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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动：对通过财务报告框架提供的信息进行的最后分析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言 

1. 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了《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 20 下的资源调动目标（第 XII/3 号决定，第 1 段）以及经修订的财务报告框架，供

缔约方报告为落实这些目标所做贡献（见第 XII/3 号决定，第 24 和 25 段以及附件二）。为

便于参考，本文件附件一转载了这些目标。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和缔约方大会随后的会议

上，缔约方根据执行秘书编写的汇总和总结了缔约方通过财务报告框架所提交信息的定期

报告，对资源调动目标的落实进度进行了审查。1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根据这

些信息和其他来源的信息，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20 和相关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总体评

估。  

2. 资源调动问题专家小组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的第一份报告

（CBD/SBI/3/5/Add.1）列入了来自财务报告框架的最新信息。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 2021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13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审议了专家小组的报告和相关的

建议草案。本文件考虑到缔约方提交的进一步信息2，提供了最后的更新。3  

3. 关于资源调动的CBD/SBI/3/5号文件和其中的建议草案包括一些关于简化财务报告框

架和提高其效力的建议。自该文件于 2020 年 6 月印发以来，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1 见 UNEP/CBD/SBI/1/7/Add.1、UNEP/CBD/COP/13/11/Rev.1、UNEP/CBD/SBI/2/7/Add.1 和 CBD/COP/14/6 号

文件。  

2 按照 2021 年 5 月 14 日 2021-034 号通知提交。 

3 按照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3/6 号建议（CBD/SBI/REC/3/6，脚注 4）编制。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0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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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监测框架草案一直在制定之中，其最新形式已经包含若干拟议的资源调动标题指标和

补充指标。 

4. 鉴于这些事态发展，本报告打算达到两个目的：(a) 提供简洁的汇总信息，从而能够评

估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各项资源调动目标是否已经落实和/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

落实； (b) 利用所提供的方法信息和自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以来获得的财务报告实践

经验，确定一些经验教训，为对照任何未来的资源调动目标进行更简化和更有效的监测提

供参考。  

二. 总的报告反馈情况 

5. 截至 2022 年 9 月 5 日，有97个缔约方通过财务报告框架提交了信息，显示基准情况和

截至 2015 年的初步进展情况，而其中 51 个缔约方还提供信息，显示截至 2020 年的进一步

进展情况。可以通过在线财务报告框架分析工具4检索通过该框架提交信息的缔约方综合名

单。 

6. 截至同一日期，有192 个缔约方提交了第五次国家报告，有189 个缔约方提交了第六次

国家报告。早先的摘要报告指出并讨论了与财务报告框架有关的报告缺口，其中主要指出

的是与落实某些资源调动目标有关的技术复杂性和挑战。5 

三. 国际资金流动情况 

7. 第 XII/3 号决定第 1 (a) 段通过的目标（下称“目标 (a)”）要求以 2006-2010 年的年平均

生物多样性供资为基准，到 2015 年将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资金总量翻一番，并至少将这一水平

保持到 2020 年。  

8. 共有 32 个缔约方，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援会）

的 30 个成员中的 26 个，提供了信息，说明其提供的这些资金的数量。 30 个缔约方（25 个

发援会成员和 5 个非成员）报告了基准数据。25 个发援会成员中包括基准年度与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双边援助的9个最大捐助者6（这一时期的第二大捐助者由于不是公约缔约方，因

此不包括在内）。由于缺乏数据或情况发生变化，一些国家没有报告基准数据，但报告了

进展情况（巴西、保加利亚、智利、马耳他、斯洛伐克）。 

9. 为了能够汇总所提供的数字，财务报告框架及其表格中的相关问题仅涉及那些为支持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而

提供资金的国家。然而，鉴于财务报告框架的其余部分涉及所有国家，这种区别导致一个

常见的误解，使得一些国家在相关表格中报告了收到的资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

发现、核实和在可行范围内纠正这个问题。 

10. 下文表 1 提供了汇总信息，显示在落实第 XII/3 号决定目标 (a) 方面的全球进展情况

（到 2015 年使国际生物多样性资金流量翻一番，并把这一水平至少保持到 2020 年）。附件

                                                      
4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5 见 CBD/SBI/2/7Add.1。 

6 经合组织发援会的里约标记系统把承诺的双边援助标识为“主要”。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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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的表格提供了关于具体国家的信息。商数是根据提供特定年度数据的缔约方的基准数

据计算得出；也就是说，该表仅包括来自具有基准数据的缔约方的信息。所涉年度越近，

报告缺口就越大；出于这个原因，在比较具体年度之间的数据时需要谨慎从事，并应避免

对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在解读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数据时通常需要特别谨

慎，因为报告这两个年度的数据的缔约方分别仅占基准数的 39% 和 30%。虽然那些已经报

告了 2019 年和 2020 年数据的缔约方的国际资金流量合计翻了一番以上，但在现阶段无法

据此做出推断。  

表1.   对照目标(a)的全球进展情况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商数* 1.66 1.23 1.34 1.39 2.52** 2.83** 

