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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指标与实践
Theory, Indicator, and Practice of 2030 SDGs

摘要    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 17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和 169 项具体

目标，同时制定了 232 项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间以及指标之间相互关联，

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杂系统。文章用 51 个指标和中国的时序列数据，对相应的 108 个目标构成的关联网

络进行定量化评价。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识别出 17 个关键目标和 17 项核心指标。17 个核心指

标可以解释 51 项指标 95% 以上的信息量。用此方法构建的核心指标既可大幅减少统计工作量，又可以达到全

面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目的。建议在实施《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的初级阶段将 17 个

关键目标列为优先领域，重点突破。同时，通过强化相关目标的正协同效应和防范规避负协同效应，全面提

升该落实方案的实施效果。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指标，可持续发展综合决

策，社会网络分析，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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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 议程》），确立了17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以下简称“SDGs”）和 169

项具体目标（以下简称“二级目标”）。2016 年中国发

布了《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以下简称《落实方案》）[1]。同时，国家建立了“部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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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合作。

SDGs 囊括 17个发展领域，涵盖了社会、经济、环境

三大支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目标体系。从系统科学的

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促进另一个目标的

实现，亦可能成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制约，这种相互关系

构成了一个目标的关联系统。例如，实现目标 4.4“提高

青年人和成年人掌握技术和职业技能的比例”，将促进

实现目标 8.5“充分就业和有体面的工作”，产生正的协

同效应。又如，实现目标 1“消除贫困”、目标 6“全民

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公共环境卫生”等可能导致总体消费

水平提高，从而影响实现目标 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

式”，产生潜在的负的协同效应。对于这样一个相互促

进、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决策

是必然选择。

联合国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工作的跨部

门专家组（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 lopmen t  Goa l  Ind ica to r s，以下简称“ IAEG-

SDGs”），于 2017 年公布了 SDGs 官方指标体系，包

括 232 项指标，用于监测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

程[2]。其中有 82 项指标有明确的定义、标准的统计方法

和相应的统计数据（I 类），61 项指标有明确的定义和

标准的统计方法，但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II 类），另

外 84 项指标或者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者没有建立标准

的统计方法（III 类）[3]。这使得联合国官方的 SDGs 指标

数据库所包括的指标数和目标数非常有限。其中目标数

为 106 个，指标数为 141个[4]。指标和数据严重不足的现

状将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的有效监测。

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和指标

体系，要保障《落实方案》之间不发生矛盾冲突、长此

削彼，同时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得到全面监

测，有效发挥“部际协调机制”的综合决策职能，就必

须全面掌握各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协同效应，趋利避

害，实现系统的全面、均衡发展。此外，通过科学的方

法抓住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系统的结构特点，找出关

键目标和指标，突出重点，利用有限的资源有效地解决

系统的整体问题。

本文在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进行定量

化、构建目标的关联系统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解析关联系统的结构，找出系统中起枢纽作用的关键目

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核心指标。此

外，对关键目标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

了政策相关性。本文为实践跨部门综合决策机制提供科

学依据，为确立优先重点领域和科学、有效的监测提供

指南，为各部门的政策决策者和各级政府的政策实践者

提供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

1 研究现状和差距

1.1 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现状

在确立《2030 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确定

相应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贯穿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关

联性问题的重视。例如《2030 议程》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一个“综合、不可分割”的体系，其中目标 17.14 明

确提出要“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之间的一致性”。IAEG-

SDGs 在确定官方指标的多轮磋商中讨论过各目标之间的

潜在关联关系。此外，其下设立了一个针对关联性问题的

专门工作组，指导指标统计和综合分析的有关工作[5]。

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确立的时间背景相对短

暂，目前该领域既存的文献和资料非常有限。具有代表

性的参考的文献包括“国政府间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开工

作组”提出的 19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领域之间的关联

矩阵[6]。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统

筹”框架[7]。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用−3（表示目标

相互抵消）到+3（表示两个目标不可分割）7 个等级来

描述目标间的关联关系[8]。该方法得到国际科学委员会

（ICSU）的应用[9]。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局根据ICSU评

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10]构建了 SDGs 和二级目标之间

的关联网络[11]。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对总体目标 6“清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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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生”以及 8 个二级目标同其他目标的关联关系进行

