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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两大全球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ꎬ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ꎮ 因此ꎬ基于协同

治理视角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国际共识ꎬ备受关注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相互关

系ꎬ梳理我国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面临的挑战ꎬ提出如下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制定协同治理政策制度框架ꎻ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互动的治理体系ꎬ提升治

理能力ꎻ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ꎬ为协同治理提供空间保障ꎻ推动有利于实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贸易

与合作方式ꎻ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ꎬ提升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和减缓气候

变化能力ꎮ

【关键词】气候变化ꎻ生物多样性ꎻ协同治理ꎻ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Ｘ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９－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５８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９

　 作者简介:王毅ꎬ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ꎬ研究员ꎬ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及发展战略研究ꎬ包括资源、

环境、能源与气候变化、流域综合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分析

　 通讯作者:张蒙ꎬ博士ꎬ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两大全球

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ꎮ 国家自主贡献无法满足

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２℃的目标要求[１]ꎮ 气候变化是继陆地和海洋利

用变化、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ꎬ且能解释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 １４％[２]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

行的影响观测、减缓和适应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具

有积极影响ꎮ 同时ꎬ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也具有双重意义ꎮ 因此ꎬ要解决气候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ꎬ不能将二者分

离单独去解决ꎬ而必须将二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两

个目标ꎬ从而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ꎮ 如何实现应

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ꎬ已成为

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ꎮ 本研究基于气候变化与生

物多样性的相互作用ꎬ分析了推进协同治理面临的

挑战ꎬ提出了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ꎬ为解决当前困境提供支撑ꎮ

１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辅

相成

１ １　 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

动因素之一

相关研究表明ꎬ气候变化趋势如果得不到缓

解ꎬ将成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驱动因素ꎬ
预计在 ２１ 世纪气候变化将超越其他驱动因素

(图 １) [３－４]ꎮ 在全球升温 ２℃情景下ꎬ生物多样性

锐减的数量将可能是升温 １ ５℃的 ２ 倍ꎮ 气候变

化还改变着物种的分布格局ꎬ并且全球物种分布格

局正以逐渐增加的速度变化ꎮ 一项全球范围的评

估显示ꎬ物种在向两极移动ꎬ陆地物种平均每 １０ 年

移动 １７ｋｍꎬ海洋物种平均每 １０ 年移动 ７２ｋｍ[５]ꎮ
生境丧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ꎬ而气候变

化将加剧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图 ２) [６－７]ꎬ气候

变化可能在大于 １８％的陆地生态空间(覆盖大于

５ ０％的陆地脊椎动物物种)中加剧了物种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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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图引自 ＡＲＮＥＴＨ ＡꎬＳＨＩＮ Ｙ Ｊꎬｅｔ ａｌ.Ｐｏｓｔ－２０２０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２０ꎬ１１７(４９):３０８８２－３０８９１.

图 １　 未来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浓度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过程的潜在影响[３]

　 　 注 １:此图引自 ＳＥＧＡＮ Ｄ ＢꎬＭＵＲＲＡＹ Ｋ Ａꎬ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Ｅ Ｍ.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ｌｏｓ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０５):１２－２１.
　 　 注 ２:ｘ 轴、ｙ 轴分别表示生态空间的比例和数量

图 ２　 气候变化加剧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可能性的

置信区间[６]

丧失和破碎化[６]ꎮ 同时ꎬ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

气事件ꎬ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破坏ꎬ例如植物

受损、生态系统破坏等ꎮ
１ ２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

有双重作用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发挥

着重要作用ꎮ 一是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进行的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ꎬ可维持并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功能ꎬ减缓气候变化ꎮ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碳

储量正相关ꎬ海洋、陆地每年固碳总量约 ５６ 亿吨ꎬ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柱ꎮ 预计到

０２



王毅等: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２０５０ 年ꎬ通过植树造林、重新造林、避免森林砍

