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目标和新愿景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0日下午1时58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届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圆满结束。此次大会成功达成

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GBF）），包括4项长期目标和到2030年实现的23项

行动目标，为期8年。

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它正在经历自恐龙

灭绝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现在有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威

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灭绝。因此，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这

一成果可谓鼓舞人心，框架的达成为今后直至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

现在，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至2020年。2020年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一年，

正是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框架及其爱知目标到期之时。那么，于

2010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爱知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人们简称其为“爱知目标”）。爱知目标计划10年完成

20项任务，最终没有一项任务得到充分的完成。

在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以里程碑式的生物多样性协议结束之际，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英格尔·安德森（Inger Andersen）强调，执行

是现在的关键：“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我们在落实我们达成的协议方面取得

的快速和持续进展。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准备好支持其实施，以便我们能够真

正与自然和平共处。”

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将集中在新框架的实施、以及各方的

履行方面等等。下一个8年，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期，也是这一雄心

勃勃的新框架真正发挥作用的执行期。

本月期刊重点聚焦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议题，

并和大家一起在新框架的指导下，以4项长期目标和到2030年实现的23项行动

目标为指引，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愿景。


	本期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目标和新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