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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意义 

2021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在中国昆明召开，

COP15将制定并通过雄心勃勃的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将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里程碑，这一框架应基于过去十年中积累的大量知识、讨论和谈判，确保扭转全球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2021年至 2030年是关键的十年，全球各国亟需共同努

力，在 2030 年实现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的逆转，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以期在 2050 年实现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虽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正

在发生的跨领域的创新与合作以及协同效应表明，人类还有机会实现绿色、低碳、公平的

可持续发展发展。 

自 2018年以来，本专题政策研究项目（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课题组开展了积

极研究，关注一些可能纳入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关键问题和政治动员，

以及该框架尽快有效实施的保障条件。同时，我们也重点关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创新，

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等引起国际关注的议题和实践。本课题组的建议已陆续通过 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国合会政策建议提交给中国政府。 

全球对自然创新的关注和承诺尽早在 2021 年后采取行动的势头正在增强，各方需要付

出巨大努力才能在 2030年“彻底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因此，COP15之后几年的

过渡和实施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有关资金缺口、性别差距、在各相关环境公

约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间寻求协同增效等严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

全球粮食系统峰会1，以及新冠疫情后绿色复苏等全球范围的努力，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

家和全球决策主流的重要契机，也可以从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进和分享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创新技术方法。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内容 

本专题政策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我们认为将在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及其后的几年内具

有高度重要性的几个议题： 

1）第三部分概述了过去 8 至 10 个月以来的进展。强调为实现雄心勃勃的、转型的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国家、区域和全球政策的自然议程和概况仍需加强。研究包

括识别全球高级别政治领导力的多方倡议和行动，分析国家首脑及国际机构领导人对自然

生态议题的关注，也分析了其他社会各届的行动和倡议，以加速《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在昆明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的达成和通过，并探索快速进入实施阶段的机制，以确保

整个框架的进展和实施效果。 

自 2020 年 9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以来，全球对自然议程的关注愈发广泛，势头强

劲，越来越多的国家首脑及国际机构领导人将自然问题放在首位，并致力于扭转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趋势。这些关注包括领导人的自然宣言、一个星球峰会、粮食系统峰会、海洋联

盟、高雄心国家联盟以及各国家领导力、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秘书长的领导力等。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各国领导人的承诺和雄

心亟需反映在谈判进程和最终文稿中。 

                                                        
1 https://www.cbd.int/agro/foodsystemssummit/ 

https://www.cbd.int/agro/foodsystems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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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部分研究全球保护目标以及在各国的分布的可行性，探讨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应

该优先建立保护区，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 

基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数据，研究团队聚焦了基于面积的保护。制定雄心勃勃的保护地

目标对于实现物种有效保护非常必要，而且不同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应该承担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研究结果同时证明了生物多样性与碳减排之间的协同增效是必要且可行的。

另外，实现预期的保护目标需要新的机制的支撑，例如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中应采用国家自愿承诺，并为保护责任重大而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通过空间荟萃分析（spatial meta-analysis），课题组识别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优

先区（Conservation Priority Zones, CPZ），这一成果已经在同行评议的文章中发表。同时定

义和识别了低成本高效益区（Cost-Effective Zones, CEZ），亦即 CPZ 中受人类活动影响较

小的区域，其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低影响的特征。课题组建议采用 CEZ 来指导未来保护地的

建设。同时建议亚洲区域多尺度优先区以助力国家生物多样性和碳存量协同保护规划。建

议采用这一方法是考虑到人口众多、国民收入差距和其他为满足社会需要等所造成的各种

压力。理想情况下，它将有助于确保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优先区。 

3）第五部分确定优化生态保护红线（ECR）的原则和程序，特别关注适用于中国和发

展中国家的碳固存等生态服务功能。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近年来，ECR 作为

一项国家政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 

目前，中国各省（区、市）已经应用此技术体系，基本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划定区域以林地、草地、灌丛、水域湿地等自然生态用地为主，生态功能包括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防风固沙。 

我们建议在现有的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多参数评价模型）的基础上，

对野生动物丰富度、生态系统类型、地方性物种和濒危物种等数据进行优化，从而优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的识别方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领域被视为评估生物多样性维

持功能重要性的基础。 

ECR 有助于扭转森林、草原、湿地和其他生态系统的生态退化。但它也可以支持重要

的固碳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碳储存和固碳潜力。划定碳汇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严

格的保护和生态修复，可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和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愿景

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应用推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和管控要求需要大量的数据信

息，这包括：陆地生态系统的现状，以及典型生态系统的碳汇状况。从碳储量、碳汇和固

碳潜力三个维度建立固碳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该系统可用于科学评价固碳功能，揭示碳

汇功能的重要性和地区差异。评估后具有较高的碳储量、较强的固碳能力和巨大的固碳潜

力的陆地生态系统可被划作为 “碳固定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自动化的

应用。为此，我们提出设计一个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实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和流程的集成，在此基础上可被其他地区、国家参考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可以

实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流程的集成，具有独立数据模型、标准和方法，可辅助处

理和生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础数据和参数，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确立生态

系统分级结果，最终生成生态保护红线边界数据。 

中国创新性地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对于维护中国或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根本，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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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上，这些努力将会得到高度重视并用于说明如何应对挑战以及如

何为经济和社会福祉创造新的机会。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

应借助 CBD 这个生态大平台，以东道主的身份，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

创新与突破，阐述生态保护红线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效。 

4）第六部分通过几个案例研究（气候政策、城市背景、金融部门和国家核算框架），

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主流

化和协同化议程提出建议。本报告中的这一部分是由与德国联邦自然保护署（BfN）合作

开展的一项倡议所领导的。相关成果除了在本报告中进行介绍，也会单独发布。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和社会主流以及加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协同作用，

是实现社会变革议程的关键因素。《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 次缔约方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长期战略（LTAM）路径，需要在“生多框架”和 LTAM 之间建立有意

义的联系，以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流化议程。LTAM 可以通过为各个部门的行为

者提供自主组织的条件，从而确保各方认知自己的责任和采取行动。这样，LTAM 就可以

涵盖主流化议程，而不是试图去重新界定。 

尽管生物多样性尚未完全嵌入在相关政策领域和部门中，但在气候政策、城市规划、

金融部门和环境会计方面却已经出现了有希望的进展，在所有这四个领域，经济、政治和

民间社会行动者的广泛联合使主流化初步取得成功。在城市领域和气候政策中，生物多样

性的整合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概念。NBS 不仅是有助于气候行

动的措施，而且还可以服务于其他由 IUCN 定义的社会挑战，如健康、提供食物和清洁水，

自然栖息地的退化和自然灾害的预防。 

我们分别提出了“框架”在气候政策中、在城市背景下、在金融部门以及在国民核算

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切入点，我们需要以“框架”为契机，通过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以加强国际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5）第七章识别和确认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同时，确保社会生态

安全和韧性，提高应对全球环境突发事件相的现状和需求。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在全球传播造成的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小形

式的生物多样性也可能给人类、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毁灭性影响。COVID-19 是突然

出现，但其消失却很漫长。与此议题相关，我们已经从生态和环境角度发布了一份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第二份工作文件草案。随着我们的社会继续学习如何应对病毒，

该文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将相对较新的想法纳入主流，如采取“同一健康”（One 

Health）综合办法。这个概念将人类健康、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联系起来。这是一

个值得在 CBD COP15 大会上讨论的话题。 

“重建更美好的家园”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号召，呼吁我们建设一个更有韧性的地

球、社区和经济。然而，这些术语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义，建议将它们分解成可理解

的术语：如融资和韧性。 

根据各种公布的消息来源，在 2020 年，50 个大型经济体投入 14.6 万亿美元用于刺激

和复苏经济。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大部分资金用于“急救”刺激措施，以避免

经济和公共卫生灾难。只有 1.9 万亿美元用于长期的“复苏型措施”。在这一小部分资金

中，只有不到 18%的 3410亿美元用于支持绿色恢复计划，而提供绿色支持的国家几乎都是

发达国家。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趋势不同，欧盟正围绕 2019-2024 年欧盟绿色协

议展开复苏努力，美国正在等待新政府的行动，中国正在将绿色努力纳入“十四五”规划

的相关内容。据估计，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的资金缺口在 2021-2030 平均每年为 7110 亿美

元。2019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估计为 1240 - 1430亿美元，这些也应该是CBD COP 

15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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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复苏或许是我们通向更具韧性的未来的桥梁。生态韧性是指生态系统从压力和干

扰中恢复，同时保留其基本功能、结构、反馈和特性的能力，适应性是指人类/生物行为体

影响韧性的能力。COP15 的讨论中，甚至在设计 COVID-19 绿色复苏倡议时，以及在设计

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同一健康”倡议的项目时，我们都需要考虑四个问题：（1）是

否可以以集成方式定义韧性？（2）是否可以衡量和监测韧性是否成功？（3）如何将韧性

与规模、可持续性或其他目标和成果进行有意义的关联？（4）我们是否应该找到比这个术

语更精确的语言？ 

性别平等对于 CBD COP15 的讨论至关重要，是近年来各方付出了大量努力的一个议

题。我们迫切需要将性别平等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主要目标。国家计划

必须以更有效的方式纳入两性平等的需要并采取行动。归根结底，必须把两性平等视为一

个极好的机会，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推动全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新的更宝贵、更和谐

的关系。同样，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加重视土著人民的智慧、传统资源和环境知识。

部落人民经常面临巨大挑战，正如《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指出的那样，需要特别注

意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与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关。 

 

对策建议 

在过去的三届 CCICED 年会上，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小组陆续提交

了与提振和保持国家领导人在生多领域的领导力与势头，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和修复生

态服务，以及和 COP 15 组织和谈判有关的建议。随着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的临近，我们的

关注点在昆明大会如何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的《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昆明

会议上形成决议后能够有效、快速地实施该“框架”的目标。作为主办国和 COP15 后的主

席国，中国在昆明大会之前、期间和其后的数几年中的角色和作用非常关键。我们为改进

“生多框架”和加强实施提出一些推荐建议，并对草案的修订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为附录。 

建议 1  

在 2021-2025 年期间努力实现 GBF 的高效实施。实施的头几年是事关成败的关键阶段，

需要克服爱知目标失败的因素，以及应对《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施困难所面临的挑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要点： 

•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国家自主贡献的所有各级目标都有可信的实

操性强的指标体系支持，以评估进度并快速进行必要的更正。尽可能使用 UN SEEA生态系

统和环境核算来建立和确保区域和全球兼容性，评估过程中还应考虑将生物多样性进展与

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 加大力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化决策，反映在农村振兴和绿色城市化倡议以及

主要的综合性和区域发展计划中，特别需要在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建

立协同增效。 

• 开展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

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这种新的发展路径不应仅局限于气候/生物多样性领域，

应得到各国政府、国际开发银行、地方和区域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私公司企业、和

社区组织的支持。 

•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科学与公共政策制定、广适经济和社会价值紧密结合。这

些广适经济和社会价值包括原著民的需求、保护经济学、循环经济、扶贫减贫、消除不正

当补贴、衡量社会福祉的非 GDP 替代指标等。这种变革性思维已经展示了其价值，符合

CBD COP 15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主题。但是，这种变革转型须早日实施达成，方能在

2030 年实现生态扭转、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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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更多 COVID-19 绿色复苏资金用于支持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需求。最显而易见的是

在所有国家采用一种“同一健康”方法，以满足动植物健康需求和疾病预防，同时投资于

生态系统健康和人类健康，这将会减少未来流行病的风险。 

• 在 COP 15 召开之前和之后，应更加重视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的长期行动”。IPBES 报告指出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指出企业的角色、私营部门的融资、

技术转型等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变革的驱动力，世界经济论坛（WEF）和世界可持续

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等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诸如C40城市等团体都非

常认可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尽管如此，许多的决定决策仍然忽略或低估了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服务带来的价值和惠益。 

 

建议 2  

呼吁各国关注自然议题并将雄心壮志转化为实际行动。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东道国，

中国有机会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提振信心、增强决心和实现雄心，重建人与自然

的关系。中国或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其他领导人如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例如《领导

人的自然宣言》这一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首脑级别的承诺。可选择的时机有：9 月份的联

大第 76 次会议，以及 10 月份的 CBD COP 15 之前。 

中国有机会在CBD COP15之前，作为东道国提议举办国家元首级的自然生态对话，可

以就应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健康、污染和土地退化等多重全球危机等主题，结合新冠疫

情的绿色复苏，和与会各国领导人共商大策、提振信心、加速转变；也可以呼吁其他国家

领导人一起召集“里约三公约”的首脑峰会，为在联合国“生态系统修复十年”期间实施

所有三项里约公约（UNCCD、UNCBD、UNFCCC）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还可以呼吁推

广普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中国数十年来在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恢

复、全民健康、碳中和等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最佳实践与其他国家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形成

合力。 

为达成兼具雄心与实效、在未来十年带来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 GBF，亟需国

家首脑级别和部长级的领导力。此外，谈判代表级别的双边接触也是迫切需要的。 

在 GBF谈判过程中，中国作为东道国，有机会引领“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资金

机制”等关键问题，基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做法，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生多框架”

的有效实施。 

 

建议 3  

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实施生态功能区划的经验 

• 将中国生态保护红线（ECR）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一项重大创

新实践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展全国综合性、系统性国土

空间规划的国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可以保护大多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

地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的帮助下，中国可以将此举介绍给世界

其他国家，并讨论其他国家如何从这一创新实践经验中获益的机制。 

• 将重要的碳汇生态功能区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

其他方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倡议具有很多协同作用。改变土地利用价值以获取

更多的碳汇，可以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可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利益。如果更多这

样的地区能够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得到保护，那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

国在碳汇方面的实践将对其他国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气候行

动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已向大会递交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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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行动倡议”，建议对这一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特别是呼吁一些全球公约、

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安排一些试点工作，以吸取中国的经验。 

 

建议 4  

通过加快推进社会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复原力和性别平等的工作，实现全球人类健康

和福祉。 

为在 2030 年实现彻底扭转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丧失的趋势并走向坚实的恢复之路，特

提出以下五个战略建议：（1）新冠之后“更好地重建”必须纳入一种贯穿从地方到全球各

个层面的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态方法。（2）诸如“生态和社会适应力”等概念已

经得到科学依据的支持，但要想全面实操，就需要更好的数据收集基础和监测可持续性进

展的指标的支持。（3）在多方面激励创新，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服务和恢复。

（4）与已经深入从事绿色复苏、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的发展组织和投资者建立更牢固的伙

伴关系。（5）将性别平等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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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20 年 9 月，关于自然的议题在全球领导人的政治议程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历史

性的时刻。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宣言》中（UN，2020），各国政府声明“我们将

保护我们的地球”。124 个成员国第一次以这样高的级别参加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CBD Secretariat, 2020a），至少 65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了讲话。来自商业、国际

组织、金融机构、科学家、民间社会、青年、原著民和地方社区的代表们，议员和地方政

府与政治领袖一起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需要立即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扭转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并在这个十年中推动自然走向全面复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原定于 2020 年末举

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

方大会等重大国际会议推后一年召开。事实上，2021 年成为了事实上的环境超级年。 

毫无疑问，在强调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同时，我们正面临着关键的联合国十年行动，

联合国大会将 2021-2030 年定为“联合国生态修复十年”，以期在世界范围内大范围地实

现生态修复，以期实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十年应该成

为新的绿色全球经济的基石，它将有助于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立更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一些解决方案正在出现，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导人的自然宣言

（Leaders’ Pledge For Nature，2021）通过 10 个方面的承诺，呼吁企业、社区、各类组织以

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在 2030 年实现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走一条自然向好2的道路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我们需要碳中和、自然向好、清洁和

绿色的以及与自然资源使用脱钩的经济发展方式。 

2020年 9月，中国在联合国宣布将努力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向世界发出了清晰

而刚劲的信号。中国也有机会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之前，

适时释放信号，表明国家在自然及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决心。《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

约方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顺应了变革的需要并强调了国际

合作，中国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包含了通过绿色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实现生态文明，以及于 2035 年建成美丽中国的主要承诺。中国可以在这一时期加强其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的实施。中国正在深入开展的生态修复工作，

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知识和创新的借鉴。 

自 2018 年以来，本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已经通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CCICED）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强调需要提振国家领导人对自然、生物多样性议程的

关注和决心，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上制定雄心勃勃的 2020 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GBF），提供支持保障条件，为尽快实施“生多框架”奠定坚实基础，同

时，我们也重点关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创新，特别是生态红线等引起国际关注的创新。

我们的建议已于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国合会年会提交给中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里，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然创新，并承诺尽早在 2021 年后采取行动，同时我们也认识

到，各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在 2030 年时“彻底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因此，

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之后几年的过渡和实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们迫切需要解决有

关性别差距和资金缺口的严重问题，在各相关多边环境公约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间

建立寻求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全球粮食系统峰会，以及正在进行的新冠疫情绿色复苏等努力，

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全球决策主流的重要契机。 

                                                        
2 自然向好的英文为 Nature Positive，是指未来的自然生态比现在更充沛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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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之后，中国将继续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直至第 16 次

缔约方大会，在此期间，中国可以充分发挥主席国的作用，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推

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全球需要利用这一重要的机遇，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快速过渡到新

的 GBF 的实施和执行，需要在多边、区域和国家级别同时启动，同时需要环境领域以外的

各机构和部委及各方共同努力，各国和国际社会还必须采取中、长期战略，改善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 

本专题政策研究将关注在 COP15 之前的 GBF 的达成以及之后快速执行的过渡期中的

一些关键问题。新冠疫情虽然将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推迟，幸运的是，各方充分利用了这段

时间，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关键议题进行了探讨，人们对在考虑生物多样性改善的

条件下如何从 COVID-19 中实现绿色复苏有了更好的认识。一些关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

