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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 

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12 月 9–14 日，土耳其安塔利亚 

临时议程项目 4(a) 

平台的初步工作方案：2014–2018 年工作方案 

关于可持续利用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及加强能力与工具的专题评

估的初步范围界定 

秘书处的说明 

      一、引言 

1. 由于认识到 2014-2018 年工作方案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上获得批准，便将需要着手推进与之相关的

工作，因此主席团和多学科专家小组商定，根据对提交平台的请求、意见和建

议进行的优先排序及工作方案草案 (IPBES/2/2)中所列出的各项交付品，编制数

份初步范围界定文件，供全体会议在本届会议上审议。本说明载有对可持续利用

和养护生物多样性及加强能力与工具进行拟议专题评估的初步范围界定。本文件系根

据平台交付品编写程序草案 (IPBES/2/9)编制。 

         二、范围、原理、功用和假设 

 A. 范围 

2. 进行拟议专题评估的目的是评估那些主要是被收获和买卖的野生物种的生

态、经济、社会及文化重要性、养护状况、变化驱动因素、与其相关的生计及其

对本地社区和土著居民的价值，以便识别和推动采用最佳实践与工具，其中既包

括现代技术，也包括土著和本地的知识与方法，从而实现可持续管理与收获。 

                                                           

   文件 IPBE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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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原理 

3.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是推动养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和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应对过度开发、栖息地丧失及其他直接和间

接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受损的诸多威胁的一种方式。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能够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产生惠益。 

4. 为便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需要以下基本的生物和社会经济信息： 
物种（即种群数量，养护与生态状况，市场，需求与价值链），评估可持续收

获量的各项工具，适当技术，土著与本地知识，组织流程，以及资源使用者和

相关主管部门确保资源得到妥善管理的能力。  

 C. 功用 

5. 评估将有助于野生物种的可持续收获与贸易，以及进一步识别相关知识

缺口和更佳技术，包括就土著和本地知识而言。评估还将对以下方面有所助

益：设计政策支持工具和方法，改善可持续管理计划（包括收获配额的设定与

管理），协助落实合规与执行措施，以及解决原产国的能力建设需要。 

 D. 假设 

6. 拟议的评估工作将以现有科学文献为基础，并借鉴在以下机构主持下所

开展的工作：生物多样性公约、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养护野生动物移

栖物种公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养护监测中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及其他相关机构。在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所开展的工作尤其具有意义，考虑到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目标是确保该公约所涵盖各个物种的交易是合法、可追溯且

可持续的，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二大目标，

并已在该公约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3、4、6、7 和 18 中明确提及。 

7. 对现有数据质量相对较好的专题类别（如珍贵木种；非木材植物，包括

药用植物；商业捕捞所针对的海洋物种，包括鲨鱼物种；或陆栖脊椎动物，包

括爬行动物皮；来自所有联合国区域）进行评估，可以客观反映那些能影响收

获与贸易对野生种群数量、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资产是起到积

极还是消极作用的生态、商业和社会因素。通过此类评估所产生的知识即可与

必要的能力建设和工具相结合。 

          三、章节概述 

8. 计划在一份由六个章节组成的报告中介绍专题评估的相关情况，现将这

些章节的内容概述如下： 

9. 第一章将提供以下背景信息：可持续利用原则，包括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公认标准；预防方法；最高可持续产量理论；收获野生物种对本地社区

和生计的重要性；可持续收获对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养护的积极作用；与涉及

生物多样性的各项公约、专门机构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同增效。 

10. 第二章将列出计划研究的分类群，较理想的选择是那些主要被收获的、

具有商业价值的、其管理计划或生命形式较为类似、而且在所有区域均具有代

表性的野生物种类别（如海洋和淡水鱼、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木材和

非木材植物等），该章还将概括介绍这些分类群目前的养护状况。 

11. 第三章将评估所选分类群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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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四章将评估不同管理制度下主要被收获分类群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在

市场和本地社区中的影响。 

13. 第五章将评估不同管理制度下收获或开发对所选分类群目前的养护状

况、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他价值体系的影响。 

14. 第六章将对所选分类群在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管理准则和工具（包括最佳

实践、程序、取得的经验和建议）进行汇总介绍，这些管理准则和工具也可能

适用于类似管理制度下的其他物种。 

四、 进程与时间表 

15. 下表列出了开展拟议专题评估的拟议进程和时间表： 

        时间框架                                           行动 

2013年 

第 4 季度 

全体会议评审并批准多学科专家小组编写的初步范围界
定报告，并请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在详细范围界定研究
后，在商定的成本范围内继续开展全面评估（2013 年 12
月 14 日） 

