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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 

“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董  亮 

【内容提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

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

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

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

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

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

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

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

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

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

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

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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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2030 年议程）作为一项全球发展计划，其核心是

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它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领域列为其支柱内容。

议程包括 17 个大目标及相关的 169 个具体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议程。这一议

程的组织原则是可持续性。①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在千年发展议程的基础

上提出的，但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全球进程也将进行数据

和指标的追踪。② 

同时，议程的目标不仅意在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问题和保护地球环境，而

且涉及诸多领域的安全议题。2030 年议程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恐惧

与暴力的世界”，③ 其中，2030 年议程目标 16 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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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层面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Vanessa Pupavac, “Human 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Global Therapeutic 

Governance: Analysis,”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5, No. 2 (August 2005), pp. 161-181; 

Janos J. Bogardi, et al., “Water Security for a Planet under Pressure: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World Call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Vol. 

4, No. 1 (February 2012), pp. 35-43; Keith Krause and Oliver Jütersonke,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4 (December 2005), pp. 

447-462; Andreas Goldthau and Benjamin K. Sovacool, “The Uniqueness of the Energy Security, 

Justice, and Governance Problem,” Energy Policy, Vol. 41 (February 2012), pp. 232-240; 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JL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Winter, 2001-2002), pp. 585-610;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Lloyd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utting People First,” Global Governance, Vol.7, No.1 

(January-March, 2001), pp. 19-23;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Summer 1983), pp. 129-153;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 Shotgun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Human Misery?,” Global Governance, Vol. 7, No. 3 (July–September, 2001), 

pp. 231-236; Caroline Thomas,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Exploring the 

Link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2 (April 2001), pp. 159-175。 

②  Erling Holden, Kristin Linnerud and David Banister, “The Imperativ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5, No. 3 (September 2017), pp. 213-226. 

③ Jeffrey D. Sachs, “From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Lancet, Vol. 379, No. 9832 (June 2012), pp. 220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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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这体现了议程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安全远景的愿望。① 该目标包含的具体

目标 16.1 进一步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并降低相关死亡

率。2030 年议程认为预防与维持和平的最佳手段就是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这体现了对安全与发展关系新的认知。 

2030 年议程不仅继承了先前全球倡议（千年发展议程）的内容，而且进一步拓展了

全球安全治理的范围，并为后续的治理进程提供了制度发展空间。可持续的和平与可持

续发展关系密切、相辅相成，联合国就此提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和平，必须首先重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普遍性，推动各国政府、商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资源与能力

的整合，落实可持续和平。在此基础上，联合国还通过了可持续和平决议，把预防冲突、

性别平等以及解决冲突和保护人权等内容放在了重要位置。同时，联合国也提出可持续

和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这一主张，并加大对可持续和平建设的投入。 

近年来，各类影响人的发展的安全危机使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全球相互依存中

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探求以综合方式解决安全问题。这也体现了对“人的安全”理

念的重视。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列入 2030 年议程的多重安全议题，展现了

世界各国在面对各类不安全因素时的脆弱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联合国主

导的可持续和平提供了新的治理平台与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相应的“人的安

全”治理体系也变得十分迫切。 

本文将从“人的安全”理念与政策实践出发，对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下的安全目标进行分析，并为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体系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二  全球安全形势与“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两种理念，均强调关联性和预防性原则，共同在过

去几十年里不断演进。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人的安全”理念已经在一些重

要的国际倡议中得以体现，如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布伦特兰委员

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和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mance）

在内都将这一理念嵌入各自的政策或制度倡议中，强调全球治理中人的价值。而

                                                              

①  UN General Assembl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S/70/1, October 21, 201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 

transformingou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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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议程则包含了维护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 17 大议题，

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① 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是与“人的安全”、

人权具有高度联系的，共同建构了全球安全治理的规范框架。② 

（一） 全球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交织，安全治

理困难重重。气候变化、资源消耗、粮食、难民问题、卫生突发事件等不安全因素

成为制约人的安全与人的发展的阻碍性问题。③ 

第一，全球环境变化不断威胁人类安全。根据 2017 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迈

向零污染地球》报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到了污染的影响。报告称，环境恶化导

致全世界每年 1 260 万人死亡，占全球每年死亡人口的 1/4。环境污染还对主要生

态系统造成了破坏。第三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已将该报告作为确定问题和制定新行动

领域的基础。④ 

同时，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复合安全风险加剧。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再次提醒的那样，人类对全球气候系统的

影响是明确无疑和不断增长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其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将造成不可

逆转的严重后果。⑤ 一方面，气候变化也将逐步威胁到人的安全，如增加暴力冲突

的风险，影响交通运输、水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维护；⑥ 另

一方面，全球气温升高、干旱、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增加，对不同层面的社会和全球

各区域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气温升高使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① 关于具体的安全问题与案例，参见 Benjamin McLellan, e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uman 

Security: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uman Security: Society, Cities and Governance,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Benjamin McLellan, e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uma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② Caroline Thomas,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Exploring the 

Link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2 (April 2001), pp. 159-160. 