里程碑式研究已经完成，有关将气候减缓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联系起来以实现双赢的分

析也十分出色，人们认识到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应对气候变化之外的其他社会挑战，

如人类健康、粮食和水安全、自然灾害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方面的作用（IUCN,2021）。 

本报告涵盖了一系列我们认为将在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之前、期间、和以后几年实施过

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共有五个主要的主题(见第二部分)，每个主题都将用简短的内

容介绍(第三至七部分)。同时，每个主题都有更详细的研究报告。由于这份专题政策研究

（SPS）的工作是在 CBD第 15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实时进行的，因此有可能在昆明会议召

开前的几个月对一些研究进行必要的更新。第八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总体建议。 

 

二、研究目标 

本课题组 2021 年研究的目标是: 

 识别全球保持高级别政治领导力的多方倡议和行动，以加速《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GBF)在昆明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的达成和通过，并探索快速进入实施阶段的

机制，以确保 2030 年之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进展和实施效果（第三部

分）； 

 研究全球需要保护多少面积及在各国分布的可行性，以及探讨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应该优先建立保护区域，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第四部分)； 

 确定优化生态保护红线(ECR)的原则和程序，特别关注适用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

的碳固存等生态服务功能(第五部分)； 

 通过几个案例研究(气候政策、城市背景、金融部门和国家核算框架)，就如何进

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后 GBF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协同化议

程提出建议(第六部分)； 

 识别和确认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同时，确保社会生态安全和韧

性，提高应对全球环境突发事件相的现状和需求(第七部分)。 

本专题组组长带领各自团队开展研究并撰写了报告内容。通过组长之间的协商，整合

形成第八部分的总体建议。特别感谢 Beate Jessel 博士和 Lennart Kümper-Schlake 博士领导

的德国联邦自然保护署（BfN）团队，他们为本专题撰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内容总结在

第六部分。中外工作组组长感谢其他国际专家的贡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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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自然议题以期达成兼具雄心与改革和转型的 2020 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新冠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健康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我们的健康、

社会和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相交织的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危机，使得

我们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值得欣慰的是，全球及各国已经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挑战。 

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委托，经济学人智库（EIU）最近进行的研究发现，全球 

54 个国家/地区的数亿人对自然的关注日益增加（Antonia Kerle，2021）。到 2021 年为

止，89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了《领导人的自然宣言》，承诺到 2030 年扭转自然丧

失的趋势，我们还首次目睹七国集团（G7）将自然与气候变化放在其议程的核心位置。我

们现在必须利用民众的“生态觉醒”和国家首脑的承诺来确保应对气候和生态危机所需的

关键行动，并将这些承诺和行动呼吁转化为国家行动，尤其是体现在全球决策中，特别是

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将在 CBD COP15 中达成的兼具雄心和变革性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 

 

3.1 国家首脑及国际机构领导人关注自然生态议题的分析 

自 2020 年 9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以来（及本团队于 2020 年 11 月提交 SPS2020 年

报告以来），全球对自然及生物多样性议程的关注愈发广泛，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国家

首脑及国际机构领导人将自然问题放在首位，并致力于扭转自然的丧失。中国也正在贯彻

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两山理论，中国可以通过自己在全球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高层倡议或在

现有全球领导倡议的基础上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适时应考虑加入风起云涌的各国领导人

的倡议和行动，一起展示对生态自然环境健康的高度重视。下面就全球生物多样性高层倡

议和行动提供最新观察、展示与分析。  

 

3.1.1《领导人的自然宣言》（Leaders’ Pledge for Nature） 

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全球多个国家领导人背书了《领导人的自然宣言》（LPN），做

出了 10 项承诺3 ，将采取紧急行动来扭转自然的丧失。迄今为止（2021 年 7 月 2 日），已

                                                        
3 《领导人的自然宣言》包括以下十项： 

1.支持雄心勃勃且具有变革性的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采取综合行动应对相互关联的环境挑战； 

3.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和部门的主流； 

4.过渡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5.减少对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 

6.可持续管理我们的海洋； 

7.推进“同一健康”（One Health）以应对相互交错的生态、气候、健康危机； 

8.共同将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环境作为 COVID 恢复战略的核心，并促进绿色和韧

性复苏； 

9.加强资源调动（对生物多样性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更多支持，包括取消对

生态自然有害的投资和补贴，使资金流与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10.支持更高的气候变化领域里的雄心目标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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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9 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背书了《领导人的自然宣言》，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

首脑级别的倡议和行动，代表了世界 GDP 的 37.45%和分布在六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北美洲）的 20 亿人口（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

括 84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LMMCs）。 

女性领导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超常，签署了《领导人的自然宣言》的国家首脑中女性

占 13%，高于 11%的全球女性首脑构成，23 位女性领导人中有 12 位支持这一承诺，占所

有女性首脑的 57%。 

 

 

3.1.2 一个星球峰会（One Planet Summit） 

“一个星球峰会”（OPS）5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于 2017年发起，旨在关注自然和气候变

化，将自然和环境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2021年 1月 11日，包括中国副总理韩正在内的 13

个国家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和 11 名来自金融机构、民间组织和银行业机构的领导人，

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 2021“一个星球峰会”，许多承诺和倡议利用此契机向世界

宣布： 

• 法国和哥斯达黎加以及 57 个国家一起发起了部长级的“高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 Collation，2021），提出在 2030 年之前保护至少 30％的陆地和海洋空间； 

• 非洲的“绿色长城加速器”倡议的 11 个国家合作伙伴承诺到 2025 年，提供 168.5

亿美元国际融资； 

• 自然资本投资联盟宣布，到 2022 年将为自然议题筹集 100 亿美元； 

• 由包括大约 50 个金融机构在内的公共和私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的与自然有关的

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已获得政治支持，将建立一个衡量生物多样性对经济

活动影响和风险的框架。在 2021年 6月，主要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批准启动TNFD，

将支持企业评估与自然相关的新兴风险和机会。来自最大经济体七国集团（G7）的

财政部长批准启动新的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 

• 英国和法国承诺将其海外公共气候资金的 30%专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这些行动承诺表明，世界各国在逐渐采取具体行动，这些迹象令人鼓舞（Action 

Commitments For Biodiversity，2021）。 

  

3.1.3 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秘书长的领导力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正在倡导健康、气候和自然议程，自 2020年以来，

生物多样性已被他提上日程，在 2020 年 12 月发表的关于“地球状况”的演讲中他指出，

“人类正在对自然发动战争”，并呼吁“与自然讲和”并“更好重建世界”，不仅在

COVID 之后“重启经济”，“但要转型”（Guterres，2020）。随后，环境署发布了报告

《与自然讲和》号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这些表述为国家行动提

供了指导框架，应体现在 2020 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GBF 中并激发各国采取行动（UNEP，

2021）。 

 

3.1.4 粮食系统峰会 

农业和粮食系统是世界第一产业，有显著的生态足迹，使用了 34%的土地，69%的淡

水，并产生了约 24-30%的温室气体排放。粮食产业导致 70%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然而，33%

                                                        
4 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肯尼亚，墨西哥和秘鲁。 
5 https://www.oneplanetsummit.fr/en/news-17#node-anchor-157  

https://www.oneplanetsummit.fr/en/news-17#node-anchor-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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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浪费在其生产、运输、消费过程中！我们生产和消费食物的方式是造成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最大因素。 

作为“联合国行动十年”的一部分，联合国秘书长将在 2021年召开首次联合国粮食系

统峰会
6
，以期从粮食系统角度推动在 2030 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粮食系统

峰会将汇集来自科学、商业、政策、医疗保健和学术界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农民、原著民、

青年组织、消费者团体、环境活动家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在以下五个行动议程中，收

集和汇集可以在所有 17 个 SDGs 上带来根本性改变的行动方案，用于实现碳中和，自然向

好和公平的未来： 

• 确保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安全和营养的食物  

• 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  

• 大规模促进为自然生态系统带来正面影响（自然向好）的生产模式  

• 推进公平的生计  

• 增强韧性和抵御冲击和压力的能力 

鉴于粮食系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驱动力之一，在包括 CBD COP15 在内的全球关

键决策中，粮食系统首脑会议的成果应该为解决粮食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平衡问题提供一

个前景。 

粮食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动力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因素之一。
7
中国可以利用粮食系统峰会的契机，积极协调国内各方的努力，参与全球合作，借减贫、

脱贫、粮食安全、碳中和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从粮食、生物多样性、气候

变化和全民健康的综合角度，整合各方行动推进美丽中国梦的建设， 这将是中国向全球讲

述“中国故事”的绝佳机会。 

 

3.1.5 海洋联盟（Ocean coalitions） 

        全球海洋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依靠健康的海洋，到 2030 年，海洋经济的年产值估计为

3 万亿美元（Jolly，2016）。海洋可以吸收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30%，是 5 亿人食物的

来源。但是，目前 89%的鱼类已经被过度捕捞或达到最大捕捞量。 

没有健康的海洋，就没有健康的星球。但是，全球对海洋的关注尚不够。在机遇与挑

战中，一些有远见的各国领导人正在行动起来： 

 14 位国家领导人8和意见领袖于 2020 年 12 月发起了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以推动可持续海洋经济，使有效保护、可持续生产和公平繁荣等议题并驾齐驱。 

 全球海洋联盟9的 39 个成员支持保护至少 30%海洋的目标，这与高雄心联盟

（HAC）保护至少 30%海洋和陆地的目标遥相呼应。 

  这些行动让世界警醒，认识到健康海洋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发挥的关键作用，综合解决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危机，海洋的作用不可小觑，各国政府包括《领导人的

自然宣言》的行动应该切实落实到海洋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中。 

                                                        
6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  
7 《中国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学多样性国家报告》

http://www.fao.org/3/ca4831zh/ca4831zh.pdf  
8 这 14 小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斐济、加纳、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

本、肯尼亚、墨西哥、纳米比亚、挪威、帕劳和葡萄牙。 
9 全球海洋联盟目前有 39 个成员：澳大利亚、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佛得角、柬埔寨、

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丹麦、厄瓜多尔、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德国、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意大利、肯尼亚、卢森堡、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摩纳哥、尼加拉

瓜、尼日利亚、帕劳、巴拿马、葡萄牙、塞内加尔、塞舌尔、西班牙、圣基茨和尼维斯、瑞

典、多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和瓦努阿图。 

https://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
http://www.fao.org/3/ca4831zh/ca4831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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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国家领导力（Country Leadership） 

英国作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OP26 的主办国，最近发布了政策文件《竞争时代的全球

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述》（Cabinet Office，2021），他们决定将应对气

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 2021 年及以后时段的头等大事。英国的这种决定伴随着其政

治决心、金融支持和具体行动，例如承诺保护至少 30%的陆地和海洋以支持自然修复，他

们的首要目标是在 2030 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实现《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

约》和《领导人的自然宣言》中所设定的目标和承诺。他们还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应对跨

国挑战。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诞生的三个联合国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行

动十年”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都至关重要（UN, 2021a, b），因新冠疫情影响，

这三个公约的缔约方大会都推迟到 2021 年下半年和 2022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在

2021 年三个联合国公约的缔约方大会之前在纽约举行峰会，以期给予三个公约必要的推动，

协调决策的达成、公约决定的实施以期实现协同增效10。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国家首脑层次

上动员起来，第一次三个公约联手，传达出共同的雄心壮志（Macron，2020）。 

联合国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决定，将于 2022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举行题为“斯德哥尔摩五十周年（S+50）：健康繁荣的星球与我们的责任和机遇”的国际

会议（UN, 2021c），与世界环境日周契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环境署成立 50 周

年。这将是人类集体回顾人类半个世纪以来为环境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是开始有力实施如

2020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国际协议的关键。中国也可以考虑积极参与 2022 年斯德哥尔摩会

议+50 国际会议，届时中国仍将是 CBD 主席国，斯德哥尔摩+50 会议可以集所有三项“里

约公约”之力，综合三大挑战：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以及 COVID-19 

绿色复苏。 

 

3.1.7 中国在全球舞台加强生物多样性领导地位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合作方面显着加强了高级别的全球

对话。从 2021 年 5 月开始，中国牵头或联合其他国际机构，组织了多次以生物多样性为主

题的部长级以上会议。 

1）5 月 20 日，“汇聚各方力量，共赴昆明之约”部长级在线圆桌会议在上海举行（生态

环境部，2021）。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会议并致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

娜·穆罕默德，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埃塞俄比亚、欧盟、德国、印

度、日本、新加坡的 10 位部长级代表，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秘书处、《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岀席会议并在线或视频发

言。 

CBD 执行秘书 Elizabeth Maruma Mrema 女士和环境署执行主任 Inger Andersen 都发表

了讲话，呼吁将昆明作为迈向可持续未来的重要跳板，并号召“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

和积极参与下，激发我们需要的深刻变革，转变路线并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以

实现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2050 年愿景”。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强调，“坚持系统治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

重大工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保护修复。（中国）创新的空间规划体

系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有效保护了 25%以上的陆地国土”。他继续强调： 

                                                        
10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09/22/declaration-du-president-emmanuel-

macron-pour-la-75e-session-de-lassemblee-generale-des-nations-unies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09/22/declaration-du-president-emmanuel-macron-pour-la-75e-session-de-lassemblee-generale-des-nations-unies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09/22/declaration-du-president-emmanuel-macron-pour-la-75e-session-de-lassemblee-generale-des-nations-u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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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坚持务实合作，共担使命。制定既有雄心又务实可行的“框架”，兼顾《公约》

三大目标，充分借鉴“爱知目标”经验，科学合理设置目标任务。二要坚持保护优先，绿

色发展。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体推

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三要坚持加大投入，强化支

撑。期待各方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持续加大投入，

主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调动更多资源，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四要坚持凝聚合

力，携手前进。 

 

2）2021 年 5 月 21 日，以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举办网络研讨会，主题是“通向昆明之路，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各方围绕将于今年 10 月在云南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筹备工作进行深入讨论（FAO，2021）。 

联合国秘书长重申，“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将是关键”，应利用“这一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恢复与自然的平衡，应对气候紧急情况并提前应对污染危机”。 

联大主席博兹科尔发表评论说：“在去年生物多样性峰会和领导人的自然宣言基础上，

随着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努力，我们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机会来‘扭转自然丧失

的曲线’”。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致辞中指出，“我们需要努力在 COP15 上通过一个全面、平衡、

雄心勃勃和可执行的 2020 年后行动框架”。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习近平主席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致认为，两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上负有共同责任。她在提到由英国主办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26）时说，“我期待着与所有代表团一起为两届缔约方会议的协

同开展工作，并继续与中国对话，以确保取得相互支持的结果”。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 75 届联大主席博兹科尔、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主席阿克拉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秘穆雷玛、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赛梅朵在会上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全面介绍生物多样性昆明大会筹备

工作进展。来自埃及、哥伦比亚、安提瓜和巴布达、欧盟、巴西、英国、挪威、哥斯达黎

加、斐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德国等 30 多位常驻联合国代表或副代表，各国常驻团

官员和中外媒体记者等约 200 名嘉宾与会。 

 

3）2021 年 5 月 21 日，CBD 秘书处与中国生态环境部（MEE）联合举办了主题为

“COP15：昆明之路：我们是解决方案#ForNature”的会议。5月 21日，中国外交部气候变

化首席谈判代表、欧盟和埃及驻华大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与中国环境部长共同庆祝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以及 CBD 执行秘书发来视频。 

欧盟大使查普伊斯呼吁制定一个雄心勃勃且切合实际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他还对

非政府组织在 COP15 的参与是否会因疫情控制而受到限制表示担忧。 

 

4）5月 25日，在联合国环境管理集团关于联合国系统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远程对话

会上，中国 CBD 首席谈判代表刘宁先生向联合国系统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生态保护的进展

和成果，中国准备 COP15 的进展，并呼吁需要“最高水平的政治智慧”，以达成和有效实

施“一个全面的、广泛参与的、变革性的、雄心勃勃且切实可行的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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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月 4 日，中国与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办“沙姆沙伊赫到昆

明之路——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恢复”11，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与埃及政府

和韩国林业局与会。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先生分享了中国愿意“推动（全球）2020 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高层政治势头，增强全球生态系统恢复的雄心”。他呼吁“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峻

形势，国际社会应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探索一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像保护我

们的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环境，拥有健全的生态系统来支持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他提议： 

一是把生态系统恢复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加大公共和私营部门对自然的融资力度，

带动资源向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向发展。 

二是采取和加强生态系统修复的系统性方法，坚持山、河、林、湖、草、沙形成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统筹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统筹规划和建设、综合实施。 

三是提高生态系统恢复质量，充分考虑不同生态系统的特点，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恢复干预为辅的原则，因地制宜地管理和恢复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生态系统恢复的质

量和恢复力 

四是建立多元化的资源调动机制。 

 

我们观察到，在中国国内，许多原本计划举办的 CBD COP15 平行论坛已经通过在线

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继续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生物多样性，并保持 COP15 的势头。 

除了官方参与者之外，还有各种活跃的环境非政府机构和非国家主体利益攸关方，他

们在提升雄心和调动资源以及有效执行全球协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这些以自然和生

物多样性为议程中心的组织接触对中国来说将非常有帮助。由中国领导或与其他国家和国

际机构共同领导的高层举措，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非国家和非政府参与者的建议和影响，

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有效交流，也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国

际社会容易理解的方式讲述“两山理论”、生态文明和生态红线等中国故事。 

部长级讨论对促进谈判也至关重要。 借鉴日本主办 CBD COP10 的经验，早期组织部

长级活动并与其他国家讨论可以： 

- 表现出在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的政治意愿； 

- 有机会尽早听取有关县的问题； 

- 在缔约方会议期间为部长协调员提供早期提名和充分指导。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现在已经与其他各方和联合国系统参与者接触，探索共同关心的

