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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
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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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ꎬ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研究所ꎬ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地研究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ꎻ ２. 自然资源部

国土整治中心 (自然资源部土地科技创新中心)ꎬ 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

摘　 要: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

动ꎬ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ꎮ 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ＢＤ)缔约方之一ꎬ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ꎮ 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ꎬ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ꎬ对标«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ꎬ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ꎬ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的 ４ 个主要实施路径:(１)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ꎻ(２)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ꎻ(３)联动企业采取共

同行动ꎻ(４)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ꎬ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活动中ꎬ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ꎬ 价值ꎬ 主流化ꎬ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ꎬ 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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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ｖａｌｕｅꎬ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联合国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ꎬ全球生物多样性

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ꎬ伴随气候危机加剧ꎬ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

力将持续受到威胁ꎮ 要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锐

减趋势ꎬ需要全球共同采取有力行动ꎬ针对不同空

间尺度采用覆盖面广且协调一致的政策解决方案

(Ｌｅｃｌèｒ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ꎻＤｒｏｓｔ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ꎬ包括政

府、商业从业者和土地使用者等在内的行为主体

均需要参与到统一减少生态环境损害以维护生物

多样性所需的变革中来(Ｄａｍｉ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联合国 « 生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ＢＤ)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第二阶段会议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 (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简称«昆蒙框架»)这一历史

性文件ꎬ为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

务降低提供了战略目标和解决方案ꎮ «昆蒙框架»

着眼于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两个阶段目标ꎬ再次将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确定为 ２０３０ 年的重要行动ꎮ 中国

作为 ＣＢＤ 缔约方ꎬ近十年来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

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ꎬ实施了包括制定国家战略

行动计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国家委员会、完善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标准、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

度、开展全国生物物种联合执法检查等一系列举

措ꎬ但受制于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缺乏、公众对生

物多样性认知度偏低以及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机

制的复杂性等众多因素ꎬ中国在落实“爱知目标”方
面与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达到理想预期ꎮ 在«昆蒙框

架»指引下ꎬ如何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

程仍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关键挑战ꎮ 本文采用文献

研究、经验总结、归纳演绎等方法ꎬ收集借鉴国内外

相关研究成果ꎬ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内

涵ꎬ总结梳理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践与成效ꎬ
就新时期如何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问题

提出几点建议ꎬ以供决策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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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释义

１.１ 概念提出及发展

“主流化”一词通常作为动词使用ꎬ是指将某

个事物、观念或行动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过程ꎬ也包

括将多个目标分层到单一目标的过程ꎬ在国际社

会应用较为广泛ꎮ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表述最

早源于 ＣＢＤꎬ其中第六条提出“(１)为保护和持久

利用生物多样性制定国家战略、计划或方案ꎻ(２)
尽可能并酌情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利用纳

入有关部门或跨部门的计划、方案和政策内”ꎬ旨
在通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纳入到国家战略

或部门规划政策的制度体系中ꎬ以政府治理的方

式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落地和

执行ꎮ
２０１０ 年ꎬ全球首个以十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计划———“爱知目标”正式通过实施ꎬ将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十年

行动的战略目标ꎬ设定提高公众认识ꎬ将生物多样

性价值纳入主流、改革奖励措施、可持续的生产和

消费 ４ 个方面的具体行动目标ꎬ通过将生物多样

性纳入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活动的主流ꎬ以应对

生物多样性丧失(ＣＢＤꎬ２０１０)ꎮ
“爱知目标”进一步扩展了主流化的实现路

径ꎬ突出以提高公众认识为手段带动公众广泛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目标举措ꎬ强调将生物

多样性的价值与惠益加以量化评估ꎬ并酌情纳入

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减贫战略规划、国家核算体系

以及报告系统中ꎬ同时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对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ꎬ主张采取行动将生物多样性融到

