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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事关国家生态安全，而且是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南方”

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东盟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外动因

下，从凝聚共识、走向行动到深化合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方面已取得较多成果，且双方在合作进

程、合作形式、互动模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不仅

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关系的建设，而且还丰富

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模式，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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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issue of 
global governance. As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and ASEAN， driven by suc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s maintain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system， have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operation like reaching consensus， taking actions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sides， both sides remain their uniqueness in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and forms， interaction 
modes， and participants. Their cooperation advances reg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ilds a win‑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enriches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modes， setting an exampl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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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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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中国和东

盟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

进，但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

化等问题。作为“全球南方”群体中的重要成

员，中国与东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方面已

取得丰硕成果，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因

此，系统梳理和总结双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作方面的经验与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中国与东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的动因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事关国家生态安全，

而且是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变革，

是中国与东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内外

动因。

（（一一））内在动因内在动因：：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

态”[2]。生物多样性是影响人类生存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维护生态

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约 20%的脊椎动

物 (不含海洋鱼类)和 10%的高等植物面临威

胁，加之外来物种入侵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都对

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本土物种基因构成严重威

胁 [3]。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国家之一，中国向来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保护与合作，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

了重要贡献。东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

源，拥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动植物名

录中 18%的物种。此外，在全球 17个生物多样

性大国中，东盟国家有 3个；在全球 34个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中，东盟国家有 4个，而且全球有

50%以上的植物物种和 42%的陆地脊椎动物

是这些热点地区的特有物种 [4]。虽然东盟拥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但却面临着严重的生

物多样性危机。相关报道显示，“近 15年来，东

南亚各地的森林已经损失了 14.5%，原始森林

可能已经损失了 50%以上。”此外，“东南亚约

80%的湿地因改作农田或排水开发而面临威

胁。现在已经有 45%的潮间湿地消失，一些禽

类物种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了 79%以上。”[5]与

森林生物多样性危机一样，东盟的淡水和海洋

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着严重威胁。根据估算，

湄公河上的水坝建成后将会使淡水鱼数量减少

20%，如果所有远期规划的水坝都能够建成，那

么湄公河中洄游鱼类的数量将会减少 70%[6]。

因此，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生物多样

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东盟面临的紧迫任务。

中国与东盟作为山水相连的近邻，协同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双方

的共同需求。

（（二二））外在动因外在动因：：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体系变革体系变革

当前，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中，发展

中国家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推动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是中国与东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

外在动因。

生物多样性治理看似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

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治理秩序的问题，涉

及诸如发展、责任、贫富差距、话语权分配等。

目前，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

家由于缺少生物多样性治理经验，且资金匮乏、

技术薄弱，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话语权

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握。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

的生物多样性治理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国家主

导。在澜湄机制成立前，湄公河地区的区域合

作一直由域外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和主

导，而亚洲开发银行背后的“金主”是日本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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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7]。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对

生物多样性治理重要性认知的提升，“全球南

方”国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作用越来

越突出。以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为例，《海

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是近年来国际海洋治理领

域最重要的成就，“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较为团

结的整体，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过程

中积极参与并作出重大贡献 [8]。

中国与东盟作为“全球南方”群体中的重要

成员，一直积极致力于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中国自担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主席国以来，充

分发挥主席国的领导力和协调力，联合东盟国

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磋商谈判进程；

并通过《昆明宣言》，积极推动“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新征程。此外，中国不断加大对全球环境基

金的支持力度，并成为该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捐资国。同时，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为保障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提供了有力支持，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9]。

