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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热评

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生活更美好
李莹

◆黄承梁

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趋势。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
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
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
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和重要论
述，是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
记就生态文明所处历史方位、发
展阶段、发展态势、生态文明核心
要义、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内在
关系所作出的最新阐述。深刻理
解和把握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和重
要论述，对于把新发展理念完整、
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
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
转型，促进人类文明由生态文明
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更好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
本质上遵循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
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文
明”与“蒙昧”“野蛮”相对应，是指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状态。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本质上由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范畴所揭示的规律支
配和运行。原始文明社会，人类
用摩擦取火这个朴素、原始的“机
械运动”转化所形成的热能“明于
天人之分”，开启人类文明征程。
农业文明社会，人类主要的生产
活动是农耕和畜牧，青铜器、陶器
和铁器的使用，特别是铁器农具

“犁”的出现，人类生产活动开始
向着主动性和选择性迈进。恩格
斯就此指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
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
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
铁斧的时代，铁已经在为人类服
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
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
种原料。”“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
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
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的开启，首当其冲
归 功 于 200 多 年 前 蒸 汽 机 的 发
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又指出：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性的国际
性发明。”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是
社会的中心产业。竭尽全力发
明、制造和使用更先进和更强有
力的工具，向自然进攻和向自然
索 取 ，在 利 用 和 改 造 自 然 的 斗
争中，不断地战天斗地，把自然
条 件 和 自 然 资 源 转 化 为 物 质 财 富 ，实 现 世
界 工 业 化 和 现 代 化 ，创 造 了 巨 大 的 物 质
财富。

回顾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三次重大文明
变革。一万年前，农业产生，以农业文明代替
原始（渔猎）文明，这是人类第一次文明转型；
300 多年前，工业革命，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
文明，这是人类第二次文明转型。21 世纪，
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这将是人类新
的文明变革。这场人类新的文明变革，是浩
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凝聚东方哲学智慧和历史底
蕴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科
学扬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文明创造了巨
大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当今时代，人类对矿
石、石油等各种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开发的
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达到极限；对原本具有自
然恢复能力的土壤、陆地、海洋等资源的使用
也正在接近极限；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
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
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全球性风险和
挑战面前，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根
本性变革，人类普遍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矛
盾和冲突中，如果继续走工业文明的老路，人
类社会的前途将不是继续自然历史的进程，
而是终止人类文明的进程。

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的转
型，这既有人类社会的主观要求和良好愿景，
同时也是大势所趋。当今时代，以生态技术、
循环利用技术、系统管理科学和复杂系统工
程、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技术等为特色的科
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
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使生态化生产方
式蓬勃兴起，产业结构发生现代化的绿色转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

持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坚持高质
量发展，更加深刻认识到绿色发
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
新方向；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绿色
发展既作为解决历史污染问题的
根本之策，又将其作为构建高质
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之策。

今年是中华民族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
局之年。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
叶，是中国跨越两个百年、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机
遇期。我们立足中华大地，放眼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巴黎协定》

《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到 向 世 界 宣 布 中 国 将 力 争 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再到此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举
办，中国加速推进统筹国内国际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致力于建设
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致力于构建万物和谐、
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了
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是人类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的共同财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关
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
规律，还以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
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历史趋势为研
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工业文明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何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
运行的特殊规律。生态文明建设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人
民福祉、事关美丽中国、事关人类
命运共同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自然价
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自然生态
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
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这
奠 定 了“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的自然价值理论基石，充分
体现了尊重自然、重视资源全价
值、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
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新的理论经济学，为生态
文明改造和提升工业文明、实现
生态文明转型、迈向生态文明新
时代提供了价值理论基础。它表
明，生态文明体系下的价值测度，
不仅包括劳动创造的价值增量，
也包括自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增
量。生态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制度
设计，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
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
发展潜力和后劲。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科学
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
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既

