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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欢迎来到生物多样性全球观点活动！我们邀请您参加这项活动是因为决策者需要了

解您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看法。生物多样性是指自然界中各种生活在陆地和水中

（包括淡水和海洋）的所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在过去的 30 年

里，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 

在正常的环境下，不同生物之间相互影响，并为人类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品和

服务，包括洁净的水源、空气、食物、燃料、纤维和药物、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植物营

养、庄稼和牲畜。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人们在医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应对挑战（如气候

变化）上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物生活在地球上的基础，也是使它们

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影响所有人，但是人们对如何保护生物多样

性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本次生物多样性全球观点（以下简称 WWVIEWS）活动中，您将

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您在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保护方面的想法。这本小册子

将为您介绍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知识，并提供一些可能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方案以及人

们对这些方案的看法。同时，对这些方案进行讨论也是 2012 年 9 月 15 日的全球观点活

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欢迎非专业人士的您来参与讨论。 

2012 年 10 月将在印度举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1 次缔约国大会（COP11），

大会将讨论并制定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策略和方法，这也是本手册所重点关注的

问题。生物多样性全球观点组织将向参加 COP11 大会的代表和决策者们提交您对这些问

题的看法。您在参加 WWVIEWS 活动时，可以对手册中所提出的方案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

点，并非只有支持这些方案才可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涉及到经

济、发展、公平公正等各方面，所以讨论也应面向普通民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政策制

定者、行业、专家和非政府组织。政治家们的决策决定着地球的未来，而作为公民的您

承担着这些决策的相应后果。因此，您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阅读本手册：本手册有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生物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的

现状、衰退情况以及多样性丧失造成的影响。此外，还将介绍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

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章介绍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如何影响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以及阻止自然环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可

行方法。第三章介绍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积的 2/3，其生物多样性和渔

业是紧密相关的。您将会了解到如何阻止鱼类资源减少，如何保护珊瑚礁，以及建立海

洋保护区时所面临的困难。第四章介绍责任和惠益共享。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筹集资金和

合理使用资金是 COP11 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另外，《名古屋议定书》也是大会的讨论

议题。《名古屋议定书》是 2010 年通过的一项国际协议，该议定书规定了利用遗传资

源所产生的利益要与资源原产国公平分享的制度机制。 

本手册的内容是从全球科学家们的报告中搜集并整理出来的。多年来，科学家们一

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以确定大自然的运行机制以及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人

类活动的极限。科学家告诉我们了解的和我们不了解的，在这个基础上由我们决定去做

些什么。 

这本手册是如何制作的：本手册由 WWVIEWS 项目组织协调，BIOFACTION 公司（涉

及科研和科学传播的公司，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与丹麦科技委员会合作完成。

由科学顾问委员会来复核。 

维也纳 

2012.6 



 

 

 

1. 生物多样性引言	

本章对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概述，对手册中使用的重要术语和提出的问题做出

解释。结合相关的政治活动，对过去 30 年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及其相应后果进行

描述。本章也将从个人、国家和全球层面对生物多样性的效益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后

果进行评价。 

1.1.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描述了地球上生命形式的丰富多彩，它涵盖了陆地、淡水和

海洋中的所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生物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遗传基因、物种

和生态系统。（见框 1.1） 

地球上可能有 1-3 千万种不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分布在地表、土壤、淡水以及

海洋之中。迄今为止，大约有 200 万种物种是已知的并已被科学描述。科学家们每年会

发现大约 1.5 万种新的物种。有些物种分布在世界各地，而有些却极为少见。有些物种

仅分布在特定的区域。例如，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袋鼠，而它们在地球上

的其它地方并未被发现。已有记录显示许多濒临灭绝的植物都是分布在某个单一的地域。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的生物、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以及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例

如在海洋中， 初只有一些微小的能够利用太阳能的植物性微生物（浮游植物）。这些

浮游植物被小动物吃掉，接着这些小动物被大的动物（如各种鱼类、爬行动物、哺乳动

物）吃掉。海藻、鱼类、海鲜是全世界几十亿人口的食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很

多人以海产品为主食。因此生物多样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拥有非常多的物种数量的地区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只