了细致研究，构建了其关联网络[12]。

应注意 4 点知识上存在的差距：① 多数文献对目标

之间关联性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定性描述，没有定量化的

分析。② 关联性的研究范围停留在总体目标之间或总

体目标和二级目标之间，二级目标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较

少。③ 大多数文献都是对目标关联性的一般研究，没有

具体到国家或区域层次的案例分析。④ 几乎所有文献都

着重探讨如何确定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没有更进一步

分析目标关联系统的结构。

针对既存文献的差距，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

提出了一套研究目标关联系统的定量化研究方法。通过确

定二级目标的相应指标，收集时序列数据，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 9 个亚洲国家的目标关联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此

外，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对各国目标关联系统的结构进行分

析，找出起枢纽作用的二级目标[13]。此外，IGES 还开发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系统的可视化互联网工具”[14]。

1.2 社会网络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

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容和环境的可持续

性将面临巨大挑战 [15]。其中，目标的复杂性和相关性

是 SDGs 最显著的特点，其指标的测量工作也是一项系统

工程[16-18]。研究表明，169 项二级目标中 54% 需要进一步

强化，17% 应当废除[19]。因此，分析指标体系的结构特

点及选取关键指标对于政策优化尤为重要。

针对指标体系结构特点的分析，许多学者应用专家打

分、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等方法[20,21]，虽能筛选出较为重

要的指标，但缺乏对指标之间关系的解释。社会网络分析

（SNA）逐步显现其优势，不仅能理清指标间的作用关系，

还能通过中心度等指标对关键指标进行识别及逐级提取[22]。

SNA 最早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23,24]，近年被广泛

应用于社交、能源、经济、环境和医学等领域[25-29]。其本

质是通过图论来描述网络结构的特征，从而找出关键节

点[30]。目前，已有学者运用 SNA 对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关

键指标选取进行研究[31,32]。本文的研究中，SNA 为有效

识别目标间相互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

针对关键指标的选取，朱启贵 [ 3 3 ]在《可持续发

展评估》中提到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分析法

（PCA）。前者对指标赋权过于主观，后者则较为客

观。PCA于1933年首次提出[34]，通过降维把多指标转化

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同时使原指标的大部

分信息得到反映。随后不少学者运用PCA对国家和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价，均

取得较好结果[35-38]。

综上所述，本文在IGES的研究方法、中国实例分析的

基础上，选择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指标的

提取，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目标和核心指标，

科学指导如何确定优先重点领域和进行有效的全面监测。

2 研究方法

IGES既存的研究方法、国家层次的实例分析（详见

其研究报告[13]），以及本文增加的确定核心指标的研究

框架见图1。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本研究包括 108 个二级目

图 1     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

参照SDSN的100
个SDGs指标

相应指标时序列
数据的相关分析

用社会网络分析
的方法分析目标
关联系统的结构

其他替
代指标

主成分分析

IGES既存的研究成果

确定SDGs二级目
标相应的指标体系确定S D G s 1 6 9个二

级目标中每对目标之
间的因果关系，用
（0,1）表示。0表示
没有因果关系，1表
示有因果关系。

收集中国相应指标的时序
列数据（2001—2014年）

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定量化关联系统

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定量化
关联系统的可视化互联网工具

综合决策的
政策建议

确定SDGs目标关联
系统中的关键目标

确定SDGs目标关联
系统中的核心指标

与108个SDGs二级目标对应
的51项指标的时序列数据

对108个SDGs二级目标中每
对目标其因果关系被确定为
1的，进一步定量化

联合国相关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有关数据库

大量文
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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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利用 51 个指标对 108 个目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定量