③  参见李志斐：《东亚安全机制：公共产品提供与地区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2 年版。 

④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署最新报告警告：如果不采取全球性行动，无人能幸

免于污染的威胁》，2017年 11月 16日，https://www.unenvironment.org/zh-hans/news-and-stories/ 

xinwengao-1。 

⑤ 游雪晴：《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过去 30 年为 1400 年来最暖时期》，人民网，2014

年 11 月 26 日，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1126/c1007-26095252.html。 

⑥ 巢清尘：《国际气候变化科学和评估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启示》，载《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2016 年第 8 期，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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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类的健康。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气候变化还将产生其他（可预知和不可

预知的）安全威胁。① 

第二，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其根源是全球经济危机、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

所造成的影响。②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报告，2016 年世界粮食

匮乏的人口总数估计已从 2015 年的 7.77 亿人增至 8.15 亿人。各类国际与国内冲突

加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 2018 年 1 月所发表的声明，非洲的刚果（金）局势动

荡，导致农业歉收、农产品短缺，300 多万人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该国至少有 40

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患有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③ 因此，国际社

会不仅需要提供粮食援助以消除饥饿，更重要的是，帮助当地社区建立稳定的环境

和可持续发展的粮食系统。④ 同时，土地用途的改变和森林砍伐的加速可能加大环

境退化的风险。这些粮食领域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与消

除贫穷等问题的难度。⑤ 对此，联合国希望进一步搭建国家间进行沟通和合作的平

台，使粮食安全成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工具。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文件明

确了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并促进可持

续农业）的实施进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列出了为改进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

农业系统所取得进展的一些政策方向。⑥ 

第三，难民问题日益紧迫。2016 年 9 月，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将可持续发展、

全球难民问题和叙利亚冲突列为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的主要议题，并督促会

员国在难民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和综合协调的措施，承担起解决难民问题的责任。⑦ 

                                                              

① 关于粮食安全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可参见 John Ingram, Polly Ericksen and Diana 

Liverman, Food Secur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② 何昌垂、玄理：《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

2014 年第 1 期，第 35-62 页。 

③ 《联合国报告：刚果（金）3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人民网，2018年1月18日，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18/0118/c1002-29773422.html。 

④  沈晓雷：《“农业国际合作与非洲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机遇和挑战”会议综述》，

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121-128 页。 

⑤ 联合国：《人的安全：应用于联合国各种优先事项中》，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 

zh/issues/humansecurity/priorities.shtml。 

⑥ 联合国粮农组织：《监测粮食安全和营养以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7

年 3 月 15 日，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zh/c/8300c0e2-7056-4b89-8ef9-ad3bb1cfb751/。 

⑦ 苏毅：《第 71 届联大开幕  聚焦可持续发展和全球难民问题》，新华网，2016 年 9 月

1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14/c_129281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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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 2011 年起，历时六年的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 47 万人

丧生，490 万人沦为难民，其境内难民达 760 万人。而在 170 万名叙利亚难民儿童

中有超过四成的儿童失学。① 2017 年 12 月，联合国难民署发起了一项总额达 44

亿美元的募捐呼吁。2017 年 12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呼吁在管理移民方面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确保移民及相关人员的权益，

并提示国际社会“这也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点关注的内容”。② 

第四，全球卫生安全事件多发。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和 2016 年寨卡病

毒疫情对国际安全造成影响，成为重大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③ 截至 2014 年

12 月，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国累计出现

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 17 290 例，其中 6 128 人死亡。到 2015 年，非

洲西部三个国家埃博拉疫情肆虐，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有 8 000 人因为感

染而死亡。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在南美大规模爆发。如果孕妇感染这一病毒，胎

儿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新生儿小头症，甚至死亡。④ 可以说，频发的跨域公共卫

生危机使卫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全球卫生安全需要捍卫人类健康，消

除、防范和应对各种能够跨境传播、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公共卫

生安全威胁。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涉及国际政治、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⑤ 

除了孤立的安全问题，安全领域的诱因不断关联，影响人类发展。因而，全球

安全

                                                             

问题越发难以预测与防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需要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

者协同做出政策响应，并通过对风险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复合型问

题。基于此，“人的安全”理念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助于形成广泛的政策伙伴关系。社会问题、环境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等涉及人的