有未经人类涉足的荒野才拥有物种的高度多样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一直影响并

框1.1:生物多样性存在的三个层级： 

1) 遗传基因是构建物种的蓝图，它决定了一个物种会长成什么样子，生活在哪里以及如何繁

衍。同一物种的各成员之间遗传基因比较类似。 

2) 物种指一种动物、植物、细菌，例如蜜蜂、酵母、大赤袋鼠、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同一物

种的成员拥有该物种的大部分遗传信息，可以繁殖后代。 

3) 生态系统是指某一个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一起生活相互影响的区域，例如一片湖泊，一片

森林，一座珊瑚礁，一片沙漠。 



 

 

管理村落周围的环境，像农田、森林和草原。经过精心管理的这些绿色环境中常常生活

着各种各样依赖于这个环境的物种。但是，在很多地方，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以及快

速增长的人口，严重威胁着这些景观以及人们维持它们的知识和实践。 

	

图1.1 有些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有些地区相对贫乏。本图展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

布情况。不同的颜色代表每平方公里分布的植物物种的数量。（来源：Barthlott et 
al., 1999，略加修改。） 

1.2. 生物多样性惠益	

生物多样性有其自身的价值。几乎世界上每一种文化无论从传统、信仰、精神，教

育、卫生或娱乐等方面而言，都体现了对大自然、土地和生命的珍爱。人类同样也依赖

于生物多样性以及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 

物品 

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一起构建成具有生态功能的生态系统，例如

森林、淡水、土壤或海洋。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健康的生态系统不仅可以提供物品如

食物、纤维、木材和燃料，还可以提供药品和新鲜的饮用水。由于大多数农作物和家畜

来源于野生近缘种，因此生物多样性也是培育作物和牲畜新品种的来源。来源于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的天然化合物可用于生产治疗人类疾病的新药。 

服务 

由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服务（生态系统服务）通常被认为是免费的，同时也是必不可

少的。例如，微生物可以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绿色植物可以产生氧气。雨和风可以将

岩石转化为土壤，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和其他生物使土壤变得肥沃。海洋覆盖了地球

表面将近 3/4 的面积，不仅拥有大量的水资源，还拥有塑造地球表面生态系统的能力。

海洋可以进行远洋运输，控制全球气候，还可以提供食物。海里的一些小的藻类也能够

产生大量的氧气供陆地动物呼吸。同时，燃料燃烧产生的碳也会被海洋吸收并储存起来。 

千百年来，海滨吸引了许多人。海滨周围的植物和动物可以储存并制造许多可利用

的营养物质，并过滤河流和小溪的污物，有助于保护海岸不被暴风雨侵蚀。来自于海岸

带的鱼、海鲜和海藻可以供人类和动物食用；它们也可以为人们提供肥料、药物、化妆

品、日用品和建材。珊瑚礁是“海洋的雨林”，可以提供鱼类资源、抵御自然灾害、调



 

 

节气候。有五亿人在经济上依赖于珊瑚礁。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岛国主要依赖

于珊瑚礁生态系统获取食物和维持生计。 

图 1.2：（左）蜜蜂在授

粉。（来源：Gurling 

Bothma，2012） 

（右）案例：当蜜蜂被农药

杀死后，农民开始在果园里

进行人工授粉。（来源：Li 

Junsheng）	

1.3.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	

2012 年出版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中强调了森林面积减少，淡水资源受到威胁，以及

沿海地区的环境污染。在过去 30 年里，全球生物多样性降低了近三分之一，并且还在

持续下降。多达三分之二的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根据 2010 年《地球报告》，生物