评估，构建关联网络系统。51 个指标即为 51 个变量，

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所研究问题的某些信息，由于指标

之间有一定相关性，因此统计数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

度上有重叠。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太多会增加计算

量和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寻求一种方法，使

得利用较少的变量获得绝大部分信息，从而简化统计工

作，为决策提供更有效的信息。

本文首先通过 SNA 对目标的关联系统进行结构分

析，识别出关键目标，减少观测目标的数量。网络中节

点的度定义为与该节点相连接的节点数，一个节点的度

越大，在网络中的联系作用越大。节点的中心性是测量

节点处于网络中心的程度[39]。本文构建的目标关联网络

系统中，每一个二级目标被称为一个节点，节点之间的

因果关系定义为有方向的边，通过计算网络各节点的加

权入度（由其他节点指向该节点的数目）、加权出度

（由该节点指向其他节点的数目）、加权度（加权入度

和加权出度的总和）、亲密度中心性、中介度中心性和

特征向量中心性等指标，通过节点对各项评价指标的排

序，筛选出对整体网络影响较大的目标子集和对应的指

标子集。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进一步运用 PCA，通过降维，

把 51 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PCA 通过线性变

换把数据变换到新的坐标系统中，将所有数据投影得到

最大方差（方差越大，表示包含的信息越多）的坐标作

为第一坐标，其原始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称为第一主成

分；投影后得到第二大方差的坐标作为第二坐标，得到

第二主成分，依次类推。这样既能保证降维，又能保持

新的数据集的方差贡献率（特征值①）最大[40]。通过对主

成分的重点分析，可以达到对原始变量分析的目的。计

算步骤：①  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无量

纲化；②  求标准化数据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③  求相关

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确定主成分；④  提取主成分个数；

⑤  分析各主成分构成。

结合 SNA 和 PCA 的分析结果，将 SNA 识别出的关键

目标和对应的指标子集对 PCA 提取出的主成分进行线性

回归，利用方差贡献率来衡量这个指标子集对各主成分的

解释程度，以评价此指标子集对指标全集的解释程度。解

释程度低于 95%（主观预设的阈值）时，再从指标全集中

选择另外的指标，不断增加指标，再进行回归计算；以此

类推，直到获得一个解释程度超过 95% 的最小指标集，

最终达到对指标进行筛选、识别、优化的目的[41]。

3 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目标和核
心指标集

3.1 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联系统的关键目标分析结果

3.1.1 关键目标的识别

通过 SNA 筛选出对网络系统影响较大的关键二级

目标，共 17 个（表 1）。由于有些目标使用同一个指标

（如目标 2.3 和 2.4 都使用指标 6 等），对应的指标子集

有 14 个指标。

3.1.2 指标子集的优化（PCA）

通过  PCA 对  51 个指标全集进行主成分分析，运

用 SPSS 软件进行测算，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 3 个主

成分，结果如表  2 所示。各主成分对指标全集的方差

贡献率分别为：第  1 主成分（82.96%），第 2 主成分

（8.84%），第 3 主成分（3.63%），其累计方差贡献率

为 95.43%。

将 3.1.1 节中识别出的 14 个指标（表 2 中带*的指

标）对 3 个主成分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可以得出 14 个

指标对原始 51 个指标的解释度为 93.25%（未达到预设

的 95%）。因此，根据主成分中各指标的重要性（权重

系数绝对值）排序，选择指标 25 加入得到新的指标子

集，测算出对原始指标的解释程度为 94.67%；继续添加

① 主成分分析法中某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是指：此主成分的特征值 / 所有成分特征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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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简称 主成分1 主成分2 主成分3

26* 用电人口比例 0.025 0.007 −0.009

27 单位GDP一次能源使用量 −0.023 0.029 −0.167

28 人均国民总收入 0.024 −0.023 −0.015

29* 青年未就业或未在教育或未在接受培训的比例 0.013 −0.171 0.070

31* 道路铺设的比例 0.024 −0.043 0.008

32 100人中移动电话注册数 0.024 −0.025 −0.030

33 制造业附加值占GDP的比例 −0.013 0.182 0.004

34* 温室气体排放量 0.024 0.001 −0.047

35 百万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 0.020 0.080 0.057

36 基尼指数 0.007 0.162 −0.120

37 全球粮食安全指数 −0.021 0.037 0.060

38* 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消耗量 −0.022 −0.082 −0.014

39 各国温室气体减排努力度的评价 − − −

40 单位能源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0.020 0.120 −0.071

41* 受保护陆地和海洋区域的比例 0.025 −0.003 −0.022

42 可持续渔业捕获指数 0.025 −0.003 −0.021

43 森林占陆地面积的比例 0.024 0.036 −0.038

44 受保护陆地区域的比例 0.025 −0.003 −0.021

45 10万人中故意杀人率 −0.024 −0.036 −0.028

46 1000人中的难民数量 0.018 0.147 −0.098

47 政府腐败指数 −0.024 −0.021 0.008

48* 获得的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0.024 −0.036 −0.033

49 各种教育的完成指数 0.024 0.016 −0.015

50* 使用公共基础设施指数 0.024 −0.020 −0.003

51 获得基本城市服务的指数 0.025 0.008 −0.016

表 1    SNA 识别出的关键目标及其对应的指标

关键目标 目标名称 指标 指标编号
1.2 国家贫困人口减半 低于国家贫穷线的人口比例 2

1.b 制定政策，调动资源，消除贫困 获得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48

2.3 农业生产力翻倍 粮食生产指数 6

2.4 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 粮食生产指数 6

4.1 全民享受免费、公平和优质的小学、初中教育 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 18

