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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观察
Observations of the Phase I of the COP15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文 / 乐祎  徐嘉忆  栾欣茹

2021年10月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P/MOP10）/《关

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

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第四次缔约方大会在春城

昆明落下帷幕。本次昆明大会的背景与举办方式都

比较特殊。首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原本定

于2020年举办的大会被推迟了整整一年之久，并最

终决定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另外，由于

疫情尚未平息，本次大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刚刚

结束的是第一阶段会议，而2022年年初的第二阶段

暂定以线下的形式进行，为深入的面对面谈判提供

便利。作为全球期待的“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将在第二阶段搬上谈判桌。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COP15主席黄润秋总结

了昆明大会第一阶段的三项重要成果，分别是“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高级别的政治推动力”“发布

了《昆明宣言》、注资15亿元人民币并成立了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以及“宣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

举措”。

高级别会议展现政治决心
COP15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历史上首次在高级

别会议上设置领导人峰会的缔约方大会，包括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内的九位国家政要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发表了讲话。古特雷斯指出：“世界必须改变其轨

迹；它正在输掉与自然的自杀性战争。加上即将举行

的气候谈判，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是奠定基础与

自然达成永久和约的最后机会。”全球生物多样性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再一切照旧”已经成为

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领导人峰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除了各国政府高层的呼吁，本次大会也十分重视

自下而上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与原住民、环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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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青年群体等利益相关方展开了相关专题的讨论会

议。在高级别会议期间，菲律宾伊瓦洛伊-坎坎奈族青

年Josefa Cariño Tauli女士也作了发言，她阐述了土

著人民在保护和捍卫土地方面的作用，鼓励决策者采

取行动，创造一个清洁、安全和健康的环境，这既是一

项人权，也是为了遏制过去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多方做出资金与执行承诺
资金问题一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短板，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每年在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资金缺口高达7000亿美元。本次高级别会议

圆桌讨论环节的一个主题便是缩小财务缺口与确保

执行手段。讨论会共有约380名与会者参与。有许多国

家与机构组织提出愿意增加资金层面的支持，全球环

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

承诺支持制定国家目标并将其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日本宣布将向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

追加拨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将

确保30%的气候变化资金进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另外，有9家慈善机构承诺在未来10年内，认捐50亿

美元资金以支持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欧

盟也宣布将生物多样性资金从55亿欧元增加到60亿

欧元。这一系列的资金承诺，与早前在领导人峰会期

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设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

基金一样，将撬动更多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关注与支持，亦为GBF的落实执行发挥有益

的作用。

不少国家在圆桌会议讨论中表达了近年来增加

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的努力，如伯利兹、巴基斯坦、格

鲁吉亚承诺扩大保护区面积，克罗地亚采用污染者

付费原则作为自然保护的资金机制，以及塞舌尔于

2018年发布的全球首个蓝色主权债券，这些实践能

够为各国在国内层面的生态治理提供更多的思路。但

同时也有一些国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

退使得调动资金保护生物多样性变得更加困难，因此

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调动所有资金和资源，将生物

多样性纳入相关经济部门的决策。

《昆明宣言》 正式发布，为GBF指明方向
在2021年10月13日的高级别会议闭幕会上，大

会主席正式宣布了《昆明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该宣言是COP15第一阶段所通过的最重要的书面文

件，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

莎白·穆雷玛女士称宣言的发布“凸显出生物多样性

正逐渐成为全球政策制定的核心”。

中国于2021年8月下旬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提交了《宣言》 的零草案，接受国际社会各

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并在相应修订后将终版文本于10

月9日进行了公示，回应各方对于《宣言》的期待与关

切。根据黄润秋部长公布的信息，在两轮的意见征询

过程中，共收到57个缔约方400多条意见，并有49个国

家的各类机构参与到 《宣言》 的修改之中。在高级别

会议过程中，不少国家对《宣言》的内容表示支持，也

会根据 《宣言》 对本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进行调整，

但在全会推进过程中，日本代表团对《宣言》 的内容提

出希望进一步探讨和关切。大会主席成立了这个议题

的接触小组，与相应国家和代表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宣言》针对前一阶段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做