第 4 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秘书处请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名
专家协助开展范围界定工作（2013 年 12 月 16 日–2014 年
1 月 31 日） 

2014年 

第 1 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会议根据经批准的遴选标准
（参见 IBPES/2/9），遴选专家（七个专题小组，每组两位主
要作者）参与范围界定研究（2014年 2月 1–14日） 

第 2 季度 
专家小组和主席团监督详细的范围界定工作，包括编写
纲要、估计成本和评估可行性（3 个月）。2014 年 4 月初
召开一次范围界定会议 

第 2 季度 
将详细范围界定报告分发给平台成员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供其于 2014 年 4 月的后两周时间进行评审并提出评
论意见 

第 2 季度 

依据详细范围界定工作的结果以及平台成员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提交的评论意见，在假定可在全体会议批准的预
算范围内完成评估工作的前提下，由多学科专家小组和
主席团决定是否在 2014 年 5 月上半月继续开展评估工作 

第 2 季度 
专家小组通过秘书处请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名
专家人选，负责编写评估报告。提名需在 2014年 6月底之
前提交 （1.5个月） 

第 3 季度 
专家小组根据经批准的遴选标准（参见 IBPES/2/9），遴选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主要作者和编审
（2014 年 7 月 1 日–8 月 15 日）（1.5 个月） 

第 3/4 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及主要作者于 2015 年 2
月中旬之前编写报告初稿（6 个月）。2014 年 9 月召开第
一次作者会议 a 

2015年 第 1 季度 各专家于 2015年 3月底之前评审报告初稿（1.5—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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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以及主要作者在编审和
专家小组的指导下，编写报告第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
（2015 年 4 月—6 月（3 个月））。2015 年 6 月召开第二次
作者会议 

第 3 季度 专家、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于 2015 年 7 月至 8 月
评审报告第二稿和决策者摘要初稿（2 个月） 

第 3/4 季度 

报告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以及主要作者在编审和
专家小组的指导下，于 2015 年 9 月至 10 月编写报告最终
草案和决策者摘要最终草案（2 个月）。2015 年 10 月召
开第三次作者会议 

第 4 季度 最迟于 2015 年 12 月中旬前，将决策者摘要翻译成所有
联合国正式语文（1.5 个月） 

2016年 

第 1 季度 

将报告最终草案和决策者摘要最终草案分发给各国政府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供其于 2016 年 1 月至 2 月进行最终
评审（1.5-2 个月）。积极鼓励各国政府提交关于决策者
摘要草案的书面评论意见。此类评论意见必须于全体会议
第四届会议召开前一周递交至秘书处 

第 1 季度 全体会议于 2016 年 3 月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评审并接受
报告，同时评审并批准决策者摘要  

            a    每次会议都会有比例平衡的具有土著和本地知识的代表参与。 

       五、成本估算 

16. 下表列出了开展专题评估和编写专题评估报告的估计成本。 

（单位：美元） 

年份          成本项目                      假设   成本 

2014年 

范围界定会议（40 名与

会者：多学科专家小组/
主席团成员+专家） 

会议成本（1 周、40 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1 25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30 x 3,000 美元） 

90 000 

第一次作者会议（70 名

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

调人和主要作者+4 名专

家小组 /主席团成员+1
名技术支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1 周、75 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5 00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56 x 3,000 美元） 

168 000 

技术支持 
一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50%
为实物形式） 

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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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第二次作者会议（70 名共
同主席、主要作者协调人
和主要作者+14 名编审+4
名专家小组/主席团成员+1
名技术支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1 周、89 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8 75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67 x 3,000 美元） 

201 000 

第三次作者会议（70 名

共同主席、主要作者协

调人和主要作者+14 名

编审+ 4 名专家小组/主
席团成员+1 名技术支

持工作人员） 

会议成本（1 周、89 名与会

者）（25%为实物形式） 
15 000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67 x 3,000 美元） 

201 000 

技术支持 
一个全职等效专业岗位（50%
为实物形式） 

75 000 

 
2016年 

2 名共同主席和 2 名主

要作者协调人参加全体

会议第四届会议 

差 旅 和 每 日 生 活 津 贴 
（3 x 3,000 美元） 

9 000 

分发与宣传（决策者摘

要（10 页）+评估报告

（200 页）） 

将决策者摘要翻译成所有联合

国正式语文，出版和宣传 
117 000 

合计   99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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