安全领域均在 2030 年议程中受到充分重视。其后续制度建设显现出强化国际机制

在复合安全问题上的客观需求及整合国际治理架构的驱动力。可以说，由于其带有

 

① 中国新闻网：《难民署为援助 500 多万叙难民发起 44 亿美元募捐呼吁》，2017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12-13/8399356.shtml。 

② 王俊美：《联合国发布〈2017 年国际移民报告〉实现全球移民有序迁徙》，载《中国社

会科学报》2017 年 12 月 25 日，http://ex.cssn.cn/hqxx/bwych/201712/t20171225_3792136_1.shtml。 

③ 世界卫生组织：《埃博拉疫情爆发年余  死亡人数破万》，中国新闻网，2015 年 3 月 13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3-13/7125629.shtml。 

④ 刘素云：《世卫组织：寨卡病毒病已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在线，2016 年

2 月 2 日，http://news.cri.cn/201622/7d75ebf4-3d5b-8004-2a99-46f6cd6cdfed.html。 

⑤ 徐彤武：《当代全球卫生安全与中国的对策》，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9-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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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政治共识与承诺，2030 年议程框架下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是克服集体行

动难题的重要机遇。  

（二）“人的安全”的理念及其对联合国议程的意义 

发展报告》中，“人的

安全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领导的人的安全委员会着

手对

”倡导了一种新的安全范式与理念。“人的安全”认定安全

威胁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 1994 年发表的《人类

”① 首次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被系统地阐述。② 该报告把“人的安全”宽泛

地定义为“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并提出其四项基本特征：普遍性、以人为本、

相互依存以及早期预防。③ 

2001 年，绪方贞子和

这一理念进行深入挖掘，推动了其在全球的认知。2003 年，该委员会认识到

全球安全挑战的突出复杂性与人的基本价值的关联性，在其题为《人的安全现状：

保护和赋权于人民》的报告中，把“人的安全”定义为“以增进人类自由和成就的

方式保护全体人类生活的重要核心”。“人的安全”是指创造可以构建人们生存、生

计和尊严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综合体系。这一概念之所以后

来被广泛讨论，并融入国际议程，是因为其具有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政策属性，获得

了联合国系统的重视。 

一方面，“人的安全

、关切和其他挑战具有不同性质和多层面范围，必须扩展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①  “人的安全”概念是在 1993 年首次提出的，后在 1994 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

得到系统阐释。参见  [加]  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李佳译，杭州：浙

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国内相关研究，参见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载《外交评论》

2009 年第 6 期，第 5-12 页；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年第 8 期，第 49-54 页；李东燕：《从平民保护到安全治理——加强联合国与所在国政府

及民间组织的合作》，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21-135 页；余潇枫、王江丽：

《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1 期，

第 55-61 页；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第 36-47 页；齐琳：《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述评》，载《国

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27-32 页；崔顺姬：《人的发展与人的尊严：再思人的安

全概念》，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63-77 页；汤伟：《非传统安全的“城市化”》，

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第 3-12 页；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

安全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3-25 页；李志斐：《非传统安全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载

《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62-68 页；李开盛、薛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

与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93-107 页。 

③ 联合国：《如何界定人的安全》，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issues/humansecurity/ 

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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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方面的因素。① 因此，“人的安全”

关注多个层次的广泛安全威胁，并着重强调这些不安全因素的根本原因。此外，“人

的安全”致力于对人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如何会转化为更广泛的国内和国家间安全问

题，以预防和缓解未来威胁的发生。因此，“人的安全”可以成为实现国家安全和

国际稳定的独特视角。 

另一方面，引入“人的安全”概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人的安全”强调对

人的生命的根本重要性的认可，并强调其普遍性和首要性，因而不对公民、政治、

顾了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政

策框

平与发展。② “人的安

全”所包括的七个关键领域（经济、粮食、卫生、环境、个人、社群和政治安全）

目

标和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加以区分，从而能以一种多层面和全方位的方式处理对安全

的威胁。这一概念所强调的相互依存、早期预防这两个方面，可在特定不安全局势

中用于对具体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改进“人的安全”能直接和积极地影响人类福

祉，同时增强政府和其他行为体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 

因此，“人的安全”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个兼

架，而支撑这一框架的是“保护和赋权”这一对相辅相成的支柱。这一框架的

应用可以涵盖一种结合了“自下而上”的规范、程序和机构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

设立早期预警机制、推广最佳手段以及采取综合措施等应对方式，有利于调动多种

行为体的参与。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也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的自主

性不谋而合，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兼容性，有助于两者的进一步整合。 

（三）“人的安全”融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 

“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范式，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和

也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持续性或是永续性（sustainability）本身

就带有不破坏环境的含义，而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安全也是议程的核心之一。③ 

具体来看，2030 年议程主要关注以下安全问题：议程的第 7 条，通过相关

具体目标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变革愿景，即创建一个没有贫困、饥饿、疾病、

匮乏且适于万物生存的世界，一个没有恐惧与暴力的世界，一个安全、充满活力和

 

① 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4-34 页。 

② Sanjeev Khagram, William Clark and Dana Firas Raa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o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4, No. 2 

(August 2003), pp. 289-313. 

