战，并明确与动机一致的影响

力目标。a

1.2  根据投资者的影响力目标，选择与本国或当地条

件允许的符合条件的项目（项目主体）。

1.3 投资者与项目主体共同确定最合适的融资方案，

根据项目的特点（如盈利能力、公众参与）可以

采用多种工具来构建金融交易。

1.4  对项目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特别是

关注目标群体的参与。ESIA 标准因国情而异，也

a 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私募基金实践标准意见征询草案2019》1.1条、1.2条和2.1条。

b 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私募基金实践标准意见征询草案2019》12.1条和12.2条。

c 参考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社会责任债券原则2018》第三部分。

d 同上。

因行业而异。很多国际标准，如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或联合国环境署所

建议的均可以用来作为参考。ESIA也可以揭示某

些项目是不合适的，或者应该进行相应调整，使

其最终变成符合标准的可持续发展项目。ESIA还

为基线测量提供了参考，而项目基线测量还应当

包括本《目录》中提出的指标。ESIA 的结果应向

公众公布（如在线公开）。

1.5 分析并应用国际金融公司的相关绩效标准1至标

准8，以确保项目一开始就进行了适当的风险管

理、社区参与、生态保障（如生物多样性、气候

适应）、本地居民和文化遗产保护。

1.6 投资者与项目主体应共同设定适当的影响力指

标，以实现符合《目录》指标中建议的影响力产

出。

1.7 确立过程和内部控制标准以确保其影响力数据的

收集、存储、使用和披露（如环境和社会管理体

系）的完整性、可靠性和质量把控（即相关性、

准确性、可信度、及时性、准时性、可访问性、

可解释性和一致性）。投资者和项目所有者还应

就若项目未达到目标的情况商定承诺条款。b

2.    事中管理

2.1 项目所募集的资金净额或同等金额应当以适当方

式进行追踪，并通过项目主体正式内部程序确保

用于与社会效益项目相关的贷款和投资。c

2.2 在项目存续期内，所追踪的净募集资金余额应当

定期调整，以匹配该期间内对合格社会效益项目

作出的分配。项目主体应当使投资者知悉闲置净

募集资金的临时投资方向。d

2.3 《目录》鼓励高级别的信息透明度管理，建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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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体聘用审计机构或其他第三方对项目募集资

金内部追踪方法和分配情况进行复核。a 

3.    事后管理

3.1 进行有效的操作，从而定期地衡量、评估项目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效果表现。

a 参考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社会责任债券原则2018》第三部分。

b 参考《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私募基金实践标准意见征询草案2019》18.1条。

3.2 使用适当的质量把控机制来生成（理想条件下

通过独立审计认证）关于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的报

告，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绩效指标的测量

结果和衡量过程的披露。

3.3 系统地使用影响力数据，总结事前和事后测量及

管理的实践经验，以便改善现有项目的管理和未

来对投资及影响力的管理；以及便于与更广泛的

利益相关方沟通与汇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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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望

6. 展望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的首创性在于其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子目标）整合进了投资指南，纳入主流的融资倡议

与框架，并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一套分类系统以利于敦促其投资

或商业活动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和环境回报。《目录》不仅制定

了明晰的项目分类列表，还配套提供了发展影响力的衡量指标，

用于指导使用者对项目进行筛选，以及对所投资的项目的影响力

信息进行记录、评估、报告和汇总。该《目录》中的绝大部分内

容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该《目录》有望在中国

进行试点的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

尽管在开发过程中有各方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协同合

作和积极参与，但此版《目录》无法尽善尽美，面面俱到。现阶

段，仍存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的覆盖范围不全面、影响力衡

量和披露的指标体系不完善的局限性。另外，不同资金来源和不

同金融工具定制的差异化菜单尚未被充分开发；引导资金投入可

持续发展领域的激励措施和机制还没有被全面地提出，也尚未被

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人士完全接受。

由此可见，该《目录》在开发和验证方面仍需进一步的完

善。开发署作为该《目录》工作的主要召集人，将继续致力推进

研发和改进、政策倡导和巩固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以此对该

《目录》有效性进行进一步验证。开发署还将邀请各行业领域和

投资界的专业人士定期对该《目录》进行升级和更新。下一步开

发署的工作重点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 如期地调整《目录》的覆盖范围，以确保其兼备

创新力和前瞻性。

  - 改善包括避免或缓解投融资活动造成意外风险后

果的措施的框架。

  - 如期调整影响力的衡量和披露指标，以帮助用户

建立影响力管理的基准、进行影响力的分析和影

响力数据的积累。

  - 为目标受众建立可行的实践标准和操作流程清

单，以帮助其逐步实现对影响力的衡量和披露的

质量管控。

  - 通过政策对话、会议活动、路演和培训，将为可

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倡议主流化。

  - 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试行并测试应用和复制《目

录》的可行性。

随着该《目录》在未来市场中的适应、测试和应用，开发

署将坚持支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将可持续的理念转变为切实可行

的商业行动，并利用这一《目录》动员所有资金投向保护生态资

源、创造社会回报和协同发展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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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便
民
性

X
X

X
X

1.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人
口
比
例

2. 公
交
车
辆
的
平
均
速
度

3. 公
共
交
通
对
于
郊
区

/
社
区
的
覆
盖
范
围

4. 公
共
交
通
对
郊
区

/社
区
的
覆
盖
密
度

a
 
《
目
录
》
包
含
了
每
个
项
目
会
涉
及
的
最
关
键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子
目
标
。
作
为
补
充
，
附
录

6
展
示
了
重
点
投
资
领
域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影
响
，
供
使
用
者
作
为
附
加
参
考
。
 

  
 请

参
考

：
ht

tp
s:

//
un

st
at

s.u
n.

or
g/

sd
gs

/in
di

ca
to

rs
/in

di
ca

to
rs

-li
st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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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1 

定
价
合
理
、
便

捷
通
达
的
交
通

设
施

1.
1.

2 
可
以
减
少
空

气
污
染
和
温

室
排
放
的
零

排
放
车
辆
设

备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支
持
设
备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
这

些
设
备
可
以
通
过
减
少
车
辆
的

尾
气
排
放
来
改
善
空
气
污
染
；

包
括
充
电
站
，
以
及
其
他
非
电

池
供
电
的
燃
料
设
备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1. 国
务
院
《
交
通
强
国
建
设
纲
要
》
，

20
19

2. 交
通
运
输
部
等
《
绿
色
出
行
行

动
计
划
（

20
19

—
20

22
年
）
，

20
19

》

C 
制
造
业

 3
6 
汽
车
制
造
业

  3
61

 汽
车
整
车
制
造

   
-3

61
2 
新
能
源
车
整
车
制
造

 3
8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
造
业

  3
81

 电
机
制
造

   
-3

81
1 
发
电
机
及
发
电
机
组

制
造

   
-3

81
2 
电
动
机
制
造

   
-3

81
3 
微
特
电
机
及
组
件
制

造    
-3

81
9 
其
他
电
机
制
造

  3
84

 电
池
制
造

   
-3

84
1 
锂
离
子
电
池
制
造

   
-3

84
2 
镍
氢
电
池
制
造

   
-3

84
3 
铅
蓄
电
池
制
造

   
-3

84
4 
锌
锰
电
池
制
造

   
-3

84
9 
其
他
电
池
制
造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5

 架
线
和
管
道
工
程
建
筑

   
-4

85
1 
架
线
及
设
备
工
程
建

筑

 

9.
4

11
.2

; 1
1.

6

改
善
空
气
质
量

X
X

X
X

X
X

X
X

X
1. 零
排
放
交
通
对
大
气
污

染
的
减
少

2. 遭
受
因
交
通
运
输
造
成

的
相
关
空
气
污
染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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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1.

3 
用
于
最
大
化

降
低
交
通
产

生
的
排
放
的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网
络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支
持
公
共
交
通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的
项
目
，
实
现
超
大
、
特

大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出
行
分
担
率

达
到

40
%

以
上
，
大
城
市
达

到
30

%
以
上
，
中
小
城
市
达
到

20
%

以
上
；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质
量
（
优
化
线
路
设
计
，
设

置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
推
广
无
现

金
支
付
）
，
优
化
慢
行
交
通
设
施
，

如
地
铁
、
公
交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4
8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4 
道
路
运
输
业

 
  5

41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运
输

 
   

-5
41

2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9.
1

11
.2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设

施
的
便
民
性

X
X

X
X

X
X

1.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人
口
比
例

2. 公
共
交
通
的
价
格
承
受

能
力

3. 公
共
交
通
的
覆
盖
范
围

（
如
车
站
的
出
入
口
设

置
、
车
站
之
间
的
距
离
、

到
车
站
的
距
离
、
车
站

辐
射
范
围
）

1.
1.

4 
城
乡
非
机
动

车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维
护

自
行
车
道
、
行
人
专
用
道
和
区

域
1. 国
务
院
《
交
通
强
国
建
设
纲
要
》
，

20
19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4

8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4 
道
路
运
输
业

  5
41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运
输

   
-5

41
2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9.
1

11
.2

增
加
非
机
动
交

通
的
通
行
性
和

连
通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非
机
动
交
通
道
的
面
积

2. 非
机
动
交
通
区
域
与
机

动
交
通
区
域
的
比
例

3. 可
以
使
用
非
机
动
交
通

工
具
的
人
口
数
量

4. 非
机
动
交
通
的
无
缝
连

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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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1 

定
价
合
理
、
便

捷
通
达
的
交
通

设
施

1.
1.

5 
农
村
交
通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农
村
交
通
网
络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
包
括
物
流
网
络
、
运
营
、
信

息
化
和
智
能
化
、
安
全
设
施
、

乡
村
公
路
）

1. 交
通
运
输
部
《
交
通
运
输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推
进
乡
镇
运
输
服
务
站
建

设
加
快
完
善
农
村
物
流
网
络
节
点

体
系
的
意
见
》
，

20
19

2. 国
务
院
《
关
于
建
立
健
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和
政
策
体
系
的

意
见
》
，

20
19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3 
铁
路
运
输
业

 
  5

33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5
33

1 
客
运
火
车
站

 
   

-5
33

2 
货
运
火
车
站
（
场
）

   
-5

33
3 
铁
路
运
输
维
护
活
动

 
   

-5
33

9 
其
他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9.
1

11
.2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设

施
的
便
民
性

X
X

X
X

X
1. 农
村
地
区
可
通
行
的
铺

设
路
面
和

/或
全
天
候

道
路
覆
盖
的
人
口
数
量

2. 农
村
地
区
铺
设
路
面
和

/或
全
天
候
道
路
的
辐

射
范
围

1.
1.

6 
农
村
公
共
交

通
网
络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农
村
公
路
接
驳
公
交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
乡
镇
公
共
交
通
的
开
发

1.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现
代
综

合
交
通
运
输
体
系
发
展
规
划
》
，

20
17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3 
铁
路
运
输
业

  5
33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5

33
1 
客
运
火
车
站

   
-5

33
2 
货
运
火
车
站
（
场
）

   
-5

33
3 
铁
路
运
输
维
护
活
动

   
-5

33
9 
其
他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9.
1

11
.2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设

施
的
便
民
性

X
X

X
X

X
X

X
X

1.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人
口
比
例

2. 公
共
交
通
的
价
格
承
受

能
力

3. 公
共
交
通
的
覆
盖
范
围

（
如
车
站
的
出
入
口
设

置
、
车
站
之
间
的
距
离
、

到
车
站
的
距
离
、
车
站

辐
射
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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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1.

7
安
全
性
和
包

容
性
提
升

优
化
慢
行
交
通
系
统
服
务
，
实

施
智
能
化
交
通
管
理
（
运
行
控

制
、
关
键
设
施
和
关
键
部
位
监

测
、
风
险
管
控
和
隐
患
排
查
、

应
急
处
置
、
安
全
监
控
）

1. 交
通
运
输
部
等
，
《
绿
色
出
行
行

动
计
划
（

20
19

—
20

22
年
）
》
，

20
19

2. 交
通
运
输
部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运

营
管
理
规
定
》
，

20
18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3 
铁
路
运
输
业

 
  5

33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5
33

3 
铁
路
运
输
维
护
活
动

 
   

-5
33

9 
其
他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3.
6

5.
2;

 5
.b

9.
1

10
.2

11
.2

; 1
1.

3

提
高
了
道
路
安

全
性
（
衡
量
指

标
：
每
公
里
受

伤
人
口
数
量
）

 
为
边
缘
人
群
带

来
更
多
出
行
便

利

X
X

X
X

X
X

X
X

X
1. 涉
及
人
员
的
事
故
数
量

2. 干
扰
事
件
发
生
数
量

3.
 

犯
罪
事
件
发
生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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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1 

定
价
合
理
、
便

捷
通
达
的
交
通

设
施

1.
1.

8 
无
障
碍
交
通

无
障
碍
交
通
运
输
服
务
的
“
硬

设
施
”
（
如
铁
路
客
运
站
、
高

速
公
路
服
务
区
、
汽
车
客
运
站
、

城
市
轮
渡
、
国
际
客
运
码
头
、

民
用
运
输
机
场
航
站
区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车
站
、
无
障
碍
停
车

位
）
和
“
软
服
务
”
（
无
障
碍

信
息
技
术
、
导
航
系
统
、
购
票

方
式
等
服
务
）
的
持
续
优
化

1. 交
通
运
输
部
等
《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和
改
善
老
年
人
残
疾

a
人
出
行

服
务
的
实
施
意
见
》
，

20
18

2. 交
通
运
输
部
《
绿
色
出
行
行
动
计

划
（

20
19

—
20

22
年
）
，

20
19

3. 交
通
运
输
部
《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运

营
管
理
规
定
》
，

20
18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3 
铁
路
运
输
业

  5
31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5

31
1 
高
速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5

31
2 
城
际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5

31
3 
普
通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5

33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5

33
1 
客
运
火
车
站

   
-5

33
9 
其
他
铁
路
运
输
辅
助

活
动

5.
2;

 5
.b

 

9.
1

10
.2

11
.2

; 1
1.

3

为
残
障
人
士
带

来
更
多
出
行
便

利

X
X

1. 无
障
碍
出
行
的
公
共
交

通
和
设
施
的
可
获
得
性

（
如
便
捷
的
电
梯

/自
动
扶
梯
）

2. 无
障
碍
视
听
信
息
系
统

的
可
获
得
性
（
如
阅
读
、

听
力
）

3. 便
捷
的
无
障
碍
售
票
的

可
获
得
性

a
 
残
障
与
残
疾
通
用
，
残
障
更
加
强
调
社
会

/
权
利
模
式
，
指
这
个
群
体
在
社
会
交
往
、
互
动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障
碍
是
因
为
社
会
环
境
没
有
提
供
消
除
障
碍
的
基
本
便
利
所
导
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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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2
 

综
合
管
廊

1.
2.

1 
综
合
管
廊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城
市
地
下
用
于
集
中
敷
设
电
力
、

通
信
、
广
播
电
视
、
给
水
、
排
水
、

热
力
、
燃
气
等
市
政
管
线
的
地

下
公
共
管
廊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关
于
推
进
城
市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5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5
 架

线
和
管
道
工
程
建
筑

 
   

-4
85

2 
管
道
工
程
建
筑

 
   

-4
85

3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工
程

建
筑

3.
3

 

9.
1

11
.1

加
强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韧
性
，

提
升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
同
时
降

低
成
本

X
X

X
X

X
X

X
X

X
1. 管
廊
长
度

2. 货
物
运
输
的
损
失

3.
 

枢
纽
的
连
通
性

1.
3 

水
系
统
 

1.
3.

1 
供
水
系
统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城
市
、
农
村
饮
用
水
及
生
活
用

水
供
应
的
系
统
建
设
及
项
目
运

营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1
 自

来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4
61

0 
自
来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4

69
 其

他
水
的
处
理
、
利
用

与
分
配

 
   

-4
69

0 
其
他
水
的
处
理
、
利

用
与
分
配

3.
3

6.
1;

 6
.2

11
.1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提

升
供
水
能
力
，

使
得
更
多
人
群

可
获
得
安
全
水

源

X
X

1. 供
水
量

2. 供
水
服
务
人
口
数
量

3. 漏
损
水
量

4. 饮
用
水
供
应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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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3 

水
系
统
 

1.
3.

2 
排
水
系
统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城
市
、
农
村
水
及
排
水

设
施
系

统
建
设
及
项
目
运
营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2

 污
水
处
理
及
其
再
生
利

用    
-4

62
0 
污
水
处
理
及
其
再
生

利
用

3.
9

6.
2

11
.1

; 1
1.

6

14
.1

15
.1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提

升
排
水
能
力
以

保
护
环
境
和
民

众
健
康

X
X

1. 排
水
比
例

2. 排
水
处
理
覆
盖
人
口
数

量 3. 污
水
处
理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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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3.

3 
污
水
收
集
和

处
理
系
统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城
乡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62
 污

水
处
理
及
其
再
生
利

用
 

   
-4

62
0 
污
水
处
理
及
其
再
生

利
用

3.
9

6.
2;

 6
.3

11
.1

; 1
1.

3;
 1

1.
6

14
.1

15
.1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提

升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以
保
护
环
境

和
民
众
健
康

X
X

1. 废
水
收
集
比
例

2. 废
水
处
理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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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3 

水
系
统
 

1.
3.

4 
水
计
量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检
测
渗
漏
和
水
资
源
费
的
计
量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C 
制
造
业

 
 4

0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4

01
 通

用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4
01

6 
供
应
用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4
02

 专
用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4
02

3 
导
航
、
测
绘
、
气
象

及
海
洋
专
用
仪
器
制
造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6 
水
利
管
理
业

 
  7

64
 水

文
服
务

 
   

-7
64

 水
文
服
务

6.
4

11
.3

14
.2

; 1
4.

3

15
.1

减
少
泄
漏
、
浪

费
、
非
法
用
水

X
　

　
　

　
　

X
　

　
1. 水
资
源
得
到
监
测
的
比

例 2. 水
资
源
费
征
收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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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3.

5 
防
洪
除
涝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用
于
防
洪
除
涝
为
目
的
的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及
运
营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水
利

部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水
利

改
革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6 
水
利
管
理
业

 
  7

61
 防

洪
除
涝
设
施
管
理

 
   

-7
61

0 
防
洪
除
涝
设
施
管
理

 

3.
3;

 3
.9

; 3
.d

6.
4;

 6
.5

;  
6.

6;
 

6.
b

11
.1

; 1
1.

3;
   

11
.5

14
.1

; 1
4.

2;
   

14
.3

15
.1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提

升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以
保
护
环
境

和
公
共
安
全

X
　

　
　

　
　

X
　

　
1. 洪
灾
事
故
数
量

2. 受
洪
灾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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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3 

水
系
统
 

1.
3.

6 
非
动
物
农
业

农
田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非
动
物
农
业
农
田
的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

 例
如
灌
溉
、
供
水

、
排
水
、

废
水
处
理
和
防
洪
设
施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水
利

部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水
利

改
革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6 
水
利
管
理
业

  7
62

 水
资
源
管
理

   
-7

62
0 
水
资
源
管
理

 

3.
9

6.
4;

 6
.5

; 6
.6

; 6
.b

11
.5

14
.1

; 1
4.

2;
 1

4.
3

15
.1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提

升
灌
溉
能
力
，

保
证
农
业
生
产
，

加
强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X
　

　
　

　
　

X
　

　
1. 给
排
水
覆
盖
的
非
动
物

性
农
田
面
积
比
例



41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4 

能
源
系
统

1.
4.

1 
水
力
发
电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符
合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
避
免

污
染
、
循
环
经
济
、
水
管
理
、

水
文
和
水
文
地
质
体
系
的
水
力

发
电
站
建
设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及
国
家

能
源
局
《
能
源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3. 国
家
能
源
局
《
水
电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20
16

—
20

20
）
》
，

20
16

4.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

20
14

—
20

20
年
）
》
，

20
14

5. 国
家
能
源
局
等
《
关
于
促
进
先
进

光
伏
技
术
产
品
应
用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意
见
》
，

20
15

6.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生
物

质
能
“
十
三
五
”
发
展
规
划
》
，

20
16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3 
水
力
发
电

7.
1;

 7
.2

13
.1

14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2. 能
源
的
减
排
成
效

1.
4.

2 
风
力
发
电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风
力
发
电
场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

包
括
配
套
的
风
电
监
测
系
统
、

风
电
预
测
系
统
、
综
合
控
制
系

统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5 
风
力
发
电

7.
1;

 7
.2

 

13
.1

15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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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4 

能
源
系
统

1.
4.

3 
太
阳
能
发
电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太
阳
能
发
电
场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

包
括
配
套
的
太
阳
能
发
电
监
测

系
统
、
太
阳
能
发
电
预
测
系
统
、

太
阳
能
发
电
综
合
控
制
系
统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及
国
家

能
源
局
《
能
源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3. 国
家
能
源
局
《
水
电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20
16

—
20

20
）
》
，

20
16

4.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

20
14

—
20

20
年
）
》
，

20
14

5. 国
家
能
源
局
等
《
关
于
促
进
先
进

光
伏
技
术
产
品
应
用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意
见
》
，

20
15

6.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生
物

质
能
“
十
三
五
”
发
展
规
划
》
，

20
16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6 
太
阳
能
发
电

7.
1;

 7
.2

13
.1

15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1.
4.

4 
生
物
质
能
发

电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将
秸
秆
、
森
林
废
弃
物
、
生
活

垃
圾
等
自
然
资
源
转
化
为
生
物

质
能
以
用
于
能
源
生
产
的
设
备

/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7 
生
物
质
能
发
电

7.
1;

 7
.2

 

13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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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4.

