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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维·德拉瓦尔加
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长

秘书长奥塔维·德拉瓦尔加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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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实施《世界大都市协会2021年至2023年战略行动方案》“积
极倾听，改造都市空间”的首年，同时也是全球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第
二个年头。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处继续推进转型工作，以在当前形势下
更好地满足会员城市的需求。

2021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基于之前的项目，世界大都市协会发起了新
的倡议。世界大都市日活动（10月7日）再次成功举办。年复一年，越来
越多的大都市和利益相关方与世界大都市协会携手合作，围绕大都市
面临的挑战开展交流和反思活动。世界大都市协会与联合国人居署的
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双方围绕大都市韧性议题发起了讨论。

此外，本应于2020底在广州举办的世界大会终于在今年以线上形式举
办。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审视大都市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必须面
对的挑战。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发起了“童眼看大都市”活动，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兴
趣。这项活动面向生活在我们大都市空间的孩子们。我们收到了由生活
在世界各地大都市的儿童绘制的1,200多幅画作，他们在画中表达了自
己对所居住大都市的看法和希冀。这项活动已成为我们领导工作的灵感
来源。

此外，世界大都市协会（作为领导者或合作伙伴）在2021年也参与了
更多受到国际资助的项目，并继续推进相关学习和培训活动。

我们当前的《战略行动方案》指出了4个主要挑战：城市增长、韧性、数
字化干扰和公共合法性。在2020年11月全体大会上，这些挑战被确定
为世界大都市协会的重点工作，2021年的工作情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
确的。



主要工作成果

行动方针3：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内部形成职责分明、

可持续的内部治理文化

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行动方针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

面的全球领导力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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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169
位专家合作

*请参阅会员分布地图了解更多信息

3
个新会员城市

2140 
余人参加由大都市主导或共
同主导的活动

为女性 为女性为男性 为男性

52% 50%48% 50%

三宝垄 巨港 瓜达拉哈拉大都市区

72.7%
的会员城市积极参与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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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我们参与并支持4项政策声明，其中3项具有性别视角

我们积极参加了24项全球性活动* 

《第五届欧洲大都市政府论
坛——宣言》

《U20组织关于实现新冠肺炎
疫情的绿色和公平复苏的声
明》

《向202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高级别政治论坛呈交的联合声
明》

《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5届会议（CSW65）呈交的联
合声明》

*请参阅附录中的国际活动日程表了解更多信息 

 

PORTO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the 12th of November 2021, mayors, leaders and poli9cal representa9ves of the European 
Metropolitan Areas gathered in Porto for the Sixth European Metropolitan Authori9es Forum, 
framed by the objec9ve of “Boos9ng Climate Neutral Metropolitan Areas: Green, smart and resilient” 

Having discussed 

• The opportunity for Metropolitan Areas to be game changers for a sustainable, smart, 
resilient and green recovery 

•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9on for promo9ng a new and more inclusive urban living system 
• The challenges to overcome financial scarcity and address the recovery towards a more 

resilient metropolis 

Recalling that: 

Metropolitan Areas are key drivers of development. As nearly two-thirds of the European popula9on 
live and work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se areas are responsible for genera9ng 67% of the GDP and 
61% of the employment in the EU . They host key economic, employment and cultural ac9vi9es, 1

being true innova9on hubs for research and pilo9ng, thus aVrac9ng further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eople. 

As stated in the COP 26 in Glasgow decarbonisa9on objec9ves set by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and 
the EU's goal to reach climate neutrality by 2050 are not only ambi9ous but also impera9ve. The more 
frequent and extreme weather condi9ons have highlighted that the reduc9on of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extremely urg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fronted our society with new challenges, uncovering contradic9ons 
and vulnerabili9es of tradi9onal urban models.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faced unprecedented levels 
and new form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being on the frontline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and 
on many occasions without the necessary power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new Leipzig Charter , signed in November 2020 during the German Presidency, calls for 2

integrated, place-based approaches, mul9-level governance, par9cipa9on and co-crea9on. Cross-
cubng approaches and broad community collabora9on are at the heart of Metropolitan Areas, being 
the best posi9oned to setup integrated strategies and projects while ensuring that no one is lec 

1 My Region, My Europe, Our Future: Seventh repor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territorial cohesion https://
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sources/docoffic/official/reports/cohesion7/7cr.pdf

 hV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informa9on/publica9ons/brochures/2020/new-leipzig-charter-the- 2

transforma9ve-power-of-ci9es-for-the-common-good

U20 CO-CHAIRS STATEMENT ON GREEN AND JUST RECOVERY FROM COVID-19 
March 9th, 2021

The Italian G20 Presidency has announced that this year’s G20 agenda will focus on “People, Planet, 
Prosperity”1. As we start this G20 cycle, the Co-chairs of the Urban 20 would like to draw the G20’s 
attention to what we, mayors, consider crucial to make this agenda a reality: a COVID-19 recovery 
that is green, just, and local.  

We are at a unique moment in history. As of March 2021,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lready 
claimed millions of lives2 and destroy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jobs worldwide3.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the first year of the “decade of climate action”, that must conclude in 2030 with 50% less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globally, if we are to keep global warming to a safe level for 
humanity4.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ur countries have a dual responsibility: we are best equipped to address 
the health crisis, thanks to our wealth, but as we are also the biggest emitters of carbon emissions, 
we must be at the forefront in tackling the climate emergency. 

So far, G20 countries have cumulatively announced USD 13 trillion in fiscal support and stimulus 
packages and plans to recover from COVID-195. In the year of COP26,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biggest 
public investment since the Marshall Plan is used in a forward-looking, strategic way that not 
only dramatically reduces GHG emissions, but also creates sustainable jobs and improves 
resilience and equity.  

We call on the G 20 to be visionary and determined. Mayors in G20 countries have been on the 
frontlines responding to both the COVID19 and the climate crise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have developed a visionary agenda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support jobs, 
increase resilience,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all our citizens6.  