提出报告的缔约方数目 28 19 19 15 14 9 

每个年度提出报告的缔约方的基

准数占总基准数的百分比  

99.5% 92.3% 91.9% 85.4% 38.8% 30.5% 

根据来自财务报告框架分析工具的数据计算。 

* 商数 = 报告的年度国际流量除以那些提供特定年度数据的缔约方报告的基准数。如果商数≥ 2，表明达到

了使国际流量翻一番的目标。 

** 见第10段的讨论。 

11. 发援会的一些非成员报告了国际流动数字，例如指明在其他国家举办的专门与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项目的支出，并用对有关国际协定的捐款和/或对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的

自愿捐款来补充得出的数字。提交的数字很可能是保守的；例如，巴西指出，数字仅包括

与中央政府有关的数据，并且仅与在邻国实施的项目有关。 

12. 如附件二所示，到 2015 年，以下缔约方提供的国际资源流动量至少翻了一番：中国、

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法国、德国、拉脱维亚、卢森堡、挪威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匈牙利在 2014 年和韩国在 2016 年至少翻了一番。其中，克罗地亚、法国、德国和

匈牙利到 2020 年至少保持了这个水平。欧盟各机构到 2017 年翻了一番，并把这一水平保

持到 2020 年。瑞典到 2018 年把提供的国际资源流动量翻了一番并将其保持到 2020 年。瑞

士到 2017 年将流动量翻了一番，并至少保持到 2018 年；意大利到 2017 年翻了一番。 

13. 附件二提供了美元数字。由于货币波动，本国货币的数额会更高（用基准数进行比

较，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更低（对美元贬值）。例如，如果数额用欧元表示，欧盟各

机构到 2015 年实现了翻番，该年度的商数为 2.05，而欧盟成员国的国际资源流动量加在一

起几乎翻了一番（商数为 1.9），到2016年则实现了翻番，并在随后几年保持翻番的水平。7 

14. 关于私人流动的数据仍然非常不完整。所有提交报告的缔约方均表示，至少采取了一

些措施鼓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国际支持，并提供了这方面的定性信息和一些定

量信息。然而，在 2020 年的一轮报告中，只有两个国家（奥地利和瑞士）在财务报告框架

                                                      
7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根据公约 2021-034 号通知提交的资料。Information regarding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s from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22 July 2021)，载于 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2020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的附件 （表 1a 和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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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的相关栏中提供了定量信息。在第一轮报告中上报数据的国家多一些，但显然没有进

一步跟进这些尝试。 

15. 发援会成员提到把里约标记方法（经合组织债权人报告系统（CRS）的一部分）作为

报告所提供资源的基础。发援会根据里约标记方法汇编了来自其成员国的数据，显示其双

边发展援助中有多少将生物多样性作为“主要”或“重要”目标。下文表 2 根据CRS数据库的

数据，提供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已承诺援助的信息。在考虑其中的数据时必须牢记： 

(a)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援助的第二大捐助者不是公约缔约方，因此没有填写财务报

告框架，但是包括在 CRS 数据之中； 

(b) 生物多样性里约标记涵盖双边援助，而大多数根据财务报告框架提交报告的缔约

方还纳入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多边发展援助；8 

(c) 虽然大多数缔约方报告的是实际付款数，但下文表 2提供的数据也包括承诺数。 

16. 在财务报告框架中，关于如何汇总标记为“主要”和“重要”的资金流，缔约方使用了不

同的方法，主要是对“重要”资金流设定一个或多个<1的系数。9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出于说明目的，设定的系数是0.4，下文表 2也采用了这个办法。10 

17. 考虑到上述限定条件，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a) 到 2015 年，“主要”和“重要”流量都

实现了翻番目标，即，具体的系数值无论多大都没有影响，以及 (b) 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

间，“重要”流量保持了翻番的水平，但“主要”流量却没有。此外，计算得出的加权总数

（“主要”流量的 100% 加上“重要”流量的任何百分比数额）显示，虽然落实了到 2015 年实

现国际流量翻番的目标，但平均而言未能把这一翻番水平保持到2020 年（对于 0 到 1 之间

的任何系数而言，2016-2020 年的平均数均小于基准数的 2 倍）。 

表2.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 

所有发援会成员 
2006-2010年

平均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6-

2020年

平均数 

“主要”流动 

百万美元 

商数 

2,008 

 

4,160 

2.07 

2,958 

1.47 

3,480 

1.73 

2,762 

1.38 

2,647 

1.32 

2,345 

1.17 

2,838 

1.66 

“重要”流动 

百万美元 

商数 

2,009 

 

4,613 

2.30 

4,591 

2.28 

5,359 

2.67 

5,238 

2.61 

4,187 

2.08 

4,857 

2.42 

4,846 

2.46 

加权总数（“主要”流量的100% 加“重要”流量的40%） 

百万美元 

商数 

2,812 

 

6,005 

2.14 

4,795 

1.71 

5,623 

2.00 

4,857 

1.73 

4,321 

1.54 

4,288 

1.53 

4,777 

1.70 

                                                      
8 见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9 详见 CBD/COP/14/6。  

10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信息，提出 2015-2019 年的平均值为 1.9，因此将达到

这个目标。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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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2年10月7日从经合组织CRS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提取的数据计算。承诺数是现价美元数

