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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全球气候变
化的严峻局势下，中国积极通过南
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支持。在这其中，中国
与乌拉圭一直保持良好的双边关
系，特别是环境和气候领域的交流
合作不断加深。

聚焦需求导向 为受援国
解决现实难题

乌拉圭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
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也是南美
洲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然而，日
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对乌拉圭的农
业、林业、水资源等都带来严重负
面影响。充分利用资源卫星提供
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成为乌拉圭
政府的攻关难题。

针对乌拉圭目前面临的问题，
2019 年 11 月，中国生态环境部与
乌拉圭教育和文化部正式签署《关
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
送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
录，中国将向乌方援助一套多星一
体化气象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
应用系统（以下简称气象移动地面
系统），为乌拉圭天气预报、防灾减
灾、环境监测和农业生产提供区域
性气象信息，帮助乌方提高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

“这套气象移动地面系统通过
卫星数据可以反演气候变化对农
林水资源带来的影响，为日常气象
预报、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变化监
测等提供气象基础资料，将能有效
解决乌拉圭政府的现实难题。”生
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位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乌拉圭驻华大使卢格里斯在
气象移动地面系统的发运仪式上
也表示，这次的合作是双方深入到
新领域合作的里程碑，丰富了中乌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工作领域和
深度互信方面不断密切。

凝聚新兴技术 帮助受援
国培养专业人才

2019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通
过公开招标，确定由航天恒星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单位。

“基于以往援外的经验，我们
不断优化提升系统的接收、处理及

生产能力，通过优化和冗余设计，
大幅提高了气象移动地面系统的
稳定性及可靠性，特别是针对乌拉
圭的自然禀赋特点，充分考虑了乌
拉圭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援乌拉圭
气象移动地面应用系统负责人介
绍说。

据了解，这套气象移动地面系
统遵循稳定可靠、简洁紧凑和高效
经济的设计原则，通过增大天线口
径、加装自动折叠天线面、提高越
野机动能力、扩展系统带宽、调整
设备布局，以扩充方舱空间、增加
系统存储量等方式全面提升系统
性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
援助这套气象移动地面系统的同
时，积极向乌方提供航天技术上的
援助，建立创新管理体制，不断促
进当地自主发展能力的培养。

“针对系统的操作、运行和维
护，我们将通过远程教学、在站支
持等方式为乌方提供 3 次专业培
训，确保乌方具备独立自主运行系
统的能力，以及卫星通信、气象卫
星遥感、卫星数据处理、信息技术
等航天专业相关人才。”应对气候
变化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强化双边合作 促进中乌
两国民心相通

乌 拉 圭 作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一 员 ，经 济 规 模 较 小 、产 业 结 构
较为单一，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
出 口 。 不 断 加 剧 的 气 候 变 化 对
乌 拉 圭 的 经 济 产 生 了 较 大 的 影
响，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乌拉圭改
善民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之一。

在中国援乌拉圭气象移动地
面应用系统项目中，系统通过接收
FY-3D、TERRA 等 气 象 卫 星 数
据，可生产植被指数、陆表温度等
生态环境类产品，为应对气候变
化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这一项目正是落实习近平主
席巴黎气候大会讲话精神和实施

“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计划的具体行动，还将有利于增
加中乌两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共识，持续推进两国民心相通，
实现中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向乌拉圭援助
气象卫星数据移动应用系统

双方在环境和气候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

◆本报记者吕望舒

距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召开只剩3天。本届
COP15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
要达成一项保护自然的新目标。
业内专家表示，这将是一个拯救
地球生命的新计划。COP15将

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制定各国及全球在未来
10年甚至更远时间范围内的工
作蓝图，帮助人类社会步入正轨，
以便在2050年之前实现《生物多
样性公约》中“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总体愿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即将召开
中国、欧盟、哥斯达黎加、塞舌尔和英国等力促 COP15达成积极成果

◆本报记者张倩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是 1992 年在巴西地球
高峰会议上达成的。《公约》有 3
个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
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
享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现在，超过 190 个国家和欧盟已
经加入了这一协定，美国却仍未
批准这一公约。

近年来，业界各类人士正在
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
议题和进程，但是英国博物学家大
卫·阿 滕 伯 勒 (David Attenbor-
ough) 和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世
界各国在保护自然上花的精力、投
入的关注尚未达到与应对气候变
化相关议题的相同高度。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因不
断增长的农业发展需要（种植棕
榈油、大豆和生产牛肉制品等），
更多地区的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
正在迅速遭到破坏。一方面，这

些生态系统可以调节对种植粮食
作物地区的降雨；另一方面，植物
可以吸收因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
化碳，因此保护甚至将更多地域
还给自然，也成为减缓气候变化
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

目前的情形不算乐观。即使
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寻
求有效的方法来保护和恢复更多
的陆地和海洋区域，但热带雨林
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以及物种
损失正在加速的趋势，一时间还
难以逆转。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公约》
已经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创立了
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必需的法律、
技术和社会机制，许多现代化的
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基于《公约》之
上。本届东道国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负责任大国之一，将努力让
这届 COP15 起到进一步的推动
作用。

COP15为什么重要？

诞生于 1992 年的里约地球
峰会，旨在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
并确保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的
这 一 公 约 ，至 今 已 经 走 过 29 个
春秋。

关于 COP15 将会实现怎样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讨论声近年来未曾停下。据
报道，早在 2020 年，由加拿大和
乌干达共同领导的工作组就制定
了这一框架的初期案文，设定了
2050 年之前需要实现的 5 个长期
目 标 、若 干 中 期 目 标 、以 及 到
2030 年要实现的 20 个目标。但
如今一年多过去，草案完善得如
何？这份草案能否得到所有缔约
国的认可？如何将草案中的目标
纳入各国的政策中？在大会进入

