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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指标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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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态势，200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

标，即“到 2010 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文章分析了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

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讨论了 2010 年目标评估指标，阐述了全球和国家层次的 2010 年目标实施进展。最后，展望

了 202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及其战略重点、实施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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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ggered by the drastic decline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the signatories of the“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
versity”held a conference in 2002 endorsing the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i． e．“to achieve by 2010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current rate of biodiversity loss at the global，regional，and national levels”． In this review，background of the gen-
era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2010 target are analyzed，indicators for appraisal of the 2010 target discussed，and pro-
gresses towards the 2010 target at the global and national levels summarized． At the end，prospects of the 2020 target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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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称《公

约》) 生效 10 周年之际，《公约》第 6 次缔约方大会

通过了战略计划( 2002—2010 年) 。该战略计划提

出了《公约》执行的宏伟蓝图。2010 年生物多样性

目标( 以下简称 2010 年目标) ，即各方承诺“到 2010
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区域和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速度”，是该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计划

的阶段目标。

1 2010 年目标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我国 是 世 界 上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国 家 之

一［1］。但是，在过去几百年中人类活动使物种灭绝

速率比地球历史上物种自然灭绝速率增加了 1 000
倍［2 － 3］。1970—2006 年期间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

降了近 1 /3; 约 23%的植物物种面临着生存威胁; 世

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自然生境整体上都在继续退化，

热带森林仍在持续大幅度减少，湿地正在并仍将快

速丧失; 高度标准化和高产的动物饲养业已导致家

畜遗传资源的侵蚀，至少 1 /5 的家畜品种面临灭绝

的危险［4］。2010 年目标是国际社会针对日益严峻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作出的反应。《公约》第 5
次缔约方大会决定在 2002 年召开的第 6 次缔约方

大会上讨论战略计划，并要求《公约》执行秘书以参

与的方式起草战略计划，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 第 V /20 号决议) 。该决议规定，战略计划应对《公

约》工作方案的实施提供指导，规划时限为 2002—
2010 年。

2000 年 10 月，《公约》执行秘书邀请各国、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战略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2001 年 5 月 28 至 30 日，执行秘书在塞舌尔召开了

战略计划研讨会。该次研讨会提出了战略计划制定

的指导意见、基本结构和基本要素，强调战略计划最

根本的要求是实现《公约》的 3 大目标。战略计划

包括最终目标( vision) 、阶段目标( mission) 、执行目

标( operational goals) 、行动计划( action plans) 以及

监测、报告、评估、宣传等内容。
2001 年 6 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欧盟领导人

会议，通过了欧盟第 1 个可持续发展战略。该战略

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之一是“保护和恢复生境

及自然系统，到 2010 年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这对《公约》战略计划的制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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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
2001 年 11 月 19 至 21 日执行秘书在蒙特利尔

召开了不限名额的闭会期间会议。会议起草了战略

计划的基本框架，包括问题、障碍、最终目标、阶段目

标、执 行 目 标、监 测、评 估、报 告 等。执 行 秘 书 于

2001 年 11 月 29 日发出通知，邀请缔约方、有关国

家、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机构对每一个目标的基本要

素提出意见。战略计划初稿还在其他一些会议上进

行了讨论。
2002 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 6 次缔约方大会

通过了这一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提出了 2010 年

目标，即更加有效和一致地实现《公约》的 3 大目

标，到 2010 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2002 年 8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6 年召开的第 61 屇联合国大会

进一步重申了 2010 年目标，并把这一目标纳入“千

年发展目标”的框架［5 － 6］。
第 7 次缔约方大会第Ⅶ /30 号决议的附件Ⅱ，

通过了评估 2010 年目标的 7 个领域和临时框架，该

框架包括 11 个分目标( 表 1) 。

表 1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评估的临时框架

Table 1 Provisional framework for appraisal of the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

