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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2 月 7 日到 12 月 19 日，《生物多样
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以下简称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历时两周，通过
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下简称“框架”） 及相关一揽子
文件。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为
今后至 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翻开了新的篇章。

会议成果令人振奋，达成共
识乃各方所向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谈判伊始，各方
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此前，全球第一
个以十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爱
知目标”，其设定的 20 项目标到 2020 年没
有一项完全实现。

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现实也让大家的
心聚到了一起——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
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 显示，全球范
围内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自 1970年以
来下降69%。

在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局面亟待扭转
的形势下，各方将期待化为达成共识的力
量，推动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框
架”等令人振奋的成果。

大会通过了 60 余项决议，在“框架”
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码序列信息
等 关 键 议 题 上 达 成 了 一 致 。 确 立 了

“3030”目标，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
全球陆地和海洋等系列目标；建立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明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措施。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框架”兼具雄心
和务实平衡。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
部部长黄润秋以多个“历史性”来形容这
一成果文件：这个“框架”历史性地纳入
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落地路径；历
史性地决定设立“框架”基金；历史性地

描绘了 2050 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愿景。

黄润秋说，透过这一“框架”，可看到
团结与合作，人们共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
失趋势，走上恢复之路；可看到雄心与行
动，人们携手努力，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可看到希望与未来，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见证“框架”通
过，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说：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多边主义、全球团
结、国际合作仍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同和支持，跨领域综合性的解决方式及包
容性的伙伴关系框架也符合生物多样性这
个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也是联合国应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等这些
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路径。”

中国积极发挥主席国领导力
与协调力

“因为中国，这一切才变为现实，”喀
麦隆参会代表塞茜尔·恩杰贝特说，她极为
赞赏中国作为主席国为大会成功举办所付
出的努力。

12月15日，COP15第二阶段高级别会
议正式开幕，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向开
幕式致辞。来自 140 个缔约方和 60 个国际
组织机构的代表出席开幕式，其中包括近
200位部级代表，是缔约方大会历史上高级
别代表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现场参会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所长张元明说：“习近平主席的致
辞振奋人心，表达了中国作为主席国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雄心，以及把雄
心转化为行动的决心和举措，给大会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各国政要、学者以及民间
组织对习主席的致辞给予了积极评价。”

大会期间，恰逢蒙特利尔大雪，在谈
判一度陷入僵局之时，一封来自大会主席
黄润秋的致信展现了“中国智慧”，也是中

国充分发挥主席国作用的有力见证——
“我希望所有缔约方和观察员提供支

持，在缔约方会议剩余时间发挥作用，确
保取得成功并传递我们的决定。”信中提出
了新颖的谈判策略：邀请一名发展中国家
部长和一名发达国家部长“配对”牵头，
组成多个部级磋商组，有效推动解决了谈
判难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尔科·兰贝蒂
尼认为，作为 COP15 主席国，中国不断

“与各方接触，协调处理和理解不同观
点”，中国在谈判期间，特别是在谈判最后
阶段的作用，“绝对是关键的”。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中国茶、
中国民谣等中国元素纷纷走进会场，向世
界讲述着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故
事。“中国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旗舰项
目、大批中国自然保护地加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绿色名录……大会期间获得国际组
织、机构认可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不胜
枚举，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与成就
赢得与会各方赞赏。

作为 COP15 主席国，“中国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
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政
府用大量时间努力推动‘框架’磋商，并
组织众多活动，与各方领导人双边讨论，
努力推动‘框架’制定并获得通过。”

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执行

“框架”将指引国际社会携手遏止并扭
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

进程，共同迈向 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愿景。“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执行，”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说，

“我们要制定国家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动
员采取广泛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必
须让社会各界参与其中，尤其是青年、当
地社区和学术界。”

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

科学家张文国看来，为避免重蹈“爱知目
标”的覆辙，接下来，国际社会和缔约方
唯有行动、行动和行动，用行动来推动转
型早日到来，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走
深、走实。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认为：“需
要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整合融入到
政策、规定、规划和发展进程，以及环
评、国民经济核算等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之
中，同时也需要协同并融入到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等众多国际议程中。”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企业是其中的重要主体。在COP15第二阶
段会议期间，蒙牛集团入选 《企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案例集》，蒙牛集团执行总裁李鹏
程表示，蒙牛将通过消费者宣传、生产经
营改造等商业措施，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框架”通过不久，腾讯正式对外发布
《生物多样性声明》，并宣布成立“生物多
样性专项委员会”，提出生态友好地发展公
司业务、利用技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保护、应用互联网工具提升公众的生
物多样性认知。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表
示：“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去更好地
理解未来趋势、制定行动，尤其是应对生
物多样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探索
用科技突破以往的发展范式，以一个更有
韧性的、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生物多样
性保护。”

“达成‘框架’，是我们这次大会的圆
满终点，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激动
人心的新起点。”黄润秋表示，“到 2030年
全球评估的时候，希望我们的生态自然环
境更加美好，希望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如期得以扭转。未来两年，我将在主席
团、《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支持下，继续
履行好主席职责，与各缔约方、利益攸关方
一道，为‘框架’有效执行保驾护航。”

