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同大家以视频方式相聚昆

明，共同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
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
可持续发展。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具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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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
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
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
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
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
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
影，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恢复经济和保
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要

帮助和支持。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
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
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的地球家园。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
望的时代。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了
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
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我们要解决好工业
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
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
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 优 势 ，使 绿 水 青 山 产 生 巨 大 效 益 。
我们要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我们要心系民众对美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实 现 保 护 环 境 、发 展 经
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
增 强 各 国 人 民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
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
则，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设立新的
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
衡 ，使 全 球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更 加 公 平
合理。

各位同事！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前段时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
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

的成果。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 、共 享 的 新 发 展 理 念 ，建 设 美 丽
中国。

在此，我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
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
体系。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
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
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

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
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
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
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
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第一期装机容量约 1 亿
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

各位同事！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 。 生

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
丽的世界！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1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本报记者张倩10月12日昆明报道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2 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领
导人峰会时提出，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
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同时，中国正式设立三
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对中方的重大举措表示赞赏。

WWF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表示：
“ 中 国 率 先 承 诺 建 立 生 物 多 样 性 基 金 ，支 持
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事业，WWF 对此
表示欢迎和赞赏，出资承诺将有助于推动谈判
的进程。”

WWF 呼吁更多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并
与中国以及受援国一起，共同制定资金使用战
略。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巨大的
资金缺口，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消除对生物
多样性有害的补贴、推动全球资金流向“自然友
好型”转型等。

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正式设立
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
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类。

WWF 建议，在国家公园有关规划中，要对
人类活动和野生动物冲突热点地区进行监测调
查 并 设 置 预 警 机 制 ；将 人 兽 冲 突（Hu-
man-Wildlife Conflict）管理与国家公园总体规
划、建设类环境影响评估等规划评估体系相结
合，减少人类开发活动的负面影响；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共同参与机
制建设。

10 月 11 日 ，中 国 在 COP15 开 幕 式 上 接
棒成为主席国，备受各方期待。自 COP14 以
来 ，各 方 针 对“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与谈判。WWF 认为，
目前的“框架”草案尚未能全面体现“变革转
型 ”，尤 其 在 目 标 力 度 、执 行 机 制 、资 源 调 动
以 及 解 决 造 成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的 驱 动 因 素
等方面，仍缺乏“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所需
的 雄 心 与 力 度 。 期 待 中 方 充 分 发 挥 主 席 国
的 领 导 力 ，推 动 各 方 在 明 年 4 月 达 成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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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COP15特别报道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10 月 11 日在云
南昆明召开，作为 COP15 的主办城市，昆明提出减碳措施，打造低碳高效的
大会。在会场里，使用智慧办 公 App 系 统 ，参 会 嘉 宾 使 用 二 维 码 下 载 参
展资料，可减少纸张的浪费。会议新闻中心配备有大会专门定制的陶瓷
马克杯，可以在会场任何一个饮水点反复续杯，减少塑料水瓶和一次性纸杯
的使用。 本报记者张黎摄

◆本报记者张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2 日下午以
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
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昆明《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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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结束后，COP15 新闻中心第一
时间举行国家主席讲话精神专家见面
会，在会上，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
心主任高吉喜阐述对主旨讲话的深刻
理解。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屋建瓴，向全
世 界 发 出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最 强
音。”高吉喜表示，主旨讲话内容丰富，
传递的信息令人振奋。

在高吉喜看来，主旨讲话的要义可
概括为四句话：一是精辟论述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二是分享了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做法和经验；三是指出了全球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向
和路径；四是向全世界宣布了我国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重 大

举措。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主席的

论述非常精辟，一是指出人与自然应和
谐共生，当人类合理利用、保护自然的时
候，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
发、粗暴掠夺自然的时候，自然的惩罚必
然是无情的。我们要充满敬畏之心，顺
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

习近平主席对人与自然的第二点精
辟论述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
济财富，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需
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分享了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做法和经验。长期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
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工作，并取得
了巨大成效，其中很多做法值得国际社
会借鉴。

如中国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制定了非常多且可操作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针对
性地开展生物多样性就地与迁地保护
等。此外，我国在一些生物多样性丰富
的地区，开展了生物多样性扶贫，帮助这
些地方的百姓脱贫致富，探索生物多样

性保护性模式。
主旨讲话还指出了全球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一是以
生态文明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是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
续发展；三是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四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
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在高吉喜看来，这四条路径掷地有
声，既符合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又
彰显了公平正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指明了方向。“我想一定会在全球得到
巨 大 反 响 ，得 到 国 际 社 会 的 肯 定 和 支
持。”

他也进一步阐述，主旨讲话向全世
界宣布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应 对
气候变化的重大举措。一是成立生物
多 样 性 基 金 ，支 持 发 展 中 国 家 保 护 事
业，呼吁各方支持；二是构建以国家公
园 为 主 体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宣 布 设
立一批国家公园，建立植物园体系；三
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行
1+N 举措。

“这三点既体现了我国保护生物多
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决心和信心，
又体现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支持
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必将得
到全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赞许。”高吉
喜说。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阐述对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的深刻理解

向全世界发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强音

◆本报记者张黎

在 10 月 12 日下午聆听了 COP15 领
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讲
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
长张永生认为，主旨讲话有着深刻的内
涵。讲话站在历史的高度指明人类的发
展方向，并且基于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实
践和经验，提出四大倡议，做出重要的宣
言承诺，相信这会极大提振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信心，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
和可持续发展的进步。

张永生说，首先，习近平主席站在历
史的高度思考人类永续发展的前途和命
运，他用朴素的语言阐述了人类发展背
后的深刻道理，那就是如果人类善待自
然，自然就会慷慨地回报，如果无序开
发，粗暴地掠夺，就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
惩罚。这个道理非常朴素，但是要建立
起发展道路和机制，非常不容易。这背
后涉及价值观念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
辑。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的努力
和探索，十分艰辛。我们付出过代价，也

历经反思，才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
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永生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
点倡议，是中国艰辛探索的智慧结晶，是

关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这个新的提法，这实际上是向
全世界分享中国的智慧经验。我们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进行绿色转型，实际上就

是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跳出传统的、不
可持续的工业文明的束缚，以全新的视
角对发展质量进行定义。

第二个倡议就是以绿色转型为驱
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显然，绿色转
型是更有效率的经济，同时强调的全球
可持续发展概念，实际上是两个共赢的
概念，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可以
共赢，另一个就是国与国之间可以共赢。

第三，我们要通过践行生态文明，彻
底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
高人民的福祉，经济增长是手段，但现在
全球都出现了发展的手段和目的本末倒
置，高增长并没有给很多国家带来高福
祉，而且环境不可持续。因此，中国的新
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等概念背后，是一场
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

张永生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
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承诺，也揭示出，气候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是同根同源，我们需要
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问题。此外，生物多样性和碳中和问
题都应该纳入整体布局，才能相互促进。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认为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内涵深刻

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新提法是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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