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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纪念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土地退化谁能独善其身？
土壤是植被和农业的基础。森

林需要土壤才能生长，我们需要土

壤来生产粮食、饲料、纤维、燃料和

其他诸多产品。土壤中还蕴藏着世

界 1/4 的生物多样性。土壤是碳循

环中的关键因素，它能够帮助我们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土壤有助于

水资源管理和加强抵御洪水、干旱

的能力。

土壤的多重作用往往被忽视。

土壤不能发声，而且很少有人站出

来为其说话，但它是我们粮食生产

中的无声盟友。我们需要健康的土

壤帮助我们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目

标，应对气候变化，确保全面可持续

的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若
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

《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
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国际湿
地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二次缔
约方大会 6 月 1 日~9 日在乌拉圭埃斯
特角城举行。来自 168 个缔约方，以及

《公约》国际伙伴组织、联合国机构、其
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800 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湿地，为了我
们的未来”。会议通过了包括《2016~
2024 年战略计划》，为《公约》提供科学
技术咨询和指导的新框架，宣传教育、
参与和意识提高方案，《公约》湿地城市
的认证等在内的 16 项决议。这次会议
为加强《公约》与其他多边环境协议和
国际机制的协调与合作，以及为实际的
履约工作制定了路线图。

主要内容和机制

1971 年 2 月，在伊朗拉姆萨尔召开
了湿地及水禽保护国际会议，会上通过
了《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公
约》。这一公约是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组织下谈判达成的一项政府
间协议。

《公约》旨在通过国家行动和国际
合作，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湿地，为在
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公
约》于 1975 年 12 月 21 日生效。它为保
护和合理地使用湿地及其资源提供了
一个框架。

根据《公约》，缔约方主要有下列义
务：在加入《公约》时至少指定一个湿地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加强其保
护，并在以后继续指定其领土范围内其
他湿地列入此名录；缔约方应将湿地保
护纳入其国家土地使用规划中，促进其
领土范围内湿地的合理使用；建立湿地
自然保护区，在湿地研究、管理和守护
方面开展培训；与其他缔约方就履约事
宜进行磋商，特别是在跨境湿地、共有
水体和物种方面。

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决策机构，
每 3 年召开一次会议，其任务是：审议
缔约方递交的关于前 3 年履约状况的
国家报告，讨论履约情况和经验；审议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中的湿地状况，通
过有关湿地保护的技术和政策指导方
针以及进一步改善湿地保护和管理的
决议；讨论和通过 3 年《工作计划》和多
年《战略计划》；接受国际组织的报告，促
进国际合作活动；通过公约秘书处预算。

《公约》下的常务委员会代表缔约
方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缔约方大
会的决议管理公约。科学技术审议委
员会是 1993 年建立的《公约》的一个附
属机构。它为缔约方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秘书处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指导。

《公 约》秘 书 处 设 在 瑞 士 格 兰 德
IUCN 总 部 ，秘 书 处 成 员 在 法 律 上 是
IUCN 的职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

《公约》加入文书的保管者，但《公约》不
是属于联合国的一个多边环境法律文
书。4 个非政府组织，即 IUCN、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国际鸟盟和湿地国
际是《公约》的伙伴组织，合作推动《公
约》的执行。

1980 年~1990 年间召开了 4 次缔约
方大会和 1 次缔约方特别大会，对《公
约》的内容做出了修正和补充。

履约成就

《公约》是一个框架性的多边环境
法律文书，没有强制性惩罚条款。缔约
方通过各自国内的行动和国际合作，实
现湿地的保护。40 年来，它为保护全
世界的湿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主要
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约》现有 168 个缔约方，
已经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共有
2189 个湿地，占地约 2.09 亿公顷，其中
列入《蒙特勒记录》的湿地有 48 个。这
些湿地在《公约》框架内得到了保护。
40 年 来 ，《公 约》的 范 围 大 大 地 扩 展
了。开始时，保护和合理使用湿地主要
是为保护水禽栖息地，现在已经扩展到
与湿地有关的许多领域，不仅关系到人
体健康，而且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生物燃料和脱贫等全球议程上
的重要问题。

其次，在全球和区域召开了许多研
讨会和技术交流会，交流湿地保护的信
息和经验，推动了各国湿地的保护。制
订和出版了《湿地保护指南》、《拉姆萨
尔手册》、《拉姆萨尔工具包》和《合理利
用湿地手册》等指导性文件。这些指南
和手册对各国的湿地保护发挥了积极
作用。

第三，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
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
约》、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等发展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公约》下的活

动，提高了各国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
并将湿地保护同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相
联系，从而加大了保护的力度。

中国 1992 年加入《湿地公约》。此
后，从国家到地方湿地保护与履约管理
机构逐步建立，为湿地保护提供了组织
保障。中国政府认真履行《湿地公约》
规定的义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
恢复湿地。湿地保护立法工作全面推
进。2013 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湿地
保护规定》。14 个省（区）也出台了省
级湿地保护条例。中国还制订了湿地
保护的规划和计划。

