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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在其第 15/4、15/5、15/6、15/8 和

15/13 号等决定中，强调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对成功执行《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性。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15/4 号决定中申明其关

于合作的第 15/13 号决定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具有同等地位。 

2. 本说明提供了关于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的合作以及第 15/13 号决定执

行情况的报告。第二节载有其他公约和组织在其各自进程中为承认《框架》并促进

其执行和监测所采取行动的信息。第三节概述了秘书处、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为加

强合作采取的行动，包括伯尔尼进程。第四节讨论了第 15/13 号决定的其他内容。

第五节载有简短的结论，第六节提供了建议草案的内容。 

3. 将提供一份关于 2021 年 7 月以来有关与其他公约、国际组织和倡议合作的活

动报告(CBD/SBI/4/IN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环境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

还将提供下列报告：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合作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的“伯尔尼三”会议的报告(CBD/SBI/4/INF/15)，《框架》与其他公

约和多边协定战略的对应关系(CBD/SBI/4/INF/13)，以及关于环境署相关工作的报告

(CBD/SBI/4/INF/14)。 

4. 涉及本次会议其他议程项目的文件也报告了具体工作领域的合作信息，包括关

于审查《框架》执行进展情况的 CBD/SBI/4/2 号文件，关于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

                                                      
 CBD/SBI/4/1。 
** 本文件印发前未经正式编辑。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4-en.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5-en.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6-en.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8-en.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en.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en.pdf
https://www.cbd.int/doc/c/7fcb/f8ae/1c26b596c69ea2596d0be4b8/sbi-04-02-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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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技术转让、信息交换所机制和知识管理的 CBD/SBI/4/7 号文件，关于资源调

动的 CBD/SBI/4/5 号文件 ，关于规划、监测、报告和审评机制的 CBD/SBI/4/4 号文

件，以及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六次会议编写的文件，包括关于

监测框架的 CBD/SBSTTA/26/2 号文件和关于促进执行《框架》的科技需求的

CBD/SBSTTA/26/3 号文件。 

二. 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治理程序下支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的行动 

5.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 15/13 号决定中邀请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和相关多边环境协

定的理事机构以及国际组织正式认可《框架》(第 3 段)。通过加强合作和协同增效，

做出相互支持的决定，并使各自的战略与《框架》保持一致，为《框架》的执行和

监测做出贡献(第 4 段)。 

6. 根据这些邀请，若干公约和组织的理事机构已采取步骤，认可或承认了《框

架》，使其自身的战略与《框架》保持一致，并为其执行和监测做出贡献。理事机

构对缔约方大会邀请的回应，体现了执行《框架》的具体步骤。这种正式承认将有

助于其执行工作和对其进展的监测。 

A. 《框架》的正式承认 

7. 以下公约和国际组织的理事机构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举行的会议通过

的决定或决议中承认或欢迎《框架》的通过：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的公约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 45 

COM 7.2 号决定(2023 年)；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 14.7 号决议

(2024 年)；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理事机构第十届会议通过的第 1/2023 号决

议(2023 年)； 

里约三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第 1/CMA.5 号决定(2023 年)；1 

化学品和废物多边环境协定；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各缔约方会议通过的 BC-16/22、

RC-11/9 和 SC-11/21 号决定 (2023 年)；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 MC-5/17 号决定(2023 年)； 

                                                      
1 在会议间隙，《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提出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气候、

自然和与人类联合声明》。 

https://www.cbd.int/doc/c/3d52/4c94/d027dad576e0f0ed8af94be2/sbi-04-07-zh.pdf
https://www.cbd.int/doc/c/3e1f/b4cc/f6c0bef88937a57aed79ac88/sbi-04-05-zh.pdf
https://www.cbd.int/doc/c/75cc/f872/2a63b4916dc47ceae7e2ef32/sbi-04-04-zh.pdf
https://www.cbd.int/doc/c/8e56/80b6/4f0b0af733f7d51f840417f4/sbstta-26-02-zh.pdf
https://www.cbd.int/doc/c/6683/6b7b/b628d68c9a46da45c8494978/sbstta-26-0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zh.pdf
https://whc.unesco.org/en/decisions/7678/
https://www.cms.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ms_cop14_decisions_e.pdf
https://www.fao.org/3/no025en/no025en.pdf
https://www.basel.int/The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ReportsandDecisions/tabid/3303/Default.aspx
https://www.pic.int/The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Meetings/COP11/tabid/9312/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s://chm.pops.int/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COP/COPDecisions/tabid/208/Default.aspx
https://minamataconven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inal_report_and_outcomes/UNEP-MC-COP.5-25-Add.1_Decisions_Chinese.pdf
https://www.cop28.com/en/joint-statement-on-climate-nature
https://www.cop28.com/en/joint-statement-on-climate-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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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缔约国会议第五届会议 (ICCM-5) 通过的 V/6 号决议
(2023); 

区域公约 

保护和开发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卡塔赫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七届会议通过的第 17/XII号决定(2023 年)；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执行机构第四十三届会议(2023 年)；2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喀尔巴阡山脉框架公约(《喀尔巴阡山脉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的第 7/6 号决定(2023 年)； 

国际组织和机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第一百七十四届会议通

过的第 1/174 号决议(2023 年)；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常会通过的第 23/23 号决议