字。 

18. CRS 还包括来自一些非发援会成员缔约方以及多边机构和主要全球慈善机构的数据。

虽然这些数据没有使用里约标记方法，但通过 CRS 的行业分类，看来至少能够认定狭义上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资金，即，使用行业代码 41020（生物圈保护）、41030（生物多样

性）和 41040 （就地保护）来认定。11  虽然无法使用这些 CRS 数据计算有意义的 2006-

2010 年基准，但是其覆盖范围在最近几年看来更为全面，并且这些 CRS 数据可以为今后的

里约（生物多样性）标记数据提供有用的补充，特别是关于多边来源资金流动和一些私人

资金流动的补充。 

19. 通过比较财务报告框架和经合组织 CRS 提供的数据，得出了一些观察结果。首先，

CRS 生物多样性标记数据显然没有显著的报告缺口，其中无论缺失什么数据，都远没有财

务报告框架数据集当中的报告缺口那么大。其次，财务报告框架中的报告看来在很大程度

上是双重报告（增加了对“重要”资金流适用相关系数的步骤，并增加了多边援助），报告缺

口可能反映了这种增加的报告负担。第三，虽然 CRS 中的里约（生物多样性）标记数据没

有经过汇总，但仍能够根据这些数据单独进行评估，查明在“主要”和“重要”流动之下调动

的资源是否有所增加。第四，在经合组织的 CRS 之下提供的其他数据集正在越来越多地解

决里约标记数据的局限性（因为后者仅涵盖发援会成员和双边援助）。这些观察结果综合

起来表明，可能有一个重要的机会，通过直接使用经合组织 CRS 提供的数据来简化针对国

际流动情况的监测和报告。可以酌情由缔约方大会（并随后由单个缔约方）就如何分析这

些数据向秘书处提供指导，从而补充就此做出的总的决定。12 

四.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优先事项和计划以及进行价值评估和/或评价 

20. 在第 XII/3 号决定中通过的资源调动目标的目标 (b) 力求到 2015 年使 100%、至少是 

75%的缔约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国家优先事项或发展计划，并为此提供适当的国内财政

拨款。  

21. 共有 94 个缔约方在2015 年报告中就是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优先事项或发展计划

作出答复，所有这些缔约方都报告了至少某些进展，相当于所有缔约方的大约 50%：65 个

缔约方表示已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生物多样性，占做出答复的缔约方的 69% ；有 29 个国

家表示已全面纳入，占 31%。在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b) 方面取得的这一令人鼓舞的进展

看来在2020年报告中得以保持，所有 48 个作出答复的缔约方都报告了至少某些进展：28 

个缔约方表示已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生物多样性，占做出答复的缔约方的58%；20 个国家

表示已全面纳入，占42%。各国着重提到与部门计划或顶层计划或政策的挂钩，例如与国

家（可持续）发展或增长计划、资源效率框架、甚至国家宪法的挂钩，以之作为切实将生

物多样性纳入主流的主要途径。 

                                                      
11 下列非发援会成员缔约方在 2020 年使用至少一个行业代码报告了数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2 例如，如果有集体意愿将里约标记数据汇总成一个数字，缔约方大会可以决定一个默认系数（例如 

40%），同时为单个缔约方提供一个退出选项。一个缔约方如果得出结论认为，默认系数不能反映其自身发

展合作项目组合的实际情况，可以向秘书处说明其希望的系数或更总体地讲，说明其希望的汇总方法，从而

选择退出。 为透明起见，可以在今后根据监测框架提出的进度报告中连同汇总数字一起报告这类情况。  

http://stats.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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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目标 (d) 的一部分，第 XII/3 号决定力求让 30%的缔约方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

分的内在、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休闲和美学价值做出评估和/或评

价。在2015 年报告中，8 个缔约方表示已进行了全面评估，占缔约方的 9% ，90%的报告国

表示至少进行了一些评估，占所有缔约方的 42%。在 2020 年报告中，5个缔约方（或 

10%）表示进行了全面评估，90% 的报告国（占所有缔约方的 22%）报告说至少进行了一

些评估。与 30%的目标百分比相比，这依然表明情况相当令人满意。各国提到进行全面评

估或在较小规模上进行评价研究，可能是以部门为重点。例如，土耳其提到其国家生物多

样性清单和监测项目，联合王国则提到针对一系列自然资本账户提出年度报告，这些账户

是在该国的 2011 年国家生态系统评估之后建立的。联合王国还提到，该国赞助了《生物多

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综合经济框架，用以说明人类对自然

的依赖。 

五.  报告当前的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 

23. 第 XII/3 号决定通过的资源调动目标的目标 (c)力求到 2015 年使 100%、至少是 75%的

缔约方获得足够的财务资源，并利用其报告了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以及供资需要、缺口和

优先事项。  

24. 在报告了截至 2015 年的初步进展情况的97 个缔约方中，有 88 个缔约方报告了为本国

国内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活动提供的年度财政支持，占90%以上。尽管这看起来也令人满