二、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历程

在中国与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与互动不断深

入的背景下，双方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

的优先领域和战略方向。从合作历程来看，中

国与东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经历了从凝聚

共识、走向行动，到深化合作的转变。

（（一一））凝聚共识凝聚共识：：环境保护合作框架下生物环境保护合作框架下生物

多样性议题的提出多样性议题的提出

虽然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起步

较晚，但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互动为其开展

生物多样性治理与合作奠定了共识基础。1991
年，中国和东盟开始建立对话关系，正式开启对

话进程。由于当时双方合作重心在政治领域与

经济领域，且未充分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治理的

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乃至环境保护合作都

未进入双方对话的议题之中。

2002年 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中国—东

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双方合作领域扩

展到环境领域 [10]。2004年 8月，中国与东盟召

开了首次中国—东盟环境政策对话研讨会，双

方就各国的环境政策进行交流，并就中国—东

盟环境未来发展和优先领域达成共识 [11]。2004
年 11月，中国与东盟发布《落实中国—东盟面

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

计划》，明确环境领域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

之一，且提出要加强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作，探讨建立生物多样性走廊，推动在澜沧江—

湄公河和红河流域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等

相关内容 [12]。在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合作的重

要性之后，中国与东盟的环境保护合作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 11月，在第十一次中

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成立“中国—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共同探讨制定环境保

护领域的合作战略，并建议在合适时机建立中

国—东盟环境部长级会议机制 [13]。此时，中国

与东盟认识到，环境保护合作需要具体可行的

计划及切实有效的合作机制。2009年 10月，中

国与东盟共同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东盟环境

保护合作战略 (2009-2015)》，明确提出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作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的新

领域，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至此，生物

多样性保护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在环境保护

合作的框架下被正式提出。

（（二二））走向行动走向行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走深走实走深走实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一个单独议题被正

式提出之后，中国与东盟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走深

走实。随着中国与东盟对生物多样性议题重要

性认知的不断提升，双方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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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列为优先合作领域之一。

2009年 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

会，让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在

全球治理中逐渐成为显著性议题。2010年成

立的“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成为中国

与东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计划与项目实

施的重要平台。在该平台下，中国与东盟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内容逐渐丰富，其中，中国与

东盟举行了以“生物多样性与区域绿色发展”为

主题的论坛活动，提出开展中国—东盟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东盟绿

色使者计划等项目。中国与东盟进一步加快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以突出生物多样性议

题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2016年 5月，中国

与东盟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

2016-2020》，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列为双

方优先合作领域之一。2018年 11月，中国与东

盟发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

景》，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筑中

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和海洋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 [14]。《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将中国与

东盟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进一步拓展了中

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领域，其中，

“海洋减塑行动”成为双方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

重要举措。

（（三三））深化合作深化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不论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转型而言，

还是对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而言，

2021年都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一年。对全球

生物多样性治理转型而言，中国作为《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席国，努力推

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转型。对中国与东盟生

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而言，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将环境保护合作确

定为重要战略方向之一。

目前，中国与东盟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

中的重要力量，这也进一步要求双方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继续深化合作，落实“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自 2021年起，

中国与东盟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议题的重

要性达成新的共识，即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为主流，提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重视和

能力建设，推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2021 年 5 月，中国—东盟共同发布《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
2025）》，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

已成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领域的战略方向之

一。此外，在环境政策对话与能力建设、可持

续城市与海洋减塑、应对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

改善三个战略合作议题中，也都直接或间接涉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15]。同时，2021年是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双方共同宣布将

建立有意义、实质性、互利的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

运共同体 [16]。为落实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中国鼓励东盟国家参与“全球发展倡

议”，倡导双方在生物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开

展务实合作，并进一步促进与东盟相关倡议的

对接，如在《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文件中，互补重

点合作领域及东盟印太展望优先领域等 [17]。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与生物经济、绿色经

济、清洁能源等紧密联系的议题，并成为实现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主

要内容及特征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与东盟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内容丰富，且在合作进程、合作

形式、互动模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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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主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主

要内容要内容

一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对话与能力

建设。中国与东盟通过开展高层政策对话、能

力建设等活动，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与

实践经验，共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

2011年启动的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是双

方开展政策对话的主要平台，双方通过该论坛

围绕环境合作、区域合作战略、新兴环境议题等

开展政策对话，不断加强在环境领域的务实合

作，以及加强区域环境管理。截至 2023年，双

方已成功举办了 11次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

坛，有效促进了双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

沟通与合作。从具体活动来看，2012年 9月，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专门举办了以“生物多