The most significant test of any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climate action right now is where it is 
directing COVID-19 recovery funding. For that reason, we need COVID-19 recovery plans that are:  

● Green: Currently only 7% of COVID-19 stimulus packages are explicitly directed to green
projects7. That number represents a failure. To ensu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experience a
green and just recovery from COVID-19, we need all recovery fund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n particular, we need to stop financing all forms of fossil-fuels,
inves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create more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that are healthier
for both people and the planet - e.g. ensuring food security for all, minimizing carbon footprint
and ensuring healthy and safe nutrition. Building cities with nature and ensuring those natural
spaces are accessible to all is another key dimension of a green and just recovery. As a form
of global social solidarity, the G20 must also ensure that ODA is structured to e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is requires continuing to meet the 0.7%
of GDP target despite the impact of COVID-19.

● Just:  At a time of mass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hardship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generating jobs is a high 
priority. A ‘green and just recovery’ could create as many as 50 million good, sustainable jobs 
by the end of 2025 across the C40 network and their supply chains, over a third more than a 
traditional, “high-carbon” recovery8. To be just, recovery plans and investments should 
contribute to rebalancing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create more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and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 between 40% and 50%9 

#HLPF2021
#Listen2Cities

Joint Statement to the 2021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ed constituency of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https://www.metropoli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European-Metropolitan-Authorities-Declaration-2021.pdf
https://www.metropoli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U20_Co-Chairs_Statement_on_Green_and_Just_Recovery.original%20%281%29.pdf
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joint_statements_2021.pdf
https://www.metropoli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joint_statement_to_csw65_lr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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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世界大都市日是世界大都市协会与联合国人居署主导
举办的全球性重大活动，旨在推动各方集体行动，建
设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加繁荣的都市。世界大都市
日定于每年10月7日，以纪念《蒙特利尔都市区宣言》
通过。

自2018年以来，世界大都市协会与联合国人居署在“城
市十月（Urban October）”框架下推广世界大都市日，
推动建设更美好的城市未来。

10月1日至12日，在世界各地组织举办超过25项活
动，以纪念世界大都市日。

30多个城市, 都市区、大学和国际组织安排了活
动，以庆祝世界大都市日

大多数活动融入了全球视角，吸引来自全球各地
的组织、地方和都市政府、社会各界和城市思想
家的参与。

为庆祝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世界大都市协会宣传性
别平等，指出性别平等只能通过具备共情力的多层
次治理架构实现。此外，我们鼓励会员城市在新冠肺
炎疫情结束后在“全球健康城市（Cities for Global 
Health）”平台上分享创新和重塑案例，并借机宣传
了部分倡议。

世界大都市日3月8日

领导和支持4项全球活动（其中3项采用性别方法）

https://twitter.com/metropolis_org/status/1368846793195282434
https://www.metropoli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World-Metropolitan-Day-Report-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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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我们成功召开了首次线上世界大会，超过100位都市领导人、代
表和专家参加了22场会议。大会为都市生态系统提供了独特机
会，使大都市能够共同制定可行的战略，了解启发性观点，并讨
论如何实施项目和政策，以长期改造全球城市和都市空间。

2021年，世界大都市协会发起“童眼看大都市”绘画大赛活动，通过都市网络向地
方和地区政府传达儿童画作中呈现的看法、经历和建议。来自超过33个城市的
1200多位5岁到14岁儿童呼吁在城市空间设计过程中考虑儿童的需求。

作品展示了孩子们想象的没有污染和危险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科技和自然让每
个人都获得发展的机会。

“童眼看大都市”绘画大赛

11月25日是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在此期间，世界大都市协会积极宣传，
旨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消除城市空间中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必要性。此外，
《安全和公共空间：制定大都市性别政策》报告也在活动期间得到了推广。

11月25日

https://guangzhou2021.metropolis.org/
https://imaginemetropolis.org/
https://twitter.com/metropolis_org/status/146377364512647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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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34个新视频

我们与会员城市签订了3份协议，与合作伙伴签订了5份协议

城市不平等：为什么多维度方法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安全和公共空间报告：制定都市性别政策
第二阶段

解读你周边的环境——通过儿童的眼睛
观察大都市

为“通过城市项目实现旧城活化”方案拍摄
的28个视频

世界大都市日

都市对话：伊丽莎白·贝尔佩尔（Elisabeth 
Belpaire）- 推动健康的城市规划

都市对话：莫娜·哈布（Mona Harb）- 保护
脆弱环境中的公共用地

36400余名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我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nfNvpC2Y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jztVTQaaQ&list=PLpJBqolaDivJ3q9KCiIEN2LSdUsc__3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OjAmLoM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IMLXwxFiM&list=PLpJBqolaDivJXj5Qr08UzopT0NTPs6S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SXcRzTGjg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ceq9aby_WA&list=PLpJBqolaDivJXj5Qr08UzopT0NTPs6SHp&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Pu1buqU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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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阿比让
阿克拉
亚的斯亚贝巴
安曼
塔那那利佛
巴格达
巴马科
曼谷

巴塞罗那市
北京
柏林
贝鲁特
博帕尔
波哥大
布拉柴维尔
布鲁塞尔

布加勒斯特
布宜诺斯艾利斯
釜山
开罗
卡萨布兰卡
重庆
达喀尔

德里
杜阿拉
德班
加济安泰普
大里昂
大巴黎区
广州

杭州
河内
哈拉雷
哈尔滨
海德拉巴
伊斯坦布尔
雅加达
约翰内斯堡

加德满都
吉隆坡
拉巴斯
拉合尔
利伯维尔
里斯本
马德里
马什哈德

墨西哥城
蒙得维的亚
蒙特利尔
莫斯科
努瓦克肖特
基多
拉巴特
拉马拉

里约热内卢
罗萨里奥
圣萨尔瓦多
圣地亚哥
圣保罗
首尔
上海
泗水

大布里士
台北
德黑兰
蒂华纳
都灵
多伦多
突尼斯市
阿布拉河谷

我们对标了70个都市空间作为参考标准，其中包括了81个
会员城市

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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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13个会员城市参与4个试点项目

参与式民主

本项目着眼于参与式民主，即市民在选
举代表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本项
目尤其注重在市民和社会各界参与、开
放数据、开放政府和政治透明度方面，
将科尔多瓦、蒙特利尔、巴塞罗那和马德
里的参与式民主经验系统化。