了反思，并提出17项承诺，包括确保制定、通过和执行

一个有效的GBF，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有效的监测和

审查机制，使生物多样性最迟在2030年走上恢复之

路，并迈向全面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2050年愿

景。《宣言》 也概述了成功的关键要素，包括主流化、

重新定向补贴、推进法治建设以及采用“全社会”的方

法使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妇女以及青年等各群体充

分发挥作用。《宣言》 体现了三点共识：首先可以看

到各国对于“爱知目标”落实不力的反思，《宣言》 文

本中多次出现“有效性”“实施”相关的词汇，体现出

了国际社会对于在下一个十年加强行动落实上的共

识。其次，《宣言》多次提到在国内政策、全球法律框

架、资金方面加强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与其他

国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协同，体现了对生物多

样性进一步主流化的共识。最后，《宣言》还专门提到

保护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加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

统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也反映了自爱知会议以来的

十年中迅速增长的对于加强海洋保护的共识。

中国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
作为大会的东道国，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治理尤其

引人注目。在COP15正式开幕前的2021年10月8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白皮书，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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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与成效。在昆明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出资15亿元人民

币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

园，以及出台碳达峰、碳中和与“1+N”政策体系等。中

国的这些举措与筹备会议的努力均受到穆雷玛女士

的高度赞扬。

与日本作为COP10主办国建立日本生物多样性

基金类似，中国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旨在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所不同的是中国自

身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通过实际行动率先投入，

既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提振了国际社

会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信心。另外，中国也呼吁并

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在国内层面，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

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

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此，将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

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

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

另外，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

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

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的项目

已于近期有序开工。这些措施将使气候变化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得以协同推进。

中国的生态保护实践，对于国际社会亦有重要的

参考与推广价值。在COP15大会期间举行了为期两

天的“生态文明论坛”，该论坛是COP15第一阶段会

议的一大重要场外活动，也是第一阶段会议期间唯一

举办的线下平行活动。论坛旨在为各行业的代表提供

一个交流平台，以分享各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形成生态文明的广泛

共识，并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近

2000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围绕碳中和、生态

文明主流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金融部门与生物

多样性融资等共七个主题开展讨论。2021年10月15

日论坛顺利闭幕，全体代表发布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倡议。论坛共形成了10多项成果，

黄润秋部长对此表示：“这些成果，对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

用。”论坛的举办体现出中国所贯彻的“生态文明”理

念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展望：COP15第二阶段任重道远
大会的第一阶段在积极而融洽的氛围中结束了，

穆雷玛女士表示：“过去几天我们的对话为雄心勃勃

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进一步建设全

人类的共同未来铺平了道路。”对于这样一场在中国

“主场”举行的重要会议，我们固然乐于见到各方展现

出良好的姿态，但目前的进展并不足以使各界高枕无

忧。第一阶段会议主要的目的在于呼吁与动员，而第

二阶段围绕GBF的谈判才是更加艰难的考验。

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其所承担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是不平衡的。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的那

样，生态系统崩溃每年可能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损失，

最贫穷和负债最重的国家首当其冲。尽管发达国家已

经做出了承诺，但这些承诺是否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相匹配？除此之外，尽管不少国家与机构组织已做出

了资金支持的承诺，但对于巨大的资金缺口而言，我

们还需要更加广泛和全面的手段，推动更多的生物多

样性资金，而这必然会涉及大量的利益相关方的承

诺，谈判的困难可想而知。

COP15的第一阶段使我们看到，生物多样性面临

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并不缺乏变革的雄心，《昆明宣

言》 的发布便是这种雄心的充分体现。第二阶段谈判

的关键，就在于将 《昆明宣言》的承诺反映到GBF中，

并且尽快地投入实施。除此之外，应汲取“爱知目标”失

败的经验和教训，在COP15第二阶段除了要制定雄心

勃勃且务实可行的GBF，更要推动各缔约方进一步重

视和执行目标。各国应抓住COP15的契机，扭转全球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缓解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保护30%的海洋和30%的

陆地，以及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2022年的COP15第二阶段，仍然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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