5 
其
他
方
式
发

电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地
热
设
施
设
备
的
工
程
建
设
、

运
营
和
维
护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及
国
家

能
源
局
《
能
源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3. 国
家
能
源
局
《
水
电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20
16

—
20

20
）
》
，

20
16

4.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

20
14

—
20

20
年
）
》
，

20
14

5. 国
家
能
源
局
等
《
关
于
促
进
先
进

光
伏
技
术
产
品
应
用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意
见
》
，

20
15

6.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生
物

质
能
“
十
三
五
”
发
展
规
划
》
，

20
16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9 
其
他
电
力
生
产

7.
1;

 7
.2

13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1.
4.

6 
迷
你
和
微
型

电
网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建
设
、
安
装
和
运
营
在
农
村
和

城
市
地
区
使
用
的
零
排
放
和
负

担
得
起
的
发
电
和
配
电
站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9 
其
他
电
力
生
产

7.
1;

 7
.2

13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1.
4.

7 
储
能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包
括
研
究
、
建
设
、
安
装
、
运

营
和
维
护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9 
其
他
电
力
生
产

7.
1;

 7
.3

13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储
能
设
施
对
能
源
损
失

的
减
少
量

2. 储
存
设
施
在
降
低
能
量

损
失
方
面
的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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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4 

能
源
系
统

1.
4.

8 
传
输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传
输
基
础
设
施
，
提
高
覆
盖
率
，

同
时
通
过
纳
入
生
物
多
样
性
关

键
区
域
规
划
来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避
免
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1.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及
国
家

能
源
局
《
能
源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3. 国
家
能
源
局
《
水
电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20
16

—
20

20
）
》
，

20
16

4.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

20
14

—
20

20
年
）
》
，

20
14

5. 国
家
能
源
局
等
《
关
于
促
进
先
进

光
伏
技
术
产
品
应
用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意
见
》
，

20
15

6.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生
物

质
能
“
十
三
五
”
发
展
规
划
》
，

20
16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1

 电
力
生
产

 
   

-4
41

9 
其
他
电
力
生
产

7.
1;

 7
.3

13
.1

15
.1

为
生
活
水
平
低

下
的
群
体
提
供

获
取
能
源
的
机

会

X
　

　
　

　
　

X
　

　
1. 获
得
能
源
（
实
物
和
价

格
）
的
目
标
群
体
人
口

数
量

2. 缩
减
率



45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1 
工
业
废
物
收

集

用
于
收
集
各
种
类
型
工
业
废
物

的
技
术
、
容
器
和
人
力
，
如
固

体
和
非
固
体
废
物
、
电
子
废
物

等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工
业
废
物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工
业
废
物

百
分
比

2. 废
物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工
业
废
物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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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2 
工
业
废
物
运

输

用
于
运
输
不
同
类
型
工
业
废
物

的
车
辆
，
如
固
体
和
非
固
体
废

物
、
电
子
废
物
等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6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工
业
废
物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工
业
废
物

百
分
比

2. 废
物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工
业
废
物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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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3 
工
业
废
物
分

类

包
括
用
于
分
离
废
物
以
供
再
利

用
、
再
循
环
和
环
境
友
好
处
理

的
分
拣
机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工
业
废
物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工
业
废
物

百
分
比

2. 废
物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工
业
废
物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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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4 
工
业
废
物
回

收

包
括
用
于
废
物
分
离
和
回
收
过

程
的
机
器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2
.4

; 1
2.

5

13
.1

14
.1

15
.1

减
少
工
业
废
物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工
业
废
物

百
分
比

2. 废
物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工
业
废
物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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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5 
工
业
废
物
的

处
理
与
处
置

有
效
、
恰
当
、
环
保
的
废
弃
物

焚
烧
、
填
埋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工
业
废
物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工
业
废
物

百
分
比

2. 废
物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工
业
废
物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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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6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用
于
收
集
各
种
类
型
的
生
活
垃

圾
（
如
固
体
和
非
固
体
垃
圾
，

电
子
垃
圾
等
）
的
技
术
，
容
器

和
人
力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生
活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生
活
垃
圾

百
分
比

2. 生
活
垃
圾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生
活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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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7 
生
活
垃
圾
运

输

用
于
运
输
各
种
类
型
生
活
垃
圾

的
车
辆
，
如
固
体
和
非
固
体
垃

圾
，
电
子
垃
圾
等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6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生
活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生
活
垃
圾

百
分
比

2. 生
活
垃
圾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生
活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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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8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包
括
用
于
分
离
废
物
以
供
再
利

用
、
再
循
环
和
环
境
友
好
处
理

的
分
拣
机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2
.4

; 1
2.

5

13
.1

14
.1

15
.1

减
少
生
活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生
活
垃
圾

百
分
比

2. 生
活
垃
圾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生
活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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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9 
生
活
垃
圾
回

收

用
于
废
物
分
离
和
回
收
过
程
的

机
器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3;

 6
.6

9.
4

12
.4

; 1
2.

5

13
.1

14
.1

15
.1

减
少
生
活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生
活
垃
圾

百
分
比

2. 生
活
垃
圾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生
活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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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10
 

生
活
垃
圾
的

处
理
与
处
置

有
效
、
恰
当
、
环
保
的
废
弃
物

焚
烧
、
填
埋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9.
4

12
.4

13
.1

14
.1

15
.1

减
少
生
活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X
　

　
　

X
　

X
1. 正
确
收
集
的
生
活
垃
圾

百
分
比

2. 生
活
垃
圾
的
收
集
可
负

担
性

3.
 

受
生
活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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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5.

11
 

公
共
厕
所
、
化

粪
池
等
人
类

排
泄
物
垃
圾

的
收
集
、
运
输

和
处
置
项
目

对
环
境
和
生
态
影
响
最
小
的
厕

所
技
术
实
施
，
以
及
提
高
认
识

和
教
育
计
划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
，

20
1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6.
6

14
.1

15
.1

减
少
人
类
排
泄

物
垃
圾
对
人
们

的
不
良
影
响

X
　

X
　

　
　

X
　

X
1. 人
类
排
泄
物
垃
圾
清
运

量 2. 人
类
排
泄
物
垃
圾
处
理

量 3. 受
人
类
排
泄
物
垃
圾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1.
5.

12
 

环
卫
专
用
车

辆
及
设
备
购

置
、
城
乡
道
路

清
扫
、
护
栏
清

洗
等
项
目

对
环
境
和
生
态
影
响
最
小
（
如

低
用
水
量
）
的
机
械
和
车
辆
的

购
置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3.
9

6.
6

减
少
因
缺
乏
清

洁
和
卫
生
设
施

对
人
们
的
不
利

影
响

　
　

　
　

　
　

　
　

X
1. 市
容
环
卫
专
用
车
辆
设

备
总
数

2. 道
路
清
扫
保
洁
面
积

3. 护
栏
清
洗
量

4. 因
缺
乏
清
洁
和
卫
生
设

施
而
受
到
不
利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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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5 

环
卫
管
理

1.
5.

13
 

支
持
减
少
浪

费
的
活
动

教
育
和
培
训
计
划
、
意
识
计
划
、

技
术
支
持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环
境
卫
生

设
施
设
置
标
准
》
，

20
12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9.
4

12
.4

; 1
2.

5;
   

12
.8

13
.1

14
.1

15
.1

减
少
浪
费
对
人

类
的
不
利
影
响

　
　

　
　

　
　

　
　

X
1. 避
免
的
浪
费
量

2. 减
少
浪
费
意
识
提
升

3. 参
与
减
少
浪
费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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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6 

定
价
合
理
的
便

民
公
共
绿
地

1.
6.

1 
市
县
绿
地
的

建
设
与
运
营

支
持
城
市
绿
地
建
设
与
运
营
，

实
现
城
市
绿
地
建
成
率
达
到

38
.9

%
，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4

.6
m

2 ，
公
园
绿
地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达
到

90
%

 [ 
50

00
m

2

（
含
）
以
上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5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20
00

（
含
）

~5
00

0m
2
的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3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采
用

10
00

m
2

（
含
）
以
上
的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3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支
持
县
城
绿
地
建
设
与
运
营
，

实
现
县
城
绿
地
建
成
率
达
到

34
%
，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1

.4
m

2 ，
公
园
绿
地
服
务
半

径
覆
盖
率
达
到

80
%

 [ 
50

00
m

2

（
含
）
以
上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5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20
00

（
含
）

~5
00

0m
2
的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3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采
用

10
00

m
2

（
含
）
以
上
的
公
园
绿
地
按
照

30
0m

服
务
半
径
考
核

]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全
国
城
市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系
列
标
准
》
，

20
16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5 
农
、
林
、
牧
、
渔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2
 林

业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2
9 
其
他
林
业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9
 其

他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9

1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施
工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7 
生
态
保
护
和
环
境
治
理
业

 
  7

71
 生

态
保
护

 
   

-7
71

1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管
理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2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2

0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7

83
 城

乡
市
容
管
理

 
   

-7
83

0 
城
乡
市
容
管
理

 
  7

84
 绿

化
管
理

 
   

-7
84

0 
绿
化
管
理

 
  7

85
 城

市
公
园
管
理

 
   

-7
85

0 
城
市
公
园
管
理

11
.3

; 1
1.

7

15
.2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提

高
公
共
绿
地
设

施
的
便
民
性

X
X

X
X

　
　

X
　

X
1. 新
增
的
绿
地
占
城
市
空

间
比
例

2. 改
善
的
能
够
自
我
维
持

的
城
市
生
物
多
样
性

3. 能
够
获
得
负
担
得
起

的
，
出
行
便
利
的
绿
色

空
间
的
目
标
群
体
人
口

数
量
（
受
影
响
群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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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基
础
公
共
设

施

1.
7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1.
7.

1 
高
速
光
纤
宽

带
网
络

老
旧
小
区
光
网
改
造
，
实
现
城

镇
地
区
光
网
覆
盖
，
提
供

10
00

兆
比
特
每
秒
以
上
接
入
服
务
能

力
，
大
中
城
市
家
庭
用
户
带
宽

实
现

10
0
兆
比
特
每
秒

以
上
灵

活
选
择
。
实
现
行
政
村
光
纤
通

达
，
有
条
件
地
区
提
供

10
0
兆

比
特
每
秒
以
上
接
入
服
务
能
力
，

半
数
以
上
农
村
家
庭
用
户
带
宽

实
现

50
兆
比
特
每
秒
以
上
灵
活

选
择

1.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2.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物
联
网
分
册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C 
制
造
业

 3
8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
造
业

  3
83

 电
线
、
电
缆
、
光
缆
及

电
工
器
材
制
造

   
-3

83
1 
电
线
、
电
缆
制
造

   
-3

83
2 
光
纤
制
造

   
-3

83
3 
光
缆
制
造

   
-3

83
4 
绝
缘
制
品
制
造

   
-3

83
9 
其
他
电
工
器
材
制
造

9.
1

11
.3

增
加
获
取
信
息

服
务
的
机
会

X
　

　
　

　
　

X
　

X
1.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可
接
入
光
纤

人
口
比
例

2. 接
入
光
纤
的
速
度

1.
7.

2 
无
线
宽
带
网

城
市
和
农
村
地
区
无
线
宽
带
网

络
的
协
调
发
展
，
以
实
现

4G
网

络
深
度
和
广
度
覆
盖
；
完
善
城

镇
热
点
公
共
区
域

W
LA

N
覆
盖
；

加
强
满
足
通
信
管
线
、
机
房
、

基
站
等
城
市
通
信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需
求
的
城
市
规
划
与
衔
接
；

与
地
面
信
息
通
信
基
础
设
施
实

现
优
势
互
补
融
合
发
展
的
卫
星

通
信
系
统
建
设
；
无
线
宽
带
接

入
技
术
，
以
加
快
边
远
山
区
、

牧
区
及
岛
礁
等
网
络
覆
盖

C 
制
造
业

 
 3

9 
计
算
机
、
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3

92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3
92

1 
通
信
系
统
设
备
制
造

9.
1

11
.3

增
加
获
取
信
息

服
务
的
机
会

X
　

　
　

X
X

X
　

X
1.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可
接
入
无
线

网
络
人
口
比
例

2. 接
入
无
线
网
络
速
度

1.
7.

3 
电
子
商
务
与

移
动
支
付
平

台
的
扩
展
和

便
利
化

农
村
电
商
发
展
，
支
持
第
三
方

平
台
创
新
和
拓
展
。
推
进
农
村

电
子
商
务
等
互
联
网
应
用
的
普

及
，
加
快
手
机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

手
机
在
线
支
付
等
基
于
移
动
互

联
网
创
新
应
用
，
重
点
向
农
村

和
偏
远
地
区
延
伸
信
息
通
信
服

务

C 
制
造
业

 
 6

5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3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和
物
联

网
技
术
服
务

 
   

-6
53

1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服
务

9.
1;

 9
.5

11
.3

增
加
获
取
信
息

服
务
的
机
会

 
增
加
获
取
电
子

商
务
服
务
的
机

会

　
X

　
X

X
　

X
X

　
1.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可
参
与
电
子

商
务
人
口
比
例

2. 可
以
使
用
移
动
支
付
的

人
口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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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1.
7.

4 
物
联
网
技
术

和
设
备
的
建

设
、
运
营
和
维

护

物
联
网
的
平
台
建
设
，
以
在
保

护
个
人
隐
私
的
同
时
，
支
持
其

就
业
、
培
训
和
高
效
发
展
，
并

强
化
物
联
网
技
术
在
工
业
、
农

业
、
交
通
、
能
源
等
行
业
领
域

的
广
泛
覆
盖
和
深
度
应
用
；
农

业
物
联
网
应
用
，
以
提
高
在
农

产
品
加
工
、
储
藏
、
保
鲜
、
运

销
等
主
要
环
节
的
农
业
智
能
化

和
精
准
化
水
平
。
强
化
物
联
网

在
智
慧
城
市
（
包
括
城
市
公
共

安
全
、
基
础
设
施
管
理
、
能
源

管
理
、
内
涝
监
控
、
危
化
品
监
管
、

环
境
监
测
等
领
域
）
中
的
应
用
，

以
及
物
联
网
在
智
能
家
居
、
车

联
网
等
个
人
消
费
领
域
的
应
用

1.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2.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物
联
网
分
册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C 
制
造
业

 
 6

5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3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和
物
联

网
技
术
服
务

 
   

-6
53

2 
物
联
网
技
术
服
务

9.
1;

 9
.2

; 9
.4

; 9
.5

11
.3

提
高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连
通
性
和

包
容
性
，
提
高

效
率
和
安
全

　
　

X
X

　
　

X
　

X
1. 连
接
到
物
联
网
的
数
字

设
备
比
例

2. 在
时
间
和
能
源
使
用
方

面
的
效
率
提
高

3.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可
使
用
物
联

网
的
人
口
比
例

1.
7.

5 
互
联
网

+

支
持
医
疗
、
健
康
、
养
老
、
教
育
、

旅
游
、
社
会
保
障
等
新
兴
服
务

业
快
速
发
展
。
鼓
励
电
信
企
业

和
大
型
互
联
网
企
业
向
小
微
企

业
和
创
业
团
队
开
放
各
类
设
备

资
源
、
网
络
资
源
、
数
据
资
源

和
业
务
平
台
，
引
导
基
础
电
信

企
业
、
大
型
互
联
网
企
业
和
中

小
创
新
企
业
建
立
合
作
协
同
的

机
制

C 
制
造
业

 
 6

5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3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和
物
联

网
技
术
服
务

 
   

-6
53

1 
信
息
系
统
集
成
服
务

9.
1;

 9
.3

; 9
.5

 

11
.3

提
高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连
通
性
和

包
容
性
，
提
高

效
率
和
安
全

X
X

X
X

X
X

X
X

X
1.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可
使
用
在
线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互
联
网

+
在
医
疗
、
健

康
、
养
老
、
教
育
、
旅
游
、

社
会
保
障
和
其
他
行
业

的
应
用
比
例

1.
7.

6 
数
据
存
储

为
保
护
隐
私
和
安
全
性
，
且
价

格
合
理
的
数
据
存
储
而
进
行
的

业
务
创
新

C 
制
造
业

 6
5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5

 信
息
处
理
和
存
储
支
持

服
务

   
-6

55
0 
信
息
处
理
和
存
储
支

持
服
务

 

9.
1;

 9
.5

在
确
保
隐
私
和

安
全
性
的
同
时
，

增
加
获
取
数
据

存
储
服
务
的
机

会

X
　

X
X

　
　

X
　

　
1. 按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有
权
使
用
数

据
存
储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单
位
储
存
的
能
源
效
率

3. 泄
露
、
丢
失
、
未
经
授

权
使
用
等
事
件
的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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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可
负
担
住
宅

2.
1 

可
负
担
、
便
捷

通
达
的
、
绿
色

且
低
能
耗
的
住

宅

2.
1.

1 
可
负
担
且
便

捷
通
达
的
绿

色
住
宅
建
筑

及
其
部
分
的

建
造
和
运
营

在
考
虑
到
可
负
担
性
、
可
及
性

和
生
态
学
（
如
气
候
特
征
和
当

地
条
件
）
的
情
况
下
建
造
住
宅
；

通
过
被
动
式
建
筑
设
计
最
大
幅

度
增
加
无
障
碍
住
宅
建
筑
、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
供
暖

/制
冷
、

照
明
需
求
，
或
者
通
过

主
动
技

术
措
施
最
大
限
度
提
高

建
筑

能
源
设
备
与
系
统
效
率

，
以
及

充
分
利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
以
最

小
的
能
源
消
耗
提
供
舒

适
室
内

环
境
。
确
保
室
内
环
境

参
数
和

能
效
指
标
符
合
或
优
于

《
近

零
能
耗
建
筑
技
术
标
准

》
(G

BT
 

51
35

0)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
BT

 5
03

78
)和

一
星
级
及
以
上

星
级
的
绿
色
建
筑
标
准
，
包
括

经
LE

ED
及

BR
EE

A
M

等
中
国
认

可
的
国
际
绿
色
建
筑
认
证
体
系

认
证
并
获
得
评
价
标
识
的
居
住

建
筑

1. 财
政
部
与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关

于
加
快
推
动
我
国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
，

20
12

2. 国
务
院
《
绿
色
建
筑
行
动
方
案
》
，

20
13

3.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关
于
进
一

步
规
范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

20
17

4.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被
动
式
超

低
能
耗
绿
色
建
筑
技
术
导
则
（
试

行
）
（
居
住
建
筑
）
》
，

20
15

5.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
B/

T 
50

37
8—

20
19

)

6. 《
建
筑
碳
排
放
计
算
标
准
》

(G
B/

T 
51

36
6—

20
19

)

7. 《
近
零
能
耗
建
筑
技
术
标
准
》

(G
B/

T 
51

35
0—

20
19

)
 

E 
建
筑
业

 
 4

7 
房
屋
建
筑
业

 
  4

71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71

0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1

3 
建
筑
幕
墙
装
饰
和
装

修
 

  5
02

 建
筑
物
拆
除
和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2

2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3

11
.1

; 1
1.

3;
   

11
.6

 

12
.2

; 1
2.

4;
   

12
.5

13
.1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增

加
获
得
可
持
续

和
可
负
担
住
房

的
机
会

X
X

X
　

　
X

　
　

1. 每
平
方
米
住
房
价
格

（
租
金
或
购
买
价
）

2. 为
目
标
群
体
提
供
住
房

率 3. 建
筑
能
耗

4. 建
筑
碳
排
放
量

5. 建
筑
节
水
量

6. 可
再
生
能
源
比
例
利
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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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1.

2 
既
有
住
宅
建

筑
改
造

以
改
善
可
及
性
（
无
障
碍
）
和

降
低
能
耗
、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

提
升
性
能
等
为
目
标
，
对
既
有

建
筑
进
行
维
护
、
更
新
和
加
固

等
的
改
造
活
动
；

 
经
对
上
述
建
筑
改
造
后
建
筑
评

价
达
到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G
BT

 5
03

78
)一

星
级
及
以

上
星
级
，
或

LE
ED

及
BR

EE
A

M
等
经
国
际
认
可
的
标
准
，
以
及

《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J
CJ

13
4)
，
《
严

寒
和
寒
冷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J
CJ

26
)的

规
定
。

改
造
后
建
筑
应
实
现
节
能
率

≥
15

%
；
绿
色
建
筑
认
证
活
动

体
系
认
证

1. 《
既
有
建
筑
改
造
绿
色
评
价
标
准
》

(G
B/

T 
51

14
1—

20
15

)

2. 《
建
筑
碳
排
放
计
算
标
准
》

(G
B/

T 
51

36
6—

20
19

)

3. 《
夏
热
冬
冷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J
G

J 1
34

—
20

10
)

4. 《
夏
热
冬
暖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J
G

J 7
5—

20
12

)

5. 《
严
寒
和
寒
冷
地
区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

(J
G

J 2
6—

20
10

)

6. 《
建
筑
能
效
标
识
技
术
标
准
》

(J
G

J/
T 

28
8—

20
12

)

7. 《
既
有
居
住
建
筑
节
能
改
造
技
术

规
程
》

(J
G

J/
T 

12
9—

20
12

)

E 
建
筑
业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7.
3

11
.1

; 1
1.

3;
   

11
.6

   

12
.2

; 1
2.

5

13
.1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增

加
获
得
可
持
续

和
可
负
担
住
房

的
机
会

X
　

X
X

　
　

X
　

　
1. 每
平
方
米
住
房
价
格

（
租
金
或
购
买
价
）

2. 为
目
标
群
体
提
供
住
房

率 3. 建
筑
能
耗

4. 建
筑
碳
排
放
量

5. 建
筑
节
水
量

6. 可
再
生
能
源
比
例
利
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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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可
负
担
住
宅

2.
2
 

装
配
式
住
宅

2.
2.