COP15 各方的斡旋和谈判中，各
国会在草案的基础上提高目标，
还是会降低标准？这些疑问都终
将在中国昆明揭晓。

当 前 ，对 于《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是否需要像《巴黎协定》设定
温控目标那样也设立顶层目标的
分歧较大。一些缔约国代表认为
这样做会有所帮助，而另外一些
缔约方认为这会分散各国落实新
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的注意力，而且不可能用一套
指标来囊括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方
方面面。

英 国 皇 家 鸟 类 保 护 协 会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简称 RSPB）国际政策专
家 Georgina Chandler 表 示 ，在 自

COP15希望实现什么？

一是物种丰富多样。
中国由于物种特别丰富，被
列为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
特丰国家之一。

二是特有属、种繁多。
中国生物区系的特有现象发
达，高等植物中特有种最多，
约 17300种。水杉、银杏、银
杉和攀枝花苏铁以及大熊猫、
白鳍豚等都是中国的特有种。

三是区系起源古老。中
国的很多陆栖脊椎动物中不
少都是古老种类，如羚牛、大熊

猫、白鳍豚、扬子鳄、大鲵等。
四是种质资源丰富。中

国的栽培植物、家养动物及其
野生亲缘的种质资源非常丰
富，作物品种、药用植物、牧
草、观赏花卉等也异常丰富。

五是生态系统丰富多
彩。中国具有地球陆生生态
系统各种类型，如森林、灌丛、
草原、稀树草原、荒漠、泥炭、
高山冻原等。中国的淡水生

态系统类型和海洋生态类型
系统也同样丰富。

六是丰富的传统知识和
民族文化。中国与生物多样
性直接相关的传统知识和民
族文化也很丰富。如藏族宗
教信仰对珍稀物种的保护，哈
尼族对神山、神林的保护以及
纳西族的不准砍伐水源林等
传统都是对生物多样性最好
的保护。

然保护方面有着更大雄心的
国家除了东道国中国，还有
加拿大、欧盟、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和英国。同时，巴
西和阿根廷忧心忡忡，两国
可能会因为更严格的自然保
护规则，影响他们赖以生存
的 农 业 发 展 和 长 期 的 经 济
稳定。

同 时 ，中 国 作 为 本 届 东
道国，近年来在生物多样性
保 护 上 的 进 展 可 圈 可 点 。
COP15 执委办主任、生态环
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在 9
月召开的生态环境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实施

“爱知目标”（2010 年，在日本
爱知县举办的 COP10 上制定
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2020 目
标）的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
均水平。截至目前，已有 3 项
目 标 进 展 超 越 了“ 爱 知 目
标”。分别是第 14 项恢复和
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第
15 项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
和碳储量，第 17 项实施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13 项目标基本实现，有 4

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
此 外 ，哥 斯 达 黎 加 正 在

努 力 推 动 会 议 取 得 有 效 成
果 ，并 成 立 了“ 雄 心 联 盟 ”。
塞舌尔、阿联酋、摩洛哥、加
蓬和莫桑比克都加入了这一
联盟。同时，欧盟、挪威和加
拿大也展示出了决心。土耳
其 将 主 办 下 一 届 缔 约 方 大
会，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
扮演积极的角色。

Georgina Chandler 表示，
与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不同的
是 ，尽 管 美 国 从 未 批 准《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美 国 的 声
音 这 些 年 没 在 谈 判 桌 上 响
起 ，但 也 不 算 完 全 的 旁 观
者 。 作 为“30x30”愿 景 的
参与方，美国总统拜登承诺
到 2030 年保护其国家至少
30% 的土地和沿海水域，这
将对海洋物种保护起到重要
的作用。

但目标总与实际存在差
距。在 2002 年和 2010 年缔
约国共同制定的减少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全球目标基本上
没有实现。“知道这些目标的

人太有限，因此在 10 年后我
们发现这些目标都没有完全
实现。”资深气候和能源政策
官李硕表示。

业 内 专 家 预 测 ，相 比 之
前 ，“2020 年 后 全 球 生 物 多
样性框架”的目标草案会向
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提
出的目标不仅明确，有时限
性（如 物 种 、栖 息 地 和 惠 益
共 享 等 领 域 的 目 标），而 且
都 以 针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的 根 源 而 采 取 的 行 动 为
基础。

但一次缔约方会议可能
会达成几十项决议，有些是
没有争议的，有些可能备受
争 议 。 回 溯 2002 年 和 2010
年，每失败一次，人类保护自
然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
但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
然，从海洋到荒野，从沙漠到
绿洲，物种生存环境的优劣
始 终 与 我 们 的 未 来 息 息 相
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征途
漫长而艰巨，需要各方付诸
行动，COP15 就是一个新的
出发点。

放大镜

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
是由美国生物学家雷蒙德·
达斯曼 1968 年在其通俗读
物《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
一书中首先使用的。此后
的十多年，这个词并没有得

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直
到 1980 年 ，美 国 乔 治 梅 森
大学教授托马斯·拉夫乔伊
在书中将生物多样性一词
引入了科学界，拉夫乔伊因
此 获 得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教

父”的美誉。1985 年，美国
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 W·罗
森造出了目前通用的“Bio-
diversity”一词，生物多样性
才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
广泛传播和使用。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从何而来？

东道国——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有什么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