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Ａｕｇ. ２０２３ꎬ ４３(８): １３５０－１３５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ｇｘｚｗ２０２３０５０５９

罗茂芳ꎬ 杨明ꎬ 马克平ꎬ ２０２３.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Ｊ]. 广西植物ꎬ
４３(８): １３５０－１３５５.
ＬＵＯ ＭＦꎬ ＹＡＮＧ Ｍꎬ ＭＡ ＫＰꎬ ２０２３. Ｃｏ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ｆ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４３(８): １３５０－１３５５.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罗茂芳１ꎬ２ꎬ３ꎬ 杨　 明４ꎬ 马克平１ꎬ２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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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委员会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ꎻ ４.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６４ꎻ ５. 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１４０８)

摘　 要: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以下简称 ＣＯＰ１５)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 ６２ 项决定ꎬ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ꎬ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ꎮ 该文就«昆蒙框架»
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３０３０ 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ꎬ对保障«昆蒙框架»
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ꎬ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１)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

化ꎻ(２)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ꎬ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ꎬ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

和具体措施ꎻ(３)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ꎬ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ꎻ(４)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意识和教育ꎬ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ꎬ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

费ꎻ(５)大力推进国际合作ꎬ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ꎬ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

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公约»ꎬ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ꎬ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ꎬ 保护地目标ꎬ
保护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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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ꎬ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

称«公约») 发布了第五版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

结ꎮ 根据这一报告ꎬ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间世界各

国不断做出了努力ꎬ但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仍然

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不断

恶化(ＣＢＤꎬ ２０２０)ꎮ 这表明ꎬ不仅在 ２０１０ 年未能

实现第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ꎬ而且第二个全

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未能

在全球实现ꎮ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经过四年的

正式磋商和谈判ꎬ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凌晨在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１５)第二阶段会

议的全会上通过ꎮ «昆蒙框架»以行动和结果为导

向ꎬ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经

验教训以及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经验和成果

为基础ꎬ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ꎬ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转变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ꎬ既为实现到

２０５０ 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愿景设定了一条崭

新的路线图ꎬ也为今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指明

了方向(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ａ)ꎮ
«昆蒙框架»是一个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框

架ꎬ全文包括背景、宗旨、执行框架的考虑因素、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关系、变革理论、

２０５０ 年愿景和 ２０３０ 年使命、２０５０ 年全球长期目

标、２０３０ 年全球行动目标等 １１ 个部分ꎮ 近年来ꎬ
已有文献从谈判进展、框架内容、海洋多样性保

护、资金问题等方面就框架进行了介绍(罗茂芳

等ꎬ ２０２２ꎻ 徐 靖 和 王 金 洲ꎬ ２０２３ꎻ 李 亦 欣 等ꎬ
２０２３ꎻ 耿宜佳等ꎬ ２０２３ꎻ 马克平ꎬ ２０２３)ꎮ 本文将

着重介绍保护地“３０３０ 目标”等核心目标ꎬ并对我

国的保护行动建议进行了讨论ꎮ

１　 核心目标

１.１ 保护地“３０３０ 目标”
２０１０ 年通过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十年目标ꎬ简称“爱知目标”ꎮ “爱知目标” １１
提出的 １７％陆地和 １０％海洋保护地目标ꎬ未能有效

缓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趋势ꎮ 以

高雄心联盟(Ｈｉｇｈ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国家为代表的

多个国家倡导 ２０３０ 年保护全球至少 ３０％的陆地和

海洋(ｗｗｗ.ｈａｃ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ｇ)ꎮ 这一目标在

ＣＯＰ１５ 大会得到一致认可ꎬ确立了行动目标 ３ 的所

谓“３０３０ 目标”ꎬ目标提出“确保和促使到 ２０３０ 年至

少 ３０％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ꎬ特别是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特别重要的

区域ꎬ通过具有生态代表性、保护区系统和其他有

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至少恢复 ３０％”ꎮ 这一目

１５３１８ 期 罗茂芳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标的设定ꎬ尤其是 ３０％海洋面积保护目标的设定是