意，但仅占所有缔约方的将近 46%；因此，严格地讲，第 XII/3 号决定目标(c)的这一要素

未能落实。 

25. 资源调动目标的目标(e)要求从所有来源调动国内财务资源，以缩小查明的需求与国内

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虽然根据现有数据无法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或提供有意义的国内生

物多样性支出总数字，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进行趋势分析，揭示与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支出如何随着时间演变，尽管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如此。13  下文表 3 尽可能

对这一分析进行了综合。在大约一半的国家，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支出呈上升趋势，表明

到 2015 年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需要看到，另一半的国家的这种支出停滞不动或呈下

降趋势。 

表3.   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趋势（截至2015年），财务报告框架 

 国家数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不详 共计 

发援会成员 9 8 4 3 24 

非发援会成员 26 6 20 12 64 

生物多样性大国 7 2 0 0 9 

共计  35 14 24 15 88 

                                                      
13 示意图见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https://chm.cbd.int/search/financial-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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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文表 4 提供了所提供数字的来源和分类的最新概览，反映出不同的方法。 这个表证

实了先前的分析结果：把下级政府、非政府来源或与生物多样性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在内

的国家较少。 此外，各国报告的年度有所不同。  

表4.   国内支出的来源和分类 

 国家数 

提供的数字所包括的内容 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

关的支出 

与生物多样性间接相关

的支出 

政府预算  –  中央政府 87 49 

政府预算 –  州/省政府 33 20 

政府预算 – 地方/市政府 32 18 

预算外 30 17 

私人/市场来源 22 13 

其他（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学术

界）  
37 22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集体行动 7 4 

27. 在提供进一步的方法信息的缔约方中，许多缔约方（46 个）提到对预算文件进行分

析，包括对间接的生物多样性捐助设定系数。数目较少的 15 个缔约方提到使用基于环境公

共支出账户的国家统计数据，并提到国际商定的分类，例如环境保护活动分类或政府职能

分类，特别是其中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子类。 

28. 在后一组缔约方中，捷克和芬兰提到在环境保护支出账户中把私人来源包括在内，14 

而前一组的其他国家通常依靠临时确定和汇编数据的办法来处理这些来源；例如，克罗地

亚、丹麦、黎巴嫩和瑞士使用了来自单个公司、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可靠数据。 

29. 关于预算外支出，12 个缔约方解释说，对发展合作项目进行了评估，以查明与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预算外支出，并同样确定了间接相关的支出所占百分比，有时使用经合组织 

CRS 数据库来确定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项目和相关支出。 

30. 政府支出信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政府财政统计（GFS）15中收集和提供

的。 IMF的政府财政统计还使用政府职能分类（COFOG）来提供有关职能支出的统计信

息，包括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子类的统计信息，该子类是环境保护支出的一部

分。 2015 年至 2022 年期间，多达 77 个政府提供了这样的职能信息，其中大多数政府（接

近 80%）还提供了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的信息。附件三中的表提供了按报告国分列

的概览，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百分比表示，下文表 5 则提供了关于 2015 年至 

2019 年的类似趋势分析。16  

                                                      
14 根据《欧洲共同体内部经济活动统计分类》第二次修订版（NACE Rev. 2）和向欧盟统计局提出的相关报告。 

15 https://data.imf.org/?sk=5804C5E1-0502-4672-BDCD-671BCDC565A9。  

16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特殊情况，趋势分析中没有包括 2020 年数据。  

https://data.imf.org/?sk=5804C5E1-0502-4672-BDCD-671BCDC56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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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国内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开支占GDP的百分比（2015 – 2019年）  

 上升 下降 无变化 不详 共计 

国家数 18 13 17 10 58 

根据来自IMF政府财政统计的职能支出数据得出的评估结果，数据提取日期：2022年10月31日。 

不详：时间序列太短或不呈现任何趋势。 

31. 通过比较两个数据集，得出一些观察结果。首先，对 IMF政府财政统计调查的回复总

数（77）与关于这个主题的财务报告框架填报数目（89）相去不远，显示无论这种有限反

馈的确切原因是什么，都是两个机构的共同原因。  

32. 其次，通过比较单个国家提供的数字，看来表明IMF的数字通常非常保守，很可能最

多只包括财务报告框架中所谓的“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支出”。相形之下，向财务报告

框架提交的许多资料（提供了相关信息的 87 份资料中的 49 份）还包括与生物多样性间接

相关的支出，并且分别有 30 份和 22 份资料包括了预算外资源和非政府支出。这些差异至

少可以部分解释表 5 中显示的更为令人警醒的趋势分析结果：在 48 个可以合理地确定

2015-2019 年趋势的国家中，只有 18 个国家呈现上升趋势。 

33. 对这些其他类型的支出的认定通常根据的是对具有不同职能的政府机构（即，环境部

以外的机构）的预算进行的更广泛审查，并在较小程度上把对非政府实体进行的分析作为

补充。这些“生物多样性支出审查”本身就是一项有用的工作；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

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 （BIOFIN）的方法，这些审查是国家财务计划制定工作的重要中

间步骤，如果反复进行，将使人们能够评估在调动国内资源，以及在把生物多样性纳入预

算主流方面的进展情况。鉴于全球环境基金第八次增资为制定国家财务计划提供的支持，

预计今后将能够得到更多数据（和来自更多国家的数据）。报告《公约》下与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支出，为评估国内资源调动进度提供帮助，已成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监

