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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工商业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展望
Prospects for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under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文 / 周卫东 

2022年12月7-19日，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

特利尔顺利召开。中国作为主席国，展

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决心，最终推动

195个缔约方签署通过了具有历史性

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为至

2030年及更长时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绘制了雄心勃勃的蓝图。近千名

来自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深度参与

了为期2天的商业与生物多样性论坛

及其它相关活动在推动“框架”谈判内

容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COP15的召开、“框架”的通过以

及围绕其展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

议程对工商业界意义重大，开辟了全

新的行业格局，释放出了商业转型的

重要信号，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如何落实

“框架”内容，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目标。工商界要快速应对全新的格

局，立刻采取行动，加速和扩大可持续

发展转型，助力“框架”在各国的执行。

面向2020年后的新格局
包括工商业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已

经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极大

的努力。COP15的召开，更代表着面

向未来的新格局已然开启，形成了企

业必须投入其中的时代潮流。各缔约

方的共识、企业引领的行动、社会组织

的支持构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的新格局。

雄心勃勃的2050年愿景和2030

年使命。“框架”需要最高级别的政治

意愿和承认，并依赖各级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行动与合作。2030年的使命是

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并走上恢

复之路，共分为23个行动目标；2050

年愿景是实现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世界，共分为4个长期目标。在缔约方

政府的动员下，企业必须与其他社会

主体一道，共同为达成这些目标采取

行动。

领先企业的积极行动。长期以来，

一些企业已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以COP15第二

阶段会议为代表的平台上崭露头角。

“加快实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商

业行动”边会推出的《企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案例集》显示，汇丰银行、微软、联

合利华、苏伊士等国际大型企业以及

中国石化、国家电网、阿里巴巴、蒙牛

等国内企业都已做出了积极的行动，

展现了来自工商业界的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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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成果和突破。随着工商界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自

然损失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认可，整个社会都

会更加期待工商业引领变革。

社会组织的大力推动。在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商业自然联盟、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世界

经济论坛、资本联盟、阿拉善生态协会等社会组织推

出了诸多实用工具并推动企业采取行动，对企业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商业转型的信号
在“框架”的指引与各社会组织的合作落实下，企

业进行“自然向好”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非常

明确，多种信号为商业转型确立了方向。

停止和扭转自然损失的使命。“框架”的2030使

命及其中保护30%陆地和海洋的目标是下一个十年

的紧迫任务，要求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主体采取措

施，减轻对自然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影响，恢复已经

受到损害的生态系统，以增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功能和服务以及生态完整性和连通性。这是检验生物

多样性保护全球目标是否能够达成的重要任务。各国

政府对于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拭目以待。

行动目标15的要求。“框架”的行动目标15要求

企业和金融机构监测、评估和报告对生物多样性的风

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向消费者提供所需信息并促进

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以及遵守和获取惠益分享要求并

做出报告。因此，新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包括某些强制

性要求，呼之欲出，以鼓励和推动商业与金融机构减

少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促进其可持续转型。

资金流向的转变。依照“框架”，《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缔约方需要以相称、公正、公平、有效的方式确

定并逐步淘汰、消除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补贴，到

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改革激

励措施，推动私营部门向生物多样性投资。通过转变

投资方向，企业有可能获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绿色

债券、生物多样性补偿和信用等创新计划的支持，形

成新的发展优势。

对创新和资源共享的鼓励。如果“框架”得到落

实，技术的获得和转让、创新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将得

到战略层面上的加强。决策者、从业人员和公众有望

获取更多优质数据、信息和知识，促进有效和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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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以及生物多样性综合参与式管理。因此，企业一

方面会成为创新和资源共享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将

被鼓励成为效益的创造者和分享者，在协作中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生态系

统服务、生物安全等也是和商业转型密切相关的关键

词。企业需要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号，才能在可持续

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企业应当采取的措施
虽然后2020的新格局、COP15及“框架”发出的

转型信号，都提示企业需要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即

刻开展行动，但这对于企业来说并非易事，阻碍因素

有很多，例如，缺少普遍认可的方法和工具、缺少统一

的标准和基准线、缺少提升商业价值的案例、技能和

资源匮乏、意识不够、担心声誉风险等。

企业更加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克服和跨越阻碍，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纳入企业运营、发展的全过程。以下几点应

当得到企业的重视。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最高的战略层面。保护生

物多样性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政策、公众期待等方面

的外部压力，更为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乃

至整个社会经济都依赖于良好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因此，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生物多

样性，制定有雄心的愿景，做出负责任的承诺，形成充

分的转型动力与商业领导力。

采用和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是停止并扭转自然损失的重要手段，将成为资

金流向和创新的热点。企业在这方面的探索不仅能更

加高效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还能更好地获得

支持与竞争优势。为此，企业需要有意识地转变投资

方向，实现研发和生产方式的调整。

做好监测、评估和披露。认真履行“框架”的行动

目标15，在运营、供应链、价值链和投资组合的全过程

中监测、评估和披露风险，并在消费者与合作伙伴前

提高透明度，以此作为企业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

影响、增加有利影响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有利于企业

了解自身的运营情况，更有助于让其他社会主体发挥

监督作用，更好地协助企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与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行业内，企业可以通

过供应链跟进或带动其他企业的绿色发展，交流经

验。在行业外，企业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体获得支持，与

政府加强合作，借助专业机构开发的标准和行动指

南，向当地人学习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

资金、活动等方式赋能其他主体。

企业与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议程。企业

应具有全球视角，积极参与CBD COP这类的国际重

要会议，展示和交流分享自身案例和经验。与国际组

织合作，了解最新的工具、方法、标准等讯息，综合提

升企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技能和水平。 

寄望中国企业行动
在中国强有力的支持和协调下，COP15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在商业

与生物多样性论坛中，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也

获得了众多国际人士的认可。但总体上，生物多样性

在中国工商业界的主流化，以及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水平均有待加强。中国的企业需要政府

的政策支持，科研机构和智库的知识赋能，以及社会

组织的倡导和鼓励，也需要公众的监督。

2024年COP16即将到来，世人期待看到“框架”

的执行进展，也将是阶段性检验和展示企业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果的大会。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进一步吸

收、借鉴国内外先进工具和经验，深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商业行动，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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