具体生产生活实践中ꎮ 然而ꎬ联合国发布的«全球

生物多样性展望» (第五版)显示ꎬ２０ 个“爱知目

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目标同

样没有实现ꎬ主要原因是这些战略行动缺乏与国

家政策机制的紧密联系ꎬ目标缺乏有力的实现路

径ꎬ落实框架缺乏主流化推动ꎬ资源调动、监管、司
法等能力建设保障不足ꎬ实施效果不佳ꎬ难以将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退化的财务成本纳入到其他

部门的财务计划ꎮ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逐渐成为一项重大的全球

挑战(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Ｖｉｎｋｈｕｙｚ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联合国承诺将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作为其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一(ＵＮ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 年ꎬＣＯＰ１３ 通

过了«坎昆宣言»ꎬ重申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重

要性ꎬ该宣言再次强调ꎬ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融入

各级政府和经济部门( ＣＢＤꎬ２０１６)ꎬＣＢＤ１９０ 多个

缔约方承诺加大努力ꎬ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林业、
农业、渔业、旅游等部门的政策ꎮ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

ＣＯＰ１４ 通过«沙姆沙伊赫宣言» ( ＣＢＤꎬ２０１８)ꎬ进
一步扩大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部门范围ꎬ指出

应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加工等部门实现政策

主流ꎮ
«昆蒙框架»进一步整合细化了主流化和保障

框架执行的工具方案ꎬ确立的 ２３ 个行动目标中ꎬ
涉及主流化与执行工具的行动目标有 １０ 个(行动

目标 １４－２３)ꎬ涵盖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政府决策、
促进可持续生产、推动可持续消费、提升生物安全

措施能力、改革激励措施、创新投融资机制、推动

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促进公众参与、尊重少数民

族和地方社区意愿以及确保性别平等相关内容

(ＣＢＤꎬ２０２２)ꎮ 此外ꎬ行动目标 １２ 也提出ꎬ通过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纳入主流ꎬ改善城

市生态系统功能ꎬ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增加人类

福祉ꎮ 可以看出ꎬ框架设定的行动目标既有雄心

又具体务实ꎬ又有助于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各方

面资源力量ꎬ指导全球采取一致行动ꎬ共同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ꎮ
ＣＢＤ 各缔约方在探索主流化的路径和工具方

面做了大量努力和尝试ꎬ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例如ꎬ
越南建立了有助于主流化的促进机制ꎬ实行红树

林共同管理政策ꎬ调动当地渔民和政府资源形成

合力ꎬ并在认证棕榈油和发展海洋渔业中建立信

任互惠关系ꎻ南非和哥斯达黎加得益于极高的生

物多样性水平ꎬ通过积极的主流化ꎬ搭建民主、透
明的治理体系ꎬ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和支持ꎬ获得

长期的资金保障(Ｈｕｎｔｌｅｙꎬ２０１４)ꎬ表明主流化战略

需要将自然保护政策与强有力的政治推动相结合

才能发挥实效(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Ｖｉｎｋｈｕｙｚ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过去一段时期ꎬ全球渔业部门注重加强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的融合ꎬ积极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性ꎬ
促进政策和行动方面的跨部门机构合作ꎬ推动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和发展合作取得显著成效ꎬ因此ꎬ
加强沟通促进跨部门的协作被认为是推动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成功的关键因素ꎮ
与此同时ꎬ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主流化过程

８５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中面临机制和工具有待完善的现实问题ꎮ 英国逐

步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空间规划政策的主流ꎬ强调自

然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资产ꎬ对自然保护地实行传

统的分级差异化管理ꎬ对更广泛的农村和城市地区

则实施基于净收益、缓解、抵消的生态系统服务、绿
色基础设施等政策工具(Ｗｉｌｓｏｎꎬ ２０２３)ꎬ但这种差

异化的管控政策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主要依

赖地方政策工具ꎬ倘若缺乏有效的监管ꎬ可能导致

自然“可替代性”的紧张关系ꎮ 在生物多样性极其

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ꎬ人口高度依

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ꎮ 刚果民主共和国探索将生

物多样性与环境影响评估工具有效结合ꎬ但面临

缓解措施中生物多样性基线数据较少、数据的分

类标准参差不齐等挑战(Ｈｕｇé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印度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传统的农业生产景观ꎬ以促进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ꎬ但结果显

