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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保

护实践ꎮ 本文从管理机制、法律法规、规划制定、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生态修复、国际合作等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发展历程ꎬ并针对未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发展提出如下建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努力方向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体系ꎬ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的

规划ꎬ探索生态友好型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ꎬ推动优质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ꎬ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奠定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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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域辽阔ꎬ地貌类型复杂ꎬ横跨热带到寒

温带等多个气候带ꎬ拥有海平面到青藏高原的巨

大高差ꎬ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物多样性ꎬ是同

纬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ꎬ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 １２ 个国家之一ꎮ 在生态系统多样性

方面ꎬ中国拥有森林、草地、湿地、荒漠等陆地生态

系统的各种类型ꎬ还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
海岛、海湾、河口和上升流等多种类型的海洋生态

系统ꎬ以及农田、人工林、人工湿地、人工草地和城

市等人工生态系统[１]ꎮ 在物种多样性方面ꎬ中国

拥有高等植物 ３４９８４ 种ꎬ居世界第三位ꎻ脊椎动物

６４４５ 种ꎬ占世界总种数的 １３ ７％ꎻ已查明真菌种

类 １ 万多种ꎬ占世界总种数的 １４％[２]ꎮ 在遗传多

样性方面ꎬ中国生物遗传资源丰富ꎬ是水稻、大豆

等重要农作物的起源地ꎬ也是野生和栽培果树的

主要起源中心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中国有栽培作物

１３３９ 种ꎬ其中野生近缘种达 １９３０ 个ꎬ果树种类居

世界第一ꎮ 此外ꎬ中国还是世界上家养动物品种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ꎬ有家养动物品种 ５７６ 个[２]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中国当选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ＣＢＤꎬ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ＣＯＰ１５ꎬ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的主办国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３ 日ꎬ生态环境部与 ＣＢＤ 秘书处共同发布了

ＣＯＰ１５ 会议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ꎬ顺应了世界绿色发展的潮流ꎬ表达了全

世界人民共建共享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愿望和心

声ꎬ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ꎮ 经

ＣＢＤ 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主席团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决定并经中国政府批准ꎬＣＯＰ１５ 分两阶段举行ꎮ
第一阶段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１５ 日于昆

明举行ꎬ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领导人讲话、高级

别会议、一般性议程ꎬ发布“昆明宣言”等文件ꎬ同
时举行生态文明论坛等配套活动和展览等ꎮ 第二

阶段会议于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线下举行ꎬ以推动达成

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３]ꎮ
长期以来ꎬ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生物多样性保

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保护实践ꎮ 特别是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多次重要批



王伟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发展历程

示指示ꎬ例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ꎬ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ꎬ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ꎬ对我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政策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ꎮ 为此ꎬ本文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机制、法律法规、规划制

定、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生态修复、国际合作等

方面ꎬ系统梳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发

展历程ꎬ并就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ꎬ以期为推

动实现中国乃至全球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提

供参考ꎮ

１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机制

近十年来ꎬ中国生物多样性管理机制不断加

强ꎬ有力保障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ꎬ组建了生态环

境部ꎬ进一步明确了由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协

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承担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

室工作” 以及 “负责有关国际公约国内履约工

作”ꎮ 根据中国的国情ꎬ建立了“生态环境部门统

一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机

制ꎮ 中国成立了由分管的国务院副总理任主席、
２５ 个部门为成员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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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设立

了由生态环境部牵头、２４ 个部门参加的“中国履

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ꎬ建立了生物

多样性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机制ꎬ形成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履约国家协调机制ꎻ同时ꎬ还建立了由

生态环境部牵头、１７ 个部门参加的“生物物种资

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ꎮ 各相关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ꎬ也分别成立了生物多样性管理相关机构ꎬ
如原国家林业局于 ２０１４ 年成立的全国林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委员会ꎮ 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ꎬ履约协调组和联席会议制度在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一些

省级政府也相继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机

制ꎮ 例如云南省成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ꎬ
负责“统筹协调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ꎬ督促

和指导«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年)»的实施ꎬ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政策措施ꎬ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４]ꎮ

２　 法律法规

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

体系是相关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ꎮ 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ꎬ将其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近年来ꎬ中国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取得了显著成效ꎬ先后出台了«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意见»等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ꎮ
２０２１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施行ꎮ
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制定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法律ꎬ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有很