伐以及农业、牧场和森林管理等方案ꎬ全球可减

少约１０００ 亿吨碳ꎬ相当于同期化石燃料排放量的

１０％~２０％[８]ꎮ 二是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

影响的活动(改变栖息地、过度采伐、污染和外来

物种入侵等)也有助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力ꎮ 例如ꎬ通过保护和在自然保护地之间建立生

态廊道来应对栖息地破碎化ꎬ可提高生态系统的

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ꎬ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ꎮ
三是提供生物质能ꎬ并为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

提供土地等ꎮ
１ ３　 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集中在影响观测、减缓和

适应三个方面ꎮ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

分为累积性影响与突发性影响ꎬ影响观测可进行

归因辨识和脆弱性评估ꎬ识别气候变化风险源和

作用对象[９]ꎻ为减缓气候变化ꎬ增加生态系统碳

汇而进行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ꎬ可以为保护生

物多样性提供更稳定的栖息地ꎻ适应则是生物多

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手段ꎬ可通过对传

统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措施进行评估ꎬ筛选出有利

于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生态保护措施ꎮ 具体可表

现为:保护和恢复本地生态系统ꎬ保护和提升生态

系统服务ꎬ预防和控制外来物种入侵ꎬ管理稀有、
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的栖息地ꎬ降低由于极端天气

事件及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灭绝

的风险等ꎮ

２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

治理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ꎬ协同治理在生态环

境保护[１０]、公共教育、社会危机管理等公共领域

频频出现ꎬ引起大量专业人士和实施者的广泛关

注ꎮ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环境

领域的热点问题ꎬ解决这些公共问题需要多方参

与ꎬ因此给协同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ꎮ
２ 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协同增效有待增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

公约»是两个重要的国际环境公约ꎬ自诞生之日

起就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ꎮ ２００７ 年ꎬ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的主题被确定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

化”ꎮ ２０１０ 年ꎬ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 » 第 十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 ＣＯＰ１０ ) 通 过 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ꎬ确定了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简称“爱知目标”)ꎬ其
中目标 １０ 为“到 ２０１５ 年ꎬ减少气候变化或海洋酸

化对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

力ꎬ维护它们的完整性和功能”ꎬ包括气候变化对

珊瑚礁的影响和气候变化对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

影响[１０]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１５)发
表的«昆明宣言»ꎬ多次出现气候变化影响、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内容ꎬ呼吁“进一步加强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

定ꎬ以及«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相关国际和

多边进程的合作与协调行动”ꎮ ＣＯＰ１５ 大会期间

举行的平行活动即生态文明论坛主题一“应对气

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受到广泛关注ꎮ 由于

“爱知目标”全球实现情况总体不够理想ꎬ全球生

物多样性丧失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ꎬ生物多

样性面临的压力仍在加剧ꎮ ＣＯＰ１５ 第二阶段会

议拟于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在昆明召开ꎬ重点是围绕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议题进行

磋商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两大国际公约如何体现应对气候变化与

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各国政府如何有效执行ꎬ是
２０２０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面临

的重要挑战之一ꎮ
２ ２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部门

间的统筹机制有待加强

从部门职责来看ꎬ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相关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ꎮ 例如ꎬ国
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调整能源结构ꎬ组织拟订和实

施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产业政策ꎬ指导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ꎬ指导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ꎮ 自然资源部负

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ꎬ牵头组织

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

１２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重大工程ꎮ 农业农村部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保

护ꎬ牵头管理外来物种ꎬ指导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

保护与管理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对陆生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监

督管理以及对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

督管理ꎮ 生态环境部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工作ꎬ指
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ꎬ负责对环境污

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等ꎮ 从统筹机制来看ꎬ我国成

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ꎬ有

２２ 家成员单位ꎬ以统筹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ꎻ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

作领导小组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ꎬ以统

筹相关部门协调发力ꎬ全力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ꎬ力争实现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碳中和

目标ꎮ 在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的思路

指引下ꎬ如何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这类统筹机构的作用ꎬ联动运行ꎬ同向发力ꎬ并
进一步协调相关部门构建高效顺畅的协作机制ꎬ
是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的重要保障ꎮ
２ ３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高

