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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多樣性公約科諮機構第 15 次會議，於 2011年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1 日，

假加拿大蒙特婁國際民航組織總部召開，主要會議討論內容為： (1)2011-2020年

《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最新技術理由、建議的進度標誌和指標，(2)支援復育

生態系的方式方法，(3)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全面能力建設策略草案，(4)外來入侵

種：解決關於作為寵物、水族館和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物種

的國際標準存在的差距的建議，(5)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食用森林獵物問題聯絡

小組的修訂後的建議，包括小規模糧食和收入替代辦法的建議，以及關於如何從

地貌的觀點出發改善可持續利用的報告，(7)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水循環變化的

影響，以及執行工作方案的淡水資源，(8)北極生物多樣性，(9)提高科學、技術

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效率的方式方法等。這些提案將會提交至 2012年 10 月在印

度海德拉巴召開的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審議。 

心得與建議：  

一、由於2010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提出2011-2020年策略計畫，有

許多新的議題待研議、新的工作計畫待開展，且有許多實際推動工作的方

式，包括優先項目、相關科技與作法、成效追蹤與評估及能力建設等都待

確定，因此建議應持續派員與會，以瞭解討論的內容並適時提供意見，並

掌握會議結論，以修正我國生物多樣性策略與行動計畫。  

二、本次會議的幾項主題，包括建構追蹤2011-2020策略計畫進度的指標，復育生

態系，解決作為寵物、水族館和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

物種的國際標準，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等都也都是

國內推動生物多樣性關切的議題。但落實相關工作的適當作法、人員執行

的能力建設、人力與資源投入等問題，也是國內推動相關工作可能會遭遇

的問題，建議相關單位針對這些問題，研擬妥善因應計畫，一方面有助於

國內工作的推動，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國際參考。 

三、隨著自然生態系面積與完整性不斷縮減，復育生態系的重要性日益提昇。然



而復育生態系亦有相當多待克服的困難與問題，特別是近年有關合成生物

學與(synthetic biology)和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等新科技是否適合用於復

育生態系的爭議與反對聲不斷，許多保育人士也擔心太過強調復育，是否

反造成大家忽視更重要而基本的保育與去除造成生態系退化的原因等工作，

甚至以生態系可以被復育作為現階段破壞生態系或不永續利用資源的藉口。

因此復育生態系雖有其重要角色，但必須瞭解其無法取代保育，且要進行

時誤工作時，必須有許多事先評估、準備與規劃，才能避免造成反效果。  

四、2011-2012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的重點工作之一是教育與廣宣，不但要讓一般

民眾瞭解生物多樣性是什麼、為何重要、以及如何幫助維護生物多樣性，

此次SBSTTA會議也談到如何讓學界、科技界認識生物多樣性公約與

SBSTTA，使期能對生物多樣性做出貢獻，以及特別成立的IPBES希望能建

立科學與政策更好的連結。而聯合國推動的生物多樣性十年公約也呼籲各

國應對不同的權益關係者規劃設計教育廣宣，使大家都能認識並幫助落實

生物多樣性的策略與工作，也就是任生物多樣性成為主流，這也是國內日

後應優先努力的工作。 

五、CBD與SBSTTA會議中，中國代表的重要性日益提昇，不但經常參與各類委

員會、工作小組，對各項議題都踴躍發言表示意見，對會議議事運作的規

則相當熟悉，且能充分掌握各議題與本國權益的關係，各項議題具爭議的

重點提出有利於本國執行的作法建議，以及選定意見較一致的國家或組織

透過遊說與結盟方式，讓自己的提議能夠獲得支持。他們長期持續投入與

積極參與國際會議的成效已逐漸展現，實在值得國內在參與國際會議與事

務的參考。建議相關部會在參與國際公約與會議時，應規劃長期參與的策

略，包括參與的目的、重點、熟悉與追蹤主要議題的進展，人員的培訓、

選派、銜接，公約議題與國內事務關聯的掌握、在執行面上的落實等，在

會議上適當的發言，說明自己的立場，捍衛自己的權益，並將好的做法案

例，回應國際社會，才能真正獲得參與國際公約與會議的實質益處，並且

發揮台灣在國際舞台應有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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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3 年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截至目前共 193 個

締約方，是全球最大國際保育組織。生物多樣性公約每 2 年召開 1 次締約方

大會，研商生物多樣性保育、永續利用與惠益均享的相關議題。每年另依公

約第 25 條之規定，召開科學及技術諮詢機構會議(簡稱科諮機構會議，

SBSTTA)，針對締約方大會決議之重大議題提供科學諮詢意見，提送下次締

約方大會作為討論依據。  

生物多樣性公約科諮機構第 15 次會議，於 2011 年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1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召開，主要會議討論內容為： (1)2011-2020 年《生物多

樣性策略計畫》：最新技術理由、建議的進度標誌和指標，(2)支援復育生態

系的方式方法，(3)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全面能力建設策略草案，(4)外來入侵

種：解決關於作為寵物、水族館和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

物種的國際標準存在的差距的建議，(5)可持續利用生物多樣性：食用森林獵

物問題聯絡小組的修訂後的建議，包括小規模糧食和收入替代辦法的建議，

以及關於如何從地貌的觀點出發改善可持續利用的報告，(7)內陸水域生物多

樣性：水循環變化的影響，以及執行工作方案的淡水資源，(8)北極生物多樣

性，(9)提高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效率的方式方法等。這些提案將

會提交至 2012 年 10 月在印度海德拉巴召開的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審議。本

次會議有超過 600 名政府代表、科學家、國際保育組織、民間團體、原住民

與地方社區等成員參加，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代表團成員包括理事長

李玲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保育組張弘毅科長、劉泰成助理研究員及

國立中山大學生命科學系顏聖紘教授等 4 人參加。  

由於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提出了未來十年工作的策略計畫與欲達成之目

標，亦即 2011-2020《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和愛知目標，而執行這些工作、

落實新的策略計畫與目標的方法、技術、準則、能力建設等都需要科諮機構

研議，以對締約方大會提供建議。因此，本次科諮機構會議的決議對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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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公約落實 2011-2020《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和愛知目標，以及及全球

生物多樣性未來的發展動向深具影響力。出席科諮機構會議除可掌握生物多

樣性最新國際議題、趨勢、作法外，並有助於了解各國立場及訴求，作為我

國研訂相關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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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一、大會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科諮機構)第 15 次會議於 2011 年 11 月

7 日上午 10 時在加拿大蒙特婁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總部召開。

本次會議由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所推選的 Senka Barudanovic 博士(波士尼亞和

黑塞哥維那)擔任主席，其他主席團成員包括：Alexander Shestakov 博士(俄羅

斯聯邦)、Tone Solhaug 女士(挪威)、Gabriele Obermayr 女士(奧地利)、Ignatius 

Makumba 先生(尚比亞)、Nabil Hamada 先生(突尼西亞)、Larissa M. Lima Costa

女士(巴西)、Joyce Thomas Peters 女士(格瑞納達)、Krishna Chandra Paudel 博士

(尼泊爾)以及 Monyrak Meng 博士(柬埔寨)。 

會議首先由主席致開幕詞，強調面對生物多樣性持續流失及經濟的衰退，

執行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與達成愛知目標的挑戰更為嚴苛，希

望締約方共同努力，本次科諮機構會議將會討論許多重要議題，提供執行策

略計畫的科學技術建議，重要性不言可喻，希望會議能有好的進展。接著

UNEP 執行秘書致詞說明 UNEP 在協助指標、復育生態系等工作進展上的努

力，也將繼續與 CBD 合作。德國環境部長 Norbert Röttgen 博士以視訊致詞期

許科諮機構會議能夠順利提出落實策略計畫的建議，並請大家重視生態系復

育及注意 2011 年 9 月波昂會議所提出挑戰：於 2020 年復育 1.5 億公頃森林

的目標。生物多樣性執行秘書 Ahmed Djoghlaf 致詞歡迎與會者，希望締約方

能將策略計畫轉換成國家策略，日本貢獻 10 億日圓協助締約方作此轉換及

相關訓練的經費，目前已有 8 國作此轉換，但速度還是太慢，希望其他國家

努力跟進。執行秘書說明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主任 Kalemani Jo Mulongoy

將離職，自己將申請繼續擔任執行秘書工作。 

國際生態系復育協會主席 Steve Whisenant 基於 CBD 將復育生態系納入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與達成愛知目標，並鼓勵締約方將相關工

作納入國家策略，特別將 2011 年特別獎頒給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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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主席介紹主席團其他成員，並說明相關區域(非洲、亞太、拉美與

加勒比海、西歐)須選舉 4 名新成員以取代來自格瑞納達、尼泊爾、挪威和

突尼西亞的成員，但各區尚未選出成員，容後再在大會宣佈。會議最後一天，

非洲、亞太、拉美與加勒比海、西歐等地區分別推選幾內亞、吉利巴提、千

里達與多巴哥、加拿大的代表加入新任主席團成員。 

然後，主席建議並通過 Nabil Hamada 先生(突尼西亞)擔任記錄。並通過

本次會議的議程(附件一)。主席建議 Ignatius Makumba 先生(尚比亞)和 Joyce 

Thomas Peters 女士(格瑞納達)擔任第一工作小組主席，Alexander Shestakov 博

士（俄羅斯聯邦）和 Gabriele Obermayr 女士(奧地利)擔任第二工作小組主席。

為節省會議時間，主席請 Ignatius Makumba 先生代表與會者恭喜所有擔任主

席成員與加拿大政府，之後會議期間希望大家發言不要再花時間恭喜、感

謝。 

然後主席介紹「為聯合國生物多樣性十年動員科學界」專題演講的演講

者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主任 Kalemani Jo Mulongoy，說明科學界在支持執

行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和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以及在修訂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略和行動計畫方面的重要角色，同時建議科學家可以如何

參與相關工作。 

第一天會議結束前主席還邀請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哈佛醫學院健康與全

球環境中心的 Eric Chivian 博士作專題演講 “復育生態系對於《生物多樣性

公約》的目標和一個有利於所有人類的健康星球的貢獻＂。Chivian 博士利

用三個案例說明生物樣性對於提供生態系服務與維持人類健康的重要性。本

次會議同時舉辦「復育生態系對於《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目標和一個有利於

所有人類的健康星球的貢獻」海報展，由與會者圈選優勝作品。 

大會接著依照議程逐項討論本次議案(依照項目順序而非議程進行順

序)： 

項目 3.  與執行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並提出報告和採取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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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關的科學和技術問題 

3.1.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最新技術理念、建議的進度指標 

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通過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和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後，要求秘書處依照第 X/7 號決定設置 2011-2020 年《生物多

樣性策略計畫》指標技術專家組，並規定其職權範圍。第 X/9 號決定(a iii)

同時決定將在第 11 屆大會審議進一步制訂監測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

略計畫》執行情況的工具和準則，包括監測國家、區域和全球各級使用指標

和進度指標的情況。 

UNEP/CBD/SBSTTA/15/2 號文件中，專家組建議了 2011-2020 年《生物

多樣性策略計畫》的指標和使用這些指標的準則，以及專家組的報告。

UNEP/CBD/SBSTTA/15/3 號文件則更新了關於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技術理

念、可能指標和建議進度指標的草案。此外，還將提供《生物多樣性策略計

畫》指標專家組的報告。提請科諮機構審議，並起草提交締約方大會的建議。

相關的 資料文件為：UNEP/CBD/SBSTTA/INF/6, UNEP/CBD/SBSTTA/INF/8, 

UNEP/CBD/SBSTTA/INF/9, UNEP/CBD/SBSTTA/INF/10, 及與傳統知識有關的

UNEP/CBD/WG8J/L7 

主席請專家組報告，該組為執行工作，進行了一次擴大國際專家研討會，

約有 70 為專家參與，討論將近 200 項可能的指標，結果推薦 3 群操作型指

標，A 型已可用，B 型還須研究，C 型屬於全球以下尺度的指標。目前約有

20 個指標已可使用，其他還待發展中。指標是很好的教育宣傳工具、追蹤

評估進展、和其他相關公約協調的工具。鼓勵締約方即使無法一下全面使用

所有指標，至少可以從某些部份慢慢開始。秘書處接著報告在 CDB 網頁策

略計畫下，有關於指標的搜尋資料庫，可供查詢。 

接著由各國代表與國際組織代表針對文件內容發言，整體而言多數發言

者都肯定秘書處與專家組所提出的文件內容與指標的基本架構，也支持這些

文件是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但對於選用指標是否不夠彈性，未考慮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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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擔心監測工作量太大，無法負擔，或是建議應該發展使用此架構的準

則與資料來源，以便更廣泛的被利用等等還是有許多意見。主席在大家發言

後決議組成聯絡小組，請挪威與巴西擔任主席，整合大家的意見，再送交大

會討論。 

工作小組回報已經召開會議，秘書處將各方意見彙整得很好，但還須繼

續 開 會 研 商 尚 未 達 成 共 識 的 部 份 。 最 後 形 成 文 件

UNEP/CBD/SBSTTA/15/CRP.4，由主席開放逐條討論，修正文件於 11 月 11

日下午通過。 

主要結論與建議：敦促締約方考量並使用目前建構的指標架構來更新國

家策略與準備第五份國家報告；同時繼續檢討現有指標架構，冰將個國貨其

他相關公約採用的指標納入考量。要求秘書處彙整相關能力建設的技術準則，

協助締約方繼續發展指標和監測與呈報系統，提出一套簡單、易行、成本低

而有效、適用於所有締約方，且可反映優先議題的指標；舉辦指標架構的區

域研習班已加強能力建設，並將指標推動的成果於每次 COP 之前呈報

SBSTTA。 

3.2. 支援復育生態系的方式方法 

復育生態系是 2011 – 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目標》目標 15 和最新

全球植物保育策略目標 4 和 8 的主要內容。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決定在 2012

年第 11 屆大會查明支援復育生態系的方式方法和相關問題的施行準則。 

執行秘書準備的UNEP/CBD/SBSTTA/15/4號文件說明了支援復原生態系

的方式方法與施行準則的建議，請科諮機構審議並起草建議。相關資料文件

UNEP/CBD/SBSTTA/15/INF13 

主席請復育生態學會理事長發言介紹該學會，並說明復育生態學會將協

助公約達成愛知目標有關於復育退化生態系的工作。主席接著請各國代表發

言，一般皆認為文件內容很好，但菲律賓不同意使用合成生物進行生態系復

育，法國則建議要進行生態系復育之前，應該要先進行退化地區生態系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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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調查，許多國家強調要注意原住民與在地社區的意見，要注意發展中國家

社會、經濟的課題，以及將生態系復育納入更大空間尺度的土地規劃。許多

國家不同意另成立 AHTEG，而應該由秘書處執行相關工作。主席裁示交由

主席之友工作小組的主席繼續討論。  

主席之友工作小組提出修正文件 UNEP/CBD/SBSTTA/15/CRP.2，主席開

放 逐 條 討 論 ， 修 正 文 字 後 ， 於 11 月 10 日 上 午 通 過 修 正 文 件

UNEP/CBD/SBSTTA/15/L.2。主要結論包括：要求秘書處彙整生態系復育實

作準則的資訊，包括各種空間尺度與各類生態系的復育、關鍵名詞與定義、

相關工具與科技、成功與失敗案例，查明資訊的，並與其他相關公約合作，

繼續發展、提供相關準則、工具以利締約方實際操作。並建議締約方大會考

慮成立一個 AHTEG 進行後續工作，並督促締約方推動生態系復育，但強調

生態系復育不能取代保育，更不能作為故意破壞生態系或不永續利用的藉口

或管道，因此再進行復育前應先瞭解生態系退化的原因並設法去除這些原因，

強化生態系彈性，以恢復生態系的服務與功能。同時也鼓勵締約方分享生態

系復育成功的案例、方法、技術、經驗、資訊。 

3.3. 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全面能力建設策略草案 

第 10屆締約方大會第X/39號決定請執行秘書為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制訂

致力於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戰略計畫》的全球和區域各級全面能力建

設策略，並在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之前向科諮機構提交草案供其審議。

UNEP/CBD/SBSTTA/ 15/5 號 文 件 即 為 此 案 之 草 案 ， 相 關 資 料 文 件

UNEP/CBD/SBSTTA/INF/4, UNEP/CBD/SBSTTA/INF/5, 

UNEP/CBD/SBSTTA/INF/6：請科諮機構審議並起草建議。 

主席請各國代表與國際組織代表針對文件內容發言，多數發言均支持草

案，但有文字修正，包括能力建設對象應該包含所有人，特別是與生物多樣

性最有關連者，以及提昇效率。日本則表示已經啟動東南亞分類資訊倡議，

馬來西亞則表示已經致力多樣分類行動，但經費不足，因此促請更多經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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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但墨西哥、比利時則表示接受此草案為時仍早，僅可作為建議案。主

席待大家發言完畢後，請秘書處彙整建議文字修正再討論。秘書處彙整建議

修正文字見 UNEP/CBD/SBSTTA/15/CRP.1。 

在審議 UNEP/CBD/SBSTTA/15/CRP.1 文件時，主席先請秘書處說明文件

主要修改之處，再請大家先就整體文件表示意見，然後逐段討論文件內容。

經過冗長的討論，修正文件於 11 月 11 日下午通過。主要結論為：建議締約

方將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全面能力建設策略，特別是有關於遺傳資源越境轉移、

獲取與惠益均享的分類研究以及原住民與在地社區傳統分類知識的部份，納

入國家策略中。 

項目 4.  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通過的其他決定所產生的問題 

4.1. 外來入侵種：解決關於作為寵物、水族館和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

入外來入侵物種的國際標準存在的差距的建議 

根據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 X/38 號決定第 3(b)段，執行秘書召集了特設技

術專家組的會議，以便適當機構能針對擬訂標準一事提出方式方法的建議，

這些方式方法將在國際上用於避免目前國際標準未予適用的外來入侵物種

的擴散，解決已查明的差距，並防止作為寵物、水族館和陸地動物館物種、

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物種的影響和儘量減少其風險。在同一決定中，

締約方大會請執行秘書在締約方大會第十一屆會議前提交專家組的報告供

科諮機構審議。 

相關文件包括：特殊技術專家組的報告(UNEP/CBD/SBSTTA/15/INF/1)，

關於解決作為寵物、水族館和陸地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

物種問題上國際標準差距的方式方法的建議（UNEP/CBD/SBSTTA/15/6），重

點說明供科諮機構審議的問題，以及締約方大會在第 X/38 B 號決定第 13 段

要求提交的關於各締約方、其他國家政府和相關組織如何處理外來入侵物種

國際管制框架的差距和不一致之處的報告（UNEP/CBD/SBSTTA/15/7）。 

秘書處建議大會注意特殊技術專家組的報告(UNEP/CBD/SBSTTA/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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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UNEP/CBD/ SBSTTA/15/6 號文件中的問題，並起草提交締約方大會的建

議。 

主席開放討論，許多國家都認為影響國際貿易最重要的「世界貿易組織

(WTO)」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Agreement)」並未考慮預防原則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因此希望秘書處更新在

