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人的大自然誓约  
联合起来，于 2030 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减少，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们是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的政治领导人，代表来自[X]国与不同地区，今天在首脑会议之

前聚集在一起，联合发出信号，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宏愿，承诺要让我们对自然、气候、人类

的集体宏愿足以应对当前规模的危机。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以国家、人民、世代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这

是全世界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全球环境危机的唯一途径。 

 

我们正处于地球危机状态：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

统退化和气候变化等相互依存的危机，需要我们紧急地采取全球行动。科学清楚地表明，生物多

样性减少、土地和海洋退化、污染、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这种加速

正在对我们的生命维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加剧了贫困，不平等、饥饿和营养不良。除非

我们立即加以制止和扭转，否则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复原力和稳定造成明显的损害，并

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生物多样性减少既因气候变化而加速，同时又因削弱自然固碳或储存碳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

能力而加剧。生态系统退化、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侵犯、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非法

野生动物贸易也会增加传染病出现和传播的风险。新冠肺炎表明，这些疾病不仅对生命和健康造

成损失，而且对社会各个领域都造成巨大影响。 

 

大自然从根本上支撑着人类的健康、幸福与繁荣。在我们做决策时，需要恰如其分地珍视大自然

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从商业角度看也是不可置疑的。恢复自然资源的益

处超过所需付出成本的 10 倍，而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更高。 

 

尽管在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方面已经达成了宏远的全球协定与目标，并且取得了

许多地方性进展，但全球趋势仍然朝着错误的方向迅速发展。我们需要变革：我们不能仅仅像以

前那样继续下去。 

 

本誓约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上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个危机，表明有必要再次深度承诺必须采取紧急行

动。新冠肺炎使得世界经济陷于瘫痪，迫使各国政府开始重建与更新的进程。现在所做出的决策

将对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我们致力于采取必要行动，以实现到 2050 年间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为使世界步入实现

这一长期目标的正确轨道，就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同时还要有真正的问责制，合适的法律、

经济和金融工具以及激励措施。所有人，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各所担当。我们必须扩大范围并

且有力地向变革前进。 

 

因此，作为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的组成部分，我们承诺在未来十年采取以下紧急行动，

并在 2030年之前使大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的道路： 

 

1. 我们将确保应对当前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反应是环保并且正义的，直接有助于更好地恢复并

且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我们承诺，在新冠恢复战略、投资以及我们追求国家和国际发

展合作的时候，将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环境一起作为核心。 

 

        



2.  我们致力于制定并全面实施一个宏伟的，具有变革性的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以

供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十五次大会表决通过，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手段，其中包括： 

 

a. 以现有的最佳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原著知识和传统知识为基础制定一套明确而有

力的大目标和具体指标； 

 

b. 承诺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制止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

确保物种数量恢复，并通过具有代表性、连接良好和有效管理的保护区和其他以区

域为基础的保护措施的系统，大大加强对地球陆地与海洋的保护，在相当幅度上恢

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 

 

c. 承诺按照相关国家与国际文书，使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地参与决策制定并认

识到他们的权利； 

 

d. 承诺将以强有力的监测和回顾机制，以及在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方面应对挑

战所需的执行手段为后盾； 

 

e. 承诺加强相关的多边环境协议、国际组织和方案之间的合作，以促进生物多样性框

架的有效和高效实施。 

 

3. 我们将加倍努力，结束传统的筒仓式思维，采取统筹、连贯的方式应对生物多样性减少、

土地、淡水和海洋退化、毁林、荒漠化、污染、气候变化等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挑战，

确保问责制和强有力并且有效的回顾机制，通过在本国内采取的行动以身作则。 

                  

4. 我们致力于向可持续性生产与消费模式以及可持续食物系统过渡，这些系统即不超过地球

能力范围，又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中包括： 

 

a. 加快向可持续增长的过渡，与资源使用脱钩，包括通过向资源节约型、循环经济迈

进，促进行为改变，显著增加在陆地以及海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基于生态系统

的做法； 

 

b. 支持可持续供应链，大大减少全球商品需求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鼓励生态系统