做好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

理工作ꎬ既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必要措施ꎬ也是

减缓气候恶化程度的重要途径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存在科学认知、适应能力建设、自然

保护地管理、技术标准缺乏等问题[１１]ꎬ亟待加强

碳中和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

的讲话强调ꎬ中国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ꎬ已提前完成 ２０２０ 年应对气

候变化和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ꎻ作为世界上

最大发展中国家ꎬ我们也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

相称的国际责任ꎬ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８ 日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ꎬ明确提出要秉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ꎬ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和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ꎮ 目前ꎬ气候变

化已经或正在威胁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

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ꎬ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

新的挑战ꎮ 在碳达峰碳中和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整体布局背景下ꎬ如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ꎬ不仅是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ꎬ也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ꎮ
２ ４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的技术政策缺乏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开

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ꎬ受到越来越

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ꎮ ２００９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 ＩＵＣ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在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报告中ꎬ强调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五次会议(ＣＯＰ１５)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ꎬ首次将“生态文明”作为联合国大

会主题ꎮ ＣＯＰ１５ 第一阶段举办的生态文明论坛ꎬ
围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ꎬ开展了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典型

案例分享与实践经验探讨ꎮ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资金、技术、标准和监管政

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ꎮ 中国政府积极

寻找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抓手

和协同治理方案ꎬ通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ꎻ成立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ꎬ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

性保护事业ꎻ正式设立第一批 ５ 个国家公园ꎻ出台

碳达峰、碳中和“１＋Ｎ”政策体系等相关战略与举

措ꎬ统筹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工

作ꎬ取得了一定的协同治理成效ꎮ 但协同治理视

角下相关技术政策仍显不足ꎮ

３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

性协同治理ꎬ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ꎮ
３ １　 制定协同治理政策制度框架

谋划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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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政策制度框架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坚持中

央统筹ꎬ坚持系统思维和韧性思维ꎮ
３ １ １　 坚持中央统筹

建立中央领导协调机制ꎮ 将应对气候变化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ꎬ以应

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为目标ꎬ
形成广泛共识和准备ꎬ统筹设计ꎬ制定二者协同推

进的国家战略和行动指南ꎮ 推动形成高效统筹、
上下结合、分类施策、成本有效、公正转型、共同参

与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推进

治理体系ꎮ
３ １ ２　 坚持系统思维和韧性思维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ꎬ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ꎬ充分认识

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韧性、恢复力、调
节能力和正、负反馈机制ꎬ在保护和发展中维持平

衡ꎮ 同时ꎬ考虑不同区域和不同尺度上协同治理

的差异性ꎬ以整体优化为前提ꎮ 重点要把握以下

四点:(１)以转型为核心ꎬ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为引领推进可持续发展ꎻ(２)降碳是根本ꎬ
下大力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ꎻ(３)以科技手

段为补充ꎬ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ꎻ(４)进一步强

调适应的重要性ꎬ以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ꎮ
３ ２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

互动的治理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不能靠单一

措施、单一行动、单一组织实现ꎬ必须综合协调环

境、经济和社会作用ꎬ缓解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丧失ꎬ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ꎬ形成多措并举、协调互动

的治理体系[１２]ꎮ
３ ２ １　 履约协同

制定有关«巴黎协定»与“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框架”的联合履约计划ꎮ 在科学评估

基础上ꎬ提升国家自主贡献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目标力度ꎬ制定科学的、可量化的、易操作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ꎻ同时“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框架”中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

目标也需明确ꎮ
３ ２ ２　 立法协同

国家和各有关部门统筹制修订碳达峰碳中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其路线图ꎬ通
过协同立法ꎬ从弥补空白、解决冲突、并行互补

等维度ꎬ打破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

治理的政策壁垒ꎬ增强二者协同推进的法规政

策支撑ꎮ
３ ２ ３　 部门协同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调

管理制度ꎬ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１１]ꎮ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与