(2023 年)； 

联合国环境大会：大会第六届会议第 4 号决议3和大会高级别部分部长宣言 

(2024 年)；4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情况的第 78/155 号

决议；5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 1995 年《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协定》

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决议的第 78/68 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第 78/69 号决议 (2023 年)； 

世界卫生组织：第七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 WHA76.17 号决定(2023 年)。 

B. 战略与《框架》的协调 

8. 以下公约和国际组织已采取步骤，确定其自身战略与《框架》之间的联系，以

促进《框架》的执行和监测。  

9.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其扩大的第四十五届会议上，要求世界遗产中心确定和拟订

关于世界遗产与《框架》的协调行动，包括通过关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

联系的联合工作计划(第 45 COM 7.2 号决定)。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将于 2024 年 7

月 21 日至 31 日举行。 

10. 根据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九届会议(2022 年) 关于《公约》如

何促进《框架》的执行和监测的第 19.11 至 19.13 号决定，常设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

                                                      
2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执行机构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4 日举行会议：“欢迎《昆明-蒙特利尔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邀请 EMEP 指导机构和影响问题工作组考虑支持其执行的补充活动”。这些措辞将

纳入将于 2024 年发布的会议报告。 
3  UNEP/EA.6/Res.4, 2024 年 3 月 5 日。 
4  UNEP/EA.6/HLS.1, 2024 年 3 月 1 日。 
5 A/RES/78/155,  2023 年 12 月 21 日。 

https://www.unep.org/events/conference/fifth-sess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chemicals-management
https://staging.saicm.org/events/iccm5/meeting-documents?facets_query=
http://www.carpathianconvention.org/cop7/docs/officialdocuments/CC_COP7_DOC3_COP7%20DECISIONS_ADOPTED.pdf
https://www.fao.org/3/no069en/no069en.pdf
https://www.iccat.int/Documents/Recs/compendiopdf-e/2023-23-e.pdf
https://www.unep.org/environmentassembly/unea6/documents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3/417/82/pdf/n2341782.pdf?token=RaeM7UbwEK7l3c6s5P&fe=true
https://undocs.org/ch/A/RES/78/68
https://undocs.org/ch/A/RES/78/69
https://apps.who.int/gb/or/c/c_wha76r1-Int.html
https://whc.unesco.org/en/decisions/7678/
https://cites.org/eng/dec/index.php/44363
https://undocs.org/ch/UNEP/EA.6/RES.4
https://undocs.org/ch/UNEP/EA.6/HLS.1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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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2023 年)审议了《公约》2021-2030 年战略愿景与《框架》及其监测框架之间的对

应关系表(SC77 Doc.16 号文件)并编写了一份建议，供将于 2025 年举行的缔约方大

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11.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次会议，鼓励缔约方执行 2024-

2032 年《撒马尔罕移栖物种战略计划》，并确保与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相联系(第 14.1 号决议)。在支持执行《框架》的其他任务方面，要求秘书处考虑

如何支持和应用监测框架，以实现 2024-2032 年《撒马尔罕移栖物种战略计划》的

目标和指标(第 14.7 号决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将于 2027 年举行。 

12. 根据《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秘书处更新了《公约》的 2016-2024 年战略计划，

包括其目标和指标与《框架》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的对应关系。为筹备 2025 年 7 月

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委派一个战略计划工作组制定《公约》的第五个

《战略计划》，该计划也将考虑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3. 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理事会确认实现《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将有助于实现该国际条约的目标，

并决定在 2025 年 11 月举行的下一届会议的多年工作方案中增加“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的实施和后续行动”，作为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的一个里程碑 (第 1/2023 号决

议)。 

14.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 年)在几项决定中讨论了

生物多样性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协作的重要性，包括在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的背景下。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3 年)在其旨在评

估《公约》及其《2018-2030 年战略框架》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多次提到《框架》，包

括在适当考虑《框架》特别是其行动目标 1、2、3 和 4 的情况下，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国家土地退化零增长干预措施。将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至 13 日在利雅得举行的缔

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将审议这些问题及相关补充问题。 

15.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报

告，说明这些公约如何能促进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2030

年行动目标和 2050 年长期目标(BC-16/22、RC-11/9 和 SC-11/21 号决定)，供 2025 年

5 月举行的缔约方大会下一届会议审议。 

16.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请秘书处编制一份路线图草案，包括可能的行动和指标，

以支持缔约方展示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水俣公约》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带来的共同惠益。该决定注意到监测框架中缺乏关于高度危险化学品

总体风险的指标，并邀请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考虑在行动目标 7 下增加指标，

以涵盖高度危险化学品和汞(MC-5/17 号决定)。缔约方大会下届会议定于 2025 年 11

月举行。 

17.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请秘书处编写关于《全球化学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学品

和废物危害》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之间相互联系的报告，确定

在实施这两个框架过程中加强协作与合作的切入点，供下次会议审议，下次会议日

期待定(第 V/6 号决议)。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SC/77/agenda/E-SC77-16.pdf
https://www.cms.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ms_cop14_decisions_e.pdf
https://www.cms.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cms_cop14_decisions_e.pdf
https://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4th_strategic_plan_2022_update_e.pdf
https://www.fao.org/3/no025en/no025en.pdf
https://www.unccd.int/sites/default/files/2022-10/ICCD_COP%2815%29_23_Add.1-2208672E.pdf
https://www.basel.int/The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Meetings/COP15/tabid/8392/Default.aspx
https://www.pic.int/The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COPDecisions/tabid/1728/language/en-US/Default.aspx
https://chm.pops.int/TheConvention/ConferenceoftheParties/ReportsandDecisions/tabid/208/Default.aspx
https://minamataconvention.org/en/documents/decisions-adopted-conference-parties-minamata-convention-mercury-its-fifth-meeting
https://staging.saicm.org/events/iccm5/meeting-documents?facets_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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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喀尔巴阡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喀尔巴阡生物多样性框架》，并