测框架草案中的一项指标。对于那些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国家，可以使用IMF的政府财政

统计数据集作为补充。由于上述原因，两个数据集当中的国家数据之间没有直接可比性；

但是，这两个数据集都可以用来以某种形式进行上文所述关于具体国家的趋势分析。 

六.  评估集体行动的作用 

34. 共有 58 个缔约方在 2015 年报告周期提供了信息，说明是否评估了集体行动和非市场

方法在调动资源用于实现《公约》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 2020 年报告周期提供了这些信

息的共有33 个缔约方。在2015 年报告中，47 个缔约方尚未开始评估，10 个缔约方报告说

进行了一些评估。在2020 年报告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19 个和 13个。一个国家在2015 年

报告中表示进行了全面评估，而没有任何国家在2020 年报告中这样表示。一些国家在评论

中指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但也强调指出，在量化其所做贡献方面存在方法上的困难，并

且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不丹指出支付生态系统服务的计划在动员地方社区方面发挥的作

用。加拿大对 19 个集体行动方案的实例进行了部分评估，但指出非财务指标相互不一致，

难以汇总。联合王国指出，虽然该国没有《公约》第 8条(j)款定义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

区，但志愿人员的工作是关键，例如在收集与物种相关的信息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据估

计，通过官方或商业手段收集同样信息的费用每年将超过 5,3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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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只有4个国家（加拿大、印度、纳米比亚、秘鲁）提供了关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所

做贡献的定量信息。虽然这非常有限，但正如以前的报告所述，17  评估集体行动发挥的作

用这个主题也激发了令人感兴趣的与概念和方法有关的工作，并且如第 14/16 号决定所

述，制定了《公约》之下的方法指导。缔约方大会在该决定中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的整体集体行动的重要性。18  缔约方大会如果希望激励缔约方继续这项工作和扩展其规

模，酌情由相关国际组织和举措提供支持，保持这个报告主题也许是有用的。 

七.  报告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项 

36. 第 XII/3 号决定通过的资源调动目标的目标 (d) 有一部分是力求到 2015 年使100%、至

少是 75%的缔约方获得足够的资金，并利用其报告了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项。  

37. 共有 57 个提交报告的缔约方（接近 56%）说明了估计的供资需要（通常是以修订后的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为依据；见下文），其中大多数缔约方通过减去估计可以

得到的资源的办法来计算估计的供资缺口。共有 35 个国家还说明了为优先供资采取的行

动，占所有报告国的43%。报告国还特别提到把其经过修订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作为评估依据，有些国家还明确提到其资源调动计划。若干国家指出其正在进行的国

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修订工作或在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之下进行的工作。一些缔

约方（中国、欧盟、拉脱维亚、西班牙、苏丹、瑞士和联合王国）虽然没有在表中提供数

据，但提供了额外信息，例如指出可以确定的具体需求。 

38. 在报告这些要素时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地确定供资需要和由此产生的资金

缺口；这就是说，供资需要是表示为“毛值”还是“净值”，即其中是否包括已经由当前支出

供资的现有活动。19  财务报告框架的设计仿照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采用的基本方法，采用

毛值概念；20 然而，一些国家采用“净值”概念，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导致出现负资金缺口。 

39. 与上文讨论的生物多样性支出审查一样，确定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项的工作是制

定国家财务计划的中间步骤。然而，从资源调动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也许是有一项国家

财务计划并有效实施该计划，而不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方法来采取其中间步骤。因此，回顾

起来，报告框架的这些要素可能并非不可或缺，可以在今后的报告中得到精简和变得更加

灵活。 

八.  国家财务计划 

40. 目标(d)还力求到 2015 年使 100%、至少是 75%的缔约方获得足够的资金，并利用其制

定了国家生物多样性财务计划。  

41. 共有 54 个缔约方，占总数的58%，在财务报告框架的相关表格中提供了财务计划的要

素，在这方面提供了关于计划调动的国内和国际资源数量的汇总数字，其中一些缔约方作

为补充，说明了为减少今后几年的资金缺口而计划利用的具体国内和国际资金来源。在 

                                                      
17 见 UNEP/CBD/SBI/1/7/Add.1，第 55 至 57 段、UNEP/CBD/SBI/1/7/Add.2 和 UNEP/CBD/SBI/1/INF/6。 

18 第 14/16 号决定，序言部分第 2 段。 

19 还见 CBD/SBI/3/5/Add.2/Rev.1 号文件第 58 和第 61 段关于（经修订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确

切地包括哪些内容的讨论。 

20 因此资金缺口 = 资金需求 – 现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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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报告中，只有 16 个缔约方报告了在调动资源方面的总体进展情况，说明具体资

金流信息的国家更少（12 个国家说明了国内资金流，15 个说明了国际资金流），而且大多

数仅说明了几年当中的情况。 

42.  第二轮财务报告框架预计将报告国家财务计划的实施进度，并以此为依据，对照关于

国内资源调动的目标(e)评估取得的进一步进展。然而，由于如上一段所述，提出的报告有

限，无法进行这样的评估。早先的报告依靠的是在第一轮报告中提供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