多ꎮ 例如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ꎬ应当合理开发ꎬ保护生物多

样性ꎬ保障生态安全ꎬ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

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ꎮ 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

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ꎬ应当采取措施ꎬ防止对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ꎮ 另外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等法律法规ꎬ也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作

出了规定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中国已制定并实施了

２０ 多部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４０ 多部行政

法规和 ５０ 多部部门规章[５]ꎮ 同时ꎬ一些地方政府

也制定了一些地方法规ꎬ如云南省于 ２０１８ 年发布

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ꎬ这是我国第一

部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法规ꎬ不仅规定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措施ꎬ还第一次涉

及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内容ꎮ

３　 规划制定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ꎬ中国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来建设生态文明ꎬ
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ꎮ 在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和

相关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中ꎬ均明确提出了生物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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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保护的相关要求ꎬ以推动中国在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上ꎬ向着建设生态文明、实
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发展ꎮ

自中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ꎬ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会同其他相关部门ꎬ发布

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ꎮ 随后ꎬ２００８ 年

发布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ꎬ也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作为一个重要方面ꎮ ２０１０ 年ꎬ原环境保护部和

２０ 多个部门共同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ꎬ提出了中国未

来 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目标、战略任务、
优先区域和优先行动[２]ꎬ并在综合考虑生态系统

代表性、特有程度、特殊生态功能ꎬ以及物种丰富

度、珍稀濒危程度、受威胁因素、地区代表性、经济

用途、科学研究价值、分布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

的基础上ꎬ划定了 ３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ꎬ包括大兴安岭区、三江平原区、祁连山区、秦岭

区等 ３２ 个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ꎬ以及黄渤海保护区域、东海及台湾海峡保护

区域和南海保护区域 ３ 个海洋与海岸保护优先

区ꎮ ２０１３ 年ꎬ原环境保护部启动了 ３２ 个内陆陆

地及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边界核定工

作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底正式发布了优先区域的范围及

边界ꎬ其中内陆陆地及水域优先区域涉及 ２７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９０４ 个县级行政区ꎬ总面积

２７６ ２６ 万平方千米ꎬ约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２８ ７８％(表 １) [６]ꎮ
表 １　 中国内陆陆地及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序号 优先区域 省份数 县级行政区数 面积 / １００ｋｍ２

１ 大兴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１２ １４３３ ７０

２ 小兴安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２２ ３５５ ２０

３ 三江平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１２ ２７３ ７６

４ 长白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２４ ７４６ ７４

５ 松嫩平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２５ ３６８ ６０

６ 呼伦贝尔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６ ６２７ ５０

７ 锡林郭勒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４ ２７０ ９９

８ 阿尔泰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６ ３６７ ５６

９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４０ １８８７ ６４

１０ 塔里木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１３ ４３２ ４５

１１ 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１８ １００４ ６３

１２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３９ ９４６ １１

１３ 羌塘—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５ ３９ ７７０７ ７７

１４ 库姆塔格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４ ６０５ ３７

１５ 太行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５ ９３ ６２５ ６８

１６ 六盘山—子午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３９ ４３２ ９６

１７ 喜马拉雅东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２１ ２０８５ ５１

１８ 横断山南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４０ １３３６ ５６

１９ 岷山—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４２ ８３１ ９０

２０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４６ ６６６ ６５

２１ 桂西黔南石灰岩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１８ ２６９ ３４

２２ 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５ ４４ ６８５ ４９

２３ 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４ ２８ ３８０ ８６

２４ 大别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２１ ２４６ ５５

２５ 黄山—怀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２７ ３３９ ２８

２６ 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３ ８０ ７９２ ８７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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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优先区域 省份数 县级行政区数 面积 / １００ｋｍ２

２７ 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５ ７９ ９００ ８７

２８ 洞庭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１５ ７３ ３３

２９ 鄱阳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１３ ７０ ２６

３０ 海南岛中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１３ １２８ ７５

３１ 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１ １７ ４２５ ８５

３２ 桂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２ ２０ ３０５ ５６

合计 　 ２７ ９０４ ２７６２６ ２９

　 　 ２０１６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进
一步强调了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ꎬ提出了包括

建立新的国家公园体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保

护生态系统等一系列重要的保护措施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１１ 日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ꎬ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要求:“深
化与沿海国家在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科学研究

和海上搜救等领域务实合作ꎬ加强深海战略性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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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加强国家

