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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丽诗在发言中解读了《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描述了干旱区

生物多样性现状。她提出要实现“2050目标”和“2030里程碑”需要制定有效

的监督机制，避免重蹈爱知目标失败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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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景观生态学组首席研究员兼综合保护中心

教授胡丽诗（Alice Hughes）在第一节“CBD《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解

读及干旱区生物多样性现状”中进行了发言。她分享的重点是如何避免《2020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重蹈爱知目标失败的覆辙，并解析《框架》与干旱区之间

的关系。她的发言经本刊摘要整理如下。



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共聚一堂。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包含两个主题，即理解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干旱区的生物多样性。理解 CBD的《2020

后框架》与干旱区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环境。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提到了 2050 目标和 2030 里程碑，我们

想要实现目标，就需要切实开展行动，并且制定里程碑来衡量行动的实施情况。

爱知目标没有实现，希望《2020后框架》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需要制定支持

机制、赋能条件，以及提高责任感和透明度，并用严谨的监督机制来记录取得的

成果。爱知目标缺失的就是这样的监督机制。

《2020后框架》的重要内容就是 2050目标和 2030里程碑。2050目标包括：

A. 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都得到增强。B.通过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珍视、维护或

增加自然为人类做出的贡献。C.分享通过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D.消除财

务执行手段和其他执行手段与为实现 2050年愿景所必须的执行手段之间的差距。

人们说到生物多样性，通常会考虑的是森林、热带雨林等生物多样性已经非

常丰富的地方，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保护其他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干旱区的生物多样性尤为重要，干旱区占全球 41.3%的面积，全球 20



亿人依赖干旱区为生。干旱区也有许多物种，丰富程度不容小觑。其提供的遗传

多样性以及经济价值能够造福人类。仅地中海地区就有 1万 3千多种物种，而中

亚干旱地区也是全球 34个生物热点之一，世界上 75%的维管植物生长在这片土

地，并有超过 900种脊椎动物，超过 10万种无脊椎动物。对于迁徙物种来说中

亚地区尤为重要，常被称为北半球的塞伦盖蒂1。

干旱区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但其生态系统正显示出高度的损失和退化，

降低了生产力和肥力。总的来说，由于旱地退化，全球每年约产生 2%的陆地净

值损失，4%至 10%的旱地有潜在净值损失。那里的物种中，至少有 11种鱼类、

12种哺乳动物和 26种鸟类已经灭绝了。还有 155个陆地和淡水物种处于易危、

濒危或极危的状态。2015年，中亚 21%的地方性物种受到威胁，其中 11%被列

为极危状态。自 1990年以来，由于咸海面积减少，原来生活在咸海的物种，一

半以上都灭绝了。

我们需要停止将干旱区视为不毛之地的偏激想法，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独特之

处。目前人口的持续增长给耕地和城市带来了很多压力。不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

源和过度猎捕，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关键栖息地的丧失，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频发

都将干旱区置于危险的处境。

1
塞伦盖蒂（Serengeti）是坦桑尼亚西北部至肯尼亚西南部的地区，有约 70 种大型哺乳类动物和 500 种特有鸟类，半年一次的大型动物迁徙世界十大自然旅游奇观之一。



干旱区当地能够做的是仔细规划，恢复耕地和森林，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

得到有效保护或避免损耗。干旱区在一些公约中都有被提及，如 CMS（保护野生

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BD（《生物多样性公约》），UNCCD（《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Ramsar（拉姆塞尔

公约）等，我们还需要更努力地开展工作，用更好的方法解决干旱区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更好地设定目标，不同的目标需要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国家

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实现目标。在此基础上，保护干旱

区需要更广泛的合作和相关人员的能力建设。若要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性进行有效

保护，需要让不同生态系统都能够得到关注，最终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