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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在线会议领导人对话概念说明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推动建设坚韧包容的后疫情世界 

 “与自然和平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根本性任务，必须

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这种情

况下，从疫情中实现恢复给我们带来了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我们星球的现状》演讲 

A. 导言 

将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和 23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

会第五届会议在线会议期间将开展领导人对话，本概念说明旨在协助会员国和

利益攸关方为这次领导人对话做准备。 

根据 2020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主席团和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所作的决定，第五届会议在线会议期间将举行领导人对话，旨在促进

高级别互动讨论，探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可如何推动建设一个坚韧包容的

后疫情世界。为了方便不同时区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别代表参加，领导人对话将

举办两场，分别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4 时至傍晚 7 时（内罗毕时间

（UTC+3））和 202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1 时至下午 2 时（内罗毕时间

（UTC+3））进行。   

B. 参与方式 

 将邀请有关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最迟于 2021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在第

五届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上登记其高级别代表的详细资料，并注明代表的

姓名、头衔和代表级别，及其希望选择的领导人对话场次。与会者名单

将于 2021 年 1月 25 日（星期一）公布。名单登记后即视为具有约束力。 

 两场领导人对话会议基本相同，为了便于互动对话，每场会议高级别与

会者人数限制在 40 名左右。参会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力求每场会议皆实

现公平区域代表性。 

 每场领导人对话会议都将由一名专业主持人主持，负责协助与会者相互

交流意见。主持人邀请与会者发言时，将优先考虑各国部长、非政府组

织负责人、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和负责人。 

 两场领导人对话会议开场时都将播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制作

的关于对话主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推动建设坚韧包容的后疫情世

界”的短视频，随后环境大会一名或多名副主席以及主要群体和利益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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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的一名代表将作简短的介绍性发言。此后，主持人将请各位与会者

发言，每人限时 2分钟，应针对本概念说明末尾概述的一个或多个指导性

问题进行发言。 

 两场领导人对话会议上都将通过在线会议平台“Interprefy”提供联合国

六种正式语文的口译服务。领导人对话会议召开前，与会者须确保能够

登录该平台，并参加秘书处提供的专门培训课程，以熟悉该平台的运作。 

 秘书处将把讨论产生的主要信息编写成实况摘要，并在定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 时至 6 时（内罗毕时间（UTC+3））进行的环境大会

第五届会议在线会议的休会环节对摘要作口头介绍。摘要将在会后以书

面形式提供。 

 会员国代表还可以提交录音或书面声明，作为“实时”参与领导人对话

的替代办法或补充。此类呈件应最迟于 2021 年 2 月 1 日送交秘书处，随

后将被上传到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的官方网站。发言录音不会在领导人

对话期间播放。 

C. 背景：建设坚韧包容的后疫情世界 

我们认识到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

许多经济体的脆弱性，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现象，危及了几十年来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长最近的一份报告1 强调，冠状病毒病大流

行除了在全球造成惨痛的生命损失外，还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2020 年估计有

3 430万人因此跌至极端贫困线以下，到 2030年可能还有 1.3亿人加入极端贫困

者行列，这将对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努力造成沉重打击。在人类发展的

一些方面，今天的状况已倒退到 1980年代中期的贫困程度。这场大流行病正在

影响教育、生计，当然还有人类健康（有 190 多万人在疫情中丧生）。令人遗

憾的是，这场全球范围的大流行病的影响还因以下三个全球范围的危机而严重

加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污染和废物。 

许多国家政府正在错失建设性变革的机会，这是一条有推动性的前进道路，可

以摒弃过去不可持续的习惯，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过渡，以期阻止自然遭到破

坏并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投资于恢复生态系统和减少污染的针对性活

动，如减少环境中的废弃塑料。各会员国集中精力遏制当前的卫生危机和减少

封锁带来的经济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对若干主要经济体的刺激措施作初步

分析后发现，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我们不应屈服于诱惑，倒退至

投资于污染严重或损耗自然的技术，而应投资于能够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新

兴技术。领导人在设计和实施复苏计划时必须牢记，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自

然支撑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若管理得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可推动

经济增长，保护弱势群体，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营养食品，支持可持续就业，

并帮助人类过渡到更可持续的未来。然而，要实现这些惠益，将需要前所未有

的资金重新分配和新投资，包括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理解基础上的投资。此外，

在制定劳工政策时，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开展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以便将经常被

忽视的群体包括在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要促进有利于自然的复苏，潜在领

域包括对贷款附加约束条件和债务减免，刺激方案中的具体支出目标，以及取

消有害补贴、转向有利于自然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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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遭到破坏是人畜共患病不断出现和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满足人类对

农业、基础设施和材料的需求，自然地区遭到破坏和割裂，导致病原体更容易

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森林砍伐，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与登革热、疟

疾和黄热病等传染病的增加不无关系。此外，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造成动物与人

类直接接触。在不受监管的领域，潜在的灾难性疾病很有可能在不同物种之间

传播。 

约 60%的已知传染病和 75%的新型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这意味着它们可以

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这些传染病给人类造成了重大损失，每年有数百万人

死于未诊断出或被忽视的人畜共患病。这些病原体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压力。

在过去的 20 年里，这些疾病造成了大约 1 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还不包

括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影响。 

解决生境丧失和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对于今后制约大流行病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为了减轻风险，必须努力加大对完整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

