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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0 

关于平台 2030 年前滚动工作方案其他 

内容的请求、意见和建议 

关于平台 2030 年前滚动工作方案其他内容的请求、 

意见和建议 

  秘书处的说明 

  导言 

1.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平台）全

体会议在 IPBES-7/1 号决定第二节第 8 段中决定在第九届会议上重新审议收到

的供该届会议审议的请求、意见和建议，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进

行第二次全球评估以及对生态连通性进行评估，并请执行秘书将这一事项列入

第九届会议议程。 

2. 全体会议在同一决定中决定呼吁就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请求、意见和建

议，以便全体会议第十届会议审议，并在同届会议上审议是否需要发出进一步

呼吁和何时发出呼吁。 

3. 以下各节提供了信息，介绍背景情况和 2030 年前可能开展的评估时间表

（第一节和附件一）、全体会议第七届会议前收到的关于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请求（第二节）和关于生态连通性评估的请求（第三

节），以及全体会议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可能采取的行动（第四节）。第二次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以及连通性专题评估

的相关要点分别载于附件二和附件三。 

 

* IPBES/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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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情况：2030 年前可能开展的评估时间表 

4． 全体会议在 IPBES-6/2 号决定中请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在秘书处的支

持下正式呼吁针对短期优先事项和长期战略需求提交请求、意见和建议，并汇

编收到的答复，作为制订生物多样性平台 2030年前工作方案的依据。执行秘书

根据该决定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发出了正式呼吁（EM/2018/14 号通知），多学

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则在关于就平台下一份工作方案的短期优先事项和较长期

战略需求所提请求、意见和建议确定优先顺序的报告（IPBES/7/6/Add.1）中汇

编了收到的回复。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在报告中将收到的回复分为五大主

题： 

(a) 主题 1：促进生物多样性，以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b) 主题 2：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和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

愿景所需的转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c) 主题 3：衡量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影响和依赖； 

(d) 主题 4：连通性； 

(e) 主题 5：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压力、现状和趋势。 

5． 全体会议第七届会议在 IPBES-7/1 号决定中通过了平台 2030 年前滚动工

作方案，方案将前三个主题列为“初步优先主题”，具体如下： 

(a) 了解生物多样性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重要性； 

(b) 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和实现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所

需的转型变革的决定因素及各种备选方案； 

(c) 衡量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影响和依赖。 

6． 工作方案列入以下三项评估作为这三个主题下的可交付成果：关于生物

多样性、水、粮食和健康之间相互联系的专题评估（关系链评估）、关于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和转型变革的决定因素以及实现 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

的备选方案的专题评估（转型变革评估）以及关于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对

人类的贡献的影响和依赖的方法评估（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虽然如此，

但全体会议决定在第九届会议上重新审议及时收到、供该届会议审议的请求、

意见和建议，包括关于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和生态连通

性评估的请求、意见和建议。 

7． 全体会议在 IPBES-8/1 号决定第二节第 1 和第 3 段中核准开展关系链评估

和转型变革评估，供全体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审议。 

8． 全体会议在 IPBES-7/1 号决定第二节第 4 段中批准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

估的范围界定工作，供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审议，并决定考虑采用快速模式 ，

在两年内开展这一评估。将邀请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就评估的进行、包括评估

的时间表作出决定。正如介绍关于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影

响和依赖的方法评估的范围界定工作进展情况的 IPBES/8/INF/7 号文件所述，

有人建议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启动推迟到全体会议第十届会议，原因是

有各种资源限制，以及要避免将三项评估（包括关系链评估和转型变革评估）

的核准工作安排到全体会议第十一届会议进行（见该文件附件一中的指示性时

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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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生物多样性平台的既定做法，原则上，在任何时间点编写的评估不

应超过三份，全体会议任何一届会议上只应审议一份评估。此外，建议在可能

的情况下，在决定开展评估和开始评估前留出一个闭会期间，用于设立技术支

持单位和甄选专家，以便评估专家组充分利用为评估分配的时间。 

10.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可在

全体会议第十一届和第十五届会议（暂定分别于 2024 年和 2028 年举行）之间

进行，范围界定工作在全体会议第十届会议（预定 2023年 4月/5月举行）和第

十一届会议之间进行。这一时间表将可以让第二次全球评估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以便审查拟作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部分设立的 2030 年具体目