议题，并与多方参与者分享想法和雄心。参与这些活动的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水平高，参与

度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力的期待。这些“绿色外交”源于中国中央政府，主要

来自生态环境部和外交部。如果这些努力能够与中国驻各国大使馆、联合国和欧盟代表团、

谈判前沿的谈判代表以及中国研究机构的对外推广活动相结合，可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

国际地缘政治分歧愈演愈烈之时，将中国置于自然议程方面的全球舞台中心，开拓出新的

国际合作领域。 

以上所展示的倡议及行动表明，将自然议题纳入最高政治议程的热度很高，但是与此

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如何集合各国首脑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议题上的领

导力，如何将这些领导力体现在国家行动中和各国的谈判立场中等等。这些挑战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9LC86_E0n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9LC86_E0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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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尚未体现在各国国家行动中，尚有重大差距； 

 生物多样性公约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谈判进程缓慢，同时雄心不足； 

 在国家行动及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进程中，对引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

驱动因素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采取相应的行动； 

 各相关议题尚未整合，例如自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新冠绿色响应和复苏以

及经济发展仍未有效整合，表现在各国绿色复苏计划中碳中和和对自然有利的元

素极为不足； 

 目前的资金流动不利于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研究表明，对自然有害的投

资和补贴是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金的 10 倍之多（WWF & PWC，

2020）。 

 

中国领导人参与了其中一些全球性活动，例如副总理韩正在 OPS 上致辞，黄润秋部长

与埃及政府和 CBD 秘书处合作，推动沙姆沙伊赫至昆明的“自然行动议程”12，并在

UNEA 5.1 上呼吁采取全球行动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开始显现，但国际

社会的期望仍然很高。 总体而言，全球高度期待中国在国际环境与气候变化舞台上发挥全

球领导作用。 

中国国家领导人可以考虑在 2021 年十月的 CBD COP15 上与联合国秘书长一起发起类

似于 2020 年生物多样性峰会的有全球国家领导人广泛参与的 COP5 峰会，也可以利用在 9

月将举行的 UNGA76，10 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紧随其后的 UNFCCC COP26 以及定

于 2022 年 6 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50 等契机，在全球舞台上展示和表达中国与全球合作的

决心、承诺和意愿，使得“两山理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成为全球性的正面的改进人

与自然关系的运动。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因网上连接技术导致的谈判延迟和障碍，中国

更需要考虑以下步骤中的一个或多个步骤的组合，以显示领导力并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

具体建议： 

 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第 76 届（现场或远程）大会，呼吁或加入各国领导人的倡议

和努力，向全球展示中国和雄心和承诺，以推动其他国家对生物多样性谈判的雄心

设定和积极准备； 

 在联大期间组织边会，共同推动 COP15 和 COP26 将生物多样性、气候和健康议题

整合在一起； 

 与联合国共同邀请全球领导人举行 CBD COP15 的（线上）盛大开幕式，邀请国家/

政府首脑，自然/环境/自然资源部以外的主要部门，共同推动和定下强有力和积极

的基调，为 2020 年生物多样性框架指明方向的雄心；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有机会考虑召集部长级高级别会议，包括来自各国的财政部长、

农业部长、基础设施部长、经济部长、计划部长和统计部长等，分享中国生物多样

性主流化经验，共议对策； 

 利用双边关系和外交影响积极推动筹备昆明 COP15； 

 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生多大国之间架起桥梁，充分发挥促进作用，以获

得所有群体的最大承诺。 

                                                        
12 《从沙姆沙伊赫到昆明——自然与人类行动议程》是中国和埃及政府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的支持下发起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在本十年内与非国家行为者建立接触，以告

知、激励和展示自愿承诺，提高对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原因的紧迫性、雄心和必要行动的

认识，并向自然转变，取得积极成果。截至 2021 年 2 月 24 日，《行动议程》共有 169 项承

诺，其中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和研究机构所采取的行动。
https://www.cbd.int/action-agenda/newsletter.shtml  

https://www.cbd.int/action-agenda/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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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他社会各届的行动和倡议 

3.2.1 全球自然目标 

气候变化目标明确，碳中和。该目标明确提出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以使全球

升温保持在 1.5C以下。自然议题 也需要有一个类似的有时间限制的目标，以指导和确保我

们以必要的速度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从而支持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现。 

 
图 3-1. 到 2030年实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 

 

一个由 14 个国际知名的科学研究、生态保护、和企业联盟机构的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提

出了，以 2020 年为基线，到 2030 年在全球范围实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目标
13，即到 2030 年，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不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好于 2020年。这个与

《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碳中和、净零”目标相平行的“全球自然目标”，可以使各国政府

整合资源、采取综合行动，确保到本十年末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趋势得到遏制并

扭转向好。 

到 2030 年实现 Nature Positive 的全球目标，意味着通过改善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的

健康、丰富度、多样性和复原力，恢复自然，以便到 2030 年恢复到 2020 年基线以上。全

球自然目标可以使各国政府承诺现在就采取行动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确保世界在本

十年结束时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 自 2020 年 9 月以来，许多国家和企业家领导人在其谈

话和演讲中都采用了“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概念。到 2030 年达到“自然向好”

（Nature Positive）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应该在 2020 年后的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得到很好

的体现。 

3.2.2 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的呼声激增 

早在联大第 75 次会议期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峰会之前，非国家主体关注自然和生物多

样性的行动激增，呼吁采取行动解决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14。数以十计、百计的环境与发

展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宗教信仰和精神团体、和地方政府发出呼吁，号召政府采取行动，

保护自然。数以千计的青年签署了《青年宣言》对伤害自然的行为说“不”。商业界对自然

丧失表示也出前所未有的担忧：530 家公司承诺扭转自然丧失，1200 家公司采取行动扭转

自然丧失，700 位首席执行官签署了《自然行动宣言》呼吁扭转自然丧失的局面，新的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指南已经发布，指导企业制定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WWF, 

2021）。 

                                                        
13 https://www.naturepositive.org/  
14 https://www.iied.org/act-nature-demand-hundreds-organisations-unprecedented-call-world-

leaders  

https://www.naturepositive.org/
https://www.iied.org/act-nature-demand-hundreds-organisations-unprecedented-call-world-leaders
https://www.iied.org/act-nature-demand-hundreds-organisations-unprecedented-call-world-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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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自然生态保护的包容性治理 

关于包容性保护，承认原著民和地方社区（IPLC）的权益，认可原著民和地方社区所

拥有的土地可以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在过去的 20 年中，基

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已经从一种主要由国家控制的保护区主导的模式，扩展成为包括非国家

行为者和保护区以外区域的保护模式，人们对各种有效和公平的治理形式有了更明确的认

识和支持，这也反映在 2018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在第 14/8 号决定和 IPBES 2019

年的评估报告中提供的，关于“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ECM）”的定义和建议，

以及关于保护区和 OECM 治理的指南中。 

3.2.4 生态系统核算 

联合国 2021 年采用了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报告的框架：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

核算（SEEA EA）作为国际统计标准，SEEA EA 系统将使各国能够衡量其自然资本并了解

自然对经济和社会繁荣巨大贡献以及保护自然的重要性（UN, 2021d）。中国已经在国内试

点了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系统，并将自然资源评估与领导者的绩效和管理相结合。对于中国

来说，这是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合作，加速向全球推广有效管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

绝佳机会。 

3.2.5 基本生命支持区域 

基本生命支持区域是一项由国家地理学会、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许多

其他合作伙伴支持的倡议，通过制作基本生命支持区域地图，提供丰富的空间信息，以促

进基于区域的保护决策，特别是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提建议优先

区域（Ogwal et al, 2020）。这可以与中国的生态红线倡议相结合，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

利用的方法。 

3.3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进展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GBF）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在 SBSTTA-24和 SBI-

3 讨论了预稿的修改版以后，GBF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的联合主席在 7 月初发

布了 GBF第一稿。这份 GBF 的第一稿将经过几个既定步骤（如 OEWG 第三次会议）的谈

判，提交给 COP15 进行最终谈判和通过。 

通过对预稿的修订版以及第一稿的分析，其目前提议的目标难以满足实现到 2030 年实

现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扭转并达到生态状况好于 2020 年的需要，需要提振雄心，《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和观察员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以扩大雄心，缩小差距。 

总体而言，GBF 预稿的修订版以及当前的第一稿有几个问题尚未充分解决，而未来的

版本则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 2050 年的远景目标和 2030 年的目标仍然远远不足以实现领导人对自然的承诺所呼

吁的，到 2030 年遏制并扭转自然丧失的变革性目标。 

• 来自各届的呼声要保护至少 30%的地球表面（包括陆地和海洋），这对亟需保护的

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是个利好消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在保护至少 30%的最好的土

地和海洋的基础上，对其余地球表面全部进行可持续管理，并对至少一半的退化土地进行

生态修复。 

• 仅靠生态保护不足以逆转自然的丧失，更需要改变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减少生

态足迹。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包括粮食和农业（包括水产养殖）、林业和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全供应链，如果不改变这些产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害

影响，我们将无法扭转自然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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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考虑从三方面着手为自然筹资：a）改革经济部门，以消除对自然有害的投资和

补贴；b）使全球资金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一致，

以及 c）调集和筹集更多的资源用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 GBF需要各个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来达成和实施。保护自然就是保

护人类自己。 

• GBF 还应发挥作用，增强多边环境公约和协定之间的协同作用 

 

为了在 2030 年之前遏制和扭转自然损失，生态保护至关重要，但尚不足够。科学研究

已经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扭转自然的丧失，就需要采取所有干预措施：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以及更强的保护措施相结合（WWF,2020），缺一不可，如图

3-2 和图 3-3 所示 

  

 

图 3-2 数据来源：WWF 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0 

 

如图 3-3 所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bent the curve）将需要做出以下努力：1）

增加保护和恢复，2）增加气候行动，3）增加可持续生产，4）减少消费，5）减少其他驱

动因素（CBD Secretariat，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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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数据来源：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5（CBD Secretariat，2020c） 

 

2021 年 2 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文件 CBD/SBSTTA/24/3/Add.215提出了进一步说明

2030 年目标的两种方法（图 3-3 中的 A 曲线和 B 曲线）。世界需要的是 A 曲线所描述的路

径，到 2030年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净收益超出 2020年（ 曲线 A）。 

图 3-4 2021-2030年及到 2050年的生物多样性状态 
 

注：到 2050 年，世界应该“完全恢复”并实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如上图所示

“到 2050 年取得实质性成果”。 

关于 2020 年后 GBF草案的改进， 本研究课题组提议应考虑以下关注问题： 

• 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应反映在草案

的前言或背景段落中； 

                                                        
15 https://www.cbd.int/doc/c/9139/8957/661e2d7c33e590d55fdeae2f/sbstta-24-03-add2-en.pdf 

https://www.cbd.int/doc/c/9139/8957/661e2d7c33e590d55fdeae2f/sbstta-24-03-add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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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F是包括政府所有部门在内的全社会的框架，其总目标、目标和指标应适用于各

国所有有关部委； 

• GBF需要确保原著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女童以及青年的平等参与，需要全社会的

广泛参与； 

• 鉴于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必须充分考虑生物安全、生物技术的生物安全性和

可能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 

• 关于执行支持机制，建议不仅应关注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修复筹集资金，而且还

应改革金融和财务制度，消除对自然有害的补贴和投资，并将这些资金流引导向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恢复及可持续利用； 

• 需要协调其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多边环境协定并形成协同增效，包括《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政策措施和合作机制； 

• 为了跟踪 GBF的实施的结果，需要更快速的报告、回顾和提振行动目标。 

一些具体的文本建议，请见附录 3。 

基于中国东道国的中立角色，中国的谈判代表仍然可以展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积

累的良好的经验和做法，在 GBF 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资源调动等议题

上提出中国的主张。例如，中国提出并实施的“两山理论”、生态文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五位一体等举措，实际上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实践，中国应该在基于中国自身思

想和实践上积极、公开地引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这一主题，这将极大地推动这一议题的积

极势头。 

中国可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调动。在谈到为自然融资时，需要解决三个方面：

减少并最终取消对自然有害的投资和激励措施；重新调整这些投资和资金以投资于对自然

产生积极和正面影响的行动和计划；将保护资金和投资于自然的国际发展援助翻倍。中国

自身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南南合作等实践，都可以用作借鉴，形成中国生物多样

性融资倡议，可以提交给 GBF，引领对话，推动建立一个雄心勃勃、可实施的 2020后生物

多样性框架。  

 

 

 

3.4 为 COP15 之后加快 GBF 的实施做准备 

在 COP15 上达成共识的 GBF 必须反映出全人类保护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并有效应对相互

关联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和健康危机的雄心，同时迫切需要各国联合起来，保护生态系统、防

止人为导致的受威胁物种的灭绝、变革陆地和海洋利用的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生产

和消费方式（尤其是粮食）、动员资源和包容性决策，才能到 2030 年实现生态系统健康和物

种丰富度的净增长。 

这些变化将要求各国强化政治意愿，认同 2030 年的宏伟目标，积极采取行动，建立对结

果的有效监测，并在发现偏离目标时建立纠正机制，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一同努力，立即将雄心

勃勃的自然目标转化为积极行动。 

同时应关注进度监控、提振目标、保障条件等其他关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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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后保护地目标：全球和区域的实现途径 

本节基于科学研究，聚焦探讨了基于区域的保护（Area-based conservation）建议。三

项研究分别回答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基于区域的保护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策略？如果考虑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不均，以及各国对环境退化的贡献不同和保护

能力的不同，各国应该采用统一的保护地目标（例如，正在讨论的 2020 年后 30%和 2050

后 50%的目标），还是应当为不同国家制定差异化的目标？第二，面对平衡保护与人类发

展的困难，应采取何种策略来实现雄心勃勃的保护地目标？运用成本效益区的概念，将具

有高的生物多样性重要性但受人为干扰影响较小的区域作为扩建保护地的解决方案。第三，

当保护重点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例如从全球、区域到国家尺度）有所不同时，该如何协

调不同尺度的保护行动，以最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亚洲为例（Yang et al, 2020），表

明需要考虑多尺度的愿景，并探索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的协同增效，以优化保护成

效16。 

本节在针对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系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定雄心勃勃的保护地目标对于实现物种有效保护非常必要，而且不同国家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研究结果同时证明了生物多样性与碳之间的协同增

效是必要且可行的，同时，实现预期的保护目标需要新的机制的支撑，例如在《国家生物

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采用国家自愿承诺，以及为保护责任重大同时经济较不发

达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4.1 各国在实现全球保护地目标方面的不同责任 

比较了陆地生态系统两种基于区域保护的保护方法的效率：（1）国家情境：即为所有

国家设定统一的保护目标（分别为 30%和 50%），以国家为单元划定优先保护区；（2）全

球情境：在全球范围内识别优先保护区，以此为基础，为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保护目标，

同时保护地的总面积保持不变（分别为 30%和 50%）。使用系统保护规划工具识别陆地保

护优先区，在考虑其他因素（如生态区的代表性和保护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地实现对脊

椎动物和碳的保护。 

结果表明，与为所有国家设定统一的目标相比，在全球情境下识别的优先保护区在保

护陆生脊椎动物物种和碳储量方面更有效率。例如，全球情境下以 30%的保护地目标识别

的优先保护区与国家情境相比，对受威胁物种的保护效力更高，各个类群有效保护物种增

加的比例分别为：哺乳类 12.6%、鸟类 19.6%、爬行类 17.7%、两栖类 15.7%。 同样的，全

球情境下以 50%的保护地目标识别的优先保护区与国家情境相比，各个类群有效保护物种

增加的比例分别为：哺乳类 10.6%、鸟类 15.3%、爬行类 10.6%、两栖类 16%。这些结果表

明，相比所有国家采用相同的保护地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识别优先保护区和协调保护

地的建立可以极大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力。 

                                                        
16 第二项研究详见 R. Yang, Y. Cao,…, KP. Ma, Cost-effective priorities for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Setting post-2020 global and national targets. Science Advances 6, eabc3436 

(2020)。另外两项研究在审稿中。为了方便阅读，重要的结论和建议在文中标记为粗体。 



 

29 

 

尽管全球情境下的优先保护方案对于物种和碳的保护更为有效，但各国在实现其保护

目标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全球情境下，各国的保护地目标在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经

济上较落后的国家面临的保护挑战更大（图 4-1）。 

 

 

图 4-1. 在全球（A、C）和国家（B、D）情境下，每个国家现有保护地（PAs）、未受保护的关键生物多

样性区域（KBA）、优先保护区域（不包括保护地和 KBA）和未覆盖区域（即未被确定为优先保护的区

域）分别在达成 30%和 50%保护地目标时的百分比。每个条带代表一个国家 100%的土地面积，是以上四

种类型土地的百分比之和。保护地和 KBA被视为优先保护地区。一个国家的保护地目标等于其保护地、

KBA和优先保护区域百分比的总和。A图和 B 图中的蓝圈代表 30%的百分比线，C 图和 D图中的蓝圈代

表 50%的百分比线。一些国家在全球方案中被识别为具有非常高的保护地目标，比如在 30%目标下的马

来西亚、缅甸和柬埔寨（A），在 50%目标下的斐济和所罗门群岛（C）。为了满足其他要求（比如生态

系统的代表性要求），少数国家在国家情境下的保护地目标超过了 30%（B）或 50%（D）。此处的分析

结果不包括陆地面积<18,000 平方公里的国家。 

建议各国之间采取合作和协调的行动，以提高 2020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力。同时需

要建立相应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各国之间公平地分担保护负担并克服实施方面的实际障碍。