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ꎮ
在全球海洋保护区中ꎬ多数因渔业捕捞、石油

开发等经济活动而不能达到有效保护ꎬ协调海洋

保护与开发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Ｅｄｇ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早在 １９９５ 年ꎬ«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次

会议(ＣＯＰ２)首次将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设为

正式议题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ꎬＣＯＰ４ 通过了«关于海洋

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案»ꎬ确定了«公约»关
于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领域

的主要目标和优先行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ＣＯＰ１０ 对这一

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ꎬ认为海洋保护区覆

盖全球海洋面积约 １％ꎬ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

缓慢( ＳＣＢＤꎬ ２０１０)ꎮ ＣＯＰ１０ 发布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对应的“爱知目标”ꎬ
并提出了保护 １７％陆地和 １０％海洋的保护目标ꎮ
然而ꎬ“爱知目标”未能在全球实现ꎬ其中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ꎬ尤其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ꎬ ＢＢＮＪ)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４ 日ꎬ为确保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ꎬ各缔

约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达

成协定案文ꎮ 该案文要求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公海和区域)设立大范围的海洋保护区ꎬ对捕

鱼量、航运线路以及包括深海采矿在内的勘探活

动等做出限制ꎻ同时ꎬ要求评估经济活动对这些区

域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ꎮ 此外ꎬ发展中国家在

参与和执行协定案文的过程中将获得能力建设与

海洋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支持ꎬ并通过一个公平的

机制分享海洋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ꎮ 这对于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昆蒙框架»中与海

洋相关的目标和具体指标十分关键ꎮ
１.２ 资源调动

«公约»缔约方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全

球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ꎬ但缺乏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这些生物资源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资源ꎮ 同时ꎬ
也认识到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虽然从发展中国家获

得了大量与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资源有关的利

益ꎬ但未能公平分享这些利益ꎮ 这引发了对于确

保发展中国家在使用生物多样性和相关基因资源

时能够得到公平补偿ꎬ并获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这些资源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需求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上ꎬ发展中国家就提

出ꎬ发达国家应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ꎬ以帮助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ꎮ 这个提议基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ꎬ认识到发达国家由

于历史上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相关资源获益颇多ꎬ
因此有更大的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ꎮ 这个

提议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ꎬ而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具有全球价值的生物多样性需要耗费大

量资金和技术资源的认知ꎮ 资源调动不仅是框架

中的目标之一ꎬ还关系到框架整体目标的设计高

度与缔约方实施框架的信心ꎬ更是框架达成且落

实的关键(王也等ꎬ ２０２２)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２０２１ 年“同一个星

球”峰会上发言指出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每年保护全球生

物多样性的资金缺口高达 ７ １１０ 亿美元ꎮ 根据«公
约»资源调动专家小组的估算ꎬ在保持目前碳排

放、生产力和土地利用不变的情况下ꎬ全球每年需

要投入 １ ５００ 亿 ~３ 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用以实施框

架所确定的目标ꎬ而目前全世界每年用于生物多

样性 保 护 的 相 关 支 出 为 ７８０ 亿 ~ ９１０ 亿 美 元

(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ａꎬ ｂ)ꎮ 在框架谈判过程中ꎬ资源调动

作为最为核心的目标之一ꎬ分歧很大ꎮ 在资金机

制方面ꎬ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一个在全体缔约方

授权下运作的全新机制ꎬ并简化获得资金和快速

落实的流程ꎮ 对将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等由发达

国家主导的融资机制继续作为资金机制提出反对

意见ꎬ认为新的资金机制必将刺激更多的资金投

入ꎻ而发达国家却认为新机制的建立需要更多的

时间ꎬ并且更多的基金机构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资

金ꎬ从而支持通过全球环境基金等现有机制提供

援助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协调下ꎬ经过多次谈

判磋商ꎬ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在全球环境基金下设

立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ꎬ通过一个特别

信托基金来支持框架的实施ꎮ 在资金数额方面ꎬ
到 ２０３０ 年每年筹措所有来源的财政资源 ２ ０００ 亿

美元ꎬ并减少至少 ５ ０００ 亿美元有害补贴ꎻ发达国

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资

金总量到 ２０２５ 年达到每年至少 ２００ 亿美元ꎬ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每年 ３００ 亿美元ꎮ
１.３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ＤＳＩ)

