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国家报告 

执行概要 

1、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有 30000 余种，脊

椎动物有 6347 种，分别占世界总种数的 10％和 14％。中国生物物种不仅数量多，

而且特有程度高，生物区系起源古老，成份复杂，并拥有大量的珍稀孑遗物种。

中国广阔的国土、多样化的气候以及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类型多样化的生

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与海岸自然生态系统，还有多种多

样的农田生态系统，这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中国有

7000 年的农业历史，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作用下，为适应形形色色的

耕作制度和自然条件，形成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遗传资源。然而，由

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尖锐，导致对生物资源的掠夺式

利用和自然生境的日益缩小，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生物多样性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护好中国生物多样性将会对保护全

人类自然遗产作出巨大的贡献。 

2、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中国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签署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于 1993
年初批准《公约》，成为世界率先加入《公约》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政府

对《公约》的履行采取了认真的态度，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组织的各种《公约》后续行动和出席《公约》缔约国大会，还在国内组织和实施

了一系列的履行《公约》的行动和措施，认真履行了对《公约》义务的承诺。 

中国政府早在 1992 年 11 月就发布了落实联合国环发大会精神的“中国环境

与发展十大对策”，提出国家经济发展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植树造林，推广生

态农业，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等。在 1996 年 3 月

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 2000 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中，再

次强调了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为落实环境

保护的基本国策，国务院于 1996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自然保护区”。 

为了履行《公约》第 6 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纳入国家战略和行

动计划方案，中国于 1992 年开始编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并于

1994 年 6 月正式发布该《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确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优

先保护的生态系统地点和优先保护的物种名录，并明确了七个领域的目标，包括

26 项优先行动方案。还根据保护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提出需立即实施的 18 个优

先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还编制并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

境与发展白皮书》，该文件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总体联系出发，

提出促进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



动计划。特别是以第 15 章专门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针、保护目标、优先领域以及优先项目计划。 

1995 年始，中国开始进行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项目，该项目收集了大量资

料，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中国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努力作了总结，评价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估算了中国履行《公

约》全部额外费用和保护的效益。并且，《国情研究报告》以第 6 章阐述了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能力建设的战略目标，包括法规建设、机构建设、人力资源

建设、政策体系建立、保护设施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信

息管理、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 

3、跨部门行动计划与政策 

除了国家水平上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也积极地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纳入到跨部门的行动计划和方案之中。 

1993 年，国家环保局与国家计委联合编制并发布了《中国环境行动计划》

（1991－2000 年），该计划提出 90 年代环境保护目标、跨部门环境保护行动计

划和国家在环境保护政策与管理方面需要加强和改革的重点领域，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有关的领域主要有：森林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草原保护与持续利用；防治

土地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保护；物种保护；湿地保护；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等。 

1996 年，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共同制定了《国家环境保护“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提出今后 15 年中国环境保护分阶段的目标、政

策和“九五”期间的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和计划指标等，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

“九五”期间国家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1995－1997 年，国家环保局和国家计委同林

业、农业，海洋、建设、地矿等有关部门，编制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1996－2010 年）。该《纲要》总结了全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现状，提

出 1996－2000 年和 2001－2010 年两个阶段的自然保护区规划目标，并制定了具

体的规划方案。 

1993 年至 1996 年，国务院环委会、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全国环保、林业、

农业、工商管理、外贸、海洋、商业、公安、司法、新闻等多个部门，联合进行

全国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大检查，对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违法

狩猎、收购、加工、进出口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并依法审理了数万

件违法事件。 

此外，国家环保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等部门于 1996 年联合制定

并发布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 年）》；全国人大环资委、

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视电影部、国家环保局、林业部、农业部、水利部、共

青团中央等8个部门联合于1994年在全国进行了“94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

宣传主题包括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科委在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0－2000－2010）》

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发展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关键技

术；并在 1996 年制定的《社会发展科技计划》中，将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究

等纳入社会发展环保专项行动和“九五”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项目计划。中国科学院