6.1 全民获得安全饮用水 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 23

6.2 全民享有公共卫生 获得公共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比例 24

6.6 保护和恢复与水生态系统 受保护陆地和海洋区域的比例 41

6.a 在水和公共卫生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获得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48

7.1 全民使用现代化的能源 用电人口比例 26

8.6 改善青年就业 青年未就业，或未在教育状态，或未在接受任何培训的比例 29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使用公共基础设施指数 50

9.4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采用清洁环保技术，工业改良 温室气体排放量 34

10.2 增强所有人社会、经济和政治参与 女性在国会中的比例 22

10.b 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获得的净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48

11.2 全民享有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 道路铺设的比例 31

12.4 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无害环境管理 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消耗量 38

② 回归系数：指各指标对 3 个主成分进行回归的权重系数。

指标 指标简称 主成分1 主成分2 主成分3

1 每天收入低于1.90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比例 −0.024 −0.035 0.076

2* 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比例 −0.024 −0.022 0.013

3 最严重的十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0.005 0.086 0.434

4 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 −0.024 0.060 0.016

5 5岁以下儿童消瘦率 −0.020 0.102 0.174

6* 粮食生产指数 0.025 −0.013 0.002

7 孕产妇死亡率 −0.025 0.000 0.001

8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0.024 −0.043 0.009

9 12—23个月儿童接受麻疹疫苗的比例 0.023 0.029 0.130

10 疟疾发病率 −0.020 0.088 −0.126

11 70岁之前因非传染性疾病导致过早死亡的比例 −0.025 −0.007 0.018

12 道路交通死亡率 −0.025 −0.004 0.019

13 医疗健康方面的政府支出 0.024 −0.003 0.093

14 避孕普及率 0.014 −0.019 0.422

15 15岁以上男性抽烟率 −0.025 −0.010 0.029

16 学前教育入学率 0.024 −0.048 −0.068

17 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 0.019 0.126 0.118

18* 完成初中教育的比例 0.024 0.006 −0.019

19 高等教育入学率 0.024 0.015 −0.058

20 对妇女的性暴力 0.024 −0.039 −0.048

21 20—24岁妇女中18岁以前结婚的比例 0.023 −0.064 −0.084

22* 女性在国会中的比例 0.014 −0.155 0.075

23* 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 0.025 0.014 −0.013

24* 获得公共卫生设施服务的人口比例 0.025 0.003 −0.020

25 可再生水资源的取水率 0.025 −0.002 −0.021

表 2     三大主成分对51个指标的回归系数②

注：带 * 的为与识别出的 17 个关键目标相应的 14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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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依次选择指标 33 和指标 3③，最终得到对原始指标

的解释程度超过 95% 的最小指标子集作为核心指标集，

即{14 项指标，25，33，3}。在各阶段形成的指标子集对

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的对比情况（图 2）。

3.2 中国可持续发展关键目标的协同效益分析

在 3.1.1 节中通过 SNA 的分析方法筛选出 17 个关键的

二级目标。17 个关键目标同其他目标的正（绿色）、负

（红色）协同效应对照表参见图 3。17 个关键目标同包括

其自身在内的 101 个具体目标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

中国政府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初级阶段，可将

这 17 个关键二级目标设定为优先领域，集中财力、物

力重点实现这些领域的改善。表 3 是对 17 个关键目标协

同效益的粗略分析，总结了每一个关键目标的正、负协

同效应比例，主要同哪些 SDGs 领域相互促进或相互制

约。例如 17 个关键目标中大多数与目标 2“消除饥饿”

