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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工作于 2010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之后开始。第

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像以前数版一样，是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的进程编制的文件。公约

缔约方，各国政府和观察员组织通过它们在各次会议

的发言以及对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以前各

份草案作出的评论和看法帮助了第四版《全球生物多

样性展望》的编制工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咨询小组和科咨机构主席团的支持下和在各个伙

伴组织和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学网络的密切合作下

编制了这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它们为编制工

作慷慨地提供了时间，精力和专门知识。因此，第四

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是大家合作的产品。参与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编制工作的组织和个

人数目非常庞大，很难巨细无遗地向每一位出力者表

示感谢，其中必然有所遗漏。我们向无意之中遗漏的

组织或个人表示真诚歉意。

在编制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时，缔约方向

《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交的第五次国家报告是资料的主

要来源。这些报告影响了整份报告。秘书处感谢所有

在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定稿前提交第五次

国家报告的缔约方。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以一份技术报告 － 生

物多样性技术丛书第78号 － 作为基础，该技术报告

载有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所用的关于科

学和技术结果和方法的信息。这份技术报告是国际

生物多样性计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自然

监测中心，国际民族生物学会渔业中心，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渔业系，里斯本科学中心和德国综合生

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牵头的合作伙伴联盟编写的。秘

书处感谢协调编写这份报告的Paul Leadley和其他主

要作者如下：Rob Alkemade, Patricia Balvanera, Céline 

Bellard Ben ten Brink, Neil Burgess, Silvia Ceausu, William 

Cheung, Villy Christensen, Franck Courchamp, Barbara 

Gonçalves, Stephanie Januchowski-Hartley, Marcel Kok, 
Jennifer van Kolck, Cornelia Krug, Paul Lucas Alexandra 

Marques, Peter Mumby, Laetitia Navarro, Tim Newbold, 
Henrique Pereira, Eugenie Regan, Carlo Rondinini, Louise 

Teh, Derek Tittensor, U. Rashid Sumaila, Peter Verburg, 
Piero Visconti和Matt Walpole。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

性展望》的编写也运用了荷兰环境评估署对保护和可

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的各个部门提交的文件。这份技

术文件的编写由Marcel Kok和Rob Alkemade主持，并作

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技术丛书第79号印发。

对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评估也根据生

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做出。这

是一个组织网络，它的组成就是为了跟踪实现爱知

目标取得的进展提供最新的生物多样性信息。这个

伙伴关系由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进行协调，

属于这个指标的伙伴包括：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BirdLife International, Cardiff University,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International Nitrogen Initiative, IUCN, IUCN SSC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University of Auckland,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cGil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e 

for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TEAM Network, Terralingua, 
TRAFFIC International, UBC Fisher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NEP GEMS Water Programme, Union 

for Ethical BioTrad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and WWF。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编写由第四版全

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咨询小组进行监督，秘书处感

谢以下成员提供的指导和支持：Adjima �ombiano,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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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a Smith, Haigen Xu, Teresita Borges Hernández, Jan 

Plesnik, Moustafa Mokhtar Ali Fouda, Anne Teller, Asghar 
Mohammadi Fazel, Tohru Nakashizuka, Roxana Solis Ortiz, 
Yvonne Vizina, Joji Carino, David Morgan, Linda Collette, 
Tim Hirsch, Thomas Lovejoy, Stuart Butchart和Matt 
Walpole。这份报告的编写也受到科咨机构主席团及

其主席Gemedo Dalle Tussie的指导。 

对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主文草稿及其所依

据的技术研究报告都进行了同行审查。在此同行审查

期间提出的意见大大促进了这份报告的编写。 

Tim Hirsch, Kieran Mooney, Robert Höft和David Cooper
编订了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Braulio F. de 

Souza Dias提供了指导。Robert Höft, Kieran Mooney, 
David Cooper和David Ainsworth管理了印制工作。除

了许多秘书处人员之外，实习生和咨询专家也对第

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提供了意见和反馈并

编制了基本研究报告，包括：Joseph Appiott, Didier 
Babin, Jennifer Bansard, Katherine Blackwood, Mateusz 

Banski, Charles Besancon, Catherine Bloom, Lijie Cai, Adam 

Charette Castonguay, Monique Chiasson, Annie Cung, 
David Coates, Edwin Correa, Gilles Couturier, Olivier de 

Munck, Matthew Dias, David Duthie, Joshua Dutton, Amy 

Fraenkel, Kathryn Garforth, Sarat Babu Gidda, Beatriz 

Gómez-Castro, Julie Freeman, Jennifer Gobby, Jacquie 

Grekin, Oliver Hillel, Lisa Janishevski, Elena Kennedy, 
Sakhile Koketso Kerri Landry, Jihyun Lee, Markus Lehmann, 
Andre Mader, Manoela Pessoa de Miranda, Ian Martin, 
Johany Martinez, Praem Mehta, Leah Mohammed, Brianne 

Miller, Jessica Pawly, Aliya Rashid, Chantal Robichaud, 
Cristina Romanelli, Nadine Saad, Atena Sadegh, Djeneba 

Sako, Catalina Santamaria, Simone Schiele, John Scott, 
Mitchell Seider, Junko Shimura，David Steuerman, Andrew 

Stevenson, Gisela Talamas, Tristan Tyrrell, Ardeshir Vafadari, 
Paige Yang, Atsuhiro Yoshinaka, Yibin Xiang and Tatiana 

Zavarzina。

尽管秘书处作出努力确保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中的所有陈述都有可信的科学证据作为依据，

但仍对这份文件中的任何错误和遗漏之处充分负责。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编制得到加拿大，

欧洲联盟，德国，日本，荷兰，大韩民国，瑞士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供的财政和实物支

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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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

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地

球的生态系统和它们的影响，是我们的共同财富，健

康和福祉的基础。

必须扩大这一积极趋势，这是我们为扭转有令人不安

的证据表明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做出努力的一部分，

因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穷人产生的影响最大，并会最

终影响到所有社会和各国经济。

在2011-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的开头几年中，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在处理多样性丧失问题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

现《爱知生物多样性具体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四版表明，如果在各级协调

一致做出努力，我们就能实现《2011-2020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的目标和具体目标。这方面的成功将大

大有助于完成消除贫穷，改善人类健康和为所有人提

供能源，粮食和清洁用水的更广泛的全球优先事项。

我敦促所有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在进行规划时考虑到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四版的结论，认识到生物多

样性有助于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并加

倍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这一点在此关键时刻尤为重要，因为世界各国正在加

紧行动，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制定可持续发展后续

议程，并通过一项有意义的气候变化法律协议——所

有这些都要在2015年年底完成。

我向所有希望采取行动以制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让世

界有一个我们希望的未来的人推荐这份出版物。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前言

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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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这一动机不仅

来自对于未来人类的共同责任感。推动决策者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因素的经济性质越来越强。 

生物多样性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石。没

有极为丰富的健康的生物多样性，生计，生态系统

服务，自然生境和粮食安全就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以毁林为例。虽然停止毁林有可能带来失去农业和伐

木机会的代价，但森林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惠

益将远远超过这些代价。本报告发现，据估计，降低

毁林率将导致每年产生1,830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惠

益。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中的很多家庭

每年50%至80%的家庭收入来自非木材的森林产品。

采取行动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能够支持广

泛的社会效益，并为向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发展模式

的社会经济过渡奠定基础。这一模式直接保障了生物

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确确实实激励了决策者确保我们

的森林，海洋，河流以及其中蕴含的极其丰富的物种

得到负责任的管理。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为我们提供了检查我

们进展和再次承诺让生态系统远离退化和过度开采的

门槛的机会。这就要求必须消除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

动因素，这种因素常常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决策体系，

财务会计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中。

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没

有生物多样性丧失或生态系统退化的世界的2050年

愿景。作为《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

一部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构成了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十年剩余时间内的富有挑战性但又是可以实现的

路线图的基础。这一路线图能够推动全球性的努力，

使社会所有阶层都珍视，养护和明智地使用生物多

样性，造福全人类。

阿奇姆·施泰纳 

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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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国际社会向子孙后代作出承诺，

并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这个转折性的时刻标志着生物

多样性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而是可持续性发展

的要素和人类福祉的基石。

四年之后，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接近一半之

时，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对我们的进展情

况进行了重要评估。好消息是各缔约方正在顺利推进，

并采取具体行动实现“爱知目标”。

但是，第四版《展望》也向我们表明，若要实施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爱知

目标”，我们仍需加倍努力。人口增加，气候变化和

土地退化都会给全球生命维持系统施加更多压力。各

缔约方务必努力克服这些障碍。

第四版《展望》显示，行动并不是指“灵丹妙药”式

的解决方法，而是可同时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多种

成因的战略组合。这些行动多种多样，可能包括：把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政策，改变经济激励因素，执

行规则和条例，促进土著和地方社区，利益相关方和

商业部门的参与以及保护受威胁的物种和生态系统。

通过理解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

我们的努力能够也必须得到加强。实现“爱知目标”

必要措施也有利于实现提高粮食安全，改善人口健康

状况，增加清洁水源获取途径和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等更大目标。《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是

一项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不仅完成《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使命，而且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实现人类福祉

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布劳略·费雷拉·德索萨·迪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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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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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发布时间接近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中点，这是一

份及时的报告，报告述及：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取得进展和加速进展速度的潜在行动；实现2050
年“与自然和谐共处”愿景的前景，以及生物多样

性在本世纪内实现更广泛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的重要性。 

主要信息：

在实现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一些组成部分方

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些目标的组成部分，诸如

至少保护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正处于有待实现的

轨道上。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进展不足以实现2020年目标，

需要采取额外的行动使《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朝预定的方向发展。下文列出了为加快实现各

个目标而建议采取的关键潜在行动。

对一系列指标的推断显示出，按照目前的趋势，至少

在2020年之前，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将持续加剧，生物

多样性状况将持续下降。尽管事实上社会对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应对措施大大提高，而且，鉴于国家计划和

承诺在本十年剩余的时间内预期会持续增加。部分解

释可能是，所采取的积极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

生可感知的积极影响。但也可能是因为应对措施不足

以对抗压力，以至可能无法克服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

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不能孤立地处理各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因为一些

目标强烈地依赖于正在实现的各项目标。为实现某些

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将对实现其他目标产生极为强大的

影响：特别是以下各相关目标：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根本原因（的那些目标一般为战略目标A项下），制

定国家一级执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框架（目标

17），以及资源调动（目标20）。

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将极大地有助于2015年后可

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及的更广泛的全球优先事项；即减

少饥饿和贫困，改善人类健康，确保能源，粮食和清

洁饮用水的可持续供应。将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目前

正在讨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决

策主流提供了机会。

关于实现结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2050年愿景以及关键

的人类发展目标，将气候变化限制在二摄氏度升温内

以及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存在着合理的途径。但

是，实现这些共同目标需要社会作出变革，包括更高

效地利用土地，水，能源和材料，重新考虑我们的消

费习惯，特别是粮食系统的重大转变。

对重大主要部门的分析表明，与农业相关的驱动因素

占预测的陆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70%。因此，解决粮

食系统的趋势问题对于《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实现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系统

的方法包括：通过恢复农业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提高

可持续生产率，减少供应链上的浪费和损失，以及

转变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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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有关的进展和关键行动摘要

下文将概括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结论，包

括与《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五项主要

目标及其对应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有关的近期趋势，

当前状况和2020年预测，与此同时，确定了一些如广

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目标实现进度的关键潜在行动。

这份报告整合了从广泛的信息来源获取的多方证据。

它总结了各国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国

家报告和缔约方对于“爱知目标”进展情况的自我评

估中描述的目标，承诺和行动。它充分考虑了各缔约

方报告的有关生物多样性趋势地位的信息和科学文献

中的信息，并利用了基于指标的直至2020年的统计推

断以及基于长期模型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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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预测：

可得的有限证据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众

对生物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似乎都在提高，但

一些国家的认识程度仍然较低（目标1）。在将生物

多样性的价值纳入规划进程和减少贫困战略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此外，在将自然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

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不同区域间，各国间仍存在较大

差异，但国际倡议有助于减少这些差异（目标2）。各

国政府继续为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提供补贴，虽然

农业补贴逐渐转变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奖励措施，

但有关这些奖励措施是否可实现其目标的证据并非决

定性的（目标3)。尽管自然资源被更为高效地用于生

产商品和服务，但我们大幅提高的消费总水平掩盖了

这一进步。鉴于当前的消费模式，将生态系统控制在

安全的生态限度范围内是不可能的（目标4）。

如广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

的关键潜在行动：

• 需要实行连贯的，战略性的和持续的宣传工作，战

略和活动，以提高对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以及有助于

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方法的认识。

• 更好地利用社会科学，包括对行为的社会，经济和

文化驱动因素，其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完善宣传和参

与活动的设计以及相关政策。 

• 进一步编纂环境统计数据和建立环境经济账户，包

括设置和维护与自然资源品种（如森林和水资源）有

关的国民经济核算，如可行，将其纳入国家财政账户。

• 制定和实施政策计划，包括优先事项和执行时间

表，导致最终取消，逐步淘汰或改良有害的补贴；如

果已确定需要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良的激励措施和补

贴，即采取及时的行动。

• 更好地瞄准和融入农业环境计划以及其他政策文

书，以实现所期望的生物多样性成果。

• 以负责任的和透明的方式加强公司与行业协会，民

间社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推广有助于应

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可持续做法。

战略目标 A：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

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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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预测：

一些区域（例如巴西亚马逊）的森林栖息地丧失速度

已显著降低。但世界其他许多热带区域的毁林现象

仍在加剧，包括草地，湿地和河流系统在内的所有

类型栖息地持续破碎和退化（目标5）。过度捕捞仍

是主要问题，过度开发，枯竭或崩溃的鱼类资源的百

分比上升以及不适当捕鱼做法给生境和非目标物种造

成损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渔场（集中在发达国

家）被认证为是可持续的（目标6）。获认证的渔场

数量增加（特别是在寒带和温带区），同时逐渐采

用良好农业做法意味着更加可持续的生产。但农业，

水产养殖业和渔业中的不可持续做法仍然造成了严

重的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目标7）。欧洲和

北美洲部分地区的养分污染问题已稳定，但其他区域

的养分污染问题预计将加剧，仍对水生和陆地生物多

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来自化学物质，农药和塑料等其

他形式的污染物越来越多（目标8）。政府正逐渐采取

措施以控制和消除外来入侵物种。例如，越来越多的

灭绝，特别是岛屿上的灭绝显示，扭转来自入侵物种

的威胁常常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入侵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和生态成本，整体入侵率未有放缓迹象。已在

数量有限的国家采取了预防措施（目标9）。尽管一些

大型珊瑚区已被纳入海洋保护区，陆地活动和海洋活

动对珊瑚礁的多重压力仍在增加。有关其他特别易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趋势的可得信息较少，包括

山地生态系统，如云雾林和高山稀疏草地（热带美洲

的高海拔苔原），以及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低洼生

态系统（目标10）。

如广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

的关键潜在行动：

 • 制定涵盖积极和消极激励因素的治理生境丧失和

退化综合政策；与部门集团，土著和地方社区，土地

所有者，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合作；有效的保护区

网络和其他地区性保护措施；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

 • 更好地利用创新性的渔业管理制度，如社区共同管

理制度，使渔民和地方社区与鱼群的长期健康之间建

立更紧密的利害关系，并摒弃，逐步淘汰或改革鼓励

过量捕捞的补贴，逐步淘汰破坏性的渔业做法，同时

进一步建设海洋保护区网络。

 • 提高农业的效率，实现途径包括：提高化肥，农药，

水资源利用的针对性和效率，减少收获后的损失和尽

量减少粮食浪费，以及提倡可持续的饮食。

 • 通过提高农业中养分的利用效率减少养分污染，

从而减少向环境中流失的养分，加强污水和工业废

水的处理和回收利用，去除洗涤剂中的磷以及保护

和恢复湿地。

 • 加强工作以发现和控制入侵物种引进的主要途径，

包括通过采取边境管制或检疫措施降低外来入侵物

种被引入的可能性以及充分利用风险分析和现有的

相关国际标准。

 • 可持续地管理珊瑚礁上的渔场和紧密联系的生态系

统，综合管理沿海地区和内陆流域，以减少对这些脆

弱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的污染和其他陆地上的活动。

战略目标 B：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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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预测：

考虑到目前的承诺，可能实现目标17中到2020年保护

17%的陆地区域的部分，但不表示能实现保护区域网络

的相关目标，很多生物多样性关键场所的受保护程度

很低。在沿海水域，保护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的部

分也能够按计划实现，但是远不能覆盖包括公海在内

的公海和深海地区。保护区管理不足的现象仍然普遍

存在。尽管有零星的成功故事，但鸟类，哺乳动物和

两栖动物的平均灭绝风险仍在增加（目标12）。驯养

动物的遗传多样性受影响，超过五分之一（22%）的

物种濒临灭绝，驯化作物品种的野生亲缘物种日益受

到栖息地破碎和气候变化的威胁（目标13）。 

如广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

的关键潜在行动：

 • 扩大保护区网络和其他有效的区域性保护措施，

以使保护区能更好地代表全球生态区域，海洋和沿

海区域（包括深海和海洋生境），内陆水域和对生

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区域，包括那些涵盖特殊濒危

物种种群的地区。

 • 提高和定期评估保护区和其他区域性保护措施的

管理有效性和公平性。

 • 制定直接针对特定濒危物种的具体行动计划。

 • 确保所有物种均未受到国内或国际贸易的不可持

续的开发，包括开展《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商

定的行动。

 • 完善公共政策和激励措施以维护生产系统中的本

地作物和动物品种，包括在就地保护遗传多样性的

工作中加强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合作并认可他们在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

 • 将针对驯化植物和家畜的野生亲缘品种的保护工作

纳入保护区的管理计划，对野生亲缘品种的位置开展调

查，并将调查信息纳入保护区网络的建设或扩张工作。

战略目标 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提高生

物多样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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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预测：

湿地和森林等对于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生

境持续地丧失和退化（目标14）。然而，正在针对一

些枯竭或退化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湿地和森林）进行

恢复，这些恢复行动有时具有非常宏大的规模，比如

在中国。许多国家，组织和企业已承诺恢复大片区域。

欧洲，北美洲和东亚等区域的耕地抛弃使得能实现显

著规模的“消极恢复”（目标15）。《关于获取遗传

资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

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它为公正和

公平地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开辟了新的机

会（目标16）。

如广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

的关键潜在行动：

 • 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在国家一级确定提供重

要服务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健康，营养，

整体福祉和生计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有助于减少

灾害风险的生态系统。

 • 减少提供重要服务的生态系统（如湿地，珊瑚礁，

河流，森林和作为“水塔”的山区等）所面临的压

力；如必要，加强对这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

 • 确定开展恢复工作的时机和优先考虑的对象，包

括高度退化的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连

通性至关重要的区域以及不再用于农业或其他人类

主导的用途的区域。

 • 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增加收入和恢复活动结合起

来，使恢复工作成为经济上可行的活动。

 • 到2015年，将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立法，行

政或政策措施，并将制度结构落实到位；开展提高

意识和能力建设活动，包括与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私营部门合作。

战略目标 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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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预测：

大多数缔约方预计将在2015年的目标日期之前落实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目标17），有

助于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目标

转化为国家行动。语言多样性丧失以及土著和地方

社区大规模搬迁至城市区域表明了传统知识持续减少，

尽管某些地方通过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让地方社

区参与管理保护区扭转了这一趋势（目标18）。通过

促进和便利免费，开放地访问来自自然历史藏品和观

察资料，包括来自公民科学网络的数字化记录，从而

更广泛地分享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和信息；但许多

国家的很多数据和信息仍然难以获得，且缺乏调动能

力（目标19）。由于数据不足，无法有把握地报告所

有来源调集财政资源的进展情况。不过，根据目前可

获得的数据，为了有效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还需要加大努力大幅增加所有来源的财

政资源（目标20）。

如广泛采用，则有助于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展

的关键潜在行动：

 • 确保《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得到更

新且符合《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例如：在设定国家目标时采用

一致的指标和监测机制；并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 推广支持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和地方知识以及提

倡可持续习惯使用的地方性倡议，包括：传统的卫生

保健倡议，增加学习和使用土著语言的机会，基于传

统方法的研究项目和数据收集以及确保土著和地方社

区参与到保护区的创建，管控和治理工作中。

 • 加强和推动数据的进一步调动和更容易的获取途

径；实现的方法包括：鼓励使用通用的信息学标准和

协议，倡导一种数据分享的文化（例如，对公共资助

的研究的需求以及认可数据集的出版），投资于自然

历史藏品的数字化工作以及提倡民间科学家为生物多

样性观测组织做出更多贡献。

 • 建立或加强监测计划，包括监测土地用途改变以及

在可能情况下提供近实时信息，尤其对于生物多样性

变化的热点地区。

 • 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财政计划，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将其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使之

与国家的年度或多年度财政规划周期保持一致。

 • 增加国家和国际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流，拓宽生物多

样性资金的来源，包括探索创新性的金融机制，如补

贴改革和生态系统服务补偿付费计划，同时认识到需

要一系列资金来源。

战略目标 E：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

加强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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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道路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期报告认为，尽

管遇到了挑战，但多数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实现这

些目标需要在许多领域开展创新和大胆行动，并在这

十年的后五年内持续关注广泛政策领域中的生物多样

性。成功的故事已经证明，有效的行动源自同时解决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多重原因，除了其他许多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路线以外，这是通过监测和数

据分析，改变经济奖励措施，应用市场压力，执行规

章，使土著和地方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其间，有针

对性地保护受威胁物种和生态系统实现的。 

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所需的许多措施也将支助进

一步的粮食安全，更健康的人口和改善人人都能获得清

洁饮用水和可持续能源。因此，《2011-2020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也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我们

需要加快行动，从而最终抓住机遇，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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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构成部分 状态 评论

目
标

 1

使人们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

目标

指标地理覆盖范围有限。地区差异大

使人们了解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而

能够采取的措施
3

目标 证据表明，人们关于现有行动的知识越

来越多，但对这些行动的积极影响却知

之甚少

目
标

 2

把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国家/地方发展和减贫

战略
3

目标

存在区域差异。 证据主要基于减贫战略

把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国家/地方规划流程

3

目标

证据显示存在区域差异，且无法明确切

实考虑了生物多样性

视情况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国家核算体系。

3

目标

实施了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内

的各种方案，表明进度在加快

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报告系统

3

目标

核算流程得以改进，表明报告流程有所

改善

目
标

 3

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进相关方案（包括各种

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补贴），以尽量减少或

避免不利影响 2

目标 总体进度无重大进展，有些方案有所进

展，但有些方案进展迟缓。 对有害补助

的认识在提高，但缺乏行动

制定和实施切实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方案
3

目标

进展良好，但需要制定更高的目标。 目标

太低，并且存在很多不合适的做法

目标“仪表板”——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总结，按组成部
分分列

下表基于现有证据，列出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各构成部分的进展评估以及置信水平，旨在提供用于判断目

标进展情况的概要信息。评估使用五分量表法：

超预期完成目标（有望在最

后期限前实现目标）

实现目标（如果按照目前的

进度继续下去，有望在 2020 

年前实现目标）

正在朝着目标迈进，但进度

不尽如人意（只有加大努力

的力度，才能在 2020 年完

成目标）

未取得重大整体进展（总体

来说，我们既没有向实现目

标迈进，也没有远离目标）

 