1 
装
配
式
住
宅

建
筑
的
建
设

和
运
营

按
照
《
装
配
式
建
筑
评
定
标
准
》

(G
BT

 5
11

29
)的

规
定
，
生
产
装

配
式
预
制
部
件
和
建
造
装
配
式

建
筑
的
装
配
生
产
基
地

1.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关
于
大
力
发
展

装
配
式
建
筑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6

E 
建
筑
业

 
 4

7 
房
屋
建
筑
业

 
  4

71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71

0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1

3 
建
筑
幕
墙
装
饰
和
装

修
 

  5
02

 建
筑
物
拆
除
和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2

2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11
.1

; 1
1.

3

  

12
.2

; 1
2.

5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增

加
获
得
可
持
续

住
房
的
机
会

X
　

　
　

　
　

X
　

　
1. 与
非
装
配
式
住
宅
相
比

节
省
的
成
本

2. 与
非
装
配
式
住
宅
相
比

节
省
的
时
间

3.
 

首
次
获
得
住
房
机
会
的

获
益
人
口
数
量



63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3
 

住
房
材
料
回
收

2.
3.

1 
建
筑
材
料
回

收

在
全
寿
命
期
内
可
减
少
对
资
源

的
消
耗
活
动
，
包
括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
以
及
在
考
虑
到
能
源
效

率
、
减
排
、
安
全
、
健
康
和
便

利
的
情
况
下
回
收
建
筑
材
料

1.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及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促
进
绿
色
建
材
生
产
和

应
用
行
动
方
案
》
，

20
15

C 
制
造
业

 4
2 
废
弃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业

  4
21

 金
属
废
料
和
碎
屑
加
工

处
理

   
-4

21
0 
金
属
废
料
和
碎
屑
加

工
处
理

  4
22

 非
金
属
废
料
和
碎
屑
加

工
处
理

   
-4

22
0 
非
金
属
废
料
和
碎
屑

加
工
处
理

11
.1

; 1
1.

3;
   

11
.6

 

12
.2

; 1
2.

4;
   

12
.5

15
.1

减
少
建
筑
行
业

产
生
的
废
物
量
，

并
增
加
回
收
利

用
率

　
　

　
　

　
　

　
　

X
1. 回
收
建
筑
材
料
的
比
例

2. 建
筑
业
产
生
的
废
物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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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可
负
担
住
宅

2.
4 

保
障
性
住
房

2.
4.

1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公
私
合
营
以
及
私
人
支
持
的
公

共
住
房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管
理
办
法
》
，

20
12

2.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
《
关
于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和
廉
租
住
房
并
轨
运

行
的
通
知
》
，

20
13

3.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
《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0

4.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关
于
保
障

性
住
房
实
施
绿
色
建
筑
行
动
的
通

知
》
，

20
13

5.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
《
关
于
进

一
步
规
范
发
展
公
租
房
的
意
见
》
，

20
19

6. 财
政
部
等
《
关
于
运
用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
推
进
公
共
租
赁

住
房
投
资
建
设
和
运
营
管
理
的
通

知
 》

，
20

15

E 
建
筑
业

 
 4

7 
房
屋
建
筑
业

 
  4

71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71

0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1

3 
建
筑
幕
墙
装
饰
和
装

修
 

  5
02

 建
筑
物
拆
除
和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2

2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1.
4

2.
2;

 2
.4

10
.2

11
.1

; 1
1.

3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增

加
获
得
可
持
续

住
房
的
机
会

X
X

　
　

X
　

X
　

　
1. 按
地
理
位
置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负
担
得
起
住
房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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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4.

2 
共
有
产
权
住

房

支
持
政
府
、
个
人
和
公
司
之
间

共
享
所
有
权
的
活
动
，
包
括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的
活
动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关
于
保
障

性
住
房
实
施
绿
色
建
筑
行
动
的
通

知
》
，

20
13

　

E 
建
筑
业

 4
7 
房
屋
建
筑
业

  4
71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71
0 
住
宅
房
屋
建
筑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1
3 
建
筑
幕
墙
装
饰
和
装

修   5
02

 建
筑
物
拆
除
和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2
2 
场
地
准
备
活
动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1.
4

10
.2

11
.1

; 1
1.

3

从
降
低
价
格
和

扩
大
地
理
覆
盖

范
围
入
手
，
增

加
获
得
可
持
续

的
住
房
的
机
会

X
X

　
　

X
　

X
　

　
1. 按
地
理
位
置
和
价
格
分

列
的
负
担
得
起
住
房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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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2.
 

可
负
担
住
宅

2.
4 

保
障
性
住
房

2.
4.

3 
住
宅
旧
房
改

造

城
镇
和
农
村
地
区
建
筑
物
和
结

构
的
维
护
、
翻
新
和
保
存
，
特

别
是
具
有
历
史
意
义
和
价
值
的

建
筑
物
和
结
构

1.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关
于
保
障

性
住
房
实
施
绿
色
建
筑
行
动
的
通

知
》
，

20
13

E 
建
筑
业

 
 4

9 
建
筑
安
装
业

 
  4

91
 电

气
安
装

 
   

-4
91

0 
电
气
安
装

 
  4

92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2

0 
管
道
和
设
备
安
装

 
  4

9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业

 
   

-4
99

9 
其
他
建
筑
安
装

 
 5

0 
建
筑
装
饰
、
装
修
和
其
他

建
筑
业

 
  5

01
 建

筑
装
饰
和
装
修
业

 
   

-5
01

2 
住
宅
装
饰
和
装
修

 
  5

09
 提

供
施
工
设
备
服
务

 
   

-5
09

0 
其
他
未
列
明
建
筑
业

4.
7

11
.1

; 1
1.

3;
 1

1.
4

保
护
具
有
重
要

历
史
价
值
的
房

屋

　
X

　
　

　
　

X
　

X
1. 具
有
重
大
历
史
价
值
的

房
屋
修
缮
和
保
存
数
量

2. 拥
有
具
有
重
大
历
史
价

值
房
屋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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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1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3.
1.

1 
基
础
医
疗

为
农
村
基
层
、
城
镇
社
区
、
城

市
提
供
健
康
教
育
、
计
划
生
育

等
基
本
卫
生
服
务
；
常
见
病
、

多
发
病
的
检
验
、
诊
断
和
治
疗

服
务
；
抑
郁
、
焦
虑
、
认
知
障

碍
、
孤
独
症
等
心
理
行
为
问
题

和
常
见
精
神
障
碍
的
筛
查
、
识

别
、
处
置
；
吸
毒
、
酗
酒
等
人

员
的
康
复
治
疗
服
务
；
急
危
重

症
抢
救
与
疑
难
病
转
诊
服
务
；

部
分
疾
病
的
康
复
、
护
理
服
务
，

以
及
为
以
上
服
务
提
供
的
场
所
、

卫
生
设
施
、
医
疗
设
备
、
必
备

药
品
供
应
、
专
业
人
员
及
人
才

培
养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4. 国
务
院
《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20
15

—
20

20
年
）
》
，

20
15

5. 国
务
院
《
关
于
改
革
完
善
全
科
医

生
培
养
与
使
用
激
励
机
制
的
意

见
》
，

20
18

6.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深
化
医
药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规
划
》
，

20
16

7. 国
家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
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规
范

（
第
三
版
）
》
，

20
17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4 
卫
生

  8
41

医
院

   
-8

41
1 
综
合
医
院

  8
42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8

42
1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站
)

   
-8

42
2 
街
道
卫
生
院

   
-8

42
3 
乡
镇
卫
生
院

   
-8

42
4 
村
卫
生
室

   
-8

42
5 
门
诊
部

(所
)

  8
43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8

43
6 
计
划
生
育
技
术
服
务

活
动

  8
49

 其
他
卫
生
活
动

   
-8

49
1 
健
康
体
检
服
务

   
-8

49
2 
临
床
检
验
服
务

   
-8

49
9 
其
他
未
列
明
卫
生
服

务  8
5 
社
会
工
作

  8
51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1
3 
精
神
康
复
服
务

1.
2;

 1
.4

3.
3;

 3
.4

; 3
.8

10
.2

提
高
基
本
医
疗

的
获
取
率
，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

倡
导
全
民
参
与

健
康
行
动
，
提

高
全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X
X

X
X

X
X

X
X

X
1. 下
列
地
点
覆
盖
的
人
口

比
例
（

20
分
钟
以
内
路

程
）
：
综
合
医
院
或
专

科
医
院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站
）
、
街
道

卫
生
中
心
、
乡
镇
卫
生

中
心
、
乡
村
诊
所
，
门

诊
部
门
（
室
）
等
医
疗

设
施

2. 患
病
治
疗
人
口
数
量
比

例 3. 治
疗
后
康
复
者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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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1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3.
1.

2 
公
共
卫
生

急
救
中
心
的
医
疗
设
施
、
设
备
、

专
业
人
员
及
人
才
培
养
；
采
供

血
机
构
的
医
疗
设
施
、
设
备
等
；

为
突
发
事
件
、
重
大
疾
病
、
传

染
疾
病
、
重
点
寄
生
虫
病
、
地

方
病
提
供
健
康
教
育
、
预
防
、

治
疗
、
控
制
、
关
怀
救
助
服
务
，

以
及
为
以
上
服
务
提
供
的
场
所
、

卫
生
设
施
、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供
应
、
专
业
人
员
及
人
才
培
养
；

免
疫
接
种
的
疫
苗
供
应
和
接
种

服
务
等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3. 国
务
院
《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20
15

—
20

20
年
）
》
，

20
15

4.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深
化
医
药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规
划
》
，

20
16

5. 国
家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
国
家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规
范

（
第
三
版
）
》
，

20
17

6.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2
01

3—
20

20
 年

预
防
控
制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全
球
行

动
计
划
》
，

20
13

7.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
，

20
13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4 
卫
生

 
  8

43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8
43

1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8
43

2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院

(所
、
站

) 
   

-8
43

4 
急
救
中
心

(站
)服

务
 

   
-8

43
5 
采
供
血
机
构
服
务

1.
2;

 1
.4

3.
3;

 3
.4

; 3
.5

; 3
.8

10
.2

改
善
公
共
医
疗

获
取
率
，
实
现

全
民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X
X

X
X

X
X

X
X

X
1. 下
列
地
点
覆
盖
的
人
口

比
例
（

20
分
钟
以
内
路

程
）
：
卫
生
防
疫
站
、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

专
业
精
神
卫
生
医
疗
机

构
、
急
诊
中
心
、
采
血

供
应
机
构
、
消
毒
供
应

机
构
、
血
液
净
化
机
构

等
相
关
场
所

2. 患
病
治
疗
人
口
数
量
比

例 3. 治
疗
后
康
复
者
比
例

4.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患
者

的
比
例

5.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短
缺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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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1.

3 
妇
幼
健
康

包
括
为
孕
产
妇
提
供
备
孕
、
孕

前
优
生
检
查
、
孕
产
期
保
健
、

产
前
筛
查
诊
断
、
安
全
分
娩
、

儿
童
保
健
、
计
划
生
育
检
查
、

疾
病
预
防
及
救
治
等
服
务
，
以

及
为
以
上
服
务
提
供
场
所
、
卫

生
设
施
、
医
疗
设
备
、
必
备
药

品
供
应
、
专
业
人
员
；
关
注
产
妇
、

新
生
婴
儿
和
儿
童
健
康
的
宣
传

教
育
服
务
；
贫
困
地
区
儿
童
营

养
改
善
服
务
；
妇
幼
专
业
人
才

培
训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4. 国
务
院
《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纲
要
（

20
15

—
20

20
年
）
》
，

20
15

5. 国
家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等

《
关
于
加
强
生
育
全
程
基
本
医
疗

保
健
服
务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6

6. 国
家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
关
于
加
强
母
婴
安
全
保
障
工
作

的
通
知
》
，

20
17

7.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妇
女
、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健
康
全
球
战
略

(2
01

6—
20

30
)》

，
20

15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4 
卫
生

  8
43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8

43
3 
妇
幼
保
健
院

(所
、
站

)

1.
2;

 1
.4

3.
1;

 3
.2

; 3
.7

5.
6

10
.2

提
高
妇
幼
健
康

医
疗
的
获
取
率
，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

干
预
贫
困
地
区

儿
童
营
养
健
康
，

保
障
妇
幼
安
全
、

儿
童
营
养
改
善

　
　

X
　

　
　

　
　

X
1. 下
列
地
点
覆
盖
的
人
口

比
例
（

20
分
钟
以
内
路

程
）
：
妇
幼
保
健
医
院

（
所
、
站
）
、
妇
产
医
院
、

儿
童
医
院
等
相
关
场
所

2. 妇
女
儿
童
疾
病
治
疗
比

例 3. 治
疗
后
康
复
的
妇
女
儿

童
比
例

4.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患
者

的
比
例

5.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短
缺

的
情
况

6. 活
产
数

7. 孕
产
妇
死
亡
降
低
率

8. 婴
儿
死
亡
降
低
率

9. 出
生
缺
陷
发
生
降
低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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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1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3.
1.

4 
青
少
年
健
康

包
括
向
青
少
年
提
供
场
所
，
保

健
设
施
，
医
疗
设
备
，
必
要
的

药
物
和
服
务
，
人
员
培
训
，
常

见
病
，
传
染
病
和
生
殖
疾
病
的

预
防
和
治
疗
；

 针
对
青
少
年
心

理
问
题
和
常
见
精
神
疾
病
的
健

康
教
育
，
心
理
健
康
检
查
，
咨

询
，
治
疗
等
服
务
，
改
善
贫
困

地
区
青
少
年
的
营
养
状
况
，
设

计
青
少
年
视
力
健
康
智
能
产
品
，

控
制
网
络
游
戏
量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4 
卫
生

 
  8

49
 其

他
卫
生
活
动

 
   

-8
49

9 
其
他
未
列
明
卫
生
服

务
1.

2;
 1

.4

3.
3;

 3
.4

; 3
.7

; 3
.8

提
高
青
少
年
健

康
机
构
、
专
业

人
员
、
设
备
、

药
品
、
服
务
等

获
取
率
，
保
障

青
少
年
远
离
疾

病
、
传
染
性
疾

病
、
生
殖
疾
病
、

心
理
问
题
及
疾

病
，
改
善
贫
困

地
区
青
少
年
营

养
条
件

X
X

X
　

X
　

　
　

X
1. 下
列
地
点
覆
盖
的
人
口

比
例
（

20
分
钟
以
内
路

程
）
：
青
少
年
健
康
设

施 2. 受
治
疗
的
青
少
年
比
例

3. 治
疗
后
康
复
的
青
少
年

比
例

4.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患
者

的
比
例

5.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短
缺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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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1.

5 
职
业
健
康

包
括
为
企
业
、
事
业
单
位
和
个

体
经
济
组
织
等
用
人
单
位
的
劳

动
者
在
职
业
活
动
中
，
因
接
触

粉
尘
、
放
射
性
物
质
和
其
他
有

毒
、
有
害
因
素
而
引
起
的
疾
病

提
供
的
检
查
、
诊
断
、
救
治
、

改
善
作
业
环
境
、
提
供
防
护
用

品
服
务
，
以
及
为
以
上
服
务
提

供
的
场
所
、
卫
生
设
施
、
医
疗

设
备
、
防
护
设
施
、
必
备
药
品

供
应
、
专
业
人
员
及
人
才
培
养
；

保
护
劳
动
者
健
康
的
新
技
术
、

新
工
艺
、
新
设
备
和
新
材
料
开

发
；
新
发
职
业
病
危
害
的
研
究
；

职
业
卫
生
培
训
；
还
包
括
与
心

理
健
康
、
工
作
场
所
暴
乱
和
性

骚
扰
有
关
的
服
务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职
业
病
防
治
规
划

（
20

16
—

20
20

）
》
，

20
16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4 
卫
生

 
  8

43
 专

业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8
43

2 
专
科
疾
病
防
治
院

(所
、
站

)
1.

2;
 1

.4

3.
8;

 3
.9

; 3
.b

 

8.
8

10
.2

提
高
职
业
健
康

机
构
、
专
业
人

员
、
防
护
设
施
、

设
备
、
药
品
、

服
务
等
获
取
率
，

保
障
职
业
安
全

健
康

X
X

　
　

X
　

X
　

　
1. 下
列
地
点
覆
盖
的
人
口

比
例
（

20
分
钟
以
内
路

程
）
：
职
工
健
康
设
施

2. 接
受
治
疗
的
职
工
比
例

3. 治
疗
后
康
复
的
职
工
比

例 4.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患
者

的
比
例

5.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短
缺

的
情
况

6. 职
业
病
患
病
数

7. 严
重
慢
性
疾
病
导
致
的

早
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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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1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3.
1.

6 
老
年
健
康

包
括
为
老
年
人
康
复
、
护
理
、

安
宁
疗
护
、
养
老
、
临
终
关
怀

提
供
短
期
、
长
期
、
上
门
服
务
，

以
及
为
以
上
服
务
提
供
的
场
所
、

卫
生
设
施
、
养
老
设
施
、
医
疗

康
复
设
备
、
必
备
药
品
供
应
；

老
旧
居
住
小
区
和
老
年
人
家
庭

的
无
障
碍
改
造
；
老
年
心
理
健

康
和
心
理
关
怀
服
务
；
适
合
老

年
人
的
智
能
化
产
品
、
健
康
监

测
可
穿
戴
设
备
、
健
康
养
老
移

动
应
用
软
件
等
设
计
开
发
；
养

老
护
理
人
员
能
力
建
设
和
培
训

等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3.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国
家
老
龄

事
业
发
展
和
养
老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
，

20
17

4. 国
务
院
《
关
于
全
面
放
开
养
老
服

务
市
场
提
升
养
老
服
务
质
量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6

5. 国
务
院
《
关
于
推
进
养
老
服
务
发

展
的
意
见
》
，

20
19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5
 社

会
工
作

  8
51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1
2 
护
理
机
构
服
务

   
   

-8
51

4 
老
年
人
、
残
疾
人
养

护
服
务

   
-8

51
5 
临
终
关
怀
服
务

  8
52

 不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2
2 
康
复
辅
具
适
配
服
务

1.
2;

 1
.4

3.
4;

 3
.8

; 3
.b

10
.2

11
.3

提
高
老
年
人
健

康
机
构
、
专
业

人
员
、
设
备
、

药
品
、
服
务
等

获
取
率
，
保
障

老
年
人
口
全
方

位
康
复
、
护
理
、

安
宁
疗
养
、
养

老
问
题

X
　

X
X

X
　

X
　

X
1. 能
够
获
得
护
理
院
、
康

复
疗
养
院
、
养
老
机
构
、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
社
会

工
作
室

(站
)、

 精
神

障
碍
社
区
康
复
服
务
机

构
等
机
构
服
务
的
老
年

人
比
例

2. 无
障
碍
设
施
比
例

3.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老
年

患
者
的
比
例

4. 康
复
辅
助
设
备
短
缺
的

情
况
（
包
括
设
施
租
赁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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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1.

7 
其
他
重
点
弱

势
群
体
健
康

提
供
医
疗
场
所
、
孤
儿
院
、
为

收
养
所
提
供
便
利
的
行
政
中
心
、

精
神
病
患
者
或
残
障
人
士
的
收

容
所
、
庇
护
所
、
医
疗
设
备
、

药
品
供
应
、
无
障
碍
设
施
和
专

业
服
务
人
员
等
，
以
确
保
残
障

人
、
贫
困
人
口
、
流
动
人
口
、

留
守
人
群
、
孤
儿
等
弱
势
群
体

能
享
受
到
健
康
教
育
、
疾
病
预

防
、
治
疗
、
控
制
、
关
怀

、
抢
救
、

心
理
卫
生
保
健
等
卫
生
服
务

1.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5

 社
会
工
作

 
  8

51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1

2 
护
理
机
构
服
务

   
 

   
-8

51
4 
老
年
人
、
残
疾
人
养

护
服
务

 
   

-8
51

6 
孤
残
儿
童
收
养
和
庇

护
服
务

  
   

-8
51

9 
其
他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救
助

   
   

   
   

   
   

   
   

   
   

  8
52

 不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2

2 
康
复
辅
具
适
配
服
务

1.
4

3.
8;

 3
.b

 

10
.2

 

11
.3

提
高
其
他
重
点

人
群
健
康
机
构
、

专
业
人
员
、
设

备
、
药
品
、
服

务
等
获
取
率
，

保
障
残
障
人
士
、

贫
困
人
口
、
流

动
人
口
、
留
守

人
群
基
本
健
康

服
务
及
产
品

X
X

X
X

X
　

X
X

X
1. 能
够
获
得
福
利
院
、
救

济
院
、
孤
儿
院
、
残
障

人
专
业
康
复
机
构
、
康

复
医
疗
机
构
等
特
殊
医

疗
场
所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合
格
医
护
人
员
与
患
者

的
比
例

3. 医
疗
设
备
、
药
品
、
食

品
、
人
员
短
缺
以
及
其

他
服
务
供
应
短
缺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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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2 

医
疗
卫
生
技
术

创
新
与
发
展
服

务

3.
2.