全国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553 处，国家湿地公园 145 处，以湿地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的湿地保护网
络体系初步形成，湿地保护面积达到
1820 万公顷，占全国自然湿地总面积
的 50.3%。现已有 46 块湿地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总面积 405 万公顷。
主要江河源头及其中下游河流和湖泊
湿地、主要沼泽湿地得到抢救性保护，
局部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
湿地保护面积大幅增加。

问题和进展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约》履
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不够。
从全球范围来看，湿地保护还没有引起
人们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是一些国
家对湿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继续将湿
地用于工农业和房地产开发，因此湿地
仍在继续遭到破坏。多数多边环境协
议的缔约方大会有一个高级别部分，邀
请部长级官员参加，但《公约》没有这样
的安排。这也是各国对这个公约重视
不够的原因之一。

《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通过
了一个《宣传教育、参与和意识提高方
案》。它将有利于提高各国对湿地重要
性的认识，从而推动《公约》的执行。

第二，秘书处主管机构问题上存在
争论。《公约》是唯一的一个不属于联合
国管理的多边环境法律文书，IUCN 一
直是《公约》秘书处的主管机构。从第
九次缔约方大会开始，各国在继续保持
原来的安排，还是改由联合国来管理秘
书处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

一些国家主张由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作为秘书处的主管机构，但更多国家
还是主张秘书处由 IUCN 管理。经过
讨 论 和 协 商 ，最 后 大 会 决 定 保 持 由
IUCN 主管秘书处的安排，并要求常务
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缔约方
提出的问题。

第三，资金筹集困难。《公约》自己
没有独立的资金机制。由于它不是联
合国管理的一个多边环境协议，很难取
得联合国所属资金机制例如全球环境
基金的资金，因此经费比其他多边环境
协议更加困难。最近几年，由于全球金
融危机，发达国家对《公约》的捐款减
少，造成更大的困难。第十一次缔约方
大会通过的秘书处预算是零增长。由
于物价上涨等因素，预算实际是减少
了。这势必会影响《公约》的履行。

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关于
集资和伙伴关系的决议，强调通过将

《公约》的目标和其他多边环境协议的
目标相联系，利用其他资金机制例如全球
环境基金、清洁发展机制等，开展《公约》
下的活动。决议还强调从私人部门集资。

第四，与其他多边环境协议的协调
不够。湿地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等全球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公约》
同《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等全球环境协议的合作和协调十
分重要。虽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
些行动，但这种合作和协调仍然十分不
足。《公约》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等全球环境问题上的职责如何界定，
和其他法律文书如何分工，至今仍有许
多问题。

第 十 二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通 过 的
《2016~2024 年战略计划》和有关决议，
强调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加强
合作和协调。例如将湿地管理纳入《国
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强调
湿地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的作
用，将湿地保护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以此提
高《公约》的地位，促进它的履行。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是生物多
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是给人
类提供经济和社会重要资源的具有高
生产率的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由
于工农业生产和房地产开发等人类活
动，以及水文系统的变化，湿地面积不
断缩小，湿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履行《公约》，保护湿地，是人类面
临的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成功召开

《国际湿地公约》走过44年
夏堃堡

本报讯 在全球掀起气候行动浪
潮时，为期 10 天的第二轮联合国气候
谈判于德国波恩当地时间 6 月 11 日落
下帷幕。本轮谈判为推动年底巴黎气
候大会达成新的协议取得了进展，但
各方希望谈判代表在未来几个月加快
进度。

波恩谈判期间，七国集团“历史性
的声明”标志了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从煤炭撤资的决
定，以及瑞典宜家斥资 10 亿欧元支持
气候行动，显示了实体经济与有远见
的领导人已经明白实际行动是巴黎气
候大会取得成功的关键。

然而，谈判会场中的一些国家似
乎对会场外发生的实质进展视而不
见。作为 G7 成员国的日本与加拿大
公布的气候减排目标（INDC）对于实
现全球 2℃目标仍严重不足。

当然，过去两周中，各国谈判代表
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除了精简文本
外 ，国 家 间 增 进 了 互 信 ，提 升 了 对
ADP（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主席的信任
并授权其草拟用于下一步谈判的案文
文本，这避免了未来谈判陷入议程之争。

各方一致认为，距离巴黎气候大
会还有半年时间，各国政府需要采取
更进取的行动，推动年底巴黎气候大
会取得成功。 郭虹宇

本报讯 根据日前俄罗斯政府发
布的最新野生虎普查结果，过去 10 年
中，俄罗斯境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
经增长到 540 只。俄罗斯远东地区是
全 球 95%的 野 生 东 北 虎 种 群 的 栖 息
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俄罗斯
办公室主任伊戈尔·契斯丁说，据本次
普查数据，俄罗斯境内的野生东北虎
大约在 480 只~540 只，其中有大约 100
只幼崽。

最近在俄罗斯开展的反盗猎工作
对野生东北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非法盗猎
以及贩卖濒危动物和器官处以罚金也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成功的法
宝。在政策支持力度大的地方，如俄
罗斯和印度，我们都看到了惊人的成
果。”WWF 全球老虎生存计划总监麦
克·巴尔策说，“然而，东南亚地区政府
的政策支持力度仍然很弱，老虎生存
计划面临很大危机。如果不采取紧急
措施扭转这一现状，这些国家的野生
虎种群会继续衰退。”