请缔约方利用该框架为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贡献(第 7/6

号决定)。 

19. 在其第二十三次全球会议上，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审议了区域海洋的《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执行战略草案。6 

20. 在上一届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会议，执行机构同意在 2024-2025 年工作计

划中列入一个关于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合作的新项目，包括对实现《框架》行动

目标 7 备选方案的评估。 

21. 在联合国森林论坛，7 鼓励成员促进旨在执行《框架》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与森林有关行动的一致性和一体化，并在其与森林有关的行动中反映这

些协议(2023 年)。8 相关问题将在 2024 年 5 月论坛下一届会议讨论。 

22.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敦促《公约》缔约方确保《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与其他现有或即将出台的国际进程框架和战略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特别是在《2030 年议程》和《巴黎协定》方面(第 78/155 号决议9)。 

23. 一些公约和国际组织的理事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之前

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些决定，以使其能有效回应《框架》。 

2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布里奇顿协定》(2021 年)，扩大了

生物贸易倡议的任务范围，以协助成员国共同努力正式通过 2020 年后及以后的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10 

25.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成员 2021 年通过其 2021-2024 年方案，确保

该方案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11 2023 年，除其他支持性举措，

自然保护联盟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包括自然保护联盟 2030 年的目标和行动与

《框架》2030 年的行动目标的对应关系、2020 年自然保护联盟相关决议清单以及自

然保护联盟为执行和监测《框架》提供的知识产品和工具。12 

26. 一些公约的理事机构已开始讨论或审议与《框架》相关的问题，包括国际植物

保护公约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该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2024 年)请秘书处继续参与

伯尔尼进程(见下文第三节)。 

27. 考虑到此类信息是对“伯尔尼三”会议的宝贵投入，环境署和环境署世界养护

监测中心编写了一份关于 15 项公约的战略计划和行动的资料文件，包括战略和其他

                                                      
6 UNEP/RSP23/5; 待发。 
7 E/2023/42-E/CN.18/2023/8。 
8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E/2023/42-E/CN.18/2023/8)。 
9 A/RES/78/155, 2023 年 12 月 21 日。 
10 该倡议正在进行中。2024 年 3 月，第七届生物贸易大会：贸易和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特别讨论了生物

贸易和其他问题。这次大会是贸发会议及其伙伴为迎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贸发会

议 60 周年纪念和 2025 年第十六届四年度部长级会议所计划活动的一部分。其成果支持执行贸发会议《布

里奇顿公约》、生物多样性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见 WCC_2020_DEC_149_EN.pdf。 
12  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贡献：自然 2030，自然保护联盟决议和保护工具，自然保

护联盟国际政策中心，2023 年 10 月，在线： information-note-iucn-and-the-gbf.pdf。 

http://www.carpathianconvention.org/cop7/docs/officialdocuments/CC_COP7_DOC3_COP7%20DECISIONS_ADOPTED.pdf
http://www.carpathianconvention.org/cop7/docs/officialdocuments/CC_COP7_DOC3_COP7%20DECISIONS_ADOPTED.pdf
https://unec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ECE_EB.AIR_2023_1%20%28E%29.pdf
https://unec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ECE_EB.AIR_2023_1%20%28E%29.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541add2_ch.pdf
https://undocs.org/ch/E/2023/42
https://undocs.org/ch/E/2023/42
https://undocs.org/ch/A/RES/78/155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files/WCC_2020_DEC_149_EN.pdf
https://www.iucn.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information-note-iucn-and-the-gb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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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初步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表已进一步更新，载于 CBD/SBI/4/INF/13 号资

料文件。 

三. 秘书处、公约和国际组织为加强合作采取的行动 

A. 伯尔尼进程 

28. 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确立了一个缔约方主导的进程，旨在加强生物多样性

相关公约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增效，并成立一个非正式咨询小组指导这一进程(第

XII/6 号决定)。2016 年 2 月在日内瓦的一次研讨会上，公约缔约方代表制定了在国

家和国际层面加强协同增效的行动方案。在第十三届会议，缔约方大会欢迎在国家

一级加强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备选方案以及在国际一级加强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路

线图(第 XIII/24 号决定)。 

29. 在第十四届会议上，缔约方大会请秘书处组织一次研讨会，以促进生物多样性

相关公约缔约方讨论这些公约如何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做出贡献，

并根据各公约各自的任务授权，确定可纳入《框架》的内容(第 14/30 号决定)。生物

多样性相关公约关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研讨会(伯尔尼一)于 2019

年 6 月在伯尔尼举行。为巩固其成果，环境署在瑞士政府的持续支持下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 日在线举办了第二次磋商研讨会(伯尔尼二)。“伯尔尼一”和“伯

尔尼二”研讨会的报告已提交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13 

30. 这些举措增强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包含的生物多样性相

关公约之间合作和协同增效的重要性。14 

31. 在第 15/13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邀请环境署在伯尔尼进程基础上再接再厉，