 

偏离目标（情况变得更糟） 

3

目标

4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5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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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构成部分 状态 评论

目
标

 4
各级政府、企业和有关利益攸关方采取措施实

现或实施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计划
3

目标

关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许多计划已落

实，但力度有限

将由于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影响控制在生

态安全范围之内
2

目标

所有措施均旨在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目
标

 5

森林消失速度至少降低一半，可能的话，降

低至零
3

目标

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一些热带地区毁

林现象大幅减少

所有生境的丧失程度至少降低一半，可能的

话，降低至零

 2

目标

各种生境类型之间存在差异，有关一些

生物群落的数据缺乏

退化和割裂显著减少
1

目标

包括森林、草地、湿地和河流系统在内的

所有类别的生境持续割裂和退化

目
标

 6

采用生态系统办法，可持续、合法地管理和获

取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水生植物。
3

目标

区域差异大，一些国家表现良好，但对于

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数据量有限

针对所有遗存物种采取恢复计划和措施

3

目标

各区域进展不一 

确保渔业不会对濒危物种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2

目标 已取得一些进展，比如金枪鱼捕捞业所

采用的延绳钓法，但这些做法仍会对脆

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确保渔业对种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在生

态安全范围之内，即避免过度捕捞
2

目标

过度捕捞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存在

区域差异

目
标

 7

可持续地管理农业区，确保保持生物多样性

3

目标 基于有机认证和保护性农业，越来越多的

地区采用可持续管理方法。 全球范围内，

养分利用趋于平缓。免耕技术得以推广

可持续地管理水产养殖区，确保保持生物多

样性
3

目标 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在快速扩张期坚

持可持续性标准。淡水养殖业存在可持

续性问题

可持续地管理林区，确保保持生物多样性

3

目标 提高森林认证和标准指标。 已认证森林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国家，认证进展远低

于热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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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构成部分 状态 评论

目
标

 8
 

对各种污染物进行处置，使其对生态系统功能和

生物多样性无害

无明确的评

估结果
污染物之间差异非常大

控制由养分过剩导致的污染，确保生态系统功能

和生物多样性 1

目标 在一些地区（比如欧洲和北美），养分利

用趋于稳定，但仍然不利于保持生物多样

性。 在其它地区，养分利用率仍在上升。

区域差异非常大

目
标

 9

发现并区分外来入侵物种

3

目标

已在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制定外来入侵物种

列表

发现并区分外来入侵物种传播途径

3

目标

 

已发现外来入侵物种主要传播途径，但在全

球范围内未得以有效控制

控制或根除优先物种

3

目标

实现一些控制或根除，但相关数据有限

防止引入和繁殖外来入侵物种

2

目标

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足以阻止外来入侵

物种扩散

目
标

 1
0

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珊瑚礁造成的各种影响，

以保持珊瑚礁的完整性和功能 1

目标

虽然新设立的海洋保护区可以缓解在一些礁

区的过度捕捞，但仍存在陆地污染等问题，

此外，旅游业失控风险仍在上升

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受气候变化或海洋酸化影响

而变得脆弱的其它生态系统的各种影响，以保持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

未评估
用于评估针对其它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海

草生境、红树林和山区）的目标的信息不足

目
标

 1
1

保护至少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4

目标 预计进展顺利，如果履行设立保护区的承

诺，则可以完成目标。 对于内陆水域，则

存在明显的问题

保护至少 10% 的海岸和海洋区域

3

目标

加速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但预计我们不

会顺利实现目标。 根据现有的承诺，预计

会完成领海目标，但无法完成专属经济区

或公海目标

保护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特别重要

的区域
3

目标
已经在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方面取得进

展，但仍存在很大差距。 未采取专门针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措施

建设典型生态保护区

3

目标

已取得进展，如果建成更多典型保护区，则

有可能实现针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目标。 在海

洋和淡水保护区方面取得进展，但离既定目

标仍相去甚远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

 

陆地和海洋 

内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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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构成部分 状态 评论

目
标

 1
1

公平、有效地管理保护区

3

目标 合理证据表明，保护区管理效率提高，

但数量少。 社区参与生态保护呈增强趋势。 

对区位的依赖性非常大

有效连结保护区并将其融入到更广阔的陆地景

观和海景中
3

目标 制定了开发走廊地带和跨界公园的方案，

但保护区仍缺乏连贯性。 淡水保护区分布

零散

目
标

 1
2

避免已知濒危物种灭绝

2

目标 2020 年前可能会有更多物种灭绝，例如两

栖动物和鱼类。 已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防

止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灭绝

改善保护状态下降最严重的物种，使其保持可

持续发展 1

目标

红色名录指数仍在下降，无迹象表明物种灭

绝总体风险在下降。 地区差异很大

目
标

 1
3

维持栽培植物的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尽管存在差距，移地收集植物遗传资源的工

作继续推进。尽管农耕做法和市场偏好发生

了变化，对农作物本地品种的长期保护支持

力度仍有限

维持牲畜和驯养动物的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在生长环境和基因库保护品种的活动越来

越多，包括体外保护，但迄今为止，这些

措施仍显不足

维持野生亲缘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2

目标

对农作物野生亲缘品种的移地保护力度逐

渐增强，但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野生植物

的保护，几乎没有保护区管理部门计划保

护野生亲缘品种

维持具有社会经济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的物种的

遗传多样性
未评估 支持本目标评估的数据不充分

制定和执行相关战略以尽量减少基因流失并维持

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粮农组织植物和动物遗传多样性全球行动

计划为制定国家和国际战略以及行动计划

提供了框架

目
标

 1
4

修复和保护提供基本服务（包括与水有关的服

务）的生态系统，并为人们的健康、生计和福

祉作出贡献 2

目标 生态系统和服务存在很大差异。 对于服务

特别重要的生态系统（比如湿地和珊瑚礁）

数量仍在下降

考虑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穷人和弱势群

体的需求 1

目标

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丧失将特别影响贫困

社区和妇女 

目
标

 1
5

通过采取保护和恢复措施提高生态系统复原能力

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量的贡献
2

目标 尽 管 采 取 了 保 护 和 恢 复 措 施 ， 但 森 林

（全球碳储量主要存在于森林中）仍处于净

流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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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构成部分 状态 评论

目
标

 1
5

修复至少 15% 的退化生态系统，为缓解和适应气

候变化以及防治荒漠化作出贡献
3

目标

许多生态恢复活动正在进行中，但很难评

估能否恢复 15% 的退化区域
目

标
 1

6

执行《名古屋议定书》

5

目标

5

目标

《名古屋议定书》将于2014年10月12日正

式生效，早于规定的最后期限。

在与相关国家法律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执行《名古

屋议定书》
4

目标 鉴于已经取得的进展，《名古屋议定书》

可能在2015年在那些已经批准议定书的

国家得到执行。 

目
标

 1
7

2015 年底前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提交至秘书处
4

目标

大约 40% 的掌握信息的缔约方有望在 2014 

年 10 月前完成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大约 90% 的掌握信息的缔约

方有望在 2015 年底前完成

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将其

作为一项政策工具
3

目标 现有国家生物多样性更新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在遵循缔约方会议指导意见方面的适当

性各不相同

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3

目标

国家生物多样性更新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执

行程度各不相同

目
标

 1
8

推崇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做法

3

目标 在国际上和一些国家执行相关流程，以

遵循、认可和推广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

惯使用

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完全融合到和体现在

《公约》的执行过程中
3

目标

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需要进一步融

合到所有与《公约》相关的行动中

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地参与

3

目标 继续努力提高土著和地方社区有效参与本

地、本国和国际相关流程，但资金和能力

有限，从而受到制约

目
标

 1
9

增加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加强科学基础和

技术，改善其价值、功能、状态和趋势，减轻因

其丧失而造成的后果等 4

目标

正在就与决策者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的传播

作出重大努力，相关流程和制度已落实

广泛共享、传播和应用生物多样性知识、科学

基础和技术
3

目标

对不同的收集和监测系统所收集的数据的

分析和解释有所改进。但需要加强协调工

作，以便保障能够将此种知识纳入功能应

用的系统的模式和技术

目
标

 2
0

在 2010 年基础上，拓宽资金来源、调动各种资金

来源，以确保《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顺利执行
3

目标 有关国内筹资、创新融资机制和私营部门

等各类资金来源的信息有限。双边官方发

展援助较2006-2010年基准有普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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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导言
本《展望》是一系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全球性评估中

的第四部，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出版（见文本框0.1）。 

2010年出版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向国际社会

传递了若干严峻的讯息。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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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展望》的核心是以下结论：截至2010年，各

国在2002年通过的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

标未能实现。

第三版《展望》显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各种主要压

力都在增加。这些压力包括：

 • 自然生境的丧失，退化和支离破碎

 • 生物资源的过度开采

 • 污染，尤其是氮和磷等养分在环境中的积聚

 • 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及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的影响

 • 与大气中温室气体积聚相关的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

第三版《展望》还警告，一些生态系统正在被推向关

键性的临界值或临界点。如果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超过了临界值，则生物多样性大幅丧失，人类赖以生

存和造福自身的广泛服务发生退化的风险将进一步加

剧。贫困人口将首当其冲地遭受最严重的影响，但是

最终所有社会和经济体都将受到影响。

不过，第三版《展望》总结道，如果政府和社会在多

个层面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仍

有望减缓，甚至是逐步停止。这即需要应对造成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或驱动因素，这些原因或因素

通常深植于我们的决策，经济激励制度以及生产和消

费模式之中；还需要理解和尽可能减少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采取针对性措施以维护和修复

对物种生存和重要服务供给具有关键意义的生态系统。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第三版《展望》中的结论为《2011-2020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基础，该《战略计划》于

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次会议上通过。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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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计划》的基础是，若要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只能通过在多个层级同步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个层级的行动都具有关键意义，这体现在发挥长期

作用和使人类走上可持续的道路，进而将人类社会消

耗的生物资源控制在地球的承载范围内等方面。《战

略计划》包括20个宏大但切实可行的目标（《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大多数目标的实现时间是2020年，

而最终目标是实现2050年的世界愿景；在这个愿景中，

生物多样性受到尊重，保护，修复和明智的利用，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持健康的地球，为全

人类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惠益（见图0.1）。

《战略计划》包括五个相互依赖的战略目标，致力于

应对：

 •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或间接驱动因素，包

括对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认识不足；将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纳入核算制度以及经济发展和规划决策中；

影响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决策的补贴和经济激励因素；

支配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以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求

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或其直接驱动因素，包括

生境的消失，退化和支离破碎；生物资源的过度开采，

特别是过度捕捞；关键生产活动中不可持续的生产形

式，如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以养分积聚为重点

的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的引进和培育；生态系统面临

的多重压力，如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珊瑚礁；

 • 通过直接干预以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的行动，干预措施包括提高保护区的覆盖率，有效性

和代表性以及其他针对陆地，内陆水体和沿海生态系

统的地区性保护措施；针对濒临灭绝物种的措施；保

护遗传多样性，特别是农作植物，家畜动物及其野生

亲缘品种的多样性；

 • 通过保护和复原提供重要服务的生态系统，特别

是提供与淡水有关或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活的服务的

生态系统，保障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给

人类社会带来的惠益；提高和复原对适应和缓解气候

变化意义重大的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实施全球议定的

标准，以实现公平地分享获取和使用遗传资源所带来

的惠益，例如对源自生物多样性的药物和其他产品实

行商业化；以及

 • 旨在强化《战略计划》中其他各项目标的实现所采

取的措施，如制定和实施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战略

和行动计划；尊重传统知识以及促进地方和土著社区

的参与；有效分享和应用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信息

和知识；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支持计划实施所需的行动。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现在被视作关于生

物多样性的总体行动框架，联合国大会还将2011-2020
年定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2012年，联合国

大会鼓励所有缔约方，利益相关方，机构和组织在充

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支柱的基础上，

在制定“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过程中考虑生

物多样性的计划和目标。⁴

其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认同《战略计划》重要性

的协约包括：《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关于具有

国际意义的湿地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和《世界遗产公约》。⁵

文本框0.1.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里约三公约”之一，《公约》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即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制定。《公约》于1993年末生效，确立了以下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各种惠益，利用方式

包括：在考虑对资源和技术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恰当地获取遗传资源和恰当地转让相关技术，以及提

供合适的资金。”目前，《公约》共有194个缔约方（193个国家和欧洲联盟）。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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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

在即将到达实现大多数“爱知目标”的既定期限2020
年的一半之时，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得

以出版。因此，现在正是回顾实现《战略计划》目

标所取得的进展的合适时机，也是评估政府为实现

其在2010年共同承诺的目标而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

动的合适时机。

第四版《展望》涉及了一系列与《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的进展情况相关的问题，包括实现“生物多样性

的2050年愿景”的可行途径和实现即将到来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关途径。后文还介绍了“爱知目标”

的进展情况，包括：

 • 基于我们目前的趋势预测，对实现“目标”中各

组成部分的可能性进行的整体评估；

 • 对关于“目标”的近期趋势，当前状态和未来预

测的总结；

 • 有助于说明已取得的进展和仍面临的挑战的行动

和问题的实例；以及

 • 政府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实现每个目标的关键行动。

此外，还提到了这些行动在哪些方面为一些目标的实

现做出了贡献。

战略目标A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
政府和社会的主流解决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战略B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
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战略目标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
多样化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地位

战略目标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

战略目标E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履约工作

执行支持机制

使命
立即开展有效行动以停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愿景
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尊重、保护、修复和明智的利用，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持健康的地球、为全人类提供具至关

重要的惠益

图0.1. 这幅图表展示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结构。2050年愿景的实现有赖于2020年任务的妥善执行。反过来说，2020
年任务是依据五项战略目标制定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也是根据这些战略目标设定的。《战略计划》为制定国家目标和地区目标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同时有助于更加协调，有效地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项目标。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27

这份报告整合了从广泛的信息来源获取的多方证据

（见文本框0.2）。它总结了各国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国家报告以及各缔约方对于“爱知目

标”进展情况的自我评估中描述的目标，承诺和行动。

它充分考虑了各缔约方报告的有关生物多样性趋势地

位的信息和科学文献中的信息，并利用了基于指标的

直至2020年的统计推断以及基于长期模型的预测。第

四版《展望》的编制基础包括一份由一组国际专家编

写的详细评估，和一份与不同经济部门相关的预测评

估。这两份评估均被编入第四版《展望》所附的技术

选集。⁶ 第四版《展望》还充分考虑了实行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的资源整体评估高级小组的结果。⁷

正如在制定《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第三版《展望》，第

四版《展望》也提供了证据以激励政府采取新的措施，

同时鼓励国际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努力实现《计划》

的目标。它的结论不仅能为即将在近期召开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会议提供有益信息以帮助其规划未来几

年的新行动，也能为正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政府提供相关信息，上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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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0.2. 第四版《展望》的信息来源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及其下的技术报告⁸ 使用了若干信息来源，为对已取得进展的评估和行

动的制定提供多方证据，以加快计划的进展。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在国家一级执行《公约》的主要手段。《公约》要求各国制定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或类似文书，确保该战略被纳入所有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部门的计划和行动中，无论

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欲了解更多信息，见目标17的评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为设立国家目标和承诺以及制定实现它们的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第四版《展望》使用了26个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提供的信息，这些《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自2010年起开始更新。

国家报告是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缔约方提交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国家

一级的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以及

取得的成功和面对的挑战。应于2014年提交的第五次国家报告重在对执行《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取

得的进展进行评估。它们提供了有关各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当前和计

划中的行动的信息。许多缔约方都提交了关于“爱知目标”实现进展的自我评估（见第四版《展望》

的第三部分）。对于还未更新《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国家，国家报告提供了有关正在制定中的国

家目标和承诺的重要信息。

基于指标的对于直至2020年的近期和当前趋势的推断。第四版《展望》中关于“爱知目标”实现进展

的评估基于55个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的近期趋势以及对这些指标直至2020年的统计推断。这些指标是

从170多个候选指标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公约》⁹ 根据相关性，科学可信度以及时间和地理覆盖

率等标准确定的指标。

基于模型的直至2050年的预测。众多关于直至2050年及以后的社会经济预测的审查为评估《战略计划》

中2050年愿景的进展状况提供了信息。这些预测也有助于制定实现“爱知目标”的行动以及确定同时

实现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可行性，这些目标包括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的缓解以及将生物多样性的考量

因素纳入生产部门的主流。

科学文献和其他报告。第四版《展望》也对已出版的，受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广泛的审阅，从而

为当前趋势和未来前景的评估以及实现“爱知目标”的可能行动的制定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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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估实施《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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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战略目标A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解决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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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实施《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其他部分意义重大。它需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将生物多样

性纳入各个层级的决策。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失败可能会削弱许多来自直接针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政策的积极行动。第四版《展望》确认了在实现“爱知目标”中一些目标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进展，例如在

一些国家中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在国家问责和规划制度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以及创造旨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的积极经济奖励措施。但是，这些进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大相径庭。它们仍然受到若干

消极驱动因素的阻碍，例如危害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补贴和长期存在的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若要实

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就必须加强行动解决这些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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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得到提高

目标 1

最迟到2020年，人类将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以及他们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所能采取的措施。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¹⁰

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根本驱动因素

需要个人，组织和政府的行为改变。对于生

物多样性各种价值的理解，认识和重视有助

于增强个人做出这种改变的意愿。公众认知

也会加强政府行动的政治意愿。实现这个目

标需要人们不仅认识到抽象意义上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还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他们生

活的具体贡献以及他们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所能采取的措施。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使人们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

目标

使人们了解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所能采取的措施

3

目标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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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基于有限地理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对于生物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公众认知正在

提高，尽管这种提高在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诸如

生物多样性晴雨表（见文本框1.1）的调查显示，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人对于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认识存在

很大差别。这些调查表明，尽管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

性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他们不一定把保护生物多样

性视作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贡献。尽管各国之间存在

重要差异，受调查者通常将生物多样性丧失视作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而非地区性问题。人们仍不清楚哪些

行动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而能将具体行动

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的人就更少了。¹¹

对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报告的分析表

明，大多数国家正在采取措施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

性的认知。较少的报告提供证据表明制定了有关个

人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能采取的行动

的计划。文本框1.2的一些例子展示了国家为提倡这

些行动所采取的措施。

对于提供了近期趋势的少数国家，对2020年的预测

显示了持续性的提高，但不会达到完成此目标的程

度（见图1.1）。由于信息不足，得出这一结论显得

缺乏信心，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缔约方达成

了如下广泛共识：为了提高对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的

认识，仍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图1.1. 对于到2020年给出生物多样性正确定义 a 的受调查者百分比和听说过“生物多样性” B 一词的受调查者百分比的统计推断

（“生物多样性晴雨表”）。两幅图都显示了2010年至2020年之间的显著增长趋势。该推断假定基本过程保持恒定且基于德国，法国，

英国和美国提交的数据。黑色实线代表模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及推断，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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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中使用的多方证据，以下的行

动是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

有助于加快目标1的实现进度。它们也将推动圆括号

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促进和鼓励公民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中的参与，包括

监测生物多样性的行动（目标19）以及提倡维护和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行动（目标4至15）

 • 制定和实施连贯的，战略性的和持续的沟通工作，

战略和活动，利用适合于不同目标受众的信息和技术

以及社会营销的专业知识，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有关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事例或案例研究

 • 在充分考虑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方法

的基础上，将对生物多样性及其诸如造福人类的价值

的认识和理解纳入国家教育课程

 • 更好地利用社会科学，包括加强对于促进行为

改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驱动因素及它们的相互作

用的理解，以改善沟通和参与活动及相关政策的设

计。（目标2，3和4）

 • 进行定期的，一致的和可比的评估，以评价对于生

物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采取行动以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的意愿以及某一期望的行为改变的实现

程度；这种评估旨在为更有针对性的工作夯实基础。

文本框1.1. 生物贸易伦理联盟 - 2013年生物多样性晴雨表结果

从2009年的第一版生物多样性晴雨表开始，国家研究组织益普索代表生物贸易伦理联盟采访了11个国

家的超过31,000名消费者。调查中的一些亮点包括：¹²

 • 巴西：巴西的生物多样性认知率达到96%。能给出生物多样性正确定义的受调查者百分比在缓慢提

高。认知率的提高由纪录片，学校和广告推动。

 • 中国：94%的受调查者听说过生物多样性，64%能正确定义生物多样性。该比率高于其他所有国家。

 • 法国：95%的受调查者听说过生物多样性。对于可持续性的整体认知度很高：98%的受调查者了解

可持续发展，森林砍伐，濒危物种和公平贸易。

 • 德国：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显著提高：从2009年的29%提高到2013年的48%。91%

的受调查者了解诸如“生态系统保护”等相关术语。

 • 英国：对于伦理和贸易的认知度很高（超过80%），但对于环境术语的认知度稍低（约70%）。

 • 美国：消费者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度在缓慢提高（从2009年的48%提高到2013年的54%）。给出

生物多样性正确定义的受调查者百分比从26%上升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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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1.2. 促进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公众参与的国家措施

比利时。 “我给地球送生机”活动旨在通过鼓励个人采取能产生长期积极影响的力所能及的简单行动，

促进人们参与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在一年中的每天或每周，这项活动展示有关可能行动的工具和信息，

这些行动与诸如过度消费，过度开采，对生物的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和入侵物种等问题相关。截至2014年，

有近24,000人报名参加了超过87,000项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行动。此项活动是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公

共卫生，食物链安全和环境部与其他区域，省，地方和非政府组织层级的伙伴的一次紧密合作的成果¹³。

贝宁。贝宁环境部启动了一个名为“12项行动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该项目以挂历和小册子的形式

展示了一组能在每个月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日实施的行动。这种产品已在学校使用，并与能力发展活动联

系在一起。使用短信服务和其他方式通过社交网络传播信息的计划正在进行中。¹⁴

印度。“生物多样性特别科学快车”是一个设置在特殊设计的火车上的移动展览，它旨在促进印度国

民对于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环境问题的认识。“科学快车”的第一阶段于201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

之际启动。它也是在2012年10月于印度海德拉巴举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品牌大使。在2012年6月至12月的第一阶段期间，“科学快车”前往了51个地区，接待了超过

2,300,000位参观者，包括7,000所学校的师生。“科学快车”的第二阶段从新德里出发，从2013年4月

到10月访问了62个车站¹⁵。

日本。一些利益相关方于2011年建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日本委员会，旨在推广有助于实

现“爱知目标”的行动。该委员会开展了名为“我的宣言”的计划，以帮助人们理解他们与生物多样

性的联系，从而在其日常生活中采取积极的行动。参与者在包含五项行动的列表中进行挑选，并发表

宣言解释他们的选择。在2012年，包括国家会议和地区研讨会在内的91项活动开展了该计划，总计约

有20,000人参加¹⁶。



战略目标A36

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主流

最迟到2020年，把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国

家/地方发展和减贫战略以及规划流程，同

时酌情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国家核算体系

和报告系统。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正面临一大持

续挑战：在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的措施

时，将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如

果没有这种“主流化”，最好的保护措施也

可能受到阻碍，因为发展活动可能会对生境

造成威胁，并增加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其他压

力。应对该挑战的关键措施是确保将生物多

样性对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重要价值（传统核

算经常忽视这些价值）纳入战略和有关发展

的决策过程。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把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国家/地
方发展和减贫战略

