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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敬黄垚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

二阶段会议于12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旨在制

定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21年10月，COP15第一阶段会议已在中国云南昆明成

功举办。在第二阶段会议中，大会主题、标识不变，中国继续作

为主席国，负责领导大会实质性和政治性事务。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福祉。

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

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我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

升为国家战略，推行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近期，随着鄱阳湖水位逐步回升，大批越冬候鸟已经陆续

抵达，成群的水鸟在湖区自由翱翔。

“看那边，翅膀处有黑羽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近期在我们湿地保护区内观测到的有3700多只！”看到聚集在

湖区的鸟儿越来越多，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曾庆发显得格外兴奋。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淡水湖和国际重要湿地，每年承载数十万

只候鸟来此越冬。今年受旱情影响，鄱阳湖的水位下降。沿湖各

地的候鸟保护工作者提早采取了相应措施“为鸟留水”，上演了一

个个生动鲜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一直在行动。10年来，我国颁布和

修订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

2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推动共建万物和谐

的美丽家园。

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不断加强。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显示，

2013年以来，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审案件18.2万

件，以法律武器保护生物多样性。

我国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得到了有力落实。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我国创新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陆域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覆盖重要生态区

域。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

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近万处。建立植物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以及种质资源库、

基因库等较为完备的迁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我国还

大力加强天然林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为全球“增绿”

的主力军。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

与增长。

如今，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追逐

嬉戏，“高原精灵”藏羚羊再现“万羊奔腾”的壮观景象……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使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崔书红介绍，物种濒危、灭绝是当前全球面临的突出的普遍性问题，越发凸显了全

球采取共同行动、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被动局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展望此次会议，中国将坚持公正、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凝聚国际社会最广泛

共识，推动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框架”，共同谱写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崭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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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参观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体验使用望远镜观看远处的鸟类图片。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12月7日，参观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阅读“三江源：雪豹与监测员”展示区的展板。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为保障客户安全可靠用电，国网

海西供电公司对以下区域设备计划检

修，现将停电通知如下：

停电时间：12月16日08:00-17:

00

停电范围：青海省海西州【都兰

县】诺木洪农场、四大队、五大队

停电设备：10kV哈一路116#杆

南分支跌落保险；

停电时间：12月16日08:00-17:

00

停电范围：青海省海西州【都兰

县】诺木洪农场、五大队

停电设备：10kV哈一路107#杆

分支跌落保险；

停电时间：12月16日09:00-17:

30

停电范围：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

市】河东街道、水电家属院、滨河路家

属院

停电设备：10kV西二路水电家属

院003号公网变停电；

停电时间：12月16日10:00-18:

30

停电范围：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

市】火车站街道、黄河路社区

停电设备：10kV德三路#21-东36

杆018号公网变（黄河路动检站）停电；

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

位和个人应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私

自攀登电力设备，严禁在电力设施保

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否

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国网海西供电公司

2022年12月8日

停电通知

这是12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拍摄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开幕式现场。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7日在加拿

大蒙特利尔开幕。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将尽最大努力推动和协调各方达成

最大共识，在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描绘新蓝图。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新华社记者 黄堃冯玉婧 林小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过

去十年，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越来越多的珍禽异兽和奇

花异草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为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作出了中国贡献。

一年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

国昆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出席领

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大会以“生态

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为推

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第二阶段会议于12月7日至19日在

公约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主题和会标等大会主要元素保持不变。

中国将继续发挥主席国的引领力和协调

作用，努力推动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

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开

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征程。

中国行动，

提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信心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

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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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在COP15第一阶段领

导人峰会上向世界宣布，中国正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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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国家公园，标志着中国生态文

明领域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也

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又一务实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各项工作，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回望过去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人们看

到一系列中国“之最”：

——国家公园已成为中国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最亮丽的名片，中国

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

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

球“增绿”的主力军；

——中国近十年新增和修复湿地

80多万公顷，现有国际重要湿地 64

处，13地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是全球

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

在从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厚植

绿色底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2021年云南亚洲象群北移

南归，吸引世界目光，正是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好注脚。

——通过多年保护，中国境内亚洲

象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

180头增至目前的300头左右；

——大熊猫野生种群40年间从

1100余只增至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

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至

目前的9000余只，“吉祥鸟”初步摆脱

“灭绝”的紧迫风险；

——藏羚羊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不足7万只增加至目

前的约30万只，“万羊齐奔”壮丽景象

在青藏高原复现……

目前，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112种特有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