评估都市福祉

通过本项目，蒙特利尔、巴塞罗那和布
鲁塞尔正致力于为城市及其合作伙伴
制定通用参考框架，通过客观和主观两
种方式衡量人们的福祉和生活环境的
质量，从而提高城市规划的有效性。

都市绿色基础设施

基于墨西哥城、阿布拉河谷和巴塞罗那
都市区的经验，分享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和实施经验。这也是为提升公众福祉和
都市韧性而提出的自然导向解决方案。

通过城市项目实现旧城活化

基于布鲁塞尔、蒙特利尔、里昂和巴黎
的经验，本项目比较了城市规划工具、公
众咨询和公众参与过程，以及关于各级
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区的财务
安排和治理方法。



L2

12主
要
工
作
成
果

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我们在“城市管理者社区”框架下
就5G技术举行了3场讨论，共计有
250余人* 与 9个会员城市参与

发表了24本新的出版物，其中21本采用性别视角

*估计值

为女性

为男性

35% 65%

新冠肺炎疫情对地方财政的
影响

2020年7月-9月活动报告

城市和地区的应急治理：政策
简报#03

非性别歧视语言手册

2020年4月-6月活动报告

绿色基础设施开发和效益优化 

其中具有性别
针对性

采用性别
视角

38% 62%

https://www.metropolis.org/city-managers-community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8703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8969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8808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066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8813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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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2020年10月-12月活动报告 2020年年度报告

2019年财务报告自然重回都市，造福大众·议题
文件#12·世界大都市协会观测
台项目

性别影响力评估

三年报告：总结

通过城市项目实现旧城活化 城市和地区应急治理：政策简
报#04

城市中和城市间的大自然：都
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172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221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170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094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155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281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328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362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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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2021年1月-4月活动报告

制定都市性别政策——欧洲
地区

制定都市性别政策——非洲
地区

多级治理和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协调

安全和公共空间：制定都市性
别政策第二阶段

制定都市性别政策——拉美
地区

制定都市性别政策——北美
地区

亚洲大都市报告

制定都市性别政策——亚洲
地区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67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80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85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90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57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81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82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02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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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研究中心
正合作开展城市和地区紧急治理倡议（EGI）项目，以分析当前全球健康危机及其复苏进
程对城市和地区造成的影响。2021年，17个会员城市参与了该项目。

启动学习平台，具有技术或政治背景的公共工作人员可在此查阅关于不同都市治理主题的所有培训内容。2021年，我们上传了22种能
力建设产品（4门课程和18场网络研讨会）。

非洲地区都市治理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城市：挑战
与机遇

追求更好的社区生活质量：公园城
市建设方法

城市森林——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前沿理念

https://www.metropolis.org/learning-station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metropolitan-governance-africa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post-pandemic-citie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seeking-better-quality-community-life-park-city-approach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urban-forests-nature-based-solutions-stat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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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从策略性城市化中学习：都市视角下的长期解决
方案

韧性城市

城市不平等的多维度解决方法：思想和愿望

关于旧城活化的地理空间可视化

规划绿色未来：公园城市倡议下的城市规划

城市更新的愿景与挑战 

战略规划和都市治理（第1版）

向危机中的城市学习：都市视角下的脆弱性和韧性

可持续城市更新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learning-tactical-urbanism-metropolitan-perspectives-long-term-solution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resilient-city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multidimensional-approach-urban-inequalities-thoughts-and-aspiration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learning-cities-crises-metropolitan-perspectives-fragility-and-resilience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mapping-green-future-urban-planning-under-park-city-initiative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visions-and-challenges-urban-regeneration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strategic-planning-and-metropolitan-governance-1st-edition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learning-cities-crises-metropolitan-perspectives-fragility-and-resilience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sustainable-urban-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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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跨都市通勤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市民福祉的关键因素

反思都市空间的文化维度

国际化和都市空间

可持续城市流动性 反思都市治理

伊比利亚—美洲地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性
城市规划经验 多元群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交叉反应

消除城市不平等现象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commuting-across-metropolise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sustainable-water-management-key-citizens-wellbeing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culture-dimension-rethink-metropolitan-space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internationalisation-and-metropolitan-spaces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sustainable-urban-mobility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rethinking-metropolitan-governance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ibero-american-experiences-tactical-urban-planning-against-covid-19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intersectional-responses-lgbti-community-facing-covid-19
https://www.metropolis.org/sessions/fighting-urban-ine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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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主持并参与13个全球观测台项目

通过城市可持续发展平台推出423项城市实务，540名城市营造家注
册参与。*

76个会员城市参与64项学习和能力建设活动 *

105个城市在“全球健康城市”平台上提出了700 项倡议。* 

*请参阅会员画像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citiesforglobalheal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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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针3：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内部形成职责分明、可持续的内部治理文化

在线召开1次董事会会议

召开2次内部规划会议

在线召开第1次副主席会议及第1次联合主席会议。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33%
来自于会员城市会费

59%
来自于与会员城市开展
的合作项目
与会员城市签署3项协议

6%
来自于与其他相关方开展的
合作
与合作伙伴签署5项协议

2%
来自于其他

P002 城市管理者社区 3% P013 城市可持续发展交流平台 2%

P003 机构关系 6% P014 政策活动 10%

P004 试点项目 6% P015  社会性别主流化 6%

P005 会员激活 8% P017  学习与能力建设 8%

P010 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大会
和年会

11% P018 战略合作伙伴 0%

P019  法定事务 5%

P011 世界大都市协会媒体 9% P020 行政管理 16%

P012 世界大都市协会观测台项目 6% P021 外部捐助机构赠款 4%

*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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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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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影响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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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世界大都市协会致力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这已经体
现在新制定的《世界大都市协会2021年至2023年战略行动方
案》中。该战略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以吸取每个人的意见
和经验并建立包容性的治理模式，从而为所有人制定创新、有
效的都市解决方案。

性别影响力评估工具通过一系列指标确定社会性别主流化战
略的实施水平，从而确定我们都市区存在的某些性别不平等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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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亚特兰大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
巴塞罗那
巴马科
曼谷
北京
柏林
波哥大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鲁塞尔
开罗
卡萨布兰卡
墨西哥城
德班
伊斯坦布尔

