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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迎严峻挑战

2019年，联合国组织百名专

家历经3年时间调研，发布《全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

告》。《报告》指出，地球四分之

三的陆地表面已被人类深度改变，

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系统提

供的储水和碳汇功能、传播种子以

及授粉等服务正在崩溃。

2010年，日本爱知县举办《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

会议（COP10），并通过了全球第一

个以10年（2011—2020年）为期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10年过去，

“爱知目标”的子目标没有一个完

全实现，有的甚至情况更加恶化。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

性展望》，认可了《全球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的结

论，并指出无论在制定本国目标还

是采取实际行动方面，各国尚欠缺

雄心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急

需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框架，

因此在昆明举行的CO P 1 5被寄予

厚望。

在COP15召开前，已有不同主

题的工作组在内罗毕、开罗、蒙特

利尔开会，讨论出“昆明框架”草

案，旨在让全球各区域、各国采取

紧急行动，转变经济结构，以使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在今后10年趋

于稳定，并使自然生态系统在今后

20年得以恢复，到2050年实现“净

改善”。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没

有可替代的居所。”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

莎白·穆雷玛说，面对这些挑战，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过程中，

各国的政府资助需要重新规划，经

济部门之间需要更加协同，对共同

的行动方案、战略、实施机制达成

一致，避免资源投入的重复。据她

介绍，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将

通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框架”，囊括了多个群体、多

个部门的责任。“该内容是全球性

的，涉及所有人。我们会建立评价

监测机制，对所取得的进展进行监

测。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是所有的地

球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保

护生物多样性。”伊丽莎白·穆雷

玛说。

共赞“昆明宣言”

10月13日下午，随着COP15主

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手中的

槌子落下，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

言”。这是COP15第一阶段会议取得

合作共建美好家园 全球共识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虽然只有5天时间，却聚集了
140多个缔约方及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5000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会。四方来
客，共绘蓝图。此次大会达成全球共识并通过了“昆明宣言”，呼吁各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凝聚共识、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共建万物和谐的美好家园。

10月1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