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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全文如下。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

体的血脉和根基，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健

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别致的景观文化。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长足成效，但仍

面临诸多挑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切实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以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全面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水平为目标，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

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进一步提高保护能力和管理水平，确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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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二）工作原则 

——尊重自然，保护优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遵循

自然生态系统演替和地带性分布规律，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

复能力，避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预，对重要生态系统、生

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实施有效保护，保障生态安全。 

——健全体制，统筹推进。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发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年度工作调

度机制。各成员单位应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聚焦重点

区域、领域和关键问题，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互通

信息，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分级落实，上下联动。明确中央和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管理事权，分级压实责任。中央层面做好规划、立法等顶层设

计，制定出台政策措施、规划和技术规范等，加强对地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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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支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上

下联动、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各级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的主导作用，加大管理、投入和监督力度，建立健全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提高社会

各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国家战略

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构建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相对稳

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1%，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达到 57%左右，湿地保护率达到 55%，自然海岸线保

有率不低于 3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77%，92%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有所改善，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保持在世界前列，

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制，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和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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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5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和监

测体系全面完善，形成统一有序的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全国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状况

实现根本好转，森林覆盖率达到 26%，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60%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以上，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长

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显著改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可持续利用机制全面建立，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民自觉行动，

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

面，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二、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 

（四）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监管制度，研究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渔业、湿地保护、自然保

护地、森林、野生植物保护、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

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研究起草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保护条例，制定完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各地可因地

制宜出台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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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

划。制定新时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编制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应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主要

任务。相关部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行业发展规划，加强可持

续管理，减少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各地可

结合实际制定修订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及规划，明确

省、市、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职责分工。鼓励企业和社会

组织自愿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六）制定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制度。健全自然

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

物多样性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和工作机制，完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制度。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海湾休养生息，实施长江十

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落实有关从事种源进口等的个

人或企业财税政策。 

三、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七）落实就地保护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的保护监管，明确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控政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