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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部长级成果文件纲要  
草案 

焦点：已通过的主题为“加强自然保护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愿景：紧急采取变革性行动以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的丧失，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重建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后疫

情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导言：科学明确指出，迫切需要加强自然保护行动，以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成果文件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呼吁的可持续发展。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露

了我们社会的脆弱性，也突显了我们所有人彼此之间、与自然之间

的联系是多么紧密。生态系统的健康是人类健康的重要基础，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会损害我们个人和我们共同的韧性。保护自然，就是

保护我们自己。全面落实《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包

括消除贫困），有赖于人类认真对待这些挑战。联合国环境大会是

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平台，有助于我们应对挑战的紧

迫性和艰巨性，不再停留于空谈，联合起来采取具体行动。 

我们的陆地、淡水水源和海洋正在遭遇令人震惊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丧失。土地利用变化、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入侵物

种都使我们难以确保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上安全健康的生活。自

然遭受的每一个威胁都相互关联且相互加剧。这些联系错综复杂，

而且挑战规模覆盖全球，需要人类采取整体性和变革性的办法，这

就要各国政府以及包括世界各地私营部门和其他经济行为体在内的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作出努力。 

重建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后疫情世界，还需要强大的多边体系、国际

伙伴关系和有效执行《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真正承

诺，也需要其他现有的多边承诺，包括关于《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所述执行手段的承诺。联手起来，我们可以加强行动，推进为

我们的共同家园实现美好前景。这就需要把人和自然放在决策的中

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平

台）在其 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中提

出了一个明确的挑战，指出若延续目前的轨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自然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只有通过经济、社会、

政治和技术因素的变革性变化，才能实现 2030年及以后的目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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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广泛磋商，我们确定了以下三个变革性领域，供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五届会议采取联合积极行动。 

1. 绿色复苏 

“重建得更好”正当其时。我们认识到我们社会和经济的脆弱性，

认识到后疫情时代复苏工作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通过加强自然保护

行动，使人类走上实现《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

未来几年，领导力、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

全球合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各位部长可以推行相关法规、激励措

施和金融工具，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同时，促进基于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的低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循环经济，并打造一个可提供

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和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无污染世界。减少我们的环

境足迹，把人和自然放在决策的中心，将使我们受益无穷。 

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与之对抗，应该支持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存在的许多挑战。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在这方面提供

了及时的机遇。土地退化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

导致全球年度总产值损失超过 10%，对至少 32亿人的福祉造成负面

影响。1 各位部长可以提请人们注意生态系统恢复对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经济、福利和就业机会带来的好处。还可以

思考如何使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好地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并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将其纳入决策进程主流。各位部长不妨

考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如何可以在工作中尽量支

持加强自然保护的努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为此目的向各

国提供最佳支持。 

2. 健康生态系统，健康人民：保护和恢复自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

办法，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各位部长不妨提请人们注意生态系统健康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以

及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正在损害我们的共同韧性这一事实。我们

当中最贫穷的人也是最脆弱的。像 COVID-19 这样的人畜共患病揭

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环境退化加剧了我们在此类疾病面前的

脆弱性。这场大流行病展示了这种紧急情况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代价，

也突显了我们需要加强行动，以避免未来出现新的人畜共患病。认

识到自然的迅速流失、自然栖息地的逐渐丧失以及我们社会因此面

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各位部长除了采取紧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的重要措施外，还可以承诺采取措施加强跨部门努力，以保护生物

多样性、扭转生态系统退化和增强生态系统韧性。各位部长可以动
 

1 生物多样性平台（2018 年）土地退化和恢复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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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广泛的行为体参与有效行动的制定和推广，包括土著人民和当地

社区、地方和国家以下各级主管部门、妇女和青年等。在此基础上，

同时考虑到 2021 年环境相关国际会议的安排，各位部长可以承诺制

定和有效实施目标远大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预

计将在定于中国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通过。各位部长还可以强调，必须在各个层面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

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协同增效，从而有效促进 202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2030 年议程》的实施。各位部长还应考虑

如何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下的工作，

为 2021 年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作出

贡献，并推动 2020 年后化学品和废物健全管理文书的谈判工作。 

3. 可持续粮食体系：解决方案的构成部分 

生物多样性平台在其 2019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

报告》中指出，在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同时减少农业对

环境的影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五届会议是部长们以及私营部门、农民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制定解

决方案、应对粮食体系挑战的重要机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全球评估报告》的结论表明，为人类提供粮食与加强自然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是两个相辅相成且密切相关的目标。实现这两个目

标的途径包括维持可持续农业、水产养殖和畜牧系统，保护本土物

种、变种、品种和栖息地，以及进行生态恢复。部长级宣言可有助

于增进人们对可持续粮食体系的环境层面的理解和关注，包括粮食

体系各部分的改进对人们生计和健康以及对环境和经济都很重要，

而且它们关系到在未来几十年向全球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健康饮食。

可持续粮食体系对于实现《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

重要。各位部长可以在将于 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粮食体系首脑会议

上突出强调可用于应对粮食体系挑战的重要办法和解决方案，并促

进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这方面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