《巴黎协定》的实施机制为此提供了很多参考。在此研究基础上，特别的针对不同保护地

目标在各国如何实施方面，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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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在全球划定的优先保护区以指导国家保护行动，将

“维持或恢复到有利状态的全球优先保护区的比例”作为衡量进展的指标。 

• 当地因素（例如法律和政策、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保护意愿和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保护地目标的可行性。建议各国参考全球情境下设定的优先保护地目标，根据国情设

定国家目标，并将其承诺的目标（即国家自愿承诺 NVCs）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 

• 对于可能承担较高保护地目标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缅甸和利比里亚），建议其

从较低的目标开始，未来逐渐增加目标承诺。理想情况下，应定期（例如每隔五年）审查

各个国家的进展，以调整后续承诺。 

• 建议保护负担低的国家（以优先保护区域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向保护负担高的

国家提供财务和技术支持。特别的，建议生态足迹较高的国家支持其他国家/地区（例如在

全球供应链中承担生态足迹的国家/地区）的保护，以抵消其生态足迹。 

• 强调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ECM）在实现保护地目标和实施 2020 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应通过田野调查、建立数据库，记录现有的 OECM，并

支持其可持续管理。 

• 呼吁采取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措施，认可和鼓励可持续管理措施对人类主导的景观

（城市和农田）中的保护作用。在人类主导的景观中，强调多重效益（例如环境和社会效

益），对于减缓保护地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至关重要。 

 

4.2设定 2020后全球和国家保护地目标：为扩大全球陆地保护地面积识别

低成本高效益的优先保护区 

通过空间荟萃分析，识别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优先区（Conservation Priority 

Zones, CPZ）。CPZ 为被七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模板中的至少一个覆盖的区域，这七个模板

分别为关键生态区（Crisis Ecoregions）、生物多样性热点（Biodiversity Hotspots）、特有

鸟区（Endemic Bird Areas）、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Key Biodiversity Areas）、植物多样性

中心（Centers of Plant Diversity）、全球 200 个生态区（Global 200 Ecoregions）和完整森林

景观（Intact Forest Landscapes）。根据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不同，将 CPZ 分为三个等级：

被 3 个或者更多模板覆盖的区域为一级 CPZ，被 2 个模板覆盖的区域为二级 CPZ，被 1 个

模板覆盖的区域为三级 CPZ。低成本高效益区（Cost-Effective Zones, CEZ）是 CPZ 中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区域，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低影响的特征。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保护地

将缓解土地使用方面的冲突，并减少保护成本。 

结果表明，CPZ 覆盖了 77.2%的陆地面积，包括几乎所有赤道附近的陆地面积。CEZ

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约 38%，而现有保护区仅覆盖了 24%。在此结果基础上，提出了保

守、中等和雄心勃勃的 3 个全球保护地目标。这三个方案对应重要性不同的保护优先区

（保守目标仅保护一级 CEZ，中等目标保护一级和二级 CEZ，雄心勃勃的目标保护所有 3

个级别 CEZ），分别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 19%，26%和 43%。 

单个国家 CEZ 区域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差异较大（图 4-2）。 如果要实现雄心勃勃的保

护地目标，保护地扩展潜力最大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澳大利亚、加拿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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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国、美国（非CBD缔约方）、刚果、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安哥拉）将贡献 66%

的新建保护地面积。 

 

 

图 4-2. 不同情境下的保护地目标：（A）现有保护地，（B）保守目标，（C）中等目

标和（D）雄心勃勃的目标。 

 

建议采用 CEZ 来指导未来保护地的建设。目前，由于只有 24%的 CEZ 受到保护，在

CEZ 建立保护地可以在未来快速地扩大保护地面积。图 4-2 的四种情境下，195 个 CBD 缔

约方（不包括欧盟）的 CPZ 面积和未受保护的 CPZ 的比例（未受保护的 CPZ /总 CPZ）、

CEZ面积和未受保护的 CEZ 的比例（未受保护的 CEZ /总 CEZ）详见附录中的表 S1。特别

的，我们强调需要关注一下四类国家： 

• 超级 CEZ 国家/地区。CEZ 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澳大利亚、加拿

大、巴西、中国和美国，这些地区的CEZ合计占所有 CEZ面积的的 53%。这些国家对于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并且在提高其保护地目标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 需要保护更多 CEZ的国家。全球未受保护的 CEZ面积最大或未受保护的 CEZ面积占

其陆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最高的国家，应立即采取行动在 CEZ基础上扩建保护地。 

• 具有大面积 CPZ 但有限 CEZ 的国家，例如印度。这些国家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价值，但同时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人类活动的干扰。这些国家可能需要采取更具包

容性的保护行动，例如采用 OECM，以及生态恢复和荒野化的措施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 保护地很多但 CEZ 很少的国家。例如，德国，其陆地保护地占比 36.6%，而 CEZ 仅

占 3.1%。这表明，CEZ不应被视为保护地目标的上限；保护地系统可以扩展到CEZ之外，

以保护其它具有国家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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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亚洲区域多尺度优先区助力于国家生物多样性和碳存量协同保护规划 

尽管爱知目标 11 是世界各国实践最为成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但是在设置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时，物种或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常常被忽视。目前，亟待寻找既能兼顾区域

生物多样性热点又能在国家一级实施的切实可行的保护行动方案。本研究基于亚洲区域、

生物群区和国家三个尺度生物多样性和碳存量热点区，利用分区保护软件（Zonation 

conservation prioritization software）划定 30%和 50%的国土面积（基于 2030 年 CBD 保护目

标和 2050 年愿景）中最具保护价值的生物多样性碳储量协同增效保护优先区。  

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现有保护地对亚洲 8932种陆生脊椎动物的保护既不全面也不具有

代表性，仅有 25%的兽类、20%的鸟类和 10%的两栖与爬行类得到有效保护（基于 Butchart 

等（2015）的方法）。若将保护目标扩展至土地面积的 30%，则可以有效保护 70%以上的

物种，相比现有保护区，其保护增量可达 59%，同时可以保护 2300-3600 亿吨碳储量。但

遗憾的是，这类区域目前大多数并未受到保护。生态区越复杂多样其保护空缺往往越大。

西亚和中国华南地区的保护空缺非常显著，而印度则有大面积保护优先区需要进行可持续

的管理和生态修复。以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遭受物种灭绝风险最高的东盟 10+3 各国（东盟

及中日韩 3 个经济合作伙伴）为例，多数国家的保护优先区域都超过了 30%的国土面积

（图 4-3A），热带国家普遍达 60%的国土面积，文莱和老挝甚至占据 90%以上的国土面

积。 

评估多尺度优先区在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将有助于探讨如何在国家层面

上兼顾区域生物样性热点区的保护规划制定。一般来讲，区域尺度保护优先区可以有效保

护各国的多数物种。但是对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来说，区域尺度优先区保

护效率远远不够（图 4-3B），30%的保护目标不足以有效保护由人为干扰造成的生物多样

性丧失。老挝当前和未来的保护负担（基于各国人类对生境改造不同程度加权后各类型保

护面积之和除以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民总收入）最重；其次为缅甸和柬埔寨，实现未

来 2030 年和 2050 年保护目标中承担额外的保护负担是老挝的一半（图 4-3 C-D）。然而，

东南亚正面临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达到物种有效

保护均需要超过 30%以上的土地面积，但作为全球栖息地丧失率最高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这

是巨大的挑战。因此，研究建议基于多尺度的研究角度优化保护方案，在提高保护效率同

时，以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为未来的保护目标，可在有限的土地资源

基础上达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碳功能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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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基于 2030 年和 2050 年保护目标，东盟 10+3 各国当前及未来的保护责任(A)、贡献(B)和保护负担

(C-D)的差异。（A）各国多尺度生物多样性与碳功能协同优先区占国土面积的百分比。区域尺度优先区的

保护优先级高于生物群区和国家尺度，深蓝色表示三个尺度优先区一致性最高的地区，具有最高的保护优

先级。（B）各级保护优先区对物种（包括 IUCN 红色名录 NT-CR 等级）有效保护的贡献，蓝色为现有保

护区有效保护物种的数量，绿色为区域优先区的保护增量，橙色为生物群区优先区保护增量，黄色为国家

优先区保护增量，灰色为各国受威胁物种数。对于分布范围跨越国界的物种，其保护责任由分布区内的所

有国家共同分担。保护责任的计算方法是：各国人类对生境改造不同程度（HM）加权后各类型保护面积

之和除以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民总收入。HM 权重越高，保护负担越重。插图（饼图）显示了各国现

有保护区和建议未来保护优先区内不同 HM 级别的生境占优先区的比例，饼图半径与各国优先区面积成正

比。 

 

保护建议：亚洲区域多尺度优先区助力于国家生物多样性和碳存量协同保护规划 

 未来应发展多尺度研究视角，支撑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集成不同尺度以

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为保护目标，优化保护优先区，达成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碳功能双赢。为了制定更为雄心勃勃而有效的国家保护

目标，同时体现不同尺度之间的重要性、互补性和特异性来确定优先保护区域，

可以采取逐级保护的行动方案：首先力求保护区域、生物群区和国家尺度 3 个尺

度重叠地区；其次为区域和生物群区尺度相重叠的优先区，然后依次为区域和国

家重叠优先区、区域优先区、生物群区与国家尺度重叠优先区、最后为尺度间非

重叠优先区，以此优先级次序逐步扩大保护面积，实现更高的保护目标。更宏观

尺度的优先区涵盖了整个亚洲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纬度梯度，提高了物种有效保护

的数量，具有更高的保护潜力和特异性，并扩展和补充了国家优先区，因此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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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优先级应高于国家尺度。这些国家优先区以外保护区域应通过非政府组织、国

际合作和投资等资金机制得到最高优先级别的额外保护。因此，在高度多样性地

区，30%的土地不足以有效保护本地物种，需要额外的资金机制或新的方法来实

现更大范围的保护。  

 需要更多的资金资助机制或新办法帮助实现变革型转变，以便使 30%的国土面积

不足以为当地土著物种提供有效保护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大国得到充分地保护。为

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2030年保护目标和 2050年远景目标，本研究确定的优先

保护区域可以同时兼顾生物多样性和碳存量的保护潜力。在这些区域可以优先使

用额外的气候基金，在自然的解决方案基础上缓解气候变化的同时，使物种得以

保护。然而即便如此，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地区的巨大保护负担需要建立进一

步资助机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目前，这种机制在全球保护行动计划中尚

未得到充分体现。此外，尽管企业已开始参与 CBD 倡议，特别在中国等地区，致

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力争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更迫切需要

采取新型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支撑关键区域的有效保护，包括绿色金融、

认证计划、严格评估等可行性方案。 

 

 

五、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优化研究  

5.1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

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的技术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

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根据中国政府 2017 年发布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及《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指南》17的要求，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体系由指标选取、科学评估、

综合制图等环节构成。指标选取涉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两方面指

标，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指标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

维护等，生态环境敏感性指标包括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科学评估是

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方法，选择恰当模型对上述指标进

行定量评估，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热点区，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

参考。综合制图是以高精度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数据为底图，通过空间分析对评估结果进

行修正完善，形成边界清晰、符合实际、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体系为中国各省（区、市）完善生态保护网络提供了有效途径。

例如，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构成了“一屏一带三区”的生态保

                                                        
17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于 2017 年 2 月由中国政府发布，其中对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范围和边界进行了阐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由生态环境部联合发

改委共同编制于 2017 年 5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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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网络18，使全省冰川雪山、江河源头、森林灌丛、草地植被和荒漠植被得到有效保护。

对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省份而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同样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例

如，四川省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基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体系，将

全省 30.45%的区域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构建起“四轴九核”的生态保护网络19，将大巴

山、金沙江、若尔盖湿地等重点区域纳入生态保护，全省 95%以上的物种资源也将在生态

保护红线内获得保护。 

目前，中国各省（区、市）已经应用此技术体系，基本完成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划定区域以林地、草地、灌丛、水域湿地等自然生态用地为主，生态功能包括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防风固沙等。 

 

5.2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识别技术方法优化 

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有物种分布模型法和

NPP（净初级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法两种方法，NPP 法所需参数因子较少, 因

子获取较为容易，物种分布模型法需获取现有的物种分布数据, 所需环境变量较多, 实际计

算较为复杂,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应用较少。我们建议红线划定中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

要性评估的方法进行优化，即：在现有多参数评价模型基础上，综合考虑野生动植物丰富

度、生态系统类型、特有物种数、受威胁物种数等资料，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识

别方法，并以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作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的依据。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包括：（1）使关键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所需的区域。关键物种

可以包括 IUCN 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国家物种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特有物种；（2）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即物种多样性高并且受威胁程度高的地区；

（3）其他全球和国家水平认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包括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

（Key Biodiversity Area，KBA）。 

目前，在全球和国家水平可获得的物种分布数据以 IUCN 物种红色名录数据库提供的

被评估物种的分布区图为主，其对陆生脊椎动物（兽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的评估

较为全面，也包括少数植物物种。植物分布数据可通过国家水平收集的数据进行补充，比

如在中国，多家科研院所建立了中国木本植物的县级分布数据库。因此，不同来源的物种

分布数据可能包括物种分布区地图、县域分布地图、物种分布区栅格图层等多种形式，均

可用于后续的重点区域划定。根据 Brooks et al. (2019)的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以上物

种分布图叠加物种适宜分布的海拔和生境，进一步细化提取物种在分布区内的适宜生境，

即 Area of Habitats（AOH），用于识别重点区域。 

（1）识别关键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所需的区域 

只有当一个物种的分布区被保护的面积足够大时，该物种才能永续生存。通常认为，

物种的分布区越大，需要保护的面积就越大。参考有效保护物种的国际标准（Rodrigues et 

                                                        

18 “一屏”为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屏障；“一带”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带；

“三区”分别为青海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柴达木荒漠湿地生态功能区、东部丘陵生物多样

性功能区。 

19 四轴：金沙江下游干热河谷土壤保持红线区、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红线

区、川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盆中城市饮用水源-土壤保持红线区。九核：雅砻江源水源涵

养红线区、大渡河源水源涵养红线区、黄河源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沙鲁里山生物

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大雪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红线区、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

红线区、邛崃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凉山-相岭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红线区、锦屏山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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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4；Mogg et al. 2019），制定在国家水平使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的面积标准。叠加关键

物种的分布图，采用系统保护规划软件（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识别使关键物

种得到有效保护的最小区域。 

（2）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叠加动植物物种分布图、指示人类干扰强度的数据图层（比如 Human Footprint Index，

Human Modification、荒野地图等），给不同的地理单元赋值以反映采取行动对其进行保护

的急迫性，生物多样性高且受威胁程度高的地理单元赋值越高。确定国家尺度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的定义标准（比如选取赋值高的前 20%或者 30%的地理单元），作为需要保护的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3）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管理体系 

从公开数据源获取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KBAs）图层，全部纳入保护范围。根据综合

以上分析识别的关键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所需的区域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区，识别物种多样性

保护重要区域。认真评估重要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确定优先管理等级，解决好跨

地区、跨部门的体制性问题，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服务功能、文化价值功能的完整

性保护，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终目标。 

 

5.3 识别划定碳固定功能生态保护红线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我国碳达峰目

标、碳中和愿景。陆地生态系统通过植被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大量的 CO2，这一特性

被视作减缓大气 CO2 浓度升高最为经济可行和环境友好的途径。生态保护红线将森林、草

原、湿地等具有重要固碳功能的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围，有助于逆转生态退化趋势，增强

生态系统碳储量和固碳潜力。但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并不考虑碳汇功能，也没有发布碳

固定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方法，这也使得一些碳储量大的区域未能全部纳入红线控制范围，

导致固碳功能保护存在空间缺失。因此，划定碳汇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并实施严格保护

和生态修复，可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和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愿景做出重要

贡献。 

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管理要求，参考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现状以及碳汇相关的

最新研究结果和政府文件，以森林、灌丛、草地等典型生态系统作为划定对象，从碳储量、

碳汇和固碳潜力 3 个维度构建固碳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图 5-2，表 5-1），开展碳汇功能

重要性评估，揭示固碳功能重要性程度和地域差异，将碳储量高、碳汇能力强和固碳潜力

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划为固碳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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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范围

植被、土壤碳储量分布

碳储量高值区

碳源/碳汇分布格局

碳汇高值区

重大生态建设与恢复区

固碳潜力高值区

碳汇生态保护红线
 

图 5-1 碳固定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流程图 

 

指标体系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和指标层 4 个层级（表 5-1）。其中，目标层

是生态系统固碳功能重要性，准则层包括生态系统碳储量、碳汇和固碳潜力。 

 碳储量是指生态系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 CO2，将 CO2 以有机碳的形式固

定于土壤或植被中，其固定量即为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生态系统碳储量包含植被碳

储量、土壤碳储量两方面。此外，由于农作物收获期短，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增加的

生物量绝大部分又在较短时间内分解释放到大气中，其碳吸收与排放大体保持平衡。

因此，分析植被碳储量时未考虑农作物生物量。 

 碳汇是指陆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 CO2 转变为有机物储存起来的功能，主要

反映单位面积陆地生态系统能够固定 CO2 的量。通常采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NEP）进行测度，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NEP 大于

0 即表明生态系统是碳汇。NEP 是植被 NPP 与土壤 HR（Heterotrophic Respiration，异

氧呼吸）之差。 

 固碳潜力是指在人为生态工程实施的情况下，自基准年到目标年期间可能增加的固碳

量。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即 NPP 的增长强度与碳周转时间。在固

定碳周转时间内，NPP 增长强度越大，生态系统固碳潜力越高） 

 

相对于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汇研究结果，固碳潜力预测存在更大不确定性且缺少可参