1 
医
疗
卫
生
效

率
和
供
给
的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化

包
括
用
以
提
高
数
字
化
医
疗
服

务
效
率
和
供
应
的
硬
件
、
软
件
、

服
务
和
配
套
设
施
，
用
以
解
决

药
物
短
缺
问
题
的
多
源
信
息
协

同
应
用
；

 智
能
化
预
测
和
监
测

传
染
病
及
其
他
疾
病
的
相
关
研

发
活
动
；

 与
医
疗
健
康
有
关
的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医
疗
机
器
人
、

大
型
医
疗
设
备
、
急
救
医
疗
设

备
、
生
物
三
维
打
印
技
术
和
可

穿
戴
设
备
的
研
发
活
动
；

 医
学

在
线
课
程
开
发
；

 精
确
健
康
科

学
知
识
科
学
教
育
模
型
的
开
发
，  

同
时
还
包
括
远
程
医
疗

1.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2.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3. 国
务
院
《
关
于
促
进
“
互
联
网

+
医
疗
健
康
”
发
展
的
意
见
》
，

20
18

I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4 
互
联
网
和
相
关
服
务

  6
43

 互
联
网
平
台

   
-6

43
4 
互
联
网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3.

b

9.
4

10
.2

从
时
间
、
资
金
、

预
防
和
治
疗
效

果
等
方
面
提
高

卫
生
服
务
信
息

化
的
效
率

X
X

X
X

X
X

X
X

X
1.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为
卫
生

保
健
确
定
的
疾
病
数

2.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为
预
防

医
疗
设
备
和
药
品
短
缺

从
而
提
高
卫
生
保
健
效

率
的
案
例
数

3.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为
提
高

医
疗
效
率
节
省
的
医
疗

时
间

4.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为
提
高

医
疗
效
率
节
省
的
医
疗

费
用

5. 获
得
在
线
医
疗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6. 在
线
咨
询
次
数

7. 节
省
的
线
下
问
诊
次
数

8. 成
功
进
行
医
疗
咨
询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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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2.

2 
医
疗
卫
生
发

展

包
括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倡
导
和
健

康
危
险
因
子
的
干
预
项
目
或
者

活
动
，
以
及
将
健
康
新
技
术
、

新
产
品
、
新
工
艺
推
向
市
场
进

行
的
相
关
推
广
及
技
术
活
动

1.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卫
生
与
健

康
规
划
》
，

20
16

2.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3.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
20

19
—

20
30

年
）
》
，

20
19

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7

5 
科
技
推
广
和
应
用
服
务
业

 
  7

51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7
51

2 
生
物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7

59
 其

他
科
技
推
广
服
务
业

 
   

-7
59

0 
其
他
科
技
推
广
服
务

业
 

 Q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8

5 
社
会
工
作

 
  8

52
 不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8
52

9 
其
他
不
提
供
住
宿
社

会
工
作

 
 S 
公
共
管
理
、
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组
织

 
 9

5 
群
众
团
体
、
社
会
团
体
和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9

52
 社

会
团
体

 
   

-9
52

1 
专
业
性
团
体

 
  9

53
 基

金
会

 
   

-9
53

0 
基
金
会

 
 T 
国
际
组
织

 
 9

7 
国
际
组
织

 
  9

70
 国

际
组
织

 
   

-9
70

0 
国
际
组
织

 

3.
8;

 3
.b

10
.2

倡
导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
推

动
全
民
健
康
行

动
，
并
对
先
进

适
宜
医
疗
技
术

进
行
推
广

X
X

X
X

X
X

X
X

X
1. 举
办
的
健
康
促
进
计
划

或
活
动
数

2. 接
受
保
健
促
进
服
务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3. 人
们
对
卫
生
保
健
的
认

知
和
意
识
提
升
（
如
通

过
测
试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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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2 

医
疗
卫
生
技
术

创
新
与
发
展
服

务

3.
2.

3 
医
疗
技
术
创

新

包
括
临
床
医
学
、
口
腔
医
学
、

公
共
卫
生
与
预
防
医
学
、
中
医

学
、
中
西
医
结
合
、
药
学
、
中

药
学
、
特
种
医
学
、
医
学
技
术
、

护
理
学
、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以
及

其
他
医
学
研
究
与
试
验
，
以
及

为
以
上
研
究
与
试
验
提
供
人
员
、

培
养
、
设
施
和
医
疗
产
品

1. 国
务
院
《
“
健
康
中
国

20
30

”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2. 国
家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等

《
关
于
全
面
推
进
卫
生
与
健
康
科

技
创
新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6

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7
3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7
34

医
学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7

34
0 
医
学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3.
8;

 3
.b

9.
4

10
.2

加
大
重
大
疾
病
、

重
大
传
染
病
、

重
大
新
药
创
制

等
领
域
的
关
键

技
术
突
破

X
X

X
X

X
X

X
X

X
1. 目
标
人
群
相
关
疾
病
的

研
发
支
出
金
额

2. 重
大
疾
病
、
重
大
传
染

病
的
新
应
用
创
新
数

3. 创
新
成
功
率

3.
3 

医
疗
卫
生
相
关

制
造
服
务

3.
3.

1 
医
疗
健
康
设

备
和
器
械
制

造

包
含
医
疗
诊
断
、
监
护
及
治
疗

设
备
；
口
腔
科
用
设
备
及
器
具
；

医
疗
实
验
室
及
医
用
消
毒
设
备

和
器
具
；
医
疗
、
外
科
用
器
械
；

机
械
治
疗
及
病
房
护
理
设
备
；

以
促
进
健
康
为
目
的
的
眼
镜
及

护
理
产
品
；
康
复
辅
具
；
助
老

助
残
等
为
目
标
特
殊
群
体
制
造

的
智
能
健
康
设
备
及
其
他
为
弱

势
人
群
服
务
的
医
疗
设
备
和
器

械
制
造

1. 国
务
院
《
关
于
深
化
审
评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鼓
励
药
品
医
疗
器
械
创
新

的
意
见
》
，

20
17

C 
制
造
业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7
 卫

生
材
料
及
医
药
用
品

制
造

 
   

-2
77

0 
卫
生
材
料
及
医
药
用

品
制
造

3.
8

9.
4 

10
.2

提
高
医
疗
健
康

器
械
可
得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医
疗
设
备
的
价
格

2. 医
疗
设
备
的
可
得
性

3. 医
疗
设
备
的
质
量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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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3.

2 
关
键
医
药
药

品
生
产

包
含
化
学
药
品
原
料
药
、
化
学

药
品
制
剂
、
生
物
药
品
、
基
因

工
程
药
物
和
疫
苗
的
关
键
药
品

生
产
，
不
包
括
化
妆
品
、
其
他

美
容
产
品
，
以
及
为
非
急
需
治

疗
所
用
的
药
品

1. 国
务
院
《
关
于
深
化
审
评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鼓
励
药
品
医
疗
器
械
创
新

的
意
见
》
，

20
17

C 
制
造
业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1
 化

学
药
品
原
料
药
制
造

 
   

-2
71

0 
化
学
药
品
原
料
药
制

造
 

  2
72

 化
学
药
品
制
剂
制
造

 
   

-2
72

0 
化
学
药
品
制
剂
制
造

 
   

 2
75

 兽
用
药
品
制
造

 
   

-2
75

0 
兽
用
药
品
制
造

 
  2

76
 生

物
药
品
制
品
制
造

 
   

-2
76

1 
生
物
药
品
制
造

 
   

-2
76

2 
基
因
工
程
药
物
和
疫

苗
制
造

 

3.
8

9.
4 

 

10
.2

提
高
医
疗
药
物

和
药
品
的
可
得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医
用
药
物
和
药
品
的
价

格 2. 医
用
药
物
和
药
品
的
可

得
性

3. 医
用
药
物
和
药
品
的
质

量
问
题

a

3.
3.

3 
卫
生
材
料
和

药
辅
料
制
造

包
含
针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群

体
的
卫
生
材
料
、
外
科
敷
料
以

及
其
他
内
、
外
科
用
医
药
制
品
、

药
品
用
辅
料
等
制
造

C 
制
造
业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8
 药

用
辅
料
及
包
装
材
料

 
   

-2
78

0 
药
用
辅
料
及
包
装
材

料

 

3.
8

9.
4 

 

10
.2

提
高
卫
生
材
料

和
药
辅
料
可
得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卫
生
、
消
毒
和
医
药
产

品
价
格

2. 卫
生
、
消
毒
和
医
药
产

品
的
可
得
性

3. 卫
生
、
消
毒
和
医
药
产

品
的
质
量

a
 
鼓
励
公
司
或
项
目
自
愿
披
露
生
产
过
程
中
与
药
用
活
性
成
分
以
及
耐
药
性
相
关
的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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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4 

医
疗
卫
生

相
关
流
通
服
务

3.
4.

1 
药
品
和
其
他

健
康
产
品
零

售
及
批
发

包
含
为
关
键
疾
病
和
创
伤
（
不

包
括
非
关
键
性
意
料
产
品
，
如

化
妆
品
、
个
人
表
现
提
升
产
品

等
）
批
发
及
零
售
（
包
括
网
络

零
售
）
药
品
（
包
括
负
责
任
来

源
的
重
要
产
品
）

1.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
药

品
流
通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20
06

2.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关
于
进
一
步
改

革
完
善
药
品
生
产
流
通
使
用
政
策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7

3. 商
务
部
《
全
国
药
品
流
通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2
01

6—
20

20
年
）
》
，

20
16

F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5
1 
批
发
业

  5
15

 医
药
及
医
疗
器
材
批
发

   
-5

15
1 
西
药
批
发

   
   

-5
15

3 
动
物
用
药
品
批
发

 5
2 
零
售
业

  5
25

 医
药
及
医
疗
器
材
专
门

零
售

   
-5

25
1 
西
药
零
售

   
   

-5
25

3 
动
物
用
药
品
零
售

 

3.
8

10
.2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对
药
品
和
其
他

保
健
品
的
直
接

获
取
的
可
得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零
售
和
批
发
产
品
的
成

本 2. 从
价
格
和
地
理
位
置
方

面
看
获
取
产
品
的
情
况

3. 因
保
管
不
利
等
管
理
原

因
造
成
的
产
品
损
失

3.
4.

2 
医
疗
卫
生
设

备
和
用
品
租

赁
服
务

包
含
针
对
目
标
群
体
的
医
疗
设

备
及
器
械
、
康
复
辅
具
租
赁
服

务

F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5

1 
批
发
业

 
  5

15
 医

药
及
医
疗
器
材
批
发

 
   

-5
15

4 
医
疗
用
品
及
器
材
批

发
 

 5
2 
零
售
业

 
  5

25
 医

药
及
医
疗
器
材
专
门

零
售

 
   

-5
25

4 
医
疗
用
品
及
器
材
零

售

3.
8

6.
2;

 6
.b

10
.2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对
医
疗
和
卫
生

设
备
的
直
接
获

取
的
可
得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租
赁
服
务
产
品
的
成
本

2. 从
价
格
和
地
理
位
置
方

面
看
获
取
医
疗
和
卫
生

设
备
的
租
赁
服
务
的
情

况 3. 因
管
理
不
利
造
成
的
产

品
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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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4.

3
药
品
和
健
康

产
品
仓
储
和

配
送

包
含
针
对
助
老
助
残
和
其
他
弱

势
人
群
的
药
品
、
医
疗
用
品
及

器
材
等
健
康
相
关
产
品
的
仓
储

和
配
送
服
务
活
动

1.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
药

品
流
通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

20
06

2.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
关
于
进
一
步
改

革
完
善
药
品
生
产
流
通
使
用
政
策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7

3. 商
务
部
《
全
国
药
品
流
通
行
业
发

展
规
划

(2
01

6—
20

20
年
）
》
，

20
16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9 
装
卸
搬
运
和
仓
储
业

 
  5

96
 中

药
材
仓
储

 
   

-5
96

0 
中
药
材
仓
储

3.
8

10
.2

提
高
可
用
性
和

耐
用
性
，
减
少

医
药
产
品
的
损

失

X
X

X
X

X
X

X
X

X
1. 存
储
容
量

2. 库
存
量

3. 存
储
容
量
利
用
率

4. 与
平
均
水
平
相
比
的
交

付
速
度
和
质
量

5. 与
平
均
水
平
相
比
的
能

耗 6. 由
于
缺
乏
储
存
和
交
付

能
力
而
造
成
的
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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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卫
生
与
健
康

服
务

3.
5
 

公
共
卫
生
治
理

和
服
务

3.
5.

1 
流
行
病
的
管

制

流
行
病
管
理
的
设
施
和
渠
道
，

如
急
救
设
施
、
检
测
实
验
室
、

流
动
诊
所
等
，
透
明
的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
提
高
公
众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的
运
动
，
搭
建
跨
市

、
跨
省
、

跨
部
门
合
作
的
平
台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境
卫
生
检

疫
法
》

3.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夏
秋
季
重
点
传
染
病
防

控
工
作
的
通
知
》
，

20
19

S 
公
共
管
理
、
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组
织

 9
2 
国
家
机
构

  9
22

 国
家
行
政
机
构

   
-9

22
1 
综
合
事
务
管
理
机
构

   
-9

22
3 
公
共
安
全
管
理
机
构

 9
5 
群
众
团
体
、
社
会
团
体
和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95

1 
群
众
团
体

   
-9

51
9 
其
他
群
众
团
体

 9
6 
基
层
群
众
自
治
组
织
及
其

他
组
织

  9
61

 社
区
居
民
自
治
组
织

   
-9

61
0 
社
区
居
民
自
治
组
织

  9
62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9

62
0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T 
国
际
组
织

 9
7 
国
际
组
织

  9
70

 国
际
组
织

   
-9

70
0 
国
际
组
织

3.
3;

 3
.8

提
高
公
共
治
理

对
流
行
病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有
效
应
对
流
行
病
的
速

度 2. 受
到
流
行
病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3. 搭
建
公
共
信
息
平
台
和

提
高
普
遍
意
识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4. 跨
省
、
跨
部
门
合
作
的

案
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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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3.
5.

2 
自
然
灾
害
管

理

预
防
和
应
对
环
境
灾
难
（
如
地

震
、
洪
水
、
风
暴
）
对
健
康
造

成
的
影
响
的
设
施
和
有
关
环
境

问
题
的
透
明
信
息
共
享
渠
道
，

提
高
公
众
自
我
保
护
意
识
的
运

动
，
为
跨
市
和
跨
省
合
作
搭
建

平
台
，
完
善
预
警
、
监
督
和
问

责
机
制

1. 国
务
院
《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
，

20
13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

3. 国
务
院
《
国
务
院
关
于
实
施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的
意
见
》
，

20
19

4. 生
态
环
境
部
《
关
于
推
进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预
案
修
订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8

S 
公
共
管
理
、
社
会
保
障
和
社

会
组
织

 9
2 
国
家
机
构

  9
22

 国
家
行
政
机
构

   
-9

22
1 
综
合
事
务
管
理
机
构

   
-9

22
3 
公
共
安
全
管
理
机
构

 9
5 
群
众
团
体
、
社
会
团
体
和

其
他
成
员
组
织

   
95

1 
群
众
团
体

   
-9

51
9 
其
他
群
众
团
体

 9
6 
基
层
群
众
自
治
组
织
及
其

他
组
织

  9
61

 社
区
居
民
自
治
组
织

   
-9

61
0 
社
区
居
民
自
治
组
织

  9
62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9

62
0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T 
国
际
组
织

 9
7 
国
际
组
织

  9
70

 国
际
组
织

   
-9

70
0 
国
际
组
织

3.
d

13
.1

; 1
3.

3

提
高
公
共
治
理

对
由
环
境
问
题

引
起
的
疾
病
管

制
的
有
效
性

X
X

X
X

X
X

X
X

X
1. 有
效
应
对
疫
情
危
机
的

速
度

2. 受
到
疫
情
危
机
影
响
的

人
口
数
量

3. 搭
建
公
共
信
息
平
台
和

提
高
普
遍
意
识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4. 跨
省
、
跨
部
门
合
作
的

案
例
数

3.
5.

3 
健
康
相
关
法

律
服
务

支
持
合
法
、
公
平
获
得
医
疗
、

食
品
、
药
品
、
环
境
、
体
育
等

健
康
领
域
的
法
律
服
务
，
如
律

师
及
相
关
法
律
服
务
、

 互
联
网

法
律
咨
询
平
台
服
务
等

1. 司
法
部
《
全
国
民
事
行
政
法
律
援

助
服
务
规
范
》
，

20
19

I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4 
互
联
网
和
相
关
服
务

 
  6

43
 互

联
网
平
台

 
   

-6
43

2 
互
联
网
生
活
服
务
平

台
 

 L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7

2 
商
务
服
务
业

 
  7

23
 法

律
服
务

 
   

-7
23

1 
律
师
及
相
关
法
律
服

务

 

3.
8;

 3
.d

16
.3

; 1
6.

7;
   

16
.1

0

完
善
与
医
疗
保

健
相
关
的
法
律

制
度

X
X

X
X

X
X

X
X

X
1. 获
得
公
共
法
律
支
持
的

公
民
比
例

2. 从
事
公
共
援
助
工
作
的

合
格
律
师
比
例

3. 已
回
复
法
律
援
助
请
求

的
比
例

4. 处
理
公
共
法
律
请
求
的

平
均
时
间

5. 诉
讼
成
功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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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1 

教
育
行
业

4.
1.

1 
学
前
教
育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对
学
龄
前

幼
儿
进
行
保
育
和
教
育
所
需
的

资
源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游
戏
场
地
、

绿
地
 ；

儿
童
活
动
室
、
服
务
用

房
；
教
学
资
料
、
所
需
技
术
、

家
具
、
乐
器
、
玩
具
以
及
信
息

化
设
备
；
人
员

1. 国
务
院
《
国
家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国
务
院
《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
35

》
 ，

20
19

3.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
10

—
20

20
年
）
》
，

20
10

4. 国
务
院
《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关

于
学
前
教
育
深
化
改
革
规
范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8

5.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20
30

》
，

20
16

6. 联
合
国
《
第

7
号
一
般
性
意
见

:
在
幼
儿
期
落
实
儿
童
权
利
》

(C
RC

/
C/

G
C/

7/
Re

v.
1)
，

20
06

7.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等
《
幼
儿

园
建
设
标
准
》
（
建
标

17
5—

20
16

）
，

20
16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1
 学

前
教
育

 
   

-8
31

0 
学
前
教
育

1.
2;

 1
.4

4.
2

5.
1

10
.2

13
.3

提
高
学
前
教
育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质
量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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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1.

2 
初
等
教
育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小
学
教
育

所
需
的
资
源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游
戏

场
地
、
绿
地

 ；
儿
童
活
动
室
、

服
务
用
房
；
教
学
资
料
、
所
需

技
术
、
家
具
、
乐
器
、
玩
具
以

及
信
息
化
设
备
；
人
员

1.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
10

—
20

20
年
）
》
，

20
10

2.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20
30

》
，

20
16

3.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中
小
学
校

设
计
规
范

 G
B5

00
99

—
20

11
》
，

20
12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2

 初
等
教
育

   
-8

32
1 
普
通
小
学
教
育

   
-8

32
2 
成
人
小
学
教
育

1.
2;

 1
.4

4.
1;

 4
.6

5.
1

10
.2

13
.3

提
高
初
等
教
育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质
量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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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1 

教
育
行
业

4.
1.

3 
中
等
教
育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中
学
教
育

所
需
的
资
源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游
戏

场
地
、
绿
地
；
儿
童
活
动
室
、

服
务
用
房
；
教
学
资
料
、
所
需

技
术
、
家
具
、
乐
器
、
玩
具
以

及
信
息
化
设
备
；
人
员

1.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
10

—
20

20
年
）
》
，

20
10

2.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20
30

》
，

20
16

3.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中
小
学
校

设
计
规
范

 G
B5

00
99

—
20

11
》
，

20
12

4.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建
设
标
准
》
，

20
18

5. 国
务
院
《
国
务
院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的
决
定
》
，

20
14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3
 中

等
教
育

 
   

-8
33

1 
普
通
初
中
教
育

 
   

-8
33

2 
职
业
初
中
教
育

 
   

-8
33

3 
成
人
初
中
教
育

 
   

-8
33

4 
普
通
高
中
教
育

 
   

-8
33

5 
成
人
高
中
教
育

 
   

-8
33

6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教
育

1.
2;

 1
.4

4.
1;

 4
.6

5.
1

10
.2

13
.3

提
高
中
等
教
育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质
量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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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1.

4 
高
等
教
育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对
普
通
本

专
科
、
成
人
本
专
科
、
全
日
制

和
非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
成
人
高

等
以
及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工
作
所

需
的
资
源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校
舍
项

目
（
含
教
室
、
实
验
实
习
实
训

用
房
及
场
所
、
图
书
馆
、
室
内

体
育
用
房
、
校
行
政
办
公
用
房
、

院
系
教
师
办
公
用
房
、
师
生
活

动
用
房
、
会
堂
、
学
生
宿
舍
、

食
堂
、
教
师
宿
舍
、
教
职
工
机

动
车
、
自
行
车
停
车
库
、
后
勤

及
附
属
用
房
）
；
教
学
资
料
、

家
具
、
电
器
、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
医
疗
以
及
信
息
化
设
备
；

专
任
教
师
、
聘
请
校
外
教
师
、

卫
生
技
术
等
人
员
配
备
；
职
业

培
训
；
以
及
为
困
难
学
生
提
供

用
于
学
业
的
助
学
贷
款
等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高
等
教
育
法
》

2. 国
务
院
《
国
家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3.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
10

—
20

20
年
）
》
，

20
10

4. 教
育
部
《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

20
15

—
20

18
年
）
》

的
通
知
，

20
15

5.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建
筑
面
积
指
标
》
（
建
标

〔
20

18
〕

32
号
）
，

20
18

6. 教
育
部
《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类
教
学
质
量
国
家
标
准
》
，

20
18

7. 教
育
部
和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教
育
脱
贫
攻
坚
实
施
方

案
（

20
18

—
20

20
年
）
》
，

20
18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4
 高

等
教
育

 
   

-8
34

1 
普
通
高
等
教
育

 
   

-8
34

2 
成
人
高
等
教
育

1.
4

3.
b;

 3
.c

4.
3

5.
1

7.
a;

 7
.b

8.
2;

 8
.6

9.
5

10
.2

 

11
.4

12
.8

; 1
2.

a;
   

12
.b

13
.3

增
加
可
获
得
率
，

并
实
现
优
质
高

等
教
育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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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1 

教
育
行
业

4.
1.