示ꎬ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度对促进印度传统农业领

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效果十分有限ꎬ而农民

在参与生物多样性管理、维护可持续发展利用方

面的经验知识则至关重要(Ｂｉｓｈ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总

体而言ꎬ全球主流化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ꎬ主要表

现为严重缺乏财政资源和知识认知ꎬ直接影响和

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保护计划ꎮ
１.２ 内涵解析

２００７ 年ꎬ全球环境基金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 ＧＥＦ ) 和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Ｕ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ＵＮＥＰ) ( ２００７) 首次联合

提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定义ꎬ将对生物多样性

的关注与保护有关行动纳入不同经济部门和发展

计划的过程称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ꎮ 继 ２０１０
年“爱知目标”再次提出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后ꎬ国内外关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研究明显增

加ꎬ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ꎬ从源头上

缓解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驱动因素对阻

止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ꎬ而这些压力往往来

自农业、林业、渔业等高度依赖生物资源的经济活

动ꎮ Ｈｕｎｔｌｅｙ 和 Ｒｅｄｆｏｒｄ(２０１４)进一步拓展主流化

的范围且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ꎬ将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定义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影

响或依赖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公共和私营主体的战

略、政策和实践中ꎬ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的过程”ꎮ 张风春等(２０１５)综合前期各方

研究ꎬ结合中国实际将其定义为“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
化及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主流的过程ꎬ
也包括纳入到企业、社区和公众生产与生活的过

程”ꎬ认为实现主流化的途径包括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政府决策ꎬ也包括纳入企业的规划、建设与生产

过程以及社区的建设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等ꎮ
«昆蒙框架»关于主流化的行动目标全面覆盖

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ꎬ强调以制度调控

为主导ꎬ将高层级目标转化为全社会多尺度包容

性的具体行动ꎮ 为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实

施条件是实施主流化的重要前提包括设立职能机

构、充足的资金保障以及指导有效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的必要知识等赋能条件(Ｍｉｌｎｅｒ￣Ｇｕｌ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一些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总体

原则逐渐成为全球主流ꎬ如无净损失、缓解层次、
允许第三方提供补偿资金池或银行方法ꎬ以及关

注对保护区的损害赔偿等(Ｄｒｏｓｔ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总体而言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可以理解为将

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

和广泛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ꎮ 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质依然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ꎬ避免先破坏后保

护ꎬ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得以同频共振ꎬ
其核心在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国家治理体系ꎬ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动框架ꎬ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

各行各业生产和公众生活的实践中ꎮ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之所以备受国际社会的关

注和重视ꎬ是因为推动主流化可以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ꎬ是«昆蒙

框架»其他行动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ꎬ是有力

调动各部门资源和利益攸关方的制度保障ꎬ是带

动企业、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必要手段ꎮ

２　 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实践

与成效

中国自签署 ＣＢＤ 以来ꎬ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和努力ꎬ主要表现为政府

主导、其他行为体有限参与的行动特点ꎬ涵盖将生

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战略决策和规划计划、各部门

政策机制、科学研究报告等层面ꎬ有效促进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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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ꎮ
２.１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顶层决策和重大

战略规划计划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加速

推进ꎬ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ꎬ被多次纳入党代会报告及决议中ꎮ 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ꎬ“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ꎬ保护生物多样性”ꎬ首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任

务纳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报告确立了创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战略任

务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力度”ꎬ要求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ꎬ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ꎬ构建生态廊道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网络ꎬ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要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加大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力度ꎬ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基本特点之一ꎬ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定性和持续性ꎬ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ꎬ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ꎬ为
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行动指南ꎮ

近 １０ 年来ꎬ中国先后颁布和修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２０ 多部法律法规ꎬ均涉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关内容ꎬ初步

建立了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为主体的

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体系ꎮ 其中ꎬ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ꎬ增加了“保护生物

多样性”“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要求ꎻ２０２２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ꎬ
进一步加强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ꎬ并细化