該組織 SPS 委員會的觀察員身份以便提供相關資訊與意見，以及持與華盛頓

公約和世界糧農組織的聯繫，特別是有關畜產動物與海洋生物方面外來入侵

種的管制。許多國家也強調建立標準、資訊交流、能力建設的重要，以及執

行的負擔。由於意見分歧，所以成立主席之友工作小組繼續討論與綜合意見。

工作小組彙整意見的文件：UNEP/CBD/SBSTTA/15/WG.1/CRP.2 經主席開放

討論修正，部份文字保留在引號內，於 11 月 10 日下午被接受

(UNEP/CBD/SBSTTA/15/L.3)。主要結論為：建議締約方彼此與國際植物保護

公約(IPPC)、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國際食

品標準委員會(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SPS 協定、CITES、FAO

等合作，充分使用目前管制外來入侵種的標準；同時要求秘書處準備草擬締

約方執行管制外來入侵種的細部準則，匯集有關如何避免及/或減輕因為商

業性動物園、野生動物園、繁殖與貿易場等引進動物而造成外來入侵種擴散

風險的資訊，收集有關有心或無意釋放或造成圈養繁殖的外來入侵種與基因

型逃逸的案例及因應此風險的可能措施。針對外來入侵物種國際管制框架的

差距與缺口，SBSTTA 建議 CBD 與 SPS 委員會合作進一步發展與改善國際

標準；鼓勵 IPPC 擴展植物保護的範疇，包括海洋、陸地、淡水域，苔蘚植

物、藻類、真菌等；同時要求秘書處發展一套有關如何應用先存國際管制標

準的實用工具箱，以協助締約方能善用國際管制架構和整合與強化將國內外

來入侵種管制策略納入國家策略。以及要求秘書處評估外來入侵種工作的進

展，包括減少法規與架構缺口的部份，建立外來入侵種最常入侵途徑的清單，

以及評估與確認管理或降低從這些途徑入侵風險相關工具的條件；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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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締約方落實外來入侵種工作的準則、活動、標準等，和於第 11 屆締

約方大會回報 CBD 申請作為 WTO 觀察員的結果。至於秘書處更新其在 SPS

委員會觀察員身份的部份則暫時仍保留在括號內。 

4.2. 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水循環變化的影響，以及執行工作方案的淡水資

源 

第十屆締約方大會第 X/28 文件敦促各締約方和其他國家政府在執行所

有專題和跨學科工作方案中考慮水循環變化的影響以及在相關且可行的情

況下納入淡水資源變化的影響，並且特別注意水文學、生物多樣性、生態系

統功能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並請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審議

這些方面的問題。 

因此，執行秘書編制了關於水循環變化以及淡水資源對執行工作方案和

跨領域問題的影響的文件(UNEP/CBD/SBSTTA/15/8)。科諮機構也同時審議以

下報告，並起草給締約方大會的建議： 

(a) 濕地公約的執行秘書和秘書處根據第 X/28 號決定的要求編制關於

評估解決沿海地區相關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所需要的方式方法的報告

(UNEP/CBD/SBSTTA/15/9)。該報告釐清了內陸水域生態系工作方案與海洋和

沿海生物多樣性工作方案的之間的關係，包括《拉姆塞爾濕地公約》所適用

沿海濕地；(b) 濕地公約執行秘書和秘書處根據第 X/28 號決定第 20 段的要

求編制關於河流流域倡議執行情況的評估(UNEP/CBD/SBSTTA/15/10)；(c) 關

於處理第 X/28 號決定第 39 至 41 段文字，有關審查維持生物多樣性繼續支

持 水 循 環 的 能 力 及 主 要 相 關 政 策 的 資 訊 的 進 度 報 告

(UNEP/CBD/SBSTTA/15/11)。 

 此項議題相關資訊文件為 UNEP/CBD/SBSTTA/15/INF/15 

主席請各國代表發言，由秘書處一一記下，包括加強與溼地公約、遷移

物種公約和其他相關公約的合作，建議強調生物多樣性與維護水安全的關聯，

以及優養化、區域水治理、溼地復育等議題。世界糧農組織代表則強調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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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態系作法的角度串連與水有關的農業、森林及相關生物多樣性。許多

NGO 則提醒注意避免讓基因轉殖魚會其他基因工程產物入侵內陸水域。秘

書處彙整各方意見，提出 UNEP/CBD/SBSTTA/15/WG.2/CRP.1 文件。主席開

放逐條討論修正文字後，於 11 月 10 日晚間通過 UNEP/CBD/SBSTTA/15/L.4。

主要結論為：締約方應理解維護淡水資源與內陸水域生態系健全，對生物多

樣性及生態系服務提供人類生計、經濟與福祉的重要性，而將內陸水域生物

多樣性工作納入國家政策的考量；同時考慮用「溼地」的概念與名詞來執行

2011-2020 策略計畫中目標 11(：至遲於 2020 年，至少有 17%的陸地和內陸

水域以及 10% 的沿海和海洋區域，尤其是對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服務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區域，透過有效而公平管理的、生態上有代表性和相連性好

的保護區系統和其他基於保護區的有效保護措施得到保護，並被納入更廣泛

的土地景觀和海洋景觀)的工作；以及要求秘書處邀請溼地公約秘書處合作

在雙方聯合工作計畫內評估強化解決水問題的機會並在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

提出報告。 

4.3. 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食用森林獵物(bushmeat)問題聯絡小組的修訂後的

建議，包括小規模糧食和收入替代辦法的建議，以及關於如何從地景的觀點

出發改善永續利用的報告  

根據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 X/32 號決定的第 4(a)段，締約方大會請執行秘

書制訂熱帶和亞熱帶國家在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上制訂小規模糧食

和收入替代辦法的替選辦法，並提交報告以及關於熱帶和亞熱帶國家小規模

糧食和收入替代辦法的替選辦法的文件所載食用森林獵物問題聯絡小組建

議 的 訂 正 版 本 以 及 食 用 森 林 獵 物 問 題 聯 絡 小 組 的 修 訂 建 議

（UNEP/CBD/SBSTTA/14/12），供科諮機構審議。在同一決定的第 4 (b)段，

締約方大會請執行秘書彙編如何從地景角度出發改善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

的資訊，包括部門政策、國際準則以及可持續農業和林業的最佳做法。 

相關文件包括：執行秘書與協作者合作編制的小規模糧食和收入替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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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替選辦法以及締約方大會要求的食用森林獵物問題聯絡小組的修訂建

議(UNEP/CBD/SBSTTA/15/12)。根據第 X/32 號決定第 4(b)段的要求編制的關

於 如 何 從 地 景 角 度 出 發 改 善 永 續 利 用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報 告

（UNEP/CBD/SBSTTA/15/13）以及 2011 年 5 月在蒙特婁舉行的第 10 條（永

續利用生物多樣性）、重點是第 10(c)條（永續習慣使用生物多樣性）問題國

際會議的報告。  

秘書處建議科諮機構審議上述文件，擬訂改善與熱帶一亞熱帶國家野生

動植物相關的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的建議，並從地景觀點出發擬訂進一步改

善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的建議。 

主席開放討論，大多數發言均支持文件的內容與建議，但修正意見包括

擴大範圍不只是熱帶、亞熱帶地區，而是所有區域；將 8(j)條款的 10(c)納入

考量(Protect and encourage customary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conservation or sustainable use 

requirements)；與里山倡議結合；還有其他的倡議、活動與本主題有關，應

該擴大合作；與華盛頓公約密切合作；應該把本議題範圍擴大為所有野生動

物等等。主席請秘書處彙整意見成為 UNEP/CBD/SBSTTA/15/WG.1/CRP.1 文

件，經第一工作分組開放逐條討論後於 11 月 11 日上午被接受

(UNEP/CBD/SBSTTA/15/L.7)。 

主要結論包括：請締約方注意秘書處所提有關從地景角度改善永續利用

的準則如何配合現存永續利用準則幫助落實國內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也請

相關團體利用這些準則協助推動相關工作，並考慮以里山倡議作為平台來整

合相關其他與地景有關倡議工作的(潛在)好處。同時邀請締約方和相關組織

落實聯絡小組的建議，繼續發展和推動判定國家或其他階層野生動物永續利

用程度的方法、系統，並幫助判定的能力建設，以及不永續的野生動物利用

與管理的替代方案。以及要求秘書處於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討論 Articles 8(j) 

and 10(c)時報告森林獵物議題，以及報告有關發展野生動物永續管理夥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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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與執行聯絡小組建議的可能選擇。  

項目 4.4. 北極生物多樣性 

根據第 10 屆締約方 X/13 號決定的第 3 段中，締約方大會邀請北極理事

會提供關於北極生物多樣性的相關資訊和評估，特別是北極理事會的北極動

植物工作組的極地生物多樣性監測方案形成的資訊，供科學、技術和工藝諮

詢附屬機構審議。 

UNEP/CBD/SBSTTA/15/14 號文件根據北極理事會提供的資訊概述了北

極生物多樣性的現狀。秘書處建議科諮機構審議該文件，並起草給締約方大

會的建議。 

主席開放討論，大多數發言均支持文件的內容與建議。主席請秘書處彙

整意見成為 UNEP/CBD/SBSTTA/15/WG.2/CRP.2 文件。之後在第二工作分組

開放討論，修正文件於 11 月 11 日上午被接受(UNEP/CBD/SBSTTA/15/L.6)。

主要結論為：要求秘書處協助締約方瞭解保育南極動植物相委員會(CAFF)

的報告中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主要發現，鼓勵該委員會與相關公約與組織繼

續有關南極重要生態與生物地區的工作，鼓勵繼續發展有關南極生態系彈性

的評估與報告及締約方執行公約策略中有關南極的工作。 

項目 5. 提高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效率的方式方法 

第 10 屆締約方大會 X/9 號決定(a)(六)段指出，2012 年將於印度海德拉

巴舉行的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將討論為加強締約方履行《公約》所規定義務

而建立額外機制以加強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以及審查公約執行情

況不限成員名額特設工作組等現有機制的必要性以及可能的方式方法。 

執行秘書在科諮機構主席團協助之下，編制了關於提高科諮機構的效率

的方式方法所取得的進展及某些提議的報告(UNEP/CBD/SBSTTA/15/15)。其

中，2011 年 10 月已舉行了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

（IPBES）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主席邀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

科學政策平臺的負責人報告第一次全體會議的結論和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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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秘書處建議科諮機構審議 UNEP/CBD/SBSTTA/15/15 號文件，並起草給

締約方大會的建議。 

主席開放討論，許多國家都建議應該有一討論文件釐清 SBSTTA 與

IPBES 負責的工作與活動，彼此互補、避免重複。秘書處彙整相關意見的文

件 UNEP/CBD/SBSTTA/15/CRP.3，主席開放逐條討論後於 11 月 10 日晚間加

開會議時通過(UNEP/CBD/SBSTTA/15/L.5)。主要結論為：要求秘書處將

SBSTTA 工作的內容撰寫科學報告與文章任學界與科技界能容易取得，

SBSTTA 主席日後應參與 IPBES 的會議並找出彼此可合作的議題、方式、替

選方案，以供下次 SBSTTA 討論。要求 SBSTTA 日後更集中心力在策略計畫

中科技的議題和多年期工作計畫，並向締約方大會報告進展。 

項目 6.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第 16 次會議的臨時議程草案以及

日期和地點 

執行秘書經與科諮機構主席團協商後，編制了科諮機構第 16 次會議的

臨時議程草案(UNEP/CBD/SBSTTA/15/16)，請大會審議。科諮機構第 16 次會

議將在明年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於加拿大蒙特婁國際民航組織總部召開。

主席請秘書要在下次會議前三個月確定下次科諮機構會議的議程。 

項目 7.  通過報告和會議閉幕 

大 會 主 席 請 第 一 與 第 二 工 作 分 組 主 席 報 告 兩 組 工 作 成 果

(UNEP/CBD/SBSTTA/15/L.1/Add.1, UNEP/CBD/SBSTTA/15/L.1/Add.2)。第一工

作分組開過四次會議，討論入侵種與可持續利用兩項議題，兩項議題的文件

都被接受，但都各保留一項有括號的文字，包括入侵種項目是關於秘書處成

為 WTO/SPS 委員會觀察員的部份，可持續利用項目中有關里山倡議對本議

題潛在的用處，「潛在」被括號起來。第二工作分組也開了四次會，討論內

陸水 域 和北極 生 物 多 樣 性兩議 題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報 告兩份 報 告

(UNEP/CBD/SBSTTA/15/L.1/Add.1, UNEP/CBD/SBSTTA/15/L.1/Add.2)內主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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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修正後，再請與會者一頁頁審視文件內容進行修正後。其中第二工作分

組內陸水域項目又做了比較多的文字修正後，大會通過相關的文件

(UNEP/CBD/SBSTTA/15/L.3, UNEP/CBD/SBSTTA/15/L.7; 

UNEP/CBD/SBSTTA/15/L.4, UNEP/CBD/SBSTTA/15/L.6)後，也通過兩份報告。 

之 後 ， 主 席 再 次 確 認 其 餘 大 會 已 通 過 的 文 件 ， 包 括

UNEP/CBD/SBSTTA/15/L.2 及 UNEP/CBD/SBSTTA/15/L.5，仍有部份文字修正

後被接受。最後通過本次會議的報告(UNEP/CBD/SBSTTA/15/L.1)。同時依照

慣例，最終報告將由科諮機構授權報告員在主席的指導和秘書處的協助下，

於會議之後完成。 

本次會議於 2011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 24 分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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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週邊會議（side events） 

大會午間及傍晚休息時段，均有保育或相關團體、國家舉辦週邊會議，

討論、闡揚或介紹各式議題，以下紀錄幾項參加的週邊會議內容概要： 

 

2011/11/7 生 態 復 育 的 經 濟 理 念 (INVESTING I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 THE ECONOMIC RATIONALE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主要由復育生態學會介紹該會宗旨、成立經過、組織架構，復育生態學

的定義、內容，並以數個案例說明復育生態系的成本效益極高。同時 TEEB

分析這些案例確認，許多為某些直接經濟而開發的行為，例如將紅樹林開發

為養蝦場，若考慮之後須恢復這些地區的生態系服務與功能時所需的成本，

就可知保留自然生態系不做某些開發，使其發揮多項生態系服務與功能，反

而是效益極高、成本極低的投資。復育生態可以在改善環境、提昇生物多樣

性、提供生態系服務的同時，創造許多工作機會，降低提供生態系服務的成

本，增加合理利用的效益。 

 

2011/11/7 寵物業該如何協助達成 2020 生物多樣性策略目標的外來種部份

(HOW THE PET INDUSTRY IS HELPING TO ACHIEVE THE 2020 TARGETS 

ON IAS) 

會議首先由 PIJAC (Pet Industry Joint Advisory Council)報告有關 2020 愛知

生物多樣性協議目標在寵物貿易造成外來種播散危害生物多樣性部份進行

簡報。首先主持人針對 CBD SBSTTA 會議中所散發的一份小折頁進行說明。

一開始便提到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中的第九點：外

來入侵種及其播散途徑期望能夠被確認，而那些被視為高優先處理的物種應

該被控制與移除，此外這些流通途徑應該被管制以確保外來物種不在非原生

地被引入或建立族群。會議的簡報由陳述澳洲、加拿大、荷蘭、挪威、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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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的寵物工業現況開始。然而整個報告中可看見許多數據上的疑點。例

如報告中提及「有半數的歐洲、北美與澳洲家庭飼養寵物」。但此處所指的

寵物很可能絕對多數指的是貓狗，然而貓與狗則從未被視為外來入侵種所應

談論的議題(太平洋或印度洋小島上的野貓是少數被視為外來入侵種的案

例)。澳洲的寵物工業聯盟(The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PIAA)、

加拿大的寵物工業聯合諮詢署(Pet Industry Joint Advisory Council – PIJAC)、

荷蘭的寵物貿易協會(The Dutch Pet Trade Association)、英國的觀賞水族貿易

協會(The Ornamental Aquatic Trade Association)、以及美國的「棲地態度組織」

(Habitattitude)皆製作了許多折頁與宣傳品強調野放寵物對於環境以及動物的

傷害。而這些歐美國家的組織則聯合籌畫一個網上工具稱之為 Pet Pathway 

Toolkit (http://www.petpathwaytoolkit.com/)。此工具應用於鑑識寵物被野放的可

能性以及可能被野放並造成環境衝擊物種的先期預警。 

然而在聆聽現場報告的時候發現，歐美國家的寵物貿易與物種的播散途

徑遠較東亞與東亞地區的寵物與水族貿易來得簡單。此外，在他們的寵物棄

養途徑中只有個人養殖以及繁殖場逸出這兩種途徑，不若亞洲華人聚居地區

具有佛教徒放生、婚喪喜慶放生以及同一物種同時具有原產地直接輸入、東

南亞與中國繁殖場輸入以及台灣本島繁殖場販售流通的多重管道。而不同的

流通管道將對物種的多樣性、輸入數量、性比、售價、可獲得性、死亡率、

配對成功率、被遺棄可能性、物種被遺棄至適當生存地點(都會 vs 鄉間)的

可能性以及物種在野外建立族群的可能性造成影響。因此根據 CBD parties

的分析結果似乎無法完全協助台灣在這方面的控管。 

在會場中也有幾份其它的宣傳品與政策整理資訊被討論。首先是 UNEP

以及 CBD 所印製的 Pets, Aquarium, and Terrarium Species: Best Practices for 

Addressing Risks to Biodiversity (CBD Technical Seris第48號) (由此下載電子版: 

http://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ts-48-en.pdf)。這份報告除了前言與結論

外分為四個主要部份，首先是外來物種成為寵物的風險，其次是國際活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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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貿易的規範架構，再來是所謂的最佳風險評估的政策考量，最後是各國所

採取的因應措施的陳述。有關外來寵物若逸出後可能對本土生態系與農林業

生產環境造成的損害與衝擊在此便不再贅述。在這份文件中比較值得台灣相

關單位留意的則是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framework 與 Policy options 的部份。 

在國際法律規範的部份，此份文件提及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國際植

物保護公約(IPPC)、世界動物健康組織(OIE)、世界貿易組織的食品安全檢驗

與動物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SPS agreement)、聯合國海洋公約(UNCLOS)。

然而沒有一項公約直接與防治外來入侵物種的播散有關聯。因此此份文件認

為 WTO 的 SPS agreement 應該負起責任，而非以自由貿易精神為藉口對於外

來入侵物種的輸出入不予限制。此外網路販售也成為此次會議的討論議題。

美國農部 USDA 之下便直接設置一個 Internet Surveillance Project，其中包含

了農業網路監測系統(AIMS)，然美國認為因為這樣的監測僅限於美國，對於

跨國性貿易所帶來的入侵種問題是沒有任何效力的。 

在風險評估的部份，文件中提到幾個前提是值得台灣的相關單位參考

的： 

a. 基於科學證據； 

b. 決策透明； 

c. 據有可比較性與可重製性； 

d. 根據可信的數據； 

e. 使用最佳的資訊，以及 

f. 對於不確定的資訊需考慮縝密 

其中一個段落特別提到以色列、紐西蘭與日本對於「已出現在貿易行為

中的入侵性物種」的態度與處置。這三個國家對於已流入市面入侵性物種個

體(尤其是寵物)的態度皆為「不准再輸入」、「已存個體留在原飼主身邊直到

死亡」。但政府並不介入設置收容所。至於以正面表列(white list)或負面表列

(black list)管制物種的優劣則因每一個國家的國情不同，在此文件中並未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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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此外，在此文件的 p.26 處提及寵物工業如何降低外來入侵種的輸出入

