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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袁

勇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

会各方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

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上的多种多

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当代和子孙

后代。

近 30 年来，《生物多样性公约》

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这份公约最早的签署

国之一，一直积极履行《生物多样

性公约》及其议定书，积极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2019 年

以来，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

国，有力支持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运作和执行。

实践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绝非仅靠部分国家就能完成，需

要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更需要

人类社会共同努力。

从现实状况来看，当前的国际

合作还远远不够。一些发达国家

对于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的动植

物物种灭绝及其他各种环境灾害

没 有 给 予 足 够 的 重 视 ，遑 论 履 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责任和

义 务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相 关 支

持。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保护国

际合作在目标力度、执行机制、资

源调动以及解决造成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驱动因素等方面都面临严

重不足。

有数据显示，人类已经失去了

85%的湿地，只有 3%的海洋面积未

受人类活动影响，大量动物和植物

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当人类友好

保 护 自 然 时 ，自 然 的 回 报 是 慷 慨

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

的惩罚也是无情的。世界各国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刻不容缓。

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从积极完善全

球环境法律框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与

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等方面提出多项举措，

推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

如果世界各国能够履行《昆明宣言》的承诺，进一步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就

不再是梦想。

德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国家，这里生活着约

4.8 万种动物和 2.4 万种高等植物、苔藓、菌类、地衣和水藻。

自 1994 年起德国政府便将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确立为国家目

标并正式写入德国《基本法》。到目前为止，德国设立了各具

特色的 16 个国家公园和 18 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

区，它们分散在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此外还有超过 8000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为 262.8 万公顷，占德国国土总面积

的 6.3%。

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国之一，德国早在

2007 年就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并在 2015 年又制定

了《2020 年自然保护攻势》，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10 个

优先领域，包括田野和草地、海岸和海洋、洪泛区、森林、荒

野、自然保护区等。此外，德国还是其他几个重要的保护生

物多样性国际协定的缔约国，并参与了约 30 个旨在保护自

然的国家间协定和项目。

根据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 2018 年数据统计，德国的本

土动物物种中有 35％濒临灭绝，而植物物种中 26％为濒危

物种。有鉴于此，联邦自然保护局迅速制定了保护计划，加

强陆地、水域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自然与物种保护，一个

迫切任务是防止居住区和道路建设破坏生存空间，防止密集

式农业和过度施肥等带来有害物质。按照德国政府最新要

求，到 2030年，用于住房开发和新的交通道路的土地使用量预

计将降至每天 30 公顷以下。此外，还要让 2%的联邦领土“抛

荒”，让 5%的森林自然生长。2015 年，有大量前军事地区转为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3.1万公顷，其中包括沼地和荒原。

海洋环境保护近年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早在 2003

年，德国政府就提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划定 10 个保护区。

按照计划，在距离海岸 12 海里至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按

照欧盟有关的鸟类和海洋保护标准，设立 2 个鸟类保护区和

8 个海域保护区，保护珍稀候鸟、沙洲、海礁，为鱼类和海洋哺

乳动物如鼠海豚、灰海豹和海狗等提供生存空间。将保护区

范围延伸到远离海滨的水域，可见德国在保护海洋方面早已

走在了欧洲国家的前列。2017 年，在德国担任 G20 轮值主席

国期间，20 国政府代表和专家就一项保护海洋的共同行动计

划达成一致，以迅速阻止海洋变成“人类的垃圾场”。

此外，德国政府利用 2020 年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进一

步推进了欧洲的环境保护。德国政府将为自然保护提供更

多资金，并设立一个独立的欧盟自然保护基金，特别关注点

之一是昆虫的死亡。德国政府希望通过“昆虫保护行动计

划”改善昆虫的生存条件，还计划成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科学

监测中心。

英国展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决心
本报记者 马翩宇

英国在 1992 年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后，就成

立了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大臣担任主席的英格兰生物

多样性小组。该小组负责整合公共和私营部门、智库、专家

学者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英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为陆地和海洋生态保护、打击珍稀动物非法贸易、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促进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等提供政策和资