③  Sustainability,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 

sustainability. 

  · 71 ·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可持续的世界以及一个人人可以获得价廉、可靠和可持续能源的世界。① 2030 年

议程第 17 条指出其框架远远超越了千年发展目标。除了保留消除贫困、卫生、教

育以及粮食安全和营养等发展优先事项外，它还提出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目标，也承诺建立更加和平、更加包容的社会。第 24 条提出，决心优先消除饥

饿，实现粮食安全，决心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并重申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需

要各方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支持《营养问题罗马宣言》及其《行动框架》。

第 34 条的内容包括，规划城市和人类居住区，重新焕发它们的活力，以促进社区

凝聚力和人身安全，推动创新和就业。第 35 条强调，没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

展无法实现；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也将面临风险。 

由此可见，“人的安全”的理念已经遍布 2030 年议程的各个具体目标，展现了关

键的

三  2030 年议程中的“人的安全”议题及其特点 
 

种全球性安全危机突出表明，国际安全机制需要加强协同性治理。实现 2030

年可

                                                             

塑造政策的能力，而非仅是空谈。②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理念原则已经在 2030

年议程中实现了其所倡导的政策目标，完成了从理念走向项目执行的阶段。③ 当然，

作为政策工具，这一理念也将深刻影响 2030 年议程未来的执行过程与制度建构。 

 

各

持续发展议程，并在这一框架内治理多种交叉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联合国新时期

的重要任务。因此，联合国系统不断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政治动力，应

用“人的安全”理念将多种安全议题与 2030 年议程进行了紧密关联。④ 如前所述，

2030 年议程已经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

反恐、移民、卫生安全等重要安全议题的重视。⑤ 

 

① 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外交部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pjdmgjxgsfw_684149/zl/

t133

 

ber 2001), pp. 87-102. 

lation & Governance, Vol. 6, No. 2 (March 2012), pp. 

149-

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5, No. 4 (October 2017), pp. 311-321. 

1382.shtml。 

② 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July-Septem

③ Daniel Berliner and Aseem Prakash, “From Norms to Program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and Global Governance,” Regu

166. 

④ Joachim H. Spangenberg, “Hot Air or Comprehensive Progres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SDGs,” Su

⑤ 董亮、张海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载《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 1 期，第 8-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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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包括引起多种人的安全问

题的

全风

。联合国认为，不能惠及人

民的

系统以

及区

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网络。在这个方面，“人的安全”有利于推动能够

利用

集中爆发。因此，2030 年议程还与同样在 2015 年达成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建立了互动机制，这体现了全球应对气候风险的决心。其中，应对气候变化也是 2030

年议程的其中一项目标（目标 13）。在目标 13 上，第一个子目标就是加强各国抵御和

适应气候相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目标 13.1）。由此可见，气候安全在 2030 年

议程中的重要位置。在 2030 年议程的框架下，各国维持提供必要援助的政治承诺，议

程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承诺，即到 2020

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筹资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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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前，联合国试图运用其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综合性框架，治理多个维度的安

险，以帮助世界各国和地区实现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承诺。归纳起来，

2030 年议程下的“人的安全”治理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预防性外交的属性

发展会埋下不稳定和暴力的种子，以发展带动安全治理成为“人的安全”理念下

的重要原则。2015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国际安全

问题，随后提出了协同利用预防性外交的要求，并在全球战略中进一步突出了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确定的发展援助可以协助消除诸

如不平等和边缘化等风险因素。同时，借助 2030 年议程可以加强所有行为体之间的一

致性。② 2017 年 12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发表讲话，他强调在国际和平

与安全领域的诸多挑战中，核武器、气候变化、水资源缺乏和网络安全威胁等日益上升，

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国际社会应更加重视预防冲突。因此，联合国特别

强调发展对于预防冲突的重要性，并表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潜力巨大。③ 

第二，2030 年议程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

域、国家、地区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资源与能力，发展一

每一个执行组织相对优势的协作和伙伴关系的建立，这将确保目标和责任的一

                                                              

① 联合国：《人的安全：可以配合联合国工作的联合国活动领域》，联合国网站，http://www. 

un.org/zh/issues/humansecurity/areas.shtml。 

②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Security Council Open Debate on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s,” The United Nations, November 17, 2015, https://www.un.org/sg/en/ 

content/sg/statement/2015-11-17/secretary-generals-remarks-security-council-open-debate-security. 

