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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策略

李海东，高吉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 ２ 大全球性热点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导致物种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降低和区域

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受损，威胁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做好

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工作，既是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

径。 结合爱知目标 １０ 的实现情况，分析了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政策制定情

况、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进展情况，剖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

变化的科学认知亟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不足、自然保护地之间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廊道网

络、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缺乏。 研究提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管理策略，包括制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开展自然保护区适应

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试点、强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以期为推进纳入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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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表

明，气候变暖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１⁃２］。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是 ２ 大全球性热点环境问题。
２００７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做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工作，既是

生物多样性适应性管理的必要措施，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３⁃６］。 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已经或正

在对中国的自然生态保护、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包括使生境退化或丧失、物种灭绝速

率上升、物种分布变化、生物物候和繁殖时间改变、种间关系变化等［７⁃１３］。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是双向的，一方面森林等生态系统的固碳增汇功能可以吸纳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会减弱“碳汇”功能从而增加“碳源”化［１４⁃１７］。 由于种种原因，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

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１８⁃１９］，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加剧正在威胁中国国土生态

安全格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我国获得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１５ 届缔约方大会 （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ＣＯＰ１５）主办权，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将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是潜在

的议题之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指出，“致力于在气候变化与生物

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上共同努力，．．．，在将于 ２０２０ 年在中国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上推动全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利用由中国共同牵头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联

盟，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协调一致地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土地和生态系统退

化问题” ［２０］。 通过分析国内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结合内蒙古达里诺尔、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
四川若尔盖湿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江西鄱阳湖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地考察和专家研讨，剖析

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适应性管理对策，以期为推进纳入气候变化风险管

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１　 国内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形势

１．１　 爱知目标 １０ 的实现情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作为里约三公约中的两个重要国际环境公约，自诞生

之日就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议题［５］。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议题之一，２０１０ 年，在日

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１０）通过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该计划确定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其中爱知目标 １０ 为“到 ２０１５ 年，减少了气候

变化或海洋酸化对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力，维护它们的完整性和功能”，包括气候变化

对珊瑚礁的影响（１０⁃ １）和气候变化对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影响（１０⁃ ２）两个方面［２１⁃２２］。 戴蓉和吴翼［２３］

（２０１７）基于 ＣＯＰ１３ 的 ＸＩＩＩ ／ ２８ 决定内容，通过梳理“爱知目标”中 ２０ 个目标的 ３９ 个关注点指出，中国和德国

分别对第 ３３ 和 ３２ 个关注点采取了相关行动，其次是印度、巴西、欧盟和日本；采取相关行动较多的关注点主

要集中在评估指标较多、较容易定量化评估、作为生物多样保护较为重要的议题，或是需采取政策或措施进行

管制的议题及履约的重点议题等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对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影响（１０⁃ ２）。 气候变化对珊瑚

礁的影响（１０⁃１）虽设定了相关评估指标，但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比如德国没有珊瑚礁，巴西采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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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沿海和海洋濒危物种的数量作为指标，欧盟采用气候变化对鸟类种群的影响作为评估指标［２３］。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国家报告》（简称“第六次国家报告”）在线报告的 ６３ 个国

家中有 ４６ 个国家评估了爱知目标 １０ 或与其相关国家目标的进展情况，评估目标共计 ９５ 条［２４］。 由图 １ 可

见，第六次国家报告中没有列出与爱知目标相关国家目标的或列出的国家目标进展为未知的占 ２７．０％，目标

实施出现偏离的占 １．６％，没有明显进展的占 ７．９％，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很有限并不足以支撑目标实现的占

４４．４％，有望按原计划实现目标的占 １９．１％。 总体来说，爱知目标 １０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有限，不足以支

撑目标 １０ 的实现。 按发展程度来看，发达国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很有限的比例最高（为 ５６％），发展中国家

有望按原计划实现目标的比例最高（为 ２７％），最不发达国家次之（为 ２３％）（图 １）。

图 １　 爱知目标 １０ 实施进展

Ｆｉｇ．１　 Ａｉｃｈｉ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１０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ＮＤ：无数据 Ｎｏ ｄａｔａ；ＭＡ：偏离目标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ｗａｙ；ＮＰ：无进展 Ｎｏ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Ｒ：进度不足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ａｔｅ；ＭＴ：正确目标 Ｍｅｅ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Ｔ：超越目标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ＤＣ：发展国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ＤＣ：最不发达国家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１．２　 发达国家发布了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政策

在政策层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白皮书：面向欧洲的行动框架》《欧盟 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荷兰生物多样性气候防护适应战略》《英国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自然环境适应气

候变化》等，将自然环境适应气候变化视为关键领域，《欧盟 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包括“气候变化与生物

多样性” ［２５⁃２６］。 澳大利亚约有 ５６６３９８ 个物种，约占全球物种数的 ７％至 １０％，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气候变

化问题，已结合爱知目标将其纳入了国家政策，发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框架》《适应气候变化政府立场白皮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２０１０—２０３０ 年）》 ［２５］。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开发新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而是切实贯彻落实现

有的各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和措施。 美国、欧盟等把构建网络化体系、建立生态走廊和种子资源库、设立人

工投食（水）场所等作为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针对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庇护所等保护对象

提出了不同适应技术体系［２６］。 “恢复力”已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目标，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对于

气候变化风险管理至关重要，这类适应措施旨在提高生态恢复力，确保脆弱生态系统或物种多样性受到外界

影响时，能够通过自身的重塑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保持原有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位［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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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进展情况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位居世界前列，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临严峻的气候变化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脆弱生态系统退化、珍惜濒危保护物种的适宜生境萎缩甚至消失和

外来入侵物种扩散［２７⁃３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积极寻找工作结合点

和协同应对方案。 ２００８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组织召开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国

