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主编 李将辉
收稿邮箱：shengtaizhoukan@shengtaizhoukan@163163..com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51
本版责编 / 王硕 校对/宋炜 排版/孔祥佳

5
2022 年 12 月 8日 星期四

第644期

2022年12月7日—19日，联合
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在 《公约》
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召
开。来自 196 个缔约方，超过 1万
名政府官员、科学家和民间人士出
席会议。在未来的10多天中，期待
通过谈判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下简称“框架”），为未来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
确路径，擘画蓝图。

这是继 2021 年 10 月在中国昆
明举办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的再次
聚首。会议主题“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会标等大会主
要元素保持不变，中国继续作为
COP15主席国，领导大会实质性和
政治性事务。

中国政府派出了由生态环境
部、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交部、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
院、香港特区政府等多个部门和单
位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会。

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不容

乐观

COP15为何如此重要？又有什
么意义？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面临的
一大环境挑战。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今年10月
发布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
1970年~2018年间，监测范围内的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69%。

2020 年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 的评估结果显示，全球有
41%的两栖类、26%的哺乳动物和
14%的鸟类处于受威胁状态，全球
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威胁的形势还在
持续恶化。地球已失去 1亿公顷的
热带森林和超过85%的湿地，25%
的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但与此同
时，生物多样性又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据统计，全球有50%GDP产出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超过30亿人口
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
样性，超过16亿人口的生计依靠森
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全球70%
的贫困人口通过农业、渔业、林业
等活动维持生计，用于治疗癌症的
药物中约70%是天然药物或源于自
然的合成药品。

因此，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
一全球性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COP15第二
阶段会议被寄予厚望。其主要任务
是制定“框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被动局面。

新“框架”要考虑可达、

可操作性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
国梅解释说，“框架”是为2030年
前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谋定方向的总体性、战略性
纲领文件。它着眼于“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以“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向恢复之路”为

方向，在总结以往生物多样性全球
目标制订和执行的经验的基础上，
凝聚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合力。

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
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0次会议上，通过了“爱知生物多
样性保护目标”，这也是全球第一个
以 10 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标。该框架分为5个战略目标和20
个行动目标，呼吁各国要采取有效
和紧急的行动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2020年本是“爱知目标”的收
官之年。然而，2020年 9月，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报告提到，
20个行动目标没有一条完全实现，
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崔书红说，此次在制定新的“框
架”目标时，应充分吸取“爱知目
标”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既
要提振信心，更要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充分考虑目标的可达性、可
操作性以及各国的发展差异，提出
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同时，“框架”还应坚持公正、
透明、缔约方驱动原则，完善执行
机制和保障条件，特别是要重视发
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加强资
源调动、科学技术转让和能力建
设，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切实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履约能力和水
平，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
共赢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中国行动为“框架”达成

奠定良好基础

去年，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顺利
召开。作为主席国，中国以最高级别
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力，推动COP15
第一阶段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主旨讲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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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中国率先出
资 15 亿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会议通过
《昆明宣言》，提出了当前一段时间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一揽子的行动方
案，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注入
强大政治推动力。

为成功举办COP15第二阶段会
议，中国也不遗余力。

据周国梅介绍，作为COP15主
席国，中国已主持召开30余次主席
团会议，4次“框架”工作组会议协
调推动谈判进程。“从会议的频次来
看，特别是主席团会议的频次来看，
这在环境领域多边谈判进程中也是不
多见的，推动协调的力度是很大的。”

同时，中国还密集与东道国加拿
大，G20主席国印尼，以及欧盟、英
国、挪威、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多
个缔约方部长级代表和公约秘书处、
主席团成员、国际机构组织等利益攸
关方开展了广泛的沟通和协调；并在
不同层级与哥伦比亚、巴西以及非洲
国家等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和协调。

“各方都非常肯定中方作为主席
国协调各方立场的努力，也表示愿意
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达成兼具雄心
和务实平衡的‘框架’。”

周国梅透露说，目前，“框架”
结构及核心表述已经基本成型，为最

终形成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不过，对于196个缔约方参与的多
边谈判进程而言，“框架”谈判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周国梅说，各方在一些具
体议题方面也还存在分歧。同时，“框
架”的通过和实施最终有赖于它的实施
机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资源调动和资金支持，这
是“框架”谈判议题的一个重点，也是
难点。