再生的做法； 

 

c. 改变土地利用和农业政策，使其不再对土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有害，并促进可持续的

土地和森林管理，明显地减少栖息地的损失、不可持续的土地使用变化、毁林和分

裂化，实现土地退化中性化和维持遗传多样性； 

 

d. 消除对海洋及其资源不可持续的使用，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以及不可

持续的捕捞和水产养殖做法，并协同努力制定一项连贯的全球方法，保护海洋，可

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包括争取在下一次政府间大会上完成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谈判； 

 

e. 大力减少外来入侵物种的负面影响； 

 

f. 极大减少空气、陆地、土壤、淡水和海洋的污染，特别是到 2050年消除塑料泄漏到

海洋以及化学品、过量营养物和危险废物造成的污染，包括通过加强在海洋垃圾和



微型塑料方面的全球协调、合作与治理，聚焦全生命周期方法，支持在 2020年以后
化学品与废物的战略方法和良好管理方面取得宏伟成果； 

 

5. 我们致力于加大雄心，让国内气候实施的政策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加强国家自主贡

献与长期战略，遵循《巴黎协定》的温控指标，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

标，加强经济和生态系统的气候恢复能力，促进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供资方面趋同。 

 

6. 我们致力于制止环境犯罪，这些犯罪会严重影响解决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

化的努力，并可能破坏安全、法治、人权、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我们将确保以

有效、相称及具有说服力的法律框架，加强国家和国际执法，促进有效合作。这也包括将

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环境犯罪，如非法贩运野生动物和木材作为严重犯罪处理，沿整个

供应链采取行动，减少对非法野生动物、木材和副产品的需求，与当地社区一同参与，确

保为人类、自然和经济提供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7.  我们承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级相关行业和跨行业政策的主流，包括粮食生产、农业、渔

业和林业、能源、旅游、基础设施和采掘业、贸易和供应链等关键行业；纳入关键的国际

协议和进程，这些协议和进程是变革的推手，其中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

世卫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为此，我们将

确保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投资都考虑到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促进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公平、平等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所产

生的惠益。 

 

8.  我们承诺将“一个健康”办法纳入所有相关政策和各级决策制定进程，以综合型方式处理

健康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9.  我们将加强所有金融和非金融执行手段，转变和改革我们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实现人民福

祉并保护地球，特别是： 

 

a. 激励国家和国际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基金、公司、投资者和金融机制，使资金流

动符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考虑到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在他们的投

资和融资决策中以及在风险管理中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这些

资源，其中包括鼓励使用分类法； 

 

b. 加强从所有公共和私营来源调集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及效益，

并为在需要时获得支持而提供便利，以便大大扩大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包括通过

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不仅可以有效地助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

而且可以在需要之处助力可持续发展、民生、消除贫困； 

 

c. 取消或调整对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有害行为的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同时在所

有生产领域大幅增加对生物多样性有积极或中性影响的奖励措施； 

 

d. 在现有资源的使用中，提高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包括通过共同受益、财务跟踪

与报告框架的方式。 

 

10. 我们承诺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方法将以科学为基础，认识到传统与原著知识及科学和研究在

防治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让全社会参与进来，包

括商业和金融领域、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环境人权维护者、地方政府和当局、宗教团体、

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团体、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在支持此项自然誓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致力于言辞，而且致力于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和相互问责，

以应对全球紧急情况。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后代将根据我们实现

其目标的意愿和能力来评判我们。基于这一誓约，我们也旨在支持联合国系统于今后决定性的几

个月和几年中在推动全球应对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 2021 年期间，我们将携手迎来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IUCN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五届联

合国环境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六届会议和联合国海洋会议在内的重

大国际活动和进程。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宏远而且现实的成果，为坚决实施《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铺平道路。我们敦促所有利益相关方和我们一道作出承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第 15届大会之前和之后共同应对全球紧急情况。 

 

我们承诺在明年以及今后的相关重要国际活动上，特别是在 2021 年 9 月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大会

高层会议周再次举行会议，回顾进展并重申以上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