5 
弱
势
人
群
教

育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对
阅
读
障

碍
者
，
盲
、
聋
、
智
障
等
残
障

学
生
，
老
年
人
，
文
盲
者
，
因

社
会
经
济
原
因
辍
学
的
儿
童
等

进
行
教
育
所
需
的
资
源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教
学
及
教
学
辅
助
用
房
（
含

普
通
教
室
、
语
言
教
室
、
计
算

机
教
室
、
直
观
教
室
、
语
训
教
室
、

律
动
教
室
、
心
理
疏
导
教
室
）
、

公
共
活
动
及
康
复
用
房
（
含
图

书
阅
览
室
、
心
理
咨
询
室
、
视

力
检
测
室
、
听
力
检
测
室
、
耳

膜
制
作
室
、
感
觉
统
合
训
练
室
）
、

办
公
用
房
、
生
活
用
房
（
含
学

生
寝
室
、
食
堂
、
浴
室
、
厕
所
）
；

普
通
及
特
殊
教
学
资
料
、
家
具
、

教
学
（
含
益
智
类
教
具
学
具
配

置
、
肢
体
运
动
辅
助
类
器
具
、

听
觉
及
沟
通
辅
助
类
器
具
、
视

觉
辅
助
类
器
具
等
硬
件
设
施
配

置
）
以
及
信
息
化
设
备
；
专
任

教
师
、
卫
生
技
术
等
人
员
配
备
；

职
业
培
训
等

1. 国
务
院
《
国
家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教
育
部
等
《
教
育
部
等
四
部
门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残
疾
人
职
业
教
育
的

若
干
意
见
》
，

20
18

3. 教
育
部
等
《
第
二
期
特
殊
教
育
提

升
计
划
（

20
17

—
20

20
年
）
》
，

20
17

4. 国
务
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残
疾

人
教
育
条
例
》

5.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建
设
标
准

(建
标

15
6—

20
11

)》
，

20
11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5
 特

殊
教
育

 
   

-8
35

0 
特
殊
教
育

1.
2;

 1
.4

4.
5

5.
1

8.
5;

 8
.6

9.
2

10
.2

 

11
.3

12
.8

13
.3

16
.3

; 1
6.

7;
   

16
.1

0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质
量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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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1.

6 
其
他
教
育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新
建
、
扩
建
、

改
建
职
业
培
训
、
就
业
培
训
、

技
能
培
训
、
教
育
辅
助
所
需
要

的
空
间
、
环
境
，
新
增
教
育
教

学
设
备
、
人
员
配
备
等
。
如
职

业
培
训
、
成
人
教
育
、
老
年
教

育
等
教
学
教
室
、
教
学
设
施
设

备
、
数
字
化
课
程
、
专
任
教
师

等

1. 国
务
院
《
国
家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7

2. 国
务
院
《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
10

—
20

20
年
）
》
，

20
10

3. 国
务
院
《
老
年
教
育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9

 技
能
培
训
、
教
育
辅
助

及
其
他
教
育

   
-8

39
1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8

39
2 
体
校
及
体
育
培
训

   
-8

39
3 
文
化
艺
术
培
训

   
-8

39
4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8

39
9 
其
他
未
列
明
教
育

 

1.
4

4.
4

5.
1

8.
5;

 8
.6

9.
2

10
.2

11
.3

12
.8

13
.3

16
.3

; 1
6.

7;
   

16
.1

0

提
高
受
教
育
群

体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质
量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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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1 

教
育
行
业

4.
1.

7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教
育

包
括
构
建
基
于
信
息
技
术
的
新

型
教
育
教
学
模
式
、
教
育
服
务

供
给
方
式
以
及
教
育
治
理
新
模

式
所
需
的
空
间
、
硬
件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数
字
资
源
体
系
建

设
、
网
络
学
习
空
间
建
设
、
教

育
网
络
安
全
建
设
；
教
育
软
件

开
发
；
人
员
配
备
等

1. 教
育
部
《
教
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

20
11

—
20

20
年
）
》
，

20
12

2. 教
育
部
《
教
育
信
息
化
“
十
三
五
”

规
划
》
，

20
16

3. 教
育
部
《

20
19

年
教
育
信
息
化
和

网
络
安
全
工
作
要
点
》
，

20
19

4. 国
务
院
《
加
快
推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
（

20
18

—
20

22
年
）
》
，

20
19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9
 技

能
培
训
、
教
育
辅
助

及
其
他
教
育

 
   

-8
39

9 
其
他
未
列
明
教
育

 

1.
2;

 1
.4

4.
a

5.
1;

 5
.b

7.
a;

 7
.b

8.
5;

 8
.6

9.
2

10
.2

11
.3

12
.8

; 1
2.

a;
   

12
.b

13
.3

16
.6

; 1
6.

7;
   

16
.1

0

提
高
使
用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的

技
能

X
X

X
1. 入
学
相
关
年
龄
组
比
例

2. 性
别
的
平
衡
率

3. 入
学
低
收
入
人
群
比
例

4. 入
学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
广
泛
的
）

5. 教
师
的
质
量

6. 学
生
的
积
极
参
与
度

7. 对
待
学
生
的
平
等
度

8. 在
线
能
成
功
找
到
相
关

信
息
的
技
能

9. 区
分
信
息
质
量
的
技
能



89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2 

科
技
主
流
化

4.
2.

1 
科
学
技
术
主

流
化

生
产
、
提
供
和
提
升
科
学
产
品

和
渠
道
，
升
级
科
学
设
施
，
推

动
科
学
创
新
和
国
际
交
流
，
尤

其
为
青
少
年
、
农
民
、
城
镇
劳

动
者
等
人
群
提
供
科
学
服
务

1.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
中
国
科
协

科
普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2. 国
务
院
《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7

5 
科
技
推
广
和
应
用
服
务
业

 
  7

52
 知

识
产
权
服
务

 
   

-7
52

0 
知
识
产
权
服
务

 
  7

53
 科

技
中
介
服
务

 
   

-7
53

0 
科
技
中
介
服
务

 
  7

54
 创

业
空
间
服
务

 
   

-7
54

0 
创
业
空
间
服
务

 
  7

59
 其

他
科
技
推
广
服
务
业

 
   

-7
59

0 
其
他
科
技
推
广
服
务

业

7.
a;

 7
.b

8.
5;

 8
.6

9.
2;

 9
.5

9.
c

12
.2

提
高
科
学
机
构

和
相
关
服
务
的

可
获
得
率
和
效

率

X
X

X
X

X
X

X
1. 县
级
和
乡
镇
科
普
机
构

的
数
量
（
博
物
馆
、
图

书
馆
、
文
化
馆
等
）

2. 女
性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数

量 3. 数
字
科
学
项
目
的
参
与

者
数
量

4. 从
价
格
和
地
理
位
置
看

科
学
平
台
的
可
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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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2 

科
技
主
流
化

4.
2.

2 
信
息
技
术
主

流
化

为
低
收
入
、
偏
远
地
区
或
低
技

术
背
景
人
口
推
广
互
联
网
的
使

用
、
与
信
息
通
信
系
统
相
关
的

互
联
网
服
务
、
设
施
及
普
及
教

育
等
活
动

1. 国
务
院
《
“
十
三
五
”
国
家
信
息

化
规
划
》
，

20
16

2. 农
业
部
《
“
十
三
五
”
全
国
农
业

农
村
信
息
化
发
展
规
划
》
，

20
16

I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3 
电
信
、
广
播
电
视
和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6
31

 电
信

   
-6

31
1 
固
定
电
信
服
务

   
-6

31
2 
移
动
电
信
服
务

   
-6

31
9 
其
他
电
信
服
务

  6
32

 广
播
电
视
传
输
服
务

   
-6

32
1 
有
线
广
播
电
视
传
输

服
务

   
-6

32
2 
无
线
广
播
电
视
传
输

服
务

  6
33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6

33
1 
广
播
电
视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6

33
9 
其
他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6
4 
互
联
网
和
相
关
服
务

  6
41

 互
联
网
接
入
及
相
关
服

务    
-6

41
0 
互
联
网
接
入
及
相
关

服
务

  6
43

 互
联
网
平
台

   
-6

43
1 
互
联
网
生
产
服
务
平

台    
-6

43
2 
互
联
网
生
活
服
务
平

台    
-6

43
3 
互
联
网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5.
1;

 5
.b

8.
5;

 8
.6

9.
2;

 9
.c

提
高
对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服
务

的
了
解
和
其
可

获
得
率

X
1. 能
够
获
取
现
代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服
务
的
人
口

数
量

2. 农
村
宽
带
接
入
的
用
户

数 3. 移
动
互
联
网
服
务
的
使

用
者
数
量

4. 4G
移
动
电
话
的
用
户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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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3 

文
化
体
育
产
业

4.
3.

1 
文
化
体
育
传

媒

弘
扬
物
质
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可
持
续
发
展
文
化
和
跨
文
化
交

流
开
展
的
节
目
，
包
括
环
保
纪

录
片
、
文
化
与
自
然
遗
产
纪
录

片
、
体
育
和
保
健
类
节
目
等
；

开
发
、
制
作
、
发
行
、
放
映
和

经
销
用
来
弘
扬
物
质
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可
持
续
发
展
文
化
、

体
育
和
医
疗
保
健
以
及
跨
文
化

交
流
开
展
的
娱
乐
产
品
与
服
务

项
目
，
包
括
带
有
普
及
性
和
教

育
性
价
值
的
公
益
电
影
、
绿
色

音
乐
等

1.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总
署
《
新
闻
出
版

业
“
十
二
五
”
时
期
发
展
规
划
》
，

20
11

2.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20

30
年
议
程
文
化
》
，

20
18

3.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造
福
人
类
与
地
球

:为
全

民
创
造
可
持
续
的
未
来
》
，

20
16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6 
新
闻
和
出
版
业

  8
61

 新
闻
业

   
-8

61
0 
新
闻
业

  8
62

 出
版
业

   
-8

62
1 
图
书
出
版

   
-8

62
2 
报
纸
出
版

   
-8

62
3 
期
刊
出
版

   
-8

62
4 
音
像
制
品
出
版

   
-8

62
5 
电
子
出
版
物
出
版

   
-8

62
6 
数
字
出
版

 8
7 
广
播
、
电
视
、
电
影
和
录

音
制
作
业

  8
71

 广
播

   
-8

71
0 
广
播

  8
72

 电
视

   
-8

72
0 
电
视

  8
73

 影
视
节
目
制
作

   
-8

73
0 
影
视
节
目
制
作

  8
74

 广
播
电
视
集
成
播
控

   
-8

74
0 
广
播
电
视
集
成
播
控

  8
76

 电
影
放
映

   
-8

76
0 
电
影
放
映

  8
77

 录
音
制
作

   
-8

77
0 
录
音
制
作

 

3.
4

4.
7

5.
1

8.
5;

 8
.6

10
.2

   

11
.3

 

12
.8

提
高
目
标
群
体

获
取
文
化
和
信

息
的
能
力
和
意

识
，
同
时
避
免

由
于
信
息
不
对

称
造
成
的
潜
在

负
面
影
响

X
X

X
1. 有
效
和
已
实
施
的
法
律

框
架
以
促
进
和
监
督
实

现
性
别
与
种
族
的
平

等
、
包
容
性
和
无
性
别

歧
视
的
言
论
：
此
类
议

题
在
政
府
新
闻
稿
、
官

方
媒
体
政
策
公
告
出
现

的
频
次

2. 媒
体
上
出
现
妇
女
或
儿

童
遭
受
暴
力
的
比
例

3. 媒
体
上
不
同
声
音
平
等

表
达
的
程
度

4. 提
高
社
区
在
环
境
保

护
、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

反
种
族
主
义
等
领
域
的

认
知
或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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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3 

文
化
体
育
产
业

4.
3.

2 
交
互
文

化
传
播

通
过
使
用
手
机
、
电
脑
、
电
视

等
新
型
传
播
终
端
从
事
线
上
创

建
或
分
销
用
于
促
进
包
容
性
知

识
与
文
化
传
播
，
促
进
家
庭
和

社
区
学
习
以
及
终
身
自
主
教
育

内
容
的
项
目
，
用
去
中
心
化
的

传
播
方
式
进
行
知
识
普
及
及
信

息
共
享
，
打
造
学
习
型
城
市
，

包
括
线
上
文
化
内
容
媒
体
、
互

动
性
线
上
学
习
平
台
项
目
以
及

创
新
性
文
化
线
上
应
用
等

1. 第
九
届
联
合
国
传
播
促
进
发
展
圆

桌
会
议
《
传
播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
，

20
08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6 
新
闻
和
出
版
业

 
  8

62
 出

版
业

 
   

-8
62

6 
数
字
出
版

4.
7

5.
1;

 5
.b

8.
5;

 8
.6

10
.2

11
.3

 

12
.8

13
.3

16
.1

0

提
高
有
关
文
化
、

文
化
多
样
性
和

包
容
性
的
信
息

的
获
取
和
传
播

X
X

X　
1. 通
过
线
上
传
播
项
目
掌

握
技
术
技
能
的
青
年
和

成
年
人
比
例

2. 城
市
与
乡
村
文
化
信
息

网
络
渗
透
率
（
人
口
占

比
）

3. 对
多
样
性
的
认
识
和
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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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3.

3 
文
化
保
护
与

开
发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以
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在
此

基
础
上
发
展
的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

和
从
事
普
及
性
、
基
础
性
和
创

造
性
文
化
内
容
传
播
和
传
承
的

产
品
和

/或
项
目
，
如
手
工
艺
品
、

美
术
创
作
等
业
务
活
动

1.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20

30
年
议
程
文
化
》
，

20
18

2.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造
福
人
类
与
地
球

:为
全

民
创
造
可
持
续
的
未
来
》
，

20
16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8 
文
化
艺
术
业

  8
81

 文
艺
创
作
与
表
演

   
-8

81
0 
文
艺
创
作
与
表
演

  8
82

 艺
术
表
演
场
馆

   
-8

82
0 
艺
术
表
演
场
馆

  8
83

 图
书
馆
与
档
案
馆

   
-8

83
1 
图
书
馆

   
-8

83
2 
档
案
馆

  8
84

 文
物
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8

84
0 
文
物
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8
85

 博
物
馆

   
-8

85
0 
博
物
馆

  8
86

 烈
士
陵
园
、
纪
念
馆

   
-8

86
0 
烈
士
陵
园
、
纪
念
馆

  8
87

 群
众
文
体
活
动

   
-8

87
0 
群
众
文
体
活
动

  8
89

 其
他
文
化
艺
术
业

   
-8

89
0 
其
他
文
化
艺
术
业

8.
2

9.
c

11
.4

 

12
.b

16
.1

0

提
高
对
物
质
与

非
物
质
文
化
产

品
的
保
护
、
开

发
、
认
识
和
使

用

X
X

X
1. 保
存
完
好
的
文
化
产
品

比
例

2. 从
地
理
位
置
和
价
格
看

公
众
获
取
文
化
遗
产
和

文
化
的
机
会

3. 全
国
旅
游
产
业
价
值
链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和

增
长
率

4. 可
持
续
旅
游
业
工
作
岗

位
在
旅
游
业
工
作
岗
位

总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5. 要
求
相
同
技
能
水
平
工

作
中
男
女
的
薪
资
差
异

6. 保
存
、
保
护
和
养
护
所

有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的

人
均
支
出
总
额
（
公
共

和
私
人
）
，
按
遗
产
类

型
（
文
化
、
自
然
、
混

合
、
世
界
遗
产
中
心
指

定
）
、
政
府
级
别
（
国

家
、
区
域
和
地
方

/市
）
、

支
出
类
型
（
业
务
支
出

/
投
资
）
和
私
人
供
资
类

型
（
实
物
捐
赠
、
私
人

非
营
利
部
门
、
赞
助
等
）

分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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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4.
 

教
育
、
科
技
、

文
化

4.
3 

文
化
体
育
产
业

4.
3.

4 
公
共
体
育
健

身

开
发
多
样
化
大
众
绿
色
和
可
持

续
生
活
方
式
的
体
育
项
目
、
适

当
的
空
间
（
室
内
、
室
外
）
、

培
训
计
划
和
促
进
活
动
，
以
提

高
身
体
素
质

1.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
教
育
造
福
人
类
与
地
球

:为
全

民
创
造
可
持
续
的
未
来
》
，

20
16

2.
 

国
务
院
《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健
身
休

闲
产
业
的
指
导
意
见
》
，

20
16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8 
文
化
艺
术
业

 
  8

87
 群

众
文
体
活
动

 
   

-8
87

0 
群
众
文
体
活
动

 
 8

9 
体
育

 
  8

91
 体

育
组
织

 
   

-8
91

2 
体
育
保
障
组
织

 
  8

92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管
理

 
   

-8
92

1 
体
育
场
馆
管
理

 
   

-8
92

9 
其
他
体
育
场
地
设
施

管
理

 
  8

93
 健

身
休
闲
活
动

 
   

-8
93

0 
健
身
休
闲
活
动

 
  8

99
 其

他
体
育

 
   

-8
99

1 
体
育
中
介
代
理
服
务

 
   

-8
99

2 
体
育
健
康
服
务

 
   

-8
99

9 
其
他
未
列
明
体
育

 

3.
4

10
.2

 

11
.7

改
善
获
得
健
身

和
体
育
设
施
以

及
包
容
性
活
动

的
机
会
，
提
高

身
体
素
质

X
X

X
X

1. 没
有
遭
受
身
心
健
康
问

题
困
扰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2. 可
获
得
便
利
体
育
设
施

的
目
标
群
体
比
例
（
地

理
位
置
和
价
格
）

3. 目
标
群
体
的
公
共
健
身

活
动
频
率

4. 城
市
建
设
区
中
供
所
有

人
使
用
的
开
放
公
共
空

间
的
平
均
比
例
，
按
性

别
、
年
龄
和
残
障
人
士

分
列

5. 对
本
区
域
公
共
服
务
体

验
感
到
满
意
的
人
口
比

例 6. 经
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的

人
口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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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1 

农
业
生
产

5.
1.

1 
种
植
业

在
考
虑
到
气
候
、
生
物
多
样
性
、

环
境
和
当
地
条
件
的
情
况
下
增

加
农
产
品
的
供
应
，
以
避
免
自

然
资
源
的
破
坏
和
消
耗
（
如
避

免
或
尽
量
减
少
农
药
和
肥
料
的

使
用
）
，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的
集

体
化
服
务
，

 改
善
小
农
的
农
业

生
产
效
率
，
并
开
发
和
推
广
绿

色
且
高
效
的
农
业
技
术
，
以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的
排
放
、
水
资
源

消
耗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
土

壤
污
染
等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1

 谷
物
种
植

   
-0

11
1 
稻
谷
种
植

 
   

-0
11

2 
小
麦
种
植

   
-0

11
3 
玉
米
种
植

   
-0

11
9 
其
他
谷
物
种
植

  0
1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2
1 
豆
类
种
植

   
-0

12
2 
油
料
种
植

   
-0

12
3 
薯
类
种
植

  0
1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4
1 
蔬
菜
种
植

   
-0

14
2 
食
用
菌
种
植

  0
15

 水
果
种
植

   
-0

15
1 
仁
果
类
和
核
果
类
水

果
种
植

   
-0

15
2 
葡
萄
种
植

   
-0

15
3 
柑
橘
类
种
植

   
-0

15
4 
香
蕉
等
亚
热
带
水
果

种
植

   
-0

15
9 
其
他
水
果
种
植

  0
1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6
1 
坚
果
种
植

   
-0

16
2 
含
油
果
种
植

2.
2;

 2
.3

; 2
.4

8.
2

15
.1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的
充
足
且
均
衡

饮
食
的
可
获
得

性
、
稳
定
供
应
、

质
量
和
消
费
价

格
，
该
饮
食
均

采
用
生
态
可
持

续
做
法

X
X　

X　
X　

X　
X　

X
　

X
1. 按
企
业
规
模
分
类
的
单

位
劳
动
生
产
量

2. 粮
食
平
均
产
值

3. 人
均
粮
食
生
产
波
动

4. 按
性
别
和
本
土
现
状
分

列
的
小
规
模
粮
食
生
产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5. 主
要
商
品
的
生
产
率

（
单
位
系
数
吨
）

6. 对
农
业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百
分
比

7. 实
际
农
业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率
（
百
分
比
）

8. 粮
食
短
缺
的
程
度

9. 人
均
粮
食
供
应
波
动

10
.

配
备
灌
溉
设
施
的
耕
地

百
分
比

11
.

要
求
相
同
技
能
水
平
工

作
中
男
女
的
薪
资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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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1 

农
业
生
产

5.
1.

2 
可
持
续
配
额

下
的
渔
业

在
考
虑
到
气
候
、
生
物
多
样
性
、

环
境
和
当
地
条
件
的
情
况
下
增

加
渔
业
的
供
应
，
以
避
免
自
然

资
源
的
破
坏
和
消
耗
，
提
高
渔

民
/女

渔
民
和
小
型
渔

业
公
司

的
生
产
效
率
，
增
加
渔
业
行
业

妇
女
的
工
作
机
会
和
薪
水
水
平

 ，
并
开
发
和
推
广
绿
色
且
高
效
的

渔
业
技
术
，
以
减
少
海
洋
污
染
、

温
室
气
体
的
排
放
、
水
资
源
消

耗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
土
壤

污
染
等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4 
渔
业

 
  0

41
 水

产
养
殖

 
   

-0
41

1 
海
水
养
殖

 
   

-0
41

2 
内
陆
养
殖

 
  0

42
 水

产
捕
捞

 
   

-0
42

1 
海
水
捕
捞

 
   

-0
42

2 
内
陆
捕
捞

2.
2;

 2
.3

; 2
.4

8.
2

14
.4

; 1
4.

b

改
善
充
足
且
均

衡
的
鱼

/海
鲜

饮
食
的
可
获
得

性
、
稳
定
供
应
、

质
量
和
购
买
价

格
，
该
饮
食
均

采
用
生
态
可
持

续
做
法

X
X　

X　
X　

X　
X　

X
　

X
1. 按
企
业
规
模
分
类
的
单

位
劳
动
生
产
量

2. 平
均
产
值

3. 人
均
生
产
波
动

4. 按
性
别
和
本
土
现
状
分

列
的
小
规
模
生
产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5. 主
要
商
品
的
生
产
率

（
单
位
系
数
吨
）

6. 对
农
业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百
分
比

7. 实
际
农
业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率
（
百
分
比
）

8. 粮
食
短
缺
的
程
度

9. 人
均
粮
食
供
应
波
动

10
.

