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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心·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图①：在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杜贵塔拉

镇，工人搬运准备种植的杨树苗。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图②：2019年 6月 5日，世界环境

日全球主场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活

动期间，环境署副执行主任乔伊斯·姆

苏亚（左一）在杭州一所国家级绿色学

校考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供图

图③：《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室外展览展

示项目——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的“扶荔宫”生物多样性体验园。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图④：位于刚果（金）卢阿拉巴省

科卢韦齐市近郊的紫金矿业穆索诺伊

公司矿区是中企助力当地打造的绿色

矿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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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观点R
中国加强与联

合 国 相 关 机 构 合
作，积极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坚定践
行多边主义，切实
履行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等环境相
关条约义务，努力
推 动 构 建 公 平 合
理、合作共赢的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

“我们的成果超出预期，为第二阶段会议的

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不久前，《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

昆明召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如是评价。

这是一次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的大会。“人

类在留给后代的遗产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十字路

口。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而

造成其减少的各种压力在加剧。”去年发布的第

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这一重要会议的召开时间经历两次

变更，成为历届缔约方大会中最特殊、历时最长

的一次会议。“感谢东道国中国的不懈努力，终

于让这次会议得以成功召开。”穆雷玛说。

第一阶段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

行，5 天时间里，来自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

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 5000 余位代表参会。从

公约秘书处所在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到成都再到

昆明，穆雷玛亲身感受到中国为筹办此次大会

所付出的心血。“如果没有东道国的巨大付出，

很难想象会议可以进行得如此有序和有效。”

大会在高级别会议阶段首次设置了领导人

峰会，这在公约历史上是首次，也是最高规格的

领导人峰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

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

基金，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构建起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等措施。“成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助于加大对全球环境基金的

资金支持，以推动尽快开始实施‘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穆雷玛指出，这将同共建

“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边机制一道，为发展

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支持。

“会议结束后，我感到很乐观。”穆雷玛这样

描 述 自 己 的 心 情 。 此 次 大 会 通 过 了“昆 明 宣

言”，为“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

商提供了政治指引，并确保最迟在 2030 年使生

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同时，大会期间举办

的生态文明论坛发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

全球生态文明的倡议。

“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通过广泛开展

合作交流，汇聚起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

的力量。”穆雷玛表示，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也是公约和

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之一。自公约

1993 年生效以来，中国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计划》，成立由 20 多个部门组成的中

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积极参

加历届缔约方大会，在公约各谈判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此次来华，穆雷玛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称赞“云南省和昆

明市已经成为生态文明的象征”。在穆雷玛看

来，中国为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采取了诸多

行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长江十年禁渔、生态补偿等制度法规的制定

和实施在全球具有开创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

可供学习借鉴的实践范例。

“制定一个全面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中方的角色至关重要。非常

期待未来我们之间的合作。”穆雷玛表示，“共

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将发挥重要领

导作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

“感谢东道国中国的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尚凯元 朱玥颖

“蒙中两国是在联合国和地区框架内积极合

作的友好邻邦。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生态系

统，保护人类的栖息地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望

进一步加强蒙中生态环保合作。”蒙古国外长巴

特策策格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7 年 9 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

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内蒙古召开。在巴特策

策格看来，这次大会通过的公约 2018—2030战略

框架明确了实现 2030 年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目

标的战略途径、步骤和监测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大会还通过《鄂尔多斯宣言》，启动“一带一

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建立防治荒

漠化的合作机制，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贡献。”

荒漠化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重大经

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2018 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土地退化将在未

来 30 多 年 给 全 球 带 来 23 万 亿 美 元 的 经 济 损

失。中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

“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

少”。“中国采取了‘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

源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举

措。”通过近年来访华的观察，巴特策策格认为，

“遭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应该对中国正

在实施的大规模环境治理项目进行研究，并从

中学习经验。”

多年来，中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不断取得

成效的同时，积极同其他国家分享自身有效的

治沙技术和经验，围绕沙漠治理技术、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等专题，组织实施了多期研修项目。

巴特策策格认为，“中国建立了防治荒漠化人才

交流和技术共享基地，这对周边国家来说是一

个很好的机遇。”作为中国治沙成就的一个缩

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

区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并支持

主办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中国作为防治荒漠

化的生力军，成功创造让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变

成绿洲的奇迹，希望‘库布其经验’能在世界推

广。”巴特策策格表示，库布其国际沙漠化论坛

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在防治全球荒漠化和

推进绿色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巴特策策格指出，蒙古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和荒漠化等问题，启动了到 2030 年种植“十亿棵