相关，其中目标 1.2，2.3，2.4，4.1，6.1，6.2，6.6，

7.1，9.1，10.2 和 12.4 与目标 2 产生正的协同效应，而目

标 1.b，6.a，8.6 和 10.b 则与目标 2 产生负的协同效应。

在“部际协调机制”进行综合决策时，可参照图 3 和表

3，利用共赢的思想强化17个关键目标和其他目标领域产

生相互促进的交叉领域；同时采取规避和防范的措施，

有的放矢地重点解决相互制约的交叉领域，做到突出重

点、科学地分类实施。

累
积
方
差
贡
献
率

82
.9

6%

91
.8

0% 95
.4

3%

96
.9

5%

93
.2

5%

94
.6

7%

94
.6

8%

95
.0

0%

主成分1与{14个指标} 主成分2与{14个指标，
指标25}

主成分3与{14个指标，
指标25,指标33}

主成分4与{14个指标,
指标25,指标33,指标3}

主成分系列 指标集系列

图 2    各指标子集与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对比

③ 选择指标 33 和指标 3 的原因为：主成分分析理论中，提取出的不同主成分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为使指标涵盖范围更全面，则分别从 3
个主成分中按照权重绝对值大小依次提取所需添加的指标。

表 3    17 个关键目标的协同效益分析

关键
目标

协同效应
总数（个）

正协同
效应（个）

正协同效应
所占比例（%）

负协同
效应（个）

负协同效应
所占比例（%）

产生潜在正协同效应的主要总体目标
（代码）*

产生潜在副协同效应的主要总体目标
（代码）*

1.2 28 23 82 5 18 1，2，3，4，6，7，11 8，10

1.b 31 14 45 17 55 9，15，17 2，3，4，5，6，7，10，11，13

2.3 45 29 64 16 36 2，4，5，6，7，14 1，8，10，11，12，13，15

2.4 37 16 43 21 57 2，4，7，14 1，6，8，11，12，13，15

4.1 38 29 76 9 24 2，3，4，5，6，13，16 1，7，8，10

6.1 51 33 65 18 35 2，4，5，7，8，12，16 1，3，6，9，10，11，13，15，17

6.2 60 40 67 20 33 2，4，12，14 1，3，5，6，8，9，10，11，13，17

6.6 41 25 61 16 39 2，4，7，8，12，14，16 3，6，9，11，13，15，17

6.a 40 13 33 27 68 9，15，17 1，2，3，4，5，6，7，8，10，12，13，15

7.1 47 31 66 16 34 2，4，7，12，13，16 1，6，8，9，10，11

8.6 32 8 25 24 75 3，8，9 2，4，5，7，10，12，16，17

9.1 47 32 68 15 32 2，4，5，7，12，13，14，15，17 1，6，8，9，11

9.4 31 12 39 19 61 3，11，13 4，5，6，7，8，9，12，17

10.2 38 28 74 10 26 1，2，3，4，5，6，7，10，11，16 8，9

10.b 32 14 44 18 56 3，9，15，17 1，2，4，5，6，7，8，11，16

11.2 28 20 71 8 29 6，7，9，12 1，3，5，10

12.4 42 29 69 13 31 2，6，7，14，15 3，8，9，11，12，13

* 总体目标代码：1—减贫；2—消除饥饿；3—健康和福祉；4—教育；5—性别平等；6—饮用水和卫生；7—可持续能源利用；8—就业和经济发展；9—工业和
基础设施；10—社会公平性；11—城市可持续发展；12—可持续生产和消费；13—应对气候变化；14—海洋保护和利用；15—陆地生态系统保护；16—司法和有
效体制；17—实行手段和全球合作 4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决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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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识 别 出 的  1 7  项 核 心 指 标 大 体 上 可 以 分

为 7 类：经济发展（指标 6，33），社会保障（指标 2，

3 和  48），就业（指标  29），教育（指标  18），社

会公平（指标  22），基础设施（指标  23，24，26，

31 和 50），资源环境保护（指标 25，34，38 和 41）。

在经济发展领域，应注重农作物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发展

制造业；在社会保障领域，应关注减贫、防灾减灾救灾

和吸收提高政府开发援助；在就业领域，应提高青年就

业率；在教育领域，应提高初等教育普及率；在社会公

平领域，应提高妇女在全国人大的比例；在基础设施领

域，应提高安全清洁饮用水、环卫设施、电力和硬化道

路的普及率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在资源环境保

护领域，应该保护水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破

坏臭氧层物质的使用以及增加自然保护区面积。

4 结语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性，其对应的

指标之间同样如此。一个指标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其他多

个指标的协同变化。为了降低政策实施成本和提高政策

的有效性，可以着力搞好那些同其他目标领域有着广泛

协同效应的关键领域，如本文筛选出的 17 个关键目标。

通过强化正的协同效应、规避和防范负的协同效应，可

以高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全面提升。而在进行目

标实施进展情况监控时，也无需对所有指标进行追踪，

只需要对核心指标进行监控，即可把握绝大多数指标的

进展情况。

本研究识别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个核心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51 个指标全集的变化。应指出的