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合作与协作，通过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缔

约方之间的合作进程，为切实有效地执行《框架》做出贡献(第 13 段)。缔约方大会

请执行秘书并鼓励缔约方积极参与伯尔尼进程(第 14 段)。 

32. 根据这一邀请，环境署继续努力加强公约之间的合作，并为此组织了一次专门

会议。执行秘书通过秘书处参加会议组织委员会和 Bogis-Bossey 专家筹备会议，支持

了会议的筹备工作。15 秘书处为制定会议目标和方案带来了在第 XIII/24 号和 14/30

号决定背景下所开展工作的看法，包括关于加强协同增效的路线图。这包括借鉴以

                                                      
13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举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关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研讨会

（伯尔尼一）的报告，已提交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CBD/POST2020/WS/2019/6/2）；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 日举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关于 202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第二次磋商研讨会（伯尔尼二）的报告已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

(CBD/SBI/3/INF/29)。 
14《框架》关于其宗旨的 B 部分第 6 段，以及关于其执行的考虑因素的 C 部分关于全政府和全社会办法的

第 7（c）段，关于合作和协同增效的第 7（q）段。 
15 2023 年 Bogis-Bossey 专家会议：环境署为筹备“伯尔尼三”会议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30 日组织的关于生

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合作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研讨会。报告可在线查阅：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43140/Bogis-Bossey_Meeting_Report.pdf?sequence=3。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06-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4-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0-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4-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0-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30-zh.pdf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43140/Bogis-Bossey_Meeting_Report.pdf?sequen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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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讨会的经验，并考虑到过去或现有支持合作和协同增效的行动、工具、决定和

进程，包括《公约》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下的行动、工具、决定和进程。 

33. 秘书处还支持环境署争取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次国家和地方政

府以及私营部门代表的参与，从而在会议上就全政府和全社会办法进行了有价值的

互动，并提高了伯尔尼进程的可见度。作为会议的后续行动，秘书处积极参与了在

联合国环境大会第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会议成果的高级别会边活动，16 并正在进

一步支持环境规划署传播会议的成果。 

34. 在瑞士政府支持下，环境署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伯尔尼组织了生物

多样性相关公约合作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伯尔尼三”会

议。会议由瑞典的 Clarisse Kehler Siebert 和墨西哥的 Camila Isabel Zepeda Lizama 主持，

来自 69 个国家的 133 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 16 项公约的缔约方和秘书处

代表，17 以及利益攸关方、组织和专家个人。 

35.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机会，加强公约之间在国家和国际一级执行《框架》的

合作与协作，分享合作与协作的经验，并就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予以加强提出

了建议和结论，同时承认并尊重每项公约的任务。为筹备这次会议，环境署和环境

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提供了背景材料和筹备简报。18 

36. 会议鼓励与会者利用先前的进程和信息，确定机会并提出到 2030 年的行动时

间框架。会议提出了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行动的构想，会议共同主席对这

些构想进行了汇总并在会议报告中做了介绍。19 这些构想可以概括如下： 

(a) 在查明需要的情况下，加强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之间的合作，以此

作为分享信息和经验、规划活动和传达理事机构相关决定的基础。这种合作可以扩

大到向相关协定的缔约方介绍情况并使其参与其中； 

(b) 在国家一级建立平台，将相关联络点、政府机构、权利持有人和利益攸

关方汇聚在一起，以有效更新、审查和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促成

全政府和全社会办法； 

(c) 作为多边环境协定，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和第十九届

会议对《框架》执行工作的集体进展进行全球审查做出有效贡献；20 

(d)    通过多边环境协定单独或集体加强有关合作和协同增效惠益的外联活动，

以便增进理解、分享想法和经验，并以连贯一致的方式传播这些信息； 

(e) 在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理事机构的会议列入一个关于《框架》执行情况的

议程项目； 

                                                      
16 高级别会边活动，多边环境协定合作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024 年 2 月 29 日在联合

国环境大会第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伯尔尼三会议的看法。 
17 CBD/SBI/4/INF/15 号文件提供的“伯尔尼三”会议报告载有出席会议的公约和协定名单。 
18 见 www.unep.org/events/conference/bern-iii-conference-cooperation-among-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

材料包括关于会议及其成果的简报。经修订和更新的对应关系文件见 CBD/SBI/INF/13。 
19 见 CBD/SBI/INF/15。 
20 CBD/SBI/4/4 和 CBD/SBI/4/4/Add.2。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44836/Bern%20III%20Conference%20-%20briefing%20note%20%28final%29%20%281%29.pdf?sequence=1&isAllowed=y


CBD/SBI/4/10 

8/16 

(f) 继续以伯尔尼进程为基础，通过关键主题网络研讨会等活动保持“伯尔

尼三”活力、精神和网络； 

(g) 提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设立一个多边环境协定协

同增效问题专家组或委员会，并考虑推进“伯尔尼三”会议所讨论问题的其他方式； 

(h) 利用即将举行的活动作为加强协作行动的机会。确定的活动包括联合国

环境大会和将于 2024 年举行的里约三公约缔约方会议，这些可通过协调一致的函件

和决定草案来处理； 

(i) 利用会议讨论的多边环境协定与《框架》行动目标的对应关系，以此为

基础，确定加强合作的机会或查明特定目标的“倡导者”和贡献者。这个对应关系

还可以为国家一级的合作提供信息(见 CBD/SBI/4/INF/13)； 

(j) 考虑如何最有效地建立框架具体行动目标的“伙伴”或“朋友”群体，

借鉴行动目标 2 和 3 的伙伴关系和各个群体的经验，如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合作伙

