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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彩生物打造“安居”工程，浙江又有新动作——近
日，浙江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
意见》（下称《意见》），并印发《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23-2035年）》（下称《计划》）。

《意见》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计划》则是
去年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以来，全国范围内出台的首个
省级《计划》。

当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有何新变化？两份文件
将怎样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意见》指出：到2035年，完成全省
陆域和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
评估；自然保护地陆海面积占比都不低
于10%。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持稳定，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达到95%，典型
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生
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利用机制全面建立，形成绿色
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与《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相比，新的
《计划》增加了严格生态空间利用管控、
加大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督力度、推动气
候变化应对协同增效、推进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保护城乡生物多样性、强化行业
可持续管理、数字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推动传统知识
传承发展等9项优先行动，呼应国际国
内生物多样性重点和热点问题。

比如严格生态空间利用管控中提
到：到2030年，重要生态空间得到有效
管控，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功能不
降低、性质不改变，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35%，重要生态系统及栖息地丧
失趋势得到基本遏制。

未来，
人与自然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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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自然城市”“城市生物多样性”等
新概念层出不穷。大家普遍认识到，必须强
化生物多样性在城市发展和规划中的地位。
本次《计划》设定的 2030 年目标，第一条就是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基本实现”。
顶层设计层面，2021年国家发布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等提出了
明确要求，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也提
出“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记者了解到，本次《计划》向 15 个省级部
门和全省所有设区市、县（市、区）两级人民政
府印发，足见浙江的重视程度和决心。

在总体思路上，《计划》锚定 2030 年和
2035年目标，分四个领域（深入推进生物多样
性主流化、全力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着
力提升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共享水
平、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保障）明确
浙江要优先做到的 30 项行动，并且设置了每
项行动的2030年目标。

回应“昆蒙框架”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
颓势的要求，《计划》在“全力应对生物多样性

丧失威胁”领域共列出10项优先行动。比如，
浙江将优化就地保护网络和迁地保护体系、加
强海陆生态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加大执法力
度和防控外来物种等。这些都是一以贯之的
工作，力争到2030年，至少30%的陆地和内陆
水域以及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
理——与“昆蒙框架”做到了精准衔接。

“着力提升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
益共享水平”领域，不仅回应了“昆蒙框架”可
持续制度变革的要求，还要为浙江共同富裕
先行探路的重大使命作出贡献。为此，浙江
将着眼农文旅产业、工业绿色转型、可持续消
费等开展 8 项优先行动。尤其是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行动，提出深化 GDP 与 GEP 协同增长
的评价考核，探索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
各界参与、市场化运营的生态资源资产经济
管理平台，鼓励绿色期权、生态飞地等生态产
品创新开发等尚需创新突破的举措。

目前，浙江已启动丽水、磐安、景宁、象
山、安吉、开化、庆元等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的市县试点工作，正在开展生
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各地能否走出特色路
径，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真正将生物多样性融入社会运行
体系，还有一段距离。专家们设想，要持续推
进专项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和刚性；在资源开
发、产业布局、城乡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时，把
它作为评估的重要依据；金融机构也要给予倾
斜，让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相关投融资⋯⋯

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还有待完善。《计
划》的附录列出了近期重点项目清单，比如生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评估工作，就有生态环境、
林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正在分头行
动，调查区域是否有重合、调查体系是否能贯
通？仍面临协同和整合的问题。

浙江已经行动起来，比如，省生态环境厅
与省林业局联合印发《生态环境部门与林业
部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协作机
制》，对于在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
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违法行为，两
部门将加强协作执法。根据《计划》，浙江将
更大力度做好执法、宣教、投融资、监测评估、
科技人才、国内外合作等 10 项优先行动，进
行全方位支持保障。

期待下个十年，更多生物在浙江“乐活”
“安居”。

GDP与GEP协同增长 期待下个十年更多彩

在制定《计划》前，摸清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的“老底子”至关重要。

2022年完成的中期评估结果显示，《浙江
省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11-2030 年）》设立的 30 项优先行动中，
28项进展优良，2项进展中等；10个目标中，8
个全面实现，2个部分实现。

“浙江因自然条件所限，生物多样性资源
不算特别丰富，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省环科院高级工程师汤博表
示。比如，浙江是全国首个“三线一单”（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省市县三级全覆盖的省份，
去年全面划定实施“三区三线”（根据农业空
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三个区域，分别对应
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一个区
域哪里可开发、哪些留给自然生物，都有一把

“绿色标尺”。
目前，浙江大地上共有国家一级、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192 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115种。在海域，700多种鱼畅
游；在空中，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徙通道穿越浙江，全省7个
海湾都是候鸟的重要越冬地和停歇补给站点。

中华凤头燕鸥是浙江的夏候鸟之一，作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极度濒危物
种，它曾因数量稀少、几近绝迹而得名“神话之
鸟”。20年来，浙江各方为挽救这一极小种群
作出了主要贡献，目前省内已有3个中华凤头
燕鸥人工招引地。目前已知的全球 200 余只
总量中，在舟山定海五峙山列岛、宁波象山韭
山列岛人工招引地观察到的数量占近85%。