③ 尚绪谦：《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重视预防冲突》，新华网，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 

www.xinhuanet.com/mil/2017-12/21/c_129771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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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以及各行为体之间的资源分配。① 联合国已经意识到这种关联性，并对交叉的

问题进行协同治理，以强化问题的综合解决方式。如性别与国际安全问题，联合国

已经展开了相关的讨论。2015 年 10 月，安理会举行主题为“妇女、和平与安全”

的公开辩论，提出保护妇女安全、维护妇女各项权益、推动妇女在和平安全领域发

挥独特的作用，并且依据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和平

与安全。联合国再次强调了性别平等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键性联系。② 

表 1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人的安全”领域的内容 

目标 领域 内容 

2.1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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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儿，

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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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

3.8 

4.a 社会安全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

非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6.1 饮水安全 到 2030 年，人人能够普遍和公平地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3 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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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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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国际安全
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与人口流动，包括执行合理规划和管

理完善的移民政策。 

13.1 气候安全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14.2 环境安全
续管理并保护海洋和沿海到 2020 年，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式，可持

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16.1 综合安全 式的暴力及相关的死亡率。 在全球大幅减少一切形

16.4 社会安全
产返还力度，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赃和被盗资

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16.a 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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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行为。 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预防暴力，打击恐怖主义和

数据 者

            

来源：笔 根据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汇总整理。③ 

                                                      

安全：原则与办法》，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issues/huma① 联 的 nsecurity/ 

principles.shtml。 

② 联合国：《安理会“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从泛泛而谈走向实际成果》，联合

国网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外交部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 ，

合国：《人

站，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static.un.org/content/news/dh/zh/2015/20151013-zh.pdf。 

③ 联合国：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 

t13313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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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30 年议程有利于推动联合国和平体系的建设。联合国进一步改进和

平领

重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治理体系的建构 

016 年 1 月 1 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生效。目前，联合国已经建立

了 2

例如，在粮食安全领域，多个国家的主要粮食商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于其历史水

       

域的建设工作是推动人的可持续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联合国重视解决冲突根

源，全面推进建设和平工作。建设和平旨在帮助冲突后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推进持

久和平。2016 年 4 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就建设和平框架的相关问题通过

了文本相同的决议。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联合国建设和平体系评审决议，为

联合国建设和平领域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此，多国（包括中国在内）建议建

设和平工作应与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关注消除贫困、欠发达等引

发冲突和危机的根源性因素，全面推进冲突后重建国家各领域建设，推动相关国家

实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① 随后在 2017 年 1 月，联合国大会又举办了“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与持续和平的协调”高级别对话会，为两者的整合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联合国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增强“以人为本”的意识，也表示将把工作

放在冲突预防、维护人权、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气候变化等重大

问题上。2017 年 9 月召开的第 72 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依旧聚焦全球可持续发展问

题，强化多边主义，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核威胁、气候变化、全球性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以及难民问题等全球和地区热点的解决方式。② 2017 年联合国大会和

联合国安理会共同通过关于可持续和平的决议，这标志着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将采取一套跨行业、全面和一体化的方法，对于建构人的安全治理框架具有重

要意义。 

 

四

 

2

030 年议程目标落实情况的信息公开机制。根据 2017 年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全球依然在粮食安全、空气污染、水安全、气候变化、陆

地生态系统、海洋安全等多个领域存在治理上的差距。③ 

                                                       

① 刘结一：《联大和安理会通过决议为联合国建设和平领域指明了方向》，人民网，2016

年 4 月 28 日，http://usa.people.com.cn/n1/2016/0428/c241376-28311875.html。 

l-sdg-report-2017--ZN.pdf. 

