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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自然回归生活»
主要内容及其对 ＣＯＰ１５ 的主张

张敏ꎬ乔宇杰∗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自然回归生活»(简称«２０３０ 战略»)ꎬ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

实现欧盟生物多样性恢复ꎬ增强应对气候变化、野火、食品安全和疾病风险的韧性ꎬ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

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ꎮ 该战略主要包括保护地连通、自然恢复计划、保障措施和行动计划四部分内容ꎬ特别是明确表达

了欧盟对 ＣＯＰ１５ 关于制定“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的六大主张ꎮ 本文系统梳理了«２０３０ 战略»发布的背

景、主要内容以及针对 ＣＯＰ１５ 的主张和立场ꎬ最后提出如下建议:高度关注欧盟对 ＣＯＰ１５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张ꎬ共同

推动达成变革性的“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ꎻ把城镇化纳入“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ꎬ进一步加强

土地保护与管理ꎻ通过加强中欧生物多样性合作ꎬ探索更多形式的生态环保合作ꎮ
【关键词】«欧盟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ꎻ«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ＣＢＤ ＣＯＰ１５)ꎻ主张ꎻ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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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 ２０３０ 生

物多样性战略:自然回归生活» (简称«２０３０ 战

略»)ꎬ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欧盟生物多样性恢复ꎬ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野火、食品安全和疾病风险的

韧性ꎬ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

中发挥领导作用ꎮ 本文在系统梳理«２０３０ 战略»
发布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针对«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ＣＢＤ ＣＯＰ１５ꎬ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简称 ＣＯＰ１５)的
主张和立场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ꎮ

１　 «欧盟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发布背景

１ １　 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发布«欧盟 ２０３０
生物多样性战略:自然回归生活» (简称«２０３０ 战

略»)报告ꎬ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欧盟生物多样性

恢复ꎬ增强应对气候变化、野火、食品安全和疾病

风险的韧性ꎬ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

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ꎮ 该报告指出ꎬ过去 ４０ 年

中ꎬ人类活动导致全球野生物种数量减少了

６０％ꎬ约四分之三的地球表面被改变ꎬ１００ 万个物

种处于灭绝风险ꎮ 土地利用变化、过度利用、气候

变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是导致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五大直接因素ꎮ 该报告指出ꎬ１９９７—
２０１１ 年ꎬ土地利用变化造成全球每年损失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达 ３ ５ 万亿 ~１８ ５ 万亿欧元ꎬ土地退

化造成的损失达 ５ ５ 万亿~１０ ５ 万亿欧元ꎮ 生物

多样性损失和生态系统破坏是未来 １０ 年人类面

临的最大威胁之一ꎬ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洪水和

野火加速了大自然破坏ꎬ而大自然的破坏和不可

持续利用反过来则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推手ꎮ 大自

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同盟ꎬ可持续管理海洋、
森林、草地和农用地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减

排和气候适应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１ ２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经

济复苏

«２０３０ 战略»指出ꎬ投资于自然保护与修复对

于欧洲经济复苏至关重要ꎬ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经

济复苏之际ꎬ要避免重回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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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带来的“锁定效应”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以为多个行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ꎬ比如ꎬ维持海洋

物种数量可以增加海产品行业年利润 ４９０ 亿欧

元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评估显示ꎬ在海洋保护地每

投资 １ 欧元ꎬ至少产生 ３ 欧元的回报[１]ꎮ “自然

２０００ 计划” ( Ｎａｔｕｒａ ２０００) 每年带来 ２０００ 亿 ~
３０００ 亿欧元效益[２]ꎬ自然保护区的投资需求将产

生 ５０ 万个工作岗位ꎮ 保护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可

以每年为保险行业节省 ５００ 亿欧元洪水灾害赔

付ꎬ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成本收益比至少可达

１ ∶１００[３]ꎮ 投资于固碳栖息地、气候友好型农业

在内的自然资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财政恢复措

施之一ꎬ可以带来“高乘数效应”和积极的气候

影响ꎮ
１ ３　 ＣＯＰ１５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战略机遇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ＣＯＰ１５)第二阶段会议将于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在

昆明举行ꎬ此次会议将在评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也称“爱知目标”)实施进展

的基础上ꎬ审议通过“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简称“２０２０ 后框架”)ꎬ成为未来十年指导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ꎮ 目前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ꎬ«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四次会议(ＣＯＰ１４)对“爱知目