伴关系； 

(k) 通过以下方式在全球和国家一级的监测和报告中遵循“收集一次，使用

多次”的准则：提高指标使用的一致性；进一步探索协调报告的机会；加强数据和

信息共享；以及“数据报告工具”等工具的使用； 

(l) 考虑审查到 2030 年“伯尔尼三”路线图和其他讨论问题进展情况的最有

效方式，以便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构想不会被遗忘，而以最适当的方式得到落实。 

37. 共同主席没有整合但可能成为进一步审议对象的问题包括：提议 2030 年举行

一次“共同缔约方会议”或生物多样性问题高级别政府间会议，涉及所有生物多样

性相关公约，通过区域网络和活动中心加强区域和次区域一级的支持，并共同努力

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执行多边环境协定和《框架》。 

B. 提供关于《框架》的信息和技术支持 

38.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宗旨之一是促进《公约》及其议定书、

其他公约、相关多边协定和国际机构之间的一致性、互补性并创造合作机会。21 据此，

在第 15/13 号决定第 15(a)段中，缔约方大会请执行秘书查明、拟订和提供有助于鼓

励和协助其他公约和组织促进执行《框架》的信息和技术支助，确定合作机会以帮

助实现《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并提供一份相关举措和行动计划的清单，

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审查。 

39. 作为促进和加强合作的手段，执行秘书和秘书处代表参加了其他公约、协定和

组织的会议，以分享有关《框架》和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相关决定的信息。22 

40. 秘书处就《框架》的各项 2030 年行动目标编制了指导材料，介绍关键术语，强

调对国家目标设定的一些影响，并提供关键要点和指导问题，以作为国家目标设定

                                                      
21 第 15/4 号决定，附件，第 6 段。 
22  CBD/SBI/4/INF/4 号文件提供了相关信息。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4-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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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一部分进行审议。秘书处还确定了监测进展所采用的指标以及协助国家目标

设定和执行的资源。23 

41. 秘书处正在改进《公约》的网站和信息交换所机制，以加强《公约》下开发的

工具和指南，并更好地提供在其他进程和组织下开发的相关工具和指南。这包括进

一步分类和查明与行动目标和《框架》其他内容的对应关系的现有信息，建立和加

强与外部相关知识库和来源的互操作性，并提供在秘书处之外管理的相关举措和资

源的参考资料和链接。24 

42. 秘书处已着手汇编有关执行支助的举措和伙伴关系，25并且正在对照《框架》

行动目标查明对应的合作活动、举措和伙伴关系。秘书处还确定了支持执行工作的

科学和技术需求，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26 

43. 为了支持围绕《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进行协调一致的沟通和信息传递，

秘书处为《框架》编制了一个品牌塑造工具包。公开发布的生物多样性计划，可用

于相关传播材料。27 该工具包是以协商方式开发的，包括与生物多样性传播舰队的协

作，该舰队由其他公约和组织秘书处的代表组成。 

C. 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路线图 

44. 根据第 15/13 号决定第 15(b)段和第 7 段，继 SBI/3/INF/32 号文件中报告的进展，

路线图的关键行动继续得到执行，与国家一级加强协同增效与合作的行动相互补充。 

加强合作和协调机制(关键行动 1、2、3) 

45.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仍然是各公约秘书处之间合作的重要机制。合作

和协同增效已纳入其他公约的若干工作领域。28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问

题在各个工作领域得到处理，包括财务机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能力

建设、资源调动、传播、教育和公众意识以及知识管理，乃至与《框架》有关的所

有工作。本说明的导言和其后各节列出了相关文件。 

46. 各公约秘书处通过拟订或更新合作协定以及双边或联合工作计划，继续加强在

共同关心领域的合作。《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正在与《湿地公约》秘书处合作

编制这两项公约的第六个联合工作计划，29 并且正在延长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秘书处的合作备忘录以及与《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和《国

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协定。 

                                                      
23 见《公约》网站： www.cbd.int/gbf/targets。 
24 见 CBD/SBSTTA/26/3 号文件。 
25 见《公约》网站： www.cbd.int/cb/support。 
26 见 CBD/SBSTTA/26/3、CBD/SBSTTA/26/INF/15 和 CBD/SBSTTA/26/INF/16 号文件。 
27 见《公约》网站： www.cbd.int/gbf/branding。 
28 除了与若干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下合作有关的项目，还讨论了在以下问题领域的合作：养护问题(《世界

遗产公约》第 44 COM 7.2 号决定)；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范围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作用(国际条约第 1/2023 号决议)，并讨论了在其他相关公约下的作用，例如有关汞和《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MC-5/17 号决定)，有关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水俣公约缔约

方大会 MC-5/7 号决定)，以及有关财务机制的审查(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MC-5/11 号决定)。 
29 第 2024-11 和 2024-20 号通知。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zh.pdf
http://www.cbd.int/gbf/targets
https://www.cbd.int/doc/c/6683/6b7b/b628d68c9a46da45c8494978/sbstta-26-03-zh.pdf
http://www.cbd.int/cb/support
http://www.cbd.int/gbf/br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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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息、知识、报告、监测和指标的管理，避免重复(关键行动 6、7、8、9、10、