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ꎬ打破主体

分散、部门分割运行体制下价值整合的碎片化、资
源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

化三个维度的困境ꎬ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治理的制

度体系ꎬ明确责任分工ꎬ完善协作机制ꎬ畅通交流

路径ꎬ形成高效协同的管理机制ꎬ为推进二者协同

治理提供制度保障ꎮ
３ ２ ４　 区域协同

以保护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为出发

点ꎬ加强跨区域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ꎮ
建设跨区域的生态廊道和可持续供应链ꎬ建立跨

区域的保护联盟和伙伴关系ꎬ实施联合行动等ꎬ为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提

供区域协同的制度保障ꎮ
３ ２ ５　 信息协同

基于已有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监管平台ꎬ搭
建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信息在内

的数据平台ꎬ利用有关决策支撑平台ꎬ建立相关的

案例库、最佳实践集和行动指南ꎬ以科学透明的数

据信息系统对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效果进行评估和问责ꎬ并撬动技术创新及融资目

标的实现ꎬ为推进制定及时有效的二者协同治理

政策提供数据信息和决策支撑ꎮ
３ ２ ６　 利益相关方协同

充分发挥各类国内外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作

用ꎬ调动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所有利

益相关方的积极性ꎬ与政府部门建立协同对话和

信任ꎬ这有利于建立对不同观点和不同知识的尊

重ꎬ以促进制定及时有效的政策、增加投资力度、
提升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ꎮ
３ ３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推动形成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和自然保护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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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ꎮ 重塑集约、智能、低碳、韧性、可持续的城镇

基础设施ꎬ促进城市韧性发展ꎻ统筹考虑区域综合

自然资源禀赋、新能源发展及成本、产业转型战略

的碳中和产业布局ꎻ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双碳目

标相融合ꎬ制定有利于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混合用地政策ꎬ给未来发展新能源、保护生

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及适应能力以更多

的生态空间ꎬ促进生物质能的保护、开发与利用ꎬ
降碳、增汇、适应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ꎮ
３ ４　 推动有利于实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贸易与合作方式

构建可持续的贸易、投资与国际合作体系ꎬ统
筹国际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ꎬ降低应对气候变化

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成本ꎮ 促进全球碳

中和进程ꎬ构建多元气候合作、对话机制和治理体

系ꎬ提供多形式的技术、资金、知识和能力ꎮ 制定

«巴黎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环

境贸易规则和可持续投融资机制ꎮ 构建绿色供应

链、产业链、价值链ꎬ探索全球化重塑和双循环模

式下的可持续贸易模式ꎬ优先大宗软性商品的绿

色供应链、价值链ꎬ非毁林智能认证与可追溯ꎬ发
展大宗硬性商品及其行业的循环经济[１３]ꎮ 加强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ꎬ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环境合

作ꎬ完善多元资金治理ꎮ 关注海洋、塑料、食物、生
物多样性、环境与健康等相关热点议题以及保障

资源、能源、生物、气候安全等问题ꎮ
３ ５　 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

在国家层面上ꎬ生态系统碳汇与关键濒危物

种丰富度之间存在很好的一致性ꎮ 占国土面积

１８％的自然保护地ꎬ覆盖了全国 １２ ６％左右的陆

地生态系统碳汇ꎬ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为生态

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巨大的协同效益ꎬ反之亦

然ꎮ 因此ꎬ应继续探索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事件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影响和对策ꎬ制
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规划ꎬ
以更好地实践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提高成本效

益ꎮ 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基于自然的恢复

主流化[１４]ꎬ制定协同治理的优先序ꎮ 采用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ꎬ发展“自然向好”型经济ꎬ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ꎬ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ꎬ这既是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解决方案ꎬ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解决方案ꎮ 可以通过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ꎬ
寻找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增加碳汇能力

的成本有效方法ꎬ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

多样性协同增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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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０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Ｃｈｉｎａꎻ

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２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ｉｎａｌｌｙ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１ )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 ( ２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ꎻ(５)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ꎻ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