的支出信息，而第一轮报告在设计上是为了帮助确定国家财务计划的基准（即设想一切照

旧）。回顾起来，财务报告框架在这方面可能过于繁琐，而且各国在制定国家财务计划时

遇到的方法和能力上的挑战使问题更为严重，无论是那些得到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支持的

国家，还是没有得到该倡议支持的国家，都遇到这些挑战，而且后一类国家遇到的挑战据

信更为巨大。因此，正如上文第五节所解释的那样，今后在对照一项可能的国内资源调动

目标进行进展情况评估时，看来应该仅仅是继续报告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支出。 

九. 结论 

43. 对照资源调动目标提出报告的情况总体上取得更大进展，但只有 97 个缔约方提出报

告，大大低于国家报告的总体提交水平。21  然而，通过把融资指标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的监测框架，从而纳入《公约》的国家报告模板，将表示同意在国家报告下报告资源调

动情况。虽然公约缔约方当中的绝大多数发援会成员已根据目标 (a) 报告了自己的国际资

金流量，但其中许多尚未报告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流量。此外，许多缔约方并未对框架的

所有问题都作出答复。一个一直存在的制约因素显然是在落实某些目标，特别是目标 (c) 

和 (d) 方面不断遇到挑战，这与总体能力缺乏有关，在没有参加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的国

家尤其如此。 

44. 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a)（到 2015 年使国际资金流量翻一番并将这一水平保持到 2020 

年）：一些缔约方实现了翻番的目标，其中一些缔约方设法保持甚至提高了这一水平，但

财务报告框架中提供的数字并未表明这一目标得到全面落实：与基准相比，计算得出的

2015 年增加幅度是67%，2018 年增加幅度是 39%；此后提出报告的水平过低，无法据以得

出结论。22  然而，由于上述差异，经合组织 CRS 生物多样性标记数据呈现的情况较为积

极，显示“主要”和“重要”资金流量到 2015 年都翻了一番，其中“重要”流量的翻番水平一直

保持到2020 年。 

45. 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b)（到 2015 年列入生物多样性）：考虑到只有大约 50%的缔约

方报告了这一目标的落实进度，从技术上讲，这个目标尚未落实。另一方面，尽管收到的

报告数目有限，所有提交报告的缔约方都报告了一些进展，令人鼓舞。 

46. 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c)（到 2015 年报告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以及供资需要、缺口和

优先事项）：严格地说，这个目标尚未落实，到 2015 年报告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内支

出以及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项的缔约方少于 75 %。在报告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方面，

进展情况看来令人鼓舞，有 88 个国家报告了支出情况。然而，就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

项提出报告的工作一直难度较大，只有 57 个缔约方提出报告。 

                                                      
21 收到了 192 份第五次国家报告，第六次国家报告迄今收到了 189 份。 

22 须注意如 CBD/COP/14/6 号文件所述汇率浮动带来的影响，并注意一些缔约方尚未报告 2020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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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d)（到 2015 年编制国家财务计划和评估价值）：总共 90% 的报

告国已至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各种价值进行了一些评估，在所有缔约方中所占比例略多于 

40%，高于目标中设想的 30%，表明目标 (d) 的这一要素的落实进度令人满意。然而，只有 

54 个缔约方在相关表格中提供了财务计划的要素，表明在制定和报告国家财务计划方面一

直存在困难。与此相应的是，60%的缔约方表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编制财务计划。 

48. 第 XII/3 号决定的目标 (e)（调动国内财务资源）：对所报告的截至 2015 年的国内生物

多样性支出进行的评估显示，大约一半可以看出趋势的报告国呈上升趋势，而另一半或是

停滞不动，或是呈下降趋势。因此，虽然在目标(e)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总体情况并不令人

满意。没有为这项目标确定 2015 年期限，计划在第二轮报告期间使用国家财务计划执行情

况报告中的数据来评估目标（截至 2020 年的）的进一步进展情况。虽然回复率低，使得这

个方法不切实际，但是在铭记上述方法上的差异的情况下，对 IMF 政府财政统计中的政府

职能支出进行的分析基本上证实了这一评估意见：总体而言，这项目标的落实进度并不令

人满意。 

49. 有助于更简单、更有效地报告资源调动情况的经验教训和选项。通过分析确定了一些

这方面的选项。考虑到关于资源调动的讨论，包括关于制定一个或多个相关目标及其指标

的讨论正在进行，不应把以下选项解释为预先判定当前讨论的结果： 

(a) 评估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资金流动目标的落实进度：考虑主要使用经合组织债

权人报告系统数据集，包括但不限于使用里约生物多样性标记数据。可以用公约缔约方集

体和/或单独就如何分析和/或汇总数据所提供的指导意见作为补充； 

(b) 评估调动国内资源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目标的落实进度：考虑继续报告在第一轮财

务报告框架之下确定的生物多样性支出。可以用IMF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即关于政府职

能分类之下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子类的职能数据）作为补充，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进行

生物多样性支出审查或类似活动的国家这样做； 

(c)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集体行动所发挥的作用：考虑在自愿基础上继续提出这方面