考的空间分布成果图，其对碳固定功能红线范围界定的贡献相对较小。鉴于此，结合专家

咨询，准则层指标权重设定采取“以碳储量和碳汇为主、固碳潜力为辅”原则，将碳储量、

碳汇与固碳潜力的重要性权重值分别设置为 0.4、0.4 与 0.2。 

 

表 5-1 碳固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固碳重要性 

碳储量（0.4） 

植被碳储量 

森林地上生物量 

草地地上生物量 

土壤碳储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 

碳汇（0.4） NEP 植被 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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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HR 

固碳潜力（0.2） 碳增量 

自然/半自然植被分布 

植被 NPP 年均值 

植被 NPP 年增长量 

 

 

5.4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自动化应用设计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自动化的

应用。为此，我们提出设计一个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实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

和流程的集成，在此基础上可被其他地区、国家参考利用。 

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的建设目标是，推动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理念、方法和

工具在全球、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自然保护行动和自然资源管理决策过程中的推广使

用，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科学化、简单化。政府机构，规划部门，区域机构组织

及企业和环保人士等用户可利用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开展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生态保护

规划工作。 

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可以实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和流程的集成，具有独立

数据模型、标准和方法，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可辅助处理和生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

础数据和参数，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确立生态系统分级结果，最终生成生态保

护红线边界数据。工具包运行基于 ESRI ArcGIS 程序运行环境，最终以可行性文件*.exe 文

件或*.tbx 形式在 ESRI ArcGIS 环境支持下运行使用。工具包功能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基础数据管理功能、生态系统功能评估功能、生态系统重要性分级功能、生态保护红

线边界优化功能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图功能。 

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操作流程设计如下： 

模型启动 选择方法 输入数据与参数 输出结果

参数制备 评估分级

结果叠加

结果聚合

去除小斑

去除非生态用地

生成生态保护红线科学评估结果

生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

 

图 5-1 生态保护红线软件工具包操作流程图 

 



 

39 

 

 5.5 国际推广生态保护红线的建议 

中国在保护、改善和恢复其自然区域及其生物多样性、尊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完整

性以及为农村人民带来经济效益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将在“十四五”及未来的

规划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中国创新性地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对于维护中国或区域

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生态保护红线的划

定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根本，是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的重要创新。在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上，中国有机会说明如何利用生态红线应对挑战

以及如何为经济和社会带来福祉。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应

借助 CBD 这个生态大平台，以东道主的身份，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创

新与突破，阐述生态保护红线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效。 

 

5.5.1  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结合，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既有利

于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恢复力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也有利于增强生态系统固碳

功能，减缓气候变化。在 2019 年 9 月召开的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气候行动峰会期间，中

国政府已向大会递交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行动倡议”。倡议认为，现有实践案例已证明，以生态保护红线确定保护区域，可实现

“以较小面积提供较大固碳服务”的目的。 

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倡议的执行和落实，邀请《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生物

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组织、非

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等共同参与，号召各方积极采取行动，从红线划定实践中总结凝练经

验，探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和实施，将其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解决方案行动

倡议。因此，可为切实实现《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供方案，并对全球

气候变化和后 2020 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实现做出积极贡献。 

 

5.5.2 引入重要碳汇生态功能区，助力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景 

中国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敏感区，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基本纳入了红线划定范

围，但由于在划定方法中，未将碳汇生态功能区单独作为一部分，导致部分重要碳汇区域

未能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范围。此外，海洋和海岸碳汇也可以通过划定泥滩、红树林、

离岸海洋保护区等海洋生态红线得到提高。 

但从国际和国内来看，碳汇是缓减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以自然方式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将成为科学保护自然的首开先河之举，这项

政策最初的目的是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脆弱的区域，恢复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人类

从自然获得的福利。而如今，我们也正在探究生态红线在提升固碳能力、缓解气候变化方

面的潜力，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生态保护红线将森林和草原等重要碳汇生态功能区纳入保

护范围，也有助于气候行动。我们将进一步根据中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任务完

善划定结果，为中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做出贡献。 

 

5.5.3 将生态保护红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开发活动对生态的破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博弈期。通过预

先规划设计，保护重要生态系统是避免生态破坏的重要手段，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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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从源头上减少“一带一路”项目的生态足迹。建议向带路国家推广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标准、经验和做法，鼓励带路国家制定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

管理政策并作为国家政策提交至 CBD/UNFCCC。 

尽管各国可以并且应该采取适合自身情况的保护措施，但仍然可以从中国的生态保护

红线制度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以科学手段绘制空间图谱。我们相信中国在落实和执行

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将在方式上有所创新，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

中国分享其生态保护红线经验的一条可行的现成途径，中国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采取类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方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提供帮助。 

 

六、交叉议题：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协同作用  

本部分探讨如何在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和相关筹备文件中进一步加强

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和协同化20，从气候政策、城市背景、金融部门和国民经济核算框架

的案例研究中汲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经验。关于加强协同作用的努力，报告分析了《生

物多样性公约》更新的 GBF 草案的不同章节，并强调了实现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协同作

用的切入点。 

6.1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和社会主流以及加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之

间的协同作用，是实现社会变革议程的关键因素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IPBES）(2019）都呼吁进行变革，以引导我们走向在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路。GBF 的形成过程中需要触发被 IPBES 确认的转变，虽然协同作用方面涉及与生物多样

性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和组织领域，但主流化可以是专题的，涉及整个经济或

社会部门。 

GBF 需要为国际组织、政府和利益攸关方的成功主流化努力奠定基础，为了进一步细

化主流化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 次缔约方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LTAM）的长期战略路径。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非正式咨询小组（IAG），向 CBD 执行

秘书和主席团提供关于进一步发展长期方法的建议，包括如何充分将主流化融入 GBF 的建

议21，主流化和协同作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牢牢嵌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

大会谈判的结果中。 

 

                                                        
20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机构的一个小组（BfN）由 Lennart Kumper-Schlake 先生，SPS 1 - 2

的一员,准备两个评论性报告和一个特别的技术报告：“生物多样性的交叉性:关于在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下的主流化和协同作用的作用”。 
21 参见多份 CBD 文件包括 CBD/SBI/3/13/Add.1 14 April 2020、CBD/SBI/3/13 3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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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 GBF 和 LTAM 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以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主流化议程 

2020年 8月，GBF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发布了修订后的草案，讨论了 2050年

目标 B（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和目标 D（实施手段）下的主流化问题。此外，若干具体目

标与主流化议程高度相关，包括关于野生物种管理的具体目标 4、关于污染的具体目标 6、

关于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具体目标 7、关于生态系统管理和农业的具体目标 9、

关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具体目标 11、关于综合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具体目标 13、关于经济部门

和企业可持续性的具体目标 14、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具体目标 15和关于激励措施

和资源调动的具体目标 17。 

GBF 的目标更具战略性，而 LTAM 则将提供进一步的操作指导以支持 GBF 主流化的

实施，然而，LTAM 在 GBF 中的具体整合以及后续落实仍需进一步讨论。一些缔约方担心

会产生重复的结构，以及雄心勃勃的主流化目标和努力可能会从 GBF 外包给 LTAM，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即将举行的几轮谈判对于澄清这些问题以及对

GBF成型的过程中做必要的调整至关重要。 

LTAM 和 GBF 将建立在与其他国际协议和公约潜在的协同效应，这些关联仍在讨论中，

并将可能会在 GBF 和 LTAM 中进一步阐明。在 LTAM 及其行动计划中，只是部分包括了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可以更进一步清晰地解释。GBF 监测框架中也可以包括针对

类似具体目标的相似的或对应的指标。 

除了金融部门以外，LTAM 没有明确指出其他经济部门的作用，仅指出金融部门对其

他部门的独特杠杆作用，LTAM将关注点放在GBF目标 13、14、15、17以及金融部门中，

重点放在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间接驱动因素上。由于对其他行业和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直接驱动因素缺乏更具体的指导，LTAM 受到了一些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的批评。也有

人对 LTAM 的行动计划也提出了类似的关切，一些缔约国认为，行动计划应更清楚地概述

最有关的经济部门的具体行动，并应调整拟议的时间表，以使其更具可行性。 

IAG 认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3 次、第 14 次缔约方大会以及 IPBES 全球评估

（2019 年）已经就如何在其他经济部门实现主流化提供了指导，然而，在这两个会议期间

提供的指导在部门之间并不连贯一致，因此可能不足以为各有关部门产生持续的势头和方

向。 

 

6.3 将生物多样性在气候政策、城市领域、金融部门和环境会计中主流化

的洞察 

尽管生物多样性尚未嵌入在相关政策领域和部门中，但在气候政策、城市规划、金融

部门和环境会计方面却已经出现了有希望的进展，在所有这四个领域，经济、政治和民间

社会行动者的广泛联合使主流化初步取得成功。目前，数据可得性的不足和缺乏协调一致

的方法仍然是环境会计和金融部门进一步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障碍。在城市领域和气

候政策中，生物多样性的整合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概念。如果

想要让 NbS 真正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就必须对其采取保障措施，

这将确保生物多样性目标在 NbS 执行过程中得到考虑，并且不会不适当地仅服从于气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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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目标。与此同时，人们应当意识到，NbS 不仅是有助于气候行动的措施，而且还

可以服务于其他由 IUCN 定义的社会挑战，如健康、提供食物和清洁水，自然栖息地的退

化和自然灾害的预防。 

 

进一步促进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如金融部门机构、企业或城市，它们对 GBF 的贡

献需要更加彰显）的行动，这样做可以增强行动者的动机，展示他们已经在做什么，并建

立更多的问责制，以补充政府的透明度努力。 

 

 

 

6.3.1 GBF 在气候政策中加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切入点。 

LTAM 本身并没有太多提及气候变化，尽管如此，它的许多行动都与气候有关。例如，

在行动领域 1（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策和规划主流）下，LTAM 包括一个具体涉及气候变化

的指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气候行动计划主流）。根据行动 1.2.1，LTAM 行动计划建议

各国政府“将其《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的组成部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主流化议程保持一致”。 

如果 GBF 要发挥总体框架的作用，强调生物多样性对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根本关联，通

过生物多样性行动缓解和适应的机会就应该牢牢地锚定在 GBF 中。这样，现有的气候变化政

策，包括国家自主贡献（NDCs），就可以纳入生物多样性政策考虑，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措

施不会破坏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潜力。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 GBF 中发挥强有力的作

用，应确保 NbS 实施过程中，可以同时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气候目标。这样，GBF 可以促

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仅遵守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而且还可以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正面

积极的效果，强调生物多样性在气候适应和减缓方面产生的好处，也为生物多样性行动获得

气候资金的支持开辟了可能性。 

 

6.3.2 GBF 在城市背景下加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切入点。 

GBF 直接提出了次国家一级的目标 11（通过绿色和蓝色空间实现健康）和目标 13

（值）。GBF 可以通过扩大 GBF 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的范围，来进一步加强次国家层

面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目标 11 不仅可以指绿色/蓝色空间，也可以指包含生物多样性的城

市规划，包括建筑和基础设施。城市还可以为实现其他一系列 GBF 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做

出贡献。 

在通过一系列 GBF 目标加强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联系时，可以强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多重联系，并在 GBF 中参考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特别是，关于弹性和可持续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包括可持续城市化和土地利用、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接近绿地、防范气

候变化影响、防范灾害和空气污染等方面的目标。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这一概念的使用仍在 GBF 各方的讨论中。在关于

“零”草案的第一次磋商中，已经就该概念的利弊进行了评论，特别是与使用 NbS 概念相对

比。通过使用 NbS 这一不仅强调气候效益，而且强调生态、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概念，GBF 可

以加强 NbS 对作为实现城市内外多重效益工具的认知和有效吸纳。 

最后，GBF 可以借鉴全球参考指标和监测框架，从而有助于提高一致性和更好的数据可

得性和可比性。到目前为止，城市部门在 GBF 的目标体系和监测框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

现，如果得到公认标准的支持，城市部门可以得到加强。在其三个战略领域之一，LTAM 针

对的是地方政府，并可受益于将特定的城市元素纳入其目标 1.1（关于评估、估价、会计工具

和方法），该目标来自新提出的 NbS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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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GBF 加强生物多样性在金融部门主流化的切入点。 

来自公共和私人源头的生物多样性融资的作用在更新后的"零“草案、LTAM 及其行动计

划中占有突出地位。GBF包括绿色投资目标（D. 2030年里程碑，目标 B.2），GBF目标 17和

18 也直接涉及金融部门和所有来源的资源动员。 

LTAM 仅为金融部门的金融机构概述了广泛的行动。然而，除了绿色投资目标之外，

GBF并没有明确在目标水平上提及私营金融机构。 

GBF 可以通过更明确地包括公私合作和伙伴关系（参见 LTAM 行动计划 4.4），进一步

加强生物多样性在金融部门的主流化，以促进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发展和积极的追溯记录的产

生。这些伙伴关系可以为结构性金融工具提供去风险工具，这些金融工具汇集了多个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项目，并将它们捆绑成一个为投资者量身定制的风险和回报组合产品。此外，

GBF 需要包括关于为公共和私人生物多样性融资流动制定透明度框架的更详细指导，以增强

生物多样性融资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6.3.4 GBF 加强生物多样性在国民核算主流化的切入点。 

国民核算牢牢地固定在 GBF、LTAM 及其行动计划中，遵循国民核算制度可以确保与经

济进程的一致性（例如不重复计算），从而在环境政策范围之外具有相关性。通过特别提及

联合国经济和环境核算系统（SEEA）框架，LTAM及其行动计划可以促进将生态系统服务纳

入国民核算。LTAM全球目标1侧重于使用SEEA框架进行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本核算。然而，

计算非市场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挑战性，并且不能提供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范围广泛的全

面图景，如内在价值或相关价值等（IPBES 2019;CBD-SBI 2020）必须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评

估。 

近年来，联合国统计司开发了一种生态系统核算方法，以补充 SEEA 框架。为了推进

GBF在会计方面的实施，在应用 SEEA框架时应考虑到三个关键因素:第一，会计结果需要符

合目的。一种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会计工作，但所有的会计工作都需要明确定义目的、

使用方法和透明的方法，以增强可比性。因此，最好建议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工具箱，提供适

合不同政策任务的工具，从报告到规划、管理、投资和确定优先次序。这样做将有助于

LTAM行动计划的行动 1.1.3。其次，需要就所需的生态系统会计（EA）数据类型进行明确沟

通。这需要澄清哪些问题 EA 可以回答，哪些不可以。特别重要的是，EA 中的货币数据不能

被误读为代表“自然的价值”。第三，数据可用性需要改善。这包括生态系统过程的生态学

和建模知识，最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现场监测数据，以及帮助将会计数据转化为政策

建议的相关分析工具。为了使主流化和产生可行的、相关的和有代表性的指标，重要的是

SEEA EA 要与负责国家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机构协调实施。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 LTAM 目标

1.1。 

 

  

 

6.4 以 GBF 为契机，通过发挥协同增效作用以加强国际生物多样性协同治

理 

在过去十年中，各国已同意了多项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目标，例如，可持续发展

目标在目标和具体目标层面上都有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内容。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该目标随后得到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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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和支持，在多种战略和一系列目标和指标之间存在着许多主题和体制上的联系。GBF

提供了进一步将不同多边环境条约的战略和目标联系起来的机会,包括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

约（UNCCD）的土地退化平衡目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 2021-

2030 战略远景，以及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的自然遗产。 

国际上一致和相互支持的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和指标将促进区域和国家一级的合作、

协调和协同作用。GBF 通过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将被要求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NBSAPs），这次修订为各国或区域利用协同作用加强执行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公约提供了机会。这包括通过修订立法或开展能力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

报告和审查，例如通过实施 NbS，就生物多样性进行交流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取舍权衡。此

外，NBSAPs 可以在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农业或旅游业等不同生产部门方面发挥更强大

的作用。因此，将 NBSAPs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是一个将生物多样性与其他政策

领域联系起来并重新叙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机会（Obrecht 等，2021 年）。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一级的合作已建立良好，但它只是在有限的

程度上制度化，政府迄今发挥的作用很小。为了在协同作用的潜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各

国政府和政府内负责不同多边环境协定的实体需要在它们所参加的所有公约中作出一致和

相互支持的决定。 

正在进行的 GBF 谈判过程为增强协同效应、合作和协调提供了机会和选择，它既体现

在 GBF 的文本本身，也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上需要做出的多个

决定上（如能力发展长期战略框架、GBF 监测框架、资源动员和知识的生产、管理和共

享）。所有这些决定都与 GBF 有关，但存在一种风险，即它们仍处于 GBF 谈判的雷达之

下，而除《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外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的管理机构参与的机会有限。 

实现主流化和促进协同实施 GBF 的一个有希望的选择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边

环境协议和潜在的其他国际组织或合作伙伴，建立新的、振兴或扩大现有的联合工作计划。

这些工作方案可以是主题性的，也可以与一个或多个新的 GBF 目标有关，并构成 GBF 的

执行计划。这样的主题和/或基于目标的工作方案将增加GBF的所有参与者的所有权，设定

里程碑，明确责任，并有助于管理 GBF的复杂性。 

 

6.5 对主流化和协同增效的建议总结 

6.5.1 主流化 

除了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外，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其他部门和不同类型的决策（横向和

纵向）是促进自然向好发展和转型变化的先决条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应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中得到加强，包括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以及更广泛地在涉及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

策中。 

有关主流化的议程可以在 GBF 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GBF“零”草案的目标和指标对