多样性主要面临五方面的威胁，均由人类活动引起。  

 生态系统破坏和丧失：森林、湿地或山脉的永久变化往往不利于野生动植物生存。 

 野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如果人类过度采集动物和植物作为食物或用作其他方面，

物种就会消失。无限制地捕鱼、狩猎和砍伐会导致资源过度开发。 

 水污染：过多使用化肥使得淡水和海洋系统富营养化。此外还有来自于城市、工

业和采矿产生的废物污染。 

 气候变化：农业、矿物燃料的燃烧、森林砍伐和工业生产释放温室气体，导致全

球陆地和海洋温度升高。例如分布在珊瑚礁、北极冰原或高山地区的动植物往往

不能应对这些快速变化的升温情况。 

 物种入侵：在一个地区引入原本不属于本地区的物种，新来的物种有时候会迅速

扩散并取代本地的原始物种。 

图 1.3：从 1980 年到 2010 年，鸟类、

哺乳动物、珊瑚和两栖动物的物种数

量减少情况（来源： IUCN，2012） 

 



 

 

1.4.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写为 CBD） 是

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于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上签署。公约签署之时正值地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 192 个国家和欧盟签

署了这份公约。公约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组成成分的可持续利用，

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共享遗传资源的惠益。美国没有签署这一公约。 

在 2012 年 10 月，CBD 的所有成员国将在印度召开第 11 次缔约方大会（COP11），

讨论如何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二十个目标——又称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已在

2010 年名古屋召开的 CBD 缔约方大会第 10 次会议（COP10）上一致通过。根据 COP10

制定的协议，这些目标应该在 2020 年完成，目前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为了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同的政治措施正在讨论中，具体包括制定法律、征税、

禁令、罚款、标准、补助、奖励或赔偿。 

1.5. 了解民众对生物多样性看法的必要性	

生物多样性丧失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体现在好几个层面上：个人、家庭、村庄或城镇、

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作物产量下降、捕鱼量减少、饮

用水减少、愈加频繁的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土壤水分和养分流失、旅游景点破坏。这

些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极端地保护或恢复生物

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失业、工作环境和生活或饮食等方式的强制性改变。甚

至有些人可能丧失了生存手段，例如，被禁止捕鱼的渔民。如果将更多的税收用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那么其他方面，如社会保障、提供就业、卫生服务、教育或研究与开发，

相应的投入就会减少。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不受欢迎的举措。 

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制定国际条约是必需的。许多生

态系统跨越不同国家；在公海捕鱼基本不受管制，贸易也是国际性的。在地球一侧产生

的污染可能会影响另一侧的某些地区。同时，由于国家和行业利益的不同、以及受不同

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影响，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全球性的、透明且

民主的协议。2012 年秋天将要在印度召开的第 11 次缔约方大会（COP11）上，在讨论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时，专家、决策者和施压集团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一些公开的

问题包括：谁对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负责？如何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界如何保持平衡？我们是否需要法规？我们能否使人们自觉地遵守有

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规范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制定一些新的法律和经济法规？ 

普通公民是第一个也是 后一个被国际决策所影响的对象。要求公民参与讨论可以

听到更多的普通民众的心声，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明确哪些政治措施会受到公众

的支持，那么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2. 陆地生物多样性	

在陆地上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类型的自然区域，如森林、草原、湿地或沙漠，为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本章我们将讨论三个生物多样性问题：自然区域的保

护，自然区域的丧失和自然区域转换成农田。	

2.1. 自然区域的保护	

历史经验表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基本保持自然区域的完整性，如

某些热带雨林或草原。这些地方往往由许多植物和动物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而且很少

受到人类的影响。在这里生物可以获得庇护的场所，物种可以进行迁移，在自然过程的

作用下逐渐形成一个和谐景观。保护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保护区类型已经存在了约

140 年，例如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往往受到严格的监管，人类的影响和

经济活动是有限的。大部分的人类活动，如伐木、狩猎、农业、采矿业或人类居住是被

禁止的。这些地区需要实施良好的管理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护区对人类也很重要。联

合国报告显示，它们为接近 11 亿的人口提供生计。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城市需要

从这些地区获取饮用水，许多用于改良现有作物品种的重要野生植物都来自于自然保护

区。 

到 2010 年，世界上有超过 15 万个保护区，覆盖了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12.7%）。

