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袁生物多
样性是维系地球健康尧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基
础遥 作为最早签署尧批准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的缔
约方之一袁 我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袁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尧在保护中发展袁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袁 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袁走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袁
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新成效
近年来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袁 我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袁不
断强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袁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
治理体系袁切实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袁生物
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遥
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遥推进生

态环境法典编纂袁形成由综合法尧区域法尧要素法
组成的野1+4+N冶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遥 印发
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的意见曳袁将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列为重点任务并作
出明确部署遥中办尧国办印

发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曳袁提
出了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和九大重
点任务遥 更新发布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渊2023要2030年冤曳袁明确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长期目标袁 并围绕 4大优先领域部署了
27个优先行动袁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尧广度和深
度进一步加强遥
持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举措遥率先提

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袁有效保护了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群遥 设立三江源尧大熊猫等第一
批 5个国家公园袁遴选出 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袁
建成首个国家植物园遥 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袁
实施 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袁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1亿亩遥 全面打
响野三北冶工程攻坚战袁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土地退
化野零增长冶及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野双减
少冶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以上袁成为全球森林
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遥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袁红树林面积增长至 43.8万亩袁成为
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遥
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能力遥持续加

强生物多样性调查尧监测和评估袁组织开展生态
系统资源调查尧 物种资源调查和各类资源普查遥
修订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袁更新发
布叶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曳高等植物卷和脊
椎动物卷袁首次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生态质量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遥加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力度袁连续七年开展野绿盾冶自然保护地强化监
督袁组织开展野中国渔政亮剑冶野昆仑冶野清风冶等系
列执法行动袁坚决制止和惩处生物多样性相关违
法犯罪行为遥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袁持续
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尧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袁完成野十三五冶期间
25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生
态环境成效评估遥
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遥设立全

国生态日袁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尧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等契机袁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遥 深

入挖掘生物资源禀赋和传统文化袁组织开展夏令
营尧训练营等生态文化主题活动袁创新推动生物
多样性科普研学和沉浸式体验袁推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袁全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与
度不断提升袁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氛围逐
步形成遥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展现新担当
在加强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袁我们秉

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开放包容尧合作
共赢的态度袁全方位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袁推动构

建公平合理尧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袁携
手开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局面遥
引领推动达成野昆明要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冶遥 作为联合国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渊COP15冤主席国袁我国始终以
最高的政治意愿和最强有力的务实行动推动
COP15进程袁 引领推动大会以生态文明为主题
分两个阶段成功举办袁发布叶昆明宣言曳等高级别
政治成果文件袁达成野昆明要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冶渊以下简称野昆蒙框架冶冤等一揽子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决定袁 为 2030年前乃至更
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锚定方向袁标志
着我国首次作为主席国领导和推动联合国环境
领域重大议题谈判取得成功袁在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的历程上打下中国烙印遥
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遥 作为

COP15主席国袁 宣布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袁有效提振了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信心遥 2019年以来袁我国已成为叶生
物多样性公约曳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资
国袁同时也是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
资国遥
牵头发起野昆蒙框架冶实施倡议遥 联合柬埔

寨尧加拿大尧智利尧哥斯达黎加尧刚果渊金冤尧德国尧
马尔代夫等缔约方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尧叶生
物多样性公约曳秘书处等国际组织共同发起野昆
蒙框架冶实施倡议袁着力打造一个各方自愿参与
的合作平台袁进一步凝聚各方落实野昆蒙框架冶的
政治意愿袁 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治势
头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尧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等合
作伙伴积极响应并加入倡议遥
深化国际履约与交流合作遥倡导建立野一带一

路冶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袁积极稳妥开展双多边对
话与交流袁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野南南合作冶遥 持
续推动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与国际谈判袁领导和推
动叶湿地公约曳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进程袁达成
叶武汉宣言曳和叶2025要2030 年全球湿地保护战
略框架曳等多项重要成果遥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袁 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袁
推动发布与法国尧美国尧巴西等国家的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袁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尧生物多样性丧失
等全球性挑战遥 在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间袁
设立野中国角冶袁举办 30余场边会活动袁8个省份
主办特色活动袁 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宣讲中国生态文明故事袁得到参会各方的积极响
应和高度评价遥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呼唤新作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尧民族复