量稳中有升。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从消除污染行

动、修复退化土地、保育物种和生态系

统，到解决贫困和致力于更广泛的人类

发展目标，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里开展的

工作是我们变革模式的代表。”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作

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同时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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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提振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心。

中国理念，

助力描绘生物多样性治理蓝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正获得越

来越多的世界赞誉。“三北”防护林工程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

“生态经济示范区”；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先后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19

年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活动

中，中国生态保护红线案例成功入选全

球15个精品案例……

与之相随的是，生态保护红线、自

然保护地体系、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等中国经验在国际上的曝

光度不断提升。2020年9月，《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第五版《全球生

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共提到中国14

次，其中13次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知名科学期

刊《自然》就此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宝

贵经验值得“世界聆听”。

根植中华文明沃土、蕴含深邃历史

观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激荡起越来

越广泛的国际共鸣。2016年5月，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

告。COP15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

明为主题召开全球会议，第一阶段会议

通过的《昆明宣言》，是联合国多边环境

协定框架下首个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

政治文件。

回望历史，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

质财富，但也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

态系统退化等多重危机。应对这些全

球性挑战，需要超越传统思维，站在对

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寻求新理念、新

方案。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趋势。”习近平主席站在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

度，指出了生态文明之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国际社

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面临

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

供了有益借鉴。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

菲利普·克莱顿表示，西方环保主义专

注于一些具体目标，比如减少杀虫剂使

用、减少河流污染等。中国提出生态文

明理念，从总体愿景出发，寻找解决当

前问题的方案，然后再依靠生态文明理

念构建实现最终目标的路线图，对实现

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

站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的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充

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天下情

怀，彰显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克莱顿说，中国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理念是推动实现更美好未来的途径，有

助于打造更和谐、更融洽的生物圈。

携手同行，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

希望的时代。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

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诸多

困难和挑战，习近平主席在COP15第

一阶段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提出了“人类

高质量发展”这一命题，呼吁各国秉持

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

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当前，人类正站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最新

研究发现，当前逾100万物种面临灭绝

威胁，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自

1970年以来下降69%。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

告显示，全球第一个以10年为期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爱知目标”设

定20个目标，但到2020年没有一项完

全实现，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

“我们的地球家园处于危机之中。”

穆雷玛在11月举行的COP15第二阶

段会议线上吹风会上向世界发出警告。

中国自担任COP15主席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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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一

道，全力推进谈判进程，推动达成“爱知

目标”后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通过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巴黎和平论坛等国际会议，以及与

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领导人的通话

和视频会晤等双多边场合，亲自推动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

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

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说，

中方将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

护事业。今年4月，他以视频方式会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时指出，要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

全球治理观，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合作。

言行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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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顾全球，中国通过双多边合作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践行共建美好家园的中

国之诺。中国与俄罗斯联手保护东北虎，

老虎“跨境游”越来越多；朱鹮东渡日本，

使当地在本土朱鹮面临灭绝的危机后重

新有这种“吉祥鸟”翱翔在天空；中国和乌

兹别克斯坦共建全球葱园，用于保育和研

究全球的葱属植物种质资源……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为重要内容。中非共建的肯尼

亚内马铁路是其中典型。该铁路采用

特大桥全程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方案，

最低桥墩也超过6米，让长颈鹿也能

“昂首通过”；特大桥护栏两侧安装声屏

障，极大降低火车通过时的噪音。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最重要的标

志性预期成果就是通过“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到2030年扭转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到2050

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际社

会的共同期盼，也需要各方充分参与。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第二阶段会议前在加拿大《国

会山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将坚

持公开、透明、包容、缔约方驱动的原

则，与东道国加拿大一道，凝聚国际社

会最广泛共识，推动达成兼具雄心和务

实平衡的‘框架’，共同谱写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的崭新篇章。”

“舞台已经准备就绪。”穆雷玛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COP15第一

阶段会议非常富有成效，相信第二阶段

会议将更加成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从“春城”昆明到“枫叶之都”蒙特利

尔，COP15参与者们可以领略生物多样

性之丰富，见证地球的生机勃勃。只要携

手同行，同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共建一个

“万物和谐”“和合共生”的美丽世界！

（参与记者：黄垚 张家伟 谭晶晶

林威 黎华玲）

万物并育和合生
——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

12月7日，“从城市到荒野：生物多样性主题展”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上海：寻鸟的人”“长江：江豚与巡护员”“西南：亚

洲象与预报员”以及“三江源：雪豹与监测员”四个板块，通过实物展示和VR互动游戏形式，使参观者多维度感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生物多样性主题展在沪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