豪登省
大里昂
广州
大曼彻斯特郡
河内
海得拉巴
约翰内斯堡

加德满都
拉巴斯
马德里
马拉喀什
马什哈德
麦德林
蒙得维的亚

蒙特利尔
新德里
新北
努瓦克肖特
阿雷格里港
基多
拉巴特

里约热内卢
罗萨里奥
圣地亚哥
圣萨尔瓦多
圣地亚哥
圣保罗
首尔

上海
深圳
德黑兰
蒂华纳
多伦多
阿布拉河谷
武汉

36%的会员城市积极参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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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启动1个性别研究项目——“安全和公共空间：制定都市性别政策”第
二阶段

1个欧盟委员会项目——流动性与性别方法

16%会员城市的管理者为女性

巴塞罗那
阿达·科洛·巴拉诺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AMB）巴塞罗那
市政府
市长

南丹格朗
艾琳·拉赫米·戴尼
南丹格朗
市长

拉巴特
阿斯玛·拉鲁
拉巴特市政府
拉巴特市市长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57
https://www.metropolis.org/node/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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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墨西哥城
克劳迪娅·谢恩鲍姆
墨西哥城市政府
市长

普埃布拉
克劳迪娅·里维罗·维万科
萨拉戈萨普埃布拉市政府
市长

瓜亚基尔
辛西娅·维泰里
瓜亚基尔市政府
市长

任抹
斐达·塔利布博士
任抹地方政府
代理

马拉喀什
法蒂玛·扎赫拉·曼苏里
马拉喀什市政府
市长

努瓦克肖特
法蒂穆图·阿卜杜勒·马利克
努瓦克肖特地区委员会
主席

加济安泰普
法特玛·沙欣
加济安泰普市政府，土耳其自治市
联盟
市长

海得拉巴
加德瓦尔·维杰雅拉克希米
大海得拉巴市市政委员会
市长

塔那那利佛
拉劳·拉瓦洛马纳纳
塔那那利佛市政府
市长

南京
韩立明
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长

台中
卢秀燕
台中市政府
市长

约翰内斯堡
穆珀·帕拉斯
约翰内斯堡市
行政市长

蒙得维的亚
卡罗莱纳·科斯
蒙得维的亚市
管理者

利伯维尔
克里斯汀·姆巴·恩杜杜梅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非洲
区/非洲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CGLUA），利伯维尔市政厅
市长

波哥大
克劳迪娅·洛佩兹·埃尔南德斯
波哥大市市长办公室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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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突尼斯市
沙特·本·阿卜杜勒·拉希姆
突尼斯市政府
市长

科伦坡
罗西·塞纳纳亚克
科伦坡市政委员会
市长

索非亚
约丹卡·范达科娃
索菲亚市政府
市长

马累
希发·穆罕默德
马累市政委员会
市长

玛丽安娜·弗洛雷斯 
墨西哥城

芭芭拉·贝宁格
柏林

女性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内部治理架构中占31%

2/5
五分之二的地区秘书长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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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开展的活动中，40%采用性别方法

11个内部项目利用了性别协作

举办4次关于性别工具的内部培训及7个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内部工具

在27个协议中，14个包含性别平等条款

P001 世界大都市协会城市创新

世界大都市协会活动的性别主流化
标准

P010 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大会和
年会

包容性沟通的内部手册

P003 机构关系

性别战略工具

P011 世界大都市协会媒体

性别战略工具（精简版报告）

P009 亚太地区会员城市激活 P012 世界大都市协会观测台项目

P020 行政管理

P021 外部捐助机构赠款

P013 城市可持续发展交流平台

语言和性别手册（西班牙语版，精简
版报告）

通过性别方法跟进各个项目阶段

P014 政策活动

语言和性别手册（法语版，精简版
报告）

P019 法定事务

为社会性别主流
化方法

具有性别针
对性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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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成果

性
别

影
响

力
评

估

在《2020年性别影响力评估（GIA）》文件中，世界大都市协会决定更明确
地将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纳入其工作流程、活动和工作成果中。

通过将性别影响力评估指标与2018年到2021年期间社会性别主流化目标
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采用性别视角的出版物数量出现显著的增长，从4份增
长至21份（GIA6）。此外，如果我们关注内部治理，我们可以观察到与性别
协作结构相关的项目数量略有增加（GIA7）；内部培训次数成倍增长，从2
次增长至4次（GIA8）；包含性别条款的协议的数量增加了两倍（GIA9），到
2021年达到了14项。

同样，对于性别针对性活动的相关指标，我们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两种实
际比较结果。一方面，部分指标的数值维持不变或略有提高，例如发起的性

别运动的数量（GIA4）或参与这些活动的女性专家的数量（GIA2）。另一方
面，其他指标的数值大幅下降，尤其是性别讨论活动的数量（GIA1）或保持
密切联系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数量（GIA3），这两个指标的数值都相当低。

世界大都市协会致力于在其活动中推广社会性别主流化，这导致性别针对
性活动、项目和伙伴关系的数量有所下降。最后一个指标以及特定事件的
数量是受影响最大的指标之一。

从这层意义上说，为应对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的双重前提，在新实践中，
我们将加强与不同性别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以巩固我们在全球性别议程框
架内的地位。

演变

1
3

2
1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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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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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8%43%

48%

4

7

14

2

5
3

6

14

1

11

16

2

10

1

10

21

10
11

4

14

2021202020192018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1

所举办性别相关讨
论活动的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5

性别相关项目的
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 2

参与世界大都市协会
相关活动的女性专家

的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3

保持密切联系的性
别活动合作伙伴的

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 4

所发起性别相关活
动的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6

所发表的性别相关出
版物的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10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内
部治理架构中的女性

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7

主流化项目的数量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8

内部培训的次数

性别影响力评估
（GIA）9

包含性别平等条款
的协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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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方案》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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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方案》实施情况 

L1 加强大都市在对外交往和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L1A1 进行常见的都市政策说明 L1A1D1 就对都市未来前景至关重要的问题提
出政策建议