以其鲜活的语言和深刻论断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
所强调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自然资源是自然生产力
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观，又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
纳入生产力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观
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赋予“生产力”
全新的内涵。现代化的绿色生产力，除了认识自
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之外，在生产力内部必然
要逐渐生成一种保护自然的能力，包括生态平衡
和修复能力、原生态保护能力、环境监测能力、污
染防治能力等。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改革开放近
40 多年来，我们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鲜讲或者讲
得不够的质的矫正。必须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始终把
整个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实现和确保
生产活动结果绿色化和生态化的途径、约束和
保障。

坚持创新发展，使创新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根本变革要素。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
伟大实践，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从
宏大的理念和视野深刻认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趋势，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实际工
作中，我们党将其作为指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国方略，不
能简单地与环境保护等同起来，甚至搞伪生态文
明建设。

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从现实现象看，一刀
切、切一刀、一关了之都不是目的，重在形成支持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 机 制 上 下 真 功
夫、下大力气；坚持在创新驱动、加快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动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新机遇，突
破一些革命性关键性绿色核心技术，进而带动
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交叉融合、群体跃进。换
言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一
根本规律来看，如同“火和石器”于原始文明、“铁
和犁”于农业文明、“纺纱机和蒸汽机”于工业文明
一样，只有实现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关系的根

本性变革，生态文明才会成
为真正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形
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
更大完善、发展水平的更高
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
心秘书长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笔笔 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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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
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日前在
云南昆明闭幕，会议通过的《昆明
宣言》强调：“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
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为地球上
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支持，巩固人
类和地球的健康与福祉、促进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关系人类前途和命运，不仅是
宏大而深刻的命题，也与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使我们的生活悄然
发生着改变。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
今，越来越多人选择利用长假走出
钢筋水泥的丛林，来一次与自然的
亲密之旅。巍巍青山、悠悠碧水、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镜头里记

录的祖国大好河山都是我国多年
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见证。
为了保障野生动物自由迁徙，越来
越多的公路、铁路沿线修建了动物
通道。如果幸运，在行车路上还可
能欣赏到一段丹顶鹤表演、陪着骆
驼散散步、与野驴羚羊赛个跑，体
验别样的精彩。

即使没有时间远行感受天地
的博大壮阔、自然的鬼斧神工，在
城市，同样可以感受到生物多样性
保护、城市环境持续改善带给我们
的惊喜。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不
再比拼高楼层数，而是比拼公园个
数；不再比拼道路宽度，而是比拼
绿化面积。“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
来”，留足了生态空间，越来越多的
野生动物开始在城市安家。天鹅
在湖面游弋、大雁在天空盘旋，与
不远处林立的高楼相映成趣，已经
成为一些城市亮丽的风景。越来
越多的城市人能够每天聆听自然
交响，感受鸟鸣唤起床、蝉吟伴午
眠。亲近自然、亲近动物是人的天
性。家门口有了森林公园、候鸟乐

园、动物家园，人们的幸福感、愉悦
感自然倍增。

生物多样性保护带给人们的
馈赠远远不止优美的自然风光、良
好的生活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
正在让生活变得更加健康、舒适。
藜麦、鹰嘴豆等被越来越多人纳入
食材清单，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餐
桌，也提高了餐食的营养价值；大
豆纤维棉兼具了棉花的保暖性和
丝绸的亲肤性，成为衣物、被褥材
料的新选择；文山三七、昭通天麻
等推广种植，使人们在对抗疾病时
有武器更有底气。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丰富了
人们的菜篮子、布料子、药罐子，也
鼓起了人们的钱袋子。在西藏林芝，
2011年，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了一种
长在青冈树上的野生灵芝——白
肉灵芝。经过科学家长达 10 年的
精心培育，林芝地区灵芝种植从无
到有，累计年栽培量达 500 万袋的
规模，产生间接效益逾 4500 余万
元，栽培白肉灵芝成为当地藏民增
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在云南盈江，

