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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中国昆明 
高级别会议 

 

圆桌会议 A：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为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投资，解决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动员所有人参与。 

 

背景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通过了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这一愿景为生物多样

性设立了一个商定的长期方向，“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和合理利

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过去十年

在实现 2050 年愿景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世界目前尚未走上如期实现这一愿景的轨道。生

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力——生境变化、气候变化、不可持续的消费、外来入侵物种和污染——

继续侵蚀着生命之网。每一种压力背后都有一系列潜在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往往深植于我

们的决策系统中，包括欠缺对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认识，不能充分将这些价值纳入核算和经济

体系以及消费和生产模式。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走上如期实现 2050 年愿景的轨道，但有证据显示，减缓、停止并最终扭

转目前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还为时不晚。此外，实现这一转变（“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

线”）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设定的目标和

指标完全一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采取的组合行动 

多重证据表明，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取决于在以下领域采取一系列行动，每组行动

都不可或缺，但每组行动本身又不足以成事： 

· 需要在各个层面因地制宜加大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力度。与此同时需要大幅扩大连通

良好的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的范围和效力，大规模恢复退化的生境，改善耕作

景观和城市景观以及内陆水体、海岸和海洋的自然条件； 

· 努力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远低于 2摄氏度，接近 1.5摄氏度，防止气候影

响压垮为生物多样性采取的所有其他行动； 

·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所有现有压力； 

· 实现货物和服务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转型。包括采取既能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能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耕作方法，减少把更多土地转用于生产的压力； 

· 实行更健康的饮食，减少粮食浪费，实现转型，限制对增加粮食产量的需要，限制消费影

响生物多样性的其他物质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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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领域，每一个都有赖于社会各界广大行为者参加各种规模的实质性变革和创新。然

而，除非社会在土地和森林、渔业和海洋、淡水、农业、粮食、气候行动、城市和基础设施、卫

生管理上全面转型，否则即使在一个领域进行最密集努力也不能成功“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

线”，实现全球粮食安全目标。这些转型领域，每一个都涉及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加强或恢

复所有人类活动赖以维系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同时确认并减少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

响；由此开启一个良性循环——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退化，增进人类福祉。   

没有一条单一的、适合所有区域、所有情况的通往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理想”道

路。在上文所述重要变革领域范围内，可采取许多体现当地条件和优先事项的替代办法。  

寻找办法处理我们赋予大自然的各种价值，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潜在的回报是巨

大的。当各国斟酌如何从 COVID-19 大流行中恢复的选项时，正是启动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2050 年愿景所需的变革的独特契机。此类变革行动将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减少今后发生

大流行病的风险，为人类带来多重惠益。 

 

指导性问题： 

1. 贵国正在进行哪些促进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变革或转型，将如何进一步支持这

些变革或转型？ 

2. 贵国政府将采取哪些行动确保到 2030 年贵国生物多样性处于恢复中？ 

3. 贵国政府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潜在驱动因素？ 

4. 贵国政府将为国际社会到 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和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

愿景的努力提供哪些支持？ 

5. 贵国的非国家行为者在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贵国政府将如

何促进和支持社会各界的参与，以期到 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