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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2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
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
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
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
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
生。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给

全球发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经济和
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们要加强团
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
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
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
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
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
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
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
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

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
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
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
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
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
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
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
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
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
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
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
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
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10月12日在昆明
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
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
统马克龙、哥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
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
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
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11日，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大会在云南昆明正式开幕。这场全球
瞩目的大会，有哪些看点，将如何影响
我们的世界？

看点 1
这场大会缘何不同寻常？

这次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
会，其实是由3个会议组成的，即《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第十次
会议、《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
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
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其中的“重头
戏”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
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目前共有
196 个缔约方。缔约方大会是《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制，每
两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采取协商
一致的原则，决议的通过需要经过所有
缔约方的同意。2016 年的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宣布中国举办COP15。

缔约方大会每10年要制定未来10
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2010 年，
COP10 制定了 2011 至 2020 年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即“爱知目标”。“爱
知目标”共20项，到2020年，没有一条
完全实现，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

COP15又到了一个制定新的10年
保护目标的重要节点。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对COP15寄予
厚望，希望此次大会的成果，能够通过
未来的努力，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
丧失的趋势。

COP15 原 本 应 于 2020 年 10 月
召 开 。 受 疫 情 影 响 ，会 议 召 开 时 间
经 历 两 次 变 更 。 联 合 国《生 物 多 样
性公约》秘书处于今年 8 月正式对外

公告，会议将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和 2022 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昆
明召开。

看点 2
COP15怎么开？

“本次会议是历届缔约方大会最特
殊的一次会议，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会
议，备受关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
护司司长崔书红说。

根据议程安排，第一阶段会议要完
成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以外的各项议题审议，“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要在明年上半年的线
下会议来审议和决定。

眼下举行的COP15第一阶段会议，
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在11日下午的开幕式上，生态环境
部部长黄润秋和 COP14 主席国埃及驻
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在会场主席台
进行交接，开启COP15时间。

来自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国
际机构和组织的 5000 余位代表，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加大会。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
雷玛在现场致辞时表示，我们必须在这
一个10年就采取行动，制止和扭转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应对当前的挑战。“通过
携手行动，我们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高级别会议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3
日举行，包括领导人峰会及部长级会
议。应邀的缔约方国家元首和国际组
织负责人将出席领导人峰会。部长级
会议包括全体会议和平行圆桌会议。

此次大会唯一一场现场举办的平
行活动——生态文明论坛，将于 10 月
14日至15日在昆明举办。生态文明论
坛包括开幕式和7个主题论坛，邀请国
内外嘉宾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智慧。

此次大会还准备了内容丰富的线

上、线下展览。线上展览包括中国展
和地方展，充分展示我国在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
线下布展是云南特色展，也是现场唯
一线下展区，展现了彩云之南的生态
之美。

第二阶段会议拟于明年上半年在
昆明线下举行，以方便各方广泛而深入
地磋商探讨，推动达成一个凝聚广泛共
识、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看点 3
大会选在云南举行有何特点？

“COP15 选择在云南举办，与云南
丰富的生物资源，以及显著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效密不可分。”COP15 云南省
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云南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马永福说。

彩云之南，万物家园，云南以极其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

“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物
种基因库”。

马永福介绍，云南国土面积占全国
4.1%，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物种数均占
我国的半数以上；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
和沙漠外的生态系统类型，是中国生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
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截至 2020 年底，云南省共有各类
自然保护地362个，保护面积占全省面
积 14.3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1.84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省 面 积 的
30.90%；位于昆明市的中国西南野生生
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17468种25.8万
份生物种质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设施之一……

此外，云南十分重视与周边国家
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比
如，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老挝北部 3 省共建了 133 平方公里

联合保护区，以保障亚洲象跨境种群
交流安全。

看点 4
大会预期将达成哪些成果？

发布“昆明宣言”——
高级别会议将发布“昆明宣言：迈

向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呼
吁各方采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号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
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

伊丽莎白·穆雷玛说，“昆明宣言”
将是第一阶段会议的主要成果，该宣言
说明，各方已充分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紧迫性。

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
球生物多样性”倡议——

14日至15日举行的生态文明论坛
将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
生物多样性”倡议。

同时，主题论坛将发布系列成果，
如主题论坛一将发布“碳中和目标下应
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联合行
动宣言”；主题论坛四将发布中国生态
修复典型案例集等。

为生物多样性关键 10 年规划蓝
图——

展望将于明年上半年举行的第二
阶段会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将是大会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对
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作出规划。

崔书红说，国际社会对“框架”寄予
厚望，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保护目标建
议，如保护 30%的大自然，调动至少
2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他表示，要推进建设更加公正合
理、各尽所能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体系，尽快扭转全球生物多样
性加速丧失的趋势。 据新华社

这场大会，为何全球瞩目？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四大看点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