3

目标

把生物多样性价值融入国家/地
方规划流程

3

目标

酌情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国家
核算体系

3

目标

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报告系统

3

目标

目标 2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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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近期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是将生物

多样性价值纳入旨在减少贫穷的规划过程和战略，二

是将自然资本纳入国民核算。尽管各国之间仍存在巨

大差异，但是国际行动正致力于缩小这些差距。

在某项研究审阅的54份减贫战略中，近三分之一

（30%）高度认可了生物多样性对发展战略的重要¹⁷
性。另一项研究显示，约一半的受调查国家实行了环

境经济核算制度；该制度框架旨在整合有关环境及其

与经济的关系的数据¹⁸。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将自

然资本纳入其核算制度，包括世界银行《财富核算和

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伙伴计划》的八个成员国（见文本

框2.1)¹⁹。但是，大多数认可生物多样性的货币价值的

研究（88%）都是在高收入或中上等收入国家进行的²⁰。

在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新版国家报告中，约

70%包含了关于此目标实现进展的信息。这些信息包

括在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土地利

用和空间规划的政策以及地方的发展和减贫计划。相

比而言，对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民核算和报告制度

的关注比较少。文本框2.2展示了肯尼亚核算其森林提

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方式。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第四版《展望》得出以下结论：

尽管在实现目标2各要素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想

在2020年的最后期限之前实现目标仍需采取更多行动。

文本框2.1. 世界银行《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伙伴计划》

世界银行于2010年制定了《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伙伴计划》。它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将自

然资源纳入发展规划和国家经济核算，推进可持续发展”。《伙伴计划》帮助各国采纳和实行“环境

经济核算系统中央框架”，进而制定生态系统核算方法。截至2014年，已有八个国家在《伙伴计划》

的支持下设立了自然资本核算。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是第一批加

入《伙伴计划》的国家，它们将自然资本核算制度应用于特定部门和经济指标（见表2.1）²¹。在2013
年，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加入了《伙伴计划》。

表2.1 《伙伴计划》成员国设立的账户

国家 核算内容 进展

博茨瓦纳 水，土地和生态系统，矿产，能源以及可持续

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

2010-2011年和2011-2012年的详细水账户

哥伦比亚 水和森林 设立了水和森林的核算

哥斯达黎加 水和森林 为水和森林的核算建立了技术工作组

马达加斯加 矿业，水和森林/保护区和沿海地区

菲律宾 水，矿产，红树林，土地和生态系统（在两个

指定地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

土地覆盖的变化模型（在两个指定地点），

水的供应和使用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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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关键行动

根据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2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

标的实现：

 • 评估政府现有的和规划中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

并确认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机遇和选择

 • 广泛分享有关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的

信息，从而使各部门的决策更好地体现生物多样性

（目标19）

 • 进一步收集环境数据，并建立环境经济核算，包括

进一步开发和维护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自然资源储备

的国家核算（如森林和水），在合适的领域内将这些

自然资源储备纳入国家财政账户（目标5）

 • 在空间规划和资源管理活动中体现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如制作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地

图（目标5，6和7）

 •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环境评估过程，并更广泛地使

用战略性的环境评估（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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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2.2. 肯尼亚的森林核算²²

肯尼亚设立森林核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收集以下方面的信息：

 • 森林产品在制造部门发生的增值

 • 对维生经济（又称“非货币经济”）的商品（木材和非木材）供给

 • 为肯尼亚的居民和游客提供的一系列文化服务

 • 森林提供的一系列调节生态过程的生态系统服务

初步评估得出以下结论：林业部门价值链对于肯尼亚经济的价值至少是肯尼亚国家统计局当前预估值

的三倍，约占国民经济的3.6%。由于一些生态系统服务未被考虑在内，该价值很有可能被低估了。

林业核算活动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政策建议，包括：

 • 减少生态系统服务尤其是调节服务的丧失，否则，遭受的损失是砍伐森林所得的实际现金收益的4.2倍

 • 确保肯尼亚拥有一个全面运作的森林资源核算，以全面获取有关森林提供的多种惠益的信息

 • 鼓励对林业部门的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锯材和木炭的生产效率

 • 在收获期后进行充分的更新，并提高人工林的长期增长率，同时更好地协调森林产品的管控机构，

生产者和消费者。

 • 将一些激励措施和手段的使用纳入主流，例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以及交易和保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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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激励措施

目标 3

最迟到2020年，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良危害

生物多样性的激励措施（包括补贴），以尽

量减少或避免不利影响。制定和实施有利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激励措

施；这些措施基于对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考

量，且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相关的

国际条约协调一致。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小到个人，大到大型企业，由政府法规和计

划产生的激励措施都对他们有关生物多样性

的行为造成了影响。一个精心设计的积极激

励措施系统能够鼓励人们更好地管理土地，

内陆水体和海洋。与之相反，最好的保护政

策也可能因为鼓励过度开采资源的激励措施

而失效。改良这些激励措施对于解决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良危害生物多
样性的激励措施（包括补贴），以
尽量减少或避免不利影响

2

目标

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激励措施

3

目标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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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激励措施有很多形式，但是全球范

围内关于非经济激励措施的信息相当有限。因此，对

于此目标实现进展的评估主要聚焦于与经济激励措施

相关的趋势，包括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以及奖励

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行为的积极激励措施。

对渔业部门的补贴（尤其是与燃料使用有关的补贴）

鼓励了过度捕捞。如果不改革，逐步淘汰或摒弃这种

补贴，它将导致海洋鱼类数量的持续减少和生态系统

的恶化。渔业补贴也造成了贸易的扭曲发展，危及了

诸如非洲的一些低补贴地区的人类生计²³。摒弃或改良

有害的渔业补贴每年将为人类省下数十亿美元，也将

增加长期的渔获数量和价值²⁴。

一些证据表明，原先旨在支持生产的农业补贴，正逐

渐转向奖励保护环境的农耕做法（见图3.1）²⁵。但是，

在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过程中，农业环境计划

并非一直有效²⁶。在过去的十年中，旨在推广生物燃料

使用的补贴促使生物乙醇的产量翻了四倍，生物柴油

的产量翻了十倍，但是这种补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

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见文本框3.1）²⁷。

“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降

排）²⁸气候变化缓解机制中的部分举措有望为生物多

样性带来大量惠益，并为实现“爱知目标”的若干小

目标做出贡献。但是，如果碳固存的最大化建立在牺

牲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这些举措可能会产生不良影

响（见文本框3.2）²⁹。

在提交给《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新国家报告中，没

有足够证据显示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补贴将被取消。这

些国家报告将更多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激励措施上，例如为签订正式保

护土地的合同协议的土地所有者提供税收激励（南

非），为捐赠土地作为保护区的土地所有者提供税

收优惠（加拿大）以及为制定当地生物多样性战略的

市政当局提供支持（日本）。文本框3.3中展示了印度

的一个事例，该事例中价格激励因素被用来鼓励更可

持续的化肥使用。

总而言之，此目标的实现进展喜忧参半。尽管人们逐

渐认识到取消有害补贴的必要性，逐步淘汰这些补贴

的举措却相当有限；这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设

立了更多有害的补贴。制定和应用积极激励措施是正

确的举措，对于保护环境的农业做法来说尤其如此；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项举措并不足以确

保在2020年前实现该目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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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绿箱花费”直至2020年的统计推

断。“绿箱”是指包括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计划在内的不会造成

贸易扭曲且不包含价格支持的农业补贴。推断假定基本过程保持

恒定。黑色实线代表模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及推断，黑

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表95%置信区间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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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3.1. 生物燃料产量的增长

生物能源补贴旨在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推动了生物燃料产量的快速增长（见图3.2）³¹。应取消

或改革这种补贴，从而使其充分考虑生物燃料作物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土地用途改变和生物多样性的

全面影响。这项举措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避免补贴政策产生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

文本框3.2.“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降排+）和生物多样性³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2007年建立了“降排+”机制，并于2013年确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其研

究范围包括减少毁林所致的排放量，减少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量，保护森林碳储存，可持续管理森林

以及增加森林碳储存。

为促进“降排+”的实施，包括“联合国-降排”倡议在内的若干倡议得以设立。截至2011年底，对实

施“联合国-降排”计划的国家的支持总计达1.081亿美元。截至2014年，18个国家成为了“联合国-降

排”的合作伙伴，并得到“联合国-降排”对国家计划的支持，另有31个国家也得到了支持。2011-

2015年间，“联合国-降排”计划旨在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其各自的“降排+”战略，从而加快它们对

于“降排+”的准备。“可持续森林景观的生物碳基金倡议”于2013年在华沙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9次会议上设立；挪威，英国，美国和德国作出了资金承诺。该倡议第一年的

资金将超过2.8亿美元。

“降排+”缓解机制既为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风险。机遇包括减缓生境丧失（目标5）和恢

复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目标15），风险则包括改变诸如稀疏草原和其他草原的生态系统的用途，在

造林或重新造林过程中引入非本土物种或建立低生物多样性的森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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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根据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效

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于加快

目标3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开展适当的国家性和地区性的分析研究，以确定

需要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良的激励措施（包括补贴）

，同时确定合适的时机以推进积极激励措施的设计和

实施（目标2）

 • 制定政策计划和执行时间表，包括一系列按优先

级排列的措施，旨在最终取消，逐步淘汰或改良诸

如补贴的有害激励措施，并推广或加强有利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积极刺激措施（目标17）

 • 一旦确定需要摒弃，逐步淘汰或改良的激励措施和

补贴，即采取及时的政策行动（目标6和7）

 • 更好地利用社会激励措施（例如，为有利于生物

多样性的行为设立奖励或嘉奖计划）

 • 更好地整合农业环境方案和其他政策手段，使其更

具针对性，以实现期望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目标4和7）

文本框3.3. 印度的化肥补贴改革

印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鼓励化肥的均衡利用，

以维护土壤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保持和提高农

业生产率。在近期实行的化肥定价改革中，钾

盐和磷酸盐的定价被放宽，而尿素的价格则上

升了10%。此举旨在鼓励钾盐，磷酸盐和微量

营养素化肥的使用，同时减少对环境更具破坏

性的尿素的使用³³。



战略目标A44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各级政府，企业和有关利益相关
方采取措施实现或实施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计划

3

目标

将由于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影响
控制在生态安全范围之内

2

目标

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目标 4

最迟到2020年，各级政府，企业和有关利益

相关方采取措施实现或实施可持续生产和消

费计划，并已将由于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

影响控制在生态安全范围之内。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生物多样性之所以面临各种直接压力，其背后

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的需求，

而这些需求是由我们当前生产和消费商品和

服务的模式带来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

资源消耗的增加，生物多样性面临的这些压

力只会继续增加，除非人们下定决心采取措

施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为了将

使用自然资源的影响控制在生态安全范围之

内，必须采取行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

限制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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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尽管在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正在提高，这种进步却被我们大幅提高的整体消费水

平所抵消。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资源使用的强

度预计将在短期内进一步下降；换言之，从单位产量

来看，使用更少的资源能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³⁴。图

4.1显示，在最近几十年，除了在利用水资源方面，人

均自然资源消耗和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变得更有效率。

即便如此，如果保持当前的消费模式，想要在2020年

之前将生态系统维持在生态安全范围之内是不可能的。

直到2020年，资源使用的绝对总量预计将持续增加。人

类目前占有全球30%到40%的植物总产量，这个数据是

一个世纪前的两倍多³⁵。人类社会的生态足迹正持续增

长³⁶，清洁水源的消耗量也在以不可持续的形式增长。

城市人口贡献了全球生态足迹的很大一部分，而这个

比例预计将进一步提高。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

城市，他们消耗的资源量约占全球资源消耗总量的四

分之三。到2050年，城市人口预计将翻倍，新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产生巨大的资源需求，因此地方政

府和城市居民做出的决策将对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目标

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见文本框4.1）。

图4.1. 这些图表显示，虽然从人均消耗资源和单位产值消耗资源

来看，多数情况下资源使用的强度正在降低（即资源使用的效率

正在提高），但资源使用的所有指标的绝对值都在增长。水资源

使用的绝对总量和强度都在增长。图表 A 对当前人口，国内生

产总值，生态足迹（包括和不包括碳足迹），水足迹和净初级生

产量的人类占用的发展趋势的推断；B 对以下方面当前发展趋势

的推断：国内生产总值（副轴），生态足迹（包括和不包括碳足

迹），水足迹和净初级生产量的人类占用的人均值；C 对以下方

面当前发展趋势的推断：生态足迹（包括和不包括碳足迹），水

足迹和净初级生产量的人类占用的资源使用强度（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的资源使用）³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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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

方案框架”近期获得通过，这有望加快实现此目标的

进程³⁷。此外，约70%的国家在它们的第五次国家报告

中提供了有关实现此目标进展的信息。总体而言，已

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于为促进可持续生产创造有利环

境。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制定有关环境影响评估的法

律（蒙古），设立关于旅游业的“绿色费用”（帕

劳）以及为各部门制定指导方针（比利时，日本，南

非，乌干达）。只有少数国家提到了以下两方面的进

展或行动：一是将使用自然资源的影响控制在生态安

全范围之内，二是与消费有关的议题。

第四版《展望》显示，由于若干地区正采取措施和实

施计划以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此目标的实现

已取得了部分进展（见文本框4.2和目标7下的认证方

案），但是进展的速度不足以在2020年之前实现该目

标要素。然后，目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关于实现将

使用自然资源的影响控制在生态安全范围内的目标，

我们正在偏离正确的方向，尤其在水资源利用方面。

文本框4.1. 城市和生物多样性

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从2007年开始，全球的大多数人口居住

在城市⁴³，城市居民消耗的资源量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⁴⁴。仅仅世界“600大”城市就贡献了全球超

过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它们在全球生产中的统治地位预计将继续提高⁴⁵。全球城市人口预计将从2010
年的35亿增加到2050年的63亿⁴⁶。这种史无前例的人口膨胀将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

超过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两倍；为满足这种需求，我们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等同于过去4,000年的建设总量

⁴⁷。鉴于此，越来越多的组织，政府和其他机构认识到，城市化的模式将决定城市和全球的可持续性⁴⁸。

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机遇。城市拥有全球大多数的财富，知识

机构，通信网络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沟通。这些因素使城市政府能够实现迅速的转变。地方政府的环

境影响评估和其他相似研究经常能得出高精度数据，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最为严重的地区的数据。

诸如圣保罗州，市政府的一些地方政府已将各自的生态足迹加以量化，以确定该地区对全球环境的影

响并制定降低影响的措施⁴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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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效

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于加快

目标4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巩固企业和行业协会，民间社会和政府机构之间

负责任的，透明的伙伴关系，以加强解决生物多样

性问题的举措；

 • 制定激励因素，法规和指导方针以鼓励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的商业发展（目标3）³⁹

 • 通过提高对环境影响的认识（目标1），加强需

求方的行动⁴⁰；

 • 鼓励企业和地方当局统计并公布其对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足迹），使其确定降低影响的优先措施；

 • 制定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目标的可持续的

政府采购政策；

 • 制定各部门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计划（目标6
和7）⁴¹；

 • 收集更多数据并设定协调一致的指标，以衡量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政策的有效性和掌握这些政策的实施进

展（目标19）⁴²；以及

 • 鼓励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企业的可持续计划。

文本框4.2. 欧盟“可持续木材行动方案”

《欧盟木材法规》规定，自2013年3月开始，欧

盟国家进口其他任何地区非法采伐的木材的行

为将属违法。“可持续木材行动方案”旨在通

过公共采购行为提高欧洲人民对于以下问题的

认识：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引发的人类

和环境问题，以及森林产品不可持续的消费和

生产对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依赖森林维

生的人群的影响。“可持续木材行动方案”已

开发了一个可持续木材采购的工具包，并促成

了“欧盟可持续热带木材联盟”的建立。该联

盟由欧洲的各国政府组成，这些政府旨在通过公

共采购行为促进可持续热带木材市场的发展⁵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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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B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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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驱动因素或压力被减少或消除之后，才有可能减少或终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第

四版《展望》显示，在减少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直接压力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在若干热带地区，

降低高毁林速度的工作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但是，全球的生境仍在遭到毁灭，退化和支离破碎。尽

管越来越多的渔业正向更可持续的管理模式转变，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渔业，过度捕捞仍然是海洋生态系

统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一些地区在限制过度使用养分造成的污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发展中世

界的部分地区日益严重的养分污染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尽管在确定外来入侵物种及其传播途径方面取

得了重要进展，但迄今为止这些进展并没有帮助减少入侵物种的实际数量。此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小目标，

即减少珊瑚礁面临的多重压力，已经确定在2015年的最后期限之前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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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丧失减半或减少

到2020年，包括森林在内的所有自然生境的

丧失速度至少降低一半，可能的话，降低至

零；自然生境的退化和支离破碎显著减少。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自然生境的毁灭和退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最重要的驱动因素⁵¹。经济，人口和社会压力

可能导致生境的持续转变，而降低生境丧失

的速度对于《战略计划》的实施具有重大意

义。预防生境的进一步支离破碎一方面有助

于防止物种种群的隔离，另一方面能为景区

和水生环境之间的物种迁徙创造有利条件。

这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尤其重要。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森林消失速度至少降低一半，可能
的话，降低至零

3

目标

所有生境的丧失程度至少降低
一半，可能的话，降低至零

2

目标

生境的退化和支离破碎显著减少
1

目标

目标 5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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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全球的毁林速度正在降低，但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

高值。受到一系列针对毁林的多重驱动因素的政策

的影响（见文本框5.1），在诸如巴西亚马逊的一些

地区，森林生境的丧失趋势在近年来显著放缓。在

一些地区，森林面积显著增长，在中国和越南的增长

率尤为突出⁵²。但是，其他许多热带地区的毁林现象

仍在增加⁵³。东南亚地区毁林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规

模的农用工业，尤其是油棕榈种植园；但在其他地

区，毁林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

以满足当地的粮食生产⁵⁴。

仅有的少量有关陆地生境的数据显示，草原和稀疏草

原被持续大规模地转变，以满足集约化农业及其他用

途⁵⁵。尽管当前没有国际统一的测量沿海和淡水湿地面

积的标准，但大多数相关研究显示，全球湿地面积正

在高速缩减⁵⁶。在最近几十年，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

态的土地总面积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当前的趋势

延续下去，该面积将在2020年前进一步下降⁵⁷。由于

水产养殖，土地开垦和城市发展等活动，诸如红树林

的沿海生境正在持续丧失；但是，由于数据经常发生

变化，全球的发展趋势仍难以确定⁵⁸。

包括森林，草原，湿地和河流系统在内的各类生境将

持续支离破碎和退化（见图5.1）⁵⁹。尽管目前没有全

球范围内的生境退化数据，但自1980年以来，主要生

活在诸如北美洲和欧洲的草原和森林的生境中的野生

鸟类数量减少了约五分之一，这显示了生境的长期退

化⁶⁰。基于当前趋势的推断显示，这种下降趋势将会持

续，但到2020年速度将减慢⁶¹。尽管有趋势显示一些

工业化国家正在拆除小型水坝，但在南美洲，亚洲和

非洲，建造大型水坝的速度正在迅速提高，这使淡水

生境面临进一步支离破碎的危险⁶²。

大多数国家已设立了有关生境丧失的国家目标，但只

有少数国家明确说明了降低生境丧失的规模。第四版

《展望》分析的国家报告中约60%显示，在减少生境丧

失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与之相比，有关旨在减少

生境支离破碎和退化的国家行动的信息略显不足⁶³。

总而言之，第四版《展望》显示，在一些地区的热带

森林，此目标的实现进展相当有限。尽管若干种生态

系统的相关数据仍显不足，但已掌握的各项指标表明，

全球不同地区和不同生物群落呈现的图景大相径庭。

生境丧失减半或减少

图5.1. 全球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程度⁶⁹。
完好林是指面积超过50,000公顷的未断

裂的自然生态系统。受控林是指被道路

割裂的森林和（或）用于木材生产的森

林。退化或部分滥伐林是指树冠层密度

显著减少的景观。滥伐林是指之前的森

林景观转化为非森林。 

Figure

Forest status

完好林

受控林  

退化或部分滥伐林

滥伐林

森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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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5.1. 减少生境丧失的途径

在20世纪末到2004年之间，巴西亚马逊和大西洋森林的毁林速度非常高，且逐年迅速提高。但是，由于采

取了一系列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行动，毁林速度已被显著降低（见图5.2）。

巴西亚马逊毁林现象的迅速减少依靠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公共和私人政策倡议，这些倡议由2004年出

台的“预防和控制亚马逊地区毁林的行动计划”统一协调71。该“行动计划”是一项由总统办公室统筹

的跨部门倡议，包括一系列有关“爱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行动，具体行动如下：

•• 监测土地覆盖（目标19），包括近实时的低分辨率监测和每年一次的高分辨率卫星监测；并将监

测信息予以公示

•• 巴西环境机构开展强制执法行动以打击非法毁林和伐木，并依据近实时监测的数据采取干预措施。

为将毁林现象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商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实施了计划

•• 利用激励因素（目标3），例如对毁林速度最快的农村土地所有者，限制其信贷额

•• 扩大保护区，并为土著保护区划界72,73（目标11和18）。约40%的自然植被依法受到公园和土著保

护区的保护。从2002年到2009年，“巴西亚马逊保护区”网络增长了60%。这些新保护区中的很大一

部分被设立在土地冲突严重的地区，它们一方面充当了抵挡毁林现象的绿色屏障，另一面则成为了保

护区的新范例74。

此外，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的提高（目标1），非政府组织和商界的倡议已暂停了近期

开垦的土地上的大豆和肉类生产。检察官也开展行动，要求业界将毁林者驱逐出供应链（目标4）。

控制毁林现象和恢复森林的行动都在《本土植被保护法》，其前身是《巴西森林准则》，的框架之内

进行。《本土植被保护法》旨在养护敏感地区（如河流沿岸，山顶和斜坡），以及保护自然植被中的

一部分私人财产。

图5.2.•巴西主要生物群落的毁林趋势。由于近期的工作，亚马逊森林2013年的毁林面积相比于1996-2005年期间年均1.96万平方公里的历

史基准线下降了70%。塞拉多的毁林面积仍居高不下。大西洋森林的毁林面积呈平稳下降趋势，只在2013年出现小幅增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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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5.1. 减少生境丧失的途径

在20世纪末到2004年之间，巴西亚马逊和大西洋森林的毁林速度非常高，且逐年迅速提高。但是，由于采

取了一系列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行动，毁林速度已被显著降低（见图5.2）。

巴西亚马逊毁林现象的迅速减少依靠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公共和私人政策倡议，这些倡议由2004年出

台的“预防和控制亚马逊地区毁林的行动计划”统一协调⁷¹。该“行动计划”是一项由总统办公室统筹

的跨部门倡议，包括一系列有关“爱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行动，具体行动如下：

 • 监测土地覆盖（目标19），包括近实时的低分辨率监测和每年一次的高分辨率卫星监测；并将监

测信息予以公示

 • 巴西环境机构开展强制执法行动以打击非法毁林和伐木，并依据近实时监测的数据采取干预措施。

为将毁林现象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商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实施了计划

 • 利用激励因素（目标3），例如对毁林速度最快的农村土地所有者，限制其信贷额

 • 扩大保护区，并为土著保护区划界⁷²⁷³（目标11和18）。约40%的自然植被依法受到公园和土著保

护区的保护。从2002年到2009年，“巴西亚马逊保护区”网络增长了60%。这些新保护区中的很大一

部分被设立在土地冲突严重的地区，它们一方面充当了抵挡毁林现象的绿色屏障，另一面则成为了保

护区的新范例⁷⁴。

此外，随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的提高（目标1），非政府组织和商界的倡议已暂停了近期