际研讨会。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明确要求“提
高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３１］。 ２０１３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确定

了包括“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在内的七大重点任务，提出按不同气候和区位条件划分生态安全地区［３２］。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提出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

气候变化政策［３３］。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物种栖息地连通、保护管理统一的原则，解决保护管理分割、
保护地破碎和孤岛化问题，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３４］。 就政策的协同性而言，现有的以生物多样

性保护或气候变化应对为主体的战略、行动和规划等，没有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增

效［３５］。 截止 ２０１７ 年底，中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２７５０ 个［３６］，陆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

积的 １４．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６３ 个，总面积约 ９７．５ 万 ｋｍ２；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自

然保护区网络，为推进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工作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

就地保护的最有效途径，目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仍缺乏应对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能力建设。 就气候变化风

险管理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技术政

策、标准法规和管控措施大多未考虑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

候变化的专项技术政策措施亟待制定与发布。

２　 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

２．１　 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亟待提高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已受到气候变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下

粮食安全、人体健康关注较多，关于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损失损害的科学认知水平仍然较

低［１４，３７］。 应对主要集中在影响观测、适应和减缓三个方面。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分为累积性与

突发性影响，影响观测可进行归因辨识和脆弱性评估，识别气候变化风险源和作用对象。 适应则是生物多样

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手段，可通过对传统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措施评估，筛选出有利于气候变化风险管

理的生态保护措施。 减缓主要体现在森林、草地等生态系统的固碳增汇［２５］。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生物多样性

具有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意义。 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极端气候事件影响容易被社会公众和决

策者认知和重视，长期的、缓慢的气候变化累积性影响及其损失损害尚未引起的足够重视，对于突发性影响，
则被归结为气象灾害，缺乏气候变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
２．２　 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不足

在能力建设方面，现有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管理办法，以及

区域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模式设计，没有统筹考虑气候变化新形势下生物多样性损失损害评估和适应性管理

能力。 相关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存在缺失多、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中国已划定的 ３５ 个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大多数位于老少边穷、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缺乏相对稳定的气候变化适应资金保

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面临其他挑战的情况下，无法有效落实协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管控资金保障与

基础能力建设。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亦未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观测与评估工作，生物类自然保护区缺乏气候

变化生态响应监测、风险评估与安全预警、风险管控技术体系。 同时，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和管理目标中缺乏

考虑气候变化风险的管控要求，亟需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中纳入主要保护对象和不同功能区（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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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和实验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内容。
２．３　 自然保护地之间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廊道网络

２１ 世纪以来，生态廊道构建被视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损失和危害的措施之一［３８］。 中国自然保护区孤岛

化、破碎化现象严重，为了有效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在相邻的自然保护区之间建立同质生境条件和管理措施的

生态廊道网络，将若干个小的或孤立的自然保护区连在一起形成大的保护网络系统。 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地

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态廊道网络的构建有利于物种基因流动并向适宜的栖息地迁

移，促进隔离种群遗传联系，使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更具灵活性，增加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风险的综

合能力。 国际上在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中，非常重视考虑气候变化对物种迁移的影响和生态廊道建设，把不

同气候情景下均能适应气候变化的保护区作为优先保护区域。 当前，中国 ４０％的自然保护区分布在西部，
２５％分布在较贫困地区，由于缺乏应有的资金保障，自然保护区容易变成一个躯壳，以至演变成无自然保护可

言的“孤岛”，无法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野生动物的迁徙需求。 为使主要保护物种能自由扩散、迁徙，需要

构建生态廊道网络，保障自然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与完整性，减小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威胁。
２．４　 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缺乏

当前，与自然保护地相关的技术标准，主要有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规程、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管护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生态环境监察指南等，均没有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 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生物

多样性损失损害的认知、风险源的界定、识别与适应技术的开发等，未能充分关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关系［２９］。 在气候变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评价标准、适应技术规

范和监管政策体系，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和生态安全预警的前提。 受科学认知和科研基础薄弱的约束，不同

类型生物多样性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管控，仍没有纳入适应性管理的技术标准。
３　 适应性管理对策

３．１　 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依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两大公约，紧扣《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重点领域与任务，统筹考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战略

规划与行动方案，尽快制定并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在国际上可以支撑

相关公约的国际履约，在国内可指导省级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方案发布前，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作为国家整体适应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提高生物多样性价值（或其损失损害）纳入相关政

策和法规的审查和修订中，并由专门机构负责。
３．２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整合与优化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

划，明确界定功能定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归并优化相邻自然保护地，建立完整的、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

基础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办法。 针对薄弱环节，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强化风险预警，建
立完善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监测体系、风险评价标准和监管政策技术体系，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种

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综合管理能力。 在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和管理目标制定中，考虑气候变化的突发性和

累积性影响，优化布局，建立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进行物种与生态系统的集成保护，在设

计生态廊道网络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物种迁移的影响，以满足物种适应气候变化的迁移需求。 在自然保护

区以外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同样需要重视这一点。
３．３　 开展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试点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和生态保护红线主要保护对象的差异性，结合气候变化风险源的界定、作用方

式和途径评估，在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制定和能力建设中，纳入气候变化影响监测和风险管控内

容，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化管理体系。 选择高海拔、高纬度的典型自然保护区，开展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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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响应监测、风险评估与适应性管理试点示范，调查与评估现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提出

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标准制定的需求和建议，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提供案例支撑。
３．４　 强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和管理支撑研究，首先要阐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相

互影响及反馈机制，以此作为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发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加强气

候变化生态响应监测、风险评估和区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制定跨

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办法。 综合分析现有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森林生物

多样性监测网络、物种植被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等，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来共享生物多

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在线信息，为决策者、社会公众和政策执行者有效管理气候变化风险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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