L1A1D2   举办政策讨论活动，推动确立和阐明当
前和新议题的定位

L1A1D3   将性别平等纳入都市议题的各个方面

L1A3 制定与其他组织和参与方的全
球合作伙伴战略

L1A3D1 作为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
的都市分会，推动相关活动和讨论

L1A2 在全球议程中传播世界大都市
协会的观点

L1A2D1   在国际舞台和论坛上加强世界大都市
协会的定位

L1A2D2 将都市治理视角加入全球和区域议程
中的讨论活动中

L1A2D3  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政治活动，以影响
和促进城市外交

L1A2D4  支持都市领导人在国际上表达自己的
观点

L1A3D2 积极参与地方和区域政府全球工作组的
工作

L1A3D3 与多边参与方、地方政府组织、智库、国
际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

未完成 未完成

L2 打造大都市治理的应变能力

L2A1 分享未来都市的共同愿景 L2A1D1 就如何建设未来都市开展前瞻性分析

L2A2 支持制定和实施都市治理结
构、政策、服务和规划

L2A2D2 打造在线知识交流平台

L2A2D1 利用数据和指标做出更优的决策

L2A2D3 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开展
学习和能力培养活动

L2A2D4 针对特定都市议题建立创新项目和工
作组

L2A2D5 制定都市区城市规划的参考框架

L2A2D6 对世界大都市协会内现有的专业知
识进行系统化处理并加以利用

L2A2D7 都市政策中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具

L2A1D2 制定策略、指南和方法框架

L2A1D3 就都市和城市主题（包括性别议题）开
展研究

完成 完成

战
略

行
动

方
案

实
施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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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方案》实施情况 

L3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内部形成职责分明、可持续的
内部治理文化

L3A1 打造关怀型组织

L3A1D2   因地制宜，与我们的会员城市保持密
切联系

L3A1D1   制定政策，采取行动，确保世界大都市
协会听取并迅速响应会员城市的意见

L3A2D1  建立专门的会员组织

L3A3D1  制定道德规范

L3A2D3  打造高效、具有成本效益的项目

L3A1D3  建立性别平等联盟

L3A1D4  与会员城市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清
晰、将心比心的沟通

L3A2   建立财务可持续性联盟

L3A3   公开透明和职责明确

L3A4  打造环境友好型联盟

L3A5  打造韧性联盟

L3A2D2 资金来源多元化

L3A3D2 继续建立强有力的问责体系

L3A3D3 维护当前的合规体系

L3A3D3 实现活动和费用的可追溯性

L3A4D1  制定政策和行动来减少世界大都市协
会的生态影响和碳足迹

L3A5D1  加强风险意识和适应性管理，以应对
紧急情况或其他意外事件

战
略

行
动

方
案

实
施

情
况

L2A3 在本地都市层面落实全球议
程，特别是2030年议程及其
可持续发展目标

L2A3D1 制定指南，帮助会员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其他全球和区域议程

L2A3D2 强化能力建设，促使公务员实施政策和
行动，实现全球议程

未完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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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画像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阿比让 1 6

阿克拉 1 5

亚的斯亚贝巴 1 8

阿瓦士 6

亚历山德里亚 6

安曼 2 8

塔那那利佛 3 5 1

瓜达拉哈拉大都市区（新会员）
巴格达 6

巴马科 1 9

班达尔 5

曼谷 9

班吉 5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 12 13

巴塞罗那（市） 10 14

北京 11

贝洛奥里藏特 4 8 31

柏林 6 10 1

贝鲁特 1

博帕尔 6

茂物 6

波哥大 5 13 4 6

巴西利亚 5

布拉柴维尔 1 5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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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布鲁塞尔 7 10

布加勒斯特 6

布宜诺斯艾利斯 6 10 1

釜山 6 1

开罗 4 11

卡萨布兰卡 2 8

长春 6

长沙 6

成都 2 7

重庆 1 6 1

墨西哥城 5 12 1

科伦坡 6

科尔多瓦 5 1

科托努 5

大邱 6

大田 6

达喀尔 2 5 1

大连 6

迪亚巴克尔 6

杜阿拉 2 5

德班 2 12

东加里曼丹省 6

费萨拉巴德 6

福州 1 6

豪登省 3 11

加济安泰普 2 6 1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35积
极
倾
听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高阳 1 6

大里昂 2 10

大巴黎区 2 11

瓜达拉哈拉 4 6

广州 8 1 11 1

瓜鲁柳斯 5

瓜亚基尔 5

贵阳 5

古杰兰瓦拉 6

光州 6

京畿道 6

海口 6

杭州 1 6

河内 10

哈拉雷 1 5

哈尔滨 6

海得拉巴 10

仁川 6

伊斯法罕 6

伊斯坦布尔 3 9

雅加达 1 6

任抹 5

吉林 6

济南 6

约翰内斯堡 8 11



36积
极
倾
听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高雄 6

卡拉季 6

加德满都 1 7

喀山 6 1

吉隆坡 6

昆明 7

哈瓦那 5

拉巴斯 1 1 7

拉合尔 6

利伯维尔 2 5

里斯本 2 6 1

马德里 1 11

马累 6

马拉喀什 4

马什哈德 10

麦德林 2 12 1

米纳斯吉拉斯州 5

蒙特雷 5

蒙得维的亚 5 8 1

蒙特利尔 11 13

莫斯科 5

南京 6

南宁 4

新德里-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 1 10

新北 1 9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37积
极
倾
听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尼亚美 5