② 谢锷：《第 7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2017年 9月 26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 

com/video/2017-09/26/c_129712489.htm。 

③  “SG’s Progress Report 2017, Inter-agency Expert Group on SDG Indicators,” https://unstats. 

un.org/sdgs/files/report/2017/secretary-ge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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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或略高，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主要原因是国内产出下降、货币贬值

和不

2015 年，有 160 多万人死于国际上报

告的

区域间，促进和平与正义以及建立有效、负责和包

容性

所表明的实际进展。在这种情况下，2030 年

议程

就

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确立为主要目的之一。目前，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所开

重要作用。二是维持和

平。

减少再次陷入冲突的风险，并为建设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四是打击恐怖

主义

安全等因素。在空气污染方面，室内空气和环境空气污染是最严重的环境健康

风险。在水安全方面，全球超过 20 亿人生活在用水极度紧张的国家，其定义为抽

取的淡水总量占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的 25%以上。北非和西亚的用水紧张程度超

过 60%，这些国家未来很可能非常缺水。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全球继续变暖，全球平均温度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约

1.1℃，创下了新的升温纪录。从 1990 年到

自然灾害。在海洋生态和陆地安全方面，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洋酸化、过度捕

捞和海洋污染已经造成了不利影响且日益严重，正在危及近来保护世界部分海洋地

区所取得的成果。在陆地生态系统安全方面，保护和可持续地使用地球陆地物种和

生态系统的进展情况不平衡。土地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偷猎和贩运野

生生物的趋势仍然令人担忧。 

在社会安全方面，近年来，暴力冲突有所增加，一些高强度武装冲突正在造成

大量平民伤亡。在区域内部和各

机构的进展情况仍然不平衡。 

如上所述，可以发现联合国 2017 年所发布的进展报告仍不乐观。其中，部分

数据相对陈旧，因此，很难确认报告

的执行进程需要进一步加速，推动相关治理框架成型，并及时发挥效用。 

（一）联合国安全治理的现状 

众所周知，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5 年，联合国成立后

展的活动主要涉及预防冲突、调解冲突、维持和平以及创造相应的和平环境等

方面，其主要机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① 

具体而言，联合国的安全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预防性外交和

调解。联合国通过外交手段、斡旋及调解在冲突预防中发挥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国际社会用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有效手段。自

1948 年以来，联合国共采取了 71 项维和行动。三是建设和平。帮助国家走出冲突，

。在联合国系统框架内，已有 18 份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文书，这些文书各自

                                                              

① 张贵洪：《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5 期，第

103-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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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具体的恐怖主义活动。五是裁军。在裁军事务厅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及其他

机构致力于推进裁军以及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

传统武器的不扩散。① 

然而，联合国在不同治理框架内的安全议题零散，呈现相互交织的特质，以上

所提到的机制已经无法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复杂的综合性安全困境，特别是安全议题

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非常复杂。② 以水资源冲突为例，水资源紧张的上升导致粮

食不安全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又给海平面上升地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③ 虽然这些

相互

也就是说，对人进行保护和赋权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同时，“人的安全”

并不

持续发展架构的整合变得十分迫切。 

                                                             

作用一直都存在，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作用，这些不安全因素将不断渐进。④ 可

以说，单单研究一两个因素对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其结果是很难形成一幅完整的画

面。⑤ 

因此，通过以“人的安全”为理念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核心，推动全

球安全治理的整合转型，能够促进国际安全状况的提升和各个国家的发展。⑥ “人

的安全”有利于国际社会应对多重安全威胁。“人的安全”要求扩展对“安全”的

理解，

要求对国家使用武力，而是旨在通过以人为本、综合的、适合具体情况以及预

防性的战略实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安全愿景。“人的安全”是维护由联合国提

出的可持续和平的重要理念工具。 

此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安全议题具有指标和数据跟踪的机制，抑

制了“人的安全”理念的泛化，并充实了其内涵。因此，这一议程也拥有充当重要

的安全治理框架的制度空间。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

后，联合国系统内安全治理架构与可

 

① 李东燕：《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4 期，

第 4-22 页。 

② Christopher Daase and Cornelius Friesendorf,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Problem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③  李志斐：《水问题与国际关系：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3 年第

2 期，第 108-118 页。 

④ 关于跨国网络化治理的研究，参见 Deborah Avant and Oliver Westerwinter, eds., The New 

Power Politics: Networks an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参见 Ramesh Thakur,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 and Security: from Collective Security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⑥ Caroline Thomas,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Exploring the 

Link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2 (April 2001), pp. 15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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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国“人的安全”治理体系的建构 

虽然全球安全治理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其治理架构依旧零散。① 从建构综合性

安全治理框架角度来看，“人的安全”所囊括的安全议题类型多样，是全球非传统

安全相关机制建设的重要视角与范式。② 在这种综合性视角下，建构安全治理机制

还应

将通过整合目前相对分散的机构，把建立和平、维持和

平与

国政府或一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威胁。通过深入的以人为本的方式，分析全

球各

                                                             

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联合国整合相关安全机构与机制的工作。联合国相关的和平与安全