要
求
相
同
技
能
水
平
工

作
中
男
女
的
薪
资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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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1.

3 
农
业
生
产
服

务
业

为
农
业
生
产
开
发
集
体
化
服
务

的
活
动
，
如
通
过
分
享
农
业
生

产
资
源
等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5 
农
、
林
、
牧
、
渔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1

 农
业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1
1 
种
子
种
苗
培
育
活
动

   
-0

51
2 
农
业
机
械
活
动

   
-0

51
3 
灌
溉
活
动

   
-0

51
4 
农
产
品
初
加
工
活
动

   
-0

51
5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防
治

活
动

   
-0

51
9 
其
他
农
业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2.
3;

 2
.4

8.
2

提
高
农
业
资
源

的
有
效
和
绿
色

利
用
率
，
并
改

善
农
业
资
源
的

获
取
情
况

X
X　

X
X　

X　
X　

X
X　

1. 农
业
硬
件
利
用
率

2. 农
业
生
产
服
务
的
可
获

得
率

3. 受
益
于
这
些
服
务
的
农

民
人
口
数
量

4. 农
民
劳
动
力
的
效
率

（
单
位
劳
动
产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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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2 

农
产
品
与
食
品

加
工

5.
2.

1 
食
品
加
工

确
保
食
品
安
全
的
食
品
加
工
方

法
，
以
生
态
方
式
操
作
食
品
加

工
设
施
等
（
如
能
源
、
水
、
废
品
、

效
率
）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1
 谷

物
磨
制

 
   

-1
31

1 
稻
谷
加
工

 
   

-1
31

2 
小
麦
加
工

 
   

-1
31

3 
玉
米
加
工

 
   

-1
31

4 
杂
粮
加
工

 
   

-1
31

9 
其
他
谷
物
磨
制

 
  1

33
 植

物
油
加
工

 
   

-1
33

1 
食
用
植
物
油
加
工

 
  1

3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1
36

 水
产
品
加
工

 
   

-1
36

1 
水
产
品
冷
冻
加
工

 
   

-1
36

2 
鱼
糜
制
品
及
水
产
品

干
腌
制
加
工

 
   

-1
36

9 
其
他
水
产
品
加
工

 
  1

37
 蔬

菜
、
菌
类
、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1
37

1 
蔬
菜
加
工

 
   

-1
37

2 
食
用
菌
加
工

 
   

-1
37

3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1

39
 其

他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9

1 
淀
粉
及
淀
粉
制
品
制

造
 

   
-1

39
2 
豆
制
品
制
造

 
   

-1
39

3 
蛋
品
加
工

 
   

-1
39

9 
其
他
未
列
明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2.
4

12
.2

; 1
2.

3;
   

12
.5

增
加
满
足
基
本

需
求
的
食
品
供

应
，
提
高
食
物

安
全
性
并
减
少

食
物
浪
费

X
X　

X　
X　

X　
X　

X
　

X
1. 食
品
质
量
事
故
数
量

2. 食
品
加
工
厂
职
工
人
身

伤
害
事
故
数

3. 加
工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废

物
量
，
如
食
物
、
塑
料
、

化
学
品

4. 因
缺
乏
加
工
而
浪
费
的

食
物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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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3 

农
产
品
物
流
、

贸
易
和
零
售

5.
3.

1 
仓
储
物
流

改
进
粮
食
储
存
，
减
少
储
存
与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损
耗
，
提
高
流

通
效
率
，
降
低
流
通
成
本
，
减

少
能
源
、
土
地
和
水
的
消
耗
，

以
及
降
低
最
终
销
售
价
格
，
完

善
农
产
品
流
通
体
系
等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G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5
9 
装
卸
搬
运
和
仓
储
业

   
59

5 
谷
物
、
棉
花
等
农
产
品

仓
储

   
-5

95
1 
谷
物
仓
储

   
-5

95
9 
其
他
农
产
品
仓
储

 6
0 
邮
政
业

  6
01

 邮
政
基
本
服
务

   
-6

01
0 
邮
政
基
本
服
务

  6
02

 快
递
服
务

   
-6

02
0 
快
递
服
务

  6
09

 其
他
寄
递
服
务

   
-6

09
0 
其
他
寄
递
服
务

2.
4

7.
3

12
.2

; 1
2.

3;
   

12
.5

提
高
农
产
品
和

加
工
食
品
从
农

场
到
零
售

/餐
桌
的
物
流
效
率

X
　

X　
X　

　
X　

X　
1. 食
品
物
流
成
本

2. 从
农
场
到
仓
库
的
时
间

距
离

3. 仓
库
容
量

4. 考
虑
到
能
源
、
土
地
和

水
消
耗
的
仓
库
效
率

5. 由
于
物
流
不
足
造
成
的

粮
食
损
失
率

6. 从
耕
种
到
零
售
的
时
间

7. 考
虑
到
公
平
工
资
、
休

息
时
间
、
福
利
和
性
别

平
等
的
仓
库
和
卡
车
司

机
的
工
作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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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3 

农
产
品
物
流
、

贸
易
和
零
售

5.
3.

2 
批
发
零
售
、
餐

馆

提
高
农
产
品
零
售
网
络
效
率
，

以
提
高
食
物
的
可
及
性
，
减
少

食
物
浪
费
，
减
少
能
源
、
土
地

和
水
的
消
耗
，
以
及
提
高
零
售

性
价
比
，
改
善
包
括
劳
动
条
件

在
内
的
批
发
和
零
售
体
系
，
并

应
用
信
息
技
术
解
决
方
案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F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5

1 
批
发
业

 
  5

12
 食

品
、
饮
料
及
烟
草
制

品
批
发

 
   

-5
12

1 
米
、
面
制
品
及
食
用

油
批
发

 
   

-5
12

2 
糕
点
、
糖
果
及
糖
批

发
 

   
-5

12
3 
果
品
、
蔬
菜
批
发

 
   

-5
12

4 
肉
、
禽
、
蛋
、
奶
及

水
产
品
批
发

 
   

-5
12

9 
其
他
食
品
批
发

 
 5

2 
零
售
业

 
  5

22
 食

品
、
饮
料
及
烟
草
制

品
专
门
零
售

 
   

-5
22

1 
粮
油
零
售

 
   

-5
22

2 
糕
点
、
面
包
零
售

 
   

-5
22

3 
果
品
、
蔬
菜
零
售

 
   

-5
22

4 
肉
、
禽
、
蛋
、
奶
及

水
产
品
零
售

 
   

-5
22

9 
其
他
食
品
零
售

2.
4;

 2
.b

12
.2

; 1
2.

3;
   

12
.5

通
过
提
供
负
担

得
起
的
、
健
康

的
、
高
质
量
和

多
样
化
的
食
物

零
售
业
务
，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直

接
获
得
食
品
的

机
会

X
　

X　
X　

　
X　

X　
1. 从
价
格
和
地
理
位
置
看

目
标
群
体
的
食
物
供
应

情
况

2. 零
售
配
送
层
面
的
热
量

损
失

/食
物
损
失
发
生

率 3. 粮
食
和
计
划
供
应
的
不

稳
定
引
起
的
粮
食
价
格

波
动

4. 多
样
化
饮
食
的
负
担
能

力 5. 考
虑
到
公
平
工
资
、
休

息
时
间
、
福
利
和
性
别

平
等
的
仓
库
和
卡
车
司

机
的
工
作
条
件

5.
3.

3 
农
产
品
贸
易

可
持
续
供
应
链
管
理
和
可
持
续

贸
易
、
排
除
国
际
食
品
进
口
，

以
避
免
供
应
链
中
的
森
林
砍
伐
，

并
在
海
关
实
行
食
品
安
全
管
制
，

以
加
强
食
品
安
全
和
营
养
多
样

性

F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5

1 
批
发
业

 
  5

11
 农

、
林
、
牧
、
渔
产
品

批
发

 
   

-5
11

1 
谷
物
、
豆
及
薯
类
批

发
 

   
-5

11
6 
牲
畜
批
发

 
   

-5
11

7 
渔
业
产
品
批
发

 
   

-5
11

9 
其
他
农
牧
产
品
批
发

2.
4

12
.2

; 1
2.

3;
   

12
.5

在
各
种
不
利
情

况
下
提
高
食
品

供
应
的
适
应
力

X
X　

X　
X　

X　
X　

X
X　

X
1. 国
内
外
主
要
商
品
进
出

口
平
价

2. 食
品
进
口
额
占
商
品
出

口
总
额
的
比
重

3. 谷
物
进
口
依
赖
率

4. 食
品
进
口
加
工
时
间

（
如
清
关
时
间
）

5. 粮
食
进
口
对
来
源
国
的

环
境
影
响
（
如
毁
林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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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3.

4 
粮
食
安
全
认

识
提
高

提
高
消
费
者
对
选
择
健
康
和
可

持
续
食
物
的
意
识
，
避
免
浪
费

食
物
，
如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
线

下
活
动
、
学
校
教
育
计
划
等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L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7
2 
商
务
服
务
业

  7
22

 综
合
管
理
服
务

   
-7

22
4 
供
应
链
管
理
服
务

12
.2

; 1
2.

3;
   

12
.5

; 1
2.

8

13
.3

提
高
公
众
对
健

康
饮
食
、
食
物

消
费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力
的
认
识
，

以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食
品
行
业

对
生
态
的
影
响

X
X

X
X

X　
X

X
X　

X
1. 了
解
健
康
饮
食
、
可
持

续
食
品
生
产
、
采
购
和

消
费
的
人
口
比
例

2. 从
事
提
高
认
识
工
作
的

合
格
工
人
比
例

3. 误
导
性
信
息
案
例
数
量

5.
3.

5 
质
量
检
测
、
认

证
和
追
踪

支
持
食
品
源

/供
应
链

的
安
全

检
验
检
测
、
认
证
和
可
追
溯
性

的
技
术
及
服
务
体
系

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7

4 
专
业
技
术
服
务
业

 
  7

45
 质

检
技
术
服
务

 
   

-7
45

1 
检
验
检
疫
服
务

 
   

-7
45

2 
检
测
服
务

 
   

-7
45

3 
计
量
服
务

 
   

-7
45

4 
标
准
化
服
务

 
   

-7
45

5 
认
证
认
可
服
务

 
   

-7
45

9 
其
他
质
检
技
术
服
务

2.
4

3.
9

12
.4

13
.1

提
高
食
品
质
量

和
供
应
链
透
明

度

X
X　

X　
X　

X　
X　

X　
X　

X
1. 食
品
安
全
事
件
数
量

2. 食
品
质
量
检
验
的
时

间
、
金
钱
效
率

3. 可
追
溯
的
食
品
供
应
链

比
例



102

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4 

农
业
投
入
与
设

施

5.
4.

1 
种
业

保
护
现
有
品
种
以
及
培
育
与
应

用
新
品
种
，
以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对
广
泛
的
生
态
系
统
产
生
不

利
环
境
影
响
：
高
产
、
抗
逆
、

高
效
品
种
；
更
适
应
贫
困
地
区

干
旱
等
自
然
条
件
的
品
种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5 
农
、
林
、
牧
、
渔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1
 农

业
专
业
及
辅
助
性
活

动
 

   
-0

51
1 
种
子
种
苗
培
育
活
动

2.
4;

 2
.5

13
.1

15
.5

提
高
可
复
原
的
、

健
康
的
和
生
态

性
的
种
子
的
利

用
率

X
X　

X　
X　

X　
X　

X
X　

X
1. 农
业
部
门
的
支
出
占
以

下
各
项
的
百
分
比
：

（
1）

政
府
总
支
出
；

（
2）

农
业
生
产
总
值

2. 农
业
研
发
支
出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百
分
比

3. 政
府
支
出
的
农
业
导
向

指
数

4. 配
备
灌
溉
设
施
的
耕
地

百
分
比

5. 植
物

/种
子
品
种
的
丧

失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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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4.

2 
绿
色
肥
料
和

农
药
生
产

肥
料
的
开
发
和
生
产
、
施
肥
和

农
药
技
术
、
不
损
害
生
态
系
统

和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畜
禽
粪

便
和
有
机
肥
料
的
使
用
和
回
收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C 
制
造
业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2
 肥

料
制
造

 
   

-2
62

5 
有
机
肥
料
及
微
生
物

肥
料
制
造

 
  2

63
 农

药
制
造

 
   

-2
63

2 
生
物
化
学
农
药
及
微

生
物
农
药
制
造

2.
4

 

3.
9

13
.1

15
.1

提
高
农
业
产
量
，

同
时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生
态
影

响

X
X　

X　
X　

X　
X　

X
X　

1. 使
用
化
肥
或
农
药
的
农

业
用
地
比
例

2. 肥
料
和

/或
农
药
的
使

用
效
率
，
以
尽
量
减
少

肥
料

/农
药
的
使
用
和

浪
费

3. 农
产
品
产
量

4. 因
使
用
化
肥

/农
药
而

受
到
不
必
要
影
响
的
地

区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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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粮
食
安
全

5.
4 

农
业
投
入
与
设

施

5.
4.

3 
农
业
机
械
和

设
备

为
小
农
研
发
与
生
产
农
业
机
械
，

从
而
提
高
生
产
率
并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收
成
损
失
，
加
快
废
弃

物
减
量
化
和
回
收
利
用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C 
制
造
业

 
 3

5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3

53
 食

品
、
饮
料
、
烟
草
及

饲
料
生
产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3
53

2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3

57
 农

、
林
、
牧
、
渔
专
用

机
械
制
造

 
   

-3
57

2 
机
械
化
农
业
及
园
艺

机
具
制
造

 
   

-3
57

6 
农
林
牧
渔
机
械
配
件

制
造

 
   

-3
57

9 
其
他
农
、
林
、
牧
、

渔
业
机
械
制
造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4

89
 其

他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9

9 
其
他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施
工

 
 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7

3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7

33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7
33

0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和
试

验
发
展

 
 7

5 
科
技
推
广
和
应
用
服
务
业

 
  7

51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7
51

1 
农
林
牧
渔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2.
3;

 2
.4

6.
4

8.
2

 

9.
4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
率

X
X　

X　
X　

X　
X　

X
X　

X
1. 提
高
生
产
率
（
单
位
劳

动
产
出
）

2. 农
产
品
价
格
的
下
降
率

3.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中
位
数

的
增
加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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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5.
5 

农
业
教
育
与
技

能
培
训

5.
5.

1 
教
育
与
技
能

培
训

发
展
农
村
人
力
资
本
和
提
高
工

人
技
能
的
培
训
，
提
高
工
人
对

可
持
续
农
业
、
保
护
工
人
权
益

的
法
律
知
识
、
社
会
参
与
意
识
、

两
性
平
等
意
识
等
的
认
知
的
培

训

1.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全
球

粮
食
损
失
与
粮
食
浪
费
程
度
、
根

源
和
预
防
》
，

20
11

2.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3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3

3.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2
01

2
年
粮
食
及
农
业
状
况
》
，

20
12

4.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和
联
合
国
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会
《
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
，

20
12

P 
教
育

 8
3 
教
育

  8
39

 技
能
培
训
、
教
育
辅
助

及
其
他
教
育

   
 -8

39
1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4.
4

8.
2;

 8
.6

10
.2

13
.3

提
高
就
业
能
力

和
劳
动
效
率

X　
X　

X　
X　

X
X

X
X

X　
1. 由
于
更
好
的
教
育

/培
训
而
提
高
的
生
产
率

2. 受
过
基
础
和
高
级
培
训

（
特
别
注
重
性
别
平
等
）

的
农
民
人
口
比
例

3. 由
于
更
好
的
教
育

/培
训
而
增
加
的
工
作
机
会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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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金
融
服
务

6.
1 

储
蓄
和
往
来
账

户
类
金
融
服
务

6.
1.

1 
储
蓄
服
务

通
过
储
蓄
账
户
、
活
期
账
户
的

低
成
本
存
款
服
务
进
行
存
取
款
，

如
汇
付
等
，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也

包
括
在
内

1.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2

01
6—

20
20

年
)》

，
20

16

2. G
20
《

G
20

普
惠
金
融
指
标
体
系
》
，

20
12

3.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

62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2

1 
商
业
银
行
服
务

 
   

-6
62

3 
信
用
合
作
社
服
务

 
   

-6
62

9 
其
他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1.
4

8.
10

9.
3

10
.c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获
得
必
要
的
储

蓄
服
务
的
机
会
，

帮
助
提
升
其
生

活
及
生
产
水
平

X
X

X
X

X
　

X
X

X
1. 拥
有
储
蓄
账
户
的
人
口

比
例

2. 乡
镇
区
域
银
行
网
点
数

量
  

3. 乡
镇
区
域
自
动
取
款
机

的
安
装
数
量

 

4. 存
款
服
务
的
费
用
成
本

（
金
融
服
务
可
及
性
）

5. 存
取
款
服
务
所
用
的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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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1.

2 
支
付
服
务

提
供
和
运
营
电
子
支
付
系
统
和

平
台
，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也
包
括

在
内

1.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2

01
6—

20
20

年
)》

，
20

16

2. G
20
《

G
20

普
惠
金
融
指
标
体
系
》
，

20
12

3.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

62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2

1 
商
业
银
行
服
务

 
   

-6
62

9 
其
他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1.
4

8.
10

9.
3

10
.c

改
善
目
标
群
体

获
得
必
要
的
支

付
服
务
的
机
会
，

帮
助
提
升
其
生

活
及
生
产
水
平

X
X

X
X

X
　

X
X

X
1. 实
际
使
用
电
子
支
付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电
子
支
付
服
务
的
费
用

成
本
（
金
融
服
务
可
及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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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金
融
服
务

6.
2 

信
贷
金
融
服
务

6.
2.

1 
个
人
信
贷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和
运
营
个
人
信
贷
金
融
服

务
，
如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1.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2

01
6—

20
20

年
)》

，
20

16

2. G
20
《

G
20

普
惠
金
融
指
标
体
系
》
，

20
12

3.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

62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2

1 
商
业
银
行
服
务

 
   

-6
62

3 
信
用
合
作
社
服
务

 
   

-6
62

4 
农
村
资
金
互
助
社
服

务
 

  6
63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3

7 
网
络
借
贷
服
务

 
   

-6
63

9 
其
他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1.
4

5.
a

8.
10

9.
3

改
善
个
人
获
得

信
贷
服
务
的
机

会
，
确
保
公
平

合
理
地
评
估
信

贷
价
值
，
同
时

降
低
还
款
困
难

的
风
险

X
X

X
X

X
　

X
X

X
1. 获
得
信
贷
和
金
融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成
功
的
信
贷
申
请
比
例

3. 个
人
不
良
信
用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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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2.

2 
小
微
企
业
金

融
服
务

为
（
维
护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

小
型
、
微
型
企
业
的
经
营
发
展

提
供
融
资
服
务
，
如
小
额
信
贷

服
务

1.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2. 中
国
银
监
会
《
中
国
银
监
会
办
公

厅
关
于

20
18

年
推
动
银
行
业
小
微

企
业
金
融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通

知
》
，

20
18

3. G
20
《

G
20

普
惠
金
融
指
标
体
系
》
，

20
12

4. 人
民
银
行
等
《
关
于
进
一
步
深
化

小
微
企
业
金
融
服
务
的
意
见
》
，

20
18

5.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6.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

62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2

1 
商
业
银
行
服
务

 
   

-6
62

3 
信
用
合
作
社
服
务

 
  6

63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3

5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服
务

 
   

-6
63

9 
其
他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1.
4

5.
a

8.
10

 

9.
3

增
加
小
微
企
业

获
得
信
贷
服
务

的
机
会
，
确
保

公
平
合
理
地
评

估
信
贷
价
值
，

同
时
降
低
还
款

困
难
的
风
险

X
X

　
　

X
　

X
X

　
1. 拥
有
信
贷
和
金
融
服
务

的
小
型
、
微
型
企
业
的

比
例

2. 成
功
的
信
贷
申
请
比
例

3. 不
良
贷
款
的
比
例

4. 男
女
平
等
获
得
服
务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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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金
融
服
务

6.
2 

信
贷
金
融
服
务

6.
2.

3 
信
用
的
替
代

大
数
据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和
运
营
各
类
信
用
评
级
机

构
，
这
些
机
构
根
据
数
据
（
包

括
非
金
融
数
据
）
为
小
型
、
微

型
企
业
、
个
人
等
提
供
评
级

1.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2. G
20
《

G
20

普
惠
金
融
指
标
体
系
》
，

20
12

3.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
63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3
5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服
务

   
-6

63
9 
其
他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1.

4

5.
a

8.
10

 

9.
3

提
高
没
有
足
够

可
用
财
务
数
据

的
小
型
、
微
型

企
业
、
个
人
和

其
他
的
可
信
赖

信
用
评
级
可
用

性

X
X

　
　

X
　

X
X

　
1. 具
有
信
用
评
级
的
小
微

企
业
、
中
小
型
企
业
及

个
人
和
其
他
的
比
例

2. 男
女
平
等
获
得
服
务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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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3 

保
险
类
服
务

6.
3.