2011年起，浙江对50个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开展系统拯救保护工程；2017年，又率先在
国内启动针对 29 个重点珍稀濒危物种（类）
的抢救保护工程。“十年间，浙江一是推进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就地保护’体
系，二是建设动植物园、种质资源库（圃）等

‘迁地保护’体系。”汤博说，人工繁育、栖息地
改良、野化放归等措施，辅以生态环境改善、
外来入侵物种防治等支持，有效缓解了物种
濒危的程度。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良性循
环。近年来，丽水、安吉等地开展创新实践，
让多彩生物作为绿水青山的一部分转化为金

山银山，为公众谋得经济红利，并激励社会进
一步加大保护力度。

比如在 2014 年，丽水建立了全国首个覆
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的农业区域公用品
牌“丽水山耕”，促进稻鱼米、杨梅、油茶等生
态农产品增值溢价；2019年，作为首个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丽水出具了全国
首份以村为单位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报告，还不断开辟生态产权交易、“两山
贷”、GEP贷等价值转化路径。

基于基层首创，浙江于 2020 年在全国率
先发布《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
范 陆域生态系统》省级标准，搭建生态资源资
产经营管理平台，包括多彩生物在内的山水林
田湖草海作为标的物，显露出不菲的价值。

新的阶段，浙江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意见》指出，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推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良性互
动，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计划》已明确浙江要做生物多样性治理现代
化的展示窗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
的实践典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省域样
板等战略定位。

中期评估得高分 保护工作居全国前列中期评估得高分 保护工作居全国前列

2021 年 10 月，云南昆明，COP15 第一阶段会议成功
举行。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
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大会开启前，各方就对推动形
成“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充满期待。演讲中，
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态保护专家认为，动物、植物、微生物共同组成互相
支持的生态系统，如果物种和遗传资源种类单一，抗风险能
力弱，生态系统就更容易崩溃。“一个都不能少”，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愿景。

早在 2013 年，浙江就发布《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作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纲领性文件。时间推进过半，为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
去年浙江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中期评估，并重新编
制本次《计划》。和10年前相比，当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虽迈进了一步，但依然喜忧参半。

“忧”在于，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人类持续两个世纪的破坏自然的活
动造成了生物圈灾难。当前物种灭绝速度是过去 1000 万
年平均水平的数十到数百倍，而且还在加速。

在紧迫的时点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迎来了新的机
遇——中国作为 COP15 主席国，推动各方于 2022 年 12 月
19日通过“昆蒙框架”，标志着今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
达成了合作共识。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克平这
样解读“昆蒙框架”的勃勃雄心：它主要明确了2030年要达成
的十项目标，比如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海岸带和海洋
区域得到有效保护等。与以往“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
表述不同，“昆蒙框架”还要让持续下降的曲线实现“反转”；不
仅重视传统的保护和修复，还强调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发
展上做出变革性改变，并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这也是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的“喜”：人们对生物
多样性的认知更加深入了。以往人们常认为保护工作是纯
粹的公益项目，大多由专业部门负责。如今更多人意识到
它是一种人文、经济资源，能够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投入
与产出的平衡。

“昆蒙框架”并不是首个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目
标。2010年，在日本召开的COP10就曾针对2011—2020
年的保护工作提出《爱知目标》，10 多年过去，当时提出的
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可以想见，推动“昆蒙框架”履约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而全球合作需要有整体的规划和执行方法，加强不同层级
的互动，建立定期检查、推动执行、提供支持的机制。作为
COP15 主席国，中国要作出表率，一个前提是各级各地必
须立足资源禀赋和保护工作基础，与“昆蒙框架”做好呼应
衔接。

浙江是全国首个生态省，正在奋力打造生态文明绿色
发展标杆之地，生物多样性也是美丽浙江的一杆标尺。此
次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计划》，将为全国
乃至世界共同推动实现2030年目标，共建万物和谐的地球
命运共同体贡献浙江力量。

生物多样性
美丽浙江的一杆标尺

浙江出台新政保护生物多样性

让万千生灵乐活安居
本报记者 胡静漪 应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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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9 年起，浙江启动 29 个重点区域生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在丽水百山祖国家公园
内首次发现新物种百山祖角蟾。
② 生活在安吉龙王山自然保护区的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安吉小鲵。
③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开展两栖
爬行类动物野外调查。
④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开展维管
束植物调查。
⑤ 浙江在景宁、平阳、瑞安、仙居和乐清发
现新物种浙江荛花。
⑥ 宁波镇海炼化厂区内的白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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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南麂列岛温州南麂列岛素有素有““贝藻王国贝藻王国””的美誉的美誉。。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22 年 9 月，玉环市拆除建成使用 45 年的漩门大坝，断流
45年的漩门湾水系复流，周边海洋生物的栖息环境不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