與傷害。其中提到幾個國際組織：全球水產聯盟(The Global Aquaculture 

Alliance)、海洋水族館研究署(The Marine Aquarium Council)、觀賞水族貿易協

會(The Ornamental Aquatic Trade Association, OATA)、國際熱帶魚組織

(Ornamental Fish International)、PIJAC 以及 PetSmart。然而台灣沒有任何一個

機關團體參與加入這些國際組織，台灣現有的水產、水族、觀賞魚、等相關

行業僅有各立山頭的協會與工會，多年來沒有任何與國際組織的連結，而相

關的主管單位如漁業署也未見輔導業者積極參與國際事務，因此台灣的相關

部會與商業團體對國際寵物貿易中已經達成的共識則是完全不瞭解的。 

 

2011/11/8 生物多樣性指標聯盟支援 2011-2020 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THE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 - SUPPORTING THE NEW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首先介紹 BIP (Biodiversity Indicator Partnership)過去的成果，包括指標的

說明、幫助締約方建立國家指標的準則、手冊、研習班等，與未來工作重點

的規劃。包括強化夥伴關係，促進經驗交流與指標的落實；強化國家建立、

使用與落實指標的能力；提供成功的案例，鼓勵更廣泛的使用。 

Anne Teller 介紹指標專家小組(AHTEG)的由來，以及至今的成果，包括

已有 22 個指標可用，51 個指標需要改善；除了目標 1 外，每個愛知目標都

有至少一個指標；許多指標與多個目標相關；許多指標也為其他公約組織使

用；ADE 策略的指標還需要加強。提出 13 項建議，同時希望有更多資源投

入幫助國家建立指標。 

烏干達接受 BIP 協助，舉辦研習班與能力建設，先瞭解國家的需求與目

標，問關鍵問題，廣徵民意後，選擇指標，檢視與使用既存資料以降低收集

資料的成本，整合指標資料看趨勢。目前仍有收集資料的資源不足與修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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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等問題。需要將策略目標和民眾溝通，讓其瞭解。 

 

2011/11/8 保護區作為因應氣候變遷自然保育的解決方案(PROTECTED 

AREAS AS SOLUTIONS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成立、連結保護區與復育生態系是達成 2011-2020 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

20 項目標中許多目標的重要解決之道，但是目前許多生態區內保護的比例

相當低，以至於被保護的地區都是孤立的，而新增大面積保護區的機會並不

大，且氣候變遷可能影響物種的分布，進而影響保護區的效應，因此連結保

護區，特別是利用復育改善生態系，幫助連結重要區域是達成相關目標必須

考量的作法。同時必須追蹤檢測其效果，以便後續繼續修正作法。加拿大國

家公園目前的工作重點也是在復育有助於連結保護區的生態系，以擴大保護

的效果。 

 

2011/11/8 如何實施與外來入侵種關聯的國際公約架構手冊初稿(DRAFT 

GUIDE BOOK ON HOW TO APPLY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IN RELEVANCE TO INVASIVE ALIEN SPECIES) 

其中針對北美地區有關外來入侵種防治的決策結構進行報告。例如政府

機構中 liaison group 的界定，以其以下議題的討論： 

(1)多一個外來物種公約對於cover所有物種與地區的問題是否有實質的

幫助？ 

(2)有關外來生物帶來疾病的問題是否實際？(以甲殼類白點病毒為例)；

(3)國際性的公約是否可能與其它公約有衝突的問題？ 

會議使用文件為 Reaser, JK. 2011. Considerations for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odes of Conduct in National Invasive Species Strategies 

and Plans.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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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rogramme, Montreal (下載網址為：http://goo.gl/RIaW6)。然而此座

談會沒有達成任何共識以及任何具體的建議。 

不過會中報告者使用加拿大的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C)在 2007 年所發表的一份報告 Tri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Aquatic Alien Invasive Species 討論如何跨國境地管制外來入侵物種(下載網址

為(http://goo.gl/C05Ad)。這份文件事實上令人有些失望。原本以為能夠看出

美墨加在政策上如何合作，但其實整份報告並未在政策與管制方面進行敘述，

而花了 80%的篇幅描述鱧科魚類(Channidae)以及琵琶鼠的分布、危害、經濟

重要性、與對商業的衝擊。 

 

2011/11/8 強化外來入侵種資料庫聯合計畫(JOINT WORK PROGRAMME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SERVICES ON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S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 9 ) 

會議依序由 GBIF、IUCN-SSC ISSG、CABI、CONABIO 介紹其各自發展

的 IAS 相關資料庫系統，並尋求藉由資料整合達成愛知目標。雖然與會專家

單位都贊成聯合資料庫可達到支援 IAS 經營管理的目標，也是在未來 10 年

亟需達成的工作，但是最後並無達成將由哪個單位主導資料庫整合事宜，惟

各單位後續都會盡力擴充、補充各自資料庫內容。 

 

2011/11/9 2012 保護地球報告：追蹤保護區對達成愛知目標的貢獻與進展

(PROTECTED PLANET REPORT 2012: TRACKING PROGRESS ON HOW 

PROTECTED AREAS ARE CONTRIBUTING TOWARDS MEETING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UNEP-WCMC 首先介紹該單位的保護區資料庫，並表示相關資料將會出

版「2012 保護地球報告」。接著由 IUCN/WCPA 代表說明保護區的多種功能

與對人類福祉的貢獻。UNEP-WCMC 說明報告主要的發現與進展，主要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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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變化，特別是目標 11 達成保護 17%的陸地與 8%海洋保護區。陸域的

部份還有 71%，海域還有 93%的國家還未達到目標；保護區網路的連結仍不

足夠，但有 285 個連結的計畫正在進行；不同生態區的代表性仍不足，不到

10%被保護，海洋生態區的情形更糟。只有 1/4 的保護區被有效保護，雖然

近年來有改善，但距目標甚遠。 

2011/11/09 企業生物多樣性評估方法 (A CORPORATE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METHODOLOGY) 

Ecometrica 公司提出一項簡單易懂的方式(natural biodiversity matrix, NBM)

來評價企業擁有土地上生物多樣性的狀況或是企業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此

法前提是必須全球標準化、低成本、簡單易懂、透明、適用廣泛、提供誘因。

企業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包括：污染擴散、影響上下游、導致土地退化

等。利用衛星影響判斷土地的原始度，給予位序，另外還可以加入是否有瀕

危 物 種 的 位 序 ， 然 後 進 行 評 比

(http://www.ecometrica.co.uk/services/ecosystems-assessment/)。此法適用於各種

尺度，可以幫助判斷衝擊與趨勢。 

2011/11/10 復育 15%退化生態系：從地方到全球，機會何在？(RESTORING 

15% DEGRADED ECOSYSTEMS;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FROM 

LOCAL TO GLOBAL?) 

首先由荷蘭學者介紹非洲幾個重建植被的案例，透過保護地被植物、種

植樹木等活動，將原來空曠貧瘠的土地恢復到有植被覆蓋、改變氣候條件、

水源涵養、土壤肥力提昇、生產力提高、婦女不需跑太遠去取水、負債率降

低 。 20 年 內 非 洲 復 育 500 萬 公 頃 的 土 地 ， 主 要 投 資 是 勞 力

(www.africa-regreening.blogspot.com)。 IUCN 的 Carole Saint-Laurent 強調要將

復育提升到地景階層，不只是種樹或造林，而是要瞭解需要復育的地景功能

為何？而且需要將權益關係者的需求與意見納入考量。Bonn challenge 的目

標是於 2020 年復育 1.5 億公頃土地，粗估達成此目標後所能獲得的效益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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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年內達到 4.3 兆美金，提供更多，特別是婦女的工作機會，所以需要大家

提供哪裡有多大需要何種復育的土地(www.ideastransformlandscape.org)。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利用圖層比較現今植被與之前有植被的地區可看出復育的

機會何在。根據地圖分析，結合零散地區的復育、非洲、熱帶地區的復育機

會較大，接下來最需要得就是行動。UNEP-WCMC Lifeweb Carbon Calculator

將提供復育機會的資料。此種分析也可以落在國家的尺度來分析國家的優先

復育地區。 

2011/11/10 觀賞影片「Surviving Progress」 

本片探討「progress」的意義，許多所謂的進展、創新，看似聰明且能

帶動進步，但是最終卻製造出新的問題，掉入所謂「進展陷阱」。本片導演

Mathieu Roy和Harold Crooks利用許多歷史的案例引導我們審視科技、經濟、

消費、環境等不同文明進展中的「進展陷阱」。配合許多知名人士的訪談，

討論從不合理的經濟結構、砍伐森林、政治腐敗，到更具爭議的人口過剩、

合成生物學等議題，引發大家思考該如何避免進展的陷阱，甚至提出改善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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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由於2010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提出2011-2020年策略計

畫，有許多新的議題待研議、新的工作計畫待開展，且有許多實際推動工作

的方式，包括優先項目、相關科技與作法、成效追蹤與評估及能力建設等都

待確定，因此建議應持續派員與會，以瞭解討論的內容並適時提供意見，並

掌握會議結論，以修正我國生物多樣性策略與行動計畫。  

本次會議的幾項主題，包括建構追蹤 2011-2020 策略計畫進度的指標，

復育生態系，解決作為寵物、水族館和動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

入侵物種的國際標準，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等都也都

是國內推動生物多樣性關切的議題。但落實相關工作的適當作法、人員執行

的能力建設、人力與資源投入等問題，也是國內推動相關工作可能會遭遇的

問題，建議相關單位針對這些問題，研擬妥善因應計畫，一方面有助於國內

工作的推動，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國際參考。 

隨著自然生態系面積與完整性不斷縮減，復育生態系的重要性日益提昇。

然而復育生態系亦有相當多待克服的困難與問題，特別是近年有關合成生物

學與(synthetic biology)和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等新科技是否適合用於復

育生態系的爭議與反對聲不斷，許多保育人士也擔心太過強調復育，是否反

造成大家忽視更重要而基本的保育與去除造成生態系退化的原因等工作，甚

至以生態系可以被復育作為現階段破壞生態系或不永續利用資源的藉口。因

此復育生態系雖有其重要角色，但必須瞭解其無法取代保育，且要進行時誤

工作時，必須有許多事先評估、準備與規劃，才能避免造成反效果。  

2011-2012 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的重點工作之一是教育與廣宣，不但要

讓一般民眾瞭解生物多樣性是什麼、為何重要、以及如何幫助維護生物多樣

性，此次 SBSTTA 會議也談到如何讓學界、科技界認識生物多樣性公約與

SBSTTA，使期能對生物多樣性做出貢獻，以及特別成立的 IPBES 希望能建

立科學與政策更好的連結。而聯合國推動的生物多樣性十年公約也呼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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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不同的權益關係者規劃設計教育廣宣，使大家都能認識並幫助落實生物

多樣性的策略與工作，也就是任生物多樣性成為主流，這也是國內日後應優

先努力的工作。 

CBD 與 SBSTTA 會議中，中國代表的重要性日益提昇，不但經常參與

各類委員會、工作小組，對各項議題都踴躍發言表示意見，對會議議事運作

的規則相當熟悉，且能充分掌握各議題與本國權益的關係，各項議題具爭議

的重點提出有利於本國執行的作法建議，以及選定意見較一致的國家或組織

透過遊說與結盟方式，讓自己的提議能夠獲得支持。他們長期持續投入與積

極參與國際會議的成效已逐漸展現，實在值得國內在參與國際會議與事務的

參考。建議相關部會在參與國際公約與會議時，應規劃長期參與的策略，包

括參與的目的、重點、熟悉與追蹤主要議題的進展，人員的培訓、選派、銜

接，公約議題與國內事務關聯的掌握、在執行面上的落實等，在會議上適當

的發言，說明自己的立場，捍衛自己的權益，並將好的做法案例，回應國際

社會，才能真正獲得參與國際公約與會議的實質益處，並且發揮台灣在國際

舞台應有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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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第十五次會議議程 

11 月 7 日上午 

1. 會議開幕； 

2. 選舉主席團成員、通過議程和工作安排 

專題演講 

3.3. 全球生物分類倡議全面能力建設策略草案 

11 月 7 日下午 

3.1  2011-2020 年《生物多樣性策略計畫》：最新技術理由和指標 

海報展開幕 

11 月 8 日上午 

3.2 支援生態系統恢復的方式方法 

11 月 8 日下午 

第一工作分組：4.1. 外來入侵種：解決關於作為寵物、水族館和陸地動

物館物種、活餌和活食引入的外來入侵物種的國際標準存在的差距的

建議 

第二工作分組：4.2. 內陸水域生物多樣性：水循環變化的影響，以及執

行工作方案的淡水資源 

11 月 9 日上午 

第一工作分組：4.3. 可持續利用生物多樣性：食用森林獵物問題聯絡小

組的修訂後的建議，包括小規模糧食和收入替代辦法的建議，以及關

於如何從地貌的觀點出發改善可持續利用的報告  

第二工作分組：4.4. 北極生物多樣性 

11 月 9 日下午 

5. 提高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效率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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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上午 

大會討論工作分組與主席之友工作小組文件，未定文件回到工作分組

或主席之友工作小組繼續討論 

11 月 10 日下午 

大會討論工作分組與主席之友工作小組文件，未定文件回到工作分組

或主席之友工作小組繼續討論 

11 月 11 日上午 

工作分組繼續討論未定文件，再送交大會審議 

11 月 11 日下午 

6.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第十六次會議的臨時議程草案以及

日期和地點 

7. 通過報告和會議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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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學、技術和工藝諮詢附屬機構第十五次會議工作報告 

 



 

为尽可能减少秘书处工作的环境影响和致力于秘书长提出的“不影响气候的联合国”的倡议，本文件印

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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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会议开幕 

1．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总部举行。 

2．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 10 分，科咨机构主席 Senka Barudanovic 女士 （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会议开幕。Barudanovic 女士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同时指出，这

是缔约方大会通过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1-2020 年

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之后举行的科咨机构的首次会议。虽然科咨机构不是第一次

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举行会议，但当前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重，而且根源更加深刻。与此同

时， “绿色增长” 的新经济模式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这种困难形势提供了在较稳定的

可持续的经济中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作用的机遇。关键目标之一是加强执行《战略计划》的

科学基础，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科咨机构的贡献。如果当前的审议是在《战略计划》框架

指导下进行，那么，2020 年就有可能是隧道尽头的曙光。她简要概述了科咨机构眼前的

工作，并说科咨机构本次会议需要审查 《战略计划》的最新技术理由和指标，这将有助

于评估执行《战略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协助方方面面的利益攸关方更好了解、认识和参

与，《战略计划》的设想需要动员这些利益攸关方。  

3． 主席指出，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201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的背景是

全球自然资本的资产急剧枯竭，迫切需要恢复，而且自然灾害日趋频繁，程度越来越严

重。许多自然灾害是环境管理不善造成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完好而具有复原力

的生态系统同人类福祉直接相关，而《战略计划》也在很多方面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全球

环境、发展和经济议程逐渐趋同令人鼓舞，但应当制定共同语言来体现恢复生态系统的作

用，这是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办法。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必须审议各种办法，确保恢复

对《战略计划》做出充分贡献，同时，参照建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国际平台”

的进程，讨论加强科咨机构作用的备选方案以及这样做如何能够帮助提高《公约》下的业

务效率和工作质量。她感谢丹麦、欧洲委员会、德国、挪威和西班牙赞助发展中国家与会

者出席会议。与会者应当认识到他们对世界未来负有非凡的责任，因为科咨机构对《公

约》取得成功具有关键作用，该机构同很少几个文书一样，推动全面伙伴关系。她敦促科

咨机构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工作。 

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代表卡洛斯·马丁-诺维拉先生、德国环境部长诺贝

特·罗特根先生阁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艾哈迈德·朱格拉夫先生和生态恢复学会

的代表史蒂夫·惠斯南德先生发了言。 

5． 卡洛斯·马丁-诺维拉先生说，科咨机构在向缔约方大会关于执行爱知生物多样性

目标结构提供咨询意见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展的支持《公约》的工

作包括世界养护监测中心的监测活动，通过环境政策实施司进行的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活动以及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的活

动，支持国家为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制定提案，以及给予可持续社区方案委员会后

勤支助。更广而言，方案工作加强了将《公约》工作纳入中期战略和工作方案的力度，促

进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为了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

标，必须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文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之间的协同作用。科咨机构的工作也会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和将于 2012 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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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提供重要的意见。 

6． Röttgen 先生通过视频向会议发言，他说，由于爆发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世界正

面临重大挑战，但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最终对我们的生存构成更大的

威胁。森林对生命尤其至关重要，然而，每年丧失的森林仍达 1,300 万公顷。我们需要采

用新的做法来处理能源政策和资源的利用。我们必须扭转毁林行为并恢复生态系统，将此

作为对未来的投资。2011 年 9 月波恩会议期间，德国政府与各合作伙伴包括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一道发起了“波恩挑战”―― 即到 2020 年恢复 1.5 亿公顷已经

丧失和退化的森林。这项挑战有助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也有助于《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REDD+机制的执行。现已设立了全球恢复委员会，以支持高级别决

策者努力实现该目标，德国私人利益攸关者宣布打算作出大量投资。总体而言，会议表

明，恢复森林及其生态系统是一项壮举，但却是可以实现的，也势在必行。德国将支持为

成功恢复生态而不断创造政治、科学和技术框架条件。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就是在这方

面作进一步努力的一个契机。 

7． 朱格拉夫先生对与会者表示欢迎，他说，本次会议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通过以来

举行的首次会议，因此侧重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科

学和技术方面是很恰当的。将战略计划转变为国家和地方的现实情况是一种挑战。  为

此，请各缔约方讨论战略计划的技术理由和指标，在这方面，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

行动计划是当务之急，必须置于高度优先地位。  

8． 他感谢日本政府建立日本生物多样性基金，使得在名古屋会议后得以组织十二次区

域和次区域讲习班。今年年底前还要再举办三次。这些讲习班的目的是协助缔约方及其伙

伴开始修订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便通过查明和商定适合其具体需要和国

情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9． 这是科咨机构首次讨论生态系统恢复问题，缔约方对生态系统恢复的科学和技术方

面的指导十分重要，使得各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私人部门，能够做出知

情的决定，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生产食物和能源，而不至于进一步加速丧失生物多样性，从

而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4 和 15。 

10． 自商定《战略计划》后已经过去一年。只剩九年去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他促请与会者牢记，非常关键的是必须取得进展，必须使用现有的丰富的准则去制订战

略，去规划和执行行动，监测进展情况并在一年后举行的海得拉巴生物多样性首脑会议上

提出报告，以此履行在名古屋所作的历史性承诺。为了提醒国际社会注意眼前任务的紧迫

性，秘书处开辟了新的网页，显示为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期限还剩下的天数。 

11． 他赞扬 Kalemani Jo Mulongoy 先生的领导，Mulongoy 先生曾经为科咨机构的十二

次会议竭诚服务。由于这是 Mulongoy 先生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他感谢他为《公约》

的科学工作 做出了杰出贡献。 

12． 他最后告诉与会者，已发出征聘执行秘书的通告，有人邀请他申请。自 2006 年以

来，虽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始终以自己的承诺和热情来为《公约》服务。他告诉会

议，鉴于他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事的请求，经考虑后，他已提出精选这一职位，如获得任

