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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工作组报告 

1． 根据科咨机构 2010 年 5 月 10 日第 1 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第一工作组在 Asghar Fazel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的共同主持下举行会议，审议项

目 3.1.1（深入审查山区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项目 3.1.2（深入审查内陆水域

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项目 3.1.3（深入审查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

的执行情况）；项目 4.1.1（农业生物多样性：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IX/1 号决定的要求采取行

动的情况）；项目 4.1.2（生物燃料与生物多样性：审议促进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利用对生物

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和尽量减少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的方式方法）；项目 4.2（审议与

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相关的提议）；项目 4.3（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森林

论坛的联合工作计划和监测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澄清森林和林木种类的报告）；和项目 4.4（关

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国际管制框架的

漏洞和前后不一的进一步工作，以及解决与其引进相关的风险的最佳做法）。 

2． 工作组从 5 月 10 日至 20 日举行了 21 次会议。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21 日举行的第

21 次会议上通过其报告。  

项目 3.  与实现、报告 2010 年目标并就之采取行动有关的科

学和技术问题 

项目 3.1.  深入审查各项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3.1.1. 山区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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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工作组在 5 月 10 日的第 1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3.1.1，Asghar Fazel 先生（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持了会议。工作组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深入审查山区生物多样性工

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的说明（UNEP/CBD/SBSTTA/13/2）。 

4．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澳大利亚、比利时、布隆迪、加拿大、哥伦比亚、芬兰、

法国、印度、日本、约旦、马拉维、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南非、西班牙、瑞士、泰

国、土耳其、乌干达和也门。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6． 欧洲生态行动小组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的全球山区生物多样性评估也发了言。 

7． 主席感谢各位代表的发言，指出这些发言内容将列入主席的报告，供他们审议。 

8．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1 日的第 4 次会议上恢复对议程项目 3.1.1 的审议，以便

审议主席提出的建议草案（UNEP/CBD/SBSTTA/14/WG.1/CRP.1）。 

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欧洲联

盟、法国、德国、印度、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南非、西班牙和土耳

其。 

10． 自然保护联盟代表也发了言。 

11．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2 送交

全体会议。 

3.1.2.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12． 第一工作组在 2001 年 5 月 10 日举行的第 2 次会议在 Asghar Fazel 先生（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主持下，审议了议程项目 3.1.2。工作组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深入审查内陆

水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的说明（UNEP/CBD/SBSTTA/14/3）和拉姆萨尔公约

秘书处就内陆水域、湿地和水资源以及 2010 年后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包括侧重成果

的目标和指标以及相关指示数的看法的资料文件（UNEP/CBD/SBSTTA/14/INF/1）以及深

入审查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案的背景资料和主要看法的摘要

（UNEP/CBD/SBSTTA/14/INF/3）。 

1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哥伦比

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肯尼亚、新西兰、挪威、瑞典、瑞

士、泰国和乌干达。 

14．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15．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2 日举行的第 5 次会议恢复对议程项目 3.1.2 的审议，在

Asghar Fazel 先 生 主 持 下 ， 审 议 了 第 一 工 作 组 主 席 提 出 的 建 议 草 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3）。 

1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

芬兰、法国、匈牙利、印度、日本、马拉维、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南非、西班牙、土

耳其和乌干达, 

17．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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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同意在通过建议草案之前只以英文编制一份主席案文，在会议室内使用，确保

所有更动都得到正确反映。 

19．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2 日举行的第 6 次会议上恢复对议程项目 3.1.2 的审议，

面前有主席的案文，其中所有更动都有表明。 

20． 下列国家代表发了言：巴西、加拿大、芬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挪威、

葡萄牙、南非,和土耳其。 

21．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3 送交

全体会议。 

3.1.3.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22．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0 日的第 1 次会议上，在 Ashghar Fazel 先生主持下，

审议了议程项目 3.1.3。工作组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深入审查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

作方案的执行情况的说明（UNEP/CBD/SBSTTA/14/4）。它面前还有下列资料文件：（一）

关于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UNEP/CBD/SBSTTA/14/INF/2）；

（二）2009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关于使用生物地理分类系统的科学和

技术指导和查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需要保护的海洋区的专家研讨会的报告

（UNEP/CBD/SBSTTA/14/INF/4）；（三）2009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马尼拉举行的关于

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区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的专家研讨会

（UNEP/CBD/SBSTTA/14/INF/5）；（四） 2009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在罗马举行的关于破

坏性捕捞做法、不可持续的捕捞和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的捕捞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境

的影响的专家会议 （UNEP/CBD/SBSTTA/14/INF/6）；（五）海洋肥沃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的科学综合报告 （UNEP/CBD/SBSTTA/14/INF/7）；（六）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的科学综合报告 （UNEP/CBD/SBSTTA/14/INF/8）；和（七） 教科文组织/海委