于部门和非政府行为体的叙述是间接的，并且不够明确。此外，需要进一步确定生物多样

性主流化的长期战略办法（LTAM）、其行动计划和 GBF 之间的关系，以便采取变革行动。

这对于避免重复结构和将具有雄心的主流化目标和努力从 GBF外包到 LTAM 非常重要。 

LTAM 可以通过为各个部门的行为者提供自主组织的条件，从而确保必要的所有权。

这样，LTAM 就可以制定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主流化议程的过程，而不是试图去界定各个

方面的内容。 

 

6.5.2 GBF 中的 NbS 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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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 以及与气候变化的联系可以在整个 GBF中得到加强。首先，GBF 可以比“零”草

案更好地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修订后的“零”草案主要是指国家统计局在

气候目标方面的做法。由于 NbS 可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挑战，GBF 应该强

调这一点，例如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目标 11）引用 NbS。明显地将 NbS 包括在

GBF 中可以促进（1）与其它环境和社会议程建立重要联系，和（2）确保以一种环境友好

的方式理解 NbS，符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标准和胜过“不伤害”生物多样性的标

准。 

第二，修订后的“零”草案在目标和指标层面上提出了气候变化目标，重点关注气候

适应问题。如果 GBF 要作为一个总体框架发挥作用，强调生物多样性对实现其他社会目标

的根本意义，减缓和适应的机会就应该牢固地锚定在 GBF 及其监测框架中，例如，与气候

变化的联系可以列入或反映在与土地利用、海洋和农业有关的目标中。 

 

6.5.3 协同效应 

GBF 提供了进一步将不同多边环境条约的战略和目标联系起来的机会，包括联合国防

止荒漠化公约（UNCCD）的土地退化平衡目标,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的 2021-2030 战略远景，以及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的自然遗产。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利

用！ 

一旦 GBF 被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将被要求进行修

订，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或地区利用协同效应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执行提供了

机会，这包括通过修订立法或开展能力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报告和审查，例

如通过 NbS，就生物多样性进行交流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权衡。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修订准

则应考虑到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专门知识。 

 

七、2020 年后社会生态安全、韧性和复原力22 

7.1 简介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COVID-19 疾病所造成的危机再次提

醒我们，即使是最小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也可能给人类、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毁灭性的

影响，COVID-19 突然出现，但可能会逐渐消失。“更好地重建”已成为全球呼吁建立一

个更有韧性的地球、社区和经济的号召，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联合国环境署描述了生态

和环境的三重紧急情况：污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UNEP，2021）。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主要问题，即解决 17 个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UN2030 SDG）

中大多数目标的行动是滞后的，对于所有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那些与生物多样性直

接相关的目标，由于各种因素，包括性别不平等和差距——近几十年虽然来对这一主要问

题进行了详细探讨，但仍未得到充分解决——进展缓慢。一个大问题是，未能充分考虑综

合效益和协同增效，而是单独处理各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公

共卫生这些相互支撑的问题，更是如此。“同一健康”（One Health, 2021）是一个有希望

                                                        
22 本部分内容参考 CCICED 网站上 SPS 1-2 工作组报告: Post-2020 BioSecurity: Global 

Emergency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57 pp. https://cciced.eco/ecological-progress/post-2020-

biosecurity-global-emergency-to-ecological-civilization/ ; Ecological Security (in progress) ; and 

Gende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19 pp. (draft completed 17 March 2021). 

https://cciced.eco/ecological-progress/post-2020-biosecurity-global-emergency-to-ecological-civilization/
https://cciced.eco/ecological-progress/post-2020-biosecurity-global-emergency-to-ecological-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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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它汇集了有关动物健康、公共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之间联系的宝贵知识，但在主

流应用中仍然有限。变革性改革的必要性已得到充分承认，有许多好的想法和一致意见，

但尚未成为发展主流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应该一起解决。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根源，包括贫穷、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模

式、过度消费、未能保护生态系统、政府的资金和其他政策支持不足、企业参与有限以及

科学知识不完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几乎总是受到损害（例如，60%至 70%或更多的

流行病涉及动物、破坏的生态系统、入侵物种），或受到经济破坏等后果的影响，导致对

景观或物种的不受控制的影响（例如野火、濒危物种开发）。新冠疫情扰乱了我们的生活

和思维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也可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加速行动和创新铺平道路。 

 

7.2 从危机到生态文明23  

如果不能综合解决各类危机，形成合力，那么从新冠疫情之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是否真的能够取得成功？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可以寻求合理答案的阶段。自 2020 年年中以

来，人们强烈呼吁“从 COVID-19 的社会、经济和其他影响中实现绿色复苏”，全球层面

和国家层面，这种努力的框架应是什么？2021 年，世界关注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气候变化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回答这些问题至

关重要。通过确定未来十年的自然恢复议程，2030 年至 2050/2060 年的积极可持续性成果

可以有更多的进展。对中国来说，转型的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Hanson，2019）。 

7.2.1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然而，每种类型的紧急情况仍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及终极的恢复和修复。对于

应对新冠疫情的巨额支出来说，行动的累积效应对自然、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和地球未来的

生活质量究竟是正是负？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能够安全存在和运作的社会-生态-地球边界，

例如全球气温上升 1.5 至 2.0 摄氏度，提供基本生态服务的陆地、水生和海洋生态系统过度

丧失，这些地球边界24需要与社会基础相联系，社会可以在此基础上定义他们对高质量生

存的需求。这两种方法共同提供了一个社会生态概念模型，称为“甜甜圈经济学”

（Raworth，2017）。它们界定了“安全操作空间”的界限，人类可以在其中持续生存。 

7.2.2 既定刺激和复苏的标准可以用经济术语来定义，但通常很难用环境的方式来实现。

1997/1998 年亚洲部分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 2007/2008 年华尔街全球金融崩溃的后续

行动，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人们广泛表达了这样一个目标：在发生如此严重的

破坏之后，提高应变能力。要解决这些后果，就必须超越短期思维，具备长远目标。备受

尊敬的国际金融专家、联合国气候变化特使马克卡尼（Markcarney）担心“地平线上的悲

剧”，即社会和政治无法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或采取行动。我们常常看不清楚，也不能

根据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道路采取行动，走向更美好的未来25。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牛津大学专家的一份新报告（O’Callaghan & Murdock，2021），

在 2020 年，有 14.6 万亿美元被用于 50 个大型经济体的刺激和复苏。大部分资金用于旨在

避免经济和公共卫生灾难的“急救”刺激计划。只有1.9万亿美元被分配到更长期的“恢复

型措施”。其中，3410 亿美元支持的绿色复苏计划不到 18%，提供绿色支持的国家几乎都

是富裕国家，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欧盟正在围绕 2019-2024 年欧洲绿色协议展开复苏

                                                        
23 详见 Arthur Hanson. December 2019.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alues, Action, and Future Need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o. 21 Working Paper Series.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545291/eawp-021-ecological-civilization-prc.pdf 
24 Planetary boundaries and the socio-economic doughnut.  
25 Mark Carney, 2015. Mark Carney, 2021. Values.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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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美国正在等待新政府的行动，中国正将其绿色努力纳入“十四五”规划的相关部分。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COVID-19 恢复资金计划仍未能与全球紧急情况顺利衔接，这应该

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关注

的问题。据估计，本十年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资金缺口平均每年为 7110 亿美元（Paulson 

Institute，2020）。2019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融资估计为 1240 亿至 1430 亿美元。 

幸运的是，马克·卡尼（Mark Carney）等金融部门领导人，以及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等企业和组织以及开发银行的其他领导人，正在积极参与绿色

金融的研究。最近对生态服务的经济分析、环境风险和创新的筹资模式进行了有价值的研

究（Dasgupta, 2021）。 

7.2.3 一些集成的解决方案可用，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使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同一健

康”26，与半年前相比，今天它的价值得到了更好的认可，赞赏“自然友好”和“自然积

极”（Nature Positive）的发展方法，以及更加强调恢复生态服务和更广泛地提高其价值的

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自然基础设施和建设自然资本备受关注。这些主题和其他主题将作

为长期绿色恢复的基础进行探讨。 

开展“同一健康”工作，以及国家间伙伴关系中与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保护相关的内容，

以及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特定发展关系，与东盟或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等其他区

域机构的合作，以及与亚洲开发银行（ADB）或亚投行（AIIB）等国际开发银行的合作，

皆需要在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进行审查。 

 

7.3 韧性：为何如此重要？ 

国际货币组织的 Kristalina Georgieva 指出：“绿色复苏是我们通向更具韧性的未来的

桥梁。”经合组织指出，复苏之路应为“坚强、韧性、绿色、包容性”，重点是“健康、

工作和经济、环境”。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的市长们建议：“复苏必须提高我们城市和

社区的韧性。”世界银行和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

来节省 4.2 万亿美元。” 

7.3.1 这种韧性的观念一直很流行，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决策者的口中。韧

性是科学家的难题（生态韧性），是工程师的工具（术语的起源），是社区领导者最喜欢

的词，并被银行家用于压力测试。我们可以谈论“管理韧性”，对比易受灾地区的韧性和

脆弱性，构建可持续和韧性的未来，缓冲冲击和压力，在跨越临界点后建立韧性，韧性供

应链，全球金融韧性，维护责任韧性（例如，纽约市的“首席韧性官”），区域组织中的

“韧性多边主义”，作为决策者指导力量的“韧性大战略”，水韧性，韧性社会，韧性劳

动力等。所有这些例子都是当我们通过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来“更好地重建”，“可持续地

生活”或“通过塑造能够承受大自然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而提高抵御能力”时，具有一定

的潜在价值。 

“韧性”是个类似“自然”的词，令人感到舒适。无论个人和机构之间有多大差异，

它们都有各自的意义。工程韧性是指受检查的物品在受到干扰后多长时间恢复到稳态。生

态韧性是指生态系统在压力下的各种状态，而不是假定其可能恢复到稳定状态。贸易经济

学家担心诸如最脆弱的链接崩溃之类的供应链韧性之类的问题。什么是“韧性城市”？答：

                                                        
26 https://www.ecohealth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Biodiversity-and-Global-

Health-Intersection-of-Health-Security-and-the-Environment.pdf ; see also 

https://worldonehealthcongress.org and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

12/IPBES%20Workshop%20on%20Biodiversity%20and%20Pandemics%20Report_0.pdf  

https://www.ecohealth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Biodiversity-and-Global-Health-Intersection-of-Health-Security-and-the-Environment.pdf
https://www.ecohealth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Biodiversity-and-Global-Health-Intersection-of-Health-Security-and-the-Environment.pdf
https://worldonehealthcongress.org/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12/IPBES%20Workshop%20on%20Biodiversity%20and%20Pandemics%20Report_0.pdf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12/IPBES%20Workshop%20on%20Biodiversity%20and%20Pandemics%20Report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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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生存，适应和成长能力的城市，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长期压力和紧急状况。海绵

城市？热带城市受红树林保护从而免受风暴破坏？其他城市有上游湿地或漫滩湖泊？ 

当涉及到流行病、濒危物种、珊瑚白化以及许多其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问题、环

境和自然资源问题时，生态和其他类型的建模非常有用。在某些应用中，这样的食品安全、

韧性可能非常有帮助，即使在复杂的多变量环境中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渔业管理、综合

治理倡议和土地管理所看到的那样，将韧性作为一种定量机制或在制定长期方案方面存在

局限性。 

7.3.2 在全球层面，问题更加严重。地球及其生物圈的韧性有多大？斯德哥尔摩韧性中

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2015）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就我们不应超越的地球边

界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但显然信息仍然不足。WBCSD 根据长期恢复的需要，采取了仪表

盘方法，以保障“地球韧性”。这种方法提出了投资于大自然的方法，以建立抵御能力，

减少疾病、极端事件和跨越临界点27 的风险。 

IUCN 有一个“韧性思维”的框架来理解生态系统变化的过程，需要适应性和可转换

性。在这方面，IUCN 将韧性定义为“一个系统从压力和干扰中恢复，同时保留其基本功

能、结构、反馈和特性的能力”。适应性是指人类/生物行为体影响韧性的能力；可转化性

是指行为体在社会经济或生态因素使现有系统无法维持时，创造一个全新系统的能力。

IUCN 认为，韧性思维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出的公平、包容和全面管理的生态系

统方法的 12 项原则。IUCN 对“健康、有韧性的生态系统”的设想是一种“将各种各样的

IUCN 工作领域，如物种保护、生态系统恢复、包括公平和权利在内的治理、适应气候变

化、粮食和水安全以及减少灾害风险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也许这些观察是表达从生态/环

境角度如何反映弹性的最清晰方法。 

7.3.3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讨论中，甚至在设计 COVID-19 绿

色复苏倡议时，以及在设计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同一健康”倡议的项目时，我们都

需要考虑四个问题。（1）是否可以以集成方式定义韧性？（2）是否可以衡量和监测韧性

是否成功？（3）如何将韧性与规模、可持续性或其他目标和成果进行有意义的关联？（4）

我们是否应该找到比这个术语更精确的语言？ 

 

7.4 性别差距 

性别平等对于CBD COP15的讨论至关重要。在所有国家，妇女充分参与影响自己未来

的决策，她们获得安全、健康的环境以及充分发挥其技能和观点的机会方面，仍然存在着

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种情况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因为全面恢复地球需要所有人的充分

参与28。显然，从现在到 2030 年的前进之路将是复杂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尽可能以最

积极的方式考虑性别因素。如果没有妇女和女孩的充分参与，则完全实现 COP 15 GBF 草

案中提议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机会可能很小。 

全球环境基金（GEF）对主要问题的描述如下：“妇女依靠自然资源并直接使用自然

资源，并且是自然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在能源和粮食系统等领域，妇女从事农业

生产，并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粮食供应。然而，他们拥有不到全球 20%的土地，在 90多个

国家/地区拥有土地的平等权利，与男子相比，在进入市场，资本培训和技术方面通常面临

                                                        
27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Food-and-Nature/Resources/COVID-19-a-dashboard-to-

rebuild-with-nature  
28 这个部分参考 SPS 1-2 Working Paper March 2021. Gende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19 

pp. 文本可索要。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Food-and-Nature/Resources/COVID-19-a-dashboard-to-rebuild-with-nature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Food-and-Nature/Resources/COVID-19-a-dashboard-to-rebuild-with-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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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多的障碍，并且在决策领域中仍然没有代表所有级别。妇女的需求，角色和领导力历

来未被认可和低估，男女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阻碍了当今可持续发展和良好

环境管理的前景29。 

 

7.4.1 在 1995 年北京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纪念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尽管在女孩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北京宣言》的雄心勃勃的愿景仍未实现”。他

和其他几位领导人警示说，COVID-19 大流行“可能一代人朝着实现性别平等方向的努

力”。不过，他希望 COVID-19 刺激和恢复“也是一个让妇女成为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的

机会。 而且，“妇女的充分人权和自由对于健康星球上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 

 

7.4.2为筹备纪念首脑会议，各国需编写一份关于 1995年《行动纲要》进展情况的国家

报告，特别是过去五年的进展情况30。中国报告了一些关于性别与环境的积极项目31：“促

进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不仅是宪法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国策。五年来，这两大发展主题逐

步形成常态化互动和制度化交叉。性别观点不断反映在环境保护、保护和项目中……在促

进将性别观点纳入环境政策和做法主流方面仍有许多“盲点”。环境立法和政策往往不涉

及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中国的报告提出：“（1）将性别观点纳入环境立法和政策制定。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

应确定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潜在政策障碍。此外，应提高政策制定者/决策者的社会意识。

（2）进一步保障妇女和其他受益人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 在环境保护和生态进步方面，

应评估对两性平等的影响。中国将在包括财政支持在内的相关领域提高性别意识和人员能

力建设。（3）进一步加强环境领域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 

 

7.4.3《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就性别问题进行广泛的

审查和磋商。在 2021 年 2 月 18 日的 2020 年后性别行动计划纲要草案中32，提出了三个总

体目标，并在每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链接下都提到了几个目标。目标 1：妇女

和女孩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相关的经济资源和服务享有平等的获取，所有权

和控制权。目标 2：妇女和女孩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中平等受益。目标 3：生物多样性政策，

规划和方案决定平等地处理妇女和女童的观点，利益和需求。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出色的指南，旨在为各地的生物多样性专业人

士提供“具体的思想和行动，以促进他们在实现性别与生物多样性目标，宗旨和指标方面

取得进展”（CBD Secretariat，2019）。该文件将有时相当抽象的政策思想具象化，同时仍

然保留了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问题上保持“性别平等视角”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路线图。 

 

7.4.4 在社区和陆上景观（或海上景观）层面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现

实的，许多积极支持基于社区的保护的组织并没有忘记这一点。诸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之类的机构，在两性平等和赋能妇女方面开展了非

常积极的项目。 

IUCN 在处理暴力和性别问题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因为这些问题经常与自然资源纠

纷联系起来。IUCN 在这方面的开创性出版物（GBV，基于性别的暴力）于 2020 年出版

                                                        
29 https://www.thegef.org/topics/gender  
30 https://www.unwomen.org/en/csw/csw64-2020/preparations#national-level-reviews  
31 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csw/64/national-

reviews/china%20english.pdf?la=en&vs=2346  
32 Abridged observations drawn from the Draft Outline of a Post-2020 Gender Plan of Action. 18 

Feb 2021. https://www.cbd.int/gender/doc/cbd-towards-gender-responsive-post-framework-en.pdf 

https://www.thegef.org/topics/gender
https://www.unwomen.org/en/csw/csw64-2020/preparations#national-level-reviews
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csw/64/national-reviews/china%20english.pdf?la=en&vs=2346
https://www.unwomen.org/-/media/headquarters/attachments/sections/csw/64/national-reviews/china%20english.pdf?la=en&vs=2346
https://www.cbd.int/gender/doc/cbd-towards-gender-responsive-post-framework-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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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añeda Camey et al., 2020)。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包括恐吓和骚扰，剥夺权利，身体和