在东南亚地区的野生虎分布国开
展普查工作迫在眉睫。马来西亚的专
家在今年年初指出，马来西亚的野生
虎 数 量 已 经 从 之 前 的 500 只 下 降 到
250 只~340 只。迄今为止，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
和越南的野生虎种群数量仍然不得而
知，亟须进行野生虎普查。

刘晓星

本报讯 由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
护合作中心主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协办的“中亚、蒙
古及中国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
绿色丝路建设”高层研讨会日前在北
京召开。

本次研讨会是上合环保中心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北京师范大学共同
实施的“蒙古中亚国家间南南合作：共
享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项目下的重
要活动，这一项目由中国政府资助，旨
在通过帮助蒙古和中亚国家地区进行
绿色经济范围界定，帮助域内各国提
高区域间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的研究
能力，与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共享
信息与知识。

会上，中亚、蒙古和中国各参会代
表交流了实现生态文明及绿色经济的
途径和方式，分享了发展绿色经济的
政策与实践经验，并且交流了绿色投
资方面的案例及成果。会议取得了积
极成果，增进了了解，并就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探讨。 郭婧

波恩气候谈判
取得进展
各方呼吁谈判加快进度

野生东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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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滴禾下土，收获盘中餐

本报综合报道 6 月 17 日是世
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今年的主
题是“通过可持续粮食系统实现所
有人的粮食安全”，口号是“汗滴禾
下土，收获盘中餐”。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荒
漠化定义为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
动在内的各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地区
的土地退化。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
问题，对全世界的生态安全、消除贫
困、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有 26 亿人
直接依赖于农业，而 在 农 用 土 地
中 ，中 度 或 严 重 退 化 的 占 52％ 。
土 地 退 化 影 响 全 球 15 亿 人 。 由
于 干 旱 和 荒 漠 化 ，全 球 每 年 失 去
1200 万 公 顷（相 当 于 每 分 钟 损 失
23 公 顷）土 地 ，这 些 土 地 本 来 可
以 生 产 2000 万 吨 粮 食 。 全 球 贫
困人口的 74％直接受到土壤退化
影响。

为加强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
1994 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
6 月 17 日 设 立 为“ 世 界 防 治 荒 漠
化和干旱日”。大会通过了《联合
国 防 治 荒 漠 化 公 约》。 这 一 公 约
已在世界各地饱受严重干旱和荒
漠 化 困 扰 的 国 家 ，尤 其 是 非 洲 国
家实施。

今年的全球纪念活动 6 月 17 日
在米兰世博会上举行，《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全球机制联合意大利政
府及其他潜在合作伙伴共同筹办了此
次活动。有兴趣的国家特别是参加博
览会的干旱地区国家获邀参加活动，
他们还受邀在各自的展馆内开展这一
天的纪念活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致辞中说，土地
退化和荒漠化会削弱人权，首先是食
物权，而保障全世界所有人享有食物、
水 和 安 全 的 权 利 是 完 全 可 能 的 。 但
是，人类必须改变现有的土地利用方
式，保护能够提供粮食或淡水的每公
顷土地，避免土地继续退化，同时竭尽
所能恢复退化的土地。

根据《2014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
况》报告，2012 年~2014 年间，全世界约
有 8.05 亿 人 缺 乏 足 够 的 有 营 养 的 食
物，其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发展中国
家。虽然全世界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下的消除饥饿目标方面已有了显著进
展，但各区域间和国家间的进展并不
平衡。

消 除 饥 饿 需 要 一 个 涉 及 经 济 发
展、营养摄入和自然灾害管理等多方
面的解决办法，而土壤对于消除饥饿
至关重要，毕竟人类摄入的食物超过
99.7%来自土地。对生产性土地的竞
争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而日趋激烈，
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会越来越短缺。
因此，需要恢复退化的土地，以保障粮
食安全。

饥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干旱地
区尤为严重，这些地区的土地蓄水能
力差，且极易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的
影响。干旱地区的绝大多数人靠当
地产出的粮食为生。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在消除饥饿方面已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其营养不良人数仍居于全
球首位。

2015 年同时也是联合国确定的
“国际土壤年”，设立“国际土壤年”的
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土壤在粮食安全
和生态系统功能方面重要作用的认
知和了解。

为引起人们对土壤的重视，通过
可持续粮食系统实现所有人粮食安
全，联合国呼吁：在全世界尤其在粮
食短缺日益严重的干旱且脆弱地区，
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及适应不断变化
的气候，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确保爱
护环境且为数百万家庭尤其是最贫
困家庭提供粮食的小农户能够获得
技术和土地权。通过借鉴最佳实践，
实现维持生态和保障消费的土地利
用的平衡。加大对可持续土地利用
做法的投资，以使建立可持续粮食系
统成为常规做法。

此外 ，联 合 国 认 为 ，荒 漠 化 对
受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平及稳定的
影响虽未显现，但切实存在。应采
取更有效的行动，以应对粮食和水
资 源 短 缺 以 及 因 环 境 而 被 迫 移 徙
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