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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POINT OF VIEW

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
需要协同治理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pollution control   
need a synergistic governance

■文 / 徐靖

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审议通过了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

下简称“昆蒙框架”）。“昆蒙框架”分别设定

了4个2050年长期目标，以及23个以行动为

导向的全球目标。其中，“减污”（行动目标

7）、“降碳”（行动目标8）和“强生态”（行

动目标11）都是“昆蒙框架”中的重要目标。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是导致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城市和农村废弃

物，工业、采矿和农业活动产生的污染物，石

油泄漏和有毒废物，对土壤和水环境造成严

重的负面影响。1980年以来，全球海洋塑

料污染增加了10倍，海洋中的污染物不仅

影响海龟、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还

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气候变化显著影

响物种分布、物候、种群动态、群落结构和生

态系统功能。要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就必须

控制和减缓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减轻其对

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影响。

“昆蒙框架”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目标

和路径。在环境污染方面，提出“2030年将

所有来源的污染风险和不利影响减少到对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无害的

水平”的目标，以及提高养分循环和利用效

率，减少农药和剧毒化学品的使用，并“防

止、减少和努力消除塑料污染”等治理路径。

针对应对气候变化，“昆蒙框架”提出以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系统办

法，指导全球气候减缓、适应和减灾行动，控

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不利影响，增加其对

生物多样性的有利影响，最终实现“最大限

度地减少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并增强其韧性”。

“昆蒙框架”也展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治理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关系的另一

维度。行动目标11提出，通过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系统办法，指导生态

保护与修复活动，恢复、维持和增强调节空

气、水和气候、土壤健康等生态系统功能和

服务，造福所有人和自然。该目标的核心逻

辑是，生物多样性也能为环境污染治理和应

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如保护和修复森林等

生态系统，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

稳定，增加生态系统碳汇，进一步吸纳温室

气体。生态系统对二氧化氮和氮氧化物等污

染物具有很强的黏附与吸收能力，能够积累

和降解水体和土壤中的重金属及其他污染

物，实现对环境的净化。

“昆蒙框架”的这些目标充分反映保护

生物多样性、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

的协同关系：要解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危机，就需要将减污、

降碳和保护自然视为相辅相成的三个目标，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污染的协同推进。

为了满足三者协同推进的要求，各国

家、各级政府在谋划、设计和实施治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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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时，要将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系

统和物种作为衡量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也需要

在谋划、设计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项目时，将

减污和降碳作为衡量项目的重要指标，通过优化生态

系统服务结构，改善和提升生态系统在水质净化、释

氧固碳、污染消纳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享受零污染

的土壤，是我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更是政府施政

所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各部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污染防治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十三五”期间，我国确定的9项生态环境

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

满超额完成，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厚植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在行动层面，我国也积极探索强化“减污” “降

碳”“强生态”的协同。如我国长江水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但水清而无鱼，太湖、滇池等重点湖泊蓝藻水

华频发，严重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其根本原

因在于水生态系统仍然处于失衡状态，鱼类、底栖动

物等关键群落得不到恢复，在水生态系统中难以发

挥作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农业

农村部正在推进的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就是为了

抓住长江水生态环境问题的“牛鼻子”，扭转长江水

生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恢复水生态系统和物种

群落结构，使鱼类、底栖动物等关键种群休养生息，

使水生态系统恢复健康状态，巩固长江水环境质量

改善的成果。

我国先后实施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

恢复生态系统，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应

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例如三代塞罕坝人为京津冀筑起阻沙源、保水源、拓

财源的绿色生态屏障。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塞罕坝

从昔日的“高、远、冷”，到如今的“绿、美、香”。林场森

林覆盖率达到82%，林木蓄积量大幅增加。森林生态

系统每年净化水质2.84亿立方米，固碳86.03万吨，释

放氧气59.84万吨，每年带动当地实现社会总收入数

亿元，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森林的恢复，

为野生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强化了生态系统固碳功

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有益贡献，充分体现

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成效。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和COP15

主席国，要在今后将持续推进“昆蒙框架”在国内的

落地执行。为了更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

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以下几个方面需要

得到关注：

一是建立协同治理法律政策框架。在国家层面加

强环境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统筹，打破协同治理的政策壁垒，建立协同治理机制，

制定协同治理政策框架，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充分考

虑生物多样性、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协同作用，加强

不同领域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和互补。

二是制定协同治理战略。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国家战略，在制定气候

变化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污染防治目标时，将生态系

统在净化水质、释氧固碳等方面的贡献纳入考虑。在

制定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时，针对“昆蒙

框架”目标，提出科学、可量化、易操作的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目标。

三是加强协同治理研究。在开展生态系统修复过

程中，继续深入研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污

染之间动态关系的机制机理，探索开发能够有利于保

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和控制环境污染的生态

系统修复技术方案，深度挖掘生态系统修复工程项目

的多重效益，寻找能够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增加碳汇能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四是加强协同治理国际合作。建立《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国际化学品三

公约（《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

约》）履约协同机制，在履约任务和行动层面加强沟

通协调，做到信息融会贯通。将协同治理作为国际双

（多）边交流合作议题和重点行动领域，推动协同治

理双（多）边交流。

五是建立各方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广泛发

起协同治理倡议，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加入协同治理，

在政府部门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对话交流机制，调

动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的积极性，鼓励所

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和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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