以实际行动谱写中国案例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
者，中国一直用实际行动为推动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作出贡献。

近日，COP15 主席、生态环境
部 部 长 黄 润 秋 在 加 拿 大 主 流 媒 体
《国会山时报》 发表署名文章介绍，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
性保护，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体系，创新实施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把超过 30%的陆域国
土划为生态保护红线。大熊猫受威
胁 程 度 等 级 从 “ 濒 危 ” 降 为 “ 易
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亮
相，雪豹频繁现身三江源国家公园

等地……这些都是人类物种保护的成
功案例，也是美丽中国的缩影。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评价说，中国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
和贡献者，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方面的工作值得各国效仿学习。

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际合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全球环境基金最大发展中国家捐资
国，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与对话机
制。例如，中俄跨境自然保护区内物
种数量持续增长，野生东北虎在保护
地间自由迁移；中老跨境保护区面积
达20万公顷，有效保护了亚洲象等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共
同梦想。黄润秋呼吁，希望各缔约
方、利益攸关方彰显国际合作精神，
在第二阶段会议上展现政治决心和最
大诚意，充分展示灵活性，在关键议
题上积极寻求折中方案。凝聚最大共
识，为达成“框架”扫清障碍，注入
强大政治推动力。继续加大国际资金
投入，为推进磋商进程创造有利条
件。推动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

“框架”，共同谱写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的崭新篇章。

期待新“框架”谱写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篇章
本报记者 王 硕 王菡娟

11 月 30 日，永定河迎来秋季
全线通水 50 天，2022 年累计全线
通水 123天。随着近日今冬以来最
强寒潮天气来袭，永定河流域大
同、廊坊、天津等区域河道出现结

冰现象，预计受冷空气持续影响，
永定河全线将陆续结冰，再现冰雪
一线之景象。

123天，意味今年永定河“百日
流动”目标超额完成。

今年2月 21日，水利部专题会商
部署永定河水量调度工作，明确以永定
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时间不少于3
个月为补水目标。2月 25日，永定河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部省协调领导小组
办公室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就永定河生
态水量调度、治理项目实施、治理机制
创新等重点工作安排达成共识，将“全
力以赴完成河道全线通水百日”作为年
度第一要务。

数据显示，2022年永定河全年补
水量、全线通水时长，均达到近年之
最。按照年初水利部及海委调度计划，
2022全年永定河生态补水总量7.92亿
立方米，截至12月 1日，全年已完成
补水8.7亿立方米，较2021年同期增长
68%。相比2021年首次全线通水的65
天，今年永定河全线通水持续时间增加
了58天。

据记者了解，为圆满完成年度通水

任务，年初以来，水利部统筹京津冀晋
四省（直辖市）水务部门及永定河投资
公司，持续推进永定河水量调度和生态
环境复苏。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科
学配置当地水、引黄水和再生水，满足
永定河生态需水量，一方面打通北京平
原南段、河北廊坊泛区段等生态补水关
键点，于春季开展符合河流自然水文律
动规律、有利于维护永定河健康生命的
500立方米每秒大流量脉冲泄水试验，
遏制河道萎缩、畅通排泄通道。而结合
数字孪生永定河建设，提高调度精细化
水平，实施小流量持续通水，成为实现
今年春秋两季持续通水、与河道冰期相
衔接的重要举措。

123天，进一步提升了永定河实现
常态化通水的“底气”。

记者了解到，今年秋季实施小流量
持续通水，进一步巩固了今春补水成
果，实现了与永定河河道冰期相衔接，
将为探索建立春季多水源补水、夏季洪
水资源化利用、秋季补水储冰结合、冬
季蓄冰保水的多手段调度格局积累宝贵
经验，为永定河今后逐步实现常态化通
水提供实践支撑。