由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2017 年，
被列入濒危物种红色目录的鹳嘴
翡翠出现并在此停留，吸引了数千
名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前往观测、拍
摄，为当地带来了近 50 万元的经
济收入。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探
索出了生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之路。在保护自然财富、生态财
富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财
富、经济财富，实现了环境更美、日
子更甜。

人类的生存繁衍历史就是一部
发现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保护生
物多样性，就是在为人类留下更多
可供探索和利用的宝贵资源。可
持续利用以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
需求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目标。当前，虽然经过多年努力，
大熊猫等濒危物种数量大幅增加，
得以降级，但仍有物种面临灭绝风
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仍然严
峻。“山积而高，泽积而长。”生物多
样性保护需要久久为功。让我们
携手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让地
球更加绚丽，让生活更加美好。

◆张修玉关晓彤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COP15）近日在中国
昆明举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已
成为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共识。在
实践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加强自
然生态监管入手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

明确自然生态保护监管工作
目标。到 2025 年，初步形成生态
保护监管法规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全国生态监测网络，初步形成与生
态保护修复监管相匹配的指导、协
调和监督体系。到 2035 年，形成
与美丽中国目标相适应的现代化
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

根据地理单元特征和生态保
护监管需求，加快构建和完善陆海
统筹、空天地一体、上下协同的生
物多样性监测监管网络，基本覆盖
典型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地、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重要
水体。推动部门监测站点资源共
享，推进环境监测站点向生态环境
监测综合站点改造升级，增设新的
生态监测站点和生态监测样地。
积极探索开展相关生态脆弱区与
陆海统筹区生物多样性监测监管。

开展重点区域流域、生态保护
红线、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
区从宏观到微观尺度的多层次生物
多样性评估体系，全面掌握生物多样
性状况变化及趋势。比如，有规律

地开展生态状况遥感调查评估、重
点区域流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遥感调查评
估、国家公园人类活动遥感监测评
估、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评估等。

实行最严格的自然保护地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制度，出台监管办
法 ，加 强 对 自 然 保 护 地 设 立 、晋

（降）级、调整、整合和退出的监管，
定期公布自然保护地生物科技状
况。强化对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和重点区域自然保护地的监督
检查。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制度，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办法和监管指标体系。开展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和监测预警，核定生态

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水平。
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和

评估标准体系，提升生物技术环境
安全监管能力。充分发挥生态文
明建设的统筹协调作用，形成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履约工作合力。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聚焦典型
生态系统、重点物种、重要生物遗传
资源开展研究。探索建设地方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减贫等试点。

加强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监
督力度。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监管工作突出问
题开展专项督察。完善生物多样性
监督执法制度，扎实推进综合管理能
力建设，通过先进技术对湿地、林地、
草地、自然岸线等区域的开矿、修路、
筑坝、围填海、采砂、炸礁等行为加
强监督。全方位建立健全森林草
地、河流湖泊与海洋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监管体系。

作者单位：广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

◆钱美君 岳彩秀文传浩

生物多样性关乎人类福祉，是
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历来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生物多样性
保护取得丰硕成果。

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以及自然
资源退化等因素，也出现了土地利
用不合理导致的栖息地减少、资源
过度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污染以
及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成为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 中 面 临 的 新 挑
战。比如，跨境外来生物入侵在多
地发生，呈现出入侵渠道多样化、
生态系统覆盖面广等特点，而且极
易扩散传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压
力持续增加。再比如，大型野生动
物与人类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亟须
弥补相关应对制度的不足，平衡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利益，合理解
决补偿问题。此外，国内生物技术
研究还有一定欠缺，究其主要原因