保护区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但由于很多保护区是孤立的或面积太小，并不能有效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些地区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生活着濒危物种的

地区或者是珍惜鸟类的栖息地，但是超过一半的此类区域并未受到保护，其余的区域情

况稍好，但是管理并不完善。生物多样性目标之一是到 2020 年保护区的数量和规模增

加到全球陆地总面积的 17%以上。这意味着，政府将需要建立更多新的保护区，或者扩

大现有保护区的规模。 

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设立新的保护区，往往会造成利益之间的冲突。一块土地

应该用于自然保护、人类居住、还是资源开发？保护自然往往与人类的生存产生冲突。

农民可能无法继续耕种田地，公司可能无法伐木、采矿或建立种植园，甚至无法修建人

们生活所需要的道路。很难确定人类利益和自然保护哪个应该被优先考虑。如果不征求

当地居民的意见而盲目制定政策，很可能无法在自然保护与当地人们生活需求之间取得

平衡。此外，大量的资金通常是必不可少的，用于建立和维持自然保护区，或者弥补农

民或其他人的损失。 



 

 

	
图 2.1：历年全球陆地保护区面积及 2020 年目标（来源：环境署-养护监测中心，2012） 

2.2. 减少自然区域的丧失	

尽管国际社会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上达成共识，但个别国家可能由于各种社会或

经济因素，仍旧需要砍伐森林来耕种作物、蓄养牲畜或满足木材需求。毕竟随着人口的

增长，开垦耕地和创造收益是重要的发展目标。	

一项国际协议的达成表示参与各国在普遍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需

要在实践中履行承诺。换句话说，国际协议必须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行动之中。如

何在实践中履行国际协议往往会产生一些问题。	

例如，有些人担心如果没有新的严格的法律，或退一步讲没有更好地执行现有的法

律，很难实现对自然区域的保护。有人认为法律干涉应该保持在 低限度，而依靠经济

（或“市场”）的手段解决效果会更好：减少发生在自然保护区的各种活动的盈利（如

狩猎、伐木、采矿），可能会比法律更有效地保护野生动植物。除了法律或经济手段，

其他政治措施也是可行的。例如，在所有的规划方案中考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或鼓励

当地居民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使公众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任何措施的执行都必须依赖于公众的支持。	

不过，也有些人认为使用法律的手段或者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措施来支持生物多样

性保护有些小题大做，因为还有其它更紧迫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么如果要根据国际协

议将承诺付诸于实践，在您的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何种措施以确保自然区域的保护？	

2.3. 自然区域转换成农田	

农业是影响生物多样性 明显的人类活动。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任何规划都必须要考虑到农业。农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负面效应的原因很多，其中

之一是持续转换自然区域为农业用地。	

今天，地球陆地表面积的 40%用于农业和畜牧业。世界资源研究所指出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自然地被不断地改造成农业用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预测，到

2050 年非洲和西亚的农业用地面积可能会增加近一倍，亚太地区增加 25%。这在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到森林。世界上现存的大型森林的五分之一可能成为农田和牧场。水土流失

会导致土壤肥力的丧失，尤其是在热带地区，这迫使当地农民不断地砍伐森林来开垦农

田。这些行为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的破坏，使得自然森林中的动植物丧失生存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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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各地区现有耕地面积（橙色）和可开垦为农田的土地面积（蓝色），如果要增加耕地面积，