努瓦克肖特 4 7

巨港（新会员）
阿雷格里港 8

普埃布拉 5

基多 1 11 1

拉巴特 2 9

拉马拉 3 8 1

里约热内卢 1 11 2

罗萨里奥 2 10

圣萨尔瓦多 1 8

圣地亚哥 2 9

圣保罗 2 1 7

萨拉热窝 5

三宝垄（新会员）
首尔 3 12 1

上海 10

深圳 7

设拉子 1 7 1

四平 5

索非亚 5

南丹格朗 6

泗水 6

大不里士 6

台中 1 6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38积
极
倾
听

在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
上发布的消息

世界大都市协会网站收
录出版物（会员城市

提供）

世界大都市协会出版物
中提到的会员城市次数
（可在网站上找到）

本年内在“城市可持续
发展交流平台”上发布

的案例

上传到“全球健康城
市”平台的倡议

台北 6 2

德黑兰 4 9 4

天津 6

 蒂华纳 8

都灵 3 8

多伦多 9

突尼斯市 1 7 1

蔚山 5

阿布拉河谷 2 10

维多利亚 7

武汉 8

无锡 5

西安 1 6

厦门 6

雅温得 5

义乌 6

萨格勒布 5

郑州 6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39积
极
倾
听

阿比让 是 是 是 1

阿克拉 是 是 是 1

亚的斯亚贝巴 是 是 1

阿瓦士 是 -

亚历山德里亚 -

安曼 是 -

塔那那利佛 是 是 是 2

瓜达拉哈拉大都市区 -

巴格达 是 -

巴马科 是 是 是 是 1

班达尔 是 -

曼谷 是 是 是 -

班吉 是 -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 是 是 是 3 P 是 15

巴塞罗那（市） 是 是 是 3 P 是 13

北京 是 是 是 是 1

贝鲁特 是 - 是

贝洛奥里藏特 是 是 是 是 是 3

柏林 是 -

博帕尔 是 -

茂物 是 是 是 是 -

波哥大 是 是 是 是 2 是 3

巴西利亚 是 是 是 1

布拉柴维尔 是 是 1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40积
极
倾
听

布鲁塞尔 是 是 是 是 3 P 是 2 是

布加勒斯特 是 是 是 1

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 是 是 1 是 3 是

釜山 是 是 是 1

开罗 是 是 是 是 4

卡萨布兰卡 是 是 2

长春 是 是 是 -

长沙 是 是 是 -

成都 是 是 是 是 1

重庆 是 是 -

墨西哥城 是 是 是 是 L 是 5

科伦坡 -

科尔多瓦 是 是 1 L 2

科托努 是 -

大邱 是 -

大田 是 是 是 -

达喀尔 是 是 是 P 是 4

大连 是 是 是 -

迪亚巴克尔 -

杜阿拉 是 是 2

德班 是 是 是 3

东加里曼丹省 -

费萨拉巴德 是 -

福州 是 是 是 是 是 1

豪登省 是 是 是 1 L 是 4

加济安泰普 是 是 是 是 2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41积
极
倾
听

高阳 是 是 -

大里昂 是 是 是 是 1

大巴黎区 是 是 是 是 是 1

瓜达拉哈拉 是 1 3

广州 是 是 是 是 1 是 10 是

瓜鲁柳斯 是 -

瓜亚基尔 是 -

贵阳 是 是 是 是 -

古杰兰瓦拉 -

光州 是 -

京畿道 是 是 -

海口 是 是 是 -

杭州 是 是 是 是 是 1

河内 是 是 -

哈拉雷 是 是 1

哈尔滨 是 是 是 -

海得拉巴 是 是 -

仁川 是 是 -

伊斯法罕 是 是 -

伊斯坦布尔 是 是 2

雅加达 是 是 是 是 1

任抹 -

吉林 是 -

济南 是 -

约翰内斯堡 是 是 是 是 1 是 7

高雄 是 是 是 是 1

会员画像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42积
极
倾
听

会员画像

卡拉季 是 是 -

加德满都 是 是 是 是 2

喀山 是 是 是 -

吉隆坡 是 是 是 是 - 是

昆明 是 -

哈瓦那 -

拉巴斯 是 是 是 1

拉合尔 是 -

利伯维尔 是 是 是 1

里斯本 是 是 1

马德里 是 是 是 是 P 是 4 是

马累 是 是 -

马拉喀什 是 是 -

马什哈德 是 是 是 1

麦德林 是 是 是 P 是 6 是

米纳斯吉拉斯州 -

蒙特雷 是 -

蒙得维的亚 是 是 是 是 1 是 3

蒙特利尔 是 是 是 是 1 L & P 是 11

莫斯科 是 是 -

南京 是 是 是 -

南宁 是 -

新德里-国家城市事务研究
所

是 是 1

新北 是 是 是 -

尼亚美 -

努瓦克肖特 是 是 是 是 2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43积
极
倾
听

巨港 是 -

阿雷格里港 是 是 -

普埃布拉 -

基多 是 是 是 1

拉巴特 是 是 是 是 是 1

拉马拉 是 是 是 是 3

里约热内卢 是 是 2 是

罗萨里奥 是 是 是 -

圣萨尔瓦多 是 是 是 是 2 是

圣地亚哥 是 1 是 1

圣保罗 是 是 是 L 是 7 是

萨拉热窝 -

三宝垄 -

首尔 是 是 是 是 是 5

上海 是 是 是 1

深圳 是 是 1

设拉子 是 是 2

四平 -

索非亚 -

南丹格朗 是 是 -

泗水 是 是 是 1

大不里士 是 是 -

台中 是 是 是 -

台北 是 是 是 -

德黑兰 是 是 是 是 2

天津 是 是 是 是 -

会员画像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44积
极
倾
听

会员画像

红色为董事会成员

 蒂华纳 是 是 -

都灵 是 是 是 1

多伦多 是 是 是 -

突尼斯市 是 是 1

蔚山 是 -

阿布拉河谷 是 P 是 3

维多利亚 是 1

武汉 是 是 是 1

无锡 是 是 -

西安 是 是 是 1

厦门 是 是 是 -

雅温得 是 -

义乌 是 是 是 -

萨格勒布 -

郑州 是 是 是 -

是否为“世界大都
市日活动”组织者

是否出席世界大
都市协会年会/世

界大会

出席双边会议
次数

是否经世界大都
市协会指标系统

分析

参与能力建设活
动的次数

试点项目
领导者（L)

合作伙伴（P)

是否缴纳2021
年会费

是否参加董事会
会议

是否为会员城市



45积
极
倾
听

我们与24位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

拨款会员城市 战略型伙伴

协作型伙伴 知识型伙伴 赞助型伙伴



附录



47附
录

国际活动日程表

一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人口流动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创新
合作伙伴关系