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

护修复ꎬ加强外来物种管控ꎮ 完善生态保护和修

复用地用海等政策ꎮ 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制度ꎬ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评

估”ꎮ 这些重大战略部署ꎬ彰显了我国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７] ꎮ

４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ꎬ
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

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

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ꎮ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ꎬ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大举措ꎬ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ꎮ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

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ꎬ在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ꎮ
从管理体制来看ꎬ２０１８ 年之前ꎬ中国分别建

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

园、湿地公园以及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海洋公

园)等十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ꎬ分别由不同的

部委负责管理(表 ２)ꎬ这使得自然保护地管理工

作交叉重叠、保护体系碎片化、权责不明[８]ꎮ 为

解决上述问题ꎬ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始实行自然保

护地体制改革ꎬ旨在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自然

保护地管理体制ꎮ
表 ２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部门与管理依据(２０１８ 年之前) [９]

自然保护地类型 管理部门 管理依据

自然保护区 由国务院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综合

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１９９４ꎬ国务院令 第 １６７ 号)

风景名胜区 由国务院原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２００６ꎬ国务院令 第 ４７４ 号)

森林公园 由国务院原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１９９４ꎬ林业部令 第 ３ 号)ꎻ«国家级森林公

园管理办法»(２０１１ꎬ国家林业局令 第 ２７ 号)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

保护区)

由国务院原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务院原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协助下实施监督管理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１９９５ꎬ地质矿产部令 第 ２１ 号)ꎻ«中国

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与工作指南»(国土资源部ꎬ２００２－１１)

湿地公园 由国务院原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建立

并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２０１７〕１５０ 号)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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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然保护地类型 管理部门 管理依据

海洋特别保护区(含

海洋公园)

由国务院原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国海发〔２０１０〕２１ 号)

水利风景区 由国务院水利主管部门负责建设、管理

和保护

«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水综合〔２００４〕１４３ 号)

矿山公园 由国务院原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关于申报国家矿山公园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０４〕２５６ 号)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由国务院原农业主管部门负责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农业部令〔２０１１〕第 １ 号)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由国务院原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划定并进

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依据«防沙治沙法»(２００１)建立ꎬ无具体管理规定

沙漠公园 由国务院原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

督和管理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管理办法»(林沙发〔２０１３〕２３２ 号)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之一ꎬ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了具体要

求ꎬ强调“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利用ꎬ改
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

自然遗产、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等的体制”ꎮ
２０１７ 年９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ꎬ提出了“构建

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ꎬ建立分

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印发

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指导意见»ꎬ明确要“按照保护区域的自然属

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ꎬ逐
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ꎮ 自

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随后部署了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ꎬ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ꎬ以更好地实现维护自然

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可持续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

和服务的目标ꎮ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ꎬ标志着我国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发展进

入了新时代ꎮ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努力ꎬ我国已建立数量众多、

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ꎬ在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各类自然保护地已经有 １ １８ 万个ꎬ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有 ４７４ 个ꎬ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面

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 １８％ꎬ提前实现了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知目标”所确定的 １７％的

目标要求ꎮ 近年来ꎬ我国先后启动了 １０ 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建设ꎬ分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神农架

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

公园、南山国家公园ꎮ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正式将

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

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

５ 个试点设立为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ꎮ 我国 ９０％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８５％的重点野生动植物

种群在自然保护地内得到了有效妥善的保护ꎬ部
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也在逐步恢复ꎮ 同时ꎬ
通过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ꎬ
有效遏制了无序开发建设活动对自然保护地的

影响[１０] ꎮ

５　 生态修复

针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生境丧失与破坏、自
然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全球

气候变化等问题ꎬ中国政府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

始了大型生态修复工程ꎮ 例如在森林生态系统修

复方面ꎬ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和长江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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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以及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等ꎬ在植被覆盖率增加、固碳能力增

强、水土流失控制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ꎮ
同时ꎬ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实施退化草地生态系统

的恢复工程ꎬ如 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施的京津风沙源草

地治理工程ꎬ以及 ２００３ 年起实施的退牧还草工

程ꎮ 从湿地恢复来看ꎬ自 １９９８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生大面积洪灾后ꎬ中国启动了几项大规模的湿

地生态系统恢复工程ꎬ将低产的耕地恢复为湿地ꎮ
２０１６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湿地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ꎮ ２０１７ 年ꎬ原国家海洋局也发布了关于