兴伟业袁 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遥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袁生
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有
之义遥 我们将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袁持
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袁奋发有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袁为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遥
全面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遥充分发挥国

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的统筹
协调作用袁深化部门联动协同袁全面落实叶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渊2023要2030
年冤曳遥 制定出台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
方案曳袁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重大科技需求袁
开展原创性科技攻关遥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效评估与考核袁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管理
能力遥 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袁鼓励各地
结合实际制修订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尧谋划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袁形成
上下联动尧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遥
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共治共享遥建立健全全

覆盖尧多层次尧多元化的生物多样性宣传科普体
系袁加强科普宣讲专家队伍建设遥 引导企业强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袁主动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责任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治理遥 发展生物多样性公民科学袁引导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行动袁完善生物多样性公益
诉讼机制和违法活动举报机制袁支持新闻媒体开
展舆论监督遥 完善生态绩效管理和激励政策袁激
发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性袁 加快人人有
责尧人人尽责尧人人享有的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遥

持续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遥 继续发挥
COP15主席国领导力和影响力袁发挥好野昆蒙框
架冶实施倡议作用袁鼓励各方将共识转化为行动袁
切实推动野昆蒙框架冶及 COP15大会决定在全球
范围全面有效落实遥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袁做好昆
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启动及运行工作袁深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双多边对话合作袁支持
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遥 全方位尧立体
式讲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袁宣传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做法和实践
成效袁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遥

野孤举者难起袁众行者易趋遥 冶我国将与国际
社会携手并进尧勇毅前行袁着力维护公平合理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袁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迈上新台阶袁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地球家园浴

渊作者系联合国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主席尧生态环境部部长冤

渊据光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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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出发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阴 黄润秋

野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冶是什么 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渊2023-2030年冤曳

2024年 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渊2023-2030年冤曳渊以下简称叶行动计划曳冤遥

叶行动计划曳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规划和叶生物多样
性公约曳履约核心工具袁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袁
部署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尧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尧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4个优
先领域袁每个优先领域下设 6至 8个优先行动袁广泛涵盖法律法

规尧政策规划尧执法监督尧宣传教育尧社会参与尧调查监测评估尧保
护恢复尧生物安全管理尧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尧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尧城市生物多样性尧惠益分享尧气候与环境治理尧投融资尧国际履
约与合作等内容袁为各部门尧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
供指引遥

2024年 1月 25日袁生态环境部向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秘书处
提交了我国叶行动计划曳遥

国际生物多样
性 日 渊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diversity曰
IBD冤 定于每年 5 月
22 日 袁 是 为纪 念
1992 年 5 月内罗毕
会议通过了叶生物多

样性公约协议文本曳
渊叶公约曳冤袁同时为促
进叶公约曳及其议定
书和相关行动框架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机会遥

2023 年 12 月 19 日袁
即叶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曳渊叶框架曳冤
通过一周年之际袁叶生物多
样性公约曳 秘书处发起了
野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冶活
动袁 旨在向世界宣传和促

进该叶框架曳的 4大目标和
23个行动计划袁 并且生物
多样性行动计划将是推动
从协议转化为政府和全社
会具体行动的至关重要的
一环遥

编 者 按

5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遥
2022年袁 中国作为 叶生物多样性公

约曳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渊COP15冤主席
国袁带领各方达成野昆蒙框架冶及一揽子配
套政策措施袁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
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遥
近年来袁我国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上取得哪些新成效袁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中展现哪些新担当钥为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袁国际社会又呼唤哪些新作为钥 本
刊特邀请联合国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尧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撰文解读遥

生 物 多 样 性 你 我 共 参 与
2024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