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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主编的《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系统——&lt;
生物多样性公约&gt;回顾与展望》介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
的由来，《公约》文本的谈判历程和《公约》的主要内容，总结了历次缔约方大会的主要成果和各方
在焦点问题上的立场，深入剖析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资金机制、战略计划、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与气候变化、生物燃料、外来入侵物种等重点谈判议题的发展脉络和各方主要分歧，记录了中国
在《公约》谈判、履约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为今后谈判和履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
料和经验。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系统——&lt;生物多样性公约&gt;回顾与展望》可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
人员、政府相关部门决策者和管理人员，以及公众了解该《公约》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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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背景　　外来物种是指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
单元。
很多外来物种对人类的经济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一些作物或家养动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对世界
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一些外来物种演变成了有害生物，对经济、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明显的损害或不利影响。
外来人侵物种是指在当地的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了自我再生能力，可能或已经对生态环境造
成明显的损害或不利影响的外来物种。
外来人侵物种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全球范围来讲，外来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造成有害影响的程度仅次于生境破坏；在一些国家，外来
人侵物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严重威胁，如岛屿国家。
外来入侵物种还通过与本地物种发生杂交而造成基因污染。
　　《公约》对外来人侵物种的规定见于第8条（h）款，要求缔约方应“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
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
由于外来入侵物种能够危害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在《公约》中外来人侵物种是一个跨专题的
议题，涉及了《公约》许多专题方案。
二、议题发展脉络　　《公约》科咨附属机构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外来物种问题，在涉及保护和持
续利用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的建议中，包括了外来物种。
自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起，缔约方大会历次会议都讨论了外来入侵物种问题，并对此作出了相关决
定。
《公约》对外来人侵物种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外来入侵物种的议题从无到有，重视程度逐步提高，从仅为海洋和海岸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的一项内容发展为涉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跨专题的议题，此后缔约方大会专门为外来入侵物种
做出决定。
　　第二阶段，缔约方大会致力制订一项指导原则，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出台了暂行指导原则，第
六次会议通过了正式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为《公约》防治外来人侵物种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在制订了指导原则后，重点是与有关国际公约和组织的协调，解决国际管制框架的空
缺和不一致。
尽管外来入侵物种是一个新的术语，但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很多国际公约和组织都与外来人侵物种有关，《公约》致力于将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关
切纳入到这些管理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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