的报告，供相关和感兴趣的缔约方使用。根据所使用的方法和/或在方法上取得的进展，可

以把这个报告主题作为国内资源调动报告的一部分，也可以分开提出报告； 

(d) 国家财务计划或类似工具：考虑主要报告是否制定了国家财务计划或该计划的总

体制定进度，而不是详细监测中间步骤。可以用关于国家财务计划及其实施进度的高阶信

息作为补充，例如财务计划确定的目标和这些目标的落实进度。 

50.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3/6 号建议所载决定草案中有两段（在方括号内）规定，在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之后开始一个闭会期间进程，制定更精简的财务报告框架（第 30 和 31

段)。23 缔约方大会如果决定采用这一做法，可向这样一个闭会期间进程提供经过酌情更新

的上述经验教训和选项，作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投入和依据之一。这一进程还可以利用上

文提供的方法信息和专家小组对资源调动情况进行的相关评估。24 

  

                                                      
23 这样一个进程采取专家组的形式，执行秘书已为其制定了任务范围并作为 CBD/SBI/3/5/Add.4 号文件提交

执行机构第三次会议。 

24 例如，见 CBD/SBI/3/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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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资源调动目标 

1. 缔约方大会第 XII/3 号决定第 1 段重申，承诺使用各种来源，全面大幅度增加生物多

样性供资总额，用于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并在《战略计划》的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 20之下通过以下目标： 

(a) 按照《公约》第20条，以 2006-2010 年的年平均生物多样性供资为基准，到 2015 

年将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资金总量翻一番，并至少将这一水平保持到 2020 年，以此帮助实现

《公约》的三项目标，包括为此在受援国的发展计划中由国家驱动将生物多样性列为优先

事项； 

(b) 力求到 2015 年使 100%、至少是 75%的缔约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国家优先事项

或发展计划，并为此提供适当的国内财政拨款； 

(c) 力求到 2015 年使 100%、至少是 75%的缔约方获得足够的财务资源，并利用其报

告了国内生物多样性支出以及供资需要、缺口和优先事项，从而加强了基准数据的可靠

性； 

(d) 到2015年力求使100%、至少是70%的缔约方获得足够的资金，并利用其制定了国

家生物多样性财务计划，使这些缔约方中的30%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内在、生

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休闲和美学价值做出评估和/或评价； 

(e) 根据第20条从所有来源调动国内资金资源，以期到2020年缩小在执行缔约方的国

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方面查明的需要与国内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 

2. 缔约方大会在同一决定的第 2 段回顾《公约》第 20 条，决定将上文 (a) 至 (e) 分段中

的目标视为相互支持，并在第 4 段中敦促各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在国际和区域组织的支持

下，把上述资源调动目标作为一个灵活的框架，按照已确定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制定国家资

源调动战略或财务计划。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0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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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家商数  

（报告的年度国际资金流量除以报告的基准数）  

报告国 基准数 

千美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澳大利亚 162,703 1.93      

奥地利 18,040 1.14 1.15 1.01 1.38 3.06  

加拿大 77,160 1.00 0.61 0.60    

中国 600 10.83      

克罗地亚 21 2.95 3.81 2.76 2.43 2.43 2.57 

捷克 2,858 0.82      

丹麦 107,000 0.91 0.39 0.56 0.90 0.11  

爱沙尼亚 19 18.89 16.16 42.74    

欧洲联盟 226,237 1.64 1.91 3.90 3.91 3.50 2.29 

芬兰 19,945 1.31 0.69 0.46 0.35 0.24 0.33 

法国 144,392 2.31 2.81 2.66 3.77 3.83 4.80 

德国 266,815 2.24 2.38 2.27 2.14 3.29 3.48 

希腊 3,839 0.08      

匈牙利 31     0.97 2.81 

意大利 27,314 1.49 1.61 2.80    

日本 1,239,208 1.50 0.56 0.35 0.50   

拉脱维亚 54 4.11      

列支敦士登 22,038 1.10 1.15 1.21 1.26 1.21 1.17 

卢森堡 3,348 2.90      

荷兰 143,445 0.40 0.69 0.72 0.93 0.84 1.08 

新西兰 16,838 1.48 1.24 1.22    

挪威 117,863 3.51 3.32 3.77    

波兰 1,497 1.60 1.66 1.73 0.42 0.86  

葡萄牙 2,446 0.49      

大韩民国 13,283  2.36     

斯洛文尼亚 528 0.56      

西班牙 69,409 0.40 0.47 0.46 0.54 1.27  

瑞典 74,172 1.48 1.70 1.91 2.47 2.96 2.85 

瑞士 49,315 1.30   2.62 2.62  

联合王国 133,558 2.09 1.98 2.47 1.78   

共计 2,943,976 1.66 1.23 1.34 1.39 2.52 2.83 

提交报告的国家数  28 19 19 15 14 9 

占基准数比例  0.995 0.923 0.919 0.854 0.388 0.305 

来源：根据通过财务报告框架提供的数据以现价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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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年度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5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阿富汗  0.00943 0.09134     