11、12、13 和 22) 

47. 旨在加强信息、知识、国家报告、监测和指标管理并避免各公约之间重复的行

动，是《公约》不同工作流程下的协作活动以及与其他组织和倡议的伙伴关系的目

标。 

48. 秘书处是环境署“加强行动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项目指导委员会成

员。30 该项目支持路线图的几个关键行动，并支持伙伴组织加强知识管理行动的一

致性和互补性，以及在区域和国家两级发展相关问题的能力。 

49. 秘书处参加了多边环境协定信息和知识管理倡议的几个技术工作组，该倡议支

持秘书处加强其平台的互操作性和与其他秘书处的信息共享。秘书处还与环境署和

其他伙伴协作开发和实施数据报告的工具。为进一步支持国家执行工作，秘书处和

合作伙伴为《框架》开发并推出了行动目标跟踪平台和改进的在线报告工具，用于

在信息交换所机制中修订或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促进缔约方之间

的合作、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 

50. 秘书处还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就其生物多样性知识中心开展协

作，该中心协助获取农业各部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现有知识、工具和资源，以增强

各国执行《框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粮食及农业目标的知识和能力。 

51. 秘书处与“全景-健康地球倡议解决方案”秘书处就能力发展和知识管理开展

协作，以支持《框架》的执行并支持全景知识中心与秘书处开发的 Bioland 工具之间

的互操作性。31 

52. 支持《框架》执行工作的知识管理战略草案(CBD/SBI/4/7 和 CBD/SBI/4/7/Add.2)

考虑到继续与这些和其他倡议协作的必要性。该战略的目标包括加强知识管理网络，

加强生物多样性知识倡议、工具和平台之间的合作。 

53. 关于信息工具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秘书处在使用其内部登记系统 Kronos 时，为

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机构提供访问途径和支持，包括臭氧秘书处、《关于汞的水俣

公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塑料污染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加强提供能力建设和指导(关键行动 8、17、18、19、20、21、23、24 和 25) 

54. 此外还开展了一些行动，旨在使现有合作指导材料更加广为人知和易于获取。

环境署、环境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和秘书处编写的材料，例如关于在国家一级实现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协同增效指南简编，32查明对应关系的文件以

及其他文件，一直得到借鉴并提供给缔约方，包括在伯尔尼进程。 

                                                      
30在环境条约方案下实施的 EU-·GPGC 项目“加强行动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与欧洲联盟、瑞士和瑞

典国际开发合作署资助的环境条约方案-实现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项目互相补充(Treaties I, 2017–2023)。该

项目旨在使环境署支持各国加强多边环境协定的连贯一致的执行，并扩大协同增效行动和工具，包括数据

报告工具、在线报告系统、Bioland 和信息交换所机制之间的互操作性。在三重全球危机背景下，该方案延

长至第二阶段-通过连贯一致和协同增效地执行环境条约利用转型变革(Treaties II)，为期三年。 
31 更多信息见 CBD/SBI/4/7/Add.3。 
32 UNEP-WCMC. (2018)。关于在国家一级实现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协同增效的指南简编。剑桥(联合王

国)，在 DaRT 下更新。在线：https://dart.informea.org/compendia?f%5B0%5D=source:3 。 

https://www.cbd.int/doc/c/d0bc/e3f9/e09dfa632c8ef5bf62339940/sbi-04-07-add1-zh.pdf
https://www.cbd.int/doc/c/0272/4104/f390bb4648381673e56ab9ed/sbi-04-07-add2-zh.pdf
https://www.cbd.int/doc/c/44f4/8a81/eb466af3155458e802af8c73/sbi-04-07-add3-zh.pdf
https://dart.informea.org/compendia?f%5B0%5D=sour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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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除了在国家一级就协同增效提供指导以及传播成功事迹和最佳做法的关键行动，

其他公约的若干决定和决议要求在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方面加强协作。33秘书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环境署和全球环境基

金(全环基金)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早期行动支持项目、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

计划加速器伙伴关系、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论坛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

动计划对话的背景下开展合作，就拟订、执行和监测与《框架》相一致的国家生物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需步骤向缔约方提供援助和指导。秘书处支持的其他工具，

如 Bioland，支持各国建立国家信息交换所机制，并在国家一级的执行工作中鼓励协

同增效。 

56. 技术和科学合作机制全球协调实体的运作，将促进与支持执行《框架》的相关

举措以及由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组织牵头的技术合作机制的合作，也将加强国家协

调执行的能力和指导。34 

57. 关于就协调供资办法的机会提供指导，开发署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继续支持

各国确定供资机会并弥合其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的差距，包括提供免费和开放的融

资解决方案目录。3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将在本次会议审议的《框架》资源调动最新

战略(CBD/SBI/4/5)提议通过加强与其他公约和多边协定的合作和协同增效推动这项

战略。 

58. 缔约方大会根据其第 15/15 号决定(CBD/SBI/4/6)，继续推动将其他生物多样性

相关公约的战略优先事项纳入其对全环基金的指导。全环基金通过其综合方案和方

案拟订说明的其他方面，为实现《框架》的行动目标采取协作和有效的行动。邀请

由全环基金提供服务的其他公约的代表出席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理事会会议。 

59. 能力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战略框架旨在支持第 15/8 号决定通过的国家确定的执行