开垦的土地上的大豆和肉类生产。检察官也开展行动，要求业界将毁林者驱逐出供应链（目标4）。

控制毁林现象和恢复森林的行动都在《本土植被保护法》，其前身是《巴西森林准则》，的框架之内

进行。《本土植被保护法》旨在养护敏感地区（如河流沿岸，山顶和斜坡），以及保护自然植被中的

一部分私人财产。

通过综合采取这些措施，巴西政府得以同时解决生境丧失的根本和直接致因，并带来积极的改

变。但是，尽管在巴西亚马逊和大西洋森林地区减少毁林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人们仍然面临一些

挑战，如平衡扩大农业生产与强制实行森林保护这两种彼此竞争的需求。这些问题在塞拉多生

物群落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亚马逊和大西洋森林不同，该地区的毁林速度仍然居高不下⁷⁵。塞拉

多地区超过50%的生物群落出现了植被转变的现象，转变速度达每年5,000平方公里（2003-2013
年的年平均值）⁷⁶。但是调查显示，在充分考虑森林恢复的基础上，如果巴西现有的农业和畜牧

业用地的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这些土地足以承载农业产量的预期增长⁷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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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效

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于加快

目标5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在国家一级确定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的生境丧失现

象的直接或间接致因，为制定旨在减少生境丧失的政

策和措施提供信息；

 • 为土地利用或空间规划建立明确的法律或政策框

架，该框架应反映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目标2）；

 • 将现有的激励因素与有关土地利用和空间规划的国

家目标相匹配；使用更进一步的激励因素以减少生境

丧失，退化和支离破碎，这些因素可酌情包括：为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以及“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

化所致排放量”机制（目标3）⁶⁴；

 • 在土地使用或空间规划的框架内，促进现有农业土

地和牧场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或集约化，同时节制肉

类的消费和减少粮食系统的浪费，从而降低对转变自

然生境用途的需求（目标7）⁶⁵；

 •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土地所有者，其他利益相关方

和公众合作，并支持它们参与以下方面的活动：保护

生物多样性；减少非法的和计划之外的土地用途改变；

避免获取由非法来源商品制成的产品和非法开垦土地

生产的产品，包括解决商品供应链的相关问题（目标

1，4和18）⁶⁶；

 • 建设高效管理的保护区网络并制定其他地区性的

保护措施；此举被认为是保护森林以及其他生境的

最有效手段之一（目标11）⁶⁷；

 • 监督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包括：在可能的情况

下实施近实时监测，为强制措施提供信息；定期对土

地用途和土地覆盖的改变进行综合评估（目标19）；

 • 依据与生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实施执法活

动⁶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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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管理水生物资源

到2020年，采取生态系统办法，可持续，合

法地管理和获取各种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水

生植物，以实现如下目标：避免过度捕捞，

针对所有遗存物种采取恢复计划和措施，确

保渔业不会对濒危物种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以及确保渔业对种群，物

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在生态安全范围之内。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对鱼类及其他海洋和内陆水体生物的过度捕

捞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巨大压力。不可持续

的捕捞不仅危及海洋和内陆水体的生物多样

性，也威胁到捕渔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依赖

海洋和内陆水体资源维生的数百万人的生

计。因此，在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发

现和运用管理方法以实现以下两个目标：避

免不可持续的捕捞做法以及为种群恢复创造

有利环境。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采取生态系统办法，可持续，合
法地管理和获取鱼类，无脊椎动
物和水生植物

3

目标

针对所有遗存物种采取恢复计划
和措施

3

目标

确保渔业不会对濒危物种和脆弱的
生态系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

目标

确保渔业对种群，物种和生态系
统的影响在生态安全范围之内，
即避免过度捕捞

2

目标

目标 6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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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管理和捕捞水生无脊椎动物和

植物的信息相对较少，而有关内陆水体渔业的国际

统一的信息也相对不足。因此，这份评估主要侧重

于海洋渔业。

过度捕捞仍是一个主要问题，约30%的鱼群被界定为

受到过度捕捞的鱼群。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

据，与2008年的数据（32.5%“受到过度捕捞”）相

比，2011年的数据（28.8%“受到过度捕捞”）显示

了小幅改观（见图6.1）⁷⁸。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将

捕捞量控制在生态可持续范围内的渔业呈现整体下

降的趋势（见图6.1和6.2）。

尽管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海洋渔业现

状和发展趋势的评估，但是它们的整体结论基本相

似。例如，Worm等人的研究（2009年）显示，在受

评估的166个鱼群中（其中大多数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发达国家渔场), 63% 的生物量水平低于实现“最大可

持续捕获量”所需的水平⁷⁹。但是研究发现，如果捕

捞率被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些鱼群有望得到恢复；然

而复原工作仍未引起生物量的整体恢复或扭转若干鱼

群濒临灭绝的总体趋势。Branch等人的研究（2011年）

显示，28-33%的受评估鱼群受到过度捕捞，其中包括

7-13%的正在急剧减少的鱼群。他们的研究也显示，近

年来受到过度捕捞或急剧减少的鱼群所占的比例基本

保持稳定，而针对这些渔场的复原工作使得捕捞率有

所降低⁸⁰。在近期一项针对超过1,793个以前从未评估

的渔场的研究中，Costello等人发现64%的渔场的鱼群

生物量低于实现“最大可持续捕获量”所需的生物量，

其中包括18%的已崩溃的渔场。尽管所有被研究的鱼

群都呈现出衰减的趋势，但其中64% 可以通过复原工

作增加其可持续的渔获量⁸¹。

持续的过度捕捞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

造成了若干物种的急剧减少和区域性灭绝，并使食

肉鱼类的总生物量在1970到2000年之间下降了一半

以上（52%）⁸²。在脆弱生境采用的毁灭性捕捞方式

（包括炸药捕鱼和海底拖网）持续损害着珊瑚礁，海

草，冷水珊瑚和海绵床⁸³。无选择性的捕捞工具导致

大量非目标物种（即附带渔获物）被捕获，约占全球

捕获总量的40%；每年有超过600,000只海洋哺乳动物

和85,000只海龟被捕获，这对诸如海鸟等若干物种的

保护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⁸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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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974-2011年世界海洋鱼类

种群全球趋势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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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一些捕捞率显著降低的地区，

遗存鱼群数量有所回升，例如在大西洋东北部地区

（见文本框6.1，图6.4）。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对可

持续管理的渔场实行认证制度。在2008年至2013年

期间，由海洋管理理事会认证的渔场数量增长了四

倍以上，这些渔场目前约占世界野生渔场的9%80。但

是，由海洋管理理事会认证的渔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

家（见图6.3）。

诸如“个别可转让配额”的管理制度使捕渔企业与鱼

群的长期健康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利害关系，进而能有

效地改善捕捞活动；但在设计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必须

保持谨慎，以免产生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⁸⁶。地方社

区参与的渔场共同管理使渔业法规获得合法性，并

能够带来更好的成果（见文本框6.2），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的小型渔场。

在制定全球政策和旨在改善渔场的指导方针方面，过

去十年在全球一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有关这些

政策实施进展的全面信息相当不足。例如，联合国大

会第61/105和64/72号决议规定，在公海开展捕捞活动

的国家应采取具体措施以避免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⁸⁷⁸⁸。有关可持续渔业的指导方针

包括：粮农组织《负责任捕捞活动行为守则》，粮农

组织《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⁸⁹⁹⁰以及于

2013年最新修订的“欧盟共同渔业政策”⁹¹。若干区

域性的渔业管理机构已采取措施解决附带渔获物和丢

弃物的问题，但在这些地区的普遍性进展仍显不足⁹²。

《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提交的最新报告介绍了

以下形式的国家行动：定期的淡水禁渔令（中国和

蒙古），渔业管理计划（纽埃）和可持续海产食品倡

议（南非）。这些报告中约60%显示，此目标的实现

已取得了一些进展⁹³。

总而言之，基于目前的趋势，尽管无法描绘准确的预

测轨迹，但至少到2020年，处于生态安全范围之内的

鱼群比例预计将略有下降。虽然一些地区在可持续管

理和种群恢复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全球范围内不

可持续的捕捞做法掩盖了这些进展。如果要实现此目

标，人们必须对当前的政策和捕捞做法做出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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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基于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生态安全范围内的鱼群比例，

以及到2020年的推断，假定基本过程保持恒定。黑色实线代表模

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及推断，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

表95%置信区间。⁹⁶

图6.3. 由海洋管理理事会认证的渔场的变化趋势。经认证渔获量出

现大幅增加，约10%的渔场经过海洋管理理事会认证。¹⁰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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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6.1. 大西洋东北部地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措施⁹⁷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率先开始发展工业化

渔业。因此，到20世纪后期，不列颠群岛周围

的渔场已被严重过度捕捞。但是，在整个大西

洋东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正有所改观；其中也

包括英国周边地区，自1990年开始该地区受到

可持续捕捞且具有完全再生能力的鱼群比例呈

现出增长趋势（见图6.4）。这项可持续性的指

标在2011年达到最高值：在15个能从鱼群评估

报告中得到其准确时间序列数据的鱼群中，有

47%达到了标准。这些指标鱼群中大多数的捕

捞率被控制在“长期最大可持续捕获量”所允

许的最高捕获率以下。在应用了基于“最大可

持续捕获量”原则的长期管理计划的鱼群中，

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惠益正在显现出来。例如，

在北海地区，目前黑线鳕，鲱鱼和挪威龙虾的

捕捞活动为渔民和沿海社区带来了更多的渔获

量和收入。新修订的“欧盟共同渔业政策”自2014年1月起生效，该政策规定了各方受法律约束的可持

续捕捞义务，目标是在2015年前在可能的地区实现“最大可持续捕获量”，并最晚到2020年全面实现此

目标；受此政策的影响，被可持续捕捞的鱼群比例可能进一步提高。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

的负面影响以及增强海洋生态系统和渔民社区的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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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90-2011年英国被可持续捕捞且具有完全再生能

力的鱼群百分比。⁹⁵



战略目标B60

 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

效的，且有助于加快目标6的实现进度；如果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它们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推动和促进渔民社区和保护鱼群的社区以及相关国

家机构和协会之间的对话，合作与信息交流；

 • 更好地利用创新性的渔业管理制度，如社区共同管

理制度，使渔民，地方社区与鱼群的长期健康之间建

立更紧密的利害关系（目标18）

 • 摒弃，改革或逐步淘汰鼓励过量捕捞的补贴（目

标3）

 • 在每个国家加强法规的监督和实施，以防止旗船

进行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捕捞活动

 • 逐步淘汰对海床或非目标物种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的捕捞做法和工具（目标5和12）

 • 进一步建设海洋保护区网络和制定其他有效的地区

性保护措施，包括保护对渔业尤为重要的地区，如产

卵场和脆弱区域（目标10和11）

文本框6.2. 社区对渔场的治理和管控

为了使渔业法规获得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遵从，它们的合法性必须得到利益相关方的认可。而使它们

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包括将治理权下放给土著和地方社区，合作治理和共同管理；这些举措已经带来了

可喜的渔业管理成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小型渔场。例如，通过南太平洋地区数百个“由地方管

理的海域”组成的网络以及在马达加斯加，肯尼亚，西班牙和日本等地区实施的类似倡议，沿海社区

证明了它们有能力负责任地管理海洋生态系统。⁹⁸ 这些倡议也有助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

若干小目标，包括目标11和18。

如下的社区渔业管理实例发生在塞内加尔卡萨芒斯河河口的一个社区保护区⁹⁹。一个由八个村落的渔民

组成的协会建立了一个名为 “Kawawana” 的保护区（“Kawawana” 是朱拉语 “Kapooye Wafolal Wata Nanang”
的缩写，意思是 “我们的遗产，由我们共同保护”）。建立该保护区的目的在于提高当地渔获的数量和质

量。渔民划分了传统的捕捞区域，并制定了区域划分制度，管理计划，监督制度和治理结构；这些举措

都综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元素。例如，监督制度既包括放置神像，也包括针对违规者的巡逻（可依法没收

其船只和工具）。在市政府和地区政府的同意下，“Kawawana” 保护区已经运行了约5年，且它的运行完

全依赖于志愿工作。它取得的成果包括：鱼群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例如，二十种沿海鱼类，稀有的

驼背海豚和海牛），村落之间的团结得到加强，当地的饮食习惯得到优化，收入得到提高。区域划分制

度包括一个与古代圣地相重合的严格禁捕区，一个开放给使用无引擎船只作业的捕捞者的可持续捕捞区

以及一个仅开放给使用独木舟作业的当地居民的可持续捕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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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

到2020年，可持续性地管理农业区，水产养殖

区和林区，确保保持生物多样性。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对粮食，纤维和燃料与日俱增的需求正给我们

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施加越来越大的压

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农业，水产养殖业和

林业的关键部门需要采取合适的做法，以尽量

减少负面影响，并在长期内使它们的活动更具

可持续性。人们也需要通过利用科技的革新和

进步，降低生产活动的环境影响。此目标促使

政府和商界明确可持续的做法，并尽可能广泛

地采用这些做法。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可持续性地管理农业区，确保保
持生物多样性

3

目标

可持续性地管理水产养殖区，确
保保持生物多样性

3

目标

可持续性地管理林区，确保保持
生物多样性

3

目标

目标 7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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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农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中不可持续的做法导致严重

的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¹⁰¹。这对国际社

会构成了巨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找到方法满足对资

源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避免负面的环境影响。

在农业中，化肥的养分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仍很严重，

但在一些地区渐趋稳定（见目标8）。农田生物多样性

的各项指标（如欧洲农田鸟类种群的状况）持续下降，

但是预测显示，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减缓（见图7.1）。

农业认证制度（例如有机农业和保护性农业）覆盖

的区域正在扩大，但仍然只覆盖了一小部分农业用

地（见图7.2）¹⁰²。在认证制度标准下可持续管理的

森林面积持续增长，但仍然集中在温带和寒带地区

（见图7.3）¹⁰³。

水产养殖业正在迅速扩张，并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影响，

其中一小部分正逐渐采用可持续标准，且这个比例正

在上升（见文本框7.1）。¹⁰⁴

尽管第四版《展望》审阅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中大多数都包含了有关农业/林业可持续管理的

目标或承诺，但其中只有少数是量化的目标¹⁰⁵。60%

的第五次国家报告显示，此目标的实现已取得了一些

进展。各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包括：增加对认证制度的

支持（日本和缅甸），制定和支持参与性森林资源管

理制度（尼泊尔）以及推广可持续的农业做法和有机

农业（纽埃）¹⁰⁶。

情景分析（见第三部分）和大量研究¹⁰⁷表明，在实现

缓解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同时，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实现粮食安全是切实可行的。

总而言之，第四版《展望》显示，在农业区，水产养

殖区和林区采用可持续管理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在当前的趋势下，进展速度并不足以在2020
年之前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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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欧洲普通农田鸟类“野鸟指数” 1980-2011年的变化趋势和

2011-2020年的数据推断，假定基本过程恒定。此图显示，这些鸟

类种群的状况将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可能会放缓。黑色实线表

示模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和推断，黑点表示数据点，阴

影代表95%置信区间¹⁰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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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

效的，且有助于加快目标7的实现进度；如果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它们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提高农业的效率，实现途径包括：提高化肥，农

药，水资源利用的针对性和效率（目标8）；利用多

种多样的适应力强的作物品种（目标13）；更好地

利用和恢复景观水平的生态过程，以替代化肥使用

和减少耗水量（“生态强化”）（目标5，14和15）

 • 减少生产和消费各阶段的浪费，包括减少收获后

的损失和尽量减少食物浪费（目标4）¹¹²

 • 提倡可持续的饮食习惯（摄入适量热量和营养素）

，如通过提倡可持续的饮食文化（目标4）

 •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认证制度批准可持续生产的商

品，并进一步制定新的认证制度以填补目前的空缺¹¹³

 • 通过教育等手段支持习惯性可持续利用，并视情

况将管理土地的权利和责任委托给土著和地方社区

（目标18）

 • 加强当地农民和渔民对生物多样性和他们赖以开展

农业生产的生态系统的现状的认识，并促使他们参与

规划过程（目标1）

 • 促进综合景观水平规划，在规划中充分考虑生物多

样性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作用，包括一些有助

于农业生产的服务，如授粉，防治害虫，提供水源和

控制水土流失。（目标5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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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寒带，温带和热带地区在森林管理理事会和“承认森林认证

制度计划”管辖下的林区总面积¹¹¹。
图7.2. A 有机生产¹⁰⁹和 B 保护性农业¹¹⁰的农业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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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7.1 尽量减少水产养殖业的负面影响¹¹⁴

水产养殖业指养殖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的生产事业。在未来数十年，它在粮食产量中的占比预计将逐渐

提高。如下的可持续性指南方针能够显著减少水产养殖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包括：

 • 优先考虑养殖本土物种，以避免逃脱的外来物种入侵本土生境；也应优先考虑养殖食物链更下端

的物种（如食草鱼类，而不是食肉鱼类）。要实现这一点既需要一系列法规的支持，也需要促进消费

者偏好的改变

 • 通过改善管理做法尽可能减少污染，例如通过减少过量饲喂

 • 采取诸如“多营养层次水产养殖”的做法；在该做法中，海草被用作人类和鱼类的食物或用于制

药，从而减少了食物需求和污染

 • 将某一物种的排泄物通过另一物种转化成蛋白质，从而减少养分污染

 • 采用封闭系统和更好的废物处理方法，也能减少污染

 • 尽量减少生境的改变（特别是红树林），维护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保护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许多野生

海洋物种的繁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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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污染

到2020年，污染（包括由养分过剩导致的污

染）得到有效控制，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

样性无害。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污染（尤其是活性氮和磷在环境中的积聚）是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

受破坏的最重要致因之一。受污染的一系列影

响，湿地，沿海，海洋和干旱地区非常脆弱，

例如海洋中“死亡区”的产生是因为藻类在生

长，死亡和分解的过程中耗尽了大面积海域的

氧气。此目标鼓励决策者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

可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处置各种污染物，使其对生态系
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无害

无明确的评估结

果—不同污染物之

间差异非常大

控制由养分过剩导致的污染，使其
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无害

1

目标

目标 8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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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氮和磷污染持续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构

成非常严重的威胁¹¹⁵。一些地区采取的措施已使养分

污染渐趋稳定，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洲，但目前的污

染水平仍然对生物多样性有害（见文本框8.1）。在全

球范围内，环境中氮和磷的过剩量预计将持续增长到

2020年之后，以亚洲，中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

为突出（见图8.1和8.2）¹¹⁶。

一些对野生生物有毒害的污染物正在减少，部分原因

是成功实施了限制其使用的国际行动；但是，其他

现有的和新开发的污染物仍被广泛使用（见文本框

8.2）¹¹⁷。其他值得持续关注的污染物包括：塑料（

特别是它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¹¹⁸ 重金属，内分

泌干扰物¹¹⁹和农药（一些研究显示它对传粉昆虫和

鸟类种群造成伤害）¹²⁰。

总体而言，由于更好的油轮设计和更发达的海上交

通，海上原油泄露造成的危害已经减少；但是由于

老化的基础设施，输油管道造成的污染（主要在陆

地上）不断增加¹²¹。

第四版《展望》分析的国家报告中超过60%显示，各

国正在为实现此目标作出努力，采取的措施包括：减

少农药的使用（比利时），逐步淘汰一些有害产品

（蒙古）以及建立污染监测系统（缅甸）¹²²。但是整

体评估表明，如果延续当前的趋势，我们将与目标的

实现渐行渐远，即控制养分污染以使其对生态系统功

能和生物多样性无害。由于相关信息有限，针对其他

污染物整体趋势的评估工作无法开展。

50

100

150

200

202020102000199019801970

百
万
吨
氮
/年

氮
丧
失
（
千
克
/人

/年
）

0

20

40

60

80

100

能源消耗
粮食消耗
粮食加工
粮食生产

世界非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

B

a

图8.1. A 1970年以来全球环境中氮过剩量的变化趋势，以及2010-

2020年的统计推断，假设基本过程保持恒定。黑色实线表示模型对

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和推断，黑点表示数据点，阴影代表95%

置信区间和 B 各大洲向环境流失的人均活性氮量¹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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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

效的，且有助于加快目标8的实现进度；如果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它们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制定和执行国家性的水和空气质量指南方针和（或）

不同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例如通过降低单位燃烧量的

排放水平¹²⁴

 • 提高养分的利用效率以减少向环境中流失的养分，

例如通过合并畜牧和农业系统以及尽量减少畜棚和

饲育场的排放（目标7）¹²⁵

 • 去除洗涤剂中的磷，以减少向水体流失的磷¹²⁶

 • 加强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和回收利用¹²⁷

 • 保护和恢复对养分循环有重要意义的湿地和其他生

态系统，以减少向环境中流失的养分 (目标 5, 11, 14 和
15)¹²⁸

 • 提倡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塑料以及使用可生物降

解的塑料替代品，以减少海洋废弃物

文本框8.1. 欧盟有关氮的法规

为减少氮负荷，欧盟实行的法规包括一系列旨在减少养分的大气沉降和沥滤到水生环境的养分量的行

动。旨在减少生态系统面临的氮负荷的三项最重要的欧盟法规如下：

 • 《硝酸盐管制指令》将动物粪肥中氮的施用总量限制在每公顷170千克以下，并限制氮流失风险很

高的环境中粪肥和无机化肥的施用。

 • 《国家排放量上限指令》限制了国家一级的氨和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以减少酸化和富营养化现

象。该《指令》也明确说明了减少氨流失的最佳管理做法。

 • 《城市废水处理指令》设定了有效去除氮的目标

由于以上和其他法规，欧盟的氨排放量在1980到2011年之间下降了30%。平均来说，氮平衡总值（环

境中氮流失量的一项指标）在1980年到2005年之间下降了36%。2000年之后《国家排放量上限指令》

和《硝酸盐管制指令》对减排的影响较小。但是，丹麦，比利时和荷兰等欧盟成员国实行了严格的国

家性硝酸盐和氨管制政策，已更大程度地减少了生态系统的负担。尽管莱茵河等一些河流的情况有很

大改善，但通常情况下养分水平远远高于造成生态破坏所需的水平，而且从1990年至今欧盟河流的总

氮负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值。¹²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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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8.2. 北极生物多样性面对的污染物

关于有毒物质的国际协议已对若干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一些北极野生生物体内的残

留化学物质已经减少。《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通常被认为是降低物种体内的持久

性残留有机污染物含量的驱动力。但是，诸如北极熊和某些海鸟等物种体内的污染物含量仍居高不下。

对现有和新出现的污染物的持续使用是摆在北极物种面前的一个复杂问题，北极地区的洋流和大气环

流造成了物质的大量沉积和积聚。多种新出现但研究不足的污染物正在增加，如多溴二苯醚。此外，

北极部分地区的汞浓度正在增加，包括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北极地区；这个问题仍令人担忧，尤其是它

对顶端食肉动物物种的影响。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因素包括：污染物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可预知的

关联以及鲜为人知的北极物种对污染物的敏感度。¹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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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和控制外来入侵物种

到2020年，发现并区分外来入侵物种及其传

播途径，控制或根除优先物种，并采取措施

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途径以防止它们的

引入和繁殖。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地球上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体的迁移是生物