命，他将继续为这一独特的联合国条约服务，而该条约的唯一目标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 

13． 执行秘书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一片掌声，主席随后祝贺执行秘书说，他的工作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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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典范，并向他保证，所有缔约方都对他完全信任和支持。 

14． 生态恢复协会主席 Steve Whisenant 先生宣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获选

为该协会 2011 年特别表彰奖获得者。该奖表彰《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保护和恢复为促

进生物多样性开展了重要工作。它确认《2011-2020 年战略计划》、尤其是爱知目标 14 和

15 是一个重大进展，将恢复生态纳入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上述方面以及国家和地区

的相应目标通过恢复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将给地球带来极大的福祉。 

15． 向主席颁发该奖时，与会者纷纷鼓掌。主席代表《公约》缔约方向 Whisenant 先生

表示感谢，朱格拉夫先生向他赠送了一个标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徽记的苹果。 

16． 在介绍性发言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科学、技术和工艺事项特等干事

Kalemani Jo Mulongoy 先生就“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动员科学界”发表了主旨发言。

Mulongoy 先生发言时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期间，必须更好地将科学界动员起

来，十年的战略中仅仅列出了科学界应该处理的部分问题。这应该涉及所有科学学科、包

括传统知识和公民科学，而不仅仅涉及与植物园、动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相关的学科，

这些机构传统上以物种为中心，不包括微生物和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或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

的动态综合体（包括人）。 

17． 《公约》 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科咨机构应“向缔约方大会、并酌情向它的其他科

咨机构及时提供有关执行本公约的咨询意见”，根据该项规定，已经通过科咨机构动员了

科学界有些部门。范围广泛的科学组织出席了科咨机构的会议，尽管有人担忧科咨机构是

一个初步谈判的平台，在努力达成一种“脆弱的”共识时，为了谈判案文而有时在讨论时

将科学界排除在外。 

18． Mulongoy 先生还提请注意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的工

作，该平台是处理关于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政策界面缺口的一个富有前

景的机制。然而，他指出，该平台被认为具有“政府间”性质，有些科学家可能觉得不适

宜参与这样一个政府间的机制。 

19． 动员科学界需要政府的承诺以及修订和调整资助科研的科研机构和捐助者所采用的

标准，以便选择标准中包括与《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密切相关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动

员科学界的可能方法，包括国家一级的方法；如将资料加以整理并在《公约》的信息交换

所机制予以分享，将很有益。然而，许多从事与《公约》和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没有参加《公约》的工作，动员他们需要有创新性的战略和

奖励机制，而那些了解《公约》工作的科学家们，往往专注在他们的研究“泡沫”上。 

20． 最后他说，科咨机构的效率可以提高，其作为《公约》科学政策互动中心作用应予

加强。它的工作是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大会的要求应包括要求科咨机构拟订“十年”行动

计划，并给它经费在闭会期间动员科学界。科咨机构的各次会议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

审查为它所准备的评估，并在需要拟出建议草案时，那些建议应附有科学理由，或是有明

确政策选择的草案形式。科咨机构还应拟订会议经费的指示性预算，该拟议的预算应当是

缔约方大会将要讨论和通过的预算的一部分。科咨机构可以切实有效地协助动员科学界，

但要做到这一点，便必须发挥它在科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及决策者之间的互动中心作用。 

21．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会议的第 6 次全体会议上，Mulongoy 先生热情感谢与会人员

对他的发言作出积极的评论。他感谢科咨机构前任主席和现任主席的睿智和在他与他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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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间的出色合作。 

项目 2.  选举主席团成员、通过议程和组织事项 

A.     与会情况 

22． 下列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贝

宁、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

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库克群

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多

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欧洲共同体、芬

兰、法国、德国、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冰岛、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

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

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

波兰、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新加坡、所罗门

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

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和赞比亚。 

23． 下列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公约秘书处和其他机构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议：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大学、世界银行。 

24． 下列方面也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African Indigenous Women Organization 

(Nairobi) 

Andes Chinchasuyo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BirdLife International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AB International 

Canadian Biotechnology Action Network 

Canadian Environmental Network 

CBD Alliance and Kalpavriks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Chibememe Earth Healing Association 

Collège International Marie de France 

Concordia  

Congruence LLC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 Japan 

Conservation of Arctic Flora and Fauna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Wildlife and Natural Habitats 

(Bern Convention), Council of Europe 

DIVERSITAS 

Ecologistas en Acción 

Ecometrica 

EcoNexus 

ECOROPA 

ETC Group 

Federa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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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of the Earth  

Fur Institute of Canada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lobal Forest Coalitio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stitute for Biodiversity Network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 

Island Conservation 

IUCN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Japan Bioindustry Association 

Japan Committee for IUCN 

Japan Wildlife Research Center 

McGill School of Environment 

Metis National Council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s in Europe (Forest Europe) 

Nagoya City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PBL) 

New England Biolabs Foundation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One Drop Foundation 

Ornamental Aquatic Trade Association 

Pet Industry Joint Advisory Council 

Practical Action 

Prince Charles Foundation - Rainforests 

Project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Red de Cooperacion Amazonica 

Red de Mujeres Indigenas sobre 

biodiversidad 

Royal Botanic Gardens Edinburgh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RAIPON)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imul International Inc. 

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akeholder Forum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SWAN International 

Tebtebba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 Education 

Terralingua 

The Center for Food Safety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Society of Japan 

TRAFFIC International 

Twin Dolphins Inc.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Canada)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UQAM 

University of Georgia, Center for Integrative 

Conservation Research (CICR) 

University of Oxford 

USC - Canada 

Waikiki Hawaiian Civic Club (WHCC) 

World Federation for Culture Collections 

World Future Council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WF International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25． 根据科咨机构第十三和第十四次会议所作决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

十五次会议主席团由下列成员组成： 

主席： Senka Barudanovic 女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副主席： Alexander Shestakov 先生（俄罗斯联邦）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 

 Gabriele Obermayr 女士（奥地利）  

 Ignatius Makumba 先生（赞比亚）  

 Nabil Hamada 先生（突尼斯） 



UNEP/CBD/COP/11/2 

Page 8 

 

 

 

 Larissa M. Lima Costa 女士（巴西） 

 Joyce Thomas Peters 女士（格林纳达） 

 Krishna Chandra Paudel 博士（尼泊尔） 

 Monyrak Meng 博士（柬埔寨） 

26． 会议同意由 Nabil Hamada 先生（突尼斯）担任会议报告员。 

27． 在会议的第十场会议上，科咨机构选出以下 4 名新的主席团成员，任期自第十五次

会议结束时开始，至第十七次会议结束时为止，以取代格林纳达、尼泊尔、挪威和突尼斯

的成员。 

Maadjou Bah 先生（几内亚） 

Nenenteiti Teariki-Ruatu 女士（基里巴斯） 

Floyd Homer 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Ole Hendrickson 先生（加拿大） 

C.     通过议程 

28． 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会议的第 1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在执行秘书经与主席团协

商后编制的临时议程（UNEP/CBD/SBSTTA/15/1/Rev.1）的基础上通过了以下的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与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并就之提出报告和采取行动有

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3.1.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最新技术理由和指标； 

3.2. 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 

3.3.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全面能力建设战略草案。 

4.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其他决定所产生的问题： 

4.1. 外来入侵物种：解决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

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国际标准存在的差距的建议； 

4.2.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变化的影响，以及执行工作方案的淡水

资源； 

4.3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修订后的建

议，包括小规模粮食和收入替代办法的建议，以及关于如何从地貌的

观点出发改善可持续利用的报告； 

4.4 北极生物多样性。 

5. 提高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效率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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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六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以及日期和地

点。 

7. 通过报告和会议闭幕。 

D.     工作安排 

29． 在审议工作安排时，科咨机构面前有主席关于在本次会议中改进科学、技术和工艺

辩论的说明（UNEP/CBD/SBSTTA/15/1/Add.2）。 

30．  科 咨 机 构 决 定 按 照 题 为 “ 工 作 安 排 ” 的 文 件 （ UNEP/CBD/SBSTTA/15/ 

Add.1/Rev.1）附件一中的规定，成立两个第十五次会议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E. 会议期间工作组的工作 

31． 第一工作组在 Joyce Thomas Peter 女士（格林纳达）和 Ignatius Makumba 先生（赞

比亚）主持下举行会议，审议议程项目 4.1（外来入侵物种：解决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

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入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国际标准存在的差距的建议）和

4.3（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修订后的建议，包括小规模

粮食和收入替代办法的建议，以及关于如何从地貌的观点出发改善可持续利用的报告）。

该工作组从 11 月 8 日至 11 日共举行了 4 场会议。工作组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四场

会议通过了该工作组的报告。 

32． 第二工作组根据科咨机构 2011 年 11 月 7 日第 1 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在

Alexander Shestakov 先生（俄罗斯联邦）和 Gabriele Obermayr 女士（奥地利）的主持下举

行会议，审议项目 4.2（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变化的影响，以及执行工作方案的

淡水资源）和 4.4（北极生物多样性）。该工作组 201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共举行了 4 场

会议。工作组在 11 月 11 日的第四场会议上通过了该工作组的报告。 

33．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第 5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听取了两个工作组共同主席的进

度报告。 

F. 海报会议 

34． 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的第 2 次全体会议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哈佛大学医学院健康

与全球环境中心创始人 Eric Chivian 博士介绍海报会，他作了关于恢复生态系统、人类健

康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演示演讲。 

35．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秘书长代表宣布了海报会议获奖者。 

项目 3.  与执行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并就之

提出报告和采取行动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3.1.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最新技术理由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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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科咨机构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会议的第 2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3.1。科咨

机构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拟议指

标的说明(UNEP/CBD/SBSTTA/15/2)；《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及，爱

知 生 物 多 样 性 目 标 临 时 技 术 性 理 由 、 可 能 的 指 标 和 拟 议 里 程 碑

（UNEP/CBD/SBSTTA/15/3）。科咨机构面前还有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化战略计划指标

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UNEP/CBD/SBSTTA/15/INF/6）和执行秘书关于生物多样性

观 察 制 度 在 支 持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2020 年 目 标 方 面 的 充 分 性 的 情 况 说 明

（UNEP/CBD/SBSTTA/15/INF/8），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国家指标、监测和报告

（UNEP/CBD/SBSTTA/15/INF/9），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的水和水相关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指标（UNEP/CBD/SBSTTA/15/INF/10）。

工作组面前还有工作组关于第 8（j）条拟定传统知识和传统可持续利用指标的建议 7/7，

该建议草案已经作为 UNEP/CBD/WG8J/ 7/L.7 号文件分发，工作组建议提请科咨机构予以

注意。 

37．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共同主席

Andrew Scott 先生（联合王国），也代表他的同事，共同主席 Teresita Borges Hernandez

女士（古巴）发言。她列举了该报告（UNEP/CBD/ SBSTTA/15/INF/6）所载，特设技术

专家组 2011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举行会议所获的重大调查结果。 

38． 秘书处的代表告知与会者说，特设技术专家组所确定的指标已汇编在一个数据库

内，并已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网站，可在“战略计划指标”的标题下查阅

（http://www.cbd.int/sp/indicators/）。 

3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加拿大、中

国、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菲

律宾、波兰、瑞士、泰国和东帝汶。 

40． 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的第 3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1。 

4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古巴、

埃塞俄比亚、法国、加纳、印度、约旦、马拉维（代表非洲集团）、俄罗斯联邦（代表中

欧和东欧地区）、南非、苏丹、乌干达和巴拉圭。 

4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43．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项目、国际生物多样性问题土著论坛和

国际保护自然联盟的代表也发了言。 

44． 经交换意见后，主席设立了由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和 Larissa Lima Costa 女

士（巴西）共同主持的不限成员名额联络小组，以便就如何灵活执行指标取得共识和修订

UNEP/CBD/SBSTTA/15/2 号文件所载建议草案。 

45．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 5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听取了联络小组主席的进度报

告。 

46．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7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听取了联络小组共同主席

Larissa Lima Costa 女士（巴西）同时代表另一位共同主席 Tone Solhaug 女士（挪威）所

http://www.cbd.int/sp/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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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进度报告。 

47．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9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3.1，审议

了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48．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埃塞

俄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挪威、波兰、秘鲁、南非、瑞士、联合王国和赞比

亚。 

49． 在审议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议案文包括承认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潜在的作用的文字，但不会坚持必须将其例如最后

草案。 

50．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恢复审议主席提交的建议草

案。 

51．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芬兰、墨西

哥、新西兰、挪威、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士和赞比亚。 

科咨机构采取的行动 

52． 在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成为 XV/1 号建

议。所通过建议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3.2.   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 

53． 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的第 3 次全体会议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了

议程项目 3.2。科咨机构在审议本项目时，面前收到执行秘书关于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

式方法的说明（UNEP/CBD/SBSTTA/15/4）。 

54． 生态恢复协会主席 Steve Whisenant 博士致开幕词。在介绍该协会后，他肯定地

说，保护生态仍是全球的优先事项。生态恢复虽是解决紧迫的挑战，但不应该把它视为是

可以使生态系统退化或受损的理由。防止进一步退化和促进恢复，都涉及生物物理的连续

统一活动和规范人类影响的政策。该协会准备协助《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爱知目标的框

架内并按照学会本身可持续未来的愿景，拟定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他请与会人

员 审 议 和 评 论 第 四 届 世 界 生 态 恢 复 大 会 所 要 求 采 取 的 行 动 （ UNEP/CBD/ 

SBSTTA/15/INF/13）。 

55．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中国、哥伦比亚、

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欧洲联盟、芬兰、法国、危地马拉、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约旦、墨西哥、尼泊尔、荷兰、秘鲁、菲律宾、波兰、泰国、

乌干达和联合王国。 

56． 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的第 4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3.2。 

57． 下列各国代表发了言：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加纳、冰岛、新西兰、挪威、

大韩民国、南非、瑞典、瑞士、苏丹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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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下列各组织代表也发了言：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国际生物多样性、ECOROPA、生

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 

59． 主席感谢各位代表的发言，并建议将这些发言列入一项主席文件，供代表们审议。

经主席提议，决定设立由 Krishna Chandra Paudel（尼泊尔）和 Horst Korn（德国）共同主

持的主席之友小组，以便讨论主席文件的草案。除了任何其他愿意参加的代表团外，主席

邀请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墨西哥、新西

兰、秘鲁、菲律宾、南非、乌干达和联合王国参加。 

60．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7 场全体会议上，主席之友小组共同主席 Krishna 

Chandra Paudel 先生 (尼泊尔)发了言，他也代表另一位共同主席 Horst Korn 先生(德国)发

言，他报告说，小组已经完成工作，不久将提交修订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 

61．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7 次场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了主席提交的一项建

议草案。 

62．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巴西、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哥

伦比亚、德国、加纳、印度、约旦、马拉维、墨西哥、荷兰、尼日尔、秘鲁、菲律宾、波

兰、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和土库曼斯。   

63． 交 换 意 见 之 后 ， 经 口 头 修 订 的 建 议 草 案 获 得 正 式 通 过 ， 成 为

UNEP/CBD/SBSTTA/15/L.2 号建议。 

科咨机构采取的行动 

64． 在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成为 XV/2 号建

议。所通过建议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3.3.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全面能力建设战略草案 

65． 科咨机构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的第 1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3.3。在审议该

项目时，科咨机构面前有支持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的能力建设草案（UNEP/CBD/ 

SBSTTA/15/5）、供缔约方使用的生物分类需求和能力评估标准格式（UNEP/CBD/ 

SBSTTA/15/INF/4）、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职责范围（UNEP/CBD/SBSTTA/ 

15/INF/5 ）以及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报告（ UNEP/CBD/ 

SBSTTA/15/INF/6）。 

6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埃及、埃塞俄比

亚、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约旦、马来西亚、马拉维（代表非洲集团发

言）、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波兰、斯威士兰、瑞典、瑞士、泰国和也门。 

67． 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会议的第 2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 

68．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哥伦比亚、库克群岛（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

言）、古巴、加纳、尼日尔、南非、圣卢西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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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下列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和

世界文化收藏联合会。 

70． 主席感谢各位代表的发言，指出这些发言将列入主席的报告案文，供他们审议。 

71．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 6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了主席提出的建议草案。 

72． 下列代表发了言：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埃塞俄比亚、芬

兰、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秘

鲁、波兰和联合王国。 

73． 继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8 次全体会议后，主席请 Mark Graham 先生推动相关缔

约方之间的非正式协商，以便推进关于案文草案的讨论。  

74．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8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继续审议主席在第六次全体

会议上提交的建议草案。  

75． 秘书处代表报告说非正式小组讨论已结束，提出了一份非文件，内载对主席案文草

案的拟议修正，以便利全体会议的工作。  

76．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古

巴、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印度、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秘

鲁、菲律宾、波兰、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待续） 

77． 经交换意见后，秘书处提出了第二份非正式文件，这一文件顾及了第 8 次全体会议

以及非正式协商中提出的修正。  

科咨机构的行动 

78．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了 Mark Graham 先生介

绍的第二份非正式文件。经交换意见后，科咨机构提供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成为

XV/3 号建议，该建议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4.  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通过的其他决定所产生的问题 

4.1 外来入侵物种：解决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
活饵和活食引入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国际标准存在的差距的建议 

79． 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第 1 场会议上，第一工作组在主席 Joyce Thomas Peters 女士

（格林纳达）的主持下审议了项目 4.1。在审议该项目时，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关

于解决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入的外来入侵物种问题上国际

标准差距的方式方法的建议的说明（UNEP/CBD/SBSTTA/15/6）；关于各缔约方、其他

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如何处理外来入侵物种国际管制框架的差距和不一致之处的报告

（UNEP/CBD/SBSTTA/15/7）、特设技术专家组关于解决同作为关于解决作为宠物、水

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入外来物种相关风险的会议的报告

(UNEP/CBD/SBSTTA/15/INF/1)以及作为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9 的贡献的加强关于外来

入侵物种信息服务联合工作方案(UNEP/CBD/SBSTTA/15/IN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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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库克群岛（代表太平洋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古巴、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新西

兰、挪威、秘鲁、菲律宾、波兰、圣卢西亚、南非、斯威士兰、苏丹、瑞典、泰国和东帝

汶。 

8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82． 欧洲委员会、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制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

了言。 

83． 主席感谢代表们的发言，并指出在供他们审议的主席案文中将考虑到这些发言。 

84．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 2 场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工作组同意设立主席之友小

组，由 Hesiquio Benitez 先生（墨西哥）担任主席。除了希望参加的任何其他代表团之

外，主席邀请阿根廷、巴西、芬兰、印度、墨西哥、南非、瑞典和泰国代表出席。 

85． 在其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7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听取了主席之友小组主席

Hesiquio Benitez 先生所作进度报告。 

86．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3 场会议上，第一工作组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4.1，审议共

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纳入主席之友小组举行的讨论所获的结果。 

8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古巴、丹麦、埃塞俄比

亚、芬兰、法国、墨西哥、新西兰、挪威、秘鲁、菲律宾、波兰、塞内加尔、南非、苏

丹、瑞典、瑞士、突尼斯和联合王国。 

88． 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转送全体会议，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4，该建议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科咨机构的行动 