«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公平分享利用遗传

资源产生的惠益ꎮ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ꎬ给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带来了机遇ꎬ同时也

给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共享带来了新的挑战ꎮ
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遗传资源ꎬ这些资源

有可能被用于开发新药、培育作物新品种和其他

产品ꎮ 发达国家在 ＤＳＩ 基础设施、数字化信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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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ꎬ而发展中国家相对

较弱ꎮ 在框架磋商中ꎬ遗传资源的使用者如生物

技术公司与原产国如何分享 ＤＳＩ 惠益ꎬ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这一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矛盾十分突出ꎮ 以非洲联盟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

国家认为ꎬＤＳＩ 作为遗传资源的基因序列信息本质

上仍属于遗传资源ꎬ应纳入框架的遗传资源获取

与惠益分享机制以及其他相关规定ꎮ 但是ꎬ发达

国家极力反对将 ＤＳＩ 视为遗传资源纳入生物多样

性保护进程ꎬ认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数据应

保持开放访问的状态ꎬ反对影响开放获取的解决

方案ꎮ 主张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ꎬ在 ＣＯＰ１５ 后继

续开展广泛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ꎮ
２０１６ 年ꎬ在墨西哥召开的 ＣＯＰ１３ 上ꎬ各方首

次触及 ＤＳＩ 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ꎬ在埃及召开的 ＣＯＰ１４
上ꎬ大会通过决议ꎬ表示注意到对此事的意见分

歧ꎬ并决定建立一个以科学和政策为基础的进程

工作组进行研究ꎬ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特设技术专

家组ꎮ 在本次的 ＣＯＰ１５ 中ꎬ各方就 ＤＳＩ 的定义、范
围、保护措施和利益分享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ꎬ并就相关条款进行了谈判ꎮ 最终ꎬ各缔约方

达成了共识ꎬ决定设立一个公平、透明、包容、参与

性和有时限的进程ꎬ将在 ＣＯＰ１６ 上最终确立ꎻ同
时ꎬ设立一个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

产生惠益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ꎬ进一步拟

定多边机制ꎬ并向 ＣＯＰ１６ 提出建议ꎮ 这一成果是

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ꎬ将 ＤＳＩ 纳入框架的推进进

程ꎬ并提供了下一步的路线图ꎬ具有历史性意义ꎮ
除了以上 ３ 个重要议题外ꎬ框架还有其他一系

列重要行动目标ꎬ包括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区域

３０％、外来入侵物种引入减半、高危化学品使用减

半、全球食物浪费减半等(马克平ꎬ ２０２３)ꎮ
与上一个十年目标不同ꎬ«昆蒙框架»除了要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外ꎬ还提出扭转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趋势ꎬ是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ꎮ «昆蒙框

架»涵盖了包括加大力度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ꎬ提出需要在全球、区域、次
区域、国家以及地方各级采取行动ꎬ加强了性别平

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等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

与ꎬ重视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等变革性的改

变ꎬ对框架相关目标和指标设计更加具体、可计

量、 可 实 现、 成 果 导 向、 有 时 限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ꎬ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ꎬ 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ꎬ 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ꎬ即 ＳＭＡＲＴ 标准)、提高国家承诺的程度、减
少规划及其执行中的时间滞后等( ＣＢＤꎬ 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造成的危机再次提醒

了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关联ꎮ 在框架磋商中ꎬ“生
物多样性和健康”曾作为一个新目标进行谈判ꎬ后
经协商一致ꎬ作为执行框架的考虑因素之一写入