多样性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在已经确认其致

因的动物灭绝现象中，超过一半是由于被引入

到新环境的物种（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¹³¹。
物种入侵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¹³²。通过设

立此目标，政府旨在通过防止，控制和根除外

来入侵物种减少社会和生物多样性承受的损失。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发现并区分外来入侵物种

3

目标

发现并区分外来入侵物种传播途径

3

目标

控制或根除优先物种

3

目标

防止引入和繁殖外来入侵物种

2

目标

目标 9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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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在全球范围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及其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都在持续增加（见图9.1）。但是，在已经采

取措施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地区，这些措施通常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在新西兰，相关政策正在扭转几个

世纪以来的物种入侵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岛屿

上入侵脊椎动物的根除计划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有87%

的相关计划实现了目标。但在另一方面，针对大陆地

区入侵物种的根除计划鲜有成功案例¹³³。

在发现陆地，水生物种进入和侵略新环境的途径方面，

人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见图9.2）¹³⁴¹³⁵。但是，许

多国家薄弱的边境管制使得相关知识未能投入实施。

政府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措施以防止，控制和根除外

来物种的入侵。为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这一巨大挑

战，超过一半（55%）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目前实行了相关国家政策¹³⁶。本《展望》评估的国家

报告中约60%显示，各国正在向实现此目标迈进。各

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旨在根除各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工

作，如水葫芦（卢旺达）和猫鼬（日本）；制定黑名

单（比利时和挪威）；收集有关外来入侵物种的信息

（伊拉克）。总体而言，国家报告显示，相关行动主要

集中于控制和根除入侵物种，而旨在发现，区分和管

理入侵物种的引入途径的行动相对较少¹³⁷。

各国开始实施基于成本效益的战略以优先开展外来入

侵物种的控制和根除工作。但是，全球外来物种的引

入速度没有显示出减缓趋势，这掩盖了目前为止工作

所取得的进展¹³⁸。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

可能会对不同地区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产生重大影

响（见图9.3）¹³⁹。

总而言之，在实现目标9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要在最后期限2020年之前实现此目标，人们仍需要

更多的行动。

图9.1. A 21个国家中物种引入活

动（已知其引入日期）的累计次数 

B 趋势指标，表示这21个国家外

来入侵物种累计数量的几何平均

值。1970年的指标值定为1，阴

影代表95%置信区间¹⁴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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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全球入侵物种数据库”所载已知的超过500种外来入侵物种实例中通过不同途径引入的频率¹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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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

效的，且有助于加快目标9的实现进度；如果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它们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提高决策者，公众和潜在的外来物种引进者对外来

入侵物种所造成影响的认识，包括：外来物种可能造

成的社会经济成本；采取行动预防它们的引入或削弱

它们的影响所能产生的惠益，如通过公布国家的相关

个案研究（目标1）¹⁴³

 • 制定具有侵略性的外来物种名单（或评估现有名

单以保证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并确保名单能从广

泛的渠道获取（目标19），如通过“全球外来入侵

物种信息伙伴关系”

 • 加强工作以发现和控制入侵物种引进的主要途径，

包括通过采取边境管制或检疫措施降低外来入侵物

种被引入的可能性以及充分利用风险分析和现有的

相关国际标准¹⁴⁴

 • 采取措施开展针对物种入侵的早期检测和快速反

应¹⁴⁵

 • 发现和区分最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

的外来入侵物种（已在国家内进行繁殖），制定和实

施这些物种的根除或控制计划，以及优先考虑在保护

区和其他高生物多样性价值地区采取根除或控制措施

Figure 9.3

Возможное число ИЧВ, которые согласно прогнозам 
найдут подходящие условия в 2014-2060 год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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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根据物种分布模型以及气候和土地用途变更的未来预测得出的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外来入侵物种出现频率的预期变化¹⁴². 

预计将在2014-2060年之间找到适宜条件的外来入侵

物种的潜在数量

预计将在2014-2060年之间与1950-2000年之间找到适宜条

件的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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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9.1. 新西兰：扭转几个世纪以来的物种入侵趋势

新西兰是受外来入侵物种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重建熟悉的景观和生活方式，欧洲殖民者在

几个世纪前建立了物种引入的传统¹⁴⁶。今天，作为一个与主要贸易伙伴相距较远的岛国，新西兰已利

用自身地理位置上的孤立扭转有害的物种入侵的趋势（见图9.4）¹⁴⁷。为了保护其农业免遭病虫害，新

西兰采取了严格的边境保护政策¹⁴⁸。新西兰地方性物种的生物多样性也很丰富。随着入侵物种的负面

影响被逐渐认识，农业的边境保护措施转变为保护地方性物种的措施。

尽管采取了这些边境管制措施，许多外来物种已经并将继续被引入新西兰，一些物种已表现出侵略性。

新西兰已开发出工具以便及时应对外来物种的入侵¹⁴⁹。新西兰狭小的国土面积和治理结构有助于这些工

具的成功运用，进而预防入侵物种的传播和繁殖。新西兰已经实行了两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即《有害

物质和新生物法》和《生物安全法》。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免受入侵物种的影响，新西兰着力将岛屿用作“避难所”以重新引入濒危物种¹⁵⁰。
新西兰也开创了一些方法以根除引入岛屿的物种（尤其是哺乳动物），从而增加无虫害土地的面积¹⁵¹。
新西兰已在100多座岛屿上根除了非本土哺乳动物。

在较小岛屿上取得成功之后，新西兰也制定了“大陆岛”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将用于根除较小岛屿上入

侵物种的技术应用到更大的景观环境中。其中一些技术使用防哺乳动物的栅栏建立较大景观中的围场；

另外一些技术采用持续的害虫防治方法将害虫密度控制在接近于零，从而使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受益¹⁵²
。目前新西兰境内有超过25个有栅栏的和100个无栅栏的“大陆岛”。通过加强这些地区害虫防治工作

之间的连贯性并结合适当的治理指导，预计害虫防治工作将被推广到新西兰全境¹⁵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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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1876至2005年期间新西兰非本土哺乳动物物种的数量。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表95%置信区间¹⁵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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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

到2015年，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珊瑚礁和受

气候变化或海洋酸化影响而变得脆弱的其它

生态系统造成的各种影响，以保持它们的完

整性和功能。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

含量的增加）正对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

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诸如珊瑚礁，山区

和河川流域等一些生境特别容易受到以上一

种或两种现象的影响。从长远角度来看，减

缓气候变化显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减轻其他

压力的紧急措施有助于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

力，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和依赖其生存的数百

万人的生计。这项行动的紧迫性体现在该目

标实现的最后期限被定在2015年，而不是其

他大多数目标的2020年。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珊瑚礁造成
的各种影响，以保持珊瑚礁的完
整性和功能 1

目标

尽量减轻人类活动对受气候变化

或海洋酸化影响而变得脆弱的其

它生态系统的各种影响，以保持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

未评估——用于评估
针对其他脆弱的生态
系统（包括海草生

境，红树林和山区）
的目标的信息不足

目标 10

目
标



目标 10: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 77

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珊瑚礁面临的多重压力（包括来自人类陆地和海洋

活动的压力）持续增长。想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各缔约方认同的2015年期限之前实现此目标是不现

实的。在最近一次评估的时间段（1997-2007年）中，

濒危珊瑚礁比例增加了近三分之一（30%）。过度捕

捞和破坏性捕捞方法是最普遍的威胁，影响了约55%

的珊瑚礁。沿海地区开发和来自陆地的污染（包括来

自农业和污水的养分）分别影响了约四分之一的珊瑚

礁。约十分之一的珊瑚礁受到海洋污染的影响。东南

亚地区珊瑚礁所受的地方性压力最为严重，近95%的

珊瑚礁受到威胁¹⁵⁵。

已建立或待建立的大型海洋保护区为更好地保护珊瑚

礁提供了机遇。在海洋保护区运转良好且结合了陆地

上保护措施的地区，保护区已成功帮助恢复了岩礁鱼

群，甚至帮助褪色的珊瑚复原¹⁵⁶。但迄今为止，若

干海洋保护区在减少珊瑚礁面临的压力方面未有成

效，只有15%的保护区减少了捕捞活动带来的威胁¹⁵⁷。

对加勒比海域的一项近期研究表明，如果把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有效行动与针对地方性威胁（如过度捕捞

和水质差）的管理相结合，人们将为珊瑚礁创造更好

的环境，使其能在本世纪末之前复原并抵御海洋酸化

的影响（见图10.1）¹⁵⁸。

第四版《展望》重点评估的对象是珊瑚礁，其他特

别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生态系

统，如云雾林和高山稀疏草地（热带美洲的高海拔苔

原）；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低洼生态系统。

仅有少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或提交给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报告中包含旨在减少珊瑚

礁和其他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多

重压力的具体措施。这些国家包括巴西，芬兰和日

本，它们都设立了降低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系统的

影响的目标¹⁵⁹。

文本框10.1. 通过私营部门对珊瑚礁的管理减少地方性威胁 

人类活动造成的地方性威胁对东南亚地区的珊瑚礁构成了最大的挑战。但是，该地区的珊瑚礁管理工作

经常受限于资源不足。克服这项挑战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保护珊瑚礁。在马来西亚沙巴

州建立的“苏谷德岛海洋保护区”的发起者是该地区唯一一家潜水度假村的业主们，他们的目的是维

护保护区内的珊瑚礁和海洋环境。一家名为“珊瑚礁守护者”的保护机构致力于管理保护活动，以减

少“海洋保护区”内珊瑚礁面临的地方性威胁。这些保护活动包括：旨在管控非法捕捞的执法巡逻，

海龟监测和保护，珊瑚礁和环境监测，污水和废水处理，消除珊瑚的天敌（棘冠海星）以及开展旨在

提高小学生对海洋保护的认识的教育计划。“珊瑚礁守护者”的保护工作所需的资金来自向潜水度假

村游客收取的保护费，捐赠和政府拨款。“海洋保护区”内的珊瑚礁覆盖率和鱼类丰度高于捕鱼区，

海龟巢穴的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¹⁶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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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在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的情景中，管控过量捕捞工作的失败将使加勒比海域的珊瑚礁在本世纪20年代之前失去其骨骼（由于海洋

酸化），但是针对食草鱼类（如鹦嘴鱼）的保护工作能将这种情况推迟到约10年后。如果在采取强有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

不解决过量捕捞问题，珊瑚礁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仍将处于脆弱的状态。反之，将减排和管控过量捕捞两项工作相结合将为加勒比海

域珊瑚礁在本世纪剩余时间内的复原创造有利条件。¹⁶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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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如前所述，在最后期限2015年之前此目标将无法实

现。因此，各国和相关机构开展行动以尽早实现此目

标（在2020年之前）显得尤为迫切。基于第四版《展

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效的，且有助于

加快目标10的实现进度；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

们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目标的实现：

 • 可持续地管理珊瑚礁上的渔场和紧密联系的生态系

统（如红树林和海草系统），包括将管理权授予参与

当地渔业的地方和土著社区（目标6）

 • 综合管理沿海地区和内陆流域，以减少对珊瑚礁构

成威胁的污染和其他陆地上的活动（目标8）

 • 提高珊瑚礁和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内的海洋和沿海

保护管理区的空间覆盖率和有效性（目标11）

 • 管理沿海地区的开发工作，以确保珊瑚礁生态系统

的健康和复原力不受负面影响；同时提倡可持续的珊

瑚礁旅游业，包括为游客和旅行社制定指南

 • 维护依赖珊瑚礁的沿海社区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并

适当地提供其他实际可行的生活方式（目标14）

 • 在国家一级发现其他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系

统及其影响，采取措施增强这些系统的复原力并监

测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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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改善生物多
样性的地位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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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政策组合中，除了旨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和前几节所述的压力的长期

行动，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直接干预措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此战略目标的若干小

目标的实现进展显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如果能在目标期限2020年前实现目前建立新保护区的承诺，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而建立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区的面积将可能达到各国政府于2010年设定的最低目标。但是，如

果要使这些保护区能够代表生态区域和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区域，得到有效的连结和管理并获得当地人

的支持，人们仍需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尽管保护特定濒危物种的行动有效避免了物种灭绝，但这些行动不

足以扭转许多种群即将灭绝的整体趋势。旨在应对根本原因和直接压力的进一步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

方面能否取得成功。通过异地收藏维护植物遗传多样性的行动已帮助推进了此目标一些方面的实现进展，但

是驯化植物和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仍面临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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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到2020年，通过建设得到公平有效管理和

有效连结的典型生态保护区系统以及采取

其他区域性保护措施，保护至少 17% 的陆

地和内陆水域和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

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意义重大的区域；并将这些保护区融入

到更广阔的陆地景观和海景中。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随着人类活动逐渐主宰地球上越来越大的

陆地和水面区域，政府已认识到需要扩大

保护区网络和其他有效的区域性保护措施，

以协调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此

目标旨在促进陆地保护区的适度增长和海洋

保护区的较大幅度增长（其起始水平远低于

陆地保护区）。此目标也认识到，仅仅依

靠建立更多的保护区并不足以保护生物多

样性。这些保护区必须能代表地球生态区

域的多样性，并包括对濒危物种至关重要

的地区；此外，它们还必须获得有效的连

结和管理，且获得当地人的支持。

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保护至少 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

4

目标

保护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3

目标

保护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特别重要的区域

建设典型生态保护区

公平、有效地管理保护区

3

目标

有效连结保护区并将其融入到更

广阔的陆地景观和海景中

3

目标

3

目标

3

目标

目标 11

目
标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

陆地和海洋 

内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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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建立的陆地保护区面积正在稳步

增长，而海洋保护区的划分工作也正在加快（见图

11.1，A和B）。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已批准了保护17%的

陆地面积的目标¹⁶³。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陆地区域

的百分比目标将在2020年之前实现；而由于各方已承

诺将划分更多的陆地保护区，此目标的进展将加快162。

总体而言，相关预测显示海洋区域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但是，沿海区域目标的实现进展相对更高，可公海和

深海区域（包括公海）的保护区覆盖率要低得多¹⁶⁴。

保护区网络更能代表全球多种多样的生态区域，但是

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区域和超过一半的海洋区域只有不

到5%的面积受到保护（见图11.1，C到E）¹⁶⁵。此外，

由于气候变化将在未来导致许多物种的分布变化，现

有的保护区将不足以保护这些物种¹⁶⁶。

尽管2010年全世界河流总长度的17%位于保护区内，

但由于上，下游地区的影响，河流保护区的有效性

仍不够明朗（见文本框11.1）¹⁶⁷。

少数保护区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但根据现有的有限

信息，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¹⁶⁸。为确保保护区得

到公平有效的管理，人们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¹⁶⁹。

近期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显示，大多数

国家制定了有关提高保护区覆盖率的目标，但是只有

少数国家讨论了生态典型性，连结性和管理有效性方

面的议题¹⁷⁰。第四版《展望》评估的第五次国家报告

几乎全部表明，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各国采取的行动包括：制定建立新保护区的计划（阿

塞拜疆，尼泊尔，新西兰和巴基斯坦）以及对现有保

护区进行脆弱性评估（多米尼加）等¹⁷¹。

文本框11.1. 保护内陆水体生态系统：特殊的挑战

全球只有少数针对内陆水体的保护区；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内陆水体得到保护（例如拉姆萨尔湿地），

其上游地区也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以减少其面临的威胁。此外，普遍存在的障碍物（如水坝）

阻碍了鱼类进出保护区的迁徙活动。针对保护区的覆盖率和有效性的区域性评估显示，淡水生境不仅

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保护区的建立对于这些生境和物种的保护工作也收效甚微。对内陆水体而言，

气候变化有可能加剧干旱状况对其的负面影响；这种干旱情况目前在许多季节性河流系统中相当常见。

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维护濒危物种保护区以保护物种个体；在季节性或持续性干旱结束，更良好的生存

环境得到恢复之后，这些个体能在更大的生境中繁衍生息。另一项工作则是尽量减少和管理来自上游

和下游地区的威胁（人类对土地用途的改变，水坝的扩建和水资源的抽取），这对保护区有效维护内

陆水体及其所支持的物种至关重要¹⁷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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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假定基本过程恒定，全球陆地 A 和海洋 b 区域受保护区覆盖比例的累计百分比的变化趋势和到2020年的推断显示，两个比例

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海洋保护区面积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达到最低保护水平（陆地区域：17%，海洋和淡水区域：10%）的陆地 

c ，海洋 d 和淡水 e 生态区域比例的变化趋势和到2020年的推断显示，三个比例都在显著增长；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受保护区

覆盖 f 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和预测显示，该比例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减缓。黑色实线表示模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和推断，

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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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1的实现进度，也将为推动圆括号中其

他目标的实现：

 • 扩大保护区网络和其他有效的区域性保护措施，以

使保护区能更好地代表全球生态区域，海洋和沿海区

域（包括深海和海洋生境），内陆水域和对生物多样

性至关重要的区域

 • 提高和定期评估保护区和其他区域性保护措施的

管理有效性和公平性

 • 通过保护现有陆地保护区上游和下游的河流以及维

护流域间的连通性（为流域间的迁徙活动创造有利条

件），对内陆水体环境实施充分的保护工作

 • 在创建，管控和管理保护区的过程中，加强与土著

和地方社区的合作（目标18）（见文本框11.2）

 • 着眼于应对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变化的影响，设

计和管理保护区以及保护区之间的联系

文本框11.2. 泰国一家国家公园的共同管理

在泰国北部的欧普朗国家公园，土著社区和公园管理机构共同参与，以更加公平和有效地管理保护区

（目标11的构成部分）。该公园建于1991年，与克伦族和赫蒙族土著社区的祖传土地相重叠。尽管泰

国2007年宪法允许土著人群和地方社区管理他们的自然资源，但法律不允许他们居住在保护区内。由

于在利用传统农业用地方面受到了限制，20世纪90年代末土著社区成员与官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局面，欧普朗国家公园的共同管理试点项目在2005年得以启动；而从2009年开始，

一个自愿的，开放式的共同管理流程也得以实施。这个流程包括：冲突区域农田调查的绘制地图和土

地划界工作，关于村民所面临的困难的讨论，针对土著人群实际土地利用做法的合作监测。土著人群

可以参加公园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而在制定工作计划的过程中也会通知和咨询土著人群。

共同管理方法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成效，如缓解了政府和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了对森林和流域的

保护以及改善了土著人群和地方社区的生计安全。鉴于欧普朗国家公园的成功经验，公园的管理机构

和社区都有兴趣将这种共同管理方法推广到泰国的其他保护区。双方从冲突走向合作，取得了显著成

就，并使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同时受益。进一步的重要措施是修订国家法律，以支持创新性的保护区共

同管理方法，从而有效地实现目标11¹⁷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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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

到2020年，避免已知濒危物种的灭绝，改善

和维持濒危物种的保护地位，尤其是衰退最

严重的物种。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减少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需要人们采取行动

解决变化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因此，此

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大部分爱

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已知濒危物种迫在眉睫的灭绝可以通过以下

措施避免：保护这些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抵

御特定的威胁和采取异地保护。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避免已知濒危物种灭绝

2

目标

改善和维持衰退最严重的物种的
保护地位

1

目标

目标 12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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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多方证据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结论：由于自2010年开始

若干生物分类群灭绝风险的上升趋势从未减缓，按

照我们目前测算的轨迹，此目标在2020年之前无法

实现。尽管有零星的成功案例，但鸟类、哺乳动物、

两栖动物和珊瑚礁灭绝的平均风险未见下降迹象（见

图12.1）。但是，积极的保护工作已切实避免了这些

分类群中若干物种的灭绝，而进一步行动有可能防止

2020年之前本将发生的物种灭绝 。¹⁷⁴

在过去50年间，被观测到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灭绝现象

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减缓，但是报告时间上的滞后可能

导致对近期灭绝现象的低估。对于诸如淡水鱼类的若

干分类群，被观测到的物种灭绝数量在过去一百年内

从未下降 。¹⁷⁵

对物种灭绝风险（由于预期的生境丧失）的短期未

来预测通常显示逐渐恶化的趋势。但是，在自然生

境受到保护和恢复、温室气体排放被减少的情景设

想中，全球和地方性的物种灭绝现象将可能在长期

内被显著减少 。¹⁷⁶

一个积极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对濒危物种生存至关重

要的地区被划入保护区，但这些重要地区中有75%仍

未被保护区充分覆盖（见图12.1，D和E）。

第四版《展望》评估的国家报告中约三分之二显示，

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已采取的行

动包括减少偷猎造成的威胁（南非）、针对特定物

种的培育计划（日本）、为一些物种提供受保护地位

（蒙古和尼泊尔）和制定物种红色名录（摩洛哥） 。¹⁷⁷

文本框12.1 防止南亚地区秃鹫的灭绝

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境内的秃鹫数量曾一度超过数千万，但今天秃鹫却濒临灭

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秃鹫种群就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野生物种衰退。在整个印度次

大陆，原来三个最常见的秃鹫物种（东方白背秃鹫，长嘴秃鹫和尖嘴秃鹫）的种群急剧衰退。广泛研

究证实秃鹫减少的致因是双氯芬酸；这是一种治疗家畜疾病的常用抗炎药，但对秃鹫有剧烈毒害作用，

能使秃鹫因肾衰竭而死。为应对这种危机，印度政府批准了美洛昔康（一种不危害秃鹫的抗炎药替代

品）并颁布指令，以在规定时限内逐步淘汰双氯芬酸；该期限内的首项措施是在2006年禁止兽医使用

双氯芬酸。尽管已采取了这些行动，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双氯芬酸仍可被获取并用于治疗家畜，

这将导致秃鹫的持续性死亡和该地区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性丧失¹⁸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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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物种灭绝，灭绝风险和保护地位的关键参数的近期趋势和到2020年的推断，假定基本过程恒定： A 被观测到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的灭绝速度呈现上升趋势¹⁷⁸； b 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珊瑚礁的红色清单整体指数呈现显著降低的趋势，表明物种将持续灭绝； 

c 地球生命力指数的明显降低趋势显示物种种群的衰退； d 零灭绝联盟保护区（该地区的保护措施能够避免已知濒危物种的灭绝）受

保护区覆盖的比例和 e 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受保护区覆盖的比例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表明人们正朝着避免未来物种灭绝的

方向发展，但是这些重要地区中有75%仍未被保护区充分覆盖¹⁷⁹以及 f 用于物种保护的资金在2010至2020年的基本趋势中没有表现出

显著变化。黑色实线表示模型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和推断，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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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有

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于加

快目标12的实现进度。减少物种灭绝的风险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与实现若干其他目标（圆括号内的目标）

直接相关的行动：

 • 基于对物种保护地位的评估，发现亟需保护的物

种并排序（目标19）

 • 弥补现有的国家，地方和全球性物种保护地位评

估的缺陷（目标19）

 • 制定和执行物种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直接针对特

定濒危物种的具体保护行动，例如贸易限制，圈养

繁殖和物种重返栖息地

 • 建设更有代表性，受到更好管理的保护区系统，为

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地区进行优先排序，尤其是

特殊濒危物种种群的一些地区（目标11）

 • 减少生境的丧失，退化和支离破碎（目标5），并

积极恢复已退化的生境（目标15）

 • 提倡充分考虑了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和非目标物

种的影响的捕捞做法（目标6）

 • 管控或根除外来入侵物种和病原体（目标9），此

行动对于避免岛屿上的物种和全球分布范围较小的物

种的灭绝至关重要

 • 通过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做法减少生境面临的压力

（目标7）

 • 确保所有物种均未受到国内或国际贸易的不可持续

的开发，包括开展《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认可的

行动，采取措施防止非法猎杀和贸易以及减少对来自

这些非法渠道的产品的需求（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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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遗传多样性