89．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工作组共

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3，成为 XV/4 号建议。 

90． 联合王国的代表提请科咨机构注意宠物传播途径工具包。该工具包是宠物业界联合

咨询委员会和全球入侵生物倡议继续 2008 年在波恩举行的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第

IX/4 号决定后编制的。该工具包可在网上查阅：www.petpathwaytoolkit.com。该工具包是

活的文件，因此，尚未记录的各项评论、案头研究、立法或倡议的详细情况可通过网站直

接上载。该工具包的资金来自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及 4 家宠物贸易协会。工具

包咨询意见和关于各种倡议的实际例子，目的是管理来自宠物行业的外来入侵物种的风

险，这些例子包括简单明了的措施和比较精心筹划的活动。各国政府和宠物业界的团体可

将该工具包作为就外来入侵物种开展共同工作的一个信息来源。 

4.2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水循环变化的影响，以及
执行工作方案的淡水资源 

91． 在 2011 年 11 月 8 日的第 1 次会议上，第二工作组审议了议程项目 4.2。在审议该

项目时，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水循环变化的影响以及执行主题和跨领域工作方案的

http://www.petpathwaytoolk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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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资源的说明（UNEP/CBD/SBSTTA/15/8）；执行秘书和《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秘书

处关于评估解决沿海地区相关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需要的方式方法的报告

（ UNEP/CBD/SBSTTA/15/9 ） ； 关 于 河 流 流 域 倡 议 的 执 行 情 况 的 评 估 的 报 告

（UNEP/CBD/SBSTTA/15/10）；以及关于审查信息、提供主要相关信息以及保持生物多

样性的能力以便继续支持水循环的第 X/28 号决定第 39 至第 41 段的工作的进度报告

（UNEP/CBD/SBSTTA/15/11）；和执行秘书的说明，其中载有关于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能

力 以 便 继 续 支 持 水 循 环 问 题 工 作 组 工 作 情 况 的 进 一 步 详 情

（UNEP/CBD/SBSTTA/15/INF/15）。 

92． 在介绍该项目时，秘书处的代表提请特别注意 UNEP/CBD/SBSTTA/15/8 号文件内

所 载 的 各 项 建 议 ， 以 及 UNEP/CBD/SBSTTA/15/INF/15 号 文 件 ， 后 者 是

UNEP/CBD/SBSTTA/15/11 号文件所载进度报告的最新版本。该文件载有更多详情，说明

专家组根据缔约方大会所规定的任务范围进行的工作的性质。秘书处将在续本次会议之后

的一星期发出通知，请各缔约方提供关于这份文件的书面回馈。 

9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博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中国、芬兰、法国、印度、利比里亚、马拉维、墨西哥、

挪威、秘鲁、波兰、南非、瑞典、瑞士、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联合王国和乌拉圭。 

94． 下列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加拿大生物技术行动网、《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

约》），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 

95． 经交换看法后，共同主席 Gabriele Obermayr 女士说，她将根据与会者表示的看法

编制一份会议室文件和向秘书处提交的呈文，供工作组在后续的会议上审议。 

96．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3 场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主席的载有经订正的拟议建议

的案文。 

97． 下列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欧洲联盟、芬

兰、肯尼亚、印度、马拉维、墨西哥、挪威、秘鲁、新西兰、南非、瑞典、瑞士、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联合王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98． 生物多样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99． 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修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4 提

交给全体会议。 

科咨机构的行动 

100．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工作组共

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4，成为 XV/5 号建议，该建议的案文载

于本报告的附件。 

101． 马拉维的代表说，XV/4、XV/5 和 XV/6 号建议没有提及自若干潜在来源引进未来

入侵基因，包括转基因鱼类和其他有机物造成的基因污染给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危

险。马拉维代表团保留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上就此事提出关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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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修订后的
建议，包括小规模粮食和收入替代办法的建议，以及关于如何从
地貌的观点出发改善可持续利用的报告 

102．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二场会议上，第一工作组在主席 Hesiquio Benitez 先生

（墨西哥）的主持下审议了项目 4.3。工作组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热带

和亚热带国家小规模粮食和收入替代办法的备选办法和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订正

建议的说明（UNEP/CBD/SBSTTA/15/12）；关于如何从地貌角度出发改善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的报告（UNEP/CBD/SBSTTA/15/13）；不可持续利用食用森林猎物的生计替代

办法（UNEP/CBD/SBSTTA/15/INF/7）；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特设工作组关于第 10 条并以第 10(c)为重点作为第 8(j)条和相关条款

工作方案主要组成部分的建议草案（UNEP/CBD/WG8J/7/L.6）。 

103． 下列国家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厄瓜

多尔、埃塞俄比亚、芬兰、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

威、秘鲁、波兰、圣卢西亚、苏丹、瑞典、瑞士、泰国、东帝汶和乌拉圭。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104．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和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

员会的代表也发了言。 

105． 主席感谢代表的发言，并指出在供他们审议的主席案文中将考虑到这些发言。 

106． 在其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3 场会议上，第一工作组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4.3，审议

共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107．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喀麦隆、加拿大、哥

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加纳、日本、荷兰、秘鲁、波兰、塞内加尔、瑞士、泰国、

突尼斯和乌拉圭。 

108． 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4 场会议上，工作组恢复审议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10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

伦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波兰、瑞士、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110． 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转送全体会议，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7。 

科咨机构的行动 

111．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工作组共

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7，成为 XV/6 号建议，该建议的案文载

于本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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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极生物多样性 

112． 在其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 2 次会议上，第二工作组审议了项目 4.4。在审议该项

目时，工作组面前有执行秘书按照第 X/13 号决定第 3 段编写的关于北极生物多样性的说

明（UNEP/CBD/SBSTTA/15/14）。该段邀请北极理事会提供关于北极生物多样性的相关

信息和评估。 

113． 共同主席 Shestakov 邀请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问题工作组的通讯干事 Courtney 

Price 女士发言。 

114． Price 女士简短介绍了北极理事会和养护北极动植物组织的工作和任务概况，以及

它们同《公约》合作的情况。她说，损及北极多彩多姿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变迁威胁到自然

生态系统的坚韧性、北方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北极居民的生计。尽管气候变化迄今给北

极生物多样性施加了最沉重的压力，污染物、栖息地的变动，工业发展和不可持续的捕捞

数量也产生了影响。气候变化损及北极的速度比全球其他地区加快一倍，对北极生物多样

性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逐渐变暖的气候中，某些生态系统已不再能被认为真正具备

了北极的特性，因而许多物种今后或许不再能在北极环境下存活。在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

和全球气候体系方面，北极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促进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变迁进程，杰

出的北极问题科学家正在全面进行一次通盘性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预定将在 2013 年以

前完成。这次评估将为北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现况提供基准线；确立用于生物多样

性全球和区域评估的基准线、查明数据记录方面的空白；查明驱动变迁的关键机制，和研

订有关北极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建议。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和养护北极动植物组织致力

协调和整合监测北极生物资源的努力，试图协助缩减数据收集和政策应对之间的差距。就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动植物、自然资源和当地民族的影响而言，现有的知识仍然不够

完整。然而，检测这些变化和理解气候和北极物种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对决定可能采取

哪些行动至关重要。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和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结合在一起，就提供

了必要的框架和工具，可为现有的知识划出一条基准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提供动态

评估，从而产生更加经常性、及时和灵活的分析。作为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区域论坛，

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问题工作组欢迎同《公约》进行合作。通过提供可用于作出健全决

策的关于极地的综合性专门知识、数据和分析，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问题工作组可对

《公约》程序作出贡献，并有助于把北极生物多样性的现况置于全球背景之内，同时，将

根据《公约》制定的国际目标和工具在区域范畴加以应用。 

115．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丹麦（也代表格陵

兰）、南非、苏丹、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116． 生物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代表也发了言。 

117． 经交换看法后，共同主席 Shestakov 说，他将根据与会者表示的看法编制一份会议

室文件和向秘书处提交的书面呈文，供工作组在后续的会议上审议。 

118．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4 场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主席的载有经订正的拟议建议

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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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冰岛、利比里亚、马拉维、

新西兰、挪威 波兰、瑞典（代表北极理事会）、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120． 工作组同意将经口头修正的建议草案作为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6 提

交给全体会议。 

科咨机构的行动 

121．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工作组共

同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UNEP/CBD/SBSTTA/15/L.6，成为 XV/7 号建议，该建议的案文载

于本报告的附件。 

项目 5.   提高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效率的方式方法 

122．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举行的第 5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

了议程项目 5。在审议这一项目时，科咨机构面前有执行秘书关于提高科咨机构的效率的

方式和方法的说明（UNEP/CBD/SBSTTA/15/15）。 

123． 应主席的邀请，Neville Ash 先生（环境规划署）概述了 2011 年 10 月在内罗毕举行

的确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方式和体制安排的全体会议的第

一场会议成果。 

124．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加拿大、墨西哥、瑞士和联合王国。 

125． 在 2011 年 11 月 9 日的第 6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5。 

126． 下列各国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

国、加纳、印度、日本、马拉维、秘鲁、波兰和摩尔多瓦（代表中欧和东欧区域）。 

127． 下列组织的代表也发了言：生物多样性公约联盟、ETC 集团和自然保护联盟。 

128． 主席告知与会者，她将根据收到的评论编制一份建议草案，供全体会议审议。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第 7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审议了主席提交问题的建议草案。 

129．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阿根廷、喀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欧洲

联盟、芬兰、危地马拉、科威特、利比里亚、马拉维、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乌干达、

和联合王国。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的第 8 次全体会议上，科咨机构恢复审议主席提交的

建议草案。 

130． 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印

度、马拉维、菲律宾、瑞士和联合王国。 

131． 经交换看法后，核准了经口头订正的建议草案，成为 UNEP/CBD/SBSTTA/15/L.5

号建议。 

科咨机构的行动 

132． 在 第 10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 科 咨 机 构 通 过 了 经 口 头 订 正 的 建 议 草 案

UNEP/CBD/SBSTTA/15/L.5，成为 XV/8 号建议，该建议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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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六次会议的

临时议程草案以及日期和地点 

133． 科咨机构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第 10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项目项目 6。在审议这

一 项 目 时 ， 科 咨 机 构 面 前 有 科 咨 机 构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的 临 时 议 程 草 案

（UNEP/CBD/SBSTTA/15/16）。 

科咨机构的行动 

134． 经主席提议，科咨机构同意其第十六次会议将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在蒙

特利尔举行。科咨机构还注意到临时议程草案（UNEP/CBD/SBSTTA/15/16）以及有必要

将关于审查全球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草案的补充项目例如议程。科咨机构还请执行

秘书在科咨机构主席团的指导下，最后确定临时议程并在科咨机构第十六次会议之前三个

月予以公布。 

项目 7.  通过报告和会议闭幕 

135． 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会议第 10 场会议上，根据报告员编制的报告草案

（UNEP/CBD/ SBSTTA/15/L.1）和工作组的报告（UNEP/CBD/SBSTTA/15/L.1/Add.1 和

2），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本报告。 

136． 在会议的闭幕会议上，Gabriele Obermayr 女士（奥地利）在代表主席讲话时说， 

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应该被视为“Jo 的会议”，以便纪念 Kalemani Jo Mulongoy 先生。

她感谢 Mulongoy 先生的忠告、智慧、外交、幽默、献身精神，特别是他的微笑。他曾经

是科咨机构的家长的角色，成功指导科咨机构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他的激励人心的想法

为他的工作留下了长期的影响。 

137． 主席团成员向 Mulongoy先生赠送纪念品并献上鲜花时，与会者报以了掌声。 

138． 柬埔寨（代表亚太地区国家）、加拿大（代表日美加澳新集团）、加纳（代表非洲

集团）、格林纳达（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波兰（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

国）以及乌克兰（代表中欧和东欧地区国家）的代表向 Mulongoy 先生为《公约》秘书处

以及地球的未来所做长期、专心致志和无私的工作致敬。 

139． 秘书处工作人员和东道组织环境规划署的代表同样致以了敬意。 

140． Kalemani Jo Mulongoy 先生对秘书处、各缔约方和其他各方所讲友好的话以及多年

来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41． 经例行的礼节客套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晚 6 时 25 分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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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建议 

2011 年 11 月 7日至 11 日，蒙特利尔 

目录 

建议               页次 

XV/1.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指标框架 ...... 21 

XV/2.    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 ......................................................................... 33 

XV/3.    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草案 ..................................................................... 36 

XV/4.    外来入侵物种 ..................................................................................................... 39 

XV/5.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 43 

XV/6.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化 ..................................................................................... 46 

XV/7.    北极生物多样性 ................................................................................................. 54 

XV/8.    提高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效率的方式方法 ............................. 56 

 

 



UNEP/CBD/COP/11/2 

Page 21 

 

 

 

XV/1.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指标框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注意到  UNEP/CBD/COP/10/27/Add.1 和 UNEP/CBD/SBSTTA/15/3 号文件所

载《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战略目标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最新临时技术

理由； 

2. 欢迎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UNEP/CBD/SBSTTA/15/INF/6）； 

3. 还欢迎 地球观测小组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

联盟）和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开展合作，为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 年目

标而为生物多样性充分观测体系做出贡献（UNEP/CBD/SBSTTA/15/INF/8）； 

4. 又欢迎 由联合王国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委托并由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

监测中心所实施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国家指标、监测和报告的审查（UNEP/CBD/ 

SBSTTA/15/INF/9）； 

5. 注意到 本建议附件一所载特设技术专家工作组所查明并依照《战略计划》

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排列的指示性指标清单，其中包括以下几点： 

(a) 一套主要指标，用以介绍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政策信息，以涵盖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中列出的宏伟目标；以及 

(b) 三类业务指标如下；A 类指标已可在全球一级使用。B 类指标可以在全球一

级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拟定才可使用。C 类指标供审议，以期在国家或全球以下其他级别

使用。(A) 和 (B) 组指标应用于评估全球一级的进展情况，而(C)类指标是供缔约方使用的

某些额外指示性指标，供在国家一级根据本国的优先事项和具体国情来使用。 

(c) 需要为业务指标制订初步基线，从而提供可用以评估业绩（趋势）的参照

点。 

(d)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拟议指标框架提供了适应缔约方国家优先事项和国情

的灵活框架。关于绝大多数主要指标，各国可能根据国家目标和当前数据和办法针对其指

标采用不同的尺度和方法 ； 

(e) 在制定和应用基于国家数据的指标方面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各国将需要财政资

源和技术支持来制定和实施此类指标，以及设计和开展需要在国家一级开展的各项优先监

测活动。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成员及其他各方可在提供必要技术援助方面发挥作用； 

6. 又注意到 载于本建议附件二的特设技术专家组关于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指标框架的其他结论，支持围绕下列总括性政策问题交流生物多样性信息：生

物多样性的现况在发生什么变化？（生物多样性状况）；我们为什么失去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承受的压力及其根源）；有什么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惠益）；和我们应当

怎么做？（各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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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欢迎 开发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在线指标数据库，内载特设技术专家组工作

成果，并请执行秘书同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和其他相关伙伴协作，进一步开发、维持

和定期更新，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对各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实用性； 

8. 还注意到 关于第 8(j)条和相关规定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关于制定与传统知识和习惯可持续利用相关指标的建议 7/7（UNEP/CBD/COP/ 11/7，附

件一）； 

9. 请 执行秘书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开始就下文第 10(g) 和第 10(h)段所列的

任务开展工作； 

10. 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a) 感谢 欧洲联盟对《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

家组提供的资金支持，感谢加拿大政府、欧洲环境署、挪威、瑞士和联合王国支持 2011

年 6 月 20 至 22 日在联合王国海威考姆勃举行的国际专家研讨会，以便为《2011-2020 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工作组提供支持； 

(b) 注意到 本建议附件一所载评估可用于评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各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示性指标清单、特设技术专家组
1 
所制

定的指标框架以及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关于制定与传统知

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相关指标的工作，并认识到 这些工作为评价在各级落实《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进展情况提供了一个起点； 

(c) 认识到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拟议的指标框架为各缔约方提供了参照不同

国情和能力予以调整的灵活基础，敦促 各缔约国在可行时酌情优先在国家一级应用全球

一级现成可用的指标；并敦促 各缔约方除别的以外，考虑在其更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在包括至迟通过第五次国家报告及其后的国家报告提出的汇报中，利用

该灵活框架和指示性指标清单， 

(d) 鼓励 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作出贡献，更新、确认和维持各套区域和全球

数据中的国家数据，作为对优化和协调用于拟订各级监测和汇报指标的工作作出贡献，和

促进这些数据可供公众使用； 

(e) 决定 应不断审查《战略计划》的指标框架，以期今后能够吸纳各缔约方以

及与《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相关的其他《公约》和进程所拟订的相关指

标； 

(f) 确认 有必要加强技术和体制能力，并为各项指标的制定和应用调集充裕的

财政资源，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者、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 

(g) 请 执行秘书酌情和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同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各

区域性英才中心和其他相关组织合作： 

                                                 
1  见UNEP/CBD/SBSTTA/15/IN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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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汇编能力建设的技术指导材料，并向缔约方提供支助，进一步制定指

标和监测及汇报系统，包括 UNEP/CBD/SBSTTA/15/INF/6 号文件附

件内所载信息，并借助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网页上已公布的材

料，以工具箱的形式使其方便利用； 

(二) 协助各缔约方，特别是资源和能力有限者和/或在其正式报告中尚未

有系统利用已制定指标者，并应要求起先为优先问题拟订几项简单、

廉宜和应用方便的指标； 

(三) 在区域讲习班中酌情纳入关于指标框架的能力建设，通过使各缔约方

能够更新进展、分享信息和获得的经验以及在协同增效和合作方面，

支持指标框架的落实； 

(四) 支持审查指标框架的使用情况，以便查明国家和区域机构中的差距和

优先事项，促进捐助方和伙伴组织今后开展能力建设以及提供技术支

助和财政支助； 

(h) 请 执行秘书，同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关于地球观测的生物多样性观

测网小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以及酌情同生物

多样性问题国际土著论坛的指标工作组等其他伙伴合作，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 

(一) 汇集关于指标的实用资料，包括各指标背后的理由，拟订的进展情

况，它们适用的范围，和关于数据来源和方法的信息，以协助对每一

个指标的应用； 

(二) 进一步拟订下文附件一所称的全球性指标，以便确保每一个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至迟到 2014 年可以至少得到一个全球指标的监测，同

时参考其他公约、区域协定和进程已经在使用的指标 ，或与它们相

关的指标； 

(三) 提出数量有限、简便易行、价格低廉并可能被所有缔约方采用的指

标； 

(四) 探索备选办法，以期进一步统一全球性指标及其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与其他公约、区域协定和进程之间的应用，并促进通过与生物多

样性相关各公约联络组和里约各公约联合联络组等机构开展进一步合

作； 

(五) 促成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同林业、农业、渔业和其他部门，就

生物多样性监测和指标的进一步合作； 

(六) 进一步拟订并维持关于《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的

在线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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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为每一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设制一个附有说明的实用工具包，包括

为测度实现这些目标之进度所可能采的步骤； 

并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之前，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提出报告； 

(i) 请 关于地球观测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网小组根据 CBD/SBSTTA/15/INF/8 号文

件的说明，继续其关于识别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变量和建立相关数据库的工作，并在缔约方