了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ꎮ 此外ꎬ我国还颁布实

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

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相关

条例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国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白皮书ꎬ全面总结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举措和成

效ꎻ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

见»ꎬ成为全面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ꎮ

自签署 ＣＢＤ 以来ꎬ我国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上升为国家战略ꎬ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第十三个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

纲要中ꎬ要求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ꎬ构筑

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中国成立生物多

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ꎬ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ꎬ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

动”ꎬ发布并实施首个十年为期的«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ꎬ标志

着中国生物多样性战略的正式确立ꎮ 在统一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ꎬ保护生物多样性既是优化生

态保护空间的核心目标ꎬ又是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关键行动ꎬ被纳入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中ꎮ
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ꎬ创新

生态空间保护模式ꎬ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生态

环境极敏感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ꎬ实施严格保护ꎬ
并逐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ꎬ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和关键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ꎬ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创新解决方案ꎮ ２０２０ 年ꎬ«全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印发实施ꎬ确定了“到 ２０３５ 年ꎬ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 １８％以上ꎬ濒危野

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的远景目标ꎬ
并出台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

程建设规划等 ９ 个专项规划ꎬ全面布局未来一段

时期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的目标任务ꎮ
各省(市、区)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在地方层

面的主流化ꎬ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不同层级发展规

划和空间规划ꎬ并出台省市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行动计划ꎬ为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明确了

行动方向ꎮ
２.２ 生物多样性融入部门政策规范和考核机制

生态环境部门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

测、监管执法、评价考核等标准规范ꎬ先后出台«区
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等技

术规范ꎬ发布实施 «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 (试

行)»ꎬ首次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区域生态质量综合

评价体系ꎮ 发布«“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 «生态

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ꎬ

０６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强化全国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监

督ꎮ 纳入国家战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ꎬ出台«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等标准规范ꎬ将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作为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重要

内容ꎬ从源头预防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治理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退化ꎮ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形势下ꎬ自

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指标被逐步纳

入各地政府各部门考核制度中ꎮ ２０１６ 年ꎬ国家出

台«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

体系»ꎬ将林草覆盖、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等内容

列为生态保护考评指标ꎮ 衔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等工作的开展ꎬ诸多创建地区将重要物种保护、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相关指标作为建设目

标ꎬ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ꎮ ２０２２ 年ꎬ江苏省部

署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考核指标体系ꎬ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及责任追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ꎬ
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实行终身

追责ꎮ
探索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产业绿色转型机制ꎬ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ꎬ建立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

影响ꎮ 我国依托发展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等产

业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ꎬ
促进林草、农业畜牧、水产等生物种质资源可持续

经营ꎬ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有偿使用等制

度ꎬ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森林生态标志产

品、可持续水产品等绿色产品认证ꎬ实施特许猎捕

证制度、采集证制度、驯养繁殖许可证制度等重点

野生动植物利用管理制度ꎬ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ꎬ２０２１)ꎮ 采取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ꎬ
实施一系列资源养护政策和措施ꎬ加强水生生物

保护ꎬ可持续利用现有渔业资源ꎮ 此外ꎬ我国还大

力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ꎬ探索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ꎬ完善横纵向生态补偿机

制ꎬ促进地区间、产业间均衡发展(薛达元ꎬ２０２０)ꎮ
２.３ 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得到多方支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科学研究技术力量的

支持ꎮ 我国陆续发布两期«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

研究报告»ꎬ其中第二期报告对我国生态系统多样

性价值进行评估ꎬ结果显示ꎬ全国生态系统多样性

每年 产 生 的 总 价 值 约 ８７ 万 亿 元 (高 吉 喜 等ꎬ
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不同职能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
会团体等组织机构ꎬ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

多个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ꎬ推动生物多样

性科学研究及应用取得新进展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报

告ꎬ揭示了 ２０１３ 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及

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 １８.２ 万件ꎬ涉及中华鲟、
藏羚羊、红豆杉等中国特有野生物种和穿山甲、噬
人鲨、珊瑚等全球珍稀濒危物种ꎮ 部分组织机构