1 
农
业
保
险
服

务

为
从
事
“
食
品
安
全
”
类
别
和

林
业
活
动
的
农
业
生
产
者
提
供

和
运
营
保
险
服
务
，
如
养
殖
业

保
险
、
农
作
物
保
险

1. 国
务
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三
个
五
年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2. 国
务
院
《
农
业
保
险
条
例
（

20
12

）》
，

20
12

3.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8 
保
险
业

 
  6

82
 财

产
保
险

 
   

-6
82

0 
财
产
保
险

1.
4

2.
3;

 2
.a

; 2
.c

8.
10

10
.4

降
低
农
业
领
域

的
风
险
，
提
高

农
业
领
域
的
应

变
能
力
，
特
别

是
需
要
抵
御
自

然
灾
害
的
中
小

型
企
业
和
小
规

模
农
户

X
X

　
　

　
　

X
X

　
1. 获
得
农
业
保
险
服
务
的

农
民
和
农
业
组
织
的
比

例 2. 承
保
的
农
业
产
出
比
重

3. 赔
付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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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金
融
服
务

6.
3 

保
险
类
服
务

6.
3.

2 
社
会
保
险
服

务

提
供
和
运
营
生
活
、
健
康
和
护

理
、
失
业
、
第
三
方
社
会
和
健

康
责
任
的
保
险

1. 国
务
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三
个
五
年

规
划
纲
要
》
，

20
16

2. 叶
蓁
蓁
等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
01

8)
》
，

20
18

3.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中
国
经
济
信

息
社
《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蓝
皮
书

(2
01

8)
》
，

20
18

I 信
息
传
输
、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 
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6

51
 软

件
开
发

 
   

-6
51

1 
基
础
软
件
开
发

 
   

-6
51

2 
支
撑
软
件
开
发

 
 J 金

融
业

 
 6

8 
保
险
业

 
  6

81
 人

身
保
险

 
   

-6
81

1 
人
寿
保
险

 
   

-6
81

2 
年
金
保
险

 
   

-6
81

3 
健
康
保
险

 
   

-6
81

4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1.
3

3.
8

 

10
.2

通
过
广
泛
的
社

会
保
险
计
划
，

降
低
风
险
并
提

高
人
们
对
意
外

事
件
的
应
变
能

力

X
X

X
X

X
X

X
X

X
1. 获
得
社
会
保
险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承
保
的
社
会
需
求
比

例
，
如
健
康
、
失
业
等

3. 赔
付
比
例

6.
3.

3 
财
产
保
险

提
供
和
运
营
针
对
不
动
产
、
汽

车
和
第
三
方
财
产
责
任
的
个
人

财
产
保
险

J 金
融
业

 
 6

8 
保
险
业

 
  6

82
 财

产
保
险

 
   

-6
82

0 
财
产
保
险

1.
4

 

10
.2

通
过
广
泛
的
财

产
保
险
计
划
，

降
低
风
险
并
在

面
对
意
外
事
件

时
提
高
挽
回
人

身
财
产
的
能
力

X
X

　
　

X
　

X
　

X
1. 获
得
财
产
保
险
服
务
的

人
口
比
例

2. 承
保
财
产
比
例

3. 赔
付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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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第
Ⅰ
级

第
Ⅱ
级

第
Ⅲ
级

项
目
说
明

相
关
政
策
和
方
案

行
业
代
码

SD
G

s
 （

子
目
标
）

影
响

 -
什
么

影
响

-谁
影
响
指
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外来移民和 / 或流离失所者

受教育不足者

受服务不足者
（如偏远地区人群）

失业 / 未充分就业者

一般公众

6.
3.

4 
小
额
企
业
保

险

为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提
供
贷
款
保

证
保
险
，
帮
助
小
微
企
业
在
缺

乏
抵
押
和
担
保
的
情
况
下
获
得

小
额
贷
款
，
以
及
为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保
持
一
致
的
企
业
提

供
财
务
损
失
保
险

1.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
20

19
年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报

告
》
，

20
19

2. 国
务
院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

20
16

—
20

20
 年

）
》
，

20
16

3. 联
合
国
资
本
发
展
基
金
《

20
18

—
20

21
年
战
略
框
架
》
，

20
18

J 金
融
业

 
 6

6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66
3 
非
货
币
银
行
服
务

 
   

-6
63

5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服
务

1.
4

8.
10

10
.2

通
过
广
泛
的
小

额
企
业
保
险
计

划
，
降
低
风
险

并
提
高
小
型
企

业
对
意
外
事
件

的
应
变
能
力

X
X

　
　

X
　

X
X

　
1. 获
得
保
险
服
务
的
小
额

企
业
比
例

2. 承
保
的
小
额
企
业
活
动

比
例

3. 赔
付
比
例

6.
4 

金
融
援
助
服
务

6.
4.

1
防
诈
骗
和
金

融
违
规

提
供
法
律
援
助
、
信
息
保
护
、

投
诉
机
制
等
的
保
护
机
制
，
如

银
行
的
便
民
角
、
惠
民
角
等

1. 世
界
银
行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
全

球
视
野
下
的
中
国
普
惠
金
融
：

 实
践
、
经
验
与
挑
战
》
，

20
19

2.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公
安
部
等
《
关
于
促
进
互
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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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 版 ]》全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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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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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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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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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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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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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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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影
响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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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群

被排斥 / 边缘化人群

弱势群体
（如儿童、老年人和孕妇）

残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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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2 全球主要可持续金融与投资倡议

很多利益相关方均在推动全球可持续金融倡议，以调动投资（如《绿色债券原则》）；确保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融入投资

组合管理，如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构建共同的语言框架，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及《可持续发

展债券指引》；提供分享最佳实践和游说的场所，如气候行动100+、亚洲气候变化投资集团(AIGCC)和全球影响投资网络(GIIN)，或确保报

告的透明度，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工作组(TCFD)、全球报告倡议(GRI)。

表4列举了所有在本《目录》研发过程中，工作组研究学习并合理采纳和有效参考过的全球主要的可持续金融举措和框架。

表4 可持续金融倡议和框架

                      发行者名称 金融倡议和框架

ACFM 东盟 东盟绿色债券标准

ADB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保障政策声明

AIGCC 亚洲气候变化投资集团 亚洲投资人团体气候变化委员会

ASFI/WWF 亚洲可持续金融倡议/世界自然基金会 亚洲可持续金融倡议

AWS 水管理联盟 国际水管理标准

Barclays 巴克莱银行 巴克莱能源和气候变化声明

Barclays 巴克莱银行 巴克莱共享增长影响力框架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框架

CBI 气候债券倡议 气候债券标准和认证计划

CBRC 中国银保监会 绿色信贷指引

CBRC 中国银保监会 绿色信贷绩效关键指标

CDP 碳披露项目 碳披露项目

CERES 环境责任经济联盟 CERES投资者网络

CICERO 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 CICERO绿色分级

CSEIF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EITI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标准

EU 欧盟 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

French Ministry for the 
Ecological and Solidary 
Transition

法国生态与团结化转型部 绿色金融标签

Gov India 印度政府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绿色债务证券发行和上市的披露要求

GCF 全球绿色基金 全球绿色基金投资框架

GIB 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 可持续和弹性基础设施标准

Global Investor Coalition 全球投资者联合 低碳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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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2 全球主要可持续金融与投资倡议

                      发行者名称 金融倡议和框架

Global Investor Coalition 全球投资者联合 全球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

Green Investment Group 绿色投资集团 绿色投资原则

GIIN 全球影响力投资者网络 IRIS+

GIP 绿色投资原则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GRI 全球报告倡议 全球报告倡议

GSG/GSGII 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小组 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小组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HKQAA)

香港质量保证局 绿色金融认证计划

HSBC 汇丰银行 汇丰能源政策

HSBC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可持续性风险政策

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影响力报告协调框架

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绿色债券原则

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SBG)

ICMA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IDFC 国际发展金融俱乐部 国际发展金融俱乐部(IDFC)

IFC 国际金融公司 赤道原则

IFC 国际金融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发展框架（2012年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
准前身）

IFC 国际金融公司
环境和社会审查程序(ESRP)（2006年国际金融公司可持续发展
框架前身）

IFC 国际金融公司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IFC 国际金融公司 可持续银行网络

IIRC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

IMP 影响力管理项目 影响力的五个方面

IPFS 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 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

Japanes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日本环境部 日本环境部，绿色债券指南

JP Morgan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

JSFI 日本可持续投资论坛 日本可持续投资论坛

LMA 借贷市场协会 绿色贷款原则

LMA 借贷市场协会 可持续性相关贷款原则

MDB 多国开发银行 IDFC气候缓解资金跟踪的共同原则

MUFG 三菱UFJ金融集团 三菱UFJ金融集团(MUFG)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

NCFA 自然资本金融联盟 自然资本金融联盟ENCORE

NGFS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系统网络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

OECD 经合组织 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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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者名称 金融倡议和框架

PBC 中国人民银行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SASB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行业标准

SBTI 科学目标倡议 金融机构科学目标倡议(SBTI FI)

Sustainalytics Sustainalytics ESG风险评级

SSE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

TCFD 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金融稳定委员会

UN 联合国 联合国全球契约原则

UN 联合国 负责任投资原则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私募股权基金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实践标准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环境署可持续保险原则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PAGE)

UNPRI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 针对气候变化的私人资本行动

UNPRI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 巴黎协定资本过渡评估

UNPRI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 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知识产权)

WBA 世界基准联盟 世界基准联盟(WBA)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绿色增长知识伙伴关系(GGKP)-绿色金融平台

Climate Action 100+ 气候行动100+ 气候行动100+

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 
(TPI)

过渡路径倡议 过渡路径倡议(T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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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3《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产业专家征询会反馈表

10. 附录3《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
录（中国）[2020版]》产业专家征询会
反馈表

话题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

机构

专家姓名

对《目录》完整性的建议

对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之间的不一致问题的建议

对《目录》在具体解释说明方面的建议

对《目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性的建议

其他建议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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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

本保密协议（简称协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________________（参会专家）签订，即日起生效。本协议旨在防止未经

授权使用或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1. 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是与本次审阅内容以及引用的公司和组织业务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和财务记录、客户清单、知识产权、内

部数据、采取措施、新产品或服务领域，以及任何（一旦披露）可能会影响公司和组织业务的其他信息。

2. 不公开 

在未事先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审阅人不会：(a)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报告和相关信息；(b)制作或准许制作报告的

副本或其他副本；(c)将报告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3. 返还机密资料 
在征询会结束且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填写反馈表后，审阅人应立即归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所有原始资料。

4. 期限 
本协议同审阅人的保密义务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将另行书面通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审阅人：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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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4《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投资人意见征询反馈表

11. 附录4《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
目录（中国）[2020版]》投资人意见征
询反馈表

机构

投资人姓名

感谢您参与《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意见征询:

•     本《目录》是在12个月内邀请了100多个国内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制定的。该《目录》旨在通过明确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可

持续发展投融资领域的范围，建立投资活动所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力阐述的指标体系。

•     当您审阅时，请您注意，所有分类中的项目不一定需要必须有盈利性。相反，许多项目可以通过应用创新的金融工具，如商

业和非商业投资者及捐助者之间的混合金融形式，使得寻求回报的投资者实现其投资回报。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确保《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对市场和政策决策具有参考和指导价值。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和反馈！

对《目录》完整性的建议（包括项目、指标和行业）

-    您认同《目录》中的内容吗？

-    您认为《目录》中还缺少哪些内容？

-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改进《目录》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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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录》可用性及适用性的建议（例如，它是否易于理解、易于在金融业中应用？它与您的工作是否相关？）

-    您认同《目录》是易于使用的吗？

-    您认为《目录》可能难以使用的原因是什么？

-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目录》的可用性？

对《目录》在金融机构中的相关性和应用的建议

-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确保《目录》能在我国的金融界中得到应用和使用？

-    在将《目录》推向市场时，我们应该避免哪些错误？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    您认为您或金融界能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其他建议和反馈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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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4《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2020版]》投资人意见征询反馈表

保密协议

本保密协议（简称协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________________（参会投资人）签订，即日起生效。本协议旨在防止未

经授权使用或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1. 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 是与本次审阅内容以及引用的公司和组织业务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和财务记录、客户清单、知识产权、

内部数据、采取措施、新产品或服务领域，以及任何（一旦披露）可能会影响公司和组织业务的其他信息。

2. 不公开 

在未事先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审阅人不会：(a)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报告和相关信息；(b)制作或准许制作报告的

副本或其他副本；(c)将报告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3. 返还机密资料 
在征询会结束且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填写反馈表后，审阅人应立即归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所有原始资料。

4. 期限  
本协议同审阅人的保密义务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将另行书面通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审阅人：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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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金融服务 粮食安全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教育

基本公共设施 能源
技术与
通信

交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直接相关

间接相关

12. 附录5 某些行业投资推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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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录6《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

13. 附录6《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
标框架

目标和具体目标（摘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指标

目标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

1.1 到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极端贫困目前的
衡量标准是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

1.1.1 低于国际贫穷线人口的比例，按性别、年龄、就业状况、地理位置
（城市/农村）分列

1.2 到2030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各年龄段男
女和儿童至少减半

1.2.1 国家贫穷线以下人口的比例，按性别和年龄组分列
1.2.2 各国按其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穷的不同年龄段男女和儿童

所占比例

1.3 执行适合本国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
准，到2030年在较大程度上覆盖穷人和弱势群体

1.3.1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系统覆盖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并区分儿
童、失业者、老年人、残障人士、孕妇、新生儿、工伤受害者、穷
人和弱势者

1.4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
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
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
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1.4.1 其家庭可获得基本服务的人口比例
1.4.2 按性别和保有权类型分列，拥有可靠的土地保有权：(a)拥有法律承

认文件；(b)认为其土地权利受到保障者在总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5 到2030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降低其遭
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
易受影响程度

1.5.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5.2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相比
1.5.3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执行国家减少

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5.4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

方政府比例

1.a 确保从各种来源，包括通过加强发展合作充分调集资源，为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足、可预见的手段以执
行相关计划和政策，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1.a.1 由政府直接向减贫方案分配的国内产生的资源比例
1.a.2 用于基本服务（教育、保健和社会保护）的开支在政府总开支中

的比例
1.a.3 直接分配给减贫方案的拨款总额和不产生债务的流入款额之和与国

内生产总额相比的比例

1.b 根据惠及贫困人口和顾及性别平等问题的发展战略，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支持加快对消贫
行动的投资

1.b.1 政府经常性支出和资本中用于特别有益于女性、贫困者和弱势群体
领域的比例

目标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2.1 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 
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2.1.1 营养不足发生率
2.1.2 根据粮食无保障情况表，中度或严重的粮食无保障人口发生率

2.2 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2025年实现5岁
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问题相关国际目标，解决青春期少
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2.2.1 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病率（年龄标准身高小于世卫组织儿童生
长发育标准中位数-2的标准偏差）

2.2.2 按类型（消瘦和超重）分列的五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身高
标准体重大于或小于世卫组织儿童生长发育标准中位数+2或-2的
标准偏差）

2.3 到2030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
妇女、土著居民、农户、牧民和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
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素、知识、金融服
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2.3.1 按农业/畜牧/林业企业规模分类的每个劳动单位的生产量
2.3.2 按性别和土著地位分类的小型粮食生产者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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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到2030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执行具有抗灾能力
的农作方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
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他灾害的能力，逐
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2.4.1 从事生产性和可持续农业的农业地区比例

2.5 到2020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管理得当、多样
化的种子和植物库，保持种子、种植作物、养殖和驯养的动物
及与之相关的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根据国际商定原则获取
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

2.5.1 中期或长期养护设施维持的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
2.5.2 被归类为面临灭绝危险、没有危险或危险不为人所知的当地品种

的比例

2.a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究和
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植物和牲畜基因库的投资，以增强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2.a.1 政府支出的农业取向指数
2.a.2 用于农业部门的官方资金（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总额

2.b 根据多哈发展回合授权，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贸易
限制和扭曲，包括同时取消一切形式的农业出口补贴和具有相
同作用的所有出口措施

2.b.1 农产品出口补贴

2.c 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正常发挥作用，
确保及时获取包括粮食储备量在内的市场信息，限制粮价剧
烈波动

2.c.1 食品价格异常指标

目标3. 确保各年龄段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他们的福祉

3.1 到2030年，全球孕产妇每10万例活产的死亡率降至70人以下 3.1.1 孕产妇死亡率
3.1.2 由熟练保健人员协助的分娩比例

3.2 到2030年，消除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各国争
取将新生儿每1000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12例，5岁以下儿
童每1000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25例

3.2.1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3.2.2 新生儿死亡率

3.3 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
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

3.3.1 每1000名未感染者中艾滋病毒新感染病例数，按性别、年龄和主要
群体分列

3.3.2 每100000人中的结核病发生率
3.3.3 每1000人中的疟疾发生率
3.3.4 每100000人中的乙型肝炎发生率
3.3.5 必须接受干预措施以治疗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人数

3.4 到2030年，通过预防、治疗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
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

3.4.1 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或慢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3.4.2 自杀死亡率

3.5 加强对滥用药物包括滥用麻醉药品和有害使用酒精的预防和
治疗

3.5.1 药物使用紊乱症治疗措施的覆盖面（药物、心理、康复及疗后护
理服务）

3.5.2 酒精有害饮用量，根据国情界定为一个历年内以纯酒精升数表示的
人均（15岁及15岁以上）消费量

3.6 到2020年，全球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 3.6.1 因道路交通伤所致死亡率

3.7 到2030年，确保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
育、信息获取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3.7.1 计划生育方面需求通过现代化方法得到满足的育龄妇女（15~49 
岁）的比例

3.7.2 该年龄组每1000名女性的青少年生育率（10~14 岁，15~19 岁）

3.8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经济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
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
本药品和疫苗

3.8.1 基本保健服务的覆盖面（定义为以跟踪措施向普通和最弱势群体提
供包括生殖健康、孕产妇健康、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传染性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和服务能力及机会的基本服务平均覆盖范围）

3.8.2 家庭保健支出在家庭总支出或收入中所占份额大的人口比例

3.9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
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3.9.1 家庭和环境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
3.9.2 不安全供水、不安全环卫设施以及缺乏个人卫生[接触人人享有饮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项目（水卫项目）所述的不安全服务]导
致的死亡率

3.9.3 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率

3.a 酌情在所有国家加强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3.a.1 15岁及以上人口中目前的年龄标准化烟草使用流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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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录6《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全球指标框架

3.b 支持研发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疫苗
和药品，根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公共健
康的多哈宣言》的规定，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
《多哈宣言》确认发展中国家有权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中关于采用变通办法保护公众健康，尤其是让所
有人获得药品的条款

3.b.1 能够享用其国家方案内的所有疫苗的目标人口比例
3.b.2 给予医学研究和基本保健部门的官方发展援助总数净额
3.b.3 具备一套可持续获得、负担得起、相关和必要的核心药物的保健设

施所占比例

3.c 大幅加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的卫生筹资，增加其卫生工作者的招聘、培养、培训和留用

3.c.1 卫生工作者的密度和分布情况

3.d 加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减少风险，以及管理国
家和全球健康风险的能力

3.d.1 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的能力和保健方面应急准备

目标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4.1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
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

4.1.1 (a)在2/3年级；(b)小学结束时；(c)初中结束时获得起码的 ㈠ 阅读
和 ㈡ 数学能力的儿童和青年的比例，按性别分列

4.2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获得优质儿童早期发展、看护和学
前教育，为他们接受初级教育做好准备

4.2.1 在保健、学习和社会心理健康方面发育正常的5岁以下儿童的比
例，按性别分列

4.2.2 有组织学习（小学入学正规年龄的一年前）的参与率，按性别分列

4.3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职业
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

4.3.1 过去12个月青年和成年人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培训的参与率，按
性别分列

4.4 到2030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
能，包括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4.4.1 掌握通信技术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的比例，按技能类型分列

4.5 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距，确保残障人士、土著居民
和处境脆弱儿童等弱势群体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培训

4.5.1 所有可以分类的教育指标的均等指数（女/男、城市/农村、财富
五分位最低/最高，以及具备有关数据的其他方面，如残疾状况、
土著人民和受冲突影响等）

4.6 到2030年，确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年男女具有识字和计算
能力

4.6.1 某一年龄组中获得既定水平的实用(a)识字能力；(b)识数能力的人口
比例，按性别分列

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从事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
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
球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4.7.1 ㈠ 全球公民教育和 ㈡ 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两性平等和人权，
在多大程度上在(a)国家教育政策；(b)课程；(c)教师培训；(d)学生
评估方面进入主流

4.a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障人士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所
有人提供安全、无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4.a.1 能获得以下资源的学校比例：(a)电；(b)教学用因特网；(c)教学用电
脑；(d)为残障学生提供的经调整的基础设施和材料；(e)饮用水；(f)
男女分开的基本卫生设施；(g)基本洗手设施（按水卫项目指标定义)

4.b 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
家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非洲国家提供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包括职业培训和信息通
信技术、技术、工程、科学项目的奖学金

4.b.1 按部门和学习类型分列的奖学金官方发展援助数额

4.c 到2030年，大幅增加合格教师人数，具体做法包括在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师资培训方
面的国际合作

4.c.1 至少接受过有关国家相应水平教学所规定起码水平的有组织任前或
在职师资培训（如教学法培训）的(a)学前；(b)小学；(c)初中和(d)
高中教育中教师的比例

目标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5.1 在全球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5.1.1 是否已制定法律框架来促进、推行和监督实现平等和无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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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
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5.2.1 有过伴侣的妇女和15岁及以上女童在过去12个月中遭到过现任或
前任亲密伴侣殴打、性暴力或心理暴力的比例，按暴力形式和年
龄分列

5.2.2 妇女和15岁及以上女童在过去12个月中遭到过亲密伴侣之外其他人
的性暴力的比例，按年龄组和发生地分列

5.3 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 5.3.1 20～24 岁妇女中在15岁以前和18岁之前结婚或同居的妇女所占比
例

5.3.2 15～49岁女童和妇女中生殖器被残割/切割过的人所占比例，按年
龄分列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

