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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2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对《公约》今后执行工作的影响 

第二工作组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一. 供缔约方大会审议的决定草案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1. 欢迎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和祝贺执行秘书及时将报告以联合国
正式语文印就供2010年5月10日各个场合使用和分发； 

2. 确认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0年生物多样性指标问题伙
伴关系的合作伙伴、生物多样性计划、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咨询小组和科学审

查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感兴趣的组织、其他利益攸关方和审查人员的贡献和支持； 

3. 又确认 加拿大、欧洲联盟、德国、日本、西班牙、联合王国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财政捐助；  

4. 表示注意到  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得出的结论，包括： 

(a) 作为对于减贫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的一个贡献，到2010年在全球、区
域和国家各级大幅降低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没有充分实现； 

(b) 尚未大规模采取执行《公约》的行动以解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生物多

样性问题尚未被充分纳入广泛的政策、战略和方案，因此，尚未充分致力于解决造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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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丧失的因素； 

(c) 有限的能力及技术和财政资源一直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

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实现2010年目标的障碍； 

(d) 大多数未来预测推测本世纪内自然和半自然生境的消失和损失将继续呈现严

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对于人类福祉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些生态系统服务也将减少。如果超

过了某些阈值或“临界点”，就会给人类福祉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e) 与此同时，在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同时对于其他社会目标也作出贡献方面，

存在着比以往所能认识到的更大的机遇。尽管在近期内防止人类引发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极

为困难，但注重于至关紧要的领域、物种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有的放矢的政策，能有助于避

免给人和社会造成最严重的影响； 

5. 注意到  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战略要求在多边层面上采取行动，包括： 

(a) 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的机制，包括确认生物多样性的惠益以及在经济

制度和市场中使这些惠益得到体现，以及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规划和政策进程中审议这些

机制；  

(b) 采取紧急行动遏制直接促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种压力（生境的改变、过度

的开发、污染、外来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以便充分履行《公约》的三项目标和增强生

态系统的复原能力和避免生态系统被推向某种阈值或临界点； 

(c) 采取直接的保护行动以保护物种、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d) 采取措施增进来自生物多样性的惠益，对当地生计和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作

出贡献； 

(e) 将生态系统办法纳入规划和政策进程； 

(f) 采取措施保护和鼓励对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可持续利用和管理，以符合保护或

可持续利用的规定，其方式是使土著和地方社区有能力酌情参与和负责地方决策进程； 

(g) 有效评估作出的进展，包括落实编制全面目录、分享信息和监测的机制； 

(h) 制定机制，包括能力发展的适当手段、技术和财政资源和通过及有效执行关

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 

6. 又注意到 必须更多强调恢复退化的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生态系统，以便
重建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提供宝贵的服务，提高生态系统的复原能力，和助长气候变化的减

缓和适应，同时注意到现有指导； 

7. 认识到 缺乏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冲击； 

8. 还注意到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机遇，在这种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中，管理层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多边的生态系统服务，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一种

或少数几种服务； 

9. 同意 利用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导和带领未来关于增订《公
约》战略计划的科学和技术讨论、工作方案的增订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及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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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大会未来会议进行的讨论; 

10. 敦促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利益攸关方迅速采取行动，大幅加强努力
执行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决定和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要求采取的行动，以便遏止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11. 请 执行秘书在具备必要资源的情况下； 

(a) 与相关组织合作，并在缔约方的充分参与下，探讨数量上的政策办法，包括

评估处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所需的财政资源，以便根据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的结论，支持实现2010年以后的各项目标； 

(b) 委托审查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编写和印制进程，以便进一步改

善编制未来各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进程并在必要情况下维持与以前各版相配，和

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之前举行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议作出报告； 

(c) 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问题非正式咨询委会、科学合作伙伴联盟的成员、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和其他相关合作伙伴的合作下，根据UNDP/CBD/COP/9/15号
文件所载的草案，考虑到不同的受众，进一步拟定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传播

战略，并邀请各缔约方、相关组织和利益攸关方提供资源，包括财政资源，以便进一步拟

定和执行这项传播战略； 

(d) 推动编制和散发其他语文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包括提供来源

文件，便利这些语文版本的编制； 

(e) 通过已经规划中的区域和次区域研讨会推广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的结论； 

12.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供资组织提供财政支助或推动第三版《全
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其他语文版本的编制； 

13. 邀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未来的《全球环境展望》版本中使用《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的相关内容，并请执行秘书将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使用的资料

和分析供《全球环境展望》使用； 

14. [请 执行主任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国际平台一旦建立之后与其建立
联系，以便实现这两个进程的全面协同增效作用；] 

二. 其他建议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还建议： 

(a) 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和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利用第三版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导关于增订《公约战略计划》的科学和技术讨论； 

(b) 执行秘书以所有联合国正式语文编制一份包含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各项主要内容的简要综合文本，以便提供相关活动使用，包括大会关于生物多样性问

题举行的高级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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