框架 Ｃ 部分ꎮ 强调将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之间

相互关联的“同一健康” (Ｏ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作为基于科

学的整体方法之一ꎬ在框架中得以体现ꎮ
此外ꎬ与«昆蒙框架»一并通过的一揽子成果还

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

审查机制»等其他五个决议ꎬ这些决议是推动和具

体实施框架的重要条件ꎮ «‹昆蒙框架›的监测框

架»是评估框架执行进展的科学和技术基础ꎬ旨在

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监测框架目标的进展情况ꎬ供
缔约方在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国

家报告中使用(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ｂ)ꎮ 指标体系以标题指

标(ｈｅａｄｌ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为核心ꎬ组成指标(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补充指标(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和国

家指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作为补充ꎮ 在指标磋商

过程中ꎬ发达国家多强调指标的雄心ꎬ而发展中国

家却强调指标在国家层面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

可行性ꎬ并强调标题指标的平衡ꎮ
«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中提出ꎬ以便

利性、尊重主权、非惩罚性的方式实施强化的多层

面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办法ꎬ来加强«公约»和

«昆蒙框架»的执行(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ｃ)ꎮ 这些办法包

括比照框架及其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修订或更新

国家 生 物 多 样 性 战 略 和 行 动 计 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ＢＳＡＰ)ꎬ提出在

２０２６ 年和 ２０２９ 年提交的国家报告中应包括«‹昆
蒙框架›的监测框架»中的标题指标和其他指标ꎬ
对各国 ＮＢＳＡＰ 包括国家目标中的信息进行全球

分析ꎬ以评估对«昆蒙框架»的贡献ꎬ供 ＣＯＰ１６ 和

随后各届缔约方大会审议等ꎮ 此外ꎬ在这一决议

附件中还发布了修订或更新 ＮＢＳＡＰ 的指导意见

以及用于提交国家目标的模板ꎮ
中国作为 ＣＯＰ１５ 主席国ꎬ在承办 ＣＯＰ１５ 大会

和推动«昆蒙框架»磋商和达成的过程中ꎬ体现了

最高级别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力ꎮ 在 ＣＯＰ１６ 召开

前ꎬ我国将继续履行主席国职责ꎬ推动«昆蒙框架»
的全面实施ꎮ

２　 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为推动«昆蒙框架»在中国的落实ꎬ我国正在

更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３５３１８ 期 罗茂芳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略与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ꎮ 生物多样性保

护是一个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的复杂问题ꎬ一
时一地、单一领域或是单一利益相关者的行动ꎬ无
法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ꎬ难以达到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预期效果和目标(刘文慧ꎬ ２０２２)ꎮ 我

们应该以此次修订为契机ꎬ让全政府和全社会共

同参与到进程当中ꎬ采取行动共同推动«昆蒙框

架»目标的达成ꎮ
２.１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ꎬ将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整合到国土空间规划中ꎮ 我

国在此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制度优势ꎬ如生态

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三区划分、生态保护

红线的划定、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工程、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等都是良好的范

例ꎮ 应进一步统筹规划、完善整体布局ꎬ特别是加

强项目间和项目内的互补与协同ꎬ聚焦重点ꎬ提高

成效ꎬ以实现我国到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

得到扭转的目标ꎮ
２.２ 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

划ꎬ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ꎬ并落

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

我国自 １９５６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以来ꎬ
自然保护地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ꎬ积极推动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

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我国

陆续开展了 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ꎮ ２０２１ 年ꎬ正
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ꎬ保护面积达 ２３ 万平

方千米ꎬ涵盖了我国陆域近 ３０％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物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ꎬ
２０２１)ꎮ 随着国家公园的建立ꎬ国家公园建设与管

理作为新专业ꎬ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正式纳入«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教育部ꎬ ２０２３)ꎮ 根据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务司“２０２０ 年林草生态网

络感知系统一套数”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我国已建成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２ ６７６ 处(面积为 １４ ８９８.５４
万公顷)ꎬ自然公园 ６ ５１４ 个(面积为 ５ ５１４.０５ 万