的部门职能分散、功能混乱。目前，这一问题也已经引起联合国系统内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已经向会员国发布了关于重组秘书处和平与安全支柱的建议，强调实现可持

续和平的重点是预防冲突，

建设和平连成一体，进行系统整合。具体而言，联合国的改革方向包括性别平

等、发展系统改革、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联合国内部管理、反恐事务等一系列改

革内容。不仅如此，相关改革也涉及其内部发展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

联合国正针对优化全球维和与反恐体系构建、消除机构内性别歧视等方面做出努

力，改革自身发展系统以协助会员国努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

行。联合国承诺将继续推进多层面、全方位的改革，其后续进展应得到充分关注与

落实。③ 

第二，强调国际层面与国家层面的需求和能力相互协调。全球安全政策制定应

考虑到问题领域的复合性质，避免负面的溢出效应，尤其要统筹规划。④ 因此，联

合国对各方进行协调的工作就变得十分重要。近年来的各种危机使国际社会更加关

注任何一

地区面临的各种挑战并进行通报成为安全治理的第一步，这也在 2030 年议程

的设计中得到突出体现。“人的安全”治理突出根源入手，强调受影响本地社区的

积极参与，加强次国家行为体（如城市）的治理主体角色，并且确保将最弱势人群

所面临的威胁纳入国家战略计划和政策之中。这些都需要联合国在其中发挥广泛的

 

①  Emil J. Kirchner and James Sperling, eds.,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Compet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② 崔顺姬、余潇枫：《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年第 1 期，第 84-96 页。 

③ 朱旌、汪璐：《古特雷斯秘书长致信会员国  将继续推动联合国改革》，2017 年 5 月 6

日，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705/06/t20170506_22587285.shtml。  

④ Michael J. Matheson, “United Nations Governance of Postconflic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5, No. 1 (January 2001), pp.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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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作用。因此，在一系列国家的具体政策中，推动形成“人的安全”治理，以便

为编制战略文件、进一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缓解安全困境，建立起基于合作、和

解与和谐的新型安全关系。①  

第三，建构广泛“人的安全”伙伴关系，促进相关技术实体、市民社会网

络、区域组织和私营部门等行为体的参与。② 这也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

标 17 的内容。作为一个广泛、灵活的概念，“人的安全”提供了一个突出因地

制宜的政策框架，有助于吸引各类行为体参与全球各个层次安全风险的应对措

施。由

加强对全球安全的科学评估分析，特别是对安全领域的相互关联

性、

于 2030 年议程的推动和后续落实工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强调“人

的安全”或“以人为本”在制定国际政策和方案时的重要性。因此，联合国，各

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需要加强相互之

间的合作，建构广泛的可持续安全政策共同体，就此将 2030 年议程不断内化和

落实下来。③  

第四，建立应对各种威胁和风险的“人的安全”治理方式。目前存在多种政

策体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危机管理、环境保护、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政策

制定之中。联合国各机构的知识分享在应对广泛的、共有威胁时具有突出作用，

因此，联合国应

跨部门影响的分析评估。这种分析改进并增加了国家之间和国内关于各种风

险和脆弱性的程度、趋势和分布情况的信息。④ 这些政策体系制定了不同阶段的

发展战略，并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其工作进程中。可以采取的综合应对

措施包括改进预警系统，建立复原能力更强的应对机制，制定更符合实地民众具

体需要和脆弱程度的适应战略。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有助于减少灾害造成的人

身、经济和社会成本。⑤ 

                                                              

① 李东燕：《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4 期，第

40-54 页。 

mann, ed., New Threats and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

Call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

ol. 21, No. 4 (January 2009), pp. 585-602. 

② Elke Krahmann, “From State to Non-State Actors: The Emergenc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 Elke Krah

millan, 2005, pp. 3-5. 

③ 董亮：《欧盟在巴黎气候进程中的领导力：局限性与不确定性》，载《欧洲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74-93 页。 

④   Janos J. Bogardi, et al., “Water Security for a Planet under Pressure: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World 

ainability, Vol. 4, No. 1 (February 2012), pp. 35-43. 

