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的任务分工》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方案》的通知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广电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新华社，中科院，海洋局，中医药局，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

社：

　　2012年6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主席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的任务分工》（以下简称《任务分工》）

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方案》（以下简称《十年方案》）。根据会议要求，现将《任务分工》和《十年方案》印发你

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各部门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密切配合，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要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中本部门承担的任务，制

定具体措施，加强协调，积极推进。在《十年方案》确定的总体思路和年度行动框架下，结合年度主题，精心策划部门年度行动，周

密安排，突出亮点。请各成员单位及时将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反馈我部。

　　联系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秘书处　蔡蕾　张文国

　　联系电话：（010）66556328，66556309

　　传真：（010）66556329

　　附件：1.关于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的任务分工

　　　　　2.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方案

　　

二○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主题词：环保战略与行动计划任务分工方案通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监察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扶贫

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

　　

 

　　

附件二：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方案

　　联合国第65届大会第161号决议宣布2011-2020年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希望各成员国采取行动，推动实现2020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要求各缔约方保留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国家委员会，统筹指导相关活动。

　　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已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作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

　　为响应联合国大会决定，彰显我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推动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20

年）》（以下简称“战略与行动计划”），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巩固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行动成果，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为契机，以贯彻落实“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全球《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为主线，分年度突出主题，开展活动，全面履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

性，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十年方案结合“战略与行动计划”的3阶段目标，10个优先领域，30个优先行动和39个优先项目编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相关规划（即“主流化”）；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强化就地

保护，合理开展迁地保护；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建设；促进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推进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

统知识惠益共享；提高应对生物多样性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二、年度行动框架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606/W020160601563331961963.pdf


　　年度行动拟呼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目标和每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和主要活动，结合中国实际，围绕推动实

施“战略与行动计划”，分年度每年确定一个行动主题，设计并组织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和活动，推动解决1-2个领域的突出问题。宣

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和积极成效，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表明中国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坚定信心。

　　行动主题和年度行动方案由国家委员会确定，各成员单位分头组织实施。未来十年的行动主题应考虑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点，同时与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年度主题相呼应，每年确定一个主题重点推进。十年拟开展的十大主题为：

　　主题一：生物多样性与我们的行动，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和草原。

　　启动实施“战略与行动计划”，落实分解相关任务，建立目标责任制。呼应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主题，组织

开展森林、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发挥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主题二：生物多样性——推动绿色发展，改善海洋生态。

　　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阐释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明确生物多样性是维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资

源，是重要的自然生产力，是支持绿色发展的基础，必须在发展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绿色发展。组织开展海

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呼应我国“走出去”海洋战略，认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普查，建设海洋

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国家海洋公园，加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解决海洋保护开发利用面临的突出生态问

题，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挥海洋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

　　主题三：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优化保护区布局，建立目标责任制，强

化监管，完善执法体系，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和保护质量。

　　主题四：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

　　通过推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开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监测技术，开发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

多样性影响的监测技术，开展典型生态系统监测；促进提高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水平，建设物种迁徙廊道，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

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评估生物燃料生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提高我国保护生物多

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水平和综合能力。

　　主题五：生物多样性与减贫示范。

　　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减贫和脱贫任务繁重，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突出。通过生态补偿和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导向的减贫示范，探索

保护和发展双赢的模式，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加强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改善和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推进“战

略与行动计划”与《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协调配套实施。

　　主题六：生物多样性与优先区域保护。

　　“战略与行动计划”中确定的32个陆地优先区域面积约232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4%，涉及全国885个县，是我国生物

多样性资源的根本和基础。通过开展试点示范，推动实现“一区一策”等优先区域保护的有效方式。

　　主题七：生物多样性与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组织开展生物资源调查、评估、监测和出入境执法检查等专项行动。提升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检验检疫能力，加强生物物种资源

检验检疫技术支撑体系和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检验检疫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检验鉴定资源及

信息共享平台。规范物种资源采集、运输、利用和出入境等活动，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与丧失及生物入侵。

　　主题八：生物多样性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

　　重点围绕我国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开展活动。突出民族医药和中医药资源保护与传承，推动基础调查，在加强相关权益保

护的同时，开展传统知识的整理和文献化等工作。

　　主题九：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

　　外来物种入侵和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是生物安全领域两大突出问题，也是生物多样性两大重要威胁因素。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立

法监督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解决外来物种入侵和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

　　主题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管理。

　　推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系统方式管理。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以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划分，探索生态系统管理新模式，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科学发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各地依托生物多

样性保护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委员会，制定行动方案，协调相关行动，抓好组织实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环境保护部，负责组织

拟订年度计划，做好任务分工、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

　　（二）保障资金投入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