金支持。

2010 年，由于英国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改

善，英国政府制定了 《生物多样性 2020：英格兰野生动物

和生态系统服务战略》。该战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给予

地方政府和机构以更大的自主权。2018 年 1 月份，英国政

府正式发布 《未来 25 年环境保护计划》，该计划旨在用一

代人的时间改善自然环境。计划提出建立一个持续增长

的、有韧性的陆地、水域和海洋网络，丰富植被和野生动

物种群。

近年来，英国政府不断展现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雄

心。2021 年，约翰逊政府推动《环境法》修正案通过，该修正

案为“在 2030 年实现英国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恢复”设定法

律约束，以期逆转物种数量缩减的态势。此外，作为“全球海

洋联盟”的初创成员，英国支持“全球海洋联盟”到 2030 年至

少保护全球 30%海洋的提议。同时，约翰逊政府还承诺在

2030 年将英格兰 30%的土地纳入自然保护管理。在目前的

国家公园、自然风景区和其他保护区占英格兰土地 26%的基

础上将 40 万公顷的湖区和国家公园的新增面积纳入保护，

以促进自然资源恢复，并在未来 5 年内为保护和恢复生物多

样性拨款 30 亿英镑。英国政府还计划引入“生物多样性净

收益”指标，未来城市新建筑的规划、审批都将遵循促进生物

多样性净收益增长的标准。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披露与自

然生态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引入企业自然成本会计核算体

系，以最大程度减少企业经营和供应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将企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实现相挂钩。

英国还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由英国苏格兰

地区政府主导的《爱丁堡宣言》呼吁缔约方认可次国家政府

在生物多样性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有超过 180 个次国

家和地方政府签署了《爱丁堡宣言》。英国政府还设立“达尔

文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助，并设立

“达尔文+”“应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挑战”等地区和全球性生

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法国多措并举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钱 通

对于今年 9 月份刚刚主办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

法国而言，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可谓是多措并举，国内国际双

重发力。

在国内，法国政府推动绿色生态转型，着手构建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与社会体系，保护生物多样性。

首先，通过立法推动生态绿色转型，比如 2019 年通过

《能源与气候法案》。不合理的能源发展方式是导致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问题的重要原因，《能源与气候法案》将

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考量，结合能源政策与气候目标，

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努力减少能源开

发对于气候以及自然生态圈的负面影响。

其次，政府引导居民改变生活方式，并加强环境监管。

2019 年底，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宣布在环境保护领域实施

多项重要变革，如禁售塑料杯装饮用水、塑料吸管等易破坏

生态环境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此外，还成立旨在保护大自然

的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设立约 1700 名环境执法人员，专

门调查并惩罚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

再次，高度重视陆地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政府

行政机关肩负起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例如，法国以流域为

基础，管理水和水生环境资源。水务局则是法国流域一级实

施水务政策的行政机关，其作用是协调水和水生生物多样性

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确保在尊重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当地经

济，每 6 年出台最新水务计划。2018 年，法国各水务局出台

最新水务计划，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主要考量之一。

在国际舞台，法国同样借助各大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持续

发力。

一方面，承办相关国际活动并主动发起各项生物保护

相关计划。2021 年 1 月份，法国举办“同一个地球”峰

会，期间与部分参会国家启动旨在

保 护 地 中 海 盆 地 的 “ 示 范 性 地 中

海”计划。2021 年 9 月份，法国作为

主办国在马赛举办第七届世界自然保

护大会，期间通过 《马赛宣言》，呼吁

加 强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气 候 相 关 行 动 。 此

外，法国将于 2022 年初举办“一个海洋峰

会”，试图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关于海洋

保护的行动。

另一方面，加大与国际各方特别是与中国的

合作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性挑战，法国将

其置于国际议程的重要位置，与各方积极互动共同应

对，尤其看重与中国的合作，而双方在该议题上也一直

是积极合作、携手应对。10 月 12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对习近平

主席“亲自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议题”表示感谢。法国生态

转型和团结部部长芭芭拉·蓬皮莉近期曾表示，全球应借《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积极动员起来。法国生

态学家、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季洛杜则表

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为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制定新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毋庸置疑，

面对全球自然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各方必须拿出决心与信

心，而中国此次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已然成为法国与中国、中国与全球进一步提升合作力度、

共同应对该挑战的重要契机。

德国海洋保护走在欧洲前列
本报记者 陈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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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多措并举，国内国际双重发力。在国内，政府推动绿色生态转型，着手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经济与社会体系；在国际舞台，借助各大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持续发力。

近年来，德国政府不仅提出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划定 10 个保护区，而且将保护区范围延伸到远离海滨

的水域。并在 2017 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20 国政府代表和专家就一项保护海洋的共同行动计划

达成一致，以迅速阻止海洋变成“人类的垃圾场”。

近年来，英国政府通过修正《环境法》、支持“全球海洋联盟”到 2030 年至少保护全球 30%海洋的提

议、承诺在 2030 年将英格兰 30%的土地纳入自然保护管理、计划引入“生物多样性净收益”指标等措施，

不断展现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决心。

火烈鸟成群结队在纳米比亚鲸湾

海边觅食。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一头大象在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里喝水。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在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内

的斑马。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澳大利亚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提供的鲨鱼照

片。 （新华社发）

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

内的瞪羚。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