标”的最新评估表明ꎬ大多数“爱知目标”取得的

进展有限ꎬ对若干目标而言ꎬ总体上未取得进

展[４]ꎮ ２０ 个“爱知目标”中的 １９ 个目标发展态势

都落后于预期ꎬ其中生境丧失和破碎化以及环境

污染等目标继续恶化[５]ꎮ 在 ＣＯＰ１５ 第二阶段会

议即将召开、“２０２０ 后框架”磋商的关键时间节

点ꎬ欧盟希望通过制定«２０３０ 战略»ꎬ表达对“２０２０
后框架”目标制定的立场和主张ꎬ帮助达成变革

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ꎬ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引领作用ꎮ

２　 «２０３０ 战略»主要内容

«２０３０ 战略»主要包括保护地连通、自然恢复

计划、保障措施和行动计划四部分内容ꎮ 保护地

连通设定了到 ２０３０ 年的总体目标和路线图ꎻ自然

恢复计划针对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五大直接因

素ꎬ提出有针对性的关键承诺ꎬ并设定了量化指

标ꎻ保障措施从法制层面、资金支持、技术手段、全
民参与、全球合作等方面提出细化措施ꎬ特别强调

了欧盟针对“２０２０ 后框架”目标的六大主张ꎻ行动

计划规定了欧盟委员会在法律制修订、标准指南、
监测评估方面的职责和具体任务ꎬ为其成员国落

实生物多样性战略提供技术指导ꎮ
２ １　 保护地连通

在 ２００８ 年“自然 ２０００ 计划”１８％陆地和 ６％
海洋保护区目标基础上ꎬ欧盟提出扩大陆地和海

洋保护地网络ꎬ总体目标为:(１)至少划定 ３０％的

陆地和 ３０％的海洋区域作为保护地ꎬ建设生态廊

道ꎻ(２)其中 １ / ３ 的保护地划定为严格保护地ꎬ包
括原始森林、泥炭地、草地、湿地、红树林、滩涂等

固碳地区ꎮ
该计划要求欧盟成员国自行划定本国保护地

和严格保护地ꎮ 为此ꎬ欧盟与成员国及欧洲环境

署合作ꎬ于 ２０２０ 年提出保护地划定原则和指南ꎬ
包括明确严格保护地定义并出台管理规划ꎻ到
２０２１ 年底ꎬ成员国就保护地划定原则和指南与欧

盟达成一致意见ꎻ到 ２０２３ 年底ꎬ在保护地和生态

廊道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ꎻ到 ２０２４ 年ꎬ评估成

员国实现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情况ꎬ并
决定是否要加大保护力度ꎮ 参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３０ 战略»保护地连通路线图

时间 具体行动

２０２１ 年 欧盟制定保护地划定原则和指南

２０２１ 年底 成员国就保护地划定原则和指南与欧盟达成一

致意见

２０２３ 年底 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２０２４ 年 评估成员国实现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情况

２ ２　 自然恢复计划

针对土地利用变化、过度利用、气候变化、环
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五大生物多样性丧失直接

因素ꎬ“自然恢复计划”提出了到 ２０３０ 年生态保

护和修复的关键承诺ꎬ旨在帮助改善现存和新划

定的自然保护地的健康ꎬ即通过限制城市无序蔓

延、治理污染和防止外来物种入侵ꎬ减少栖息地和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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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压力ꎬ实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韧性ꎬ确保生态

系统可持续利用ꎮ 参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３０ 战略»自然恢复计划关键承诺

法律框架 到 ２０２１年提出自然恢复强制性目标建议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恢复生态退化严重地区的生态系统ꎬ使至少 ３０％以

上的物种和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农用地自

然恢复

扭转授粉昆虫减少趋势

至少 １０％的农用地恢复生物多样性

至少 ２５％的农用地采用有机农业管理模式ꎬ推广生

态农业实践

土壤生态

系统恢复

识别污染场地、退化土地修复取得重大进展

完善土壤质量监测

增加森林

覆盖率

种植 ３０ 亿棵树

海洋生态

系统恢复

大幅减少捕鱼对敏感物种和栖息地包括海床的负面

影响

消除或减少副渔获物ꎬ以利于物种恢复和保护

淡水生态

系统恢复

至少 ２ ５ 万千米的河流恢复自由流动

减少污染 化学农药使用减少 ５０％ꎬ危险农药使用减少 ５０％

营养物质排放减少 ５０％ꎬ化肥使用减少 ２０％以上

绿色城市 ２ 万人口以上城市须制定有雄心的城市绿化方案

在城市绿地和敏感区禁止使用化肥和农药

外来物种

入侵

受外来物种威胁的红色名录物种数量减少 ５０％

２ ３　 保障措施

２ ３ １　 制定法律框架

对成员国落实生物多样性承诺进行指导ꎬ建
立监测和评估机制ꎬ包括制定明确的指标体系ꎬ定
期对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采取改进措施ꎮ 通过加