19

20

21 《2020年人类星球地图集》线上发布
活动

22

23

24

25
全球适应委员会 (GCA) 气候适应峰会

26

27 启动学习平台
28 “从战术性城市主义中学习大都市视角下的长期解决方案”网络研讨会
29

30

31

二月

1

2

3 第五届广州奖入围城市名单发布
4

5

6

7

8

9

10

11 “城市振兴的地理空间可视化”网络研讨会
12

13

14

15

2021年世界城地组织年度务虚会

16 “向危机中的城市学习：大都市视角下
的脆弱性和韧性”网络研讨会

17

18

19

20

21

22 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23

24

25 2021年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开启新
篇章”理事会会议

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延期理事会会议
和线上选举

26

27

28



48附
录

国际活动日程表
四月

1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
奖VR展启动

2

3

4

5

6

7 “城市更新的愿景与挑
战”网络研讨会

“公共空间与心理健康和
幸福”网络研讨会

8

9

10

11

12

13

巴塞罗那“再行动”
14

15

16

17

18

19

20 “城市不平等的多维应对方法：思想和愿望”网络研
讨会

21 向城市学习：数据驱动的城市韧性政策制定
22 成都国际工

业博览会
（CDIIF）
中国成都

23

24

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员大会
中国福州

25

26

学习计划：
战略规划和
大都市治理
（第 1 届）

27

联合国人居署
治理问题专家
组会议

28 关于欧洲大都市区和城市在 
2021-2027 年欧盟凝聚力政策中
的作用以及向地方介绍新欧盟规
划期的研讨会

29

30 “地方对外交往作为领土发展的工具”活动

三月

1

2

3

4 全球地方城市政策：发布指南和发起对话
5

6

7

8

9

10

亚太地区《全球移民契约(GCM)》实施审查11

12

13

14

15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
美国纽约

16

17 第一届塞维利亚大都市论坛
18

19

20

21

22

23

2021年台北智慧城市市
长峰会
中国台北

2021年台北智慧
城市峰会暨博览会

2021年亚太
可持续发展
论坛

2021年城
市林业日

24 2021台
北“GO 
SMART”
全球智慧
城市联
盟日

25 数字城市建设者峰
会：公正的城市——
城市发展与共同利益

26

27

28

29
世代平等论坛：墨西哥城
墨西哥墨西哥城

30

31

*本活动采用性别视角



49附
录

国际活动日程表

五月

1

2012-2018年度广州奖
系统研究网上发布活动

学习计划：
战略规划和
大都市治理
（第 1 届）

2

3

4 “人口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社区驱动方法”
网络研讨会：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世界城地组织执行
局 “关爱：为实现
包容性复苏而提供
的地方服务的核心
要素”会议

19

20

“描绘绿色未
来——公园城市倡
议下的城市规划”
网络研讨会

21 倡导在加强社会和团
结经济（SSE） 生态
系统上建立同行学习
伙伴关系

22

23

24

25

26

地方经济发展V
论坛
阿根廷科尔多瓦

贵阳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
线上线下

第 21届Walk21首尔
步行与宜居社区国
际会议
韩国首尔

27

28

29

30

31

六月

1

学习计
划：战略
规划和大
都市治
理（第 1 
届）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一棵树的觉醒”欧盟绿色周
12

2021年国际扶轮社年会
中国台北

13

14

15

16

17 凝聚力政策，欧洲的支柱？大都市区
的作用

IGNITION 项目——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生活实验室的启动

18

19

20

2020 年世界城市峰会：“宜居和可持续城市：适应动荡的世界”
新加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向城市学习：疫情时代的创新 城市密度网络研讨会
30

*本活动采用性别视角



50附
录

国际活动日程表

九月

1

2

3

4

5

6 学习计划：“
韧性城市”7 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郑州第八届会

员大会
中国郑州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城市思想家校
园：为提高非洲
大都市气候适应
力进行的规划

城市和城际综合
性交通的新趋
势、新经验
西班牙巴塞罗那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解决后疫情时代城市的不平等问题
29

30

八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2021年柏林之问：立足当下的会议
德国柏林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世界循环经济高峰论坛
阿根廷科尔多瓦19

20

21

22

23

24

25
海洋垃圾管理线上研讨会
中国福州市26

27

28

29

30

31

七月

1 城市健康国际会议
2

3

4

5 2021年第四届智慧德黑兰大会
伊朗德黑兰6

7 BForPlanet ：困境中的
星球，企业在行动
西班牙巴塞罗那

2021年城市管理者社区 
：5G 网络研讨会

8

9

10

11

12 地方和地区政府论坛
13

14

15 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自愿陈述报告发布会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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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日程表

十月
1 2021年马尔马拉城市论坛：“城市发展解决方案：重新思考，共同行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非洲的大都市治理：大都市治理模式* 大师课程：里贝朗普雷图大都市区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 11

2 寻求变革的青年规划师
3
4 贝洛奥里藏特“迈向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周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大都市区
世界城地组织第二届世界中阶城市论坛
土耳其屈塔希亚

重视城市景观和城市中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

5 大都市遗产（METHER）“ 关爱大都市”活动 - 世界大都市日 ESR 
论坛

后疫情时代大都市地区的体育运动：塑造机会 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大都市日”活动

6 “重新思考大都市公共空间的未
来”网络研讨会

包容、韧性和团结的大都市
巴西里约热内卢

大都市规划与气候危机 聚焦：可持续发展目标 11“新冠疫情和气候变
化下的世界的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7 韧性大都市的市民参
与和团结

社会视角下的“关爱
大都市”活动

城市和大都市金融：
非洲和法国之间的观
点交流

2021年世界大都市日 第一届世界大都市协会研
讨会：迈向可持续和包容
性大都市的城市理念

METREX 宣言：解决紧迫的城乡挑战的大都
市方法

8 迈向以证据为基础的大都市治理：启动大都市观测台

9 2021年首届世界大都市会员大会
10
11 联合国世界气候创新大会 凝聚力政策在大都市区和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和未来展望
12 哥伦比亚大都市区环境管理的创新和协作治理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都市范围的 5G 部署”城市管理者私人研讨会
21 城市内和城市间的自然空间——大都市比较研究启动活动
22
23
24
25
26 第三届和平城市和地区世界论坛 

墨西哥墨西哥城

27
28
29 非洲的大都市治理：《新城市议程》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的大都市城市权*
30
31

*本活动采用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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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日程表