目的 目标

序号 内容 序号 内容

1 促进生态系统、生境和生物群系的多样性保护 1． 1 世界上各生态区域至少 10%的面积得到有效保护

1． 2 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得到保护

2 促进物种多样性保护 2． 1 恢复、保持某些生物类群的种群数量或降低其减少速度

2． 2 受威胁物种的状况得到改善

3 促进遗传多样性保护 3． 1 农作物、牲畜和经济林遗传多样性，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及其他
珍贵物种得到保护，相关的土著和当地知识得以保存

4 促进可持续利用和消费 4． 1 利用生物多样性开发的产品得到可持续管理，且对产地的管
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相一致

4． 2 减少了对生物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4． 3 任何野生动植物物种不受国际贸易的威胁

5 减轻了因生境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退化及不可持续的
用水所造成的压力

5． 1 降低了自然生境丧失和退化的速度

6 控制来自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 6． 1 控制了主要潜在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途径

6． 2 对于威胁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主要外来物种已制定管理
计划

7 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威胁的问题 7． 1 维护并加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7． 2 减轻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8 维持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及支持生计的能力 8． 1 维持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8． 2 维护对( 特别是贫困人口的) 可持续生计、当地食品安全和卫
生保健具有支持作用的生物资源

9 维护土著和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 9． 1 保护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

9． 2 保护土著和当地社区对其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权利，包括
分享惠益的权利

10 确保公平和公正地分享使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10． 1 所有遗传资源的转让均按照《公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和其他适用条约开展

10． 2 与资源提供国分享遗传资源的商业利用和其他利用所产生的
惠益

11 缔约方已提高执行《公约》的资金、人力、科学和技术能力 11． 1 按照《公约》第 20 条，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
资金，以便其有效地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11． 2 按照《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技术，
以便其有效地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公约》指《生物多样性公约》。

2 2010 年目标评估指标

2010 年目标的实施进展可采用反映目标的指

标来评估［6］。生物多样性指标是表征复杂环境问

题的交流工具，能向决策者和管理人员传递关键信

息。生物多样性自身的复杂性导致评估指标制定困

难［7］。缔约方大会提出了指标遴选的原则: ( 1 ) 与

政策具有相关性并对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 2 ) 与生

物多样性具有相关性; ( 3) 具有科学依据; ( 4 ) 广泛

被接受; ( 5 ) 监测费用可以承受。第 7 次缔约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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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Ⅶ /30 号决议通过了评估 2010 年目标进展的

临时指标体系。立即试用的指标包括: ( 1 ) 所选定

的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分布范围; ( 2) 所

选定的物种的丰富度和分布; ( 3 ) 保护区面积覆盖

率; ( 4) 受威胁物种状态的变化; ( 5) 具有重大社会

经济意义的驯养动物、作物和鱼类的遗传多样性;

( 6) 可持续管理下的森林、农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

殖区面积; ( 7) 氮沉降; ( 8) 外来入侵物种的变化趋

势; ( 9) 海洋营养指数; ( 10 ) 水生生态系统的水质;

( 11) 生态系统的联通性 /破碎化; ( 12 ) 语言多样性

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操土著语言者的人数; ( 13 ) 为支

持《公约》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指标包括: ( 1 ) 来源于可持续管理的产品所占

比例; ( 2) 生态足迹和其他相关概念; ( 3) 人类造成

的生态系统失效事件; ( 4 ) 直接依靠当地生态系统

产品和服务的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福祉; ( 5 ) 在食品

和医药领域所利用生物的多样性; ( 6 ) 土著和传统

知识状况的其他指标; ( 7) 获取和惠益的指标; ( 8 )

技术转让指标。
《公约》秘书处组织起草了第 2 版《全球生物多

样性展望》( 以下简称《展望》) ，选择了 6 个重点领

域的 15 个指标，将这些指标按可靠性和数据的可获

得性划分为 3 类。2010 年 5 月，《公约》秘书处发布

的第 3 版《展望》［4］，采用了同样的指标。
2004 年，欧洲环境署( EEA) 、欧洲自然保护中

心和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启动了“整合欧洲 2010 年生

物多样性指标( SEBI 2010) ”的泛欧洲合作项目，旨

在在国家、泛欧洲、全球水平上尽量一致地建立生物

多样性指标，评价 2010 年目标的实施进展。2007
年，欧洲环境署公布了第 1 套用于监测欧洲实现

2010 年目标进展的 26 个指标［8］。
2007 年 6 月，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公