左图：一群黑脸琵鹭在海南儋州湾上
空飞翔。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上图：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秋景。 王 龙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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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向新起点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四川省野生大熊猫数量较第三次
调查新增 181 只，栖息地及潜在栖息
地增加 25.3 万公顷，大熊猫受威胁程
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国角”四
川日边会上，“国宝”大熊猫物种保护
的好消息频频传来，令不少与会者印
象深刻。

“保护和修复栖息地是保护大熊猫
最主要的举措之一。”会上，四川省生
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源月
分享起保护大熊猫的“秘诀”——中
国通过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将过去
73个分散的孤立自然保护区和13个个
体大熊猫种群连成一片，提升了大熊
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
性，加强对大熊猫及其伞护物种多样
性和典型生态脆弱区的整体保护。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是近年来中国推进自然保
护地体系改革、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体系的关键举措。在去年10月于
昆明举行的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上，
中国宣布正式设立首批 5 个国家公
园，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类，大大提升了生物多
样性就地保护的系统性，进一步完善
了自然保护地管理的体制机制。

而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另一
场边会上，全球18处自然保护地跻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其中 11
处来自中国，黄果树、长白山、神农

架等风景名胜赫然在列，以“生态名
片”的姿态再度享誉世界。在中国，
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
保护地已达 1.18 万个，约占陆域国土
面积的18%。

“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开启自然保护地体
系改革，探索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
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中国的自然
保护地改革事业，在完善体制制度、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提升科研检测能
力、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以及开展
国际合作等方面成效显著，已成为政
府主导、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国家
行动，正在以稳健的步伐持续推进。

下图：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
园区内拍摄的扎陵湖风光。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摄

中国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
本报记者 朱金宜

中国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联合国 12 月 13
日在 COP15 第二阶
段 会 议 期 间 宣 布 ，
中国政府推动实施
的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即“中国山水
工程”，入选联合国
首批十大“世界生态
恢复旗舰项目”。

中 国 的 “ 山 水
工程”在哪里？从
河北京津冀水源涵
养区到陕西黄土高
原，从云南抚仙湖
流域到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 （重庆段），
自 2016 年起实施的
44 个 “ 山 水 工 程 ”
分布在中国“三区
四带”生态安全屏
障区域的关键生态
节点，涵盖了多种
类 型 的 生 态 系 统 。
根 据 生 态 系 统 退
化、受损程度和恢
复力，“山水工程”
因地制宜选择保护
保 育 、 自 然 恢 复 、
辅助再生、生态重
建的技术模式，已
完成生态保护修复
面积 350 多万公顷。
到 2030 年 ， 将 有
1000万公顷的自然生态得以恢复。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山水
工程”的经验主要体现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引领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构建多主体、多
学科、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注重一定区域内各
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动员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为本地居民创造替代生计，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及传承传统生态智慧，并
借鉴国际先进理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中国的“山水工
程”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学习的榜样，是由于
采取了将所有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
方法，具备广泛学习价值及可推广性。未来，

“山水工程”将与其他旗舰项目一道，致力于恢
复全球总面积超过 6800万公顷的区域，防止地
球自然空间退化，并创造近 1500 万个就业机
会，继续为全球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中国智慧。

上图：新安江安徽省黄山市屯溪段，青山
碧水蓝天，环境优美。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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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自然的融合，河口与
海洋的交汇”——在 COP15第二
阶段会议“中国角”边会活动
上，上海的主题展示吸引了许多
与会者的关注。人们不禁好奇，
这座经济活跃、人口众多的超大
型城市，如何写好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答卷？

“上海是一座由湿地发展而来
的超大城市。”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程鹏介绍称，上海所在的长
江口，正好位于全球鸟类八大迁
徙路线之一“东亚—澳大利西
亚”路线中段，每年有近 100 万
只次迁徙水鸟在上海的崇明岛滩
涂湿地迁徙过境。上海地区记录
到的水鸟，占全国水鸟种数的
80%，白头鹤、小天鹅等珍稀濒
危鸟类都有稳定种群在上海越冬。

为保护鸟类赖以生存的滩涂
湿地，上海市于 2013 年启动崇明
东滩生态修复项目，控制入侵物
种互花米草的扩张，优化鸟类栖
息地，并投入科研监测基础设
施，形成了近 4 万亩环境相对封
闭、水位可调控管理的修复区
域。近年监测数据显示，生态修
复区内外鸟类种群数量均明显增
加，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也保持
稳定。

而在城区的繁华盛景中，黄
浦江两岸 45公里、苏州河中心城
段 42公里岸线的公共空间，陆续
贯通开放，昔日的工业锈带变为
活力水岸，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
乐的临水湿地空间；在寸土寸金
的城市内部，上海将社区中废弃
或脏乱的“边角地”改造为生境

花园，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辅助
的食物、水源及栖息地；为减少
人与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的冲突，
上海市发动市民开展“貉口调
查”，系统查清貉在城市中的密
度，通过科普宣传增进市民对其
习性的了解，开展疫源疫病监
测，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
存……有力扩展的生态空间，让
上海变得更加休闲宜居，也让绿
色成为这座繁华都市的鲜明底色。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
在探索推动碳市场机制与气候金

融体系发展，为服务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找寻更加有
效的市场工具。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董事长赖晓明在边会活动中
表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必须面对的
重要任务。他呼吁促进金融要素
与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关键领域紧密结合，引导更
多资金流向这些领域。

上图：在苏州河畔远眺陆家
嘴地标建筑群。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上海：

超大城市的生态答卷
本报记者 朱金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