标和 2050 年目标的进展。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获得通过后，将需要

确定这一评估的确切时间表。 

11. 该时间表还将使第二次全球评估能够借鉴关系链评估和转型变革评估以

及企业与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成果，并可借鉴全体会议可能决定启动的任何较短

期重点评估的成果。 

12.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获得通过，可能会导致需要对具体的专题

或方法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评估，这将有助于框架的监测和执行工作。

考虑到关系链评估和转型变革评估的范围都很大，且第二次全球评估也可能同

样很全面，生物多样性平台不妨将其剩余能力集中于范围较窄的专题或方法评

估。任何此类评估都可以作为只有一个审查期的快速评估进行，并以多学科专

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为依据，而不是在其他范围界定专家协助下全

面开展范围界定工作。例如，《关于传粉者、授粉和粮食生产的评估报告》和

《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设想和模型的方法评估报告》是在初步

范围界定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原则上，2030 年前最多可开展三次此类快速评

估，其中两次在第二次全球评估之前完成，具体如下: 

(a) 根据多学科专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在全体会议第十一

届和第十三届会议（暂定分别于 2024 年和 2026 年举行）之间进行一次评估； 

(b) 根据多学科专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在全体会议第十二

届和第十四届会议（暂定分别于 2025 年和 2027 年举行）之间进行一次评估； 

(c) 如果根据前两次此类评估的经验，全体会议认为这种方法合适，则

可在进一步呼吁提出请求、意见和建议后并根据多学科专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

围界定报告，在晚些时候，例如在全体会议第十四届和第十六届会议（暂定分

别于 2027 年和 2029 年举行）之间，再进行一次重点评估。 

 二、 关于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请求 

13. 生物多样性平台收到了一些应 2018年 7月 11 日发出的呼吁（EM/2018/14

号通知；见上文第 4 段）提交的关于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

估以及在这一评估中纳入区域和全球组成部分的请求、意见和建议，具体如下： 

(a)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 14/36 号决定附件所载的对生物多

样性平台的请求中，邀请生物多样性平台在制定战略框架和 2030 年前工作方

案时，除其他外，仔细考虑未来全球评估的范围和时机，包括考虑整合区域和

全球组成部分的单一评估，其中包括区域组成部分的资源需求，以满足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产生的有关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需求。 



IPBES/9/12 

4 

(b) 欧洲联盟在其请求中表示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 

(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指出，预计缔约方将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商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将

成为处理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全球框架。环境署还指出，生物

多样性平台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在框架商定后对其作出回应，提

供评估和开展其他活动，支持在各级（包括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群体一起）执

行该框架。 

(d) 日本提交了开展一项全球评估的请求，以评估 2030 年前的全球框

架、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成就，并为制定

2030 年后的框架提供重要科学信息。因此，评估应在 2028 年前开展和完成，

不迟于 2029 年上半年。除其他外，日本还提出采用与全球评估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次区域和区域评估，并通过创建区域中心来支持进行次区域和区域评估的

生物多样性平台成员。 

(e) 挪威请生物多样性平台在滚动工作方案 2020–2030 年期间的某个阶

段（例如 2028 年或 2029 年）列入开展新的全球评估的计划，以协助制定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 2030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何后续

行动。挪威认为，有理由审视整合区域和全球评估的经验教训，考虑编写一份

把区域和全球组成部分整合起来的单一评估报告。 

(f)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预计，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工作和关于编制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总体框架的提案，将需要根据 2020 年后

框架的提交报告周期，再进行一次全球评估。联合王国建议进一步思考区域评

估的附加值、地理范围和安排，并指出，如果将区域层面在全球评估中处理而

不是单独加以考虑，可能效果更佳，并且如果采用比生物多样性平台目前四个

区域更加细分程度的方式开展评估，可能会更有用。联合王国还指出，在制定

和通过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将对满足《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具体需求有所助益。 

14．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 14/36 号决定中邀请生物多样性平台根据

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情况，允许为其 2030 年前工作方案提供

更多的意见和建议。缔约方大会请公约执行秘书为支持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的执行，就考虑在生物多样性平台 2030年前工作方案中再列入一项要求

一事起草提案，供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并随后由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15．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编写了一份关于生物多

样性平台工作方案的决定草案，供预计在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后举行的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定稿和通过。 

16．还收到了一些关于专题问题的提交材料，重点关注具体物种、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直接受到的压力或特定的相互作用。多学科专家小

组和主席团在提交给全体会议的报告（IPBES/7/6/Add.1）中指出，可将这些提

交材料视为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组成部分。提交材料

包括： 

(a) 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在国际上进行交易

物种的保护状况的知识，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涉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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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和具体的分布国家，此外还有关于以具有生物可持续性的数量继续利用物

种的信息和指导意见（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提交）； 

(b) 泥炭地（《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c) 淡水生态系统（巴西、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 

(d) 海洋生态系统（法国、挪威、欧洲联盟和印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e)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芬兰和墨西哥）； 