公顷)ꎬ仅这二者总面积就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２１.２６％ꎮ 然而ꎬ我国的海洋保护相对滞后ꎬ海洋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曾江宁等ꎬ
２０１６)ꎬ 未来既需要建立更多新的海洋保护区ꎬ也
亟需评估现有海洋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曾江宁等ꎬ
２０１６ꎻ 宋瑞玲等ꎬ ２０１８)ꎮ 除了传统保护地体系

外ꎬ近年来国际上对于“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

护措 施 ” ( Ｏ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 ＯＥＣＭｓ)也非常重视ꎬ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ＵＮＥＰ￣ＷＣＭＣ)自 ２０１９ 年首次记录 ＯＥＣＭｓ 以来ꎬ
ＯＥＣＭｓ 为全球保护地和 ＯＥＣＭｓ 网络增加了 １６０
万平方千米ꎻ尽管仅限于 ５ 个国家和地区ꎬ但

ＯＥＣＭｓ 的现有数据已经表明其对保护区覆盖率和

相连性做出了重要贡献(ＵＮＥＰ￣ＷＣＭＣ ＆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２１)ꎮ ＯＥＣＭｓ 作为保护措施的一种形式ꎬ写入

«昆蒙框架» 保护地 “ ３０３０ 目 标” 中ꎮ 在 我 国ꎬ
ＯＥＣＭｓ 尚未受到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ꎬ需要进一

步开展相关研究ꎬ争取尽快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管理体系ꎮ
２.３ 根据框架目标对监测要求具体化ꎬ制定出可操

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

生物多样性观测和监测既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基础ꎬ也是了解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和问题的

重要手段ꎮ 应建立科学、系统、可持续的生物多样

性监测指标体系ꎬ进一步优化生物多样性监测的

内容和空间布局ꎬ并整合国内和国际生物多样性

研究的技术力量ꎬ对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种群

数量、分布范围、生境质量等方面进行监测与评

估ꎮ 同时ꎬ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ꎬ强化对生

物多样性监测的支持和保障ꎬ并确立相应的监测

机构ꎬ加强对相关从业人员和监测人员的培训ꎬ提
高监测水平和能力ꎮ 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生物

多样性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ꎬ实现监

测数据的实时收集、传输和共享ꎬ并加强对监测数

据的分析ꎬ评估生态系统的状况和保护成效ꎬ及时

调整保护策略和措施ꎬ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ꎮ
２.４ 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ꎬ提高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ꎬ促进

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是促进可持续生产

和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公众只有了解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性和保护意义ꎬ才会更加关注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ꎬ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生物多样

性的威胁ꎬ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ꎮ 目前ꎬ我
国在加强公众宣传和教育活动方面开展了很多工

作ꎬ如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主题的宣传日、生物多

样性保护讲座、观鸟等活动ꎮ 媒体是传递信息的

重要渠道之一ꎬ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报道ꎬ让
更多的人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保护的紧迫

性ꎬ下一步可加强媒体形式多样、深入浅出的宣

传ꎮ 此外ꎬ在各社区建立生态志愿者队伍ꎬ让更多

４５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的人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ꎬ通过志愿者的

力量ꎬ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监测、评估和

管理工作ꎬ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度

和保护意识ꎮ
２.５ 大力推进国际合作ꎬ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ꎬ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

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性的问题ꎬ只有各国共同

合作才能有效监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ꎮ 我国作为

«公约»缔约方和 ＣＯＰ１５ 主席国ꎬ以及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ꎬ已经站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中

央ꎮ 除了国内的保护行动外ꎬ还要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ꎬ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ꎬ共同走出生态

文明的新发展路径ꎮ 同时ꎬ这种新的发展路径不

仅仅局限于生物多样性领域ꎬ应积极争取各国政

府、地方和区域金融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私营企

业和社区组织等的支持ꎬ调动全球全社会力量共

同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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