必须把部分自然地开垦为农田。（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 

农业降低生物多样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农民需要尽可能地提高产量。这意味着田间

的其它植物被视为杂草，动物被视为害虫。为了获得高收益，许多地方不仅使用农药而

且还使用化肥和大型机械。如此密集的“高投入”农业的缺点在于，它不仅根除了自然

中许多物种，同时也造成了水土流失和严重污染。这会影响更多的物种，降低许多野生

动植物生存的机会。	

全球对粮食的需求正在迅速上升，联合国估计到 2020 年地球要养活 77 亿人。如今

已有许多人遭受粮食短缺的威胁。有些人认为，全球生产的食物总量是足够的，目前的

情况是粮食主产地分布不均所造成的。有些人认为期待更合理的全球粮食产量分配是不

可能的。 

另一个挑战是，许多国家的肉类消费量在增加。饲养牲畜来获得肉类需要大量的饲

料——如果把相应的土地用来种植植物性食物，则会获得与肉类相比 10 倍以上的食物。

因此，肉食代替植物性食物会增加对农作物的需求，从而不得不扩大耕地面积。 

因此，问题是要如何生产足够的粮食，同时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目前已经提出了

若干策略。例如，实行低密度低投入农业

以避免高投入农业的许多缺点，不过由于

产量较低，需要更多的土地。换句话说，

就必须将自然区域转换成农田。另一种方

案是改善现有土地上的农业，有以下两种

不同的策略。策略之一是应用新技术，如

采用更好的作物品种，用较少的投入增加

产量。但是请注意，应用新技术就需要专

门知识，其价格往往很昂贵。对许多农民来说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高投资。第二个策略是

采用较为传统的耕作方法，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例如实行农田轮作。这些做法也需要

大量知识，同时还需更多的劳动力，而这又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对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 

另外，有人质疑我们是

否真的需要破坏生物多样性

来增加粮食生产。我们可以

通过减少肉类消费，更有效

地利用资源，减少食物浪费

和采用更好的食物分配方式，

来降低粮食的需求量。问题

在于这个方案需要在社会经济、饮食行为等各方面做出改进和努力，实现起来可能会非

常困难，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有的策略都有其正面和负面作用。除了技术问题外，还有许多经济问题。例如，

为了推行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的农业体系，我们可以将自然区域转换成新的农田吗？当关

系到粮食生产时，是否仅仅把困难留给农民，还是消费者同样也有责任去保护生物多样

性？既要保证未来对食物的需求，同时又保护生物多样性，考虑以上这些问题对 终决

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海洋生物多样性	

海洋，其覆盖面积超过了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二，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本章

我们将探讨三个与海洋有关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过度捕捞、保护珊瑚礁以及在公海建立

保护区。 

3.1. 过度捕捞	

很早以前人类就开始从海洋获取鱼类资源。目前，全球约有 4900 万渔民，还有

2.12 亿与海洋相关的工作（例如船只修理、鱼类市场等）。总之，全球有 2.61 亿人直

接依赖渔业为生。 

1970 年,全球鱼类总产量为 6500 万吨；到 2000 年鱼类总产量增加了近一倍，达到

1.25 亿吨。其中 8500 万吨来自野生鱼类的捕捞，其余的来自于水产养殖（约 4000 万

吨，见图 3.1 水产养殖的一个例子）。如果没有养殖业而单纯靠捕捞，根本无法满足人

类的需求，因为全球的海洋捕捞量已经达到了上限。尽管有越来越多装备先进的渔船从

事捕鱼业，但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声称，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全球的野生鱼

类捕捞量就没有增加过。 

 

图3.1：利用浮箱（如图）或人工湖进行鱼类和其它海产品的养殖（来源：FAO，2012） 

海洋的开发利用 

不可持续的捕捞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些捕捞行为包括海底拖网（沿着海底拖

拽一个开口的笼子,破坏海底的野生生物群落）、在珊瑚礁附近使用毒药和炸药、以及



 

 

部分渔具会无意间错杀海鸟或者捕获海洋哺乳动物。人类的捕捞行为改变了许多鱼类的

种群分布和大小。许多渔业区及资源区的捕捞行为已超出了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极限。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报道，过度捕捞已成为威胁海洋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

性的一个 显著因素。到 2000 年，已有四分之三的海洋鱼类资源处于过度捕捞、资源

枯竭或过度开发状态。世界上 16 个主要捕鱼区域中已有 12 个区域的捕鱼水平低于其历

史 大值。 

 

图 3.2：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海洋处于过度捕捞状态（FAO，2010，修订） 