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之前，向科咨机构的会议提出报告； 

(j) 请 各有关组织，包括供资机构，鼓励和支助进一步拟订指标，并提出执行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进展情况报告； 

11. 请 执行秘书于每届缔约方大会之前向科咨机构会议提出关于指标拟订情况

和使用情况的定期进度报告，直到 2020 年。这应包括对《战略计划》的中期评价，以及

在第五次国家报告中和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的应用指标的经验。这将提供机

会，审查拟订和应用指标的进展情况，和评估该监测进展的指标框架在国家和全球两级的

充分性和实效性，以期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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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工作组建议的指标的指示性清单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工作组确定了三类业务指

标。可在全球一级使用的指标后面标上了（A）字。可在全球一级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拟定

才可使用的指标后面标上了（B）字。供考虑在国家或全球以下其他级别使用的额外指标

后面标上了（C）字并以斜体字排印。(A) 和(B) 组指标是应该用来评估全球一级的进展情

况的两套指标，而(C)组指标是一些可供缔约方根据本国的优先事项和情况在国家一级使

用的一些额外的指标。 

爱知目标 主要指标（黑体）和最相关的业务指标 

战略目标 A.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
原因 

目标 1：至迟到2020年，人们认识

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能

够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生物多样

性。 

了解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看法以及公众参与

支持生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趋势 

 了解和对生物多样性看法方面的趋势(C) 

 推动社会共同责任的宣传方案和行动的趋势(C) 

 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的趋势 (C) 

目标 2：至迟到2020年，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已被纳入国家和地方发

展和减贫战略及规划进程，并正

在被酌情纳入国家会计系统和报

告系统。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将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

入其国家统计系统的国家的数量趋势(B) 

 已经根据《公约》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国家数

量趋势(C) 

 经济评价工具的指南和应用趋势  (C)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各部门和

发展政策的趋势 (C) 

 在环境影响评估和战略环境评估中考虑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政策的趋势(C) 

目标 3：至迟到2020年，消除、淘

汰或改革危害生物多样性的奖励

措施，包括补贴，以尽量减少或

避免消极影响，并遵照《公约》

和其他相关国际义务，制定并采

用有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的积极奖励措施，同时顾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取消、修改或淘汰有害生物多样性的奖励措施、

包括补贴的数量和价值的趋势(B)  

 确定、评估、建立并强化促进对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做出贡献的奖励措施，惩处造成不利

影响的行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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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 

目标 4：至迟到2020年，所有级别

的政府、商业和利益攸关方都已

采取步骤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

费，或执行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的计划，并将使用自然资源的影

响控制在安全的生态限度范围

内。 

 

来自不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压力趋

势 

 生态走廊和/或相关概念方面的趋势 (A)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已利用物种，包括交易物种的数量和灭绝风险的

趋势 (A)（也被《濒危物种公约》采用）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评估的生态局限性(C)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将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

入其国家统计系统的国家的数量趋势(B) 

生境改变、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变化、过渡开采和

根本促成因素造成的压力方面的趋势 

 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趋势(C)（第 X/22 号决

定） 

战略目标 B.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目标 5：到2020年，使所有自然生

境、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至少减

少一半，并在可行情况下降低到

接近零，同时大幅度减少退化和

破碎情况。 

 

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和生境的范围、环境和脆弱性的

趋势 

 各主要生境类型中依赖生境物种灭绝风险的趋势
(A) 

 选定物种充足性的趋势(A)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退化/受威胁生境比例方面的趋势(B) 

 自然生境分散趋势(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生态系统环境和脆弱性的趋势 (C) 

 发生转变的自然生境的比例趋势(C) 

来自不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压力趋

势 

 主要生产力方面的趋势(C) 

 受荒漠化影响土地的趋势(C)（也被《防治荒漠化

公约》采用） 

生境改变、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变化、过渡开采和

根本促成因素造成的压力方面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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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生境类型中生境依赖物种的族群趋势 (A) 

目标 6：到2020年，所有鱼群和无

脊椎动物种群及水生植物都以可

持续和合法方式管理和捕捞，并

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以避免

过度捕捞，同时建立恢复所有枯

竭物种的计划和措施，使渔捞对

受威胁的鱼群和脆弱的生态系统

不产生有害影响，将渔捞对种

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限制

于安全的生态限度内。 

来自不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压力趋

势 

 目标族群和副渔获物水生物种濒临灭绝的趋势(A) 

 目标和副渔获物水生物种数量方面的趋势(A) 

 安全生物界线外已利用种群所占比例的趋势(A)

（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7.4） 

 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的趋势  (C) 

 捕捞作业能力方面的趋势 (C) 

 破坏性捕捞活动领域、频率和/或强度的趋势(C)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具有恢复计划的耗竭目标和副渔获物物种的比例

趋势 (B) 

目标 7：到2020年，农业、水产养

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现可持续

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

护。 

 

来自不可持续农业、林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压力趋

势 

 生产系统中林业和农业依赖物种在数量方面的趋

势(B) 

 投入产出的趋势(B) 

 取自可持续来源的产品在比例方面的趋势 (C)（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农业和水产养殖生态系

统面积的趋势(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

定） 

目标 8：到2020年，污染，包括过

分养分造成的污染被控制在不危

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

范围内。 

 

生境改变、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变化、过渡开采和

根本促成因素造成的压力方面的趋势 

 缺氧区和藻类大量繁殖情况发生的趋势 (A) 

 水生态系统中水质的趋势 (A)（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污染对灭绝风险趋势的影响 (B) 

 污染沉降速度方面的趋势 (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沉积物转移率方面的趋势 (B) 

 对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污染物排放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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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趋势 (C) 

 野生动物中污染物程度方面的趋势 (C) 

 消费活动的氮足迹趋势 (C) 

 自然生态系统的臭氧水平趋势 (C) 

 经过处理的废水所占比例的趋势 (C) 

 紫外线辐射水平的趋势 (C) 

目标 9：到2020年，入侵外来物种

和进入渠道得到鉴定和排定优先

次序，优先物种得到控制或根

除，同时制定措施管理进入渠道

以防止入侵外来物种的进入和扎

根。 

 

生境改变、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变化、过渡开采和

根本促成因素造成的压力方面的趋势 

 外来入侵物种在灭绝危险影响方面的趋势(A) 

 选定外来入侵物种在经济影响方面的趋势(B) 

 外来入侵物种数量方面的趋势(B)（第 VII/30 号和

第 VIII/15 号决定） 

 外来入侵物种引起的野生动物疾病发生率方面的

趋势(C)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控制和防止外来入侵物种扩散在政策反应、立法

和管理计划方面的趋势(B) 

 外来入侵物种传播途径管理方面的趋势(C) 

目标10：到2015年，减少了气候

变化或海洋酸化对珊瑚礁和其他

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力，

维护它们的完整性和功能。 

 

生境改变、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变化、过渡开采和

根本促成因素造成的压力方面的趋势 

 珊瑚礁和礁石中鱼类灭绝危险趋势(A) 

 气候变化对灭绝风险影响方面的趋势 (B) 

 珊瑚礁状况方面的趋势 (B) 

 脆弱生态系统范围、边界转变速度方面的趋势(B) 

 气候对群体构成的影响方面的趋势 (C) 

 气候对种群趋势影响方面的趋势(C) 

战略目标 C. 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化，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况 

目标 11：到2020年，至少有17%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 的沿

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

重要性的区域，通过有效而公平

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相连

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保

以保护区和其他区域办法为基础的办法的覆盖范围、

状况、代表性和效力趋势 

 海洋保护区范围、主要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覆盖范

围以及管理有效性方面的趋势(A) 

 包括更公正地管理在内的保护区现状和/或管理成

效趋势(A)（第 X/31 号决定） 

 基于保护区和其他区域，包括对生物多样性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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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有效保护措施的得到保

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土地景观

和海洋景观。 

 

要意义的地点、陆地、海洋和内陆水系统的办法

的代表性覆盖范围趋势 (A)（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将以保护区和其他区域为基础的办法共同纳入地

貌景观和海洋景观的趋势(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保护区公平收益方面的趋势
(C) 

目标 12：到2020年，防止了已知

濒危物种免遭灭绝，且其保护状

况（尤其是其中减少最严重的物

种的保护状况）得到改善和维

持。 

 

物种充足性、分布和灭绝风险的趋势 

 选定物种充足性的趋势(A)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防治荒漠化公约》指标） 

 物种濒临灭绝的趋势(A)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7.7）（也

被《养护移栖物种公约》采用） 

 选定物种分布的趋势 (B)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也被《防治荒漠化公约》采

用） 

目标 13：到2020年，保持了栽培

植物和养殖和驯养动物及野生亲

缘物种，包括其他社会经济以及

文化上宝贵的物种的遗传多样

性，同时制定并执行了减少基因

损失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

略。 

 

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趋势 

 培育植物和家养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的遗传多样性

趋势 (B)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所选物种在遗传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趋势(C)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为减少遗传侵蚀并保护同动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

生物多样性而实施有效政策机制的数量趋势(B) 

战略目标 D.  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的给所有人的惠益 

目标 14：到2020年，带来重要的

服务，包括同水相关的服务以及

有助于健康、生计和福祉的生态

系统得到了恢复和保障，同时顾

及了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

贫穷和脆弱群体的需要。 

 

有利于公平的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布、状况

和可持续性趋势 

 所使用淡水资源总量的比例趋势(A)（千年发展

目标指标 7.5） 

 获得改良水源服务的人口比例趋势 (A)（千年

发展目标指标 7.8 和 7.9） 

 人类从特定生态系统服务中受益的趋势(A)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物种的种群趋势和灭绝风

险趋势(A)  

 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趋势(B)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icator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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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选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和非经济价值趋势(B) 

 直接依赖于当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社区健

康和福利的趋势(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因水资源或与灾害有关的自然资源导致的人力

和经济损失的趋势 (B) 

 生物多样性的营养贡献趋势：食物构成 (B)

（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新出现动物传染病发病率方面的趋势(C) 

 包容性财富的趋势(C) 

 生物多样性的营养贡献趋势：食物组成(C)（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体重不足儿童（5 岁以下）的普遍性趋势 (C) 

（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1.8） 

 自然资源冲突趋势(C) 

 选定生态系统服务状况方面的趋势(C) 

 生态能力方面的趋势 (C) 

以保护区和其他区域办法为基础的办法的覆盖范围、

状况、代表性和效力趋势 

 已经或正在恢复的退化生态系统面积的趋势（B） 

目标 15：到2020年，通过养护和

恢复行动，生态系统的复原力以

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的贡献得

到加强，包括恢复了至少15%退化

的生态系统，从而对气候变化的

减缓与适应以及防治荒漠化做出

了贡献。 

以保护区和其他区域办法为基础的办法的覆盖范围、

状况、代表性和效力趋势 

 提供碳储存生境的范围、环境状况和趋势(A) 

以保护区和其他区域办法为基础的办法的覆盖范围、

状况、代表性和效力趋势 

 恢复状态下森林中的森林依赖物种的数量趋势 (C) 

目标 16： 到2015年，《关于获取

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

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

书》已经根据国家立法生效和实

施。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公平分享方面的趋势 

 将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进程具体确定获取和惠益

分享指标 (B) 

 

战略目标 E.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执行工作 

目标 17：到2015年，各缔约方已

经制定、作为政策工具通过和开

始执行了一项有效、参与性的最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情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unsystem/indicator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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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 

况，包括发展情况、全面性、通过情况和执行情

况 (B) 

目标 18：到2020年，土著和地方

社区的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遗传

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

法及其对于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

用，根据国家立法和相关国际义

务得到了尊重，并在土著和地方

社区在各国相关层次上的有效参

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

约》的执行工作中。 

 

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惠益分享纳入规划、

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奖励措施的趋势 

 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领地土地使用变化和土地使

用权趋势(B)（第 X/43 号决定） 

 从事传统职业的趋势(B)（第 X/43 号决定） 

科学/技术/传统知识的获取及其应用方面的趋势 

 通过以下办法尊重传统知识和做法的趋势：在国

家实施《战略计划》过程中充分融入、保障措施

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全面和有效的参与(B) 

科学/技术/传统知识的获取及其应用方面的趋势 

 土著语言的语言多样性和使用土著语言的人数趋

势(B)（第 VII/30 号和第 VIII/15 号决定） 

目标 19：到2020年，与生物多样

性、其价值、功能、状况和趋势

以及其丧失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关

的知识、科学基础和技术已经提

高、广泛分享和转让及适用。 

科学/技术/传统知识的获取及其应用方面的趋势   

 综合性全球以下一级相关政策评估覆盖范围的趋

势，包括相关的能力建设和知识转让，以及将其

纳入政策的趋势(B) 

 正用于执行《公约》的已维护物种目录数量 (C) 

目标 20：至迟到2020年，为有效

执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依照“资源动员战

略”的综合和商定进程从所有来

源动员的财政资源将较目前数量

有很大增加。这一目标将视各缔

约方制定和报告的资源需要评估

发生变化。 

调动财政资源方面的趋势 

 第 X/3 号决定中商定的指标(B) 

 



UNEP/CBD/COP/11/2 

Page 32 

 

 

 

附件 二 

交流不同类型指标以评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取得进展的概念模式 
 

 

 

 

 

 

 

 

压力和根本原因 

广义上同战略目标 A 和

B 有关的指标  

 

状态 
广义上同战略目标 C 有

关的指标  

对策 
 

同所有战略目标有关的

指标  

益处 
广义上同战略目标 D 有

关的指标  

我们为生物多样性丧失

做些什么？ 

生物多样性状态正在如

何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哪些

影响？ 

为何我们正在丧失生物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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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2.    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 

一. 对执行秘书的要求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注意到 执行秘书关于支持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的说明内第三节内关于

生态系统恢复的现有实用指南的指示性清单（UNEP/CBD/SBSTTA/15/4）； 

2. 请 执行秘书，在有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同各有关国际组织和其他伙伴合

作，以便； 

(a) 汇编由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学术和研

究机构为恢复特定景观、生态系统、栖息地拟订的实用指南或准则及其组成部分；和如有

任何差距时，查明其差距，并建议填补这些差距的方法; 

(b) 合并现有的指南，以便处理不同的最终用户对象，诸如决策人员、执行机构

和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内的当地业者的需要，并为他们编写资料； 

(c) 汇编关于所有相关工具和技术的信息，包括所获的经验教训（正面和负面的

经验教训），以及在不同空间尺度使用和供特定生态系统使用的经验，并提供这些信息以

支助： 

(一) 就生态系统恢复的政策、立法和规章条例作出明智的决定； 

(二) 在各执行机构之间运用生态系统恢复的最佳做法，以及 

(三) 有效设计、实施和监测实地进行的生态系统恢复项目/方案； 

(d) 汇编关于应用用于生态系统恢复的合成生物学等新出现的技术的信息； 

(e) 汇编关于重要术语的最常用定义/说明，并突出指明它们与《2011-2020 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14 和 15 以及《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 4 和 8 的关系；和 

(f) 就开展上述活动的进展情况提交报告，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审议。 

3. 建议 缔约方大会参照其对执行秘书所编写进度报告进行的审查，审议是否

有必要就生态系统恢复开展任何进一步的工作，以及为此目的可能设立一个特设技术专家

组。 

4. 还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注意到 执行秘书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五次会议编制的关于支持

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式方法的说明（UNEP/CBD/SBSTTA/15/4）第四节所载的主要信息，

尤其是恢复生态系统不可取代保护，它也不是允许有意破坏或不可持续利用的藉口。恰恰

相反，恢复生态系统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生命改进已退化生态系统的最后补救办法；  

强调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为《公约》到

2020 年提供了全面框架，并应指导《公约》所有跨领域问题和专题领域的今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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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促请 各缔约方并鼓励 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共同努力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14 和 15 以及《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 4 和 8，并通过生

态系统恢复高效协助实现所有其他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具体做法如下： 

(一) 切实执行缔约方大会以往各项决定有关恢复的规定以及相关专题和跨

领域的工作方案； 

(二) 查明、分析和处理生态系统退化或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并利用获得的知识预防或减少造成进一步退化、恶化和破坏的活动； 

(三) 改善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复原力； 

(四) 依照《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c)和 (d)条规定，支持土著和地方社区

开展适当的生态系统恢复活动； 

(五) 当作出关于给生态系统恢复活动分配资源的决定时，考虑到增进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为所有人提供惠益的战略目标 D； 

(b) 请 各缔约方、其他各国政府、有关政府间组织、生态恢复协会、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森林景观恢复伙伴关系、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和其他有关

组织和倡议，如全球次一级评估网络，支持各国执行下列生态系统恢复工作： 

(一) 制订可用的工具，如电子学习方案； 

(二) 汇编和传播案例研究、最佳做法、经验教训、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

以及评估恢复项目成功的的方法； 

(三) 协助知识和公开可得的信息的共享，并支持现有的网络，但以缔约方

国内立法为准； 

(四) 支持和/或协调举办能力建设讲习班； 

(五) 召开关于重要主题的区域/分区域技术培训； 

(六) 为各机构和恢复工作者的共同利益加强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交流方

案； 

(七) 制定和执行交流方案，强调生态系统恢复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包括提高一般公众、决策者和环境管理者的认识，不仅要认识生态系

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作用，并且要认识伴随生态系统退化的代

价、收入损失、补偿、生产支出的上升和成本节省、惠益和生态系统

恢复可以有助于解决共同的政治挑战； 

(八) 支持拟定和执行区域、次区域或国家的生态系统恢复计划或方案，应

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方法和将生态系统恢复纳入较广泛的规划工作中，

如空间规划； 

(九) 支持大规模推广那些执行关于生态系统恢复研究建议的项目和方案，

包括对其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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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请 执行秘书在可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和科咨机构建议 XV/2 第 2 段所指的休会

期间，进行如下工作： 

(一) 召开区域和次区域能力建设讲习班和专家会议； 

(二) 根据科咨机构在其建议 XV/2 第 2 段要求的信息，推动进一步制定一

系列针对不同受众的生态系统恢复执行工具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

并译成所有联合国语文，通过信息交换所机制予以提供； 

(三) 同相关伙伴协作，促进开发综合全面、方便用户的生态系统恢复中央

网页； 

(四) 汇编缔约方大会关于生态系统恢复的所有决定和相关行动，向缔约方

广为散发， 

(五) 同合作伙伴协作，促进制定和维护 TEMATEA 等基于议题的生态系

统恢复模块；  

(六) 查明《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之间

的合作机会，以便增进和协调生态系统恢复的努力和避免工作重复； 

(七) 与伙伴合作，促进发展工具，以便整理和提出关于生态系统状况和范

围的基线信息；以期促进评估爱知目标 15，并协助缔约方查明其恢

复将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大有帮助的生态系统； 

(d) 敦促 缔约方并邀请有能力这样做的其他国家政府、组织和捐助方： 

(一) 向执行秘书提供充足的财务、技术和其他支助，促进能力开发和执行

各种倡议； 

(二) 注意到极端的气候事件，支持实施生态系统恢复，以减轻和管理自然

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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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3.    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草案 

一. 科咨机构的建议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强调《2011—2020 年生物多样化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

（缔约方大会第 X/2 号决定，附件）为 2020 年之前《公约》工作提供了整体框架，这一

框架还应当指导《公约》所有跨领域问题和主题领域今后的工作，在这方面并确认《全球

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UNEP/CBD/SBSTTA/15/5，附件）草案的重要性； 

