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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万物和谐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孙昌岳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当地时间 19 日

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闭幕，围绕会议最重要

的预期成果“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的谈判进入最后冲刺时刻。作为 COP15

主席国，中国积极发挥领导力和协调作用，

尽最大努力推动和协调各方达成最大共识，

为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不容乐

观。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今年 10 月份发布

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1970 年至 2018

年间，监测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

下降 69%。如今，地球已失去 1 亿公顷的热

带森林和超过 85%的湿地，25%的物种正面

临 灭 绝 威 胁 。 2010 年 ，国 际 社 会 制 定 了

2011 年至 202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计划，即“爱知目标”，其中设定 20 项目标，

但到 2020 年没有一项完全实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

为到 2030 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锚定方向的总体性、战略性纲领文

件。它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以“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向恢复

之路”为方向，在总结以往生物多样性全球

目标制订和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各缔约

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合力。《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是通

用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框架’。我们需要所

有人齐心协力，不让任何人掉队。”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中

国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和贡献者。作为最早

签署和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方

之一，中国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如今

中国不仅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

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入选“国

际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从 2019 年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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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加

大对全球环境基金捐资力度，已成为全球

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中国

还宣布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事业。

自担任 COP15 主席国以来，中国全面

履职尽责，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沟通协

调，发挥主席国的领导力和协调力，积极推

动磋商谈判进程。在昆明举行的第一阶段

会议上，中方在高级别会议期间首次设置并

成功举办了领导人峰会，提出了一系列务实

有力的举措，会议通过《昆明宣言》，有力提

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心。国际人

士称赞，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展现的

领导力和行动力，是扭转当前全球生态系统

质量下降趋势的关键。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

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

善其身。目前“框架”结构及核心表述已

经基本成型，但各方在一些具体议题上

还存在分歧。我们期待各方拿出最大

诚意，展示最大的灵活性，寻求最大公

约数，推动“框架”达成。只要携手同

行，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共同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万物和谐

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南非：

致力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南非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

一，是超过 9.5 万已知物种的家园。尽管南非国土

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2%，但拥有全球 10%的

植物物种，全球 7%的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物

种，以及全球 15%的海洋物种。

生物多样性是南非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无

论是旅游业、渔业、农业、工业还是传统医学，都受

益于大自然的馈赠。研究显示，南非有超过 40 万

个工作岗位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相关行业产

值占南非国内生产总值的 7%左右。

建立“受保护的区域”是南非政府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主要措施，这些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和国

家公园等。截至 2020 年，南非受保护的土地面积

有 11.28 万平方公里，占南非国土面积的 9.2%，与

整个古巴的国土面积相当。

合理的旅游开发能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

资金。据统计，南非国家公园约 80%的经费来自旅

游收入。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到访南非的

国际游客数量锐减。今年前 10 个月，共有 450 万

人次游客入境南非，虽较 2021 年同期显著提高，但

仍比 2019 年同期少一半。为了吸引欧美游客在即

将到来的新年假期造访南非，南非旅游部日前推

出“给我夏天”主题活动，主打与北半球冬季不同

的夏日风情。

打击盗猎是南非保护野生动物的关键。全球

超过 80%的犀牛生活在南非，南非也因此成为犀牛

盗猎的重灾区，今年上半年南非共有 259 头犀牛被

盗猎，69 名嫌疑人被捕。盗猎行为还导致犀牛的

出生率严重下滑，同时由于干旱，犀牛成功繁殖所

需的植被也在减少，加剧了犀牛的濒危情况。南

非为了保护犀牛付出了诸多努力。一是安排工作

人员定期将犀牛的角锯掉，防止它们被盗猎者觊

觎而丧命；二是劝阻公园游客，不要将犀牛的照片

和地理位置信息一同发到社交媒体，防止盗猎者

“按图索骥”；三是引入测谎仪，揪出护林员队伍中

的盗猎者同伙，防止工作人员被收买后协助盗猎。

仅靠国家财政的力量很难妥善保护生物多样

性。正在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的南非环境部长克里西

表示，南非每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资金缺口

高达 7000 亿美元，“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将在本世

纪晚些时候看到物种的大规模灭绝”。在此次会

议上，南非着力推动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呼

吁国际社会和金融机构加大对非洲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资金支持。

通过调动私营部门资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

供充足、可持续的资金迫在眉睫。在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旗下“生物多样性融资项目”的支持下，南非环

境部于今年 9 月份推出“生物多样性投资”门户网

站，为生态农场、旅游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清理等

项目招揽投资者。南非环境部总司长莎巴拉拉介

绍说，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不仅可以促进南非经济

发展繁荣，减轻不平等、贫困和失业等痼疾，更能保

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实现包容性增长。

保加利亚：

平衡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蔡 淳

拨 付 6200 万 列 弗 （约 合 3100 万 欧

元）、新造林总面积将超过 1300公顷、种植

新树苗将超过 100 万株⋯⋯12 月 8 日，保加

利亚环境和水资源部宣布新计划，将面向

本国林业企业出台资助项目，用于企业培

育、种植、运输树种，苗圃维护以及设备

现代化改造等。

保加利亚环境和水资源部部长卡拉姆

菲洛娃表示，“随着这些重要项目的启动，保

加利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将得到更好

的保护。这是保加利亚落实欧盟到 2030 年

‘再植 30 亿棵树’战略的有力举措。”