发展可持续渔业 

可持续渔业是指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捕鱼，以使鱼类的种群数量保持长期稳定。在

许多国家，捕鱼量是由许多利益相关者经协商来制定的，例如企业、渔民和科学家。避

免过度捕捞是生物多样性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但渔业界和科学界对每年可捕捞鱼量通

常持有不同观点。例如，欧盟委员会声称，近些年来欧洲所允许的捕鱼量超过了科学家

建议值的 40%。与科学家不依靠捕鱼为生相反，渔民当然希望得到更高的准许捕鱼量。 

图3.3：顺着海洋食物链捕

鱼。随着处在食物链顶端

的大鱼被捕尽，渔民只能

去捕捞处于食物链低端的

小鱼小虾（来源：Pauly	，
2003） 

捕鱼产能过剩和补贴 

现在有太多的船只去捕获极少的鱼。早在 199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发现，世界

上总的鱼类捕捞量是可持续渔业所能承受量的两倍。随着以捕鱼为生变得越来越艰难，

有些政府实施对渔民发放补贴或者减少税收的政策。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渔船

出现，使得以渔业为生更加艰难。捕鱼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不仅威胁渔业资源，同时对

渔民自身也造成不良影响。渔民之间不断地竞争，然而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欧盟委员会、中国、越南和日本试图减小他们过度庞大的捕鱼船队，而在其他国家

例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他们的捕鱼船队却仍在壮大。为了将捕捞能力调

整到可持续渔业所允许的范围，应建议停止使用公共资金建造或改良船只。无论如何，

渔民总要活下去。 

3.2. 珊瑚礁	

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  

珊瑚礁是海底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动物和植物

的骨骼构成的石灰岩结构。珊瑚礁有“海洋中的

雨林”之称，属于地球上 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珊瑚礁的总面积还不到世界海洋面积的 0.1%，大

概是法国面积的一半，但是它们却为世界上四分

之一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包括鱼类、海鸟、

海绵以及其他所有的海洋生物。珊瑚礁主要分布

在热带浅海水域。珊瑚礁为旅游业、渔业和海岸

带保护带来利益。经济学家们称全球的珊瑚礁每

年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达 3750 亿美元。 

 

图3.4：珊瑚礁的多样性和全球分布情况 

大多数珊瑚礁位于热带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沿海水域（来源：NASA，2012） 

珊瑚礁面临的威胁 

珊瑚礁系统是脆弱的。珊瑚礁正面临过度捕捞、过度开发以及城市和农业的污水污

染等方面的威胁。科学家声称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珊瑚礁已经被严重损坏甚至是损毁。

大多数的珊瑚礁分布在热带水域，而其周边所属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

护它们。保护珊瑚礁意味着落实和监督捕鱼禁令、减少污染、建立和部署生态旅游计划、

制定环保的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或控制珊瑚的病虫害等等。所有的这些措施都需要资金支

持。 



 

 

图 3.5：珊瑚礁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来源：地球海洋科学学院 SEOS，维多利亚大学，2012） 

3.3. 公海的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MPAs）是海洋中的自然保护区，它们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并为濒危的

物种和商业鱼类种群提供庇护所。目前，海洋保护区约占海洋总面积的 2%，相比之下

陆地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超过了陆地面积的 12%。生物多样性目标之一是将海洋保护区

的面积增加到海洋总面积的 10%。现在，大多数的海洋保护区分布在沿海国家的沿海水

域。而所谓的“公海”是指超过海岸 200 英里以外的海洋部分，那里的海洋保护非常有

限。增加海洋保护区的数量和大小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在领

海建立保护区那样在公海独立地建立保护区。 

 

图 3.6：需要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才能达到 2020 年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来源：联合国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UNEP-WCMC，2012） 

公海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占海洋表面积的三分之二，并且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显示，公海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包含了公海部分，

但此项公约关注的只是某些特定的方面，例如捕鱼、航海、污染或者水下开采，而不涉

及保护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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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距海岸 200 英里以外的公海（蓝色区域）不受地方法律的保护 