2. 欢迎《战略》草案以支助《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3. 请 执行秘书： 

(a) 邀请各缔约方和观察员机构、机关和组织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向《战略》草

案提供更多投入； 

(b)  修订《战略》草案，同时考虑到缔约方在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评

论，缔约方和观察员、机构、机关和组织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提交的其他呈文； 

(c) 提供经修订的《战略》，以供科咨机构在其第十六次会议上审议和最后定稿，

随后呈交缔约方第十一届大会。 

二.  给缔约方大会的建议 

4. 谨建议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

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1. 强调 新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为《公约》直到 2020 年的工作提供了工作提供了的全面框架，也应该指导《公约》的所

有跨领域问题和专题领域的今后工作，并认识到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的能力建设战略草案

的重要性，为此； 

2. 欢迎 支持《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修订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

设战略；2
 

3. 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酌情并及时地将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

的行动纳入最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中，并指出，生物分类能力

建设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包括酌情请土著和地方社区参与； 

4. 请 生物分类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包括，除其他外，生物分类网络、自然

历史博物馆和其他科研机构，和有助于全球生物分类倡议（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

的合作伙伴，特别注意实现以成果导向的实际交付成果，以执行 IX/22 号决定附件所附生

物分类倡议工作方案； 

                                                 
2  该文件将由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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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请 这些组织和缔约方作出特别努力，培训、持续、提升和增加人力资源，

以建立信息库，和监测生物多样性和推动生物分类信息，以及建立和维持公众可使用的生

物收集的信息系统和设施，但应酌情遵守缔约方各国的立法； 

6. 认识到  跨学科的方法对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鼓励 生物分类同其他机

构和组织合作，应用新方法和新技术，以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9； 

7. 认识到 提高生物分类学研究的科学地位，特别是加强关于较少研究或较少

知道的群体的生物分类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提高对生物信息的需求是回应第

X/39 号决定的重要步骤，这将鼓励为年轻生物分类学家提供就业机会和奖励； 

8. 鼓励 科学界对生物分类出版物给予更高的认可； 

9. 请 各缔约方，通过他们向《公约》提出的第五和第六次国家报告，提出关

于各国为支持执行生物分类倡议所进行的能力建设工作的实效，并要求 执行秘书，根据

从各缔约方收到的国家报告，就执行生物分类倡议的进展情况向缔约方大会的相应会议提

出报告。 

10. 请 执行秘书在可获得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与学术组织、生物多样性相关

多边环境协定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组织和便利组织： 

 (a) 区域讲习班，以便协助各缔约方及其生物分类倡议国家协调中心，以及其他

生物多样性公约协调中心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利用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将生物分

类纳入最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些讲习班的伙伴可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等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 

 (b)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和公正分享利用遗传资

源所产生惠益的情况下，与生物分类倡议国家协调中心和伙伴合作组织的讲习班，以便提

供实际的工具，改进生物分类和人力资源相关技能，以及提供广大利益攸关方对于生物分

类信息的益处的认识； 

 (c) 与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和伙伴合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分类倡议国家

协调中心编制务实的学习工具包，以便促进生物分类倡议和便利这些协调中心与所有相关

利益攸关方的沟通，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以便加强所有相关部分的参与和支持生物分类

倡议能力建设战略的行动； 

11. 邀请 各缔约方、学术机构和相关组织支持长期培训方案，包括实习、奖学

金和大学和大学后培训，以便加强生物分类和人力资源相关技能； 

12. 认识到 生物分类研究有可能包括国家之间遗传资源的转移和传统知识的获

取，强调 开展这些活动时必须遵守《公约》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条款，适当时遵守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和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的有关条款以

及国内立法和管制要求；  

13. 注意到 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生物分类知识在全球生物分类倡议中的重要

性； 

14. 认识到 需要为能力建设活动提供资金，包括向财政机制提供综合指导，促
请 各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组织和捐助方向各缔约方提供足够的财政和技术支



UNEP/CBD/COP/11/2 

Page 38 

 

 

 

助，以便它们开展生物分类项目和优先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活

动；   

15. 注意到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协调机制的修订职责范围（UNEP/CBD/SBSTTA/ 

15/INF/5）以及生物分类需求和能力评估调查问卷（UNEP/CBD/SBSTTA/15/INF/4），该

调查问卷将有助于在经更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确定生物分类的优先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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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4.    外来入侵物种 

一. 向缔约方会议提出的建议 

谨建议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

定： 

缔约方大会， 

关于解决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作为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物种的
相关国际标准缺陷的方法和手段 

1. 注意到 关于解决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活饵和活食引进

的外来物种相关风险问题的特设技术专家组报告（UNEP/CBD/SBSTTA/15/INF/1）； 

2. 感谢 该特设技术专家组共同主席和成员进行的工作以及西班牙政府和日本

政府的财政支助； 

3. 认识到外来入侵物种相关问题的多部门性质，重申 第 VI/23 号决定* 所采用

的“指导原则”继续为解决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活饵和活食引进的

外来物种相关的风险提供了相关指导； 

4. 鼓励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国家一级确保与处理《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植保公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

《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事务的国家当局和联

络点相互开展有效合作，处理外来侵入物种造成的威胁，并酌情在处理作为宠物、水族馆

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作为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动物物种相关的风险时开展合作，

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标准；  

5. 请 执行秘书吸收各缔约方以及视需要吸收特设技术专家组成员和其他专家

的更多意见，并与机构间联络组成员合作，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的参与下，

并借鉴国家当局和业界团体的协作，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大会之前，编写更详细指导各

缔约方为执行 X/38 号决定附件所载的任务而起草和执行关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

物馆物种以及作为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入侵动物物种的国家措施的建议，供科学、技术

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 

6. 认识到 贸易和现今贸易模式的变化是外来入侵物种加剧流通的途径之一，

尤其是互联网上的国际市场、包括活物物种市场迅速增长，请 执行秘书： 

(a) 汇编和分发执法部门、海关和检验机构监测和管制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

物种以及作为活饵和活食引进的外来物种相关贸易和跨境流动的方法和工具；和 

(b) 收集有关最佳做法的信息，以提高公众认识，并向互联网贸易商传播指导意见； 

                                                 
*  一位代表在通过这项决定的进程中表示正式反对，并强调他不认为缔约方大会能合法通过一项有正

式反对意见的动议或案文。有几位代表对导致通过这项决定的程序作出保留（见 UNEP/CBD/COP/6/20，第

294-3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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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认识到 因商业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动物和饲养和交易中心的逃离、作为活

食的动物的释放和逃离而导致的外来入侵动物物种引入和传播的潜在风险，请 执行秘书

汇编信息和与专家合作，以避免/尽量减少这些不同途径所特别造成风险； 

8. 感到关切的是 与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作为活饵和活食

的物种的有意和意外个别释放和逃离相关的对本地遗传多样性构成的潜在风险，请 执行

秘书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收集个案研究并探讨如何处理此种风险的措施；   

解决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国际标准中其他差距的方式方法 

回顾 第 IX/4 A 号决定第 2-6 段， 

9. 鼓励 世界贸易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委员会成员，及其认可的标准制定

机构的成员，进一步解决包括通过拟定和改善国际标准因引进了不被视为植物害虫但威胁

生物多样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影响家畜或有害人体健康的病原体或寄生虫所造成的风险，

同时注意到与引进外来物种相关的风险可能包括对生态系统的发挥作用和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多样性、物种和基因数产生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可以在这一工作上与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委员会提供协助； 

10. 鼓励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a) 请 其成员扩大其动植物检疫措施，以保护特别是海洋环境中的植物，以及

陆地和淡水环境； 

(b) 扩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保护苔藓类和藻类物种的健

康；和 

(c) 澄清该《公约》的任务范围是否也适用于真菌类的健康和保护，以期查明和

必要时处理可能存在的差距； 

11. 认识到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重要贡献，鼓励 该组织继续努力，审查外来入

侵物种对生态系统和动物健康的影响，和更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水生动物法典》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并就评估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提供建议

和指导意见； 

12. 进一步要求 执行秘书继续进行 IX/4 A 号决定第 11、12、13 段中，和第

X/38 号决定第 13 段中列举的任务，特别是关于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其他有关

组织的标准制定机构的关系的进展； 

13. 认识到 现行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在解决关于引进外来物种的风险方面的

相关性、重要性和适用性，并管理防止那些物种的进入和扩散的通道，以便实现《2011-

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目标 9，要求 执行秘书，根据第 X/38 号决定第 3(c)段，

同制定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的有关国际组织合作，为缔约方设制一种关于应用现行国际

标准、准则和建议的实用的非指示性工具包，并通过《公约》的信息交换所机制等渠道，

最迟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前，予以传播。该工具包应包括： 

(a) 实用的非指令性的建议，说明缔约方如何可以使用国际规管框架的组成部分

去解决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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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相关风险分析的工具和信息； 

(c) 关于各缔约方如何拟订和加强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政

策的信息； 

(d) 从各国使用外来物种清单和管理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供包括边境控制官员、

商人和消费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使用，其中规定某些物种是否可以进口、保

有、繁殖、用于贸易，以及有关于列入清单系统的优点与限度的信息； 

(e) 应对具体情况的自愿措施实例； 

(f) 关于鉴别潜在外来入侵物种和评估相关渠道的能力开发的信息； 

(g) 关于国家当局和工业如何能开展密切协作，确保遵守国家关于进口外来物种

条例的信息； 

(h) 关于区域合作如何能协调有关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动物馆物种以及活饵

和活食引进的外来物种政策的信息； 

14. [请 执行秘书再次申请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委员会观察员地位，目的是加强同外来入侵物种相关机构交流审议和最新发展的信息，

因为在确立适当标准时生态系统一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其他事项 

15. 请 执行秘书为了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公众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广大受众，探索

培养意识，促进教育和生成关于外来入侵物种信息的方法； 

16. 鼓励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包括地方生物分类机构，除其他外，

按照全球生物分类倡议能力建设战略开发能力，使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达到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9。重点应放在制定工具，加强边境管制和其他主管当局的能

力，以鉴别外来入侵物种或潜在外来入侵物种，评估风险和采取步骤管理或减轻风险； 

17. 忆及 第 X/38 号决定第 7 段，欢迎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提高在线数据库和网络

的互操作性，方便使用必要信息进行风险和/或影响评估并鼓励各缔约方、各政府以及相

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制定可用于开发早期风险和快速反应系统的可互操作信息系统。 

18. 认识到 获取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准确信息对于制定指标，监测实现 2011-2020 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9 的进展情况十分重要，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信息服务

机构的协同作用，欢迎拟议的加强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信息服务联合工作方案，作为对于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9 (UNEP/CBD/SBSTTA/15/INF/14) 的贡献，并请执行秘书协助其执

行，还邀请各缔约方、信息服务或其他组织支持这项工作； 

审议今后的工作 

19. 认识到 外来入侵物种是造成生物多样化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它们对生物多

样化和对各经济部门日益严重的影响，对人类福祉造成不良影响，强调需要继续就这项问

题进行工作，以便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9； 

20. 请 执行秘书，同各有关伙伴合作，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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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缔约方会议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各项决定，包括关于如何处理第 VIII/27

号决定所确定的外来入侵物种国际管制框架的差距和不一致之处的各项决定，评估其执行

进展； 

(b) 编制一份外来入侵物种最常见进入渠道的初步清单，建议可用来排定其优先

次序的标准和其他方法 ，并查明可用来处理或尽量减少与各进入渠道相关的风险的各种

工具； 

并就此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之前的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一次会议提

出报告，以便为审议今后工作的需要提供信息。 

二.  对执行秘书的请求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请 执行秘书同关于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的机构间联络组协商后，就上文第 4

段提到的各组织的标准、指南和相关活动如何支助各缔约方解决作为宠物、水族馆和陆地

动物馆物种、活饵和活食引入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问题编制一份信息文件，并在缔约方

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之前备妥分发。 

2. 还请 执行秘书编制一份报告送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说明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申请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地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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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5.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一.    科咨机构的结论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强调《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为

在 2020 年之前执行《公约》提供了全面框架，它也应指导《公约》未来的所有跨领域问

题和各个主题领域的工作； 

2.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秘书编制的报告（UNEP/CBD/SBSTTA/15/8、UNEP/ 

CBD/SBSTTA/15/9、UNEP/CBD/SBSTTA/15/10、UNEP/CBD/SBSTTA/15/11 和 UNEP/ 

CBD/SBSTTA/INF/15），并在审议这些报告后认为：  

(a) 水循环及淡水资源对执行《公约》所有专题和跨学科方案及《2010-2020 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所涉的问题至为深远，其中除其他外

包括： 

(一) 水循环是一个以生态系统为支撑的生物-物理过程，并且水资源供应

和质量的变化，除其他外包括湿度、土壤水分和植物蒸腾影响着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 

(二) 水循环的运作方式会产生很多且各不相同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将水视

为生态系统做法下的一个“跨学科”主题； 

(三) 水循环使得不同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系，并

且通过监测尚待进一步制订的《战略计划》框架以充分体现水循环的

相关方面依然重要（X/7 号决定）； 

(四) 生物多样性对于确保生态系统能够自我维持和以成本效益好的方式满

足人类对于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要而言至关重要； 

(五) 生物多样性在维持人类的农业、森林和渔业等这些主要活动所需要的

水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 

(六) 考虑到水问题及解决办法可能正是问题的所在，并有特定地域性，优

先事项不可能具有规范性或详尽无遗，但可以确定予以更多关注的一

些关键领域，诸如：植被在保持当地和区域降水和湿度方面的作用；

土壤生物多样性在土壤水分和水平衡以及由此保持土地功能方面的重

要性；水循环在保持预期的沉积物转移和处置程度和特别是在沿海地

区其所支撑的大量生态服务方面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在

调节水供应极端现象，包括干旱与洪水方面的作用；以及，水循环在

森林、土壤和水之间的有机物、养分和能量交换上的重要性，例如随

着季节特别发生在亚马逊等生态系统的情况；以及 

(七) 地下水和蓄水层是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给予进一步重视，因

为在许多地区它们正在严重枯竭，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是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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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括通过湿地和土地覆盖的功能，其中包括通过促进土壤水分渗

入；  

(b) 各种用途的用水有可能影响到下游的生态系统和地下水的供应，对陆地生态

系统造成影响；  

(c) 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手段建立综合水综合管理框架的区域性倡议，可以作为

其他地区加强有效的跨国集水区管理系统的模式；  

(d) 应在地方、国家或区域各级应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工具和方法；以处理内陆

水域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威胁、其功能和服务等问题；  

(e)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框架内开展的工作以及对生态资源采用经

济评估技术，为影响国家一级的政策和决策带来了新的机遇。虽然经济估值只提供了内陆

水域生态系统初步和有限的近似财政价值，但不应将其作为某种资源的最终估值，而只能

作为在发展规划的决策方面的一种指导； 

(f)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包括其分水岭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于维持生物多样

性和人类福祉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技术、财政和其他能力，以促进可持续的水管

理； 

(g) 妇女是维持家庭福祉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利用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中的

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及其与水相关的知识，是执行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的一个

关键因素；  

(h) 土著和地方社区同与水循环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着非常密

切、全面的文化和精神联系，这种情况表现在很多文化活动中，包括通过土著语文的表

述，而根据其传统知识，这些土著和地方社区能够帮助促进可持续的水管理； 

(i) 养分载荷，包括源于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活动是对内陆水域和沿

海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一，同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 7、8、

11 和 14 等直接相关。应更加重视全世界淡水以及沿海生态系统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j) 考虑到由于全球变化增加了对内陆水域的压力，有必要更好了解这些变化对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运作； 

(k) 这一专题正在开展的科学工作，（正如关于第 X/28 号决定第 39 段至 41 段

关于审查信息，就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能力以继续支持水循环，提供主要政策相关信息的工

作进度报告(UNEP/CBD/SBSTTA/15/11 和 UNEP/CBD/SBSTTA/INF/15) 所述），将是科

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进一步审议这一专题包括对其今后许多主题领域工作, 包括

《公约》工作方案的执行和今后审查的有用信息来源；  

(l) 2012 年 3 月将于法国马赛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是提高对生物多样性

和水问题认识的一次机会。 

二.    对执行秘书的请求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请 执行秘书并邀请 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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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同潜在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讨论，在与《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的联合工

作计划中，增加关于加强解决水问题合作机会的评估，并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一届会议提交备选方案报告；   

(b) 将专家组关于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能力以支持水循环（见第 X/28 号决定第 39

段的规定）的报告作为信息提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并将其结果摘要报告提供大会审

议；  

(c) 进一步简化他们的活动，以最佳地利用现有资源，并进一步探讨能有多大范

围更大地整合那些横跨所有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方案中的两《公约》工作，以

期取得实现最大的联合优势，包括举行联合会议的可能性，并将各种备选办法向缔约方大

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三.    给缔约方大会的建议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 

1. 认识到 水循环对《 2011 - 2020 年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计划》的大多数领域、

和对实现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性，认为 应提高这种意识，从而通过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把生物多样性和水做为跨领域的问题等方法，加强执行《战略计

划》； 

2. 审议 专家小组关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能力以支持水循环的研究结论（见

X/28 号决定第 39 段的规定）； 

3. 注意到《拉姆萨尔公约》定义的“湿地”一词，为各国解释如何处理内陆－

沿海—海洋互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挑战，提供了灵活可变通的范围，并邀请 各缔约方和

其他各国政府，在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时，特别是为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

战略计划》的目标 11，可以考虑较广泛地采用这个词； 

4. 注意到 2013 年将是联合国水合作年，这连同现在的“国际‘生命之水’

2005-2015 十年”，为使广大公众注意水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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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6.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化 

一.  给缔约方大会的建议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

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强调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是实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目标》的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前提， 

注意到 需要有能力建设和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援，以促进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是《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内已经已经拟出的现

行关于可持续利用的准则、专题工作方案的生态系统方法以及有关内容、《全球植物保护战

略》的选定目标、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建议、和正在进行的关于传统可持续利用

的工作（第 10（c）条），包括关于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的工作， 

承认 各国际组织关于可持续利用的应用所进行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联合国粮食

和农业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以及根据有关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工作， 

1. 注意到 执行秘书关于如何从景观角度出发改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报

告的说明（UNEP/CBD/SBSTTA/15/13）中提出的准则，以及关于将《亚的斯亚贝巴原则

和准则》应用于农业的准则（UNEP/CBD/SBSTTA/14/INF/34），并邀请 各缔约方将该准

则作为对《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规定现行准则的有益补充；  

2. 鼓励 各缔约方，在所有有关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及其组成部分的空

间规划和部门政策中，加强应用《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和生态系统方法； 

3. 欢迎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其粮食农业遗

传资源委员会秘书处的联合工作计划第二阶段（2011-2020年），作为推进共同关心的生

物多样性倡议的框架； 

4. 欢迎 第8(j)条及相关条款问题修订工作方案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注重

第10(c)条，并将以《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为基础； 

5. 邀请 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规划和执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时采用生态