阿尔巴尼亚 0.00173 0.00166 0.00161 0.00091 0.00080 0.00075   

亚美尼亚   0.05980 0.07386 0.05371 0.02038  

澳大利亚 0.15091 0.15627 0.15704 0.16102 0.16177 0.13831   

奥地利 0.02104 0.02288 0.02021 0.02067 0.02089 0.02138  

阿塞拜疆 0.00772 0.03906 0.02116 0.02066 0.01709     

比利时 0.05071 0.05871 0.05860 0.04764 0.05836 0.06505   

保加利亚 0.00991 0.00156 0.01260 0.00668 0.00961 0.00522  

加拿大 0.09420 0.08057 0.08633 0.07613 0.09268 0.08750   

克罗地亚 0.15837 0.16123 0.14429 0.13167 0.13969 0.17155   

塞浦路斯 0.00671 0.00581 0.00497 0.00607 0.00897 0.02591  

捷克 0.23064 0.19771 0.20739 0.23380 0.21600 0.23238   

丹麦 0.19884 0.19822 0.18295 0.18981 0.17454 0.18755  

萨尔瓦多 0.00811 0.00620 0.00721 0.00269 0.01376 0.01583   

爱沙尼亚 0.11875 0.10668 0.20014 0.08870 0.10601 0.09056  

芬兰 0.03832 0.03218 0.02961 0.03170 0.03332 0.05843   

法国 0.08579 0.07663 0.07483 0.07925 0.08045 0.08607  

格鲁吉亚 0.16031 0.17245 0.15529 0.12242 0.17156 0.21089 0.24854 

德国 0.04778 0.04760 0.04937 0.04763 0.05142 0.05764  

希腊 0.00227 0.00230 0.00226 0.00223 0.00218 0.00181   

危地马拉 0.09150 0.09825 0.06112 0.09993 0.10179 0.11316  

匈牙利 0.07368 0.05320 0.05198 0.05197 0.06348 0.05908   

冰岛 0.16448 0.16321 0.20405 0.21024 0.18342 0.22610 0.20635 

爱尔兰 0.10942 0.10164 0.09008 0.08985 0.07647 0.07480   

以色列 0.00469 0.00730 0.00551 0.00774 0.01297 0.00977  

意大利 0.13834 0.12507 0.11390 0.11098 0.12368 0.13720   

日本 0.01909 0.02094 0.01982 0.01976 0.02031 0.01528  

哈萨克斯坦 0.00000 0.05284 0.03145 0.08603 0.03636 0.07798   

肯尼亚      0.15314  

吉尔吉斯斯坦 0.16992 0.18164 0.13169 0.15641 0.11507 0.09501 0.08051 

拉脱维亚 0.02547 0.02448 0.03144 0.03616 0.02511 0.02788   

立陶宛 0.04008 0.02069 0.03472 0.05396 0.04779 0.03652  

                                                      
25  数据来源： IMF政府财政统计；政府职能支出 (COFOG) ； 2022年 10月 31日在以下网址查阅：

https://data.imf.org/?sk=5804C5E1-0502-4672-BDCD-671BCDC565A9。 

https://data.imf.org/?sk=5804C5E1-0502-4672-BDCD-671BCDC56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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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卢森堡 0.09786 0.09768 0.09706 0.09631 0.10530 0.10740   

马耳他 0.18215 0.18076 0.18978 0.21864 0.29799 0.27696  

毛里求斯       0.07187 0.06264 0.06122   

蒙古   0.02317 0.04204 0.03925 0.04194 0.00766   

尼泊尔      0.07701  

荷兰 0.09623 0.11929 0.11285 0.13062 0.13406 0.13611   

挪威 0.04117 0.04751 0.05071 0.04665 0.05204 0.05713  

波兰 0.02216 0.02353 0.02461 0.02028 0.02164 0.02737   

葡萄牙 0.09171 0.07408 0.08663 0.07882 0.07972 0.09025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081 0.00011     0.00035  

罗马尼亚 0.00289 0.00348 0.00019 0.00022 0.00021 0.00020   

俄罗斯联邦 0.00871 0.02765 0.02306 0.02282 0.02352 0.02576  

圣马力诺           0.00118   

塞舌尔 0.63917 0.65883      

新加坡     0.08662 0.09016 0.09249 0.08904   

斯洛伐克 0.09341 0.04836 0.03753 0.04545 0.05971 0.06917  

斯洛文尼亚 0.06155 0.05996 0.06439 0.08197 0.04380 0.04955   

南非 0.24828 0.21679 0.25034 0.21453 0.21871 0.23148   

西班牙 0.08278 0.07155 0.06825 0.06499 0.05810 0.06622  

瑞典 0.03232 0.04369 0.04043 0.04726 0.03481 0.03309   

瑞士 0.04260 0.04376 0.04145 0.04371 0.04802 0.05279  

泰国     0.00166 0.00834 0.00773 0.00892   

土耳其 0.04732 0.05781 0.06773 0.05728 0.03383 0.03006 0.04335 

乌克兰 0.00570 0.01087 0.01436 0.01290 0.01393 0.0146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01477  

联合王国 0.02920 0.02911 0.02661 0.02171 0.01929 0.01814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