以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为目标ꎬ就企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开展专项研究ꎬ发布«企业生物多样性信

息披露研究» «企业生物多样性压力评估报告

２０２１»等ꎬ为投融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解决

方案ꎬ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启了促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行动ꎮ

３　 新时期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的建议

３.１ 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

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一

个系统可行的可供所有规模和行为体使用的一致

性框架ꎮ Ｍｉｌｎｅｒ￣Ｇｕｌ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２１) 提出减缓保护

层级(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ꎬＭＣＨ)
概念框架ꎬ即包括具体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缓解措

施ꎬ也包括实现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所需的广泛行

动ꎬ包括避免、缓解、恢复和抵消生物多样性影响 ４
个循序渐进的步骤ꎮ ＭＣＨ 框架以建立完善生物多

样性影响的缓解层次结构为出发点ꎬ以实现生物

多样性整体“无净损失”或“净收益”为目标ꎬ强调

通过增加保护等级来增强已确立的缓解等级ꎬ以
迭代方式解决人类发展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

失问题ꎮ 在这 ４ 个步骤的层次结构中ꎬ优先考虑

生物多样性风险较低的选项ꎬ尽可能减轻开发项

目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影响ꎮ 框架支持将生物多

样性纳入主流ꎬ其中包括核算要素(生物多样性损

失和实现净收益)和将其纳入主流的问责要素(责
任分配)ꎮ

其中ꎬ缓解是指将有害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最

小化ꎬ 而抵消是指对破坏的栖息地进行补偿或替

１６３１８ 期 张丽荣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表 １　 减缓保护层级概念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步骤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行动示例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第一步: 维护生物多样性ꎬ避免负面影响

Ｓｔｅｐ １: ｒｅｔａ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ｖｏｉ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生态保护红线ꎻ自然保护地保护与管控ꎻ湿地保护ꎻ禁渔禁捕计划ꎻ限制某些脆弱物种

的国际贸易ꎻ建立地方品种 / 传统牲畜品种基因库ꎻ避免对完整生态系统的破坏ꎻ防控

外来入侵物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ꎻ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ꎻ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 ｎｏ￣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ꎻ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ｇｅｎｅ 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ｂｒｅｅｄｓꎻ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ｉｎｔａｃ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ꎻ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第二步: 最小化和减缓影响

Ｓｔｅｐ ２: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农业环境保护计划ꎬ发展农林和非集约化转型农业ꎬ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ꎻ从对初级原

材料的依赖转向通过循环流程生产的产品ꎻ减少对不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需

求ꎻ 控制或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Ａｇｒ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ꎻ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ｖｉｒｇｉｎ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ｖｉ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ꎻ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ꎻ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第三步: 恢复和补救影响

Ｓｔｅｐ ３: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物种就地和迁地保护ꎻ 恢复退化生态系统ꎻ绿化造林ꎻ化学净化控制污染ꎻ根除外来入

侵物种ꎻ更好的副渔获物处理和放生做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ꎻ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ꎻ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ｙｃａｔｃｈ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第四步: 更新生物多样性ꎬ抵消影响以实现整

体生物多样性的“无净损失”或“净收益”
Ｓｔｅｐ ４: ｒｅｎｅ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ｏｆｆｓｅｔ ａｎｙ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ｎ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ｏｒ “ ｎｅｔ ｇａｉ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以保护为目的的物种引进(包括辅助引进和生态替代)ꎻ再野化ꎻ重建生态系统ꎻ绿化城

市和社区ꎻ发展可持续消费创新技术和制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ꎻ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ꎻ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ꎻ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代ꎮ 生物多样性缓解和抵消的论点是基于污染

者付费原则( ＤＥＦＲＡꎬ ２０１４) ꎮ 净收益意味着开

发后被取代的生物多样性的“存量”高于开发前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Ｈａｎｎｉｓꎬ ２０１５ꎻ 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ｕ ＆
Ａｄａｍｓꎬ ２０１９) ꎮ 抵消和净收益被描述为一种全