性暴力，绑架和谋杀，发生的一些最严重的虐待是针对土著人民的。妇女通常在捍卫这些

权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2007 年 9 月，联合国通

过了一项几乎得到普遍支持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ited Nations, 2017）。 DRIP 第 21

和 22 条指出：“应特别注意土著老年人，妇女，青年，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和特殊需要。”

在 2021 年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期间，将举行一次土著民族与自然世界峰会33。

其目的是“团结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声音，以提高人们的意识，即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

护土著人民的权利及其作为自然管家的作用”。这次峰会的成果文件“将阐明在 2020 年后

时期由土著领导的保护工作的一套既定的高水平成果。”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34等组织以及亚行（ADB）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许

多发展组织所实行的基于社区的保护（CBC）直接关注当地社区的需求并支持性别平等计

划。在某种程度上，CBC 代表了从“堡垒保护”方法的转变，在这种方法中，当地人有时

被禁止在公园、自然保护区或其他保护区的边缘使用资源。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结合当地

知识和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着重于对至少某些具有生态意义的地区进行共同管理或联合

管理。 CBC 应该以妇女的平等，充分的权利和参与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

的机会为基础，包括与健康，营养和教育有关的机会。 

 

7.4.5 生物多样性保护依赖于十年前无法想象或无法获得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市场

营销和其他技能，变化的步伐很可能会继续并加速。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重点是两性平等问题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它认为有必要通过吸引年轻女性进入

被认为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的八类职业来做好准备。在八个集群中，只有人与文化（65%）

和内容制作（57%）显示女性占主导地位。男性优势度最高的三个是数据和人工智能

（74%）、工程（85%）和云计算（88%）。在所有集群中，男性占 61%，女性占 39%。世

界经济论坛指出，有必要缩小这一差距，办法是“ 在未来的工作中实现两性平等”，鼓励

妇女和女孩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并]为妇女就业提供一条加速

途径，使她们在未来发挥最高增长的作用（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7.4.6 迫切需要将性别平等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主要目标。它是一组

包括与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学论据。性别方面的人权案例更加

引人注目，剥夺某个性别充分发挥潜力并为子孙后代和自己带来积极影响的机会，是完全

错误的。对于土著人民而言，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认可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并未成为针对土著人民及其社区采取行动的更强有力的基础。总的来说，需要进行

更大的努力来监测举措，以确保获得良好的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出于多种原因，这是必不

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确定是否在促进平等方面取得进展，以及是否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计

划和管理变更。 

应该尽可能地将各地的妇女视为改变的重要推动者。这需要在整个十年中发生，这对

于环境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将需要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和积极对待自然的投资，包括在

COVID 恢复阶段进行的投资，以及对绿色和技术非常先进的未来经济的投资。今天的女孩

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才能参与和领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必须采取积极主

动的态度，以吸引和欢迎这一代受过良好训练的合格妇女担任领导职务。 

                                                        
33 https://www.iucn.org/sites/dev/files/content/documents/ip_summit_note_jan_2021.pdf 
34 Delfin Ganapin, Practice Leader, Governance, WWF International.  

https://www.cbd.int/gender/doc/wwf-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gender-equality-women-

empowerment-en.pdf 

https://www.iucn.org/sites/dev/files/content/documents/ip_summit_note_jan_2021.pdf
https://www.cbd.int/gender/doc/wwf-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gender-equality-women-empowerment-en.pdf
https://www.cbd.int/gender/doc/wwf-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gender-equality-women-empowerment-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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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许多团体都深切意识到消除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有

关的阻碍性别平等进展的障碍的迫切需要，在筹备 COP15 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

令人鼓舞的努力和投入。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使谈判文件中的措词正确，事后发生的事情才

是令人担忧的。时不我待，实施目标必须按时完成，如果可能的话，还必须超额完成。国

家计划必须以更有效的方式纳入两性平等的需要并采取行动。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创新的激

励制度和其他手段。归根结底，必须把两性平等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并以此为基础采取

行动，推动全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新的更宝贵、更和谐的关系。 

 

 

八、关于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建议 

尽管由于新冠疫情，原定在中国昆明举行 CBD COP 1535不得不推迟，但各方正在积极

准备。在这一年中，各方并未消极等待，都充分利用额外的时间交流与讨论，加深对在

2030 年前扭转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的持续丧失所需要采取的措施的理解。

205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愿景是使人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令人遗憾的是，

2011-2020 年的 20 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这使得制定和实施下一个十年

兼具雄心与务实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加紧迫。  

关键的谈判文件《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在过去的一年中得到了完善，但还

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尽管谈判尚未完成，时间已进入框架实施的第一年了，各缔约方应该

考虑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主流化决策中，以加快实施速度。尽管人们普遍呼吁“更

好重建”，但是 2020 年用于应对新冠疫情并刺激和恢复经济的 16 万亿美元中，绿色复苏

部分极为有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的资金缺口仍然很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决策的主流，在与环境、社会和生态有关的各项决策和倡议

之间寻求协同增效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三届 CCICED 年会上，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小组陆续提交

了与提振国家领导人对自然、生物多样性议程的关注和决心，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和修

复生态服务，以及和 COP 15 有关的建议。随着第 15 届缔约方大会的临近，我们的关注点

在昆明大会如何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昆明会议上形成决

议后能够有效、快速地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在昆明大会之前、期间和其后

的数几年中的角色和作用非常关键。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我们希望以下四项主要建议将为这个宏大主题的成功做出贡献，我们还就 GBF 草案

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了一些简短建议，作为参考。 

 

8.1 在 2021-2025 年期间努力实现 GBF 的高效实施 

实施的头几年是事关成败的关键阶段，需要克服爱知目标失败的因素，以及应对《巴

黎协定》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困难所面临的挑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

要点： 

8.1.1 确保《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国家自主贡献的所有各级目标都有可

信的实操性强的指标体系支持，以评估进度并快速进行必要的更正。尽可能使用 UN SEEA

                                                        
35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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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和环境核算来建立和确保区域和全球兼容性，评估过程中还应考虑将生物多样性

进展与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8.1.2 加大力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化决策，反映在农村振兴和绿色城市化倡议以

及主要的综合性和区域发展计划中，特别需要在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

建立协同增效。 

8.1.3 开展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

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这种新的发展路径不应仅局限于气候/生物多样性领域，

应得到各国政府、国际开发银行、地方和区域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私公司企业、和

社区组织的支持。 

8.1.4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科学与公共政策制定、广适经济和社会价值紧密结合。

这些广适经济和社会价值包括原著民的需求、保护经济学、循环经济、扶贫减贫、消除不

正当补贴、衡量社会福祉的非 GDP 替代指标等。这种变革性思维已经展示了其价值，符合

CBD COP 15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主题。但是，这种变革转型须早日实施达成，方能在

2030 年实现生态扭转、可持续发展。 

8.1.5 将更多 COVID-19 绿色复苏资金用于支持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需求。最显而易见

的是在所有国家采用一种“同一健康”方法，以满足动植物健康需求和疾病预防，同时投

资于生态系统健康和人类健康，这将会减少未来流行病的风险。 

8.1.6 在 COP 15 召开前和后，应更加重视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的长期行动”。IPBES 报告指出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指出企业的角色、私营部门的融资、

技术转型等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变革的驱动力，世界经济论坛（WEF）和世界可持续

发展商业理事会（WBCSD）等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诸如C40城市等团体都非

常认可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尽管如此，许多的决定决策仍然忽略或低估了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服务带来的价值和惠益。 

 

8.2 基于中国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实践，将自然议题推向国际问题与并将

雄心壮志转化为实际行动 

中国有机会基于两山理论和生态文明实践，在国际舞台展示领导力，或可在适当的时

候加入其他领导人如联合国秘书长，或《领导人的自然宣言》这一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首

脑级别的承诺。可选择的时机有：9 月份的联大第 76 次会议，以及 10 月份的 CBD COP 15

之前。中国的加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振信心、增强决心和实现雄心，重建人与自然的关

系。 

中国可以在CBD COP15会期之前，有机会作为东道国提议举办国家元首级的自然生态

对话，可以就应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健康、污染和土地退化等多重全球危机等主题，结

合新冠疫情的绿色复苏，和与会各国领导人共商大策、提振信心、加速转变；也可以呼吁

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为在联合国“生态系统修复十年”期间实施所有三项里约公约

（UNCCD、UNCBD、UNFCCC）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国家首脑峰会上，中国还可以呼吁

推广普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中国数十年来在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

恢复、全民健康、碳中和等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最佳实践与其他国家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形

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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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有机会继续加强部长级别的领导力，引领和汇聚全球关注。为达成兼具雄心与

实效、在未来十年带来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 GBF，国家首脑级别、部长级、驻外

使团外交官、谈判代表级别的双边接触都是迫切需要的。 

在 GBF 谈判过程中，中国作为东道国，可以主导和引领“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资金机制”等关键问题，基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做法，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和“生多

框架”的有效实施。 

 

8.3 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实施生态功能区划的经验 

8.3.1 将中国生态保护红线（ECR）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一项重

大创新实践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展全国综合性、系统性

国土空间规划的国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可以保护大多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地区。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的帮助下，中国可以将此举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并讨论其他国

家如何从这一创新实践经验中获益的机制。 

8.3.2 将重要的碳汇生态功能区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的其他方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倡议具有很多协同作用。改变土地利用价值以获

取更多的碳汇，可以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可以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利益。如果有更

多重要碳汇领域能够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得到保护，那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中国在碳汇方面的实践将对其他国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

气候行动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已向大会递交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行动倡议”，建议对这一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特别是呼吁一些全

球公约、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安排一些试点工作，以吸取中国的经

验。 

 

8.4 通过加快推进社会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复原力和性别平等的工作，实

现全球人类健康和福祉 

为在 2030 年实现彻底扭转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丧失的趋势并走向坚实的恢复之路，特

提出以下五个战略建议：（1）新冠之后“更好地重建”必须纳入一种贯穿从地方到全球各

个层面的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态方法。（2）诸如“生态和社会适应力”等概念已

经得到科学依据的支持，但要想全面实操，就需要更好的数据收集基础和监测可持续性进

展的指标的支持。（3）在多方面激励创新，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服务和恢复。

（4）与已经深入从事绿色复苏、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的发展组织和投资者建立更牢固的伙

伴关系。（5）将性别平等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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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每个 CBD 缔约方的保护地特征 

四种情景下的保护地面积占比，“保护优先区”（CPZ）的比例，未受保护的 CPZ 比例

（未受保护的 CPZ /总 CPZ），认定自然保护地的“高效益低成本区域”（CEZ）的覆盖率

和未受保护的 CEZ比例（未受保护的 CEZ /总 CEZ）。统计数据仅包括 196个 CBD 缔约方

中的 195 个（除去欧盟）。 

国家 

不同情景 CPZs 

覆盖

率

（%） 

未受保护

的 CPZs

（%） 

CEZs 

覆盖率

（%） 

未受保

护的
CEZs

（%） 

现有保护

地（%） 

保守目标

（%） 

中等目标

（%） 

雄心勃勃

的目标

（%） 

阿富汗 0.2 0.8 8.4 31.4 99.9 99.8 31.4 99.5 

阿尔巴尼亚 17.5 22 27 27 99.7 82.5 20.6 46.4 

阿尔及利亚 7.8 10.3 10.3 36 46.4 84.5 34.5 81.5 

安道尔 34.2 67.3 67.3 67.3 100 65.8 63.3 52.3 

安哥拉 7 7 9.3 67.2 94.2 92.6 66.7 90.2 

安提瓜岛和巴布达 13.9 13.9 14.3 14.3 100 86.1 2 22.2 

阿根廷 8.4 21.5 27.7 33.4 98 91.6 29.6 84.4 

亚美尼亚 22.8 30.1 30.1 30.1 100 77.2 14.8 49.6 

澳大利亚 19.1 23.2 29.9 69.3 78.8 80.9 64.9 77.3 

奥地利 28.5 29 39.5 39.8 77.2 66.8 23.1 49.2 

阿塞拜疆 10.3 14.4 14.5 14.5 100 89.7 12.9 32.9 

巴哈马群岛 33.3 42.4 69.7 69.9 100 66.7 57.4 63.7 

巴林 0.9 0.9 0.9 2.1 8.6 100 1.2 100 

孟加拉国 4.7 6.7 7.2 7.5 99.1 95.4 5.5 50.5 

巴巴多斯 0 0 1.1 1.1 99.8 100 1.1 100 

白俄罗斯 9.3 9.3 9.6 20.5 46.9 86.7 16.1 69.4 

比利时 24.7 24.7 24.7 25 18.4 30.1 3.7 9.1 

伯利兹 37.3 38.1 57.9 74.8 100 62.7 71.4 52.5 

贝宁 28.1 28.1 28.4 34.2 100 71.9 17.6 34.5 

不丹 48 72.2 76.5 77.1 100 52 72.5 40.2 

玻利维亚 30.3 40.7 55.9 62.4 99.9 69.7 55.5 57.8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1.7 5.3 33.2 34.6 66.9 97.8 33.5 98.4 

博茨瓦纳 29.2 29.2 29.2 34.3 36.8 38.8 26.6 19.2 

巴西 29.4 35.4 42.5 45.8 89.1 68.9 40.2 40.9 

文莱达鲁萨兰国 44.2 70.7 74.6 76.6 99.7 55.6 73.8 43.9 

保加利亚 40.6 41.1 49.8 52.8 98 59.5 30.5 40 

布吉纳法索 15.4 15.4 15.4 15.5 100 84.6 11 1.2 

布隆迪 7.4 7.9 8 9.5 93.1 92.1 6.1 33.7 

柬埔寨 25.9 38.1 45.6 45.6 100 74.1 42.2 46.6 

喀麦隆 11.3 17 28.5 68.9 97.9 89.3 66.4 86.8 

加拿大 10.3 10.3 20.6 50.4 60.9 88.4 46.2 86.9 

佛得角 3 33 33.3 34.5 100 97 33.3 94.8 

中非共和国 18 18 20.5 80 100 82 79.6 77.9 

乍得 17.8 17.8 19.5 36.4 68.6 74 28.9 64.3 

智利 19.5 51.4 66.8 70.3 95.7 81.4 63.5 80 

中国 13.6 18.8 22.7 32.5 81.4 86.1 28 67.7 

哥伦比亚 14.9 35.2 53 56.7 97.3 84.8 53.9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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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 10 39.8 39.8 39.9 100 90 35 85.4 

刚果 37.8 39.5 55.4 90.3 100 62.2 86.3 60.7 

库克群岛 0 20.9 21.3 21.3 96.5 100 21.3 100 

哥斯达黎加 27.5 37.2 37.8 37.9 100 72.5 30.9 33.7 

科特迪瓦 22.8 23.8 24.5 43.3 100 77.2 31.4 65 

克罗地亚 36.8 40.3 44.8 45.3 54.5 41.8 25.4 33.6 

古巴 15.3 17.7 18.8 18.8 100 84.7 14 25.6 

塞浦路斯 36.9 39.7 39.7 39.7 100 63.1 10.9 25.1 

捷克共和国 21.8 21.8 21.8 22 10.8 8.3 5 4.4 

朝鲜 2.2 2.2 2.8 46.2 99.1 97.9 45 97.8 

刚果民主共和国 13.7 24.9 41.3 78.1 99.2 86.2 76.5 84.2 

丹麦 15.7 15.7 15.7 16.1 8.8 23.4 2.6 15.4 

吉布提 1.3 1.5 24.7 28.7 99.9 98.7 27.3 100 

多米尼加 21.5 22.3 31.5 31.6 100 78.5 25.9 39 

多米尼加共和国 25.9 29 29.7 29.7 100 74.1 23.3 16.3 

东帝汶 15.5 20.7 20.7 20.7 100 84.5 10.1 51.6 

厄瓜多尔 21.4 40 47.6 50.4 100 78.6 46.6 62.1 

埃及 11.2 11.2 11.6 15.9 8.5 84.8 5.7 82.8 

萨尔瓦多 9.2 13.8 13.8 13.9 100 90.8 5.6 82.4 

赤道几内亚 19.2 23.1 81.4 81.4 100 80.8 80.3 77.4 

厄立特里亚 4.9 5.3 21.6 26.2 100 95.1 26.1 81.5 

爱沙尼亚 18.6 18.6 20 55.5 99 81.4 50.8 72.7 

斯威士兰 4.1 4.6 4.7 4.7 100 95.9 4.2 15.6 

埃塞俄比亚 17.6 19.9 23.1 25.7 99.6 82.7 13 61.9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 39.6 39.7 39.7 99.7 100 39.7 100 