强利益相关方对话ꎬ建立信息透明和多方参与机

制ꎬ确保各方对生态系统“利益共享、责任共担”ꎮ
２ ３ ２　 加强执法

与成员国以及其环保部门、监察部门、执法部

门和司法部门合作ꎬ加强执法ꎬ发挥民间组织的监

督作用ꎬ对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开放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违法行为民事诉讼ꎮ
２ ３ ３　 全民参与、综合管理

２０２０ 年修订企业信息披露制度ꎬ将信息披露

范围扩大到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ꎮ ２０２１ 年提出

企业可持续治理倡议ꎬ要求其履行环境责任ꎬ根据

企业规模在供应链中开展尽职调查ꎮ 推进工商界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ꎬ并将其纳入欧盟气候协定ꎮ
制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激励措施ꎬ破除不利于

其发展的政策障碍ꎮ
２ ３ ４　 资金支持

每年至少投入 ２００ 亿欧元ꎬ并利用欧盟各种

项目资金撬动国家和欧盟层面公共和私营资金ꎮ
欧盟将把 ２５％的气候预算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ꎮ 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ＰＰＰꎬ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制定专门的

自然资本和循环经济倡议ꎬ在未来十年吸引至少

１００ 亿欧元的资金ꎬ把自然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纳

入«欧盟绿色新政»投资重点领域ꎮ 实施反映环

境成本(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税收定价制度ꎬ采用

“使用者付费”和“污染者付费”原则ꎬ将环境成本

内部化ꎮ
２ ３ ５　 技术手段和能力建设

２０２１ 年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可持续利

用原则、核算方法和标准ꎬ包括通过全生命周期评

估和自然资本核算ꎬ衡量产品和生产商的环境足

迹ꎬ支持全球范围内的自然资本核算倡议ꎮ 与欧

洲环境署合作ꎬ建立生物多样性知识中心ꎬ跟踪评

估欧盟及其合作伙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使用情

况ꎬ加强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联合研究ꎮ
２ ４　 行动计划

«２０３０ 战略»还明确规定了欧盟在制定法律

法规、标准指南和开展监测评估等方面的职责和

任务ꎬ为成员国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提供法

制保障和技术指导ꎬ并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ꎮ
具体行动包括 ３ 个层面ꎮ (１)法律法规层面ꎬ修
订«农药可持续利用指令»ꎬ加强害虫综合管理ꎻ
制定«有机农业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６)»ꎻ修订

«土壤保护主题战略»ꎻ制定«欧盟新森林战略»ꎬ制
定到 ２０３０ 年种植 ３０ 亿棵树的路线图ꎻ修订«欧盟

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行动计划»ꎮ (２)标准指南

层面ꎬ制定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划定标准和指南ꎻ修
订«受保护物种和栖息地筛选指南»ꎻ实施«栖息

地保护指南»ꎻ制定«营养物质综合管理行动指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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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法和标准ꎮ (３)监测

评估方面ꎬ开展全球生物群落可持续性评估、欧盟实

现 ２０３０ 年保护地目标的进展评估、生物质燃料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间接风险评估、生物多样性治理

框架有效性评估以及贸易协定对生物多样性影响

评估等ꎮ

３　 欧盟针对 ＣＯＰ１５ 核心议题“２０２０ 后框

架”的六大主张

　 　 把生物多样性作为欧盟外交事务的优先领

域ꎬ推行“绿色新政外交”ꎬ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ꎮ 欧盟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引领作用ꎬ建立生

物多样性联盟ꎬ期待在即将到来的 ＣＯＰ１５ 第二阶

段会议上达成一个新的“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ꎮ 欧盟对 ＣＯＰ１５ 核心议题“２０２０ 后框

架”有六大主张ꎮ (１)制定 ２０５０ 年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目标ꎬ该目标应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景相一致ꎮ
到 ２０５０ 年ꎬ实现全球生态系统有效保护和修复ꎬ
避免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灭绝ꎮ (２)制定 ２０３０ 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ꎬ该目标应与欧盟