《框架》优先事项，促进各级能力建设的一致性、效率和成效，确保与支持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举措保持一致，这与所有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

都有关联。有鉴于此，里约三公约秘书处正在实施一项联合能力建设倡议，以加强

缔约方在国家一级执行各项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促进协同增效的能力。36 

CBD/SBI/4/7/Add.3 号文件提供了关于战略框架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更新和实例。 

60. 上述行动也有助于执行第 15/13 号决定第 11 段，其中鼓励缔约方以相辅相成的

方式执行《公约》和其他公约，包括审查和更新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33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6 号决定附件一指出，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应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

公约和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作用和规划（第 15/6 号决定，附件一）；《濒危物种公约》第 18.03 号决

议通过了缔约方为实现其确定的目标而支持和加强现有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保护迁徙物种公约》第

13.1 号决议鼓励缔约方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适当提及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13/2022 号决议邀请缔约方确保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贡献完全纳入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得到其支持；《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第 XIV.6 号决议邀请缔约方支

持将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主流；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37 

COM 5A 号决定要求缔约国确保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充分考虑世界自然遗产遗址的重要性。 
34 依照第 15/8 号决定并见 CBD/SBI/4/7。 
35开源： BIOFIN Catalogue of Finance Solutions | BIOFIN。 
36 见 CBD/SBI/4/7/Add.3 。 

https://www.cbd.int/doc/c/3e1f/b4cc/f6c0bef88937a57aed79ac88/sbi-04-05-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8-zh.pdf
https://www.cbd.int/doc/c/44f4/8a81/eb466af3155458e802af8c73/sbi-04-07-add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1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5/cop-15-dec-06-zh.pdf
https://www.biofin.org/finance-solutions
https://www.cbd.int/doc/c/44f4/8a81/eb466af3155458e802af8c73/sbi-04-07-add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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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关键行动 27) 

61. 秘书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联络小组成员开展联合外联活动，包括通过联合

声明和活动以及相互支持各自的纪念活动，并与里约三公约联合联络小组成员开展

联合外联活动，包括通过共同组织里约三公约展馆。秘书处是生物多样性传播舰队

的枢纽，使所有相关公约和组织的秘书处之间能够开展协作。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

会议上的《框架》展馆将为执行《框架》的联合外联活动提供更多机会。 

关于协同增效路线图执行情况的意见 

62. 协同增效路线图一些关键行动的实施需要专项资源和资金，例如关键行动 5(生

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科学咨询机构主席举行会议)，以及关键行动 26(为生物多样性相

关公约的国家联络点举办关于如何获取全环基金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资金的讲习班)。

有关一些关键行动的进一步工作，如平台之间的报告和互操作性，会得益于其他公

约理事机构的指导和资源。还必须指出，已经制定若干关键行动，并已经将其纳入

《公约》的上述相关工作领域。 

四. 第 15/13 号决定其他内容的执行情况 

63. 为实现第 15/13 号决定的目标，秘书处继续与许多伙伴保持合作协议，最近与

粮农组织续签了一份谅解备忘录(2023 年)，与《阿尔卑斯山公约》和《喀尔巴阡山

公约》秘书处签署了一份三方合作备忘录(2023 年)，并与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签

订了一份联合倡议协议(2023 年)，以促进协作，及时实现《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

战略计划》和《框架》的全球森林目标。通过支持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

年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参加其进程，包括《公约》下的专家和非正式

咨询小组会议，参加与各公约之间合作和协同增效有关的活动，包括伯尔尼进程，

在其会议和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其他主要会议的间隙开展的活动，以及参与《公约》

下的项目和方案，秘书处继续促进政府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交流，实现在执行方面

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办法。 

64. 根据第 15/13 号决定第 8 段，粮农组织和环境署在执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

年过程中，继续与里约三公约秘书处和相关伙伴组织密切联络，支持行动目标 2 路

线图，包括生态系统恢复监测框架、行动目标 2 资源指南和能力发展方案。 

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 

65. 在其第 15/13 号决定第 9 段，缔约方大会邀请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推动全联合

国系统的协调，实现《框架》的各项目标。秘书处继续参与该小组的工作，包括其

生物多样性问题管理小组。2022 年 9 月举行的第二十八次高级官员会议延长了问题

管理小组的任务期限，以促进协调一致地执行《框架》，2023 年 10 月举行的第二

十九次高级官员会议进一步延长该小组的任务期限。37 在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鉴于

里约三公约缔约方会议将于 2024 年召开，高级官员们还决定组织一系列对话，讨论

如何加强行动，应对三公约以及其他污染问题公约背后的环境变化驱动因素，从而

                                                      
37 报告见： https://unemg.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Table-of-actions-SOM-29_Final-.pdf。 

https://unemg.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Table-of-actions-SOM-29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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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和协同增效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自然损失、荒漠化、干旱和污染等全球危

机。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66. 在第 15/13 号决定第 15(c)段，缔约方大会请秘书处继续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和

非洲人后裔常设论坛合作，讨论有关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的议题。执行秘书参加

了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二届和第二十三届会议(2023 年和 2024 年)，并在第十二

次会议向论坛简要介绍了《公约》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

特设工作组的工作以及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的筹备情况。 

67. 常设论坛主席和成员参加了《公约》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闭

会期间特设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包括关于“语言在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代际传

承中的作用”的深入对话，并介绍了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建议的议程项目 8。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68. 根据第 15/13 号决定第 16 段，秘书处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在制定