系统做法，以避免和/或减轻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包括生物多样性压力在地区间位

移； 

6. 邀请 相关政府间组织，包括森林问题合作伙伴组织成员，将在《公约》之

下所制订关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现有准则纳入其工作方案； 

7. 邀请 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通过其生物多样性议题管理小组同其他相关组织

合作，促进在关键部门可持续使用的现有准则，因为它们同作为环境管理小组组成部分的

各组织、战略计划和每一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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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顾 其第X/32号决定， 认识到“里山倡议”作为在现有各种景观一级的倡

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人与生物圈方案、国际森林示范网络以及包括土著和地

方社区建立和管理的社区保护区等其他倡议之间建立协同作用的平台的潜在作用， 并邀
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参加里山倡议国际伙伴关系； 

9. 促请 各缔约方承认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

用，并根据本国立法，协助他们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充分、有效地参与设计和执行各项

政策和方案； 

10. 请 执行秘书通过第8(j) 条和相关条款问题特设工作组，向科学、技术和工艺

咨询附属机构定期更新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可持续习惯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进展情况。 

11. 赞赏地注意到 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移栖物种公

约秘书处、中部非洲林业委员会、自然保护联盟－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大型类人猿生存伙伴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

化组织牵头）、国际林业研究中心、野生生物贸易监测网和国际猎物和野生生物保护理事

会给予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工作的支持；  

12. 欢迎 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修订建议（本决定附件一）作为《关于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的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国家野生生物可

持续管理的可能补充；  

13. 注意到 关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同出口国濒危物种公约列名的物种的保护和

可持续使用相关性的国际研讨会的成果(UNEP/CBD/SBSTTA/15/INF/12)，重申需要加强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合作，以便加强物种

的可持续利用和同社区保护方案相关的生计惠益，并有潜力制定可持续小规模粮食生产和

收入替代办法； 

14.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组织： 

 (a) 酌情执行本决定附件所载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建议，将其作为《亚

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的可能补充，并考虑到《公约》 第 10(c)条以及国家立法； 

 (b) 进一步制订和修订各项建议，供酌情在其他国家应用； 

(c) 依照本国立法，制订和促进各种方法和制度并建立能力，以期确定和监测在

国家和其他级别捕获野生生物的数量，尤其是为了监测和改善可持续野生生物的管理和可

持续习惯使用； 

(d) 视地方和国家的情况，制订和促进不可持续管理和利用野生生物做法的替代

办法，并与科学界和处理可持续发展和农业问题的其他有关组织在农业、林业和渔业等相

关部门开展协作，改善可持续利用； 

15. 邀请 有关组织、特别是森林问题合作伙伴组织成员协助热带和亚热带国家

根据国情执行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的建议； 

16. 请 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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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支持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下，为可持续习惯使用而管理野生生

物的能力建设举措； 

(b) 进一步发展《公约》第 10(c)条的工作和可持续习惯使用食用森林猎物之间

的联系； 

(c) 促进有关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的信息和经验交流; 

(d) 根据各缔约国和有关组织的呈文，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下，

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报告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建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和相关的

能力建设要求。 

二.    对执行秘书的请求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请 执行秘书：  

(a) 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就关于第 10 条并以第 10（c）条为重点的新的

拟议要点而对第 8(j)条进行讨论时，就食用森林猎物问题提出报告，以便在讨论第 8(j) 条

和相关条款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制订的指示性《行动计划》时考虑到这个问题；  

(b) 探讨发展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的备选做法，以便加强合作和协

调，促进行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组的建议；并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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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物多样性公约》食用森林猎物问题联络小组订正建议 

一、 国家一级 

1. 增强充分评估食用森林猎物问题和制定适当政策及管理制度的能力。各国政府应在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下，评估食用森林猎物和其他野生动物产品在国家和

地方经济及文化中的作用，评估捕获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服务，将此作为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这一资源的一个重要步骤。办法是： 

(a) 增强国家统计信息中监测食用森林猎物捕获和消费水平的能力，为改进政策

和规划提供依据； 

(b) 将关于野生生物消费及其在生计和文化中的作用的务实和开放评估纳入主要

政策和规划文件中； 

(c) 制定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该进程的机制，确保将其关于食用森

林猎物在其饮食和文化中的作用的观点、食用森林猎物不可持续利用对其生计的影响以及

传统知识和习惯法纳入决策和规划中。 

2. 动员私营部门和采掘业参与。野生生物管理，包括食用森林猎物物种管理应当成为

在热带、亚热带森林、湿地和热带草原生态系统作业的自然资源行业（石油、天然气、矿

石、木材等）管理或经营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的话，在采掘业准则和政策中确认并

适用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障措施和标准（如可持续森林管理保障措施）。私营部门应为伐

木特许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食品替代办法（例如：在政府与采掘业的合同中做出规定）。 

3. 权利和保有权及传统知识：获取、权利和相关问责制以及可持续管理野生生物资源

的责任都应该尽可能移交给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在维持这些资源方面具有切身利益而且能

够提供可持续和理想的解决办法的其他当地利益攸关者。应当培养和增强这些被赋权的土

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能力，以确保他们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利。野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将通过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纳入管理和监测系统，通过侧重于使用对生态

最友好（例如，针对物种）、符合成本效益和人道的狩猎方法而得到增强。 

4. 审查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强烈敦促拥有食用森林猎物物种的国家审查与野生生物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除按照现行立法限制在保护区捕猎和捕获

濒临灭绝物种外，建议各国制定战略、政策和管理制度并培养能力，支持对目标物种进行

合法、可持续的猎取活动。审查应当确保： 

(a) 国家监管框架中考虑到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既定权利，因为这些权利与食用森

林猎物物种的可持续习惯使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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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过将野生生物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各个行业和国家规划工作的主流而

确保政策和法律框架的连贯性；3
 

(c) 管理制度对于可捕获物种以及需要严加保护的物种（例如濒临灭绝的物种）

是实用的、可行的； 

(d) 实施办法切实可行，其中控制措施与能力相符； 

(e) 法律和规章文本体现了现行做法且不损害重要的养护目标； 

(f) 促进可持续地捕获低风险物种，促进加强高风险物种的保护； 

(g)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地参与，并纳入其基于传统知识、惯例和习

惯法的观点和建议。 

(h) 制裁和惩罚产生了威慑效果。 

5. 景观一级的管理：有效管理且行动一致的保护区网络，对于养护野生生物，包括濒

临灭绝物种至关重要。为了养护保护区外的野生生物种群，管理层应当考虑景观一级。 

6. 科学、传统和土著知识及监测。应当在现有的最佳、最适用的科学、预防方法及土

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做法和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做出管理决定。进一步研究十分重要，而且

也需要改进信息管理。也应当在整合传统、土著和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食用森林

猎物捕获和贸易及野生生物生境监测系统，并且在国家一级加以实施，并且允许在区域一

级对食用森林猎物捕获和贸易进行比较。应当为协调监测和报告提供国际支助和指导。应

当制定和执行评估和监测野生生物种群现状的标准方法。应当提供被捕获物种种群和利用

及贸易水平方面最新、增订和补充的可靠数据，供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

附属机构（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咨机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贸易

公约）动物委员会、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科学理事会、其他相关国际公约、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牵头的大型类人猿

生存项目（环境规划署-大型类人猿生存项目））以及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自

然保护联盟）列入濒临灭绝动植物名单进程审议。 

7. 替代和其他减缓措施：开发文化上可接受、经济上可行的替代食品和收入来源，对

于仅用野生生物无法可持续地满足当前或以后的生计需要的地方至关重要。然而，替代食

品和收入来源需要考虑地方实情、文化和偏爱，应当由地方社区制定和执行，或者支持基

于社区的收入项目。减缓措施（养殖、牧场饲养、人工繁殖等）可在养护野生生物资源方

面发挥作用。 

8. 能力建设、培训、教育和提高认识：为了实现野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需要针对相关受众开展适当的能力建设和提高公共认识活动，并尽可能在国际、国家和地

方各级将各种专题的此种活动制度化，包括： 

(a) 治理和执法，包括习惯法； 

                                                 
3 

 包括减贫战略文件、森林管理计划、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国家森林方案、国家适当减

缓行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与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相关的计划、国家食用森林猎物行动计划、

国家野生生物管理计划和条例、针对具体物种的国家管理和养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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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野生生物的监测和管理，包括无害的结果； 

(c) 食用森林猎物捕获和贸易的监测和管理； 

(d)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作用； 

(e) 食用森林猎物不可持续捕获和贸易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其生计的影响； 

(f) 生计替代办法；和 

(g) 政府、私营和公共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和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区之间的协作。 

9. 健康和流行病学：(a)如果对野生生物猎取和食用森林猎物贸易进行管制，就应当

执行国家疾病监测，包括野生生物传染病监测战略。适当的公共卫生信息和能力建设应当

重视预防疾病和保护人和动物健康。此外，需要监测野生生物、家畜和人类健康，需要制

定和执行立法、管理条例和执行措施，以通过无害环境方式减轻新出现的感染造成的兽疫

威胁；(b)在进行食用森林猎物贸易的区域，必须进行卫生控制并采取生物安保措施，以

防出售腐肉和受污染动物产品，以免导致有害的流行病蔓延。 

10. 气候变化：在制定包括生物多样性保障措施在内的国家一级的 REDD-plus4 方案

时，应当考虑到野生生物对于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以及对于森林碳储量和森林

适应能力的永久化的重要性。 

11. 特别管理区：如果特别管理区已经存在，则应当在国家和地方两级指定具体的野生

生物管理区，有土著人民的充分、有效参与，并充分尊重这些社区的权利（按照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VII/28 号决定5 和保护区工作方案，特别是关于管理、参与、公正和

惠益分享的基本组成部分 2），这类似于指定管理木材资源的永久性林业管理区。这些做

法可能跨越现行的保护区制度和多功能景观（例如，猎物管理区）。 

12. 执法： 

(a) 增强调查能力，加强控制、视察和拘捕程序及方法，包括在境内和跨界点； 

(b) 改善检察官和法官起诉和判决食用森林猎物非法捕获和贸易案件的知识和能

力，确保充分服刑并公布拘捕、起诉和判决情况； 

(c) 加强野生生物贸易执法官员与参与执行相关法律的官员、检察官、法官及其

他相关人员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d) 保证公民，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了解国家、区域和地方法律。 

                                                 
4 

 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第 1/CP.16 号决定，REDD-plus 包括降低发展

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产生的排放以及养护、可持续管理森林和加强森林碳储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作

用。 

5 
 第 VII/28 号决定第 22 段：“回顾 缔约方根据第 8(j)条和相关条款对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承担的义

务，并指出，保护区的建立、管理和监测工作应该有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的充分和切实参与，并充分尊重

土著社区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同时符合国家法律和适用的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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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对食用森林猎物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a）支持和加强国家的政治意愿，就

重要的食用森林猎物和现有的养护承诺进行规划并采取行动；（b）政府应当制定或加强

拟定和实施野生生物可持续管理和捕获的参与性和跨行业进程。 

二、 国际一级 

14. 应对食用森林猎物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战略：这种战略可以包括： 

(a) 支持并加强国家的政治意愿，在跨界和区域一级就重要的食用森林猎物和现

有的养护承诺进行规划并采取行动； 

(b) 支持、加强和监测现有的国际承诺和协定的执行，并鼓励就跨界和共同的野

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新的承诺和协定。 

(c) 有效地将野生生物养护战略纳入相关的发展援助，如减贫战略中； 

(d) 与相关的区域机构合作创建区域或次区域食用森林猎物工作组，以便在技术

上得到秘书处的支助。 

15. 参与性进程：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各国政府在拟定和执行食用森林猎物物种的可持续

管理和捕获时制定或加强参与性或跨行业进程，特别是支持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私营部

门的参与。 

16. 国际贸易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贸易和发展方面的国际政策进程和机构应当采取步

骤，以更好地评估、交流和减轻自然资源（例如木材、矿物、石油）采掘和贸易对野生生

物、依赖野生生物的社区及因此产生的食用森林猎物需求的影响，以确保所有国际贸易以

可持续原则为基础。 

17. 食用森林猎物的国际贸易。鉴于日益增长的食用森林猎物国际贸易对野生物种种群

和依赖野生生物的社区具有潜在威胁，国际社区应当采取行动，阻止非法捕获的食用森林

猎物贸易，包括通过密切监测此类贸易。国际社会应提供执行此类行动和交流执法成功经

验的手段。要求缔约方之间密切合作，包括在执法方面，也要求《生物多样性公约》与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 

18. 国际政策环境：为使狩猎的可持续性达到理想状态，国际社会应当支持采取地方、

国家和跨界综合行动，在相关组织和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便： 

(a) 培养执行和监测能力； 

(b) 制定和落实蛋白和收入替代办法； 

(c) 加强食用森林猎物猎取和贸易方面的认识和教育； 

(d) 加强相关公约之间的协作：《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养护移栖物种公约》、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 

这些行动如果共同采取，有可能支持社区可持续地管理其野生生物资源并减少对食

用森林猎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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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学：研究应当保证列入和纳入生态学、卫生、发展、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以便为

将来的政策提供依据。 

20. 奖励措施：国际社区应当确保财政机制和 REDD-plus 等生态系统服务缴费考虑到

生态系统机能的重要性及森林动物在森林健康和复原力中的作用，包括依赖森林的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区的福祉。 

21. 森林认证：森林认证制度和标准应当考虑到野生生物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在维护健康

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依赖森林的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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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7.    北极生物多样性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欢迎 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问题工作组为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

构第十五次会议的审议编写的关于北极生物多样性的报告（UNEP/CBD/SBSTTA/ 

15/14）； 

2. 请 执行秘书在目前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十六次会议编制的

关于海洋区内在生态或生物上具有重要性的地区的文件中提到的《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

约》的工作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关于这项问题的工作； 

3. 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之间的合作决议，

鼓励《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工作组之间继续合作，包括在监测和评估现状和趋势以及给生

物多样性造成压力的因素方面； 

1. 欢迎 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问题工作组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编制的关于北极生物多样性的报告，并特别注意到其主要的结论： 

2. 注意到： 

(a) 北极是种类繁多的生物多样性的家园，包括全世界许多重要的动植物种群； 

(b) 北极物种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移徙物种；此种种群因而为许多非北极缔约方

和其他国家政府所共同拥有，其养护需要它们进行合作； 

(c) 北极生态系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包括提供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生计； 

(d) 气候变化正浮现为对北极生物多样性影响最为深远和引起沉重压力的新因

素； 

(e) 北极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具有全球影响，因为北极生态系统剑进程在全球物

理、化学和生物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   

(f) 北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程序是利用有助于《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的落实； 

3. 邀请 有关的非北极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各国际组织及多边环境协议和

进程，凡是它们在北极移徙物种的部分生命周期内为其家园和/或正在整理有关此类物种

现况的信息，都要同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合作，其方式是：除其他外，在

其现有能力范围内通过向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和有关养护北极移徙物种的相关多边环

境协定提供捐助，并分享其关于监测和/或评价此类物种的数据；  

4. 欢迎 在北极理事会动植物保护工作组--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执行方面取

得的进展，包括关于更迅速地检测和通报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重要趋势和影响北极环境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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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励 进一步拟定北极生态系统复原力评估和报告； 

6. 欢迎 北极理事会工作组查明北极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区域的工作并鼓
励他们同毗邻各区域公约和委员会，包括《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和东北大西洋

渔业委员会合作，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7. 鼓励 北极理事会各工作组查明北极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地区的工作

取得进展； 

8. 敦促 缔约方并邀请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酌情推动《2011-2020 年生物

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北极环境方面有关的相关工作方案的落实； 

9. 邀请 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通过其国家信息交换机制酌情提供它们通过在

北极进行研究和监测活动所形成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有助于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北

极生物多样性评估和其他事相关的北极理事会评估的数据和信息，并在相关情况下，在其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公约提出的报告中充分加以利用； 

10. 请 执行秘书使缔约方了解邀北极理事会所编制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

和报告，包括来自极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和其他相关的北极理事

会的评估； 

11. 请 执行秘书，除其他外，今后在编制《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新版本时酌

情利用北极理事会形成的数据和信息；  

12. 赞赏 北极理事会同北极土著人民合作，鼓励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

相关组织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下开展关于北极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项目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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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8.    提高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效率的方式方法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请 执行秘书与相关学术和科学机构共同编制科学报告和文件，以回应第

VIII/10 号决定附件三附录 B 第 1(二)段；  

2. 还请 执行秘书并鼓励 东道国、东道机构和捐助方在筹备关于尤其复杂的广

泛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会议时，考虑单独或者与更大型的专家会议（包括业已规划的相关

会议）一道举行此种会议，并制订相关指导方针；   

3. 回顾 第 X/11 号决定，又请 执行秘书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

团和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共同查明与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合作的

问题、方式和备选办法，考虑到科咨机构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并编写一份报告，

供科咨机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4. 鼓励 科咨机构主席参加科学政策平台今后的会议和有关活动； 

5. 建议 缔约方大会： 

(a) 请 科咨机构继续执行第 VIII/10 和第 X/12 号决定，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多年工作方案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上，作为提高其

效率和向缔约方大会今后每次会议报告其工作的手段； 

(b) 回顾 其关于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问题纳入科咨机构议程的既定程序问题的

第 X/13 号决定；  

(c) 注意到 科咨机构文件的同行审查进程在调动科学界和加强科咨机构文件质

量方面的作用； 

(d) 确认 拥有与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相关的科学专门知识的区域、

次区域和国家中心的的作用； 

(e) 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为将科学和技术文件，包括《生

物多样性公约》技术系列以及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的会议编制的资料文件执

行摘要翻译成联合国正式语文提供补充资源； 

(f) 邀请 各缔约方和相关组织为关于新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的会边活动和圆

桌会议提供便利，以便提供相关、均衡和现成的最佳科学和技术证据和（或）信息，供科

咨机构的协调中心在科咨机构的会议上审议； 

(g) 还邀请 各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支持编制参考手册以便为科咨机构的协调中

心、主席团成员和第 X/12 号决定第 4 段提及的代表提供指导，包括翻译成联合国的正式

语文； 

(h) 欢迎 科学合作伙伴财团作出的贡献，向科咨机构提供了科学和技术支助，

包括支持在本建议中提到的活动； 

(i) 邀请 科学合作伙伴财团和其他组织，例如自然保护联盟及其委员会支持上

文(f)和(g)分段提到的活动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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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注意到 关于根据第 X/12 号决定（UNEP/CBD/SBSTTA/15/15, 表 2）采取进

一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建议的报告，请  执行秘书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一) 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协调中心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协调中

心提供网络工具并培训其使用方法，从而便利区域协商； 

(二) 考虑到执行秘书借助第 2011-104 号通知编制的需求评估与全球植物

保护战略联络组的能力需求评估，为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协调中心编制培训方案； 

(三) 在可行情况下编写背景文件，同时通知科咨机构协调中心征求意见和

信息； 

(四) 在为科咨机构编写的每份会前文件中继续纳入《战略计划》的相关部

分清单； 

(五) 继续探索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公约各相关主席团之间通过与生物多样

性有关的各公约联络组和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公约科学咨询机构主

席开展更密切合作的办法； 

(六) 向其他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边公约附属机构主席提供关于科咨机构

议程相关项目的信息说明，并在可行时出席这些机构的会议； 

(七) 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网站维持缔约方大会对科学、技术和工艺

咨询附属机构提出的要求的最新清单以及公约网站有关部分的链接，

并在每次会议之前向科咨机构主席团分发经更新的这份清单，供其审

议和指导。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