（来源：地球百科全书 EoE，2012） 

目前，公海中只存在极少数的海洋保护区。例如在 2002 年，相邻的意大利、法国

和摩纳哥签订了一项协议，在地中海建立海洋生物保护区。这些国家同意控制本国的注

册船只数量，但不干涉其他国家的船只。另一个例子是在南极洲冷水域建立的“南奥克

尼群岛海洋保护区”（South	Orkneys	MPA）。该保护区建立于 2010 年，禁止任何的捕捞

行为。共有 35 个国家参与该保护区的建立，并成立了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委员

会（CCAMLR）。公海区域的任何协议都只对签署该协议的国家有效；其它国家的权利不

受影响。这意味着签署协议的国家不能创建任何限制其它国家权利的规定。因此，目前

缺少一个新的国际公约（例如添加一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附加协议），使得公海的海

洋保护区工作非常困难。然而，创建一个这样的协议将会非常困难，它可能会限制渔船

进入重要的捕鱼区域，而且其执行也会非常困难和昂贵。 

  



 

 

	

4. 责任与惠益共享	

在全球化挑战的国际协商与谈判中，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例，常常会产生这样的问

题：谁对这个保护计划承担责任？由谁来提供资金？谁能从生物多样性中获利？谁会成

功以及谁会失败？ 

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复杂的议题，与许多重大目标息息相关。为了筹集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资金，2010 年达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协议，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怎样筹

集资金，以及如何保持、恢复和保护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 

4.1. 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到目前为止，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绝大部分资金是由全球环境基金（GEF）来提供。

该基金资助了各种与环境相关的活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的自

然保护行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自愿捐助（见图 4.1）。生物多样

性公约的缔约国大会（COP）确定了资金花费的原则与标准。从 2003 年起，全球环境基

金已经将大部分的资金（29 亿美元）投入到全球 2000 多个自然保护区上，保护面积达

到 634 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印度面积的两倍）。 

当前由全球环境基金、国家和政府以及其他方式提供的资助对于阻止全球生物多样

性丧失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国家都达成了共识。 

有些人认为应该把资金投入到其它更迫切的问题上去，有些人则认为生物多样性是

一项有益的长远投资。 

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金从何而来？ 

发展中国家经常负担不起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要的昂贵的资金，而发达国家也可能

不想再为全球环境基金捐助更多的钱。 

资金从何而来引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破坏

了本国的生物多样性，现在希望发展中国家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那么发达国家就应

该承担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另外一些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比较贫困，但是他

们也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做出贡献——也许不必与发达国家持平，但至少应该承担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已经自愿地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供了资金。一些人认为这个效

果非常好，所以没必要设置强制性义务来征集资金。其他人认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没

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自自愿捐助的资金并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法律规定支付义务。 

后一个问题是，资金是否仅仅应该来源于国家（即等同于纳税人）。此外，是否

有其它的筹集方式呢，比如由私营企业或者是消费者来支付？一条途径是从污染者或者

是消耗特殊资源的消费者那里收取费用，这将会导致越来越高的消费价格。反对者认为

这个方法效率很低，难以实施，而且会阻碍经济发展。  

4.2. 遗传资源的获取途径以及惠益共享：名古屋议定书	

公平公正地共享从遗传资源使用中获取的利益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三个主要目标之一。

也是实现其他两个目标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遗传资源”这一术语指的是所有生物体所携带的含有遗传信息的材料。生物的遗

传信息决定了生物个体的特性，并且可以将这种特性传递给下一代。遗传资源——连同

关于生物体的传统知识，其特性与适当利用——有益于科学研究，商业开发时会产生利

益，例如，新药的研制、更好的食品、工业用酶以及化妆品等等。 

与其它资源一样，遗传资源和与其相关联的存在于在土著与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

在世界上的分布并不均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大部分位于热带和/或发展中国家，

这些地区的遗传资源比较丰富。拥有技术手段的企业可以对遗传资源进行开发，而这些

企业通常来自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布现状导致了“生物盗窃”，

即企业在未经其它国家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属于这个国家的遗传资源，并且在商业利用上