面的“全覆盖”方法ꎬ以管理更广泛的农村和城市

地区的发展对自然保护和景观的影响(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 ꎬ 而 这 一 行 动 目 标 极 具 挑 战 性ꎮ
ＭＣＨ 概念框架为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

的行动指引ꎬ可以帮助制定和确定能够同时实现

多项政策目标的两项行动ꎬ以及政策目标可能相

互冲突时的权衡ꎬ比如与其他公约的目标衔接ꎬ
同时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投入经济成本的比较ꎬ在
４ 个步骤中可以优先选择最低的成本以达到理想

的养护效益的管理策略ꎮ 同时ꎬＭＣＨ 概念框架

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其经营生产对自然的影响ꎬ并
探索减轻这种影响的方法途径ꎻ支持个人了解自

己生活方式的影响ꎬ以引导选择潜在的低影响替

代方案ꎬ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作 出 力 所 能 及 的

贡献ꎮ
３.２ 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根据 ＣＢＤ 的界定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政府

层面为主导ꎮ 推动生物多样性战略层面的主流

化ꎬ出台实施未来十年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

动 计 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ＮＢＳＡＰ)是当前最为重要且迫切的行动ꎮ 立

足国情实际科学制定避免、减缓或恢复生物多样

性的治理目标ꎬ全面布局新时期我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ꎬ使国家行动目标与全球目标保持

一致ꎬ真正参与到全球协同行动中ꎮ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发展规划

与国土空间规划ꎬ参考 ＭＣＨ 概念框架ꎬ推进生态

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的可持续

管理ꎬ通过严格保护避免生物多样性丧失ꎮ 对保

２６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护地以外的其他区域ꎬ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ＮｂＳ)以及有效的基于区域

的保护措施(Ｏ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ＯＥＣＭｓ)等生物多样性低影响方案ꎬ恢
复城镇和农业空间的生物多样性ꎮ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林业、渔业、能源等

经济部门政策的主流(Ｗｈｉｔｅｈｏｒｎꎬ ２０１９)ꎮ 重视生

物多样性价值的评估与转化ꎬ推动自然资本核算

和研究ꎬ开发工具、准则和方法支持政府决策ꎬ改
进现有政策的执行ꎬ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估并形成

报告以指导决策ꎬ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能力ꎬ
完善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管理机制ꎬ推动公正公平

分享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

惠益ꎮ
促进生物多样性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

安全、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协同增效ꎬ全面应对生物

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多重挑战ꎮ 紧

密结合战略规划环境评价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

政策工具ꎬ完善战略规划及项目实施对生物多样

性造成的影响评价标准和机制ꎬ从源头上防控生

物多样性丧失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ꎮ 持续完

善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估值技术

标准ꎬ建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损益

及损害评价标准ꎬ为政府决策和执行提供科学依

据和技术支撑ꎮ
完善生物多样性行政执法监管ꎬ确保野生物

种的使用、收获和交易的可持续性、安全性和合法

性ꎬ防范因过度开发、非法市场交易等造成的生物

安全风险ꎮ 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ꎬ打
破信息壁垒ꎬ构建便捷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ꎮ 设

立反映自然资源价值的投资基金ꎬ用好生物多样

性治理基金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作为生态保

护修复领域资金支持、政府绩效考核、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ꎬ探索实施生

物多样性补偿机制ꎮ
３.３ 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

据统计ꎬ全球一半的 ＧＤＰ 适度或高度依赖于

自然(ＷＥＦ ＆ ＰｗＣꎬ２０２０)ꎬ许多商业活动的生产经

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或其供应

链创造价值ꎬ而企业非科学的生产经营活动会造

成生物多样性的破坏ꎮ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商业决

策的主流ꎬ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ꎮ 制定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框架ꎬ减轻

商业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或影响ꎬ为采用

可持续的管理创造系统和持久的经济激励措施ꎬ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商业决策ꎬ把生态环境危

害内部化为企业经营ꎬ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Ｈｅｒｉｔ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 ꎮ
企业通过制定内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