5.4.1 用于无薪酬家务和护理工作的时间所占比例，按性别、年龄和地
点分列

5.5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并
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

5.5.1 妇女在(a)国家议会；(b)地方政府席位中所占比例
5.5.2 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5.6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及
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
及生殖权利

5.6.1 15～49岁妇女就性关系、使用避孕药具和生殖保健问题自己做出知
情决定的比例

5.6.2 已制定法律规章确保15岁及以上的男女充分和平等享有获得性与生
殖保健、信息和教育机会的国家数目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 
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金融
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5.a.1 (a)农业总人口中对农业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权利的人口比例，
按性别分列；(b)农业用地所有人或权利人中妇女所占比例，按土地
保有类型分列

5.a.2 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框架保障妇女有权平等享有土地所有权
和（或）控制权的国家所占比例

5.b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妇女权能 5.b.1 拥有移动电话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

5.c 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促进性别平等，在
各级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5.c.1 已建立制度来追踪并拨付公共款项用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
国家所占比例

目标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6.1 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1.1 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比例

6.2 到2030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
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
的需求

6.2.1 使用 (a) 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设施服务；(b) 提供肥皂和水的
洗手设施的人口所占的比例

6.3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
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
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3.1 安全处理废水的比例
6.3.2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6.4 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
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4.1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6.4.2 用水紧张程度：淡水汲取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

6.5 到2030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
合作

6.5.1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执行程度（0~100）
6.5.2 制定有水合作业务安排的跨界流域的比例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
林、湿地、河流、地下含水层和湖泊

6.6.1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随时间的变化

6.a 到2030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
持，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括雨水
采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
用技术

6.a.1 作为政府协调开支计划组成部分的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官方发展
援助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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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6.b.1 已经制定业务政策和流程以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
地方行政单位的比例

目标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7.1 到2030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
服务

7.1.1 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
7.1.2 主要依靠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

7.2 到2030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7.2.1 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

7.3 到2030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7.3.1 以一次能源和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能源密集度

7.a 到2030年，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究和技术，
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
并促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7.a.1 为支助清洁能源研发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包括为支助混合系统而流
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

7.b 到2030年，增建基础设施并进行技术升级，以便根据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各自的支持方案，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7.b.1 为提高能源效率而进行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为促
进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转
移的数量

目标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8.1 根据各国国情维持人均经济增长，特别是将最不发达国家国内
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至少维持在7%

8.1.1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8.2 通过多样化经营、技术升级和创新，包括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和
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力

8.2.1 就业人员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
精神、创造力和创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
务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8.3.1 按性别分列，非正规就业在非农业就业机会中的比例

8.4 到2030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的资源使用效率，按照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案十年框架》，努力使经济增长和
环境退化脱钩，发达国家应在上述工作中做出表率

8.4.1 物质足迹、人均物质足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质足迹
8.4.2 国内物质消费、人均国内物质消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内物

质消费

8.5 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残障人士实现充分和生产性
就业，有体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

8.5.1 男女雇员平均每小时收入，按职业、年龄和残障人士分列
8.5.2 失业率，按性别、年龄和残障人士分列

8.6 到2020年，大幅减少未就业和未受教育或培训的青年人比例 8.6.1 青年（15～24岁）中未在受教育、未参加就业或培训的人数比例

8.7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根除强制劳动、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 
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地使用童工，包括招募和利用童兵，到 
2025年终止一切形式地使用童工

8.7.1 5～17岁儿童中从事童工劳动的比例和人数，按性别和年龄分列

8.8 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特别是女性
移民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8.8.1 致命和非致命工伤事故频率，按性别和移民身份分列
8.8.2 国家遵守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文本来源和国家法律的劳

工权利（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程度，按性别和移民身份分列

8.9 到2030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
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

8.9.1 直接来自旅游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增长率
8.9.2 可持续旅游业工作岗位在旅游业工作岗位总数中所占比例

8.10 加强国内金融机构的能力，鼓励并扩大全民获得银行、保险 
     和金融服务的机会

8.10.1 (a) 每10万成年人可使用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目；(b) 每10万成
年人可使用的自动取款机数目

8.10.2 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或与移动货币服务商开立了账户的成年人
（15岁及以上）所占比例

8.a  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促贸援助支
     持，包括通过《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技术援助的强化综
     合框架》提供上述支持

8.a.1 《促贸援助倡议》承付款和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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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到2020年，拟定和实施青年就业全球战略，并执行国际劳工  
     组织的《全球就业契约》

8.b.1 有已制定并在运行的青年就业战略，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或作为国
家就业战略的一部分

目标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
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重点
是人人可负担得起并公平利用上述基础设施

9.1.1 居住在四季通行的道路两公里之内的农村人口所占比例
9.1.2 客运和货运量，按运输方式分列

9.2 促进包容可持续工业化，到2030年，根据各国国情，大幅提
高工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使最不发达国家的这
一比例翻番

9.2.1 制造业附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人均值
9.2.2 制造业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

9.3 增加小型工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企业获
得金融服务，包括负担得起的信贷的机会，将上述企业纳入价
值链和市场

9.3.1 小型工业在工业总附加值中的比例
9.3.2 小型工业中获得贷款或信贷额度的比例

9.4 到2030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基础设施， 
改进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多采用清
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9.4.1 每单位附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9.5 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工业部
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2030年，鼓励创新，大幅增加每100万
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9.5.1 研究和开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9.5.2 每百万居民中的研究员（全时当量）人数

9.a 向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技能支持，以促进其开发有抵御
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9.a.1 用于基础设施的国际官方援助（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
      总额

9.b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与创新，包括提供有利
的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样化，增加商品附加值

9.b.1 高科技产业附加值在总附加值中的比例

9.c 大幅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度，力争到2020年在最不发达
国家以低廉的价格普遍提供因特网服务

9.c.1 移动网络所覆盖的人口比例，按技术种类分列

目标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10.1 到2030年，逐步实现和维持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并
确保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1.1 最底层40%人口和总人口的家庭支出或人均收入增长率

10.2 到2030年，增强所有人的权能，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经济和
政治生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残障与否、种族、民族、
出身、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

10.2.1 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50%的人口所占比例，按性别、年龄和残障
人士分列

10.3 确保机会均等，减少结果不平等现象，包括取消歧视性法
律、政策和做法，推动与上述努力相关的适当立法、政策和
行动

10.3.1 报告在过去12个月内亲身感到因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歧视理由而
受到歧视或骚扰的人口比例

10.4 采取政策，特别是财政、薪资和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实现更
大的平等

10.4.1 劳动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包括工资和社会保障转移

10.5 改善对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测，并加强上述
监管措施的执行

10.5.1 金融健全性指标

10.6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建立更加有效、可信、负责和合法的机
构

10.6.1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和表决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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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包括执行
合理规划和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

10.7.1 由雇员承担的招聘费用占其在目的地国月收入的比例
10.7.2 实行有利于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徙和人口流动的移民

政策的国家数目

10.a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议，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10.a.1 从零关税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所适用的关税细
目比例

10.b 鼓励根据最需要帮助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非洲
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计划和方
案，向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资金，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10.b.1 按受援国和捐助国及资源流动类型（如官方发展援助、外国直接
投资和其他流动）分列的促进发展资源流动总额

10.c 到2030年，将移民汇款手续费减至3%以下，取消费用高于5%
的侨汇渠道

10.c.1 汇款费用占汇款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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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到2030年，确保人人获得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基
本服务，并改造贫民窟

11.1.1 居住在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内或者住房不足的城市人口比例

11.2 到2030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的、易于利用、
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特别是扩大公共交
通，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障人士和老年
人的需要

11.2.1 可便利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按年龄、性别和残障人士分列

11.3 到2030年，在所有国家加强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建设，加强
参与性、综合性、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能力

11.3.1 土地使用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比率
11.3.2 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民间社会直接参与城市规划和管

理架构的城市所占百分比

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1.4.1 保存、保护和养护所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人均支出总额（公共和
私人），按遗产类型（文化、自然、混合、世界遗产中心指定）、
政府级别（国家、区域和地方/市）、支出类型（业务支出/投
资）和私人供资类型（实物捐赠、私人非营利部门、赞助）分列

11.5 到2030年，大幅减少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成的死亡人
数和受灾人数，大幅减少上述灾害造成的与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保护穷人和处境脆弱群体

11.5.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1.5.2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相比）、重要基

础设施的损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次数

11.6 到2030年，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
气质量，以及城市废物管理等

11.6.1 定期收集并得到适当最终排放的城市固体废物占城市固体废物总
量的比例， 按城市分列

11.6.2 城市细颗粒物（如PM2.5和PM10）年度均值（按人口权重计算）

11.7 到2030年，向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
士，普遍提供安全、包容、便利、绿色的公共空间

11.7.1 城市建设区中供所有人使用的开放公共空间的平均比例，按性
别、年龄和残障人士分列

11.7.2 过去12个月中遭受身体骚扰或性骚扰的受害人比例， 按性别、年
龄和残疾情况及发生地点分列

11.a 通过加强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支持在城市、近郊和农村地
区之间建立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联系

11.a.1 执行人口预测和资源需求一体化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计划的城市的
比例，按城市规模分列

11.b 到2020年，大幅增加采取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以构建包
容、资源使用效率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抵御灾害
能力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数量，并根据《2015—2030 年仙台减
少灾害风险框架》在各级建立和实施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

11.b.1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执行国家减
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1.b.2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
地方政府比例

11.c 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 
建造可持续的，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建筑

11.c.1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建造和翻新可持续、抗灾和资源节约
型建筑的财政支助的比例

目标12. 确保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2.1 各国在照顾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落实《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发达国家在此方面要
做出表率

12.1.1 已制订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国家行动计划或已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作为优先事项或目标纳入国家政策主流的国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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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到2030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高效利用 12.2.1 物质足迹、人均物质足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质足迹
12.2.2 国内物质消费、人均国内物质消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内物

质消费

12.3 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
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12.3.1 (a)粮食损耗指数；(b)食物浪费指数

12.4 到2020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物在
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幅减少它们排入大气以
及渗漏到水和土壤的概率，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2.4.1 关于危险物质和其他化学品及废物的国际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
中按照每个相关协定的要求履行了信息转递承诺和义务的缔约方
数目

12.4.2 有害废物人均生成量和处理的有害废物的比例，按处理类型分列

12.5 到2030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减少废物
的产生

12.5.1 国家回收利用率、物资回收吨数

12.6 鼓励各个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采用可持续的做
法，并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报告周期

12.6.1 发布可持续性报告的公司数量

12.7 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推行可持续的公共采购做法 12.7.1 实施可持续公共采购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国家数目

12.8 到2030年，确保各国人民都能获取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自
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并具有上述意识

12.8.1 ㈠ 全球公民教育和㈡ 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气候变化教育）在
多大程度上在(a)国家教育政策；(b)课程；(c)教师培训；(d)学生评
估方面进入主流

12.a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采用更可持续的生产
和消费模式

12.a.1 对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及无害环境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的支助量

12.b 开发和利用各种工具，监测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
和产品的可持续旅游业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

12.b.1 可持续旅游战略或政策的数目和利用商定监测与评价工具所实施
行动计划的数目

12.c 对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进行合理化调整，为
此，应根据各国国情消除市场扭曲，包括调整税收结构，逐
步取消有害补贴以反映其环境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
家的特殊需求和情况，尽可能减少对其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
影响并注意保护穷人和受影响社区

12.c.1 每单位国内总产值（生产和消费）的化石燃料补贴数额及其在国
家化石燃料总支出中的占比

目标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a

13.1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气候相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13.1.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3.1.2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执行国家减

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3.1.3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

地方政府比例

13.2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13.2.1 通报已经建立或运作综合政策/战略/计划的国家数目， 目的是
增强其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促进气候抗御能力和温室气
体低排放发展，以不威胁到粮食生产（包括国家适应计划、国家
确定的贡献、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更新报告等）

13.3 加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教
育和宣传，加强人员和机构在此方面的能力

13.3.1 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内容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
程的国家数目

13.3.2 已经通报为执行适应、缓解、技术转让和发展行动而加强了机
构、系统和个人能力建设的国家数目

13.a 发达国家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承诺，
即到2020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满足发展
中国家的需求，帮助其切实开展减缓行动，提高履约的透明
度，并尽快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使其全面投入运行

13.a.1 在2020年和2025年之间为1000亿美元承诺款每年筹集的美元数额

a 确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谈判气候变化全球对策的主要政府间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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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 促进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增强能力的机
制，帮助其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包括重
点关注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边缘化社区

13.b.1 得到专门支助以建立增强能力的机制，从而有效进行与气候变化
有关的规划和管理，包括重点注意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边缘
化社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数目， 以及支助总
额，包括金融、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助

目标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4.1 到2025年，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
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营养盐污染

14.1.1 富营养化指数和漂浮的塑料污染物浓度

14.2 到2020年，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式，可持续管理和保
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采取行
动帮助它们恢复原状，使海洋保持健康，物产丰富

14.2.1 国家级经济特区当中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措施的比例

14.3 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
影响

14.3.1 在商定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采样站测量平均海洋酸度（pH值）

14.4 到2020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
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的管
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生
态特征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4.1 在生物可持续产量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的比例

14.5 到2020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资
料，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14.5.1 保护区面积占海洋区域的比例

14.6 到2020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 
取消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补贴，避免出台
新的这类补贴，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
理、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a

14.6.1 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在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
上所取得的进展

14.7 到2030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可持
续利用海洋资源获得的经济收益，包括可持续地管理渔业、
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14.7.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可持续渔业占国
内总产值的比例

14.a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增
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以便改善海洋
的健康，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14.a.1 对海洋技术领域研究的分配额占研究活动预算总额的比例

14.b 向小规模个体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机会 14.b.1 在通过和执行承认小规模渔业并保护其市场准入权利的法律/监
管/政策/制度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程度

14.c 按照《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158 段所述，根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所规定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国际法
律框架，加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4.c.1 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通过法律、政策和体制框
架，在批准、接受、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执行海洋
国际法的文书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数目

目标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5.1 到2020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恢复和可持续
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特别是森林、湿
地、山麓和旱地

15.1.1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15.1.2 保护区内陆地和淡水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地所占比例， 按生态系

统类型分列

15.2 到2020年，推动对所有类型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停止毁
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大幅增加全球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

15.2.1 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进展

a 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的谈判、《多哈发展议程》和香港部长级宣言规定的任务。



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2020版]

133

15.3 到2030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
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
退化的世界

15.3.1 已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15.4 到2030年，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性，以便加
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能够带来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的益处

15.4.1 保护区内山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地的覆盖情况
15.4.2 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15.5 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制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到2020年，保护受威胁物种，防止其灭绝

15.5.1 红色名录指数

15.6 根据国际共识，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利
益， 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源

15.6.1 已通过立法、行政和政策框架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惠益的国家数
目

15.7 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处理
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求问题

15.7.1 野生生物贸易中偷猎和非法贩运的比例

15.8 到2020年，采取措施防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大幅减少其对
土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或消灭其中的重点物种

15.8.1 通过有关国家立法和充分资源防止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国家的
比例

15.9 到2020年，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国家和地方
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和核算

15.9.1 根据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生物多样性目标2确立的
国家目标方面的进展

15.a 从各种渠道动员并大幅增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15.a.1 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
和公共支出

15.b 从各种渠道大幅动员资源，从各个层级为可持续森林管理提
供资金支持，并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保
护森林和重新造林，提供充足的激励措施

15.b.1 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
和公共支出

15.c 在全球加大支持力度，打击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物种，包括增
加地方社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机会

15.c.1 偷猎和非法贩运在野生生物贸易中的比例

目标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6.1 在全球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相关的死亡率 16.1.1 每10万人中故意杀人案的受害者人数，按性别和年龄分列
16.1.2 每10万人中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人数，按性别、年龄和死因分列
16.1.3 过去12个月内遭受(a)身体暴力；(b)心理暴力；(c)性暴力的人口所

占的比例
16.1.4 在居住区单独步行感到安全的人口比例

16.2 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
刑

16.2.1 过去一个月内受到照顾者施加的任何体罚和/或心理侵害的1～17
岁儿童比例

16.2.2 每10万人中人口贩运行为受害者的人数，按性别、年龄和剥削形
式分列

16.2.3 18岁之前受到性暴力侵害的18～29岁青年男女的比例

16.3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
的机会

16.3.1 过去12个月内向主管当局或其他官方认可的冲突解决机制报告其
受害经历的暴力行为受害者所占比例

16.3.2 未判刑的被拘留者占监狱服刑总人口的比例

16.4 到2030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赃和被盗
资产返还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16.4.1 流入和流出的非法资金流量总值（按美元现值计)
16.4.2 其非法来源或背景已被主管当局按照国际文书规定追查或确定的

已缴获、发现或交出的武器所占比例

16.5 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 16.5.1 过去12个月内至少与公职人员接触过一次、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被
这些公职人员要求行贿的人所占比例

16.5.2 过去12个月内至少与公职人员接触过一次、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被
这些公职人员要求行贿的公司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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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 16.6.1 政府基本支出占初始核定预算的比例，按部门（或预算账簿代号
或类似分类码）分列

16.6.2 对上一次公共服务体验感到满意的人口比例

16.7 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 16.7.1 国家和地方机构中的职位按性别、年龄、残障人士和人口群体分
列相对全国分配数的比例，包括(a)立法机构；(b)公务制度；(c)司
法机构

16.7.2 认为决策具有包容性和响应性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年龄、残障
人士和人口群体分列

16.8 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 16.8.1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成员和投票权中的比例

16.9 到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记 16.9.1 在民政机构做了出生登记的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按年龄分列

16.10 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协议，确保公众获得各种信息，保障
基本自由

16.10.1 过去12个月内，记者、相关媒体人员、工会会员和人权倡导者被
杀害、绑架、强迫失踪、任意拘留和施以酷刑的经核实案件数目

16.10.2 通过和执行宪法、法律和（或）政策以保障公众获取信息的国
家数目

16.a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强相关国家机制，在各层级提高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预防暴力，打击恐怖
主义和犯罪行为

16.a.1 符合《巴黎原则》的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存在

16.b 推动和实施非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6.b.1 报告在过去12个月内亲身感受到因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歧视理由
而受歧视或骚扰人口所占比例

目标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筹资

17.1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等方式，以改善国内征税和
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加强筹集国内资源

17.1.1 政府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按来源分列
17.1.2 由国内税收供资的国内预算比例

17.2 发达国家全面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许多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 0.7%的官方发展
援助，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占比 0.15%～ 0.2%援助的
承诺；鼓励官方发展援助方设定目标，将占国民总收入至少 
0.2%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

17.2.1 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额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占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国民总
收入的比例

17.3 从多渠道筹集额外财政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 17.3.1 外国直接投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占国内预算总额的比例
17.3.2 汇款数额（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比例

17.4 通过政策协调，酌情推动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处理重债穷国的
外债问题以减轻其债务压力

17.4.1 还本付息额占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的比例

17.5 采用和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制度 17.5.1 通过和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制度的国家数量

技术

17.6 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
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
识，包括加强现有机制间的协调，特别是在联合国层面加强
协调，以及通过一个全球技术促进机制加强协调

17.6.1 国家间科学和（或）技术合作协定和方案数目， 按合作类型分列
17.6.2 每100名居民固定因特网宽带用户数，按速度分列

17.7 以优惠条件，包括彼此商定的减让和特惠条件，促进发展中
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友好型的技术

17.7.1 为促进开发、转让、传播和推广无害环境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核定供资总额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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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 使用因特网的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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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17.9 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
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17.9.1 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以美元计值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包括通
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贸易

17.10 通过完成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等方式，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
下建立一个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
多边贸易体系

17.10.1 全球加权平均关税

17.11 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是到2020年使最不发达国
家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翻番

17.11.1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

17.12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决定，及时实现所有最不发达国家
的产品永久免关税和免配额进入市场，包括确保对从最不
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原产地优惠规则是简单、透明和有利
于市场准入的系统性问题

17.12.1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承受的平均关税

政策和机制的一致性

17.13 加强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包括为此加强政策协调和政策一
致性

17.13.1 宏观经济信息总汇

17.14 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 17.14.1 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的国家数目

17.15 尊重每个国家制定和执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政策
空间和领导作用

17.15.1 按发展合作提供者分列的国家所有成果框架和规划工具的利用
程度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17.16 加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
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支
持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6.1 为协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多利益攸关方发展成效监测框架内
提出进展报告的国家数目

17.17 借鉴伙伴关系的经验和筹资战略，鼓励和推动建立有效的公
共、公私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

17.17.1 为建立(a)公私伙伴关系；(b)民间社会伙伴关系承付的美元数额

数据、监测和问责

17.18 到2020年，加强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大幅增加获得按收入、
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移徙情况、残疾情况、地理位
置和各国国情有关的其他特征分类的高质量、及时和可靠
的数据

17.18.1 按照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在国家一级编制的就有关目标做了全面分
列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比例

17.18.2 遵循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制定了国家统计立法的国家数目
17.18.3 国家统计计划有充分资金且正在执行的国家数目， 按资金来源

分列

17.19 到2030年，借鉴现有各项倡议，制定衡量可持续发展进展的
计量方法，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协助发展中国家
加强统计能力建设

17.19.1 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而提供的以美元计值的各种资源
17.19.2 (a)在过去十年中至少进行了一次人口和住房普查；(b)已经实现 

100%的出生登记和80%的死亡登记的国家比例

(附注)

1. 《目录》包含了每个项目会涉及的最关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子目标。作为补充，附录6展示了重点投资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直接或间接影响，供使用者作为附加参考。 

2. 残障与残疾通用，残障更加强调社会/权利模式，指这个群体在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是因为社会环境没有提供消除
障碍的基本便利所导致的。

3. 鼓励公司或项目自愿披露生产过程中与药用活性成分以及耐药性相关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