在其“21 世纪议程行动计划”中，确定生物多样性为优先发展领域，还在其《“九
五”及 2010 年科技发展规划》和《21 世纪宏观生物学发展战略与对策》中，将

生物多样性研究列为 21 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重点。国家教委也在其“九五”重
大基础研究计划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环境系统、生物技术作为重点支持领

域。在过去的数年中，中科院和国家教委已组织实施多项生物多样性科研重大项

目，并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成就。 

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4 部门于 1993 年发布通知，

要求“加强国际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5
年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财政部也于

1995 年发出通知，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项目给予税

收优惠；1995 年，国家环保局会同国家旅游局、建设部、林业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发布通知，加强了旅游区环境管理；等等。 

4、部门政策、法规、行动计划与方案 

为了履行《公约》第 6 条和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林业部、农业部、国家环

保局、国家海洋局、建设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都积极努力，为保护和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制定本部门和政策、法规、行动计划和方案，并在实施方面取

得明显的进展。 

环保部门是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牵头部门，负责制定了一系列全国自然保

护管理政策、自然保护经济政策等；实施了《自然保护区条例》，会同国家土地

管理局发布了《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等；加强了自然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

环境管理和湿地生态保护；发布了《中国环境保护 21 世纪议程》、《中国跨世

纪绿色工程规划》等；牵头编制了《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实施了《中国生物多

样性数据管理》等项目；并在协调各部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综合管理全

国自然保护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林业部门近年来建立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基本制度，实行了野生生

物资源有偿使用和限额使用制度；发布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实施

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制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行动计划》、《全

国林业生态建设规划》、《中国 21 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执行（关于森

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的实施方案》、《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程计划》等等、

并在自然保护区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荒漠化防治和植树造林等方

面取得进展。 

农业部门制定了农田基本保护区政策、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节约和开发农

村能源的政策等；制定并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种子管理条例农作

物种子实施细则》、《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实施了《野生植物保护条



例》；制定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农业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等；并在遗传资源保护、生态农业建设、农业环境监测等方面取

得实施进展。 

城建部门实施了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的政策；发布了《风景名胜区建设管

理规定》、《关于加强动物园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工作的通知》、《城市动物园管

理规定》、《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和管理的通知》等；制定了《大熊猫移地保护计

划》、《朱保护计划》、《华南虎保护计划》、《城市园林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

多样性保护计划》、《城市珍贵园林植物品种资源的集中保护计划》等；并在珍

稀濒危物种的移地保护方面方面取得进展。 

海洋部门制定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政策；发布了《海洋自然保护

区管理办法》；编制《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计划》、《中国海洋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红树林生态系保护和管理

行动计划》等；并在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海洋信息管理和海洋环境监测方面取得

进展。 

中医药管理部门实施了中药材资源持续利用政策，坚持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

方针；制定了中药行业 1991-2000 年产业政策；实施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

条例》；编制了《中医药事业“九五”计划及 2010 年规划设想》；特别是在全中

国药资源普查、编目和发展人工药材资源养殖、种植业方面取得进展。 

5、实施进展与进一步行动 

中国政府及有关的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创造条件，争取资金，确保上述各项

战略、行动计划、方案和政策的启动和实施。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行动计划和方

案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特别是《中国 21 世纪议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动计划》中列出的优先项目，已有许多得到实施或正在启动实施计划。但是，

从总的情况看，许多行动计划的实施启动很慢，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在国家水

平、跨部门水平和部门水平上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需得到国际社会的资金

援助和技术支持。 

履行《公约》第 6 条意义深远，任务繁重，虽然中国已采取了积极的履行措

施，但尚存在差距和空白。在国家水平上，尚需在“国情研究报告”和“行动计划”
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在跨部门水平上，需尽快完成“中国湿地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编制“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制定生物安

全管理法规等；在部门水平上，要制定保护遗传资源、持续利用中药材、生物多

样性科研和教育、保护红树林和珊瑚礁等方面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还要制定

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中国在履行《公约》的实践中，已取得进展，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

强生态建设、强化行政管理、促进部门协调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还力图

在国内建立实施履约行动的有效监督机制，并希望通过此次报告的编写，扩大国

家之间的交流，以便向其他国家学习更多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