联合国环境署资料显示，保加利亚森林

面积占其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不仅植

被丰富，还是欧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棕熊、猞猁、狼和数百种鸟类出没在

丛林中，和山毛榉、冷杉、云杉、橡树等各种

各 样 的 树 木 共 同 组 成 了 生 机 勃 勃 的 森 林

生态。

广袤的森林是物种栖息繁衍的基础，遍

布保加利亚全国的 11 个自然公园在保护生

态环境和丰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位于首都索非亚市郊的维多

莎自然公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我们不仅是保加利亚首个，更是整个

巴尔干半岛历史上首个自然公园。”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维多莎自然公园管理

处植物学家黛西斯拉娃不无骄傲地说。自

1934 年成立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维 多 莎 自 然 公 园 如 今 占 地 面 积 已 经 超 过

300 平方公里，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共生长着

超过 1800 种植物，其中包括不少罕见树种

和珍贵树种，比如仅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第

三纪遗留树种马其顿松、欧洲红豆杉和巴尔

干枫等。

对于索非亚近 200 万居民来说，从市区

驱车仅 20 分钟就能来到森林里，徜徉在大

自然的怀抱中，无疑是莫大的幸福。不过在

维多莎自然公园管理处动物学家尼古拉看

来，这既令人欣慰，又让人感到忧心。大量

游客的频繁到访对园区内 138 种特有动物

和 300 种稀有动物的栖息地不可避免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作为全国范围内游客最多的保护区，

维多莎自然公园内已经陆续修建了各式各

样的缆车、升降机、机动车道、度假小屋

和滑雪场等。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经

济之间的平衡，成了管理处必须面对的一

道难题。

尼古拉介绍，管理处对园区内的人为活

动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因此，在园

区内举办大型活动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论

证和审批程序；禁止修建新的建筑和设施；

自驾游客如果将车辆驶出规定路线对土壤

表层造成破坏也将面临罚款。

除了监督管理，广泛开展公众教育活

动也是管理处的工作重点。黛西斯拉娃认

为，重要的是要让公众明白，当人们在谈

论保护生物多样性时，需要保护的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需要进行保护，而不是一味地

强调各种“禁止令”。管理处尤其注重面向

孩子们开展“林间课堂”活动，组织中小

学生走进公园，以做游戏和开展比赛的形

式让孩子们在公园里辨识、寻找各种动植

物，进行自然探索和生态体验活动，感受

原生态之美，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系统学习

生态保护知识，更能培养他们亲近自然、

热爱自然的情感。

本版编辑 刘 畅 美 编 倪梦婷

乌兹别克斯坦：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回正轨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赖 毅

乌兹别克斯坦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景观多样，

生 物 种 类 繁 多 ，对 世 界 生 物 多 样 性 具 有 重 要 意

义。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大范围转型、追求经济

发展、社会动荡等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植

物园、基因库、生物资源保存中心、生物多样性科

研机构等难以维系，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数

量降至最低水平。1995 年乌兹别克斯坦批准《生

物多样性公约》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合理利用问

题重新开始受到重视。在乌最高领导层、科学院

院士、新设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生态和

环境保护委员会等多方合力推动下，该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回正轨。

传统上，该国基础生物学研究在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科学院及其分院的研究所和科学中心进

行。目前，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也开展了遗传资

源研究。在生物科研领域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

新鲜血液不断碰撞，为乌兹别克斯坦生物多样性

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乌国内专家学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进一步

加强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是考虑到该国边界

长度、其领土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部门对该领

域的广泛兴趣，以及全球化进程下不断衍生出的

各种地缘政治与国际法律方面的问题，各部委联

合创立国家遗传资源管理系统是必要的。二是农

业生物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被列为优

先事项。建议加紧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制定国家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

划，成立专门的国家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委

员会。三是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生物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获取成本降低，应与众多外国

大型基因库、标本库合作，补充国内缺失的部分遗

传资源。抓紧完善原产地保护和异地保护相结

合、活体保种和遗传物质保存互为补充的国家遗

传资源保护体系。

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以改善本国生态环境，

一直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

政策核心关切之一。2021 年 11 月 6 日，在米尔济

约耶夫再次担任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其专门

谈到咸海干旱情况加剧、多个地区沙尘暴现象严

重，呼吁加强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在制定

《世界环境宪章》方面的工作，旨在为新的联合国

环境政策奠定基础。

在国家首脑的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布了《乌兹别克斯坦保护生物多

样性 2019-2028年战略》。该战略明确了总体目标、

行动方向、资金保障和具体验收指标，从建立监管体

系、加强保护动物检测、发展自然保护区体系、打击

非法行为、发展生态旅游等多个维度提升该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水平。

2021 年 11 月 2 日，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主持

共和国最高会议视频会议时提出了正式实施全国

项目“绿色空间”。该项目计划每年种植 2 亿棵乔

木或灌木幼苗，包括本国品种和国外引入品种，将

城市绿地面积从 8%增加至 30%，并强调全民参与，

任务分配至每一个基层组织。该项目一经提出，

便受到广泛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为保护家园生态

贡献自己的力量。根据专门建立的“绿色空间”树

木结算统一网络平台统计，截至目前乌兹别克斯

坦全国共种植约 8000 万棵树苗，树苗品种共 107

种，全国各地区任务完成率均超过 100%。米尔济

约耶夫总统表示，该项目将持续至少 5 年，总共植

树 10 亿棵，“植树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传统”。

按照 2022 年 9 月中乌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

明》，两国应探讨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环境领域开展合作。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拟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纳入所有经济部门，中乌

两国在该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图图①① 南非豪登省迪诺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南非豪登省迪诺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

长颈鹿长颈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士达田士达摄摄

图图②② 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的野象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的野象。。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④④ 在南非西北省的狮子园在南非西北省的狮子园，，游客乘坐观游客乘坐观

光车近距离观看狮群光车近距离观看狮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士达田士达摄摄

图图③③ 几头水几头水

牛在装有声音屏障牛在装有声音屏障

的肯尼亚内罗毕国的肯尼亚内罗毕国

家 公 园 特 大 桥 下家 公 园 特 大 桥 下

穿行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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