到2020年，维持栽培植物，牲畜和驯养动

物，野生亲缘品种以及其他具有社会经济价

值和文化价值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制定和

执行相关战略以尽量减少遗传退化并维持遗

传多样性。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遗传多样性将为增强农业系统的复原力和适

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气候变化不断加强

的影响力）提供机遇。遗传多样性也是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维持遗传多样性

需要保护多种多样的栽培植物，农民数千年

以来培育的各种家畜品种以及农作物的各种

野生亲缘品种；这些野生亲缘品种的特征对

于今后的作物育种至关重要，因此有助于巩

固粮食安全。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维持栽培植物的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维持牲畜和驯养动物的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维持野生亲缘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2

目标

维持具有社会经济价值以及文化
价值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支持本目标评估的
数据不足

制定和执行相关战略以尽量减少遗
传退化并维持遗传多样性

3

目标

目标 13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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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异地收集遗传资源的工作继续推进，尤其是植物遗传

资源；并有越来越多的行动致力于在生长环境中保护

遗传资源。关于异地保护的主要倡议包括：“斯瓦尔

巴德岛全球种子库”（在2014年储藏了4,700多个物

种的超过824,000份种子样本）和“千年种子库伙伴

关系”（目前储藏了超过33,000个物种的近20亿份

种子样本）¹⁸¹。

第四版《展望》评估的第五次国家报告中约三分之二

显示，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提交给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报告中记录的国家行动主要集

中于保护栽培植物的遗传多样性，但是只有少数报

告展示了旨在保护牲畜和作物野生亲缘品种的遗传

多样性的措施。这些国家行动包括“中国的国家作

物种质库”，其中保存了423,000份种质，其“西南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储存了12,800个野生物种的

108,000份种质¹⁸²。

农场上大量的作物遗传多样性以传统作物品种的形式

得以维持。但是，当前农耕做法和市场偏好的变化正

在使遗传库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作物本地

品种的长期保护的支持力度仍非常有限。驯化作物品

种的野生亲缘物种日益受到生境丧失和支离破碎以及

气候变化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保护区或管理计划致力

于应对这些威胁¹⁸³。遭受遗传退化影响最严重的传统

作物及其野生亲缘品种是谷类植物，之后依次是蔬菜，

水果，坚果和食用豆类¹⁸⁴。

家畜的遗传多样性正遭受侵蚀，超过六分之一的受评

估品种面临灭绝的风险。¹⁸⁵基于近期的趋势并假定目

前的压力仍将持续，这个比例在2020年之前预计将进

一步增长（见图13.1）。

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的全球行动计

划为制定国家和国际战略以及行动计划提供了框架，

这些战略和计划旨在尽量减少遗传退化和遗传脆弱

性以及维护遗传多样性¹⁸⁶。但是，现有的保护工作

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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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A 上报给粮农组织的按风险地位分类的全球陆地动物品

种数量，和¹⁸⁷ B 被归类为“有风险”的品种所占比例的变化趋

势和到2020年的预测，假定基本过程恒定。黑色实线表示模型

对已有数据时期的拟合情况和推断，黑点代表数据点，阴影代

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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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3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完善公共政策和激励措施以维护生产系统中的本

地作物和动物品种（目标2，3和7），包括在就地保

护遗传多样性的工作中加强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合

作并认可他们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见文本框13.1）

 • 在植物和动物培育计划中加强对遗传多样性的利用

和维持；提高人们对遗传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及其对粮

食安全的贡献的认识（目标1和7）

 • 将针对驯化植物和家畜的野生亲缘品种的保护工

作纳入保护区的管理计划，对野生亲缘品种的位置

开展调查，并将调查信息纳入保护区网络的建设或

扩张工作（目标11）

 • 保持对国家和国际异地保护工作的支助，如植物

和动物遗传资源的基因库（包括体外保护）

文本框13.1. 维持小型家庭农场的传统作物多样性

在一项研究中，来自5个大洲的27个作物物种的相关数据被汇总起来，以确定农场作物品种多样性的整

体趋势。对丰富度，均匀度和辐散度的测量显示，农场中大量的作物遗传多样性以传统作物品种的形

式得到维持。该研究表明，在一些情况下，遗传多样性的维持工作可被视作一种预防措施，以应对未

来的环境变化或满足未来的社会经济需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农民有意识地挑选不同品种以满足当

前不同的需求和目的。该研究强调，作为维持农场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中坚力量，众多小型农场实施关

于作物品种的不同战略具有重要意义¹⁸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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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给所有人带来的惠益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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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支持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如供给食物和清洁水源，消除废物和减轻

极端事件的影响。《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认识到对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系统给人类带来了许

多惠益，因此保护和恢复这些生态系统必不可少。若干提供多种服务（特别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服

务）的生态系统正在持续衰退，这表明如果要实现此目标仍需采取更多重要的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已

经或计划采取重要措施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而《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它旨在更

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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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

到2020年，修复和保护提供重要服务（包括

与水有关的服务）以及为人们的健康，生计和

福祉作出贡献的生态系统，并充分考虑妇女，

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所有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都提供了多种

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一些生态系统提供服务

和商品以满足人类日常的生理，物质，文化

和精神需求，直接为人类健康和福祉做出贡

献，因此这些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此目标要

求人们制定以修复和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为重点

的政策，从而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相关的目标以及穷人，妇女和土著，地

方社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修复和保护提供重要服务包括

与水有关的服务，以及为人们

的健康、生计和福祉作出贡献

的生态系统 2

目标

考虑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1

目标

目标 14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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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的生境（例如湿地和

森林）正在持续消失和退化。近期的次全球评估已证

实，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服务正在衰退。

例如，2011年的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得出结论：约

30%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在衰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提供这些服务的生境的面积正在缩小，状况正在恶

化。但是，这些评估也发现了一些积极的预测方案；

在这些预测中，生态系统服务将在长期内得到改善¹⁸⁹。

海洋生态系统能够提供一系列诸如粮食供给，娱乐，

沿海保护和碳固存的服务，从而满足人类的需求；但

根据海洋健康指数，这些系统目前的状况远远未达到

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大潜力（见文本框14.1）¹⁹⁰。北

极海冰的减少（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北极地区的

地方和土著社区构成了严重威胁（见文本框14.2）。

若干国家正在开展行动以保护提供重要服务（如为城市

人口提供水源）的生态系统（见文本框14.3）。但是，

只有少数国家明确依据这个全球性目标设立了国家性

目标。第四版《展望》评估的近期国家报告中约三分

之二显示，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取得了一些进展。目

前已采取的行动包括：制定针对生态系统的管理计划，

保护重要流域或制定针对这些流域的管理计划。在国

家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及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穷

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被纳入考虑过程¹⁹¹。

总而言之，现有证据显示，在最后期限2020年之前几

乎确定无法实现此目标；而至于对地方和土著社区，

妇女以及穷人和弱势群体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目前的发展趋势似乎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文本框14.1. 海洋健康指数

海洋健康指数采用十个公共目标（非商业性捕捞

机会，生物多样性，沿海保护，碳固存，清洁水

源，粮食供给，沿海生计和经济，自然产品，地

区归属感以及旅游和娱乐）以评估专属经济区内

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¹⁹²。针对其中每一个目

标的评估基于其目前地位和趋势，面临的压力及

其复原力。综合指数得分是所有十个目标得分的

平均值，各得分的权重相等。2013年专属经济区

内海洋的健康指数得分是65分（总分为100），该

得分提供了一个重要基准并表明各目标仍有充足的

提升空间。各国的指数得分介于41分到94分之间，

彼此之间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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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全球所有国家面积加权的平均海洋健康指数得分（内

圈）和单个目标的得分（彩色花瓣）¹⁹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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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1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在国家一级确定提供重要

服务的生态系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健康，营养，整

体福祉和生计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有助于减少灾害

风险的生态系统；同时适当地采取综合评估和（或）

参与性评估方法（目标19）

 • 加强监测重要生态系统的地位以及这些系统提供的

促进针对性行动的重要服务的地位（目标19）

 • 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对破坏，支

离破碎生态系统或使其退化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持

（目标2和3）

 • 减少提供重要服务的生态系统（例如湿地，珊瑚

礁，河流，森林和作为“水塔”的山区等）所面临的

压力；如有必要，加强对这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

工作（目标5, 6, 7, 8, 9, 10和15）

 • 投资于并更好地利用土著和地方社区关于生态系

统的传统知识以及方法和用途，并推动可持续习惯

利用（目标18）

文本框14.2. 北极海冰生境的衰退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不断消失的海冰引发了整个生命格局的变化，进而影响了北冰洋生物的生命基础。这些变化正在影响所

有生物：从依赖海冰生存的藻类到鸟类，鱼类，海洋哺乳动物甚至人类社区，因为人类社区的交通，食

物，经济机会和文化活动都依赖于海冰。

环境和野生生物的这些变化对北极地区人类的粮食安全以及野生生物和生境的管理产生了影响。人类

已经开始适应这些变化，比如一些土著居民开始适应不同的狩猎期。但是，土著和地方居民对这些环

境的了解和信任度正在受到目前快速变化的性质的考验。

海冰生境和相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为全面克服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面临的障碍，对国际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¹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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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14.3. 南非：恢复河流以保护城市供水

南非第二大城市德班的水安全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德班的水资源主要来自uMngeni大集水区；该地区的

工业和集约化农业以及无效的废水处理，吸水能力强的入侵植物等问题都对运至德班的水量和水质造成

了不利影响。e�ekwini市水源和卫生部，水务部KZN地区办事处，Umgeni Water机构，uMgungundlovu
地区政府，Msunduzi地方政府和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协会带头建立了伙伴关系，以加强生态基础设施投

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这些投资旨在加强uMngeni大集水区的水安全。于2013年启动的uMngeni生态基

础设施伙伴关系由36个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组成，其中17个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签署谅解备忘录

的当天，该伙伴关系同时启动了三个旨在恢复生态基础设施的试点项目（Palmiet河恢复项目，Bayne’s
Spruit恢复项目和拯救米德马大坝项目）。从uMngeni生态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可通

过景观一级的伙伴关系，帮助改进南非其他地区生态基础设施的维持和恢复工作的投资活动。¹⁹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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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恢复工作和复原力

到2020年，通过采取保护和恢复措施提高

生态系统复原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量

的贡献，包括修复至少 15% 的退化生态系

统，并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治荒

漠化作出贡献。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通过生态系统的恢复工作扭转生境的丧失，支

离破碎和退化趋势将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

碳固存带来光明的前景。陆地景观和海景的

恢复工作能增强其复原能力，包括生态系统

和社会的适应能力，从而为适应气候变化做

出贡献，并为人类尤其是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农村贫困人群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相关惠益。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通过采取保护和恢复措施提高生
态系统复原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
对碳储量的贡献

2

目标

修复至少 15% 的退化生态系统，
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治
荒漠化作出贡献

3

目标

目标 15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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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生态系统恢复的科学知识和做

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技术，

以致大大增加了恢复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例如挑选

用于种植的种子，控制放牧以及管理水资源，火和

入侵物种¹⁹⁶。

人们正在恢复一些枯竭或退化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湿

地和森林，这些恢复行动有时规模极为宏大，比如在

中国（见文本框15.1）¹⁹⁷。许多国家，组织和企业已

承诺恢复大片区域（见图15.1）¹⁹⁸。欧洲，北美洲

和东亚等区域的放弃耕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消极恢

复”（见文本框15.2）。

许多国家已设立了有关生态系统恢复的目标，例如

比利时，白俄罗斯，巴西，多米尼加，日本，马耳

他，英国和欧盟均已设定恢复至少15%的退化土地的

目标，而澳大利亚设立了在2015年之前恢复100,000
公顷土地的目标，伊拉克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恢

复100,000公顷土地，纳米比亚的目标则是在2022年

之前恢复15%的优先区域¹⁹⁹。第四版《展望》评估的

国家报告中约四分之三显示，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

取得了一些进展²⁰⁰。

目前正在实施或计划中的联合倡议可能有助于我们实

现恢复15%的退化生态系统的目标，但是按照目前的

发展趋势，很难评估我们能否在2020年之前实现目标

的这一构成部分，而对于最后的成功我们也没有把握。

尽管采取了恢复和保护措施，但森林（全球碳储量主

要存在于森林）仍处于净流失状态；这表明在实现目

标的这一构成部分方面并没有整体进展。

图15.1. A  “全球生态恢复网络数据库”

（2014年2月）中的积极恢复项目。黑点的

大小表示恢复项目的面积。B 按退化类型

列示的恢复项目。²⁰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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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5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制定全面的土地利用绘图和规划方法，以支持脆弱

地区（如水道，海岸区域，坡地和山顶）天然植被的

保护和恢复工作（如有必要），增强生态连通性以及

确定天然植被的面积下限（目标5和11）

 • 在全面考虑土地当前用途（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对

土地的利用）的基础上，确定开展恢复工作的时机和

优先考虑的对象，包括高度退化的生态系统，对生态

系统服务和生态连通性至关重要的区域以及不再用于

农业或其他人类主导的用途的区域（目标14）

 • 利用环境允许程序和市场工具，如湿地利用补偿，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适当的非市场机制（目标2和3）

 • 通过国家或个人支持的积极和消极的造林计划

（如“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机制），增

加生物多样性对碳固存的贡献

 • 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增加收入和恢复活动结合起

来，使恢复工作成为经济上可行的活动（目标2和3）

 • 提倡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综合景观方法，以促进大

规模的恢复工作，同时满足地方社区的长期社会经济

需求；例如，在支持邻近区域农业和牧场可持续提高

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就业机会（目标7）。

文本框15.1. 中国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

中国的沙漠化现象，沙暴和洪水通常被归因于该国广泛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包括中国最大的两条河

流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河段²⁰²。中国在1999年启动了试点项目并随后推广了这些项目，包括：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中国在这些重要生态项目中的投入已超过800亿美元。大多数天然林均

禁止砍伐，25度以上坡耕地必须被改造成梯田或恢复其植被以防止土壤侵蚀²⁰³。农民获得补贴和粮食

以补偿他们失去农田的损失；他们也可以获得恢复后的森林和牧场产生的收益²⁰⁴。从2001年开始，重

要试点地区的生态状况已有所改善。全中国的森林资源都有所增加，人工造林的面积达到482,000平方

公里，森林覆盖率比十年前提高了23%。目前的森林覆盖率达到20.4%，比十年前提高了近4%。森林

蓄积量达到137.2亿立方米，相比十年前提高了20% 以上。这些项目也加强了生境的恢复工作，并为野

生物种数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²⁰⁵。但是，有迹象显示，尽管当地人认识到环境复原的必要性²⁰⁶，一旦

国家补贴被取消，一些生境就有可能会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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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15.2. 欧盟的农耕废弃和再野生化207

数千年来人类对土地施加的压力对欧洲景观造

成了深刻影响。最近几十年，随着全球范围内

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生产效率较低且耕作

难度较大的欧洲部分地区，农业能带给农民的

利润越来越少。这导致20世纪中期以来农村人

口的大幅减少，进而造成了偏远农业区域的恶

性循环；“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补贴制度也

仅是缓和了这一恶性循环。1990到2000年之

间，近50万公顷土地从农业用地转变成自然

区或半自然区。预测方案显示，由于偏远区域

老龄化的农村人群不会被年轻人替代，半自然

草原和山区上的欧洲耕地面积将进一步缩减。

一些预测方案显示，到2030年欧盟27国的总耕

地面积将进一步下降15%；这与发达国家主要

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将在2050年之前下降20%

的预测是一致的。预计将被废弃的耕地主要位

于山脉地区，但在欧洲中部，葡萄牙北部和斯

堪的纳维亚南部也比较普遍（见图15.2）。

再野生化旨在恢复自然生态接替，从而复原自

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过程；同时强调

基于过程的保护方法。大多数欧洲的可耕种土

地从废弃状态转变到自然或半自然状态需要12
至20年，但一些区域可能需要超过40年；而

要使得森林成为该地的主要覆盖类型，则还需要15年，有些情况下甚至要超过50年。此外，农业的废

止可能使土地容易受到物种入侵和火灾的不利影响。在农田废弃后的早期阶段采取积极措施将可能克

服“消极恢复”的这些限制因素；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地区性的种子库；加强或重新引入干扰因素，

例如放牧牲畜和食草动物以及计划烧除。

近期的一次审查发现60个鸟类物种，24个哺乳动物物种和26个无脊椎动物物种将受益于耕地废弃和再

野生化，但是该审查也发现了101个“失败”物种。欧洲目前正在见证野生生物的复原现象，以欧洲

巨型动物物种（其中大多数物种在很多地区已经灭绝）尤为突出，如伊比利亚野山羊，驼鹿，狍，红

鹿，野猪，亚洲胡狼和苍狼。但是，耕地废弃也被认为对若干鸟类物种构成威胁，如黑雁，白鹳，黄

爪隼，猎隼，胡兀鹫和白肩雕。而对于与耕地息息相关的物种，它们对不同生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旨在

维持生境多样化的地区层级的行动将可能减轻再野生化对这些物种的影响。

图15.2: 2000-2030年预计将从耕地转变成半自然生境的区域。数字

表示每个100平方公里的网格中上述区域所占的百分比。208



战略目标D104

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其带来的惠益

到2015年，《遗传资源的获取以及对遗传资

源的利用所产生惠益公平公正分享问题名古

屋议定书》生效，并在与相关国家法律保持

一致的基础上付诸执行。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

益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大目标之一。

于2010年正式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为实

现此目标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法律框架。《议

定书》涉及了遗传资源和相关的传统知识以

及利用它们所产生的惠益；它确定了各缔约

方的核心义务，以敦促其采取有关获取，惠

益分享和遵循《议定书》的措施。使《议定

书》生效并在各国执行《议定书》对于实施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实现《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第三个目标意义重大。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名古屋议定书》生效

5

目标

5

目标

在与相关国家法律保持一致的基础
上执行《名古屋议定书》

4

目标

目标 16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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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遗传资源的获取以及对遗传资源的利用所产生惠益公

平公正分享问题名古屋议定书》在获得51个《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²⁰⁹的批准后，于2014年10月12日生

效（见图16.1）。因此，目标的这一构成部分在最后

期限之前已经实现。这开拓了新的机遇，使得利用遗

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分享。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遵循《名古屋议定书》的协定，

这些协定使得遗传资源的提供方能获得利用这些资源

所产生的惠益。此外，许多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协

定也为土著和地方社区提供了惠益，这些惠益产生于

利用这些社区关于当地动植物物种的传统知识所开发

的产品和服务（见文本框16.1）。

图16.1. 在2014年7月14日之前已批准，同意或加入《名古屋议定书》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开始执行《议定书》的缔

约方（深绿色）或已签署《议定书》的缔约方（浅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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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以下行动将支持目标16的全面实现：

 • 尚未交存文书的国家应尽早向《名古屋议定书》交

存其批准，接受，同意或加入文书，以保证其能全面

参与《议定书》

 • 到2015年，将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立法，行

政或政策措施，并将制度结构落实到位

 • 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国家信息

（见文本框16.2）

 • 开展提高意识和能力建设活动，包括与土著和地

方社区以及私营部门合作

文本框16.2. 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第十四条，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被确立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

机制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目前正在执行信息交换所的试点阶段。在信息交换所全面运作

之后，它将成为缔约方共享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信息（包括相关的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国家联

络点和国家主管当局以及许可证或等同文件等）的工具。信息交换所将在提高法律确定性和透明度以

及促进各方遵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议定书》生效之前全面运行信息交换所对于执行《议定书》

至关重要，也将为“爱知目标16”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²¹²。

文本框16.1. 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实例——研究库克群岛治疗骨折的传统方法

Graham Matheson博士是一位来自库克群岛的医学研究员，他观察到他的朋友，家人和所在社区的成员使

用传统方法将植物提取物用于治疗骨折和其他医疗用途。在2003年，他提交了一份议案，旨在研究基于

这些植物提取物的医疗方法和化妆品并在可能情况下将其商业化，同时他与获得承认的土著代表机构the
Koutu Nui 达成了惠益分享协议。这促成了CIMTECH公司的建立，而the Koutu Nui是该公司的股东²¹⁰。

据估计，the Koutu Nui 的股权价值至少达到150,000美元。CIMTECH公司的研究投入包括从澳大利亚政

府获得的264,000美元拨款和从新南威尔士大学得到的74,000美元。研究投入还包括在库克群岛上雇用

的12名兼职员工，在2010年得到的560,000美元前期投资以及在2011年获得的800,000美元的科研和发

展投资。该项目预计将通过拉罗汤加岛的实验和处理设备以及销售，营销和旅游业（包括使用温泉浴

场和旅馆内的产品）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

Matheson 博士和 CIMTECH 公司已经申请三个不同领域（骨和软骨的治疗，创伤修复和皮肤护理治疗）

的若干专利。该公司已开始了精油的初步生产和加工，并创立了名为 “Te Tika” 的护肤品系列²¹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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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E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履约工作

目标



目标 16: 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其带来的惠益 109

《战略计划》中的此目标旨在为其他目标的有效实现创造有利环境。从这个角度看，起草和修订《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一项重要且必需的措施，而大多数国家预计将在2015年的目标日期之前

完成这项措施。但是，这些计划的执行水平仍待检验，而利用这些计划在国家一级实现“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生物多样性行动中对传统知识的推崇和包容情况仍各不相同，一些指标显示

文化多样性正在受到持续性的侵蚀，例如土著语言的丧失。在共享和获取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信息

和知识方面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分享和使用这些知识的能力仍然是一大障碍。整个《战略计划》最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实施《战略计划》所需的资源几乎没有大幅增长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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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到2015年，各缔约方已制定和通过有效的，

参与性的和更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将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并开始

执行《战略和行动计划》。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将《生

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缔约方大会的决议转化

为国家行动的重要工具。因此，实现此目标

将促进所有“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2015年底前将《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交至秘书处

4

目标

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
计划》并将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

3

目标

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

3

目标

目标 17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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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4个缔约方中有179个已制定了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至少57个仍

在有效期内。各缔约方正在根据《2011-2020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更新各自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其

中26个缔约方已在2014年8月1日之前完成了这项工作。

对于其他可获得相关信息的缔约方，超过40%预计将

在2014年10月之前完成《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工

作，约90%将在2015年底前完成。因此，此目标预计

将在最后期限前基本实现。

但是，在遵循《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制定

的指导方针方面，目前已更新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充分性各不相同。各国对已更新的《战略和行动

计划》的执行程度也各不相同；这表明，尽管此目标

的这些构成部分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们在2015年

之前无法实现。

文本框17.1. 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流程实例

日本—日本的第五版《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于2012年9月定稿。一个部际委员会起草了

修订版的《战略和行动计划》，而中央环境审议会与各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地方当局）举

行了会谈。同时，日本也举行了有关《战略和行动计划》草案的地方信息通报会和咨询会，并在定稿

之前征求了公众意见。

苏里南—苏里南基于六年前定稿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于2013年2月制定了更新版《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多个政府部门参与了《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工作，包括劳动，科技发展和环