会关于全球公海和深海栖息地生物区分类系统的报告（UNEP/CBD/SBSTTA/14/INF/10）。  

2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古

巴、芬兰、德国、印度、伊朗、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南非、

西班牙、瑞典、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 

2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和平和 ETC 集团

等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25．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2 日的第 6 次会议上，在 Ashghar Fazel 先生主持下，

恢复对议程项目 3.1.3 的审议，以便继续审议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2）。 

2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日本、新西兰和西班牙。 

27．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3 日的第 7 次会议上，在 Ashghar Fazel 先生主持下，

恢复对议程项目 3.1.3 的审议，以便继续审议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2）。 

28．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

比亚、芬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西班牙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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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代表也发了言。 

30． 主席感谢各位代表的发言，指出这些发言内容将列入主席的报告，供他们审议。 

31．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3 日的第 8 次会议上，在 Ashghar Fazel 先生主持下，

恢复对议程项目 3.1.3 的审议，以便继续审议第一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2）。工作组联合主席宣布，科咨机构主席团决定设立

一个联合起草小组，讨论有关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的排放和“地球工程

（Geo-engineering）”的建议草案，因此，在联合起草小组对此作出结论以前，工作组将不

审议建议草案（UNEP/CBD/SBSTTA/14/WG.1/CRP.2）载有“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

内容的第 10（g）段。 

32．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德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墨西哥、挪威、哥伦比亚、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33．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代表也发了言。 

34．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8 送交

全体会议。 

项目 4.  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其他决定产生的问题 

项目 4.1.   农业生物多样性 

4.1.1. 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IX/1 号决定的要求采取后续行动的情况 

35． 第一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举行的第 12 次会议上，在 Tone Solhaug 的主持下

审议了议程项目 4.1.1。工作组审议本项目时，收到了执行秘书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

其他有关伙伴协作编制的关于上述各主题的说明（UNEP/CBD/SBSTTA/14/11）、联合国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关 于 某 些 与 农 业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关 的 活 动 的 进 度 报 告

（UNEP/CBD/SBSTTA/14/INF/30）、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粉媒介国际倡议的进度情况

报告（UNEP/CBD/SBSTTA/14/INF/31）、关于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现状和增订全

球行动计划的第二次报告（UNEP/CBD/SBSTTA/14/INF/32）以及关于可持续农业和可持续

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概念、趋势和挑战的说明（UNEP/CBD/SBSTTA/14/INF/34）。 

36．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代表介绍了这个项目，解释说将讨论第 IX/1 号决定提出三

项请求：（一）关于总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二）提请注意工作组在上星期

就可持续利用进行的工作，进一步审议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的运用；和（三）生物多

样性公约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其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联合工作计划。 

3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几内亚、

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约旦、肯尼亚、马拉维、荷兰、新西兰、尼日

尔、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圣卢西亚、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突尼斯、

土耳其,和也门。 

3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粮农组织一直支持拟定和执行有关农业生物

多样性的工作方案，领导有关授粉、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倡议以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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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导促进粮食和营养的生物多样性的倡议。粮农组织、区域委员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已经拟定了一项联合工作计划，委员会已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它的第一阶段工作涉及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委员会多年期工作方案下进行合作的主要内容。 

39．  国际生物多样性协会代表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和日本拉姆萨尔网络发了言。 

40． 一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 Development Fund、EcoNexus、the Federa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the Gaia Foundation、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Forum on Biodiversity、Practical 

Action、SEARICE、USC Cananda 和 ETC Group 的名义发言。 

41． 第一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在其第 14 次会议上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4.1.1，

审议以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为基础（UNEP/CBD/SBSTTA/14/WG.1/CRP.5），由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主持。工作组在审议这个项目时面前有主席提交的案文草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5）。 

42．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

哥伦比亚、德国、匈牙利、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尔、菲律宾、波兰、南非、西班牙、瑞

士、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代表中欧和东欧集团）、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4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44． 发言的还有国际生物多样性协会、Econexus, Federa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和生物

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 

45． 联合主席于下午 1 时宣布会议结束，请一个小型的主席之友小组在午餐期间开会，

以拟定与获取和惠益分享有关的措辞。 

46． 第一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在其第 15 次会议上恢复审议关于议程项目

4.1.1 的主席案文，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主持会议。 

47． 哥伦比亚汇报了主席之友小组在午餐期间商定的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措辞。 

48．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言：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布基纳

法索、加拿大、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德国、匈牙利、伊朗、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