是本文的 108 个目标及与其对应的 51 个指标，同联合国

设定的 169 个目标及相应的 232 个指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是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随着指标体系的方法和

统计实施的不断改善，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本文的结

果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

后续研究应着重识别能够改善 17 个关键目标的具体

关键目标 1.2 1.b 2.3 2.4 4.1 6.1 6.2 6.6 6.a 7.1 8.6 9.1 9.4 10.2 10.b 11.2 12.4

目标1 1.1 1.1 1.3 1.1 1.1 1.1 1.3 1.1 1.5 1.1 1.1 1.1

1.3 1.2 1.5 1.2 1.2 1.2 1.b 1.2 1.2 1.2 1.2

1.3 1.3 1.3 1.3 1.3 1.b 1.3

1.5 1.5 1.5 1.5 1.5 1.5

1.b 1.b 1.b 1.b 1.b 1.b

目标2 2.1 2.1 2.1 2.1 2.1 2.1 2.1 2.3 2.4 2.3 2.3 2.3 2.1 2.1 2.3

2.2 2.2 2.4 2.3 2.2 2.2 2.2 2.4 2.4 2.3 2.3 2.4

2.3 2.3 2.3 2.3 2.3

目标3 3.1 3.3 3.1 3.1 3.1 3.d 3.2 3.c 3.9 3.3 3.8 3.6 3.1

3.2 3.8 3.3 3.2 3.2 3.3 3.8 3.c 3.9 3.2

3.3 3.c 3.4 3.3 3.3 3.9 3.d 3.3

3.7 3.d 3.7 3.9 3.4 3.4

3.8 3.c 3.d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3.a 3.a

3.c 3.c

3.d 3.d

目标4 4.1 4.1 4.1 4.2 4.4 4.1 4.1 4.7 4.4 4.a 4.1 4.a 4.a 4.1 4.1

4.2 4.a 4.2 4.5 4.2 4.2 4.a 4.2 4.3 4.5

4.5 4.c 4.4 4.6 4.a 4.a 4.c 4.3 4.5 4.c

4.6 4.6 4.7 4.4 4.6

4.c 4.c 4.a 4.5 4.a

4.6 4.c

4.7

4.a

4.c

目标5 5.1 5.1 5.1 5.2 5.1 5.5 5.1 5.4 5.4 5.1 5.1 5.1

5.3 5.4 5.2 5.4 5.b 5.5 5.5 5.2

5.4 5.5 5.3 5.c 5.3

5.5 5.4 5.4

5.b 5.5 5.5

5.6 5.6

5.b 5.b

5.c 5.c

目标6 6.1 6.1 6.1 6.4 6.1 6.2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2 6.2 6.2 6.5 6.2 6.4 6.4 6.2 6.2 6.4 6.2 6.2 6.2 6.2 6.2