(f)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墨西哥）； 

(g) 评估用于在恢复项目中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法（巴西）； 

(h) 评估用于确定养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优先领域的方法（巴

西）； 

(i) 挑选和采用生态系统崩溃指标进行风险评估（哥伦比亚）； 

(j) 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土著和本地居民的状况（法

国）； 

(k) 评估植被和植被监测情况（南非）； 

(l) 评估《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

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执行情况（南非）； 

(m) 评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文化遗产的情况（南非）； 

(n) 评价关于指导各国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问责和影响

评估的方法，包括界定各项指标（巴西）； 

(o) 对生物多样性研究、监测和评估方面的土著和地方知识进行方法评

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p) 土壤生物多样性（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非洲示范森林网）； 

(q) 食腐动物和食腐行为（关于设立专家小组的建议；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兀鹫专家组）； 

(r) 自然界的非生物组成部分（欧洲地质遗产保护协会）； 

(s) 保护区在实现全球养护目标方面的作用（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

会）； 

(t)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事项（两名土著和地方知识专家）。 

 三、 关于连通性专题评估的请求 

17． 关于评估生态连通性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平台收到了一些根据上文第 4段

和第 13段所述关于请求、意见和建议的呼吁提交的请求、意见和建议，具体如

下： 

(a) 《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及其相关协定和《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提交了一项关于连通性养护评估的请求。该项请求把连通性养

护管理理解成一种战略办法，用以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帮助把整个陆

地和海洋环境下的生境连接起来，可以让物种进行迁移并让其生态系统适应情

况的变化。这些公约提出了一些具体要点，已列入本说明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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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

治荒漠化的公约》提交了一项请求，要求将连通性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生态概念

来评估。该公约提出了一些具体要点，已列入本说明附件三。 

(c) 法国提交了一项请求，要求评估属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

素的碎片化问题。法国在请求中指出，碎片化是修建隔墙、道路、铁路和其他

不可逾越的有形屏障造成的。预计这类建造今后会增加，由此导致生态系统的

不断碎片化，致使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法国期望生物多样性平台的评估能够

汇集现有的相关知识，引起决策者关注这一重大问题，并为他们提供解决碎片

化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工具。 

(d) 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提出了一项关于连接亚洲和欧洲保护区的

横贯大陆生态走廊的具体建议。 

 四、 全体会议第九和第十届会议可能采取的行动 

18．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预计会进一步完善其关于第二

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请求，并可能提交开展专题或方法评

估的进一步请求，以协助落实 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或监测实现其具体目

标的进展。鉴于有关该框架的谈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而预计将通过框架的缔

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推迟举行，目前预

计将在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后举行；考虑到第九届全体会议议程繁重，因此多

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建议，全体会议不妨把对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全球评和连通性专题评估的审议推迟到第十届会议。全体会议将在该届会

议上根据 IPBES-7/1 号决定审议这些请求以及根据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后发出

的呼吁而可能收到的任何进一步请求、意见和建议。 

19． 为筹备全体会议第十届会议，多学科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将根据 IPBES-1/3

号决定，审议关于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和连通性评估的

请求以及通过再次呼吁收到的其他请求、意见和建议，并编写一份载有按优先

顺序排列的请求清单的报告，分析这些请求的科学和政策相关性，包括可能需

要另外进行的界定范围工作以及这些请求对生物多样性平台工作方案和资源需

求的影响。它们将在这项工作中考虑到本文件附件二中的第二次全球评估的初

步范围界定报告以及附件三中的连通性专题评估的相关要点草案。 

20． 全体会议第九届会议不妨请科学界加快开展工作，填补在第一次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和其他已完成的科学政策平台评估过程中查明的

空白，并加快初步范围界定报告（附件二）提出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以便及时

提供结果，供可能开展的第二次全球评估审议。 

21． 例如，《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设想和模型的方法评估报

告》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指出，要提供这一重要信

息，就必须有更多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情景设想和模型。情景设

想和模型工作队已开展工作，推动将这些情景设想和模型用于科学政策平台今

后的评估（见 IPBES/9/10 和 IPBES/9/INF/1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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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物多样性平台 2030 年前的当前和未来评估的指示性时间表 

 

 

 

 

 

 

 

 

 

 

 

 

 

 

 

 

 

 

 

 

 

 

 

 

 

 
 

 

 

 

 

 

缩写：专家组——多学科专家小组。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可持续利用野生物种 

价值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外来入侵物种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    第十四届 第十五届 第十六届 第十七届 

第 3年 范围界定 第 1年 第 2年 

第 2年 第 1年 第 3年 范围界定 

生物多样性、水、粮食和健康 

变革的决定因素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 

第 3年 第 2年 第二次全球评估 

范围界定 第 1年 第 2年 

第 4年 范围界定 

其他专题或方法评估 1（快速）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工作队任务 1 工作队任务 2 工作队任务 3 