菲律宾、葡萄牙、圣卢西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代

表中欧和东欧集团）和赞比亚。 

49．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和 USC Canada 的代表发言。 

50． 主 席 请 一 个 主 席 之 友 小 组 审 议 土 壤 碳 问 题 （ 决 议 草 案

（UNEP/CBD/SBSTTA/14/WG.1/CRP.5）第 3(g)段），并向工作组汇报审议情况。 

51． 主席还请求召集一个由西班牙主持的主席之友小组，审议决议草案第 3(i)段的措辞，

一个由瑞典领导的主席之友小组，审议决议草案第 3(k)-(l)段；一个由比利时领导的主席之

友小组，审议关于稻田（第 13-15 段）的措辞，所有小组都应向工作组汇报审议情况。 

52． 各主席之友小组汇报了各自负责段落的商定措辞。联合主席感谢所有小组进行的辛

勤工作，由于关于第 3(k)-(l)段的小组没有机会开会，共同出席请他们于 5 月 19 日在午餐

期间开会，并汇报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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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一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在其第 17 次会议上恢复审议关于议程项目

4.1.1 的主席案文（UNEP/CBD/SBSTTA/14/WG.1/CRP.5），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主持

会议。 

54．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

亚、德国、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伊朗、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菲律宾、

葡萄牙、圣卢西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55．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56． 工作组商定把经过口头修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16

递交全体会议。 

 

4.1.2.    生物燃料与生物多样性：审议促进生物燃料的生产和
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和尽量减少其对生物多样
性的消极影响的方式方法 

57．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7 日举行的第 12 次会议上，在 Tone Solhaug（挪威）

主持下审议了议程项目 4.1.2。工作组审议本项目时，收到执行秘书关于促进生物燃料的生

产和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和尽量减少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的方式方法的说

明（UNEP/CBD/SBSTTA/14/12），该说明是根据从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收

到的资料以及关于此主题各区域工作会议的结果编制的。 

58． 秘书处根据芬兰就 UNEP/CBD/SBSTTA/14/12 号文件第 15 段告知的意见，对该文件

作了更正。秘书处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发了更正（UNEP/CBD/SBSTTA/14/12/Corr.2）。 

59．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欧洲联盟、芬兰、德国、

日本、墨西哥、荷兰、挪威、菲律宾、瑞典、瑞士和泰国。 

60．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7 日的第 13 次会议上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4.1.2。 

6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巴西、几内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马

拉维、新西兰、尼日尔、乌干达和赞比亚。 

6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 

63． 发言的还有下列组织的代表：全球侵入物种方案、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和

非政府组织（Econexus、Gaia Foundation、Global Forest Coalition、Federa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和 ETC Group）。 

64． 在 2010 年 5 月 18 日工作组第 15 次会议上，联合主席经过与会议协商，成立了一个

联系小组，以审议主席的案文，然后再将该案文送交全体会议全面讨论。 

65． 该联系小组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夜间以及 5 月 19 日午餐期间和夜间举行会议。 

66． 工作组在其 2010 年 5 月 20 日第 18 次会议上。听取了联系小组联合主席之一 Rose

先生（联合王国，还代表另一联合主席，Ignatius Makumba 先生（赞比亚）发言）介绍该

小组的工作进度。发表进度报告之后，联系小组应联合主席的邀请再度开会，工作组的会

议则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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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工作组恢复开会后，听取了联系小组联合主席之一 Rose 先生（联合王国，还代表另

一联合主席，Ignatius Makumba 先生（赞比亚）发言）发表的进一步进度报告。 

68．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言：阿根廷、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哥伦比亚、埃

塞俄比亚、欧洲联盟、德国、伊朗、荷兰、新西兰、南非、瑞士、乌干达、联合王国、突

尼斯和赞比亚。 

69．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70． 联合主席成立了一个小型的主席之友小组，由欧洲联盟主持，任务是就第 8 段达成

协议。此外，主席还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起草小组，由加拿大主持，任务是就第 9(a)段达成

协议。 

71． 欧洲联盟代表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第 19 会议上汇报了关于第 8 段的主席之友小组

取得的工作结果，加拿大代表汇报了关于第 9(a)段的主席之友小组取得的结果。 

72．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哥伦

比亚、埃塞俄比亚、欧洲联盟、德国、伊朗、利比里亚、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沙特阿

拉伯、南非、瑞典、瑞士、乌干达、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73． Ecoropa 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74． 第一工作组在其 2010 年 5 月 21 日第 20 次会议上审议了联合主席提交的非正式工作

文件。 

75． 下列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发言：阿根廷、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加

拿大、古巴、科特迪瓦、欧洲联盟、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伊朗、利比里亚、马拉维、

马里、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南非、瑞典、瑞士、乌干达、联合王国和

赞比亚。 

76． 发言的还有 Gaia Foundation 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 

77． 共同主席在结束讨论时宣布，将参照举行的讨论修订一项建议草案，并将其提交全

体会议。随后把经过口头修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19 转交

全体会议。 

项目 4.2.    审议与缺水和半湿润土地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相关的提议 

78． 2010 年 5 月 17 日，第一工作组第 13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4.2。工作组审议本