⑤  Maria Julia Trombett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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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增加联合国“人的安全”基金的来源渠道，扩大资助的项目范围。由

“人的安全”信托基金资助的项目已促成了一些多利益攸关方合作，成为“人的

安全”的重要机制。一些项目配合各国政府解决当地的安全问题，支持最弱势社

区和

决策的重要战略机遇。此外，联合国之外的制度

建构

安全议题的相互交织，如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问题等挑战，是可

持续安全产生的动因和治理的目标 全”作为一种针对全球综合安全

所提出的观念和范式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于全球性问

题采

合国为核心的“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有效调动全球各类资源，不懈推进

       

民众确保“人的安全”。整体而言，这些项目以增强能力建设为突出特点。

在资金上，支撑综合安全治理无疑是建构治理体系的重要步骤。目前，“人的安

全”信托基金仅依靠希腊、日本、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泰国等政府的捐助，资

金来源十分匮乏。这一基金虽已经对 85 个国家超过 200 个项目提供了资助，但

其全球影响力依然比较有限。① 

总之，在国际、区域、国家及地区各层面上，借助 2030 年议程的窗口期，推

动以“人的安全”为方向的安全治理架构，有助于补充全球安全制度设计与治理体

系，并且也是启动相关战略规划和

的迫切性也十分突出，如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内，如何推动“人的安全”

与可持续发展，也将影响未来治理的进展与有效性。 

 

五  结语 
 

。②“人的安

取可持续和预防性处置的手段和策略，而非仅仅处理其外在表现和控制危机

的发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巴黎协定》所建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也成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治理机制与政策执行平台。③ 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是当前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因此，

各国应将落实议程与执行本国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平衡推进经济、社会、环境三

大领域的工作，积极应对各类安全挑战，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形成以联

                                                       

① 联合国：《人的安全：适用人的安全应对方法》，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 

issue

Poorly Done and Poor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 

Affa

会》，载《外交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135-

s/humansecurity/applyingapproach.shtml。 

② Craig N. Murphy, “Global Governance: 

irs, Vol. 76, No. 4 (December 2000) , pp. 789-804. 

③ 董亮：《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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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议程也面临一些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如美国

特朗

排等领域

来促

编辑:齐琳】 

 

                                     

议程的全球落实进程。① 

可以说，“人的安全”治理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一步整合仍显得十分

重要。在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建构综合性“人的安全”治理机制有助于使国际

机制在应对安全压力方面得到缓解，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并且有助于全球可持续

性发展。当前，2030 年可

普政府在 2017 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② 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和平的建构

可以尝试推动国际安全机制的改革，并进一步倡导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应对人类经

济、社会与环境问题，促进国际安全状况的提升和各个国家的发展。③ 

总之，面对兼顾人的安全与发展的二元关系时，多边主义仍是 2030 年议程下

人的安全治理的重要形式。④ 同时，联合国系统摆脱碎片化治理，也成为整合当前

治理体系的重要动力。⑤ 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系统

中，争取“人的安全”需要通过经济合作、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及减

进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不断建构未来以联合

国为主导的“人的安全”治理体系，其重要性仍十分迫切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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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military’s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has shifted from laying equal stress on 
both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o focusing mainly on adaptation. These changes are 
not only based on realistic calculations of security interests by the US military, but 
also result from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reconciliations among US policy-makers. 
In the futu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US military’s climate policy process will 
continue. Nevertheless, whether the US military’s climate policy will 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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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wark against threats to China’s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a reserve base of strategic 
resources, where resource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converge. A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repository of freshwater,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subject to a series of 
changes. Climate change is accelerating glacier ablation and bring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annual runoff and seasonal flow of trans-boundary rivers, which gives rise to 
more instabi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at may exacerbate regional 
water scarcity and cause more flood disasters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improved 
water governanc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ll generate a chai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effects. It will not only affect hydropower development plan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ountries in the highlands and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geopolitical 
bargains, but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overseas hydropower investment 
and pu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13th five-year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under mor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Subjected to climate change,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becom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over one billion people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proa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part in safeguarding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echnically speaking,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consistent tracking research o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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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framework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glacier ablation,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Author] LI Zhifei, Ph.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Human Secur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4 

DONG Liang 

[Abstract]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new plan for global 

  · 157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development, aims to foster peaceful, just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which are free 
from fear and violence. The core of the Agenda consists in eliminating global 
poverty and promot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Agenda covers a variety of 
issues from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to urgent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The 
Agenda’s conceptual core embodies human security advoc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curity emphasizes the correlations of various threats and 
considers human secur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as the same thing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governance concept calls for extensive use of the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t roles played by actor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t loc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o as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network of 
governance with the engagement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This framework 
encompasses important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ranging from 
food security, climate security,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to 
anti-terrorism and unlawful immigration. Among these,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the North-South disparity are the primary causes that impe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of the above-mentioned security agendas demonstrate 
the relevance of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goals. 
Therefore, a holistic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construct a huma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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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yered governance system with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so that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peace across the world advocated by the UN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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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so as to prevail in the future major-power rivalry. Given 
that Trump’s grand strategy, obviously contrary to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nherent defects and may generate many uncertain 
effects,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subject to its direc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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