布了“把生物多样性指标装入你的口袋”的报告。
该报告描述了 18 个指标，其中有 4 个仍在发展之中

且没有数据。
2007 年 7 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

和教科文组织等多家联合国机构、科研机构以及非

政府组织结成的“2010 生物多样性指标合作伙伴关

系项目( 2010 BIP) ”正式启动。这个伙伴关系项目

的主要目标是开发一套综合的生物多样性指标，以

便对各国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及保护工作进行评估。
该项目开发了国家水平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厄瓜多

尔、肯尼亚、菲律宾和乌克兰等国开展了国家生物多

样性评估指标的试验，其中有 8 个指标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应用，而“海洋营养指数”没有被使用。
中国开发了评估该国实现 2010 年目标进展的

16 个指标［9 － 10］，包括: ( 1) 红色名录指数［11 － 13］; ( 2)

土地覆被面积和比例; ( 3 ) 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

的畜禽、养殖鱼类、栽培植物的遗传多样性; ( 4 ) 自

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覆盖率; ( 5) 森林、草地和河流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 6) 海洋营养指数［14］; ( 7) 海洋

水质; ( 8) 淡水生态系统的水质; ( 9) 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 ( 10)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11 ) 外

来入侵物种危害程度; ( 12 ) 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

年净增量; ( 13) 氮投入量与产出量之差; ( 14 ) 遗传

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状况; ( 15 ) 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资金的投入; ( 16) 公众意识。
尽管国际上对生物多样性指标开展了大量研

究，但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表 2) 。

3 2010 年目标实施进展评估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约》秘书处发布了第 3
版《展望》［4］。该版《展望》指出，全世界并没有实现

2010 年目标。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

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 如果地球生态系统

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变化，人类文明所赖以生存的

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 如果采取有效和

协调的行动减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多重压力，就

能够避免这种后果。
2009 年 3 月，中国政府提交了《中国履行〈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 4 次国家报告》［9 － 10］。该报告表明，

中国在实现 2010 年目标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森林资

源自 1989 年以来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森林

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 从 1997 年起中国海洋营养指

数呈平稳上升趋势，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稳步提高;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

有所减缓，局部地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但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较低，草地面积减少，退化严重; 物种和遗传资源丧

失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外来物种入侵事件屡有发生，呈

高发态势; 自然保护区分布不均衡，海洋和草原类型

自然保护区较少，管理水平较低，管护设施缺乏; 技

术支撑不够，资金缺乏。
在对 2010 年目标实施进展的评估中很多国家

认为，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的不足是造成履约困难

的主要原因。在《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也做得

十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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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主要评估指标的定义和不足

Table 2 Definitions and shortages of the main indicators for appraisal of the 2010 biodiversity target

指标 指标的涵义 说明

生物类群的种类、种群数量及地理分布 反映所选生物类群在种类、种群数量或地理
分布上的变化。若增加，则表明这些生物类
群得到了有效保护，否则需要采取措施扭转
下降趋势

物种数目、种群数量或分布范围的增加仅说明该
生物类群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并不能说明整个生
物多样性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一些物种种群的
增加可能是在其他物种种群减少的前提下实现的

土地覆被面积和比例 指不同时期各种土地覆被类型的面积和比
例，表示生态系统的状况与变化趋势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同
的影响。如草地转换为林地，则较为有利; 而草地
转换为耕地和居民地，则反之。该指标没有区分
天然生境和人工生境，如林地面积增加不一定意
味着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天然林面积增加，可
能是人工林大幅增加造成的，整个林地的生物多
样性或许因天然林面积的大幅减少而下降

红色名录指数 表示特定生物类群濒危等级的总体变化 该指标精度较低，因为濒危等级较多，有些濒危等
级是根据种群大小或分布范围的绝对值确定的，
但有些濒危等级是根据下降速率确定的。只有当
该指标下降时才表示物种丧失速率得到控制