«２０３０ 战略»目标一致ꎬ针对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

的五大直接因素ꎬ提出可衡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和时间节点ꎮ (３)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监
测和评估机制ꎮ 缔约方于 ２０２１ 年底前修订完成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ꎬ对生物多样

性关键目标作出承诺ꎮ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

进展评估ꎬ识别缔约方实现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保

护目标的差距并提出改进措施ꎮ (４)加强资金支

持、联合研究和技术创新ꎮ (５)基因资源惠益分

享机制ꎮ (６)公平原则ꎬ包括尊重土著居民的权

利ꎬ鼓励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ꎬ妇女、青年、地方政

府和民间团体ꎬ私营部门ꎬ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广

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４　 对欧盟«２０３０ 战略»的评述

«２０３０ 战略»展现了欧盟扭转生物多样性损

失的雄心壮志ꎮ 该战略的总体目标十分宏大ꎬ每
个目标下都有具体的子目标ꎬ涵盖农用地、土壤、

森林、海洋、淡水等生态系统ꎬ以及污染、城镇化、
外来物种入侵等内容ꎮ 欧盟希望通过该战略推动

达成变革性的“２０２０ 后框架”ꎬ从而在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发挥领导力ꎮ 然而ꎬ«２０３０ 战略»过
于宏大ꎬ并没有就“２０２０ 后框架”提出具体目标、
评估指标和路线图ꎬ如何达成兼具雄心又平衡务

实的 ２０２０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是 ＣＯＰ１５ 面临

的重大挑战ꎮ 在资金支持方面ꎬ欧盟并没有对发

展中国家所需的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作出承诺ꎬ
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获

得所需的资金、技术和治理能力ꎬ这就为中国积极

参与 ＣＯＰ１５ 第二阶段会议议程设定ꎬ发挥东道国

优势ꎬ推动达成“２０２０ 后框架”提供了难得机遇ꎮ

５　 相关对策建议

５ １　 高度关注欧盟对 ＣＯＰ１５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主张ꎬ凝聚共识ꎬ共同推动达成变革性的

“２０２０ 后框架”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

一阶段会议在昆明成功举办ꎬ欧盟的生物多样性

立场尤需关注ꎮ «２０３０ 战略»主要集中在保护地

连通和自然恢复等方面ꎮ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ꎬ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ꎮ
这些目标和理念与«２０３０ 战略»具有诸多相似之

处ꎮ 我国应借助 ＣＯＰ１５ 召开的历史机遇ꎬ全方位

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ꎬ
与欧盟加强沟通ꎬ凝聚共识ꎬ共同推动达成具有变

革性的“２０２０ 后框架”ꎬ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５ ２　 把城镇化议题纳入“２０２０ 后框架”目标ꎬ进

一步加强土地保护与管理

«２０３０ 战略»明确指出ꎬ«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应针对土地利用变化、过度利用、气候变

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五大生物多样性威

胁因素ꎬ提出可衡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和路线

图ꎬ其战略中的 １５ 项关键承诺均围绕这五大威胁

因素制定[６]ꎮ 研究表明ꎬ土地利用变化是造成环

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首要原因ꎬ而城镇化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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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驱动力[７]ꎮ 把城镇化

议题纳入“２０２０ 后框架”ꎬ最大限度减少城镇化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ꎮ 我国在制定下一阶段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时应统筹考虑城市规

划、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ꎬ加强土

地保护与管理ꎬ减少生境丧失和破碎化ꎬ加强保

护区管理ꎮ
５ ３　 通过加强中欧生物多样性合作ꎬ探索更多形

式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我国是全球 １２ 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

家之一ꎬ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严峻的国家之

一ꎬ应借鉴欧盟在自然保护地划定、物种保护指南

等方面的先进经验ꎬ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法规、标
准指南建设ꎻ加强中欧生物多样性联合研究和技

术交流ꎬ学习欧盟在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进展跟

踪和监测等方面的先进技术ꎻ增加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资金支持ꎬ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

投资ꎬ实现保护资金多元化ꎻ把生态资本纳入地方

经济核算体系ꎬ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路径ꎬ实现生物资源惠益分享ꎻ借助中欧生物多样

性合作ꎬ探索更大范围、更多形式的生态环境保护

合作ꎬ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减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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