（王菡娟 肖芬）

永定河冰雪一线景象再现永定河冰雪一线景象再现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生
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 《中国移动
源环境管理年报（2022年）》（以
下简称 《年报》） 显示，2021
年，全国机动车（含汽车、三轮汽
车和低速货车、摩托车等）四项污
染物排放总量为1557.7万吨。移
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
污染的重要来源，加强移动源污染
治理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年报》 显示，2021 年，全
国机动车 （含汽车、三轮汽车和
低速货车、摩托车等） 四项污染
物排放量中，一氧化碳 （CO）、
碳氢化合物 （HC）、氮氧化物
（NOx）、颗粒物 （PM） 排放量
分别为 768.3 万吨、200.4 万吨、
582.1 万吨、6.9 万吨。汽车是污
染物排放总量的主要贡献者，其
排放的CO、HC、NOx和 PM占
比超过90%。其中，柴油车NOx
排 放 量 超 过 汽 车 排 放 总 量 的
80%，PM超过90%；汽油车CO
超过汽车排放总量的 80%，HC
超过70%。

此外，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非

道 路 移 动 源 排 放 二 氧 化 硫
（SO2）、HC、NOx、PM分别为
16.8 万吨、42.9 万吨、478.9 万
吨、23.4万吨；NOx排放量接近
于机动车。其中，工程机械、农
业机械、船舶、铁路内燃机车、
飞机排放的NOx分别占非道路移
动源排放总量的 30.0%、34.9%、
30.9%、2.8%、1.4%。

据介绍，2021年，各地统筹
开展“车-油-路-企”行动，在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提升新生产
机动车污染治理水平、规范在用
机动车排放检验、强化非道路移
动机械和船舶环保监管、推进车
用油品质量提升、建立完善移动
源污染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效。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
案，指导各地提升移动源环境管
理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2021年全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557.7万吨

移动源污染治理紧迫性凸显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亚洲
清洁空气中心日前在2022中国蓝
天观察论坛上发布了最新报告《大
气中国2022：中国大气污染防治
进程》及其特别篇《十年清洁空气
之路，中国与世界同行》。报告显
示，过去一年我国339个地级及以
上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87.5%，已提前实现 2025 年目
标；对比欧美和亚洲其他典型国家
的多个指标，中国已成为全球空气
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

2012年，中国修订和发布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2012）》，开启了大气污染防治的

“黄金十年”。报告显示，2013年-
2021年间，中国整体PM2.5年均
浓度下降约56%，同时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 （GDP） 保持了平均
6.6%的高增长率，是发展中经济
体平均增长速率的近两倍。亚洲清
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总监万薇博
士介绍说，过去10年间，中国人
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实
现“拐点”跨越，进入经济发展与
环境质量改善“双赢”的状态。

报告横向对比了全球20个国
家在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领域的进
展与成绩，结果显示中国不仅已成
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
且多项排放控制标准已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从“跟跑”转变为“领
跑”；同时，通过能源与产业结构
调整、节能增效等方式，中国在过
去 十 年 间 碳 排 放 强 度 下 降 了
34.4%；其中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
尤其亮眼，是目前全球汽车新车销
量和保有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新
能源乘用车市场一半的份额。

《大 气 中 国 2022》 显 示 ，

2021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
量增至218个，同比增加了16个
城市；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上升至87.5%，提
前实现了《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的2025年
空气优良天数目标。168个重点城
市的六项标准污染物更是首次实现
整体年评价浓度全部达标。

“得益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万薇博士指出，“进入‘十四五’，
我国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推动
源头治理，减少重点领域的大气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结构调整
和优化方面政策力度大，协同控制
成效初显。”

“2022中国蓝天百强城市榜”
在论坛上发布，北京摘得综合评
分排名桂冠，鹤壁依然垫底但分
数高于去年。在城市空气质量改
善榜上，拉萨、吕梁、肇庆荣登
三甲；而在城市政策措施榜上，
得分追得很紧，北京、杭州、深
圳位列前三。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在会上指出，目
前中国正全面迈向“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新征程，任重而道远，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还会持续上升。而中
国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
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
付出艰苦努力，才能继续书写中国
传奇。”

报告还建议，适时启动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修订，以更高的要求为
公众健康保驾护航，同时持续科学
推进能源、交通、产业的结构优化
和低碳转型，助力全面迈入“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新征程。

《大气中国》系列报告发布：

中国成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国家

近年来，河南省宁陵县按照“规划扩绿、工程造绿、见缝插绿、立体
增绿”要求，全力推进绿化工程，既美化了城乡环境、拓展了公共活动场
所，又满足了居民多样化需求，提升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图为
近日拍摄的宁陵县迎宾公园冬日美景。 徐硕 摄

绿化美化提升城市“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