树计划”。今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在通电话和视

频会晤时，就开展防沙治沙、生态环保等合作达

成重要共识。“蒙方愿与中方合作实施防治荒漠

化和抗沙尘暴项目，愿依托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

和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扩大能源领域的双边合

作。”巴特策策格表示，“我们高度评价中国为构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所作的努力。中国不仅为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作出了宝贵贡献，而且在环境保护和

绿色发展方面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树立了榜样。”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

“希望‘库布其经验’能在世界推广”
本报记者 霍 文

2015 年 12 月 1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近 200 个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

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联合国前副

秘书长、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

的《巴黎协定》是最成功的全球气候条约。”

索尔海姆时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

助委员会主席，中国为达成《巴黎协定》所作的

巨大贡献和努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法国出席巴黎大会开

幕活动，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

在索尔海姆看来，中国代表团为《巴黎协

定》实施细则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索尔海

姆回忆说，大会期间他与时任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一起经历了许多次持续到很

晚的会谈，大家睡眠时间很少，靠喝很多浓咖啡

提神。中方代表的坚持不懈、沉着冷静受到国

际社会的尊重。

中国不仅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还

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现在，中国是许多

绿色技术的全球领导者。”索尔海姆指出，“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水电、风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光伏产业为全球市场供应了超过 70%的组件，

在绿氢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还是

全世界人工造林最多的国家。”

“我有幸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会（国合会）一起工作，外国与中国专家、政商界

人士在此齐聚一堂，就环境保护与发展进行深

入交流和合作。”索尔海姆现担任国合会副主席

一职，他指出，在这一平台，过去主要是中国学

习外国环保技术和经验，现在中国也在越来越

多地与世界分享绿色发展的先进技术与实践经

验。索尔海姆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

境方面，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交流观点、技

术，“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

继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

“双碳”目标后，今年中国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

项目。“这是今年全球最为重要的绿色发展决

定之一。”索尔海姆认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利用，带动国际产

业链绿色化，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发展。“当

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时，我们认为

这将有助于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向

能源转型之路迈进。”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本报记者 李志伟

在环境领域，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

可以追溯到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

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决定设

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称环境署），并

于 1973 年 在 肯 尼 亚 首 都 内 罗 毕 正 式

挂牌。

环境署成立之初，中国就在内罗毕

设立了常驻代表处。2003 年，环境署驻

华代表处成立，这是环境署在全球设立

的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办公室。双方长期

保持良好密切关系，2005 年起设立定

期磋商和对话机制，在污染防治、气候

变化政策与碳减排、循环经济、绿色贸

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不断推进，成果显著。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议题，始终

积极支持联合国发起的各项行动，坚定

支持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积

极作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进入新时

代以来，中国提出并践行新发展理念，

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相继发布并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污染防治攻坚战力

度前所未有，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非凡成就。2016 年，《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

略与行动》报告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

会 发 布 。 今 年 10 月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

在昆明成功举行。中国倡导的生态文

明理念和良好实践正走向世界。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

个共同的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联合

国所倡导和坚持的包容、公平、可持续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目标高度契

合，为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三大危机指明了方

向，有利于推动全球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得到国际社会越

来越多的认可：“三北”防护林工程被环

境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

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省“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等先后获得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中国作为优

秀的履约国家，获得环境署国家保护臭

氧层机构杰出贡献奖等。环境署执行主

任安德森最近表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良好实践是全球借鉴和参考的样本。

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治

理进程和机制。在全球层面，中国是联

合国主要环境公约的缔约方，并切实履

行这些公约规定的相应义务，为保护全

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以《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为例，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近日印

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晰了落实“双碳”

目标的政策框架和路线图。在区域层

面，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环境合作机

制和倡议，近年来还在中国—东盟、上海

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流域等区域合作框

架下推动环境合作或设立合作中心，与

周边国家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自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以来，中国在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进程

中已经从参与者、跟随者、贡献者，发展

到近年来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树立

起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帮助其他发展中

国家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中国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启动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发起“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设立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等，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贡

献了力量、智慧和方案。面向未来，相

信中国会继续秉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

义，与联合国机构一道，共同推动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作者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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