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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ꎬ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重要手段ꎬ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加快提高生态

文明水平的迫切需求ꎮ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ꎬ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明显提速ꎬ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与加

强ꎬ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水平显著提高ꎬ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取得重大进展ꎬ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ꎮ 面对生

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ꎬ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ꎮ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ＣＯＰ１５)的东道国和主席国ꎬ我们以 ＣＯＰ１５ 召开为契机ꎬ进一步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ꎬ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ꎬ严控重要生态空间和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ꎬ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技术支撑ꎬ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做

出更大的贡献ꎬ推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ꎮ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保护ꎻ«生物多样性公约»ꎻ«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ＣＢＤ ＣＯＰ１５)ꎻ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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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ꎬ
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ꎮ 中国政府一贯

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ꎬ珍视其对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意义ꎮ 近年来ꎬ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ꎬ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ꎬ努力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ꎬ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手段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实践取得显

著成效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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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于昆明召开ꎬ我国以此为契

机ꎬ全方位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治理能力ꎬ以自

然之道ꎬ养万物之生ꎬ从自然保护中寻求发展机

遇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ꎮ

１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ꎬ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领

导下ꎬ我国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ꎬ开展“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十年中国行动”系列活动ꎬ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ꎬ积极推进“爱知目标” (２０２０ 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国实践ꎬ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就显著ꎮ
一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明显提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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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作

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内容ꎬ生物

多样性保护逐步被纳入国家各类规划和计划ꎮ 我

国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全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多项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相关的改革举措ꎮ
二是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与加强ꎮ 就地保护方

面ꎬ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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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ꎮ 截至目前ꎬ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ꎬ占
国土陆域面积 １８％ꎬ提前实现“爱知目标”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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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７％的目标ꎮ 迁地保护方面ꎬ我国

目前已建立植物园(树木园)近 ２００ 个ꎬ保存植物

２ ３ 万余种ꎬ建立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 ２５０ 处ꎬ
６０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ꎬ大熊

猫、朱鹮等近 １０ 种濒危动物种群开始恢复ꎮ
三是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水平显著提高ꎮ 制定

«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ꎬ持续强化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监管ꎬ
防止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ꎮ 建立国家农

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长期库、中期库、种质圃、原生

境保护点和国家基因库相结合的种质资源保护体

系ꎮ 逐步完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ꎬ９０％以上

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品种建立了国家

级保种单位ꎮ 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

前列ꎮ
四是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取得重大进展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启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以来ꎬ初步划

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

面积的 ２５％ꎬ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

区域ꎬ保护了近 ４０％的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能ꎮ
稳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天
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与恢复、
防沙治沙等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ꎬ共完成造林 ７０３９ ０ 万公顷ꎬ治理

沙化土地 １７７６ ４ 万公顷ꎬ中国成为同期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ꎮ

２　 挑战与机遇

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ꎬ
生物多样性仍面临多重威胁ꎬ包括陆地和海洋利

用、生物资源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

种等直接影响ꎬ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社会价值观

等间接影响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仍在加

快ꎮ 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ꎬ各国是同舟共济的

命运共同体ꎬ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共商未来ꎮ
ＣＯＰ１５ 恰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ꎬ为转

型变革带来契机ꎮ ＣＯＰ１５ 总结过去十年全球生

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与经验ꎬ凝聚缔约方、国际

组织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力ꎬ开启未来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新篇章ꎮ
在此背景下ꎬＣＯＰ１５ 亦成为我国用好联合国

多边舞台ꎬ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遇ꎮ 一是强化

自身行动ꎬ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ꎮ 在全球

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生物多样性治理呼唤变革的

态势中主动作为ꎬ“在危机中育新机ꎬ于变局中开

新局”ꎬ围绕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ꎬ向国际社会贡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

国方案ꎮ 二是践行多边主义ꎬ凝聚全球环境治理

合力ꎮ 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ꎬ支持制定并实

施兼具雄心、务实和平衡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ꎬ广泛协商、凝聚共识ꎬ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ꎮ 三是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展现负责任环境大国形象ꎮ
巩固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ꎬ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
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ꎬ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

享ꎬ力所能及地为发展中国家履约提供支持ꎬ展现

大国担当ꎮ

３　 未来展望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向世界宣示ꎬ“我们要同心协

力ꎬ抓紧行动ꎬ在发展中保护ꎬ在保护中发展ꎬ共建

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ꎬ铿锵有力地传递出中国

对于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坚定承诺ꎬ也为中国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指引和

遵循ꎮ 为全面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水

平ꎬ在“十四五”期间ꎬ我国将加快完善生物多样

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ꎬ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空间网络ꎬ构建完备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ꎬ积极

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ꎮ 在现有工作基础上ꎬ
继续采取有力措施ꎬ持续改善我国生物多样性状

况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ꎮ
一是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ꎮ 充分发

挥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ꎬ推
进部门间协同联动ꎬ落实管理和监督职责ꎮ 推动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ꎬ
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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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ꎮ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领导

责任体系与生物多样性绩效考核制度ꎬ创新生物

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ꎮ 加强中央和地方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管能力建设ꎬ提升全民生物多

样性保护意识ꎬ培育全社会共同参与良好氛围ꎮ
二是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ꎬ严控重

要生态空间和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ꎮ 建立健全生

物多样性保护法规、政策、标准和监测体系ꎬ加强

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ꎮ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ꎬ坚持系统治理ꎬ严控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

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用途改变ꎮ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ꎬ加强对野生动

植物资源利用的全过程监管ꎬ压实地方党委和政

府责任ꎬ强化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ꎮ
三是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ꎬ强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技术支撑ꎮ 加快编制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ꎬ定期开展生物多

样性调查ꎬ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ꎮ 拓

宽融资渠道ꎬ加大投入力度ꎬ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恢复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ꎬ完善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和规范ꎬ优化生物多样

性监测网络ꎮ 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ꎬ培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生物技术ꎬ积极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和试点示范ꎬ将资源储量优势转变为生

物产业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ꎬ探索生物多样性保

护、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共赢ꎮ
四是以 ＣＯＰ１５ 为契机ꎬ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新进程ꎮ 作为 ＣＯＰ１５ 东道国和主席国ꎬ中国

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ꎬ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外交思想ꎬ积极推动大会各项成果达成ꎬ同
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ꎬ推动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ꎬ为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新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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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Ｐ１５)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ＢＤ)ꎬ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Ｐ１５ 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ꎬ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ｍｏｎｙ ａ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ＢＤ)ꎻ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ＢＤ ＣＯＰ１５)ꎻ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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