专家组 主席团 专家组 专家组 主席团 主席团 

生物多样性平台中期审查
- 

生物多样性平台最后审查 

第 2年 第 1年 其他专题或方法评估 3（快速） 

审议其他专

题/交付成果 

审议其他专

题/交付成果 

审议其他专

题/交付成果 
审议新的

工作方案 

工作队任务 1 

第 1年 

第 1年 

第 2年 第 1年 

 =全体会议决定进行评估 

 =全体会议认可/批准最后评估 

 

筹备 

 筹备 

筹备 

其他专题或方法评估 2（快速） 

筹备 第 2 年 



IPBES/9/12 

8 

附件二 

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的初步范围 

界定报告草案 

1. 第二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以下简称“评估”）与

2019 年完成的第一次全球评估一样，将评估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多尺度互动过去、

现在和未来可能的趋势的知识状况，同时考虑到不同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 

2. 评估将审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生物多样

性平台）概念框架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它将分析以下方面：生物多样性

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趋势；它们对良好生活质量的影

响；关于自然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价值观和应对方案；这些趋势的直接和间

接驱动因素。 

3. 评估将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发布后出

现的新证据，并借鉴已经完成的生物多样性平台评估，特别是关系链评估和转

型变革评估，以及关于可持续利用野生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的各项评估（所有

专题评估）、企业与生物多样性的方法评估以及全体会议第十届会议可能启动

的任何短期重点评估。 

4. 评估将根据现有的新证据，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

告》进行必要的更新。它将为不同类别用户和不同部门提供切合实际的具体行

动选项。与第一次全球评估相比，将作进一步探讨的一些问题包括： 

(a) 进一步审议生物多样性变化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生物多

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然在减缓、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方面

的具体作用），以及根据这些相互作用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驱动因素的备选方案； 

(b) 有条理地审视各种间接驱动因素，包括分析它们对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相对重要性（如第一次全球评估对直接驱动因素采用的同样方式）； 

(c) 根据不同的政策，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人类的

贡献的各种预测进行统一综合分析。 

5. 此外，评估还将纳入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 

6. 评估将在证据允许的情况下，审查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涉及的

问题。因此，评估将争取均衡地研究海洋、淡水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的现状和趋势；所有分类组，包括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的生物多样性，以

及植物和脊椎动物；自然生态系统和接受管理的生态系统在为人类造福方面的

作用；在养护、可持续利用、惠益分享及分配和提供资源、技术、知识和能力

方面采取的各种行动。 

7. 与第一次全球评估一样，第二次评估将充分承认传统和地方知识以及其

他知识体系。 

8. 评估还将分析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具体目标的进展，帮助监测

和审查该框架，并协助构想 203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此外，评估将审议

实现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的生物多样性方面问题，包括与粮食、水、健康、

能源和气候相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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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估将有助于在 2050 年生物多样性愿景、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及其目标、各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通过的《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和长期战略（用于处理生物多样性

与气候变化之间联系的相关事项），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范畴内，

为决策者打造更加坚实的知识基础，以便在科学基础上作出知情决策。 

10. 第二次全球评估将支持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执行工作，面向

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广大用户，因为该框架将提供一个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总体框

架，不仅由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项公约来执行，而且由整个联合国系统和许

多其他伙伴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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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与连通性专题评估有关的要点草案 

 下列要点摘自最初收到的请求，可在进一步审议连通性专题评估时予以

考虑。也可将这些要点纳入一份更广泛评估的初步范围界定报告。 

(a) 连通性可指结构连通性（例如，片块、走廊和障碍等连接特征、 

以及大小、分隔情况和碎片化等衡量标准）和功能连通性（从生物的角度出发，

景观方便或阻碍在资源片块之间移动的程度）。 

(b) 评估可以： 

(一) 考虑物种数量和群落数量，以及从地方到区域一级的营养相

互作用和能量流动； 

(二) 更好地了解景观如何才能促进从地方到区域一级的生态网络

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土壤、水和生物群）之间的联系和流动； 

(三) 从功能和定性以及范围和分布情况的角度，评价生态网络是

否是充分和一致的，包括评价最佳做法； 

(四) 评估保护和接受管理区域和网络的有效性，包括评估关于根

据《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指定的国际地点开展连

通性保护的要求，以期通过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为大规模连

通性保护举措提供科学依据； 

(五) 审查现有主要数据库的范围，以支持对连通性信息进行相关

分析和汇总，并确定各种备选方案等，以为此目的而确保此

类数据库具有可持续性、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得到协调； 

(六) 评价用于培养相关的数据和知识保存能力和加强分析能力的

备选方案； 

(七) 调查和报告移栖物种连通性与生态系统复原力之间的联系； 

(八) 特别顾及《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在第 11.2 号决议中

通过的《2015−2023 年迁徙物种战略计划》，评估需求并针

对关于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变化的重要连通性问题的新研究制

定重点目标，这些问题会影响每个主要迁徙野生动物分类群

的养护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