复力度，以减少野生生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新型互动。野生生物，无论是动

物还是植物，往往是旅游业的主要驱动力，而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很

大，在许多国家都是外汇来源。合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许多人提供了可持续的就业、生计和收入，而非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则有

损于这些合法的发展手段，同时使人们面临灾难性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令人遗

憾的是，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每年估值达 70 亿至 230 亿美元，而且还持续上升。

世界上被贩卖最多的动物穿山甲，在过去六年里缉获量增加了十倍；自二十世

纪初以来，野生犀牛的数量减少了 95%；非法捕捞对水生物种造成了灭绝风险，

从鲸鱼到鲟鱼都不能幸免。这种罪恶的做法不仅导致物种灭绝，还夺走了各国

发展所必需的宝贵资产。  

居住在距离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最近的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往往是动物和生态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许多这样的社

区遭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利用，被鼓励从事偷猎活动。这会削弱社会凝聚力，

滋生犯罪行为，可能会对偏远和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产生深远的后果。必须加

强现有的协调机制以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并确保有效实施。支持可持续

和合法使用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同时公平分享惠益并对自然进行再投资，有

助于实现多重可持续发展成果。必须制定循证政策，并辅之以对教育和行为改

变的支持，还需要更好地实施和执行这些政策。  

气候变化和粮食体系效率低下也与人畜共患病风险增加有关。对于一些传染病

来说，气温上升或降雨增加会极大地影响病原体本身或其媒介（将疾病从原始

宿主传播到人类的中间物种）的生命周期。例如，对于许多昆虫和啮齿动物来

说，温度上升会导致种群激增、活动范围扩大，最终可能会将疾病传染给人类。

在其他情况下，海平面上升或沿海洪水可能会增加水媒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低

效的粮食体系，包括不可持续的生产和运输、肆意泛滥的粮食浪费，正在侵蚀

地球的健康，并增加未来发生大流行病的风险。例如，对畜牧生产不断增长的

需求使动物和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卫生和防止疾病传播的关注还远远

不够。 

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导致环境持续退化，会削弱人类应对人畜共患病和相关

大流行病的能力，同时增加患病率。例如，空气污染使人类更容易患上呼吸道

人畜共患病，如感染冠状病毒。由于传染病造成的严重负面经济影响，穷人往

往不得不开采自然资源来维持收支平衡，从而加剧了退化的循环，增加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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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危机的长期风险。相比之下，健康的自然环境可以对公众健康产生积极影

响。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更多地接近或接触自然环境（如公园、林

地和海滩）能提升健康和福祉。 

人类、动物和地球的健康密不可分。要降低未来大流行病的风险，就需要保护

正常运作的生态系统，恢复人畜共患病传播的天然屏障。有些因素会增加病毒

从非人类物种向人类传播的可能性，包括生境丧失和非法或不受监管的野生动

植物贸易，这些因素必须警惕。鼓励各国政府采用“一体化卫生”办法，这种

办法体系从整体上关注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以预防疾病爆发，可极具成本

效益。世界银行目前的估计表明，六种致命的人畜共患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

每年达 67 亿美元，而可预防此类疫情爆发的“一体化卫生”办法每年获得 
19 亿至 34 亿美元的投资。除其他外，“一体化卫生”办法要求加强环境方面

的贡献，包括生态和野生动植物方面的专门知识，作为有效的风险分析和预防

措施的一部分。对高风险国家而言，国家一级的风险评估多学科能力建设、信

息共享办法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提高认识活动尤为重要。 

现在是行动起来#自然为本#（Act #ForNature）的绝佳时机。政府政策可以强

化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随

着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的启动，加上可持续发展目标行

动十年的并行运作，现在保护自然和恢复已丧失生态系统恰逢其时。极具多样

性和复杂性的自然支撑着经济、社会和人类的生存。自然是一个生命维持系统，

为人类提供原材料、住所、药物、粮食和水，对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它回收

养分、净化空气、调节气候；还支撑着数十亿个工作岗位，是许多人精神鼓舞

的源泉。在人口迅速增长、面临多重社会和经济挑战的当今世界，我们必须认

识到自然（特别是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物质的多样性）为人类带来的惠益，

选择发展道路时也必须认识到完整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价值。一项研究估计，

假定目前的政府和慈善机构保护力度翻一番，达到每年 1 000 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私营部门年度投资总额的 1%左右，则全球保护工作每年所需资金介于 
3 000 亿至 4 000 亿美元之间，保护项目的可投资现金流至少需要比现在高出 20
至 30 倍，达到每年 2 000 亿至 3 000 亿美元。长远来看，生态系统的崩溃无疑

会让人类付出远远比此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致命影响。 

D. 指导性问题和预期成果 

邀请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别代表探讨以下指导性问题： 

1. 作为领导人，您将采取或已经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确保在建设坚韧

包容的后疫情世界时，以统筹兼顾的方式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层面？ 

2. 国际社会应如何共同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营造更强劲的政治势头？ 

3. 根据环境署新的中期战略、工作方案和预算，环境署和联合国应在支持

这一目标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还邀请部长和其他高级别代表介绍各自政府或组织在建设坚韧包容的后疫情世

界的过程中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而新采取的或现有的具体行动。 

领导人对话将被录制，秘书处还将编写对话的实况摘要并在网上发布，以方便

世界各地有关利益攸关方会后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