是生物技术能力不足，对生物多样
性资源研究不深入。生物经济时
代，面对基因食品安全、“干细胞”、

“克隆激素”等问题，迫切要求提升
生物科技技术。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 基 础 ，应
该 尊 重 自 然 、顺 应 自 然 、保 护 自
然 ，实 现 在 发 展 中 保 护 ，在 保 护
中发展。当前，应积极建设相关
机制，推进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系
统相互依存，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家园。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探索国际
公园合作自然保护地体系。第一
批国家公园名单日前正式公布，保
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立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
新机制、新模式，但针对国际接壤
地区的生态林地资源利用还尚有
欠缺。建议创新发展国际公园为
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以边境地区
自然保护地为试点，探索国际公园
合作模式，以区域国际合作带动资
源优化配置，共同探索生物多样性

保护路径。
加强生物多样性跨境安全防

御机制建设，避免外来入侵和人为
破坏。积极构筑境外入侵生物监
控防线，构建大数据监控分析平
台，牵头建设生物安全共享信息平
台，同周边国家建设入侵生物信息
交流机制。联合东南亚、南亚国家
共建跨国跨区域联合实验室，联合
开展重要潜在生物合作研究，储备
科研成果，积累经验并在其他地区
推广示范，最终形成完整的跨境生
物安全防御机制。

完善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多
方面保护地球家园。针对野生动
物肇事给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带来
的影响，需要发挥政府对补偿过
程 的 介 入 作 用 ，明 确 责 任 主 体 ，
主 导 出 台 相 关 的 配 套 政 策 和 实
施细则，改变野生动物肇事生态
补偿资金不到位、补偿标准低的
现象。在生态效益外溢、生态环
境脆弱与敏感性区域，建立分类
补 偿 制 度 。 建 立 以 政 府 投 入 为
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

资融资体制，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
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
资，开展教育生态补偿、人才培养
生态补偿、职业培训生态补偿、产
业转移生态补偿等多元化综合补
偿形式。

筑牢安全防线，夯实应急预警
机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着力开
展大数据分析、情景预测、目标识
别等，搭建预警体系中大数据信息
平台。理顺不同部门、不同机构、
不同区域的预警组织架构，搭建省
际联合检查、联合监督、联合预警
机制，加大对农村地区、边远山区、
贫困地区的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和
应急知识传播。

持续强化生物技术研发，拥抱
生物经济新时代。通过大力发展
生物经济，构筑生物产业集群，吸
引创新资源汇聚。构筑生物经济
产业链循环，统筹生物技术产品生
产、流通和使用各个环节，建立适
应生物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深
入推进生物经济城市试点，集中孵
化一批生物经济重点区域与重点
领域。建立生物经济信息合作交
流平台，从创新研发、绿色采购、绿
色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系统政策
支持。赋予生物技术经济属性，最
大限度给予从事研发企业正向的
经济回报激励。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建设有效机制 保护地球家园

加强自然生态监管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罗建武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
会议正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成果受到高度关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我国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多项举
措落地见效，比如实施国家公园体
制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系
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不断强
化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这些探
索和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加
强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资
源的保护，在维护重要物种栖息地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加快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等国家公园。加强对草原、森林、
湿地等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和大熊
猫、东北虎、雪豹、藏羚羊等旗舰物
种的保护力度，高度关注国家珍贵
的自然景观、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实现了重要生态区域大尺度
整体保护，对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地
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国内的植物园和树木园保育
了《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和《中国植物红皮书》中的 270
种植物。全国 195 个植物园迁地
保护了两万余种乡土植物，约占全
国 65%的植物种树得到了迁地保
护。持续加大迁地保护力度，生物
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水平显著提
高，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
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当前，迁地
保护体系日趋完善，正成为就地保
护的有效补充，多种濒危野生动植
物将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多方筹措资金，实施系列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不断加大生态修复
力度，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恶化
趋势基本得到遏制，自然生态系统
总体稳定向好，服务功能逐步增
强。随着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将有助于缓解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压力。

此次会议还发布了一个重要
的标志性成果《昆明宣言》，承诺制
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确保最
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
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2050年愿景。《昆明宣言》的
通过，体现了各国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做出切实贡献、采取有效行
动的决心和意愿，将为全球生态和
环境治理注入新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

生物多样性探索和实践彰显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