项目时，收到执行秘书关于根据缔约方大会第 IX/17 号决定的要求采取后续行动情况的说

明（UNEP/CBD/SBSTTA/14/13）、和将气候变化影响和应对活动纳入缺水和半湿润地区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说明（UNEP/CBD/SBSTTA/14/6/Add.1）。 

7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 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 加拿大、法国、

突尼斯、瑞典、西班牙、泰国。 

8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81．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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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一工作组第 16 次会议恢复审议关于议程项目 4.2 的主席文件

（UNEP/CBD/SBSTTA/14/WG.1/CRP.6）。 

8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

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南非、西班牙、苏丹、土库曼斯坦、联合王国。 

84． 联合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代表也发了言。 

85．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6 送交

全体会议。 

项目 4.3.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的联合工
作计划，以及关于合作、监测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澄清
森林和森林类别的定义的报告 

86． 2010年5月11日，第一工作组第3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4.3，Ashghar Mohammadi 

Fazel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持。在审议本项目时，工作组收到了执行秘书与有关

组 织 合 作 编 写 的 关 于 与 联 合 国 森 林 论 坛 的 森 林 生 物 多 样 性 联 合 工 作 计 划

（UNEP/CBD/SBSTTA/14/14）。 

8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 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芬

兰、法国、德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约旦、墨西哥、新西兰、挪

威、南非、瑞士、泰国、联合王国。 

8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也发了言。 

89．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也发了言。 

90． 主席感谢代表们的发言，并建议列入主席文件参考，以备他们审议。 

91． 第一工作组在 2010 年 5 月 12 日第 6 次会议上，Ashgar Faizal 先生主持，恢复审议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UNEP/CBD/WG.1/CRP.4）。 

92．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

芬兰、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挪威、南非、西班牙、瑞典、

瑞士、联合王国。 

93． 德国科学家联盟和联合国森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94． 主席感谢代表们的发言，并建议列入主席文件参考，以备他们审议。 

95． 2010 年 5 月 13 日，第一工作组第 7 次会议，Ashgar Faizal 先生主持，恢复审议主

席关于议程项目 4.3 的文件（UNEP/CBD/WG.1/CRP.4）。  

9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中国、哥伦比亚、芬兰、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荷兰、瑞典、联合王国。 

9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代表也发了言。 

98． 工作组同意组成两个工作组的联合起草小组，并将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的排

放有关的内容和地球工程提交起草小组进行进一步磋商。起草小组由 Heikki Toivonen 先生

（芬兰）和 Maria Mbengashe 女士（南非）担任主席。起草小组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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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工程”和减少在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的排放的各段案文。联合起草小组同意，

商定的案文将加入项目 4.3（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产生的排放有关的部分）和关于气候变

化的项目 3.1.5 两者的相关文件。联合工作组决定将联合工作组的成果连同修订案文纳入建

议草案。 

99．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决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7 提交

全体会议。 

项目 4.4.  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
进的外来入侵物种国际管制框架的漏洞和前后不一的进
一步工作，以及解决与其引进相关的风险的最佳做法 

100． 2010 年 5 月 17 日，第一工作组第 13 次会议，在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主持下，

审议了议程项目 4.4。工作组审议本项目时，收到执行秘书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

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国际管制框架的漏洞和前后不一的进一步工作，

以及解决与其引进相关的风险的最佳做法的说明（UNEP/CBD/SBSTTA/14/16/Rev.1）。 

10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科摩罗、古巴、芬兰、

法国、格林纳达、印度、日本、墨西哥、新西兰、菲律宾、圣卢西亚、西班牙、瑞典、泰

国。 

10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103． 全球侵入物种方案也发了言。 

104． 2010 年 5 月 18 日，第一工作组第 14 次会议恢复审议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

（UNEP/CBD/SBSTTA/14/16/Rev.1）。 

105．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贝宁、布基纳法索、约旦、肯尼亚、挪威、图尼

西亚、也门。 

106． 自然保护联盟也发了言。 

107． 主席感谢代表们的发言，并建议列入主席文件参考，以备其审议。 

108． 一个主席之友小组，芬兰为主席，开会修订附件中特设技术专家组会议的职权范围。 

109．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一工作组第 17 次会议恢复审议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4.4 的文件

（UNEP/CBD/SBATTA/14/WG.1/CRP.8）。 

110． 主席之友小组向工作组报告了小组会议的结果。就该附件达成了协议。 

11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德国、

匈牙利、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瑞典和西班牙。 

112． 工作组同意将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决议草案 UNEP/CBD/SBSTTA/14/L.13 提交

全体会议。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