一项工作计划，推动关于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之间联系的联合工作方案。他们将与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一起支持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筹备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六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自然与文化峰会。 

世界卫生组织 

69. 根据第 15/13 号决定第 17 段，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就《公约》和《获取和惠

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下的相关进程和经验交流了信息，并根据请求为谈判进程提

供了投入。38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生物多样性协定 

7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协定》(《BBNJ 协定》)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正式通过，其中提及《生物多

样性公约》，其执行将有助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实现《框架》的长期目标和

行动目标。在这方面，秘书处正与该《协定》的临时秘书处进行协作。 

五. 结论 

71. 本说明中报告的通过各公约、多边协定、国际组织和倡议之间合作开展的工作，

有助于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执行《框架》，促进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72. 在加强合作的其他成功指标和要素中，可以强调以下几点：越来越多的文书和

组织承认《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在其决定和战略中考虑其长期

目标和行动目标(本说明第二节)；各公约、其他协定、国际组织和缔约方越来越多

地参与合作进程和举措，如伯尔尼进程；可以提供工具和资源，以支持缔约方在制

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报告执行情况时考虑到协同增效；联合国实

                                                      
38 将在为作为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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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五届会议编写的文件中，提供关于与世界卫生组织在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

生惠益方面合作的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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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倡议，如生物多样性问题管理小组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共同

办法；新的和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和组织参与加强协同增效与合作的举措。 

73. 这项工作也支持秘书处基于成果的工作方案的预期成果39： 

(a) 通过《公约》及其议定书，国际社会越来越趋于对生物多样性养护、可

持续利用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采取共同而统筹的性别敏

感方法； 

(b) 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应用，加强国家为改善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

的《公约》及其议定书执行工作； 

(c) 社会各级和各部门对保护、可持续利用和分享生物多样性惠益的意识和

行动得到加强； 

(d) 定期审查和评估有助于适应性管理和逐步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执行

工作

                                                      
39 如 CBD/COP/15/7 所概述。 

https://www.cbd.int/doc/c/c9da/b633/8a8d53622432218e92d9a492/cop-15-0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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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议 

74.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不妨通过一项内容大致如下的建议：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考虑通过一项内容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关于与其他公约和国际组织合作的 2016 年 12 月 17 日第 XIII/24

号决定、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 14/30 号决定和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13 号

决定，以及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4 号决定， 

重申所有相关公约、组织和倡议之间必须开展合作，以尊重各自任务

授权的方式执行《框架》和监测执行进展，并促成实现《框架》2030 年使

命所需要的包容性变革， 

欢迎其他公约和组织为加强合作所做的工作，包括通过其理事机构承

认、欢迎或认可《框架》的决定， 

又欢迎环境管理小组在促进联合国全系统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的贡献方面所做的工作， 

还欢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迄今为支持实现

《框架》行动目标 2 开展的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瑞士政府在伯尔尼进程中为组织“伯尔尼三”会议及后

续活动提供的支持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领导， 

又赞赏地注意到会议共同主席的工作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公约和多边

协定缔约方代表的积极参与， 

1. 欢迎其他公约和组织的理事机构承认、欢迎或认可《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决定1以及其中许多组织为使其战略与《框架》

保持一致而开展的工作； 

2.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机构开发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工具和指导的举措； 

3. 注意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喀尔巴阡山脉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七

届会议通过的《喀尔巴阡山脉生物多样性框架》，可作为将区域生物多样性

承诺和行动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承诺和行动保持一致的典范； 

4. 邀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里约三公约和

其他相关伙伴合作，与缔约方、其他政府、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以及相关利

益攸关方协商，继续执行行动目标 2 路线图；2 

                                                      
1 基于本说明（CBD/SBI/4/10）第 7 段所载信息并更新至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的一份清单将附于决定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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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一步推进伯尔尼进程，继续支持生物多

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合作与协作，为切实有效地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贡献； 

6. 鼓励缔约方审议“伯尔尼三”会议的报告，并将其结论传达给相

关公约和组织下的相关会议和进程，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相关会

议和进程；3 

7. 鼓励缔约方进一步参与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各项公约缔约方之间

合作的伯尔尼进程，为切实有效地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做出贡献； 

8. 邀请同时也是联合国森林论坛成员的《公约》缔约方，酌情考虑

调整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与森林有关的承诺和行动以及国家

对《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的自愿贡献； 

9. 请执行秘书： 

(a) 进一步支持相关公约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包括生物多样性相关公

约、里约三公约、化学品和废物公约以及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包括借助

联合活动和方案； 

(b) 在整合工作方案下的合作和协同增效以及《公约》的跨领域问题方

面继续开展协作，并就此向执行问题附属机构下一次会议提出报告； 

(c) 与其他公约秘书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展协作，监测/跟踪“伯尔

尼三”会议和伯尔尼进程成果的执行情况； 

(d) 与联合国森林论坛并在森林合作伙伴关系范围内开展协作，以支持

在执行《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和《框架》方面保持一致； 

(e) 报告其支持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未来合作

活动。 

 

__________ 

                                                                                                                                                                           
2 www.fao.org/national-forest-monitoring/areas-of-work/restoration-monitoring/target-2-roadmap/en/。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http://www.fao.org/national-forest-monitoring/areas-of-work/restoration-monitoring/target-2-roadma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