保护区面积覆盖率 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陆地面积的百分比，反
映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状况

该指标并不能表征保护区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管
理质量

森林、草地和河流的完整性 指森林、草地和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可以用: ( 1 ) 净初级生产力的变化; ( 2 )
铁路、高速公路密度表示

铁路和高速公路密度与生境实际破碎化程度存在
一定差异。应考虑大坝建设对内陆水域生态系统
的影响。条件允许的话，可直接计算天然林斑块
平均大小的变化

海洋营养指数 指海洋渔获物的平均营养级，反映海洋食物
链的长短，进而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抗干扰
能力和渔业资源的供应能力

因中国较少丢弃渔获物，因此可用商业渔获量来
代替总渔获量

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程度 指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
源造成的危害，可以用一定时间范围内新发
现的外来入侵物种数表示

外来入侵物种在本地定殖成功与被发现之间存在
时滞现象。不同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危害不同，
最好用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危害面积来表示其危
害程度，但这一数据获取难度较大

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年净增量 活立木总蓄积指一定区域范围土地上仍生
长的全部树木的蓄积量之和; 森林蓄积年净
增量指每年活立木生长所增加的木材蓄积
量与实际消耗量之差

该指标应谨慎解释。外来速生林和增加施肥可能
导致森林蓄积量的增加，但也可能对生物多样性
造成危害

生态足迹 指生产人类所需资源和吸收人类所产生的
废物所需要的土地和水域，表征人类资源总
需求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没有直接考虑重金属、放射性物质、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的影响，但如果这些因素导致了生物生产
能力的下降，则仅间接考虑这些因素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投入 指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各种资金
投入

没有考虑资金的使用效率

4 2010 年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讨论

针对 2010 年后战略计划，国际上已开展一系列

讨论和蹉商，认为其规划时间以 2010—2020 年为

宜，并形成如下初步意见［15］:

原则: ( 1) 需要制定一个宏伟但又可行的目标，

在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提高能力建设，积极履

行《公约》的 3 大目标; ( 2) 全球战略计划应具有灵

活性，能为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相应国家目标提

供一个框架; ( 3) 制定国家政策，把生物多样性目标

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所有部门政策中。
远景目标和 2020 年目标: 应是鼓舞人心的，与

每个人密切相关的，简洁，易于被大众理解，且能说

服政治家和公众。2020 年目标应包括以下要素:

( 1) 遏制或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 2) 可持续利用

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 ( 3) 恢复生物多样性; ( 4 )

惠益分享; ( 5 ) 与人类福祉和千年发展目标密切

相关。
战略重点: ( 1 ) 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深

层次原因; ( 2)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威胁，并促

进可持续利用; ( 3) 保障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

性; ( 4) 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效益;

( 5) 通过规划、知识管理、能力建设、遗传资源获取

与惠益分享来提高执行能力。
实施支持机制: ( 1 ) 为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规

划提供充足的、可预见的、及时的资金，建立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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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机制和融资机制，建立有效的技术转让机制，加

强国家层次上的执行能力; ( 2 ) 更加有效和创新地

分享成功的经验、工具、方法，更好地把生物多样性

纳入部门政策、国家规划体系中; ( 3) 提高公众保护

意识，使其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及保护的紧迫

性; ( 4) 确保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加强区域间和

区域内的合作与交流; ( 5 ) 在全球和国家水平上加

强监测、审计和评估机制。
总之，2020 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以下简称 2020

年目标) 将起到唤醒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鼓舞人

心、调动各种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它将是

一个灵活的框架，各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相应的

国家目标; 它将综合考虑《公约》3 大目标实现的协

同性和同步性，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和技术援助提出更高的要求; 2020 年目标的执行将

更加重视监测和评估工作，可能会建立一定的遵约

机制。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将讨论并通过 2020 年目

标。中国应积极参与 2020 年目标的制定。但是，考

虑到全球环境基金增资谈判异常艰难，国际社会难

以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发达国

家难以以优惠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相关技术，

2020 年目标的实现将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
因此，2020 年目标应更加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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