与遗传资源的提供国没有任何的利益共享。 

名古屋议定书 

经过数年的磋商，在 2010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国大会上签署了一项

国际协议，即名古屋议定书（以达成协议的日本城市名古屋命名）。议定书规定了遗传

资源的获取途径，以及公平公正的分享遗传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益。这项协议是指作

为“提供方”的国家同意“使用者”使用他们的遗传资源，作为回报，“提供方”可以

共享“使用者”所获得的效益（见图 4.1）。协议同时声明，如果当地居民或组织提供

了有效传统知识来鉴定遗传资源，那么他们同样也应该受益。“使用者”指希望利用遗

传资源或者相关传统知识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者需要得到遗传资源所在国的允许，并且

同意资源提供方提出的惠益共享条件。 

 
图 4.1：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型。粉色箭头表示依靠生物多样性获得新产品，部分利益将会

回归到提供遗传资源的提供方，即遗传资源所在国（来源：CBD，2012，已修订） 



 

 

惠益共享实例 

卡 尼 （ Kani ） 部 落 生 活 在 印 度 喀 拉 拉 邦

（Kerala）的一处森林保护区中。一个来自热带植物

园和研究所（TBGRI）的科学团队到该森林考察，他们

的向导是卡尼部落的男子。在艰苦的跋涉中科学家们

发现，这些向导经常会吃一些水果，这使得他们精力

充沛。卡尼部族不愿透露水果的来源，称这是部落的

秘密，不能向外人透露。经过反复劝说，他们向科学

家们展示了此种植物。科学家收集了一些植物以研究

其性能。 后发现这是一种罕见的只在这片山林中生

长的植物。该植物有文字的记录，但其传统的使用和

特殊的功效却不为外界所知。TBGRI 的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植物的果实含有抗疲劳的物质，并用它们来生产

一种名叫“Jeevani”的药物。该药物对健康有好处，

能够减轻压力、缓解疲劳。TBGRI 决定，卡尼部族应该

得到药物销售收入的一半利益。这部分收益被用于成

立专门的信托基金，主要用来改善卡尼部族的福利并

促进他们的发展；同时该基金也支持其它针对卡尼部

族使用的植物资源的鉴别工作。 

惠益共享可以仅体现为金钱的形式，也可以体现为参与技术合作，例如双方合作研

究或是新技术的成果转化。由开发遗传资源而获得的惠益应该帮助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名古屋议定书将会协助建立相关的全球规则。 

 

 

图 4.2：卡尼族使用的植株

（上），名为“Jeevani”的新

药（下）（来源：维基百科，及

sanjeevaniherbals.com） 

名古屋议定书的适用范围和其局限性 

期望不久的将来，议定书可以获得 50 个国家的签署并生效。现在各国政府需要做

的是考虑怎样才能 好地履行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尽管名古屋议定书对于惠益分享方面设定了规则，但是对于那些在名古屋议定书之

前，由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或企业从发展中国家收集的无数的物种样本应该如何处理？

这些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又应该如何共享？对于这些问题，各国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

有些人认为，以过去的标准看来，这些样本都是以正确的方式收集的。对这些样本采用

新的名古屋议定书的规则，就如同在制定高速路限速规则之后，对以前超速驾驶过的司

机进行处罚。另一些人认为，这些标本被采集的国家可以依旧被视为原料的拥有者，他

们应该获取一些利益。 

另一个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名古屋议定书并没有涉及公海的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鱼

类，海藻和真菌等）。这些资源并没有所有者（“提供者”），而且对于任何人都是免

费的。目前海洋遗传资源仅被少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公司所利用。 

“公海自由”是传统公认的原则，一些人认为公海自由本身就是公海的特性，需要

继续保持下去。另一些人认为，公海的遗传资源属于整个人类，因此任何来自于公海遗

传资源的经济利益都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缩写	

ABS: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获取与惠益共享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生物多样性公约 

CCAMLR: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南极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公约 

FAO: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is a United Nations Organisation，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GEF: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全球环境基金 

MPA: Marine Protected Area，海洋保护区 

TBGRI: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热带植物园与研究所 

UN: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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