境部，区域规划和土地森林管理部以及农牧渔业部等。对于建议行动的相关性和可行性，征求了不同部

门专家的意见。在《战略和行动计划》定稿前苏里南也召开了一次论证研讨会。

喀麦隆—作为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修订流程的一部分，喀麦隆开展了国家研究和审

查评估等工作，以分析了上一版《战略和行动计划》与国家现状之间的差距，确定喀麦隆国内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致因和后果并探索非政府组织对生物多样性做出的具体贡献²¹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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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以下行动将推动目标17的全面实现：

 • 确保通过一个开放，协商性和参与性的流程制定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同时保证国内

的权利所有方和利益相关方（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

能广泛参与该流程

 • 确保政府各部门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并将其作为一项有效的政策工具

 • 确保《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得到更新

且符合《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例如：在设定国家目标时采用一

致的指标和监测机制；在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之

后及其执行过程中，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对其

进行持续的审阅

 • 确保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所

必需的制度结构落实到位，包括部际和部门间的协

调机制以及确保获得必需的人力和金融资源的机制。

表17.1. A 已制定和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国家的数量 B 更新后的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有效性（截至2014年7月27日）

总数=194
已制定的 

《战略和行动计划》

已制定至少一份《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缔约方 

尚未制定《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缔约方 

至少修订过一次《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缔约方 

其《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包含目标和延伸至2014年或之后的时间表的缔约方²¹³ 

自2010年后通过《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缔约方 

总数=26
《战略和行动计划》 

的有效性

包含国家目标的更新后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是 

否 

明确将国家目标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联系起来的更新后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包含指标的更新后的《战略和行动计划》²¹⁴
是 

否 

（计划）由监测系统支持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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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

到2020年，在所有相关的层级，土著和地方

社区有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传

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这些社区对生物资

源的习惯使用受到推崇；同时，它们应当遵

循国家立法和相关的国际义务，并被完全纳

入并体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过程

中，而土著和地方社区能充分有效地参与该

执行过程。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传统知识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此目标旨在确保传统知识和可持续的

习惯使用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有效参与下受到

推崇，保护和鼓励，并能够被体现在《公约》

的执行过程中。鉴于此目标的交叉性质，旨

在实现此目标的行动也将为其他“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推崇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

3

目标

将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完全纳入
并体现在《公约》的执行过程中

3

目标

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
的参与

3

目标

目标 18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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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在国际范围内和一些国家正在执行相关流程，以进一

步推崇，认可和推广传统知识以及可持续的习惯使用。

一些国家开展了相关工作以提高土著和地方社区有效

参与本地，本国和国际相关流程的能力，并已取得

了进展，但是有限的支持，认可和能力仍是一大障碍。

总体而言，语言多样性的丧失（见图18.1和文本框

18.1）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大规模搬迁表明，传统

知识正在持续衰落²¹⁶。但是，在一些地区这种趋势正

在扭转，原因在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增加，

地方社区参与到保护区的管治工作中以及人们对社区

养护区的重要性的认可度逐渐提高²¹⁷。

第四版《展望》评估的国家报告中有超过60%显示，

此目标的实现过程已取得了进展；已采取的行动包括

支持传统自然资源管理（日本，缅甸和南非）以及森

林和保护区的参与性管理（尼泊尔）²¹⁸。

尽管此目标的各构成部分均取得了进展，但就可评估

的当前趋势而言，目前已采取的行动不足以在2020年

之前实现此目标。

57%
安全或数据不足

11% 
明显濒危

10%
极度濒危

10%
有危险4%

1950
年后已灭绝

9%
严重濒危

图18.1. 全球语言面临的威胁水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濒危语言分布图，基于代际间的传承度，全球至少43%的语言面

临消亡的危险²¹⁹。

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8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相关指导方针，制定

国家性的指导方针或行动计划，以认可和保护土著和

地方社区对其知识的所有权

 • 推广支持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和地方知识以及

提倡可持续习惯使用的地方性倡议，包括：传统的卫

生保健倡议，增加学习和使用土著语言的机会，基于

传统方法的研究项目和数据收集（目标19）以及确保

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到保护区的创建，管控和治理工

作中（目标11）

 • 提高人们对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对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目标1）

 • 支持并协作组织针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能力建设

活动（有关《公约》下相关议题的活动）和文化意

识提高计划

 • 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议题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感

兴趣的议题上，加强这些社区在各个层级的有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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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18.1. 北极地区土著语言面临的风险

自19世纪以来，已有21种北极地区的语言消失，其中有10种发生在1990年之后，这表明语言消失的速

度正在加快。在这些消失的语言中，芬兰，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各有一种，而俄罗斯有18种。28种被

认为极度濒危的语言迫切需要人们的重视，否则它们也将永远消失。

在不同地区正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振兴工作，这有力地证明了土著人民很有兴趣振兴和推广自己的语言

和文化。振兴计划主要包括基层运动和一系列活动，如暑期强化学校计划，地方学校的语言使用以及

针对成年学习者的特殊课程。

图18.2. 北极地区各语系的语言现状²²⁰



目标 18: 传统知识 117

文本框18.2. 菲律宾：监测传统知识

菲律宾伊富高省提诺克镇的土著Kalanguya社区正在利用由文化决定，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振兴习惯性

的土地利用和区域管理。提诺克镇是“菲律宾传统知识网络”的试点社区之一；在这些社区中，人们

正在运用多种指标（例如语言多样性，传统职业，土地保有制度和土地用途改变）对传统知识进行社

区性监测。

监测产生的数据包括土地和森林利用的文化地图，有关习惯保有制度的文件，传统职业，传统知识所

有者的状况以及文化传播。同时，监测也调查了动植物群的状况，主要作物的生产效率和土壤肥力。

调查结果包括：由于流域森林被转变成蔬菜农场，它的面积相比于1970年缩减了60%；而由于人们对

有关增强土壤肥力的传统做法缺乏了解以及愈发严重的虫害（因为放弃传统的害虫防治方法，如同步

的农耕活动），水稻产量下降了30%至50%。

该项目收集的信息被用来促进社区采取行动对土地，森林和水体进行保护，可持续的利用和习惯性的

治理。已经制定了旨在振兴传统知识以及加强习惯做法和法律的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划

分受保护的流域地区以及严格控制对社区福祉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公共土地被私有化的情况。地

方社区和地方政府已经通过了一份协议，旨在通过振兴土著知识做法和区域管理体系防止环境退化并

增加人民的福祉²²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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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信息和知识

到2020年，加强，广泛共享，传播和应用以

下方面的知识，科学基础和技术：生物多样

性，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功能，状态和趋势

以及因其丧失而造成的后果。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生物多样性的相关信息对于以下方面的工作至

关重要：发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确定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作重点以及为具有针对

性和良好成本效益的行动创造有利环境。因

此，此目标的实现进展有助于其他“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此目标是一项普遍

承诺，旨在提高可获取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信

息和技术的数量和质量，在决策中更好地利

用它们并尽可能广泛地共享它们。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加强以下方面的知识，科学基础
和技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功能，状态和趋势以
及因其丧失而造成的后果 4

目标

广泛共享，传播和应用生物多样
性知识，科学基础和技术

3

目标

目标 19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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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通过一系列国家，地区和全球性的倡议，生物多样性

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正在被更加广泛地共享。这些倡议

包括：旨在提倡和促进免费，开放地获取自然历史藏

品和观察资料的数字化记录的网络，如公民科学倡议；

通过多方合作建立全球物种的完整名录；开发“基因

条形码”技术并将其作为确定物种的一种方法（见图

19.1）²²²。但是在若干国家，许多数据和信息仍然难

以获得并且缺乏调动能力。

在“地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工作中，

已经认识到需要开展更多协调一致的工作以监测生

物多样性并需要采用标准或协调一致的协定；它设想

了一个联结现场信息和遥感信息的全球性网络。“地

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正在制定一组生物

多样性基本变量，通过重点观测有限数量的关键属性

以提高监测工作的效率²²³。

在过去20年，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而诸如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项目等网络帮助将科

学家们聚集起来，使其在与社会和决策相关的研究中

合作。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流程；该平台的评估计划，

知识生成，能力建设和政策工具旨在为各个层级更加

明智的决策提供良好环境。

各国在以下两个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一是提

高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信息和监测系统；其二是

国际性的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

息机制（见文本框19.1）及其国家节点和地区性倡

议（见文本框19.2）。

由于建立共享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信息和知识的

系统的工作已取得了进展，此目标的大多数构成部

分被认为正处于成功实现的轨道上。但是，如果要

实现此目标的所有构成部分，人们仍需要加大在数

据调动方面的投资，并进一步协调能被直接运用于

决策的模型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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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A 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制发布的物种出现记录的增

长,²²⁴ B 生物物种清单年度核对表涵盖的物种数量的增长²²⁵和 C 生

命条形码数据系统全球参考资料图书馆中的动物物种数量的增长²²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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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19.1.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展望》：在信息时代中传播生物多样性知识²²⁷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学伙伴关系”已编写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展望》并将其作为一种框架和观

念，以促进原始数据的调动，获取，利用和分析以及政策相关信息的提取。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四个

重点领域的有组织活动：

 • 创造一种文化，其特点是：专业知识共享，稳健的通用数据标准，数据分享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以及

数据永久存储和归档的系统

 • 从各种有效的来源调动生物多样性数据，使其能被快速或常规性的取用。数据只可以被采集一次，

但是可以被多次利用。这包括各种形式的数据：从历史文献和藏品到民间科学家的观测数据，从自动传

感器的数据到对微生物群落基因签名的分析。

 • 通过为发现数据创造有利条件并将数据整理成具有背景和意义的观点，提供工具将数据转化为证

据。这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的协同工作：提高数据的精确度及其被用于研究和政策的适合性，提供

分类框架以及整理有关物种特征和物种间相互作用的信息。

 • 通过将上述证据用于模型，视觉化工具和发现漏洞（以确定未来数据采集的优先顺序），促进人们

理解生物多样性及人类对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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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19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制定现有生物多样性信息的目录，并将其作为发

现知识缺口和确定研究的重点对象的一种手段；同

时，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性研究网络以协

助开展这些工作

 • 加强和推动数据的进一步调动和更容易的获取途

径；实现的方法包括：鼓励使用通用的信息学标准和

协议，倡导一种数据分享的文化（例如，对公共资助

的研究的需求以及认可数据集的出版），投资于自然

历史藏品的数字化工作以及提倡民间科学家为生物多

样性观测组织做出更多贡献

 • 促进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决策者利用生物多样性的

相关信息

 • 建立或加强监测计划，包括监测土地用途改变以及

在可能情况下提供近实时信息（尤其对于生物多样性

变化的热点地区）

 • 在信息收集和利用方面加强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如支持社区性的监测和信息系

统（目标18）

 • 支助相关技术领域的同业交流圈和利益相关方，并

加强相关国家机构，国家和地区性的生物多样性专业

知识中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和相关倡议之间的合作

 • 确保公开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信息，使其能被方便

地获取，并改善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信息交换机

制；加强基于信息的主题式服务并建立服务之间的联

系以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知识网络的发展

文本框19.2. 共享有关刚果盆地森林的信息：中部非洲森林观察站

在中部非洲，关于森林及其多样性的状况的数据可用性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中部非洲森林观察站由中

部非洲森林部长委员会管理；它是一个独特的地区性观察站，作用是监测横跨10个国家的森林资源和1.87
亿公顷的雨林。中部非洲森林观察站每年通过合作伙伴网络收集，核实和协调森林的通用数据，并通过

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传播信息。专家们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并编写“刚果盆地森林状况”报告，其中包

括有关森林覆盖，生物多样性和其他议题的信息。近来中部非洲森林观察站加入了“全球保护区数字化

观察站”；该组织被认为是一组“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基础设施”，旨在为使用者（如公园管理

者，决策者和观测者）提供评估，监测以及在可能情况下预测全球范围内保护区的状况和面临的压力²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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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种来源的资源

最迟到2020年，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为有效

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而

从各种来源调动的金融资源得到大幅增长，

且这种资源调动符合《资源调动战略》中统

一认可的流程。此目标可能将发生变化，变

化取决于各缔约方即将编写和报告的资源需

求评估。

此目标为什么重要

这个目标的整体目的是增加《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实施过程中可用的资源总量。实现

这个目标将有助于《战略计划》中其他19个

目标的实现。

现进展的摘要

目标构成部分（截至2020年） 状态

在 2010 年基础上，为执行《生物
多样性战略计划》而从各种来源调
动的金融资源得到大幅增长

3

目标

目标 20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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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趋势，目前状况和未来预测

实施《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全球资源评

估高级别专家组在其第一次评估中得出结论：实现20
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年均成本约在1,500亿到

4,400亿美元之间²²⁹。但是，高级别专家组也指出，这

些数字应被认为是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资源量的粗略近

似值，而非精确的估测值。高级别专家组的第二次评

估得出结论：现有证据支持了这些估测值，但是其中

一些目标的估测值可能有些保守²³⁰。两次评估都表明，

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大多数投资能产生多种惠益，而

这些投资不应只来自于生物多样性的预算；许多活动

可以通过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污染防治和气

候行动的预算得到联合赞助，因为这些方面的惠益可

以延伸到生物多样性。

人们也开展了针对国家一级（见文本框20.1）和与具

体“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的资金（见文本框

20.2）的估测。这些估测通常显示，在实施《战略计

划》的相关方面仍存在严重的资金缺口。

对于支持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国内资金，目前的相关信

息比较有限。但是，一些估测显示每年全球的国内资

金总量约为200亿美元或以上²³¹。30多个缔约方已经通

过《公约》下的初步报告框架上报了其国内的生物多

样性资金情况²³²。尽管利用这些信息不足以对现阶段

的国内生物多样性资金进行全面的全球性评估，但是

大多数国家的报告显示，国内资金的水平正在稳步或

适度地增长（例如，见文本框20.4）。而对于从其他

渠道提供的资源（如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创新性

的金融机制），相关信息也比较有限。

与2006至2010年的基准线相比，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呈现了普遍增长的趋势。在2006至

2012年之间，在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主要目标的活动中

投入的资源量基本保持不变。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双

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普遍增长主要是由于官方发展援助

的增长，而官方发展援助将生物多样性作为其“重要”

的目标（见图20.1）。尽管在2012年对生物多样性相

关工作的援助有小幅下降，但总体而言，在2013年对

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也是生物多样性所需资金的一个重

要来源，但是对于通过这个渠道提供的资金总量，相

关信息比较有限。多边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例子是通

过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提供的资金。全环基金

接受的捐资额正在逐年增加，在全环基金第四次充资

和第五次充资之间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但是，从全

环基金第三次充资开始，它提供给生物多样性重点

领域的专项资金在绝对数额上基本保持不变（见图

20.2）。在全环基金第六次充资会议上，捐赠国承诺

将在四年周期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44.3亿美元（包括

13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专项资金），以支助其防止全

球环境退化的工作²³³。

近期的趋势和现有的有限信息表明，尽管此目标的实

现过程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的进展并不足以让

人们在2020年之前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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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 2006年至2012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单位：百万美元，以2012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及其在官方发

展援助总金额中的占比²³⁴。主要官方发展援助表示专门用于应对

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资金。有意义的官方发展援助表示可能有

其他主要目的但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资金。

图20.2. 在试点阶段到全环基金第五期之间，全环基金资金总

额和用于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的资金（单位：百万美元，截

至2013年9月）。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于多个领域的资金被酌

情分配到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²³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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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20.1. 英国资金缺口的证据²³⁶

基于英国已设定的目标和目前的农业环境费率，并假定英国所有16,200,000公顷的农业和林业用地受到

管理，若要实现英国在“生物多样性，景观，气候变化缓解，洪水风险管理，农田历史环境，土壤质

量，水质，资源保护和公共获取”等方面的环境目标，所需的总成本预计将达到每年19.86亿英镑（即

每年29.06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现有农业环境年度预算的三倍。此外，据称该成本可能被严重低估。



目标 20: 调动各种来源的资源 125

旨在加快目标实现进展的行动

基于第四版《展望》采用的多方证据，以下行动是

有效的；而且如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它们将有助

于加快目标20的实现进度，也将推动圆括号中其他

目标的实现：

 • 通过国家级的评估和次国家级的相关评估，明确阐

述生物多样性对经济和社会的多重价值（目标1和2）。

这些评估应当包括对生物多样性投资的共同惠益的评

估以及对不作为造成的长期成本的评估；

 • 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财政计划，将其纳入《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目标17），并在可能

的情况下使其与国家的年度或多年度财政规划周期保

持一致。财政计划应当明确资金的需求，缺口和优先

考虑的对象，以更有针对性地利用资源；

 •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或）国家发

展合作计划（目标2）；

 • 拓宽生物多样性资金的来源，包括探索创新性的

金融机制，如补贴改革和生态系统服务补偿付费计

划（目标3）；同时应当认识到任何单一的资金来源

都无法满足所有需求（见文本框20.4）

文本框20.2. 减少鸟类灭绝风险所需的资金²³⁷

一项针对改善濒危鸟类物种保护所需成本的评估（具体来说，根据自然保护联盟的某一受威胁类别将

之“从清单中除去”）显示，未来十年全球1,115个濒危物种所需的成本预计介于每年8.75亿到12.3亿

美元之间。目前的资金只能支持其中的12%。如果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上除鸟类外的全球濒危

物种也包括在内，未来十年的成本预计将增加到每年34.1到47.6亿美元之间。有效维护重要鸟类保护区

的成本将是每年651亿美元；如果还要保护对其他分类群至关重要的地区，这个成本将增加到每年761亿

美元。这些估测普遍表明，相关的资金仍然需要数量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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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20.4. 通过环境补偿增加资源：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山谷省的水资源基金

考卡山谷省是一片生产力高，土地肥沃的地区，当地有大量的甘蔗种植者。甘蔗也是哥伦比亚重要的国

内和出口作物。考卡山谷省坐落于一个非常肥沃的水文系统，其中包括为90万城市（包括首府卡利）

居民供水的重要流域。该地区对于造成夏季缺水的气候因素非常敏感。水资源基金的实施旨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以及与水资源相关的服务所能带来的惠益，特别是减少沉积和维护水流。由该基金出资支持

的活动包括保护至少125,000公顷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改善对景观的管理。这些活动将使下游地区的92
万人民受益，并有助于增加甘蔗的产量²³⁹。

文本框20.3. 印度的生物多样性资金

印度已对其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资金进行

了详细的评估。该评估考量了资金的各种来源，

包括直接来自环境和森林部的核心与非核心资金

以及间接的外围资金（包括其他政府部门分配的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影响的资源）。在计算外

围来源提供的资金时，会将其乘以一个乘数；乘

数表示该资金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联系的

直接程度。州政府提供的资源也被考虑在内。这

项评估发现，在2013至2014年之间，投入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的资金超过14.8亿美元，其中55%是

来自州一级的投资，20%来自环境和森林部，另外

25%来自国家一级的其他24个部门（见图20.3）。

在2006至2013年之间，中央政府投入的核心资金得

到了增长；与2006至2010年的基准线相比，2010年

之后的资金增长了约30%²³⁸。

25%
国家（其他政府部门）

55%
各州

3%
环境和森林部
（非核心资金）17%

环境和森林部
（核心资金） 

图20.3: 2013-2014年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资金以及来自

不同渠道的资金在生物多样性总资金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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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综述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最后部分提供了一份关

于到2020年实现所有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展情况的综述，

并探讨了实现《战略计划》“2050年愿景”的前景以及对

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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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计划目标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进展的摘要

本分节提供了关于落实《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目标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情况的综述，

主要依据以下两种来源的信息：(1) 依据一系列指标，

对实现《战略计划》五项目标当前趋势的推断，和(2)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通过第五次国家报告提交的

信息。这些信息来源构成了前述章节提及的有关所有

目标各构成部分实现进度评估的一部分，并在第18 页

目标“仪表盘”中核对。作为逐个目标专家评估的补

充，合并指标，推断和国家报告提供了一份关于落实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战略目标以及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进度状况的综述。

当前趋势的推断 

本展望前述章节的目标评估和基本技术报告²⁴⁰ 包含到

2020年的指标趋势推断的图形，它们根据以往数据并

采用统计方法，预测涵盖至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将达到其终点的日期。这些并非预测，因其假设所

有驱动因素保持恒定，且不考虑政策或行为可能出现的

变化。然而，如果最近的这些驱动因素和做法将持续

下去并保持不变，它们将可指明某些趋势的发展方向。

总共选定了55个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的指标。

图21.1是所有这些指标的总表，并根据战略目标以

及它们是否代表了生物多样性实际状况，生物多样性

的压力或政策回应进行了分组。这些指标所传达的总

体讯息与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分析的情况

类似：总体来说，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积极回应不断

增加（32个回应指标中有19个）；但生物多样性的压

力指标也预测了呈增加趋势（7个压力指标中有6个）

；2010-2020年间生物多样性状况的预测表明其正在

急剧恶化（16个状态指标中有13个）——所有都假

定当前的驱动因素保持恒定。综合这五个战略目标，

这些推断所传达的讯息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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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A（解决根本原因）

该战略目标下的各目标主要关注针对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根本原因做出的回应。与战略目标A相关的回应指

标，如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措施，显示出积极

的发展趋势。然而，推断表明与该目标有关的所有

压力指标都在持续增加：生态足迹，水足迹和净初

级生产量的人类占用（为人所用的地球植物生长的比

例）。这些对比鲜明的趋势可能说明积极变化的影响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或者促进可持续做法的措施

仍然难敌对抗压力。

20202015201020052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20202015201020052000

战略目标A：解决根本原因

战略目标B：减少直接压力

战略目标 C：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战略目标D：增进所有人的惠益

战略目标E：加强履约工作

图21.1. 2000年的指标趋势以及《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五个战略目标到2020年的预测。状况衡量值（左栏）为橙

色，压力衡量值（中栏）为红色，回应衡量值（右栏）为绿色。对于状况和回应指标，随时间下降代表不利趋势（生物多样性

下降，回应减少），而压力指标随时间减少代表有利趋势（压力减少）。虚线代表2010年至2020年间无显著趋势，实线代表该

期间出现显著预测变化。图形表明，尽管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回应呈现积极趋势，但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及其

压力总体呈现不利趋势。空白处表示无指标可用于推断²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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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B（减少直接压力）

该目标下的指标显示了改善的回应，增加的压力和恶

化的生物多样性状况之间的对比态势。尽管森林产品

和渔业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可持续认证，渔业行动的

压力，氮的使用和入侵物种都显示出到2020年持续增

加的趋势。与该目标相关的11个分别衡量生境和物种

状况的指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战略目标 C（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该目标下两个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指标：地球生命力指

数和红色名录指数显示目前的下降趋势，以及根据

当前驱动因素推断到2020年将持续下降。另一方面，

带来积极趋势的回应包括保护区覆盖，包含其有效

性，生态代表性和关键生物多样性地区的保护程度。

战略目标D（增进惠益）

几乎没有直接涵盖本战略目标下各目标的量化指标。

唯一一个与本战略目标直接相关并可用于此次评估的

指标就是有关授粉者的红色名录指标，其显示这些物

种整体愈来愈趋向灭绝，这表明这项生态系统服务不

断恶化。然而，其他战略目标的某些指标却为本战略

目标下各目标的进度情况提供了证据。这些包括与生

境范围，渔业和其他压力有关的指标。这些指标目前

的地位显示，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正在退化，且

这种退化状态预计将持续到2020年。 

战略目标E（加强履约工作）

本目标采用的所有指标都与回应有关，包括关于数

据和知识可用性，保护资金和发展援助有关的指标。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近期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对目标