加强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的指导意见ꎬ旨在到

２０２０ 年恢复不少于 ８５００ 公顷滨海湿地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经国务院批复同意ꎬ财政部、

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共同组织实施了

３ 批２５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试点ꎬ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

修复ꎬ包括国土绿化、土地综合整治、海洋湿地保

护修复、防沙治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海
洋生态修复等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ꎬ明
确了规划目标:“到 ２０３５ 年ꎬ通过大力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ꎬ全面加强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作ꎬ全国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
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ꎬ生态系统

质量明显改善ꎬ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高ꎬ生态稳定

性明显增强ꎬ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ꎬ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成ꎬ优质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ꎬ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画卷基本绘就ꎮ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２６％ꎬ
森林蓄积量达到 ２１０ 亿立方米ꎬ天然林面积保有

量稳定在 ２ 亿公顷左右ꎬ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６０％ꎻ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ꎬ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６０％ꎻ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５６４０ 万公顷ꎬ
７５％以上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ꎻ海洋生态

恶化的状况得到全面扭转ꎬ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

低于 ３５％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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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为全面指导

和规范各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

施ꎬ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指南(试行)»ꎬ以进一步推动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ꎮ

６　 国际合作

一直以来ꎬ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践ꎬ例如«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人与生物圈计划»«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国家湿地公约»等ꎮ 目前ꎬ中国已有 １８ 处

世界自然遗产(含自然与文化双遗产)ꎬ是世界自

然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ꎬ３４ 个自然保护地成为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ꎬ４１ 个世界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ꎬ６４ 处重要湿地

被批准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ꎬ６ 处自然保护

地加 入 了 首 批 ＩＵ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

保护地绿色名录ꎮ 此外ꎬ中国还参与了一些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际伙伴关系ꎬ如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飞区伙伴关系(ＥＡＡＦＰꎬ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Ｆｌｙｗａ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旨在保护迁飞区内迁徙水鸟

及其栖息地等ꎮ
在区域合作方面ꎬ中国加强和推动与周边国

家或相关地区的合作ꎬ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化

建设ꎬ包括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大湄公

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１０＋１)和东

盟与中日韩(１０＋３)机制下的环境合作、中欧环境

部长会议、 中国—阿拉伯国家环境合作会议

等[１２]ꎮ 由中国政府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ꎬ为中

国与欧亚大陆、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在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合作研究提供了机会[１３]ꎮ 在双边

合作方面ꎬ中国与欧盟、德国、挪威、美国、加拿大、
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共同投入资金的方

式ꎬ在科研、政策法规研究与制定、机构能力建设、
地方示范、宣传教育及意识提高等方面ꎬ开展了一

系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合作ꎮ 其中ꎬ“中
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是中国政府和欧盟在

生物多样性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ꎬ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启动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结束ꎬ资金总额 ５１００ 万欧元ꎬ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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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法
规、条例、计划、标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４]ꎮ

７　 总结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公益事业ꎮ 各级政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

主体ꎬ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ꎬ加强各级政

府和部门间的协同合作ꎬ才能推动和做好生物多

样性保护管理工作ꎮ 中国通过成立生物多样性保

护国家委员会ꎬ加强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顶层

设计和组织领导ꎬ统筹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ꎮ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方面ꎬ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ꎬ不断完善的政策和法

律体系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ꎮ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发展ꎬ各级政府

已经意识到关键问题在于协调人类和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ꎬ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败与经济发展方式有着

重要关系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虽然取得长足的

进展ꎬ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依

然存在着矛盾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

得到有效遏制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虽日趋

完善ꎬ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法的缺失ꎬ仍然是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ꎬ各个单行法之间的连接和整

体性不足ꎮ 同时ꎬ还存在保护资金不足ꎬ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修复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ꎮ
因此ꎬ建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努力方向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结合ꎬ在生态文明体系框架

下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

系ꎬ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各级政府部门

的主流化进程ꎮ 以科学为基础加强科学家与政策

制定者之间的联系ꎬ加大科学家和社会公众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实践的参与力度[１５]ꎮ 以减

缓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为目标ꎬ
优化自然保护地规划ꎬ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的双赢[１６]ꎮ 同时ꎬ由于中

国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往往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

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ꎬ在从“脱贫攻坚”走向“乡
村振兴”的转型发展过程中ꎬ要加大力度探索发

展生态友好型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ꎬ推动优质生

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ꎬ从而将区域发展切实融入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之中ꎬ为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奠定坚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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