十一月

1
2
3
4
5
6
7
8

世界大都市协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
中国广州9

10
11

第五届欧洲大都
市政府论坛12 城市思想家校园：为提

高非洲大都市气候适应
力进行的规划

第五届广州奖
中国广州

13
第三届浙江国际友城交流展
中国浙江14

15 “城市历史景观建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新德里-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与住房和
城市事务部组织的系列网络研讨会
印度新德里

16 巴塞罗那全球智慧城市博览会现场直播

17 大都市空间中的 5G：地方和
地区政府的机会

“城市森林是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最先进的方式”网
络研讨会

18 十年回顾——关于城市历史
景观的建议：机遇、挑战与
前进之路

未来国际培训发展战略线上
专家论坛

19
20
21
22
23
24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人力资

源发展中心“降低风险管
理”线上培训

25
26
27
28
29 “城市干预作为实现健康领土的工具”活动
30

十二月

1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人力资
源发展中心“降低风险管
理”线上培训

2

3

4

5

6

7

8

9 非洲的大都市治理：案例研究
10

11

第十三届城市管理研究
与创新节（德黑兰城市
论坛）
伊朗德黑兰

12

13 向城市学习：生物多样性
和城市发展

14

15 “为什么国际化对大都市至关重要”活动
16 “追求更优质的社区生活：公园城市模式”网络研讨会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本活动采用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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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都市协会工作人员

奥塔维·德拉瓦尔加
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长

沙维尔·贝尔梅霍
宣传经理

纪尧姆·贝雷特

艾格妮斯·比卡特
机构关系高级经理、亚洲区联络员

费德里卡·比昂迪
共享服务主管

泽维尔·博雷尔
共享服务专员

奥斯卡·查马特
政策研究员、拉美区联络员

玛拉·费尔南德斯
共享服务助理

海伦·乔丹

西尔维亚·略伦特
政策研究员、欧洲区联络员

特蕾莎·奥利弗
法定事务及学习组专员、北美区联
络员

劳拉·巴尔德斯
政策研究员、宣传专员

伊斯雷尔·巴罗佐
行政专员

米雷亚·萨帕塔
共享服务助理

克劳迪娅·罗斯
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

克劳迪娅·桑切斯
庞培法布拉大学

莫埃拉·帕塞·寇特琳
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

约安娜·马蒂
庞培法布拉大学

玛格达莱娜·奥尔菲拉 
庞培法布拉大学

保罗·圣·胡安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地区研究所

朱丽叶·帕尔马罗拉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玛尔塔·布里奥内斯
宣传专员

利亚·布鲁姆
政策研究员

朱丽叶·帕尔马罗拉
学习组及共享服务行政助理

7
位实习生
1位男性
6位女性

17
位专业人士
6位男性
11位女性

位女性 位女性位男性 位男性

36%64% 15%85%

gender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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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施《世界大都市协会2021-2023
年战略行动方案》的第一年。

秘书处团队

资金来源*

法定会议

*估计值

metropolis.org
#都市治理

8
位知识型伙伴

3
个拨款会员城市

活跃的合作伙伴

5
位协作型伙伴

1
场 在线董事会会议

首次
在线举行副主席会议

首次
在线举行联合主席会议

5
位战略型伙伴

2
位赞助型伙伴

7
位实习生

17
位专业人士

59%
来自于与会员城市
开展的合作项目
与会员签订3项合作协议

6%
来自于与其他相
关方开展的合作
与合作伙伴签订5项合
作协议

33%
来自于会员城
市会费

2%
来自于其他来源

积极倾听，
改造都市空间

64%
为女性

36%
为男性

85%
为女性

15%
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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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学习平台，上传了21种
能力建设产品

通过城市可持续发展平台推
出423项城市实务，540名
城市营造家注册参与

主持并参与13个全球观测台
项目

对标70个都市空间，包括81
个会员城市

105个城市在“全球健康城市
”平台上提出了700 项倡议

发表24本新的出版物，其中
21本采用性别视角

17个会员城市参与城市和地
区紧急治理倡议（EGI）项
目

13个会员城市参与4个试点
项目

76个会员城市参与64项学习
和能力建设活动

与169多位专家合作

我们打造了
提供公共政策
和服务的能力我们的影响

的会员城市 

管理者为女性

> 36,400
关注者
关注了相关社交媒体

>2100
位参与者
参与协会相关活动

3
位新成员

我们发出了
大都市对
全球议程
的声音

开展“童眼看大都市”绘画大
赛，收到全球30余城超过
1200幅儿童画作

参与并支持4项政策声明，其
中3项具有性别视角

积极参加24项全球性活动

领导和支持4项全球活动

召开首次线上世界大会，超
过100位都市领导人、代表和
专家参加22场会议

metropolis.org
#都市治理

16.8%

52%
为女性

48%
为男性

50%
为女性

50%
为男性

55



附
录

2
个活跃的伙伴

个协会活动
采用性别方法

36%

项行动
采用性别方法

我们推动
 

在全球议程中包含性别平等

我们调动
会员城市和全球伙伴

12/32

3/4 的会员城市积极参与社
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工作 

与全球性别活动组织及城市
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1 项性别研究项目

项学习项目1

我们带来
性别相关活动

新的出版物
采用性别视角

21/24

我们推行
关注性别议题的文化

1

我们打造了创新、
有效的大都市解决方案

项欧盟委员会项目
聚焦流动性与性别

聚焦非洲治理

52%
为女性参与者

50%
为女性专家

31%
为女性在协会内部治理架
构中的占比

40%
的活动采用性别方法

16%
的会员城市管理者为女性

我们采纳
内部流程和工具
以评估性别影响

4
项内部培训
聚焦性别相关工具

1
项性别影响力评估

11
个内部项目
采用性别协同策略

我们将推动性别平等置于2021年城
市政策的中心

metropolis.org
#都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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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资助方
巴塞罗那市

世界大都市协会秘书处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阿维尼奥街15号（08002）
电话：+34 93 342 94 60
邮箱：metropolis@metropolis.org
网址：metropolis.org

metropolis world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metropolises

#MetroGovernance

https://twitter.com/metropolis_org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metropolis-association/
https://www.youtube.com/user/metropolisasociacion
https://open.spotify.com/show/11uaBr0HmSh9HJdG5K04Em?si=ZaSWiy0qTaeWIveKmFf_PA&dl_branch=1&n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