6.5 6.4 6.6 6.5 6.5 6.4 6.4 6.5 6.4 6.4 6.a 6.4 6.6

6.a 6.6 6.a 6.6 6.6 6.5 6.5 6.6 6.5 6.5 6.a

6.a 6.a 6.a 6.6 6.a 6.6 6.6

6.a

目标7 7.1 7.1 7.1 7.3 7.a 7.1 7.1 7.1 7.3 7.1 7.1 7.1 7.1 7.1 7.3 7.1

7.a 7.3 7.3 7.a 7.b 7.3 7.3 7.3 7.3 7.3 7.3

7.b 7.b 7.a 7.a

7.b

目标8 8.5 8.1 8.1 8.6 8.2 8.2 8.4 8.2 8.1 8.3 8.1 8.1 8.1 8.1 8.1

8.2 8.2 8.7 8.4 8.3 8.2 8.5 8.2 8.2 8.3 8.6 8.2

8.3 8.3 8.b 8.4 8.3 8.b 8.3 8.3 8.5 8.3

8.4 8.4 8.4 8.4 8.4 8.6 8.4

8.5 8.5 8.5 8.5 8.5 8.7 8.5

8.6 8.6 8.6 8.6 8.6 8.8 8.7

8.7 8.7 8.7 8.7 8.7 8.b 8.8

8.8 8.8 8.8 8.8 8.8 8.b

8.b 8.b 8.b 8.b 8.b 8.6

目标9 9.a 9.1 9.1 9.1 9.1 9.4 9.1 9.1 9.4 9.1 9.1 9.1 9.1 9.1

9.c 9.4 9.2 9.2 9.5 9.4 9.2 9.a 9.c 9.2 9.2 9.2

9.a 9.4 9.4 9.a 9.5 9.4 9.c 9.a 9.5

9.5 9.a 9.4

9.a 9.2 9.a

9.c 9.c 9.c

目标10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2 10.1 10.1 10.1 10.1 10.1

10.2 10.4 10.3 10.2 10.2 10.2 10.b 10.2 10.2 10.2 10.3 10.2

10.3 10.7 10.4 10.4 10.3 10.3 10.3 10.3 10.3 10.4 10.3

10.4 10.b 10.7 10.3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7 10.2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b 10.b 10.b 10.b 10.b 10.b 10.b 10.b 10.b

目标11 11.1 11.1 11.5 11.5 11.1 11.1 11.5 11.1 11.1 11.6 11.1 11.1 11.2

11.2 11.2 11.2 11.5 11.6 11.5 11.2 11.2 11.2 11.6

11.5 11.5 11.5 11.6 11.5

11.6 11.6

目标12 12.3 12.3 12.3 12.4 12.4 12.5 12.3 12.4 12.3 12.3 12.3 12.3

12.4 12.4 12.4 12.5 12.5 12.a 12.4 12.5 12.4 12.4 12.4 12.5

12.5 12.5 12.5 12.5 12.5

12.a 12.a 12.a 12.a 12.a

目标13 13.2 13.1 13.1 13.3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13.2 13.1

13.2 13.b 13.b 13.b 13.2 13.2 13.2 13.2

13.3 13.3 12.5 13.3 13.3

13.a 13.b 13.3 13.a 13.a

13.b 14.1 13.b 13.b

目标14 14.1 14.1 14.1 14.1 14.3 14.2 14.1

14.4 14.2 14.2 14.2 14.2

14.6 14.7 14.5

14.7 14.7

目标15 15.a 15.3 15.1 15.1 15.1 15.1 15.3 15.a 15.3

15.b 15.2 15.2 15.2 15.b 15.5

15.3 15.3

15.5 15.5

15.7 15.7

15.a 15.a

15.b 15.b

15.c 15.c

目标16 16.6 16.2 16.5 16.5 16.6 16.7 16.1 16.5

16.7 16.6 16.6 16.2

16.7 16.6

16.10 16.7

目标17 17.2 17.16 17.16 17.16 17.2 17.13 17.6 17.6 17.2

17.13 17.6 17.16

17.16 17.16

图 3    17 个关键具体目标同其他目标的正（绿色）、负（红色）协
同效应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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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手段，以及实证研究 17 个指标变化对其他所有指标

变化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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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Strategic Targets and Core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te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SDG Interlinkages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Method 

ZHOU Xin1*    FENG Tiantian2    XU Ming3

（1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Kanagawa 240-0115, Japan;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3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48109, USA）

Abstract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15, set 17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ith 169 targets. 232 indicators were proposed as the global framework for monitoring the progress made in achieving SDGs. 

SDG targe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n indivisible system.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terlinkages 

between SDG targets in China and used 51 indicators and relevant time-series data mapping with 108 SDG targets to quantify the network of 

interlinkages between SDG targets.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e identified 17 strategic targets and 

17 core indicators. The core indicators can explain more than 95% of the variance of 51 indicators. Using core indicators can reduce statistical 

burden while satisfying the needs for SDG monitoring. Based on the dashboard indicating the synerg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17 strategic 

targets and other targets, this paper recommended that China should set 17 strategic targets as priority areas and optimize the use of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by maximizing the synergies and minimizing the trade-offs.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SDG interlinkages, SDG core indicators, SDG integr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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