实现产生了积极影响，且预计将持续增长至2020年。

结论

这些指标是对上一章节总结的综合评估的补充。这组

指标比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的指标更加全

面，但是它们只提供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度情况

的部分信息。这些指标及其到2020年的统计推断表明，

为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所作回应的影响

尚无法带来可感知的压力减少或生物多样性状况改进。

部分解释原因可能是，采取的行动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才能最终显现出积极成果，但也说明若要实现《战略

计划》的目标，则还需增强和加快行动。

第五次国家报告提供的信息

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评估的第五次国家报

告（截至2014年7月总共64份）提供了关于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实现进展情况的额外证据。这些报告强化了

整体评估，即虽然在实现所有目标方面都实现了进展，

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这些进展并不足以在2015年

和2020年的最后期限实现目标（见图21.2）。此外，

与指标结果相一致，国家报告所载信息表明，多数进

展主要集中在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16和17，即涉

及以下方面：保护区，关于获取与分享惠益的《名古

屋议定书》，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而在目标3和10方面的进展尤其有限，即涉及以下方

面：激励措施改革和易受气候变化及海洋酸化影响

的生态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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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根据64份第五次国家报告的信息，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进度的评估。²⁴²近60%的报告明确评估了各国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

目标的情况。在上述国家报告中，国家评估均被应用于与本报告第(18) 页所载目标“仪表板”所采用的相同的五分量表法。在其余40%的

报告中，报告所载信息提及了其中的评估。这些报告中有些不包含可供用于进行进度评估的信息。这些报告在图中被标注为“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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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爱知目标彼此之间密切相连，但这些关联的强度彼此

不同，且通常不对称（见图21.3）。在不同的国家环

境中，这些关联各不相同，根据所采取的行动类别，

它们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因

此，在设计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的国家行动时，对其加以考虑是有益的。有助于尽可

能增加各目标之间积极作用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望减

少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的总

成本，并可使其执行和落实时间达到最优。 

有的目标主要对其他目标产生影响（下游相互作

用），有的目标则主要受其他目标影响（上游相互作

用）。特别是，为实现目标2（生物多样性价值），目

标3（激励措施）和目标4（生产和消费），目标17
（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行动计划》），目

标19（知识基础）和目标20（财政资源）所采取的行

动会对其他目标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这些目标应被

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它们会影响广泛目标和

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实现目标5：减少生境丧失，进而解决陆

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将需要汲

取多数其他目标的行动的综合方法。例如，如目标

5摘要所述，减少毁林或其他土地利用变更的战略可

能需要：公共意识和参与（目标1），土地利用或空

间规划的法律或政策框架（目标2），积极和消极的

激励措施（目标3），解决商品供应链问题以限制来

自违法或不可持续来源的产品（目标4），提高现有

农业土地和牧场的生产率以推广可持续利用（目标

7），建立保护区网络（目标11）；促进土著和当地社

区参与（目标18），监测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目标

19）和调集资源（目标20）。

若干其他目标主要受其他目标的影响。例如，目标12
（物种保护），目标13（遗传多样性），目标10（脆弱

生态系统）和目标15（生态系统恢复和复原力）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其他目标行动的影响，所以它们主要从

所有其他目标的实现进度中间接受益。然而，与某一

特定目标直接相关的执行行动（例如维持牲畜遗传多

样性或防止物种进一步灭绝的执行政策）是推动实现

这些目标的最首要的紧急步骤，也是能对生物多样性

带来最快速积极影响的行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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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根据专家意见，各爱知目标在全球一级的相互作用的强度，描绘为柱形影响列。颜色深度代表关系强弱（浅色——低，中

色——中，深色——高）。例如，目标2（T2）对目标10（T10）的影响很强，可T10对T2的影响却相当微弱²⁴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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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成就

生物多样性在支持人类福祉方面的作用在《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50年愿景的广泛条款中得

到了认可：“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

恢复和明智的利用，从而维护生态系统服务，支持

一个健康的地球和向所有人提供至关重要的惠益”。 

为帮助分析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行动与人类社会面对

的广泛挑战之间的长期依赖性，第四版《展望》与《

战略计划》2050年愿景保持一致，仔细审查了以“一

切照旧”为基础的发展趋势以及同时满足生物多样性，

气候和减贫目标的貌似可信的情景假设。 

“一切照旧” 假设的挑战

基本技术报告²⁴⁴ 探索的未来情景设想显示了到2050年

期间一切照旧假设下的五大挑战。若要实现《战略计

划》愿景，则必须妥善应对以下挑战：

 • 到2050年，预计气候变化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到2055年，全球气

温将升高0.4到2.6摄氏度；到2090年，将升高0.3到4.8
摄氏度，并将伴有海平面升高，降雨类型改变，夏季

北冰洋海冰大量丧失和海洋酸度升高。这些变化将在

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级别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广泛影

响，包括物种和生态系统分布的变化，物种丰度变化

和灭绝风险增加。气候变化的努力也会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非常重大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 到2050年，对肥沃土地的需求预计将大幅增加。在

一切照旧假设中将扩大的农业与生物质能相结合将导致

全球土地紧缺，这样，即没有足够的空间保护自然土

地生境，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大幅丧失。 

 • 到2050年，许多野生渔业可能会崩溃，预计水产养

殖业将会占据渔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如果不减少有害

补贴，不改善陆地和非陆地海洋系统的管理，预计到

2050年，很多地区野生捕捞海洋渔业的不利影响都会

大幅增加，包括开发的鱼类产量的崩溃。预计到2050
年全球鱼类产量将显著增加，而这主要来自水产养殖。

这种快速扩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污染，对高

蛋白质饲料的需求增加和对土地或沿海地区的争夺。

 • 到2050年，预计很多地区都将出现水源短缺现

象。到2050年，在多数一切照旧假设中，预计全球

淡水系统采水量将增加近一倍。这将导致淡水系统

水量减少，淡水系统极其依赖水流以维持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目前，用于粮食生产的耗水量

占全球水源消耗的84%，并将占据预测的未来全球水

源消耗量的绝大部分。

 • 到2050年，各种驱动因素的结合将使某些系统超过

区域规模的临界点。有证据表明，若干大规模景观变

更已经发生，还有情景假设表明这些可能导致社会生

态系统发生重大毁坏。两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污

染，破坏性渔业，外来入侵物种，海洋酸化和全球变

暖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珊瑚礁退化，和由全球变暖导致

的夏季北冰洋海冰大量丧失。更多可能发生的景观变

更包括毁林，火的使用和全球变暖共同导致的亚马逊

热带雨林的退化，以及过度捕鱼，污染，海平面上升

和全球变暖共同导致的某些热带渔业崩溃。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的这些区域范围的相对快速和大规模的变

化，如不被遏制，预计将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

务和人类福祉产生巨大不利影响²⁴⁵。 

实现2050年愿景的替代途径

2050年的预测方案显示，目前“一切照旧”的趋势必

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才能应对前一节强调的各种挑

战以及实现三个重要的全球性目标：减缓并遏止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增长控制在2°C之

内以及实现其他人类发展目标。近期环境保护工作的

若干成功事例表明，为了实现一个可持续的未来，需

要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转型；目前没有任何单一的简

单政策工具能够应对所有这些挑战。

在“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制订的全球

预测方案有助于阐明实现可持续未来的途径的多样性，

复杂性和可行性²⁴⁶（见文本框21.1）。这些方案有助

于揭示实现2050年所有三项目标所需的发展途径中的

重大转变；人们需要在近十年全面实施这些转变以实

现这些目标，因为社会和技术的转变以及地球的生物，

气候和海洋系统具备固有的长期滞后性。

预测方案显示，在实现这些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同时，

也可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目标，包括：大幅缓

解气候变化，改善饮食习惯和消除饥饿。在其他方

案中，生物多样性的若干指标呈现出改善趋势，如

种群丰度，濒危物种的现状，平均物种丰度和海洋鱼

类种群的状况（见图21.4）。这些成果可以通过多种

政策组合实现；情景分析中研究的三种途径都指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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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共同的要素（同时强调不同情景中的要素各不相

同；见文本框21.1）。

对长期可持续性的实现途径做出重大贡献的行动主要

集中于两个活动和决策领域。

 • 气候变化和能源系统——遏止毁林活动并合理开展

人工造林，能为缓解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

重大贡献。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提高能源的利

用效率，以将全球变暖的幅度控制在2°C之内，同时

实现人类发展的目标。只有避免生物燃料的大规模利

用，才能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目标。由于地球气候系统

的长期滞后性，到2050年及以后气候的大幅变化已经

无法避免；因此，目前亟需生物多样性的适应计划。

例如，在保护区系统的设计中，适应计划需要预先

考虑气候的变化。

 • 粮食系统——粮食系统的重大转变是实现可持续

性所需的关键行动领域之一。第一，需要减少粮食浪

费：约三分之一的粮食损失在食品运输和转化链（主

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家中（主要在发达国家）。第

二，多样化的饮食习惯以及全球范围内控制卡路里和

肉类消费水平的一致意愿将有助于改善许多地区的人

类健康和粮食安全，同时显著降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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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根据基准值和其他社会经济预测方案，2050年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粮食产量的预测状况。这些预测显示，与基准

值（或“一切照旧”的趋势）相比，以下四个方面将能得到重大的改善：A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状况（由受到过度捕捞的鱼群比例显

示）；B 陆地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根据四个指标）； C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 D 提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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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第三，需要改善农业，水产养殖业和野生捕

捞渔业的管理。对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作出切实的变化

能够大幅减少水资源消耗和污染。如果大多数海洋渔

场的捕捞压力能显著降低，捕捞技术能发生改变，今

后十年或二十年渔场将得到复原。

这份分析报告强调了以下观点：如果我们想在人类的

愿望和地球的供给能力之间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可持

续的关系，在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系统以及能源利

用方面做出重大转变就显得尤为关键。而实现这些转

变需要关键经济部门的参与（见文本框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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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利用“里约+20”社会经济预测方案，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不同途径。图中所示的预测方案都将在2050年

之前实现减缓和最终遏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目标，同时将全球温度的平均增长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实现一系

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包括：消除饥饿，提供安全饮用水，基本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的普遍获取渠道。这些目标

可以通过三种不同途径实现（文本框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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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21.1. 实现2050愿景的多种途径：“里约+20”

预测方案——以下途径旨在实现一系列广泛的目标（PBL，2012）；这些目标基于当前有关环境和发展

议题的国际协定（另见Ozkaynak等，2012）。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首要目标可以被表述为“到2050年消除

全球饥饿，同时避免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丧失”。此目标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2050年愿景，“爱知

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a）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c“1990年至2005年间，挨饿的人口比

例减半”（联合国，2001）。2050年愿景被解读为：到2030年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以及到2050将

此速度降为零。千年发展目标的消除饥饿目标旨在到2050年完全消除饥饿。其他目标包括：将全球长期

平均气温的增长控制在2°C之内；提供安全饮用水，基本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的普遍获取渠道；以及

减少城市空气污染和化肥利用。这就促使分析必须权衡其他主题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的协同作用考虑

在内。所谓权衡包括：限制生物燃料（旨在缓解气候变化）的使用以避免对土地的争夺；提高化肥的

利用效率以减少农业集约化产生的氮排放量。所谓协同作用包括：人类向现代能源的转变造成了对薪

材需求的减少，进而减少了毁林活动；肉类消费的减少缓解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这些预测

方案与气候变化国际小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的“气候变化缓解预测方案”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气候变

化国际小组的预测方案中，主要生境的丧失速度非常高，这与方案中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设想是有关

的；在该方案中，生物能源被大规模利用以缓解气候变化，同时缺乏控制土地覆盖变化的积极措施²⁴⁷。

以下三种途径能实现这些目标（见图21.5）：

• 全球技术：重点是大规模的技术最优解决方案（如集约农业）和高水平的国际协调；

• 分散式的解决方案：重点是分散式的解决方案，如与自然走廊紧密联系的农业和管理粮食公平获取

的国家政策；

• 消费模式的变化：重点是人类消费模式的变化，尤其是限制人均肉类摄入量和减少粮食系统中的损失

这些途径在以下方面各不相同：对于人类行为的强调（这些途径作为推动改变的手段），监管和市场

的相对权重，协调统一与竞争相比以及激励技术进步的特征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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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21.2. 通过关键部门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以上分析以及与第四版《展望》同时开展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显示，如果要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全球经

济若干主要部门的运行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部门主要包括：农业，林业，渔业，能源以及水

资源和公共卫生²⁴⁸。

这些部门对生物多样性施加了大量的直接压力。基于“一切照旧”的假设，更加庞大和更加富裕的人口

意味着他们将是预期中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致因。因此，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人们反

思粮食系统运转的方式，能源生产的方式，获取和生产木材的方式以及内陆水体和海洋的管理方式。

这些主要部门的运行也依赖于自然资源基础。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丧失将以不同方式对这些部门造成不

利影响，增加它们的成本，以致需要它们对运行方式进行改变。这些部门中的行为者将逐渐认识到其对

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进而评估自然资源基础的改变对它们的影响程度，并寻找限制其影响和减少其脆弱

性的方法。这些部门的有效参与为加快长期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上述有效参与需要这些部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考虑范围（“主流化”）。如果生物多样性与价值链

中主要生产者和其他行为者的核心价值和利益相符合，这一点则更有可能实现。反过来说，这也需要

这些部门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机遇，例如：鱼类和木材更容易获取，农业生产系统的土壤质量改

善以及水资源管理中基于自然的成本效益良好的解决方案。

四个重要战略有助于改善，加快和提高各部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考虑范围（或“主流化”）的工作：

 • 运用综合方法获取陆地景观，内陆水体和海洋环境中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的惠益，处理跨部门的议

题，保护小农的利益并加强当前的保护工作

 • 加强新出现的自发性可持续倡议中的生物多样性成分，如国际供应链中的标准设置和认证制度

 • 通过提高购买者和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影响的认识，强化他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及其对粮食安全和健

康饮食的重要性的认识。提倡少肉的饮食习惯以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对于减少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

至关重要，同时能带来诸如改善健康和减少成本等附加惠益

 • 通过改进生物多样性和绿色投资的企划案调动资金。这需要在公司的报表中纳入自然资本，从而影

响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决策，并将部门的运行转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更有利的方向

这些战略需要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共同努力，同时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政策影响各部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其考虑范围的工作；这些政策包括：提高认识；改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核算和报告制

度；充分发挥新出现的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制度的作用；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系统服务补偿付费；

使各部门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符合的激励措施；实行绿色税收和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

贴；通过强调对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有益的成本效益良好的消费者选择，充分利用消费者选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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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贡献

本《展望》的出版恰逢其时，重点讨论了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发展长期目标之间的重要联系。本《展望》评

估了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目标的实现进展，而目前正

在进行讨论以制定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

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和减贫工作之间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提供了粮食，水，能源和其他惠

益，因此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服务都依赖

于有效运行的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而生物多样性巩

固了这些生态过程²⁴⁹。

但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并非简

单明了，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讨论的生

态系统服务类型。生物多样性在提供调节服务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例如传粉植物以及能减少农田虫害爆发

的多种食肉动物。此外，生物多样性还对文化服务

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土著社区。但是，人

们经常需要在不同服务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例

如：对农产品供给服务有利的管理决策可能会造成调

节服务的损失²⁵⁰。

尽管我们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但是穷人和弱势群体通常比其他人群更加直接依赖于

生物多样性，因为他们购买替代品的能力相当有限²⁵¹。
在许多地区，人们依靠从森林和珊瑚礁等自然区域直

接获取的食物，水资源和能源维生²⁵²。对处于危机时

刻的穷人而言，生物多样性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可以为穷人提供脱贫致

富的道路。在短期内，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为穷人提

供了最大的惠益。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多样性

（包括不同的作物品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多样性能

够确保生态系统遭受突然打击和长期变化后的复原力，

从而保护对穷人的惠益²⁵³。 

沿海生境（如红树林，盐沼，海草和珊瑚礁）能保护

人类社区免遭风暴潮和洪水灾害，而暴露在这些风险

之下的人类社区必然更加脆弱²⁵⁴。近期针对印度洋，太

平洋和大西洋中珊瑚礁对降低风险和适应气候的贡献

的全球性综合研究显示，珊瑚礁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

非常有效，因为它平均能减少97%的波浪能。这项研

究估测全球有超过1亿人能获得珊瑚礁带来的风险降低

惠益，而如果珊瑚礁发生退化，这些人将承担缓解和

适应灾害的成本²⁵⁵。

许多经济部门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如

渔业，农业和旅游业。但是，贫困和经济发展都可能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以及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商品和服

务造成不利影响²⁵⁶。人类需要更多的粮食，水和木柴

以供养持续增长的人口；这种情况在比较贫穷的地区

尤为突出，这些地区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可供用于

可持续地生产这些商品。同时，全球持续性的经济增

长（尤其是全球中产阶级的增长）将增加对肉类，木

材，生物能源，纸等产品的需求。人类历史上的发展

途径建立在将自然资本转化（和侵蚀生物多样性）以

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因此，在当前普遍的生产和

消费模式下，如果没有更多的相关政策，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和自然资源的退化将会持续甚至加快，而穷人

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如果可获取的自然资源没

有得到可持续的管理或发生退化，为穷人提供粮食，

水和能源的工作将会更加困难。而临界值和临界点的

存在表明，难以逆转的生物多样性负面变化所带来的

风险正在增加，而这些变化也将对社会产生影响²⁵⁷。

但是，目前存在发展的替代途径，且这些途径能带来

前一节所述的更光明的前景。此外，有证据表明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能够解决一系列社会挑战，包括气

候变化，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如果得到合理的设计，

这些行动能使穷人受益²⁵⁸。

生物多样性与发展，生物多样性和减贫工作之间的关

系并不简单，而且人们无法确保取得双赢的结果。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减贫工作的措施可以互为补充，但有

时也必须做出权衡²⁵⁹。然而，持续性贫困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很多根本致因是相似的，而且是由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方式造成的。解决这些致因将有助于两个议

程的执行；在良好的环境中，生物多样性本身也可成

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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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于2000年9月开始生效。这些目

标确定了全球减贫工作中应当优先考虑的基本需求。

目标1重点关注贫困和饥饿问题，目标2和3重点关注教

育和赋权问题，目标4-6重点关注健康问题，而目标7
（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和目标8（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

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正如前一节所述，生物多样性和减贫工作之间的关系

是双向的：生物多样性为减贫工作和经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机遇，而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丧失则会加

剧目前的风险。例如，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能

够为目标1和6的实现做出贡献。

目标1 –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穷人（尤其是农村

社区）通常比其他人群更加直接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因为他们购买替代品的能力相当有限。在许多地区，

人们依靠从森林和珊瑚礁等自然区域直接获取的食

物，水资源和能源维生。对处于危机时刻的穷人而

言，生物多样性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但是在一

些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可以为穷人提供脱贫致富的道

路。在短期内，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为穷人提供了最

大的惠益。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多样性（包括

不同的作物品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多样性能够确

保生态系统遭受突然打击和长期变化后的复原力，从

而保护对穷人的惠益

目标6 – 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生物

多样性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口依赖的传统药物的

来源。此外，尽管自然生态系统（尤其在热带地区）

通常情况下也供养病原体和病媒，但有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生态系统的退化和分裂与疾病传播风险的增

加有关。由于生物多样性对营养和相关的人类微生物

群有利，它也有助于应对全球范围内非传染性疾病造

成的日益严重的负担。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明确

认可了生物多样性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该目标包含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减少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到2010年显著降低丧失率”。但是，在

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过程中，尤其是为环境议题设立

一个独特，“单一”的目标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对

于实现其他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广为人知的有关贫困，

食物和健康的目标）的重要性仍未被充分认识和提倡。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

201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20）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成员国达成了一项

协议，以启动制定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流程。这

些目标在数量上有限，雄心勃勃且易于交流，同时它

们还将平衡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三方面问题。

第四版《展望》的分析中有关此问题的关键信息包括：

 •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减

贫工作。同样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社会具有消极

影响，而旨在减少生物多样性所面临压力的行为能提

供广泛的社会惠益。

 • 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将有助于实现其他

全球发展优先事项的目标，这些优先事项包括：贫困，

饥饿，健康以及清洁能源，粮食和水的可持续供给。

 • 关于环境可持续能力的千年发展目标（目标7）对于

实现其他目标的直接贡献仍不明确，这可能使人们的

注意力和相关行动被转移到生物多样性以外的议题上。

 • 目前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一个将生物多样性

纳入更广泛的发展议程的主流的机会。

开放工作组由联合国大会成立，其工作是编制一份有

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开放工作组提出了17项目

标，每项目标之下有若干小目标用来详细说明结果和

执行方法²⁶⁰。其中两项目标分别关注海洋生态系统和

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这两项目标下的小目标

主要根据“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制定。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也体现在其他的提议目标中，尤其是有关

粮食，营养和农业以及水资源和公共卫生的目标。对

于有关消除贫困，健康，住所，降低灾害风险和气候变

化的目标，生物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相关

的参考资料可以有所扩充。提议的目标也体现了对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以及更公平的自然资源获取渠道的需

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提案还呼吁要将生物多样性

价值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规划，发展过程以及减贫的战

略和账户中。该提案也呼吁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连

贯性并制定可持续发展实现进展的测量方法（以补充

国内生产总值）。联合国预计将于2015年最终确定可

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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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展望》及时提醒我们：如果延续目前“一切照

旧”的行为，消费，生产和经济激励模式，我们将

无法实现生态系统能够满足未来人类需求的世界愿景。

继201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通过后，世界各地

采取了令人鼓舞的措施以在各个层级解决生物多样性

丧失问题。但是，这份中期报告明确显示，如果按照

目前的发展趋势，这些措施将不足以帮助人们在承诺

的最后期限前实现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仍

是统筹行动的坚实框架，旨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世界。它们也为人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即

开展各种行动以满足人类社会的多重需求，包括目前

正由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的各种愿望。

对本《展望》的评估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 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将为解决更广泛的

全球优先事项（目前正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讨论）

做出重要贡献：即，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人类健康，

确保可持续的能源供给，粮食和清洁水源，为缓解和

适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以及

降低对灾害的脆弱性；

 • 人们应该连贯和协调一致地开展旨在实现各“爱

知目标”的行动，而不应该孤立地处理单个“爱知目

标”。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行动将会对其他目标的实

现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下方面的行动：解

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制定和实施《国家生

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进一步开发和分享信息

以及调动财政资源；

 • 实现大多数“爱知目标”需要实施一系列行动，典

型的行动包括：法律或政策框架，符合这些框架的社

会经济激励机制，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监测和

执行。制定一系列有效的行动必须依靠各部门和相应

政府部门政策之间的连贯性；

 • 必须增加对《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的政治和普遍支持。这

需要开展工作以确保各个层级的政府和全社会的利益

相关方都能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

多种价值；

 •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有效执行需

要各个层级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必要性体现

在以下方面：开展大规模的行动；集聚必要的普遍认

同感以确保将生物多样性考量纳入政府各部门，社会

和经济的主流；为国家执行各项多边环境协议而产生

的协同作用创造有利环境；

 • 通过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科技合作，支持《战

略计划》的执行。另外还需要进一步的能力建设支持，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以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最为突出；

 • 为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需

要全面，大幅增加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资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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