斐济 3.6 57 57.2 57.2 100 96.4 56.2 95.3 

芬兰 12.9 12.9 13 14.3 8.7 28 7.3 19 

法国 29.7 30.6 36.4 38.6 36.7 48.9 20.4 43.8 

加蓬 23.4 39.7 74.7 93.5 100 76.6 91.2 77 

冈比亚 4.1 4.1 4.7 6 83.8 95.3 2.1 89.8 

乔治亚州 9.3 41.3 41.3 41.3 100 90.7 40.5 78.9 

德国 36.6 36.6 36.6 36.9 26.3 50.4 3.1 12.2 

加纳 15.1 15.8 16.4 27.7 100 84.9 21.6 58.4 

希腊 34.6 43.1 48.9 49.2 99.1 65.2 31.2 46.6 

格林纳达 10 11.3 15.6 15.9 100 90 12.7 46.8 

危地马拉 19.9 33.9 36.9 39 100 80.1 30.8 62.1 

几内亚 34.4 35.4 37.8 53.5 98.8 65.3 31.5 60.5 

几内亚比绍 16 16 19.5 26.9 80.7 82.9 15.4 70.4 

圭亚那 8.8 37.9 63.2 95.6 99.2 91.2 95.5 90.9 

海地 7 7.3 7.3 7.3 100 93 1.2 31 

洪都拉斯 23.7 33.7 39.2 42.1 100 76.3 36.9 50.1 

匈牙利 22.6 22.6 22.6 23.1 15.2 19.1 5.8 9.3 

冰岛 19.4 19.4 25.7 92.1 89.6 86.8 82.4 88.3 

印度 5.6 7.2 7.5 8.9 94.4 94.2 7.2 45.3 

印尼 11.8 40.9 49.9 52.1 99.6 88.2 51.1 78.9 

伊朗 7.2 7.6 8.6 27.3 99.6 92.8 24.1 83.3 

伊拉克 1.5 2 3 15.5 67.2 97.8 14.7 95.3 

爱尔兰 13.6 13.6 13.6 13.7 3.7 33.5 0.9 13.9 

以色列 19.5 19.9 19.9 27.2 59.5 84.7 1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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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21.2 22.6 31.7 32.8 99.3 78.7 24.3 47.6 

牙买加 15.4 22.6 23 23 100 84.6 15.2 49.7 

日本 20.5 21.2 36.2 49.2 98.4 79.7 43.4 66.1 

约旦 2.3 2.6 5.9 29.4 51.6 96.3 28.8 94 

哈萨克斯坦 3.3 5.6 22.9 62.3 96.3 96.7 61.1 96.6 

肯尼亚 12.4 13 13.3 15.9 84 85.7 9.5 37.8 

基里巴斯 25.6 25.6 25.8 25.9 98.2 73.9 0.5 66.7 

科威特 16.5 16.5 16.8 34.2 90.2 85.4 30.1 58.9 

吉尔吉斯斯坦 7 47.1 47.1 47.1 100 93 43.3 92.8 

老挝 16.8 42.4 49.3 65.3 100 83.2 62.9 77.3 

拉脱维亚 17.9 17.9 18.4 56.7 100 82.1 51.4 75.4 

黎巴嫩 2.7 6.7 6.7 6.7 100 97.3 4.5 89 

莱索托 0.6 2.3 2.4 2.4 100 99.4 2.3 78.8 

利比里亚 4 42.2 42.2 42.2 99.2 96.3 41 93.4 

利比亚 0.3 1.4 1.6 20.8 25.7 99.3 20.5 99.9 

列支敦斯登 38.7 38.7 46.7 46.7 100 61.3 31.3 25.5 

立陶宛 17 17 17.3 28 69.4 80.4 18.6 59.3 

卢森堡 51 51 51 52.3 17.8 17.2 11.1 11.7 

马达加斯加 5.5 37.4 37.4 37.4 100 94.5 35.4 90 

马拉维 22.5 22.8 23.6 25.4 62.1 70.1 13.2 22.2 

马来西亚 18.3 47.6 55.3 55.6 99.5 81.7 50 74.6 

马尔代夫 0.6 0.6 0.6 1.1 38 98.5 0.6 100 

马里 8 8 8.5 22.5 58.8 86.5 18.9 76.2 

马耳他 22.5 22.8 29.4 29.7 71.5 79.2 12 60.5 

马绍尔群岛 3.6 3.6 3.6 4.6 88.2 96.5 1.5 66.7 

毛利塔尼亚 0.6 0.6 0.9 44.2 62.4 99.1 44.2 98.8 

毛里求斯 3.4 12.3 13 13 98.8 96.6 12.7 75.9 

墨西哥 14.5 22.9 29.4 33.5 99.9 85.6 26 73.4 

摩纳哥 25 25 37.5 37.5 100 75 12.5 100 

蒙古 17.3 17.6 35.4 55.5 83.7 85.9 48.9 78.3 

黑山共和国 8 19.9 50.5 50.9 99.7 91.9 47.3 90.7 

摩洛哥 28.6 38.5 39.1 48.4 100 71.4 35.6 55.7 

莫桑比克 21.2 22.7 26.4 39.3 61.8 75.9 28.4 63.4 

缅甸 6.4 44.3 52.2 52.2 99.9 93.6 52 88.2 

纳米比亚 37.8 38.7 43.8 57.5 55.1 46.6 42.1 46.7 

瑙鲁 0 0 0 0 0 - 0 - 

尼泊尔 23.5 24.2 25.2 31.4 99.7 76.5 20.8 38.3 

荷兰 21.6 21.7 21.8 22.5 10.3 31.7 5.7 14.5 

新西兰 32.1 35.4 37 37.3 99.5 67.8 29.3 17.8 

尼加拉瓜 37.1 37.9 47.4 48.9 99.5 62.8 28.4 41.7 

尼日尔 17.6 17.6 17.8 28.8 52.4 78 21.6 51.9 

尼日利亚 13.9 14.3 16.5 28.5 97.9 86.4 20 73.1 

纽埃岛 0 66.3 66.3 66.3 98.9 100 66.3 100 

挪威 16.7 16.7 18.1 58.7 67.1 77.8 55.7 75.5 

阿曼 2.6 5.2 6.8 29.4 53.5 95.2 29.3 91.7 

巴基斯坦 11 11.1 12.3 25.9 88.9 92.4 19.6 76.2 

帕劳 30.5 64.3 64.3 64.3 99.8 69.7 45.3 74.7 

巴拿马 19.7 36.7 44.7 48.2 99.9 80.3 46 62.2 

巴布新几内亚 3 41.7 74.2 79.4 99 96.9 78.5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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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14.2 16.1 27.7 28.7 100 85.8 26 55.8 

秘鲁 21.5 41.9 61.3 65.8 100 78.5 63.2 70.1 

菲律宾 15.1 28.2 28.2 28.3 99.7 84.8 23.9 54.9 

波兰 39.6 39.6 39.6 40 21.7 17.5 6.1 6.3 

葡萄牙 22.3 22.5 29.3 29.3 84.8 75.5 11.7 59.4 

卡塔尔 12 12 12 22.5 41.8 88.3 14 75.1 

韩国 14.9 14.9 14.9 23.6 96 85.3 15.7 55.1 

摩尔多瓦共和国 3.6 3.6 3.6 4.5 52.6 95.2 1.1 73.6 

北马其顿共和国 9.2 10.4 15.6 28.2 100 90.8 25.6 74.3 

罗马尼亚 24.3 24.3 24.4 28.4 61.3 66.9 10.9 38 

俄罗斯联邦 9 10.8 21.9 54.5 66.2 90.2 51.4 88.6 

卢旺达 9 9.4 9.5 9.8 100 91 8.4 9 

圣基茨和尼维斯 20.4 20.8 21.5 21.5 100 79.6 1.1 100 

圣卢西亚岛 15.6 15.6 15.6 15.6 100 84.4 0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21.9 26.5 33.4 33.4 100 78.1 30.2 38.2 

萨摩亚 4.7 29.8 29.9 29.9 100 95.3 27.3 92.3 

圣马力诺 0 0 1.7 1.7 100 100 1.7 10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28.4 54.1 54.2 54.4 100 71.6 52.5 49.4 

沙特阿拉伯 4.7 8.6 8.7 10.7 13.5 86.1 7.5 80 

塞内加尔 25.5 25.5 25.9 33 98.4 74.3 19.2 39.1 

塞尔维亚 7.6 8.5 16 24.8 76.2 90.5 22 77.9 

塞舌尔 36 41.3 41.3 41.3 100 64 8.7 61.9 

塞拉利昂 10.7 17.5 17.9 26.5 91.4 89.4 20.9 75.3 

新加坡 4.2 6.9 8.1 8.3 97.1 95.6 6.3 64.9 

斯洛伐克 37.3 37.3 37.7 42.4 48 34.4 23.9 21.5 

斯洛文尼亚 53.3 56.4 57.3 57.6 70.5 37.3 27.6 15.4 

所罗门群岛 0.6 69.6 71.2 72.9 97.3 99.4 72.6 99.6 

索马里 0 4.1 4.4 4.4 100 100 4.4 100 

南非 7.7 16 30.9 31.1 85.3 91.4 28.1 83.2 

南苏丹 16.3 16.3 17.7 32.5 100 83.7 27.4 59.2 

西班牙 27.7 30 33.2 33.5 90.5 70.7 14.2 40.4 

斯里兰卡 29.5 31.6 36.4 36.4 100 70.5 32.3 21.3 

巴勒斯坦国 8.4 9.6 9.6 9.7 89 91.3 3.6 34.7 

苏丹 2.8 2.8 2.9 12.9 61.1 96.8 10.8 93.3 

苏里南 11.3 48.8 74.7 96 100 88.7 95.7 88.5 

瑞典 13.8 13.8 14.2 28.6 40.8 77.8 22.3 66.2 

瑞士 6.9 10.3 28.2 28.9 100 93.1 26.4 83.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 
0.7 0.8 0.9 1.1 98.1 99.3 0.5 99.7 

塔吉克斯坦 19 57.8 58.2 58.3 100 81 53.7 73.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37.7 39.3 42 48.6 94.7 60.4 35.8 30.3 

泰国 18.7 21 26.2 28.2 99.8 81.3 26.9 35.4 

多哥 24.5 24.5 26.9 31.8 100 75.5 14.9 49.1 

汤加 8.6 22.2 22.2 22.2 96.5 91.1 15.8 85.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0.1 30.1 30.1 34.5 21.5 28.8 18.7 23.6 

突尼斯 7.9 11 11.2 44.6 97.3 92.2 40.6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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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0.2 8.9 11.2 11.4 100 99.8 11.2 99.6 

土库曼斯坦 3.1 3.3 3.5 3.5 97.9 96.8 3 13.5 

图瓦卢 0 0 0 0 90.9 100 0 - 

乌干达 15.9 16.1 16.4 21.1 86.6 81.9 14.9 34.7 

乌克兰 4 4.3 4.5 8.5 69.5 96.4 5.8 77.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7 17.7 17.7 20.1 21.1 83.8 3.5 69.7 

联合王国 27.6 27.6 27.6 28.1 9.9 15.6 5.5 9.6 

乌拉圭 3.5 3.6 3.6 4 99.9 96.5 0.7 74.6 

乌兹别克斯坦 3.3 3.6 5.9 6 95.3 96.5 4.6 58.3 

瓦努阿图 4.2 64 64.5 65.5 100 95.8 64.2 95.5 

委内瑞拉 53.4 61.9 71.4 73.2 84.5 45.5 58.2 34 

越南 7.5 27.2 30.2 30.4 99.9 92.5 29.1 78.7 

也门 0.5 11.7 13.2 13.3 56.6 99 13 98.3 

赞比亚 37.9 38 39.4 61.7 73.7 60.5 45.4 52.5 

津巴布韦 27.1 27.4 27.5 28 31.9 60.4 7.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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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关于 GBF 草案的补充意见 

我们建议，将以下注释以及 2021 年 SPS 1-2 总结报告与或报告概要与谈判团队非正式

地分享，否则，谈判团队可能无法及时收到这些意见。 

意见 1. COP 15 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应该反映在 GBF 的背景

段落中。建议文本为：“生态文明是指导变革性转变的一个好的案例，其为 GBF 的实施确

定了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 

意见 2. 除了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之外，生物安全议定

书和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议定书都应成为 2030 年里程碑的一部分，即便已经有关于生

物安全实施的单独文件。关于新冠流行病和生物技术的其他安全和安保问题以及新的人畜

共患流行病暴发等问题，应在可持续发展和“同一健康”的框架下应对。 

意见 3. 合并目标 Goal C（1）和 (2)，用生物安全内容替代 Goal C (2) 。 

 

SBSTTA-24讨论了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的修改版，提出一些修改建议，但

在最新发布的第一稿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2050 愿景、使命（mission）、长期目标、里程碑、行动目标和指标间的逻辑关系需

要厘清，简化框架的结构，避免不同层级目标间的重叠，还应考虑到拟定《2011-2020 年全

球植物保护战略》的后续行动。各方对 2020 年后框架的基线确定尚有不同意见。 

2. 要避免重复。长期目标与行动目标有重复，如长期目标 C 和行动目标 13；行动目标

与行动目标之间有重复，如行动目标 8 和 11、行动目标 5 与 9。 

3. 一些术语需要明确定义，如健康人口、生态连通性、完整性、空间规划、其他基于

面积的有效保护措施（OECMs）、优先地区、优先物种、过度消费和负责任的选择”等。 

4. 长期目标 B 以及其他部分中，“自然对人的贡献”的提法不合适，应该使用生态系

统服务。强调人的做法不合适。 

5. 目标所定的一些百分比目标，如 5%（A.1）和 50%（行动目标 6 等），尚缺少足够

的科学依据。 

6. 针对行动目标 17，一些缔约方建议本行动目标的措词应涉及《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我们可考虑建议补充这个信息，鼓励缔约方签署该补充议

定书，推动其有效实施。 

7. 在 COP14 决议（14/29）中，缔约方承认必须要强化其 2050 愿景的实施和承诺。考

虑到缔约方呼吁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协同增效，并且 COP14 决议（14/5）认识到生物多

样性和气候变化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 UNFCCC 已经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为

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的重要性，建议增加一个目标： 

 “目标 22. 至 2030 年，支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制定和展示

其自愿生物多样性承诺。这些承诺可以纳入其 NBSAPs 或者作为其 NBSAPs 的额外部分，

致力于支持和提升其实现 2050 愿景所需雄心。”  

8. 关于监测框架草案中的标题指标，根据会议的在线调查，CBD/SBSTTA/24/3/Add.1

号文件所载监测框架草案中大部分拟议标题指标得到了缔约方的支持。有些缔约方建议指

标、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应一起制定，以确保它们是可计量的。一些缔约方指出标题指标

的使用不应妨碍缔约方使用其他指标，标题指标应具有灵活性，允许考虑国情。SBSTTA-

24 建议 COP15 最终为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定稿，并在 COP16 完成制定

工作。在 COP15后马上成立个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标问题 AHTEG来开展相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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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关于 GBF 第一稿的具体建议 

D.2030 里程碑 

1. 虽然已经有另外的专门 2020 年后生物安全议定书实施计划，GBF需要将生物安全议

定书和 ABS 议定书包含在里程碑中。由于 COVID-19 的爆发，为了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

需要充分处置现代生物技术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我们建议合并里程碑目标 C（1）和 C（2），这个已经在具体目标 13 中涵盖，用生物安全

内容替换这个目标： 

目标 C 

C.2 确保生物安全和安保问题。 

 

E. 2030 行动目标 

  2. 目标 17. 

  人类开发生物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人类需要有能力控制任何不利

影响。并不是每一个有潜在利用价值的生物技术应用一定是必须要用的。有些应用可能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我们需要平衡这些惠益和风险。因而目标 16

不仅是以降低不利影响为目的，而且要限制有不利影响的应用。评估和监测指标应该如同

文件 CBD/SBSTTA/24/3的附录 1中所建议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标题指标），

以及文件 CBD/SBSTTA/24/INF/16 所建议的评分指标那样，包括到位必要的法律、管理、

技术以及其他的生物安全措施，通过监管那些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有害的生物技术应

用和 LMOs 释放，降低其不利影响。这些也可以表述为生物安全议定书时间中的能力建设

或能力发展程度。在 SBSTTA-24 非正式会议中，缔约方表达了对预稿中缺少惠益分享、生

物安全和数字序列信息方面内容的关注，所以我们建议对该目标进行一定的文字修改： 

“制定强化并实施措施，以预防、管理或控制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潜

在影响，并降低这些影响的风险，推动缔约方实施《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于赔偿责任

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3. 目标 21 

必须要确保土著群众和地方社区妇女、女孩和青年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中的公平

和有效的参与，并尊重其对土地、领地和资源的所有权。很有必要提升土著群众、地方社

区、妇女、女孩和青年的参与。然而当我们提到决策中的公平参与时，不论作为有义务的

参与贡献的一方，或作为公平参与的参照物，整个社会和男性的角色不能不提，因此建议

修改目标 21 文字如下： 

“通过全社会参与的方式，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决策过程中的公平参与，并视国情确保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女孩以及青年对相关资源的权利。” 

 

4. 在 COP14 决议（14/29）中，缔约方承认必须要强化其 2050 愿景的实施和承诺。考

虑到缔约方呼吁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协同增效，并且 COP14 决议（14/5）认识到生物多

样性和气候变化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 UNFCCC 已经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为

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的重要性，建议增加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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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21. 至 2030 年，支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制定和展示

其自愿生物多样性承诺。这些承诺可以纳入其 NBSAPs 或者作为其 NBSAPs 的额外部分，

致力于支持和提升其实现 2050 愿景所需雄心。” 

 

F. 实施的支持机制 

5. 为了从所有来源产生额外的财务支持，与捐赠方的合作与协作是重要的，这样做将

能够鼓励捐赠方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实施计划。建议在 F（d）增加一个小点（iii）： 

 （iii） 鼓励生物多样性保护财务和非财务捐赠方合理的合作和协作。 

 

G. 扶持条件 

6. 为实施和实现 2020年后GBF的目标，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协同增效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些多边环境协定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目标和进程。建议修改 G 部分的 e 点以

表明其关注的焦点: 

G （e） 实现各项相关的多边环境协定及其他相关国际进程（特别是在有利于生物多

样性以及对保护努力的承诺或贡献方面）的协同增效，包括《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

及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文书之间的协同，为此加强或建立合作机制； 

 

7. 如前所述，缔约方关注 GBF的制定要充分整合 LMOs 的生物安全以及来自遗传资源

使用的惠益共享组分，因而 2020 年后 GBF 的实施需要承认生物安全和惠益分享的作用，

因此建议在该部分的 h 点增加对生物安全和惠益分享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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