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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宣言 

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 2020 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高级别部分的宣言  

（经编辑的最后版本） 

 

我们，各位部长和其他代表团团长，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1 举行之际，应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和 13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举行了

面对面和远程会议，  

回顾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认识到必须在环境、社会和经济层面全面落实该

议程，才能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目标， 

强调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支持着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是

我们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与福祉、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关切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目标的实现， 

认识到过去十年《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取得的进展，但对这些进展不

足以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深感关切， 

严重关切地确认，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海洋退化、污

染以及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构成前所未有和相互关联的危机，使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地球面临生存威胁，  

认识到这些危机具有许多共同的基本变化动因， 

又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是土地/海洋使用变化、过度开发、气

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 

确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并通过管理其传统土地

和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又认识到妇女和女孩以及青年发挥的重要作用， 

因此强调需要所有经济部门和社会各界为转型性变革采取紧急和统筹行动，通过各

级政府的一致性政策以及在国家层面实现各相关公约和多边组织之间的协同作用，为自然

和人类开辟一条未来之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注意到需要采取组合措施来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包括采取行动解决土地

和海洋利用变化，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污染，控制外来入侵

                                                 
1  包括：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作

为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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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防止过度开发，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和金融系统，确保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减少浪

费，同时认识到这些措施，仅采取其中一项是不够的，采取其中几项也是不够的，每项措

施的有效性都因其他措施而增强， 

注意到许多国家呼吁通过连接良好的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系统，到2030

年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 

重申《关于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以促进福祉的坎昆宣言》和

《关于为人类和地球投资生物多样性的沙姆沙伊赫宣言》， 

回顾2020年9月主题为“在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紧急行动起来 ”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峰会， 

注意到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我们宣告，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合国海洋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是这十年的决定性挑战，

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来制定、通过、执行一个雄心勃勃和转型性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以平衡的方式促进《公约》的三个目标， 

 

我们承诺： 

1.  确保制定、通过和执行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符合

《公约》的必要执行手段和适当监测、报告、审查机制，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趋势，确保至迟到2030年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迈向全面实现“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2050年愿景； 

2. 酌情支持制定、通过和执行一个有效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

计划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3. 在我们各自政府内开展工作，继续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即将其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纳入决策，包括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纳入政策、法规、规划进

程、减贫战略和经济核算，并加强生物多样性跨部门协调机制； 

4. 加快和加强制定和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确保在国家层面有效

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5. 通过加强和建立有效保护区系统和采取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以及空间规划工

具，提高地区保护和管理的有效性，扩大全球覆盖面，保护物种和遗传多样性，减

少或消除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同时确认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确保他们的

充分和有效参与； 

6.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满足人类需求； 

7. 积极加强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加强国家层面的环境法及其执行，保护生物多样

性，打击其非法利用，并在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时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义务； 

8. 加大力度，酌情通过《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其他协定，确保公正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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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包括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同时考虑到遗

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情况；  

9. 加强和执行措施，酌情发展、评估、监管、管理和转让生物技术，以期提高效

益，减少风险，包括使用和释放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构成的风

险； 

10. 加强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恢复退化的生态系

统，增强复原力，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支持可持续粮食生产，促进健康和应对其

他挑战，通过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保护保障措施，加强一体健康和其他整体性办法，

确保可持续发展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惠益，强调这种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

不能取代以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方式紧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优先行动；2 

11. 加大力度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的负面影响，保护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加强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 

12. 确保大流行病后的复苏政策、方案、计划有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13. 与财政和经济及其他相关部委合作，改革奖励结构，取消、逐步淘汰或改革有

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同时保护处于脆弱境况者，从所有来源调动

更多财务资源，调整所有资金流向，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4. 根据《公约》的规定，更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执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所需的财务、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15. 使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地方政府和当局、学术界、

企业和金融部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能够充分和有效参与，鼓励他们向《从沙

姆沙伊赫到昆明——自然与人类行动议程》作出自愿承诺，继续为执行 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造势； 

16. 进一步开发生物多样性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工具，支持人们为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而改变行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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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其他相关国际和多边进程的

合作和协调行动，促进保护、养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

性，同时为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本宣言将提交联合国大会、2022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二阶段会议。] 

 

                                                 
2  根据 SBSTTA 第 23/2 号建议第 4 段，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又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