划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企业决策ꎬ评估衡量企

业在采购、生产、经营等环节的活动可能对生物多

样性产生的影响包括风险和依赖ꎬ针对性设定有

时限、可量化、可操作的行动目标ꎬ采取减缓影响

和积极的保护行动ꎬ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其社会责

任报告或以信息披露的形式向社会公开ꎬ有助于

展示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目标的支持和贡

献ꎮ 企业内部的协调管理机制直接关系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执行能力ꎬ尽可能减少与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安全相关的行动风险ꎬ实现在原材料开采、生
产、产品供应及使用处置等整个链条的可持续性ꎮ

ＭＣＨ 概念框架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面考虑总

体影响的手段ꎬ并支持分析不同层级影响的行动

带来的投资回报ꎮ 在环境影响评价、产品环境认

证和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中考虑项目全产业链、
全产品周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

影响ꎬ减少企业经济活动的环境外部性ꎬ同时确保

受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得到补偿(徐

靖等ꎬ２０２２)ꎮ
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友好融

资的主流化和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资金流动方

面的关键作用ꎬ将资金投入到能够带来经济和生

态双重效益的生物多样性投资中ꎮ 持续健全生物

多样性财税制度ꎬ开发生物多样性信贷、债券、行
业基金等市场金融交易机制ꎬ拓宽全社会广泛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渠道ꎮ
３.４ 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广泛参与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参与ꎬ
«昆蒙框架»行动目标 ２１ 明确要求确保公众能够

及时获取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信息和知识ꎬ并要

求加强传播ꎬ提高认识、教育、监测、研究和知识管

理ꎬ在个人选择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雄心目标之

间建立明确的联系ꎬ提高公众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美好愿景的认识ꎬ激励全社会共同参与行动ꎮ
提高公众意识是公众参与的前提ꎬ政府或企

业关于生物多样性信息的宣传是公众参与的必要

条件ꎮ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学

３６３１８ 期 张丽荣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知识、典型案例、重大项目成果等宣传普及ꎬ定期

发布生物多样性状况公报ꎬ保障公众知情权ꎬ发挥

公众的监督作用ꎮ 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渠

道ꎬ让生物多样性保护以科技、网络、艺术等贴近

生活的方式进入公众生活ꎬ传达新理念新知识ꎬ提
高民众的参与度ꎮ 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制度ꎬ使公众和社会团体通过规范化的程序表

达意见ꎬ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重大决

策贡献力量ꎮ
将意识付诸行动ꎬ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是公众参与的核心ꎮ ＭＣＨ 概念框架为公众建立生

物多样性友好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直观的选择ꎬ避
免高影响的消费行为和对回收的依赖ꎬ因为回收

并没有完全关闭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 Ｓａｎｄｉｎ ＆
Ｐｅｔｅｒｓꎬ２０１８)ꎮ 以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正向

支持行动带动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变革转型ꎬ
并推动将公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转化为生物多

样性和气候减缓改善的实际效益ꎮ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向人类发出警示ꎬ

生态和生物安全关系人类福祉ꎬ正确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ꎬ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

决策主流意义重大ꎮ «昆蒙框架»的确立ꎬ为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提供了雄心且务实的行动目标ꎬ
ＭＣＨ 概念框架为支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提供

了一个系统的可供各类行为体共同使用的行动框

架ꎮ 围绕避免－减缓－恢复－抵消生物多样性影响

四个层级ꎬ我国也采取了推进主流化的诸多行动ꎬ
但仍面临认识不足、财政资源短缺、技术方法有限

等多方面挑战ꎮ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实现«昆蒙

框架»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愿景目标的关键ꎬ各级政

府和部门、企业、公众全面参与到生物多样性治理

行动中来仍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ꎬ亟须建立有效

的保障机制为«昆蒙框架»执行提供有力的政策保

障ꎬ完善生物多样性法规、政策、规划、技术体系ꎬ
突破在财政资源、认知、分散决策等多方面的障

碍ꎬ调动整个政府和全社会的资源力量共同行动、
通力合作ꎬ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ꎬ通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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