样性与区域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对话交流活动，

其他各届论坛也都间接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与东盟主要通过研讨会、

培训班等形式分享经验、共享知识，以提升生物

多样性保护能力。例如，2013年 7月，双方成功

举办了“中国—东盟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和爱知目标能力建设研讨会”和“中国—东盟生

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研讨会”等活动。

二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研究。2021
年，中国与东盟一致认为，联合研究应致力于履

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是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出贡献。除中国与东盟

国家之间展开的联合研究外，双方科学院所、地

方政府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中国科学

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联合东盟国家相

关部门，共同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可

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检测等领域，开展联合科学

研究、科技攻关及人才培养工作，并面向当地和

周边地区相关行业提供技术服务 [18]。此外，云

南省还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跨境保护联动机制，

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西南林业大学成立了

“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在云南大学成立了

“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对云南省五条跨境国际

河流生态环境、鱼类洄游通道和动物廊道进行

了合作联动保护行动；就下游国家流域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与科学利用湿地生态资源开展了系

列培训，并共享监测信息。

三是共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项目。

中国与东盟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继开展了中

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计划项

目，建立了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

关系，提出了红树林保护合作倡议等。除中国

与东盟国家之间共同开展的实践合作项目外，

双方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2009年，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南塔省签署《中

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项目合作协议》，并参与了

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廊道示范项目等。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力加强与越南等邻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之间

的交流合作，成功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项目，如与越南高平省签署《生物多样性保

护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山口和猫儿山两处自然

保护区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山

口和北仑河口两处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19]。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有效促

进了该区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引进了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培养了大批

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四是探索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垃

圾，特别是塑料垃圾是中国与东盟面临的共同

环境问题之一。近年来，探索沿海城市海洋塑

料污染防治新模式、促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

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 2018年 11月，中国与东盟联合发布《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提出共

筑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海

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的新

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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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围绕海洋生态保护，双方决定将

在中国—东盟环境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框架

下开展“海洋减塑行动”。为此，中国—东盟环

境合作论坛举办了以“推动区域绿色增长：生态

城市建设与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最佳实

践”为主题的对话活动，共同探索海洋生态保护

的相关政策与路径。

（（二二））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

特征特征

一是从合作进程来看，虽然双方合作起步

晚，但发展较快。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始于环境保护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

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环境保护合作领域的战略方

向之一，加快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已成为

双方重要共识。从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历程来看，环境保护合作为双方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奠定了共识基础和实践经验。

2009年 10月，中国与东盟共同制定并发布了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 2009-
2015》，首次明确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作

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新领域。2016年 5月，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优

先领域之一。2021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

系统管理成为双方环境保护合作的战略方向之

一。当前，中国与东盟都已认识到生物多样性

保护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东亚地区实施千年

发展目标、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和转型以

及探索“南南合作”新模式中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从合作形式与内容来看，双方合作的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2011年，在中国—东盟

环境合作论坛启动后，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合作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逐渐丰富。在合作

形式方面，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形成

以政策对话、研讨会、专题论坛以及共同实施项

目计划等为主的多样化合作形式。在合作内容

方面，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既重视

经济发展，又注重生态安全。中国与东盟开展

的红树林保护、湿地生态修复、海洋塑料污染防

治等多方面合作对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价

值。同时，中国与东盟在维护生态安全过程中

非常重视经济发展，注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议题与生物经济建设、清洁能源转型、绿色经济

发展等议题之间的联系，在维护生态安全过程

中探索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三是从互动过程来看，双方强调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自 1991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以来，双方关系发展迅速。1996年，中国成

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2003年，中国宣布与

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中国又宣

布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

国与东盟已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并始终坚持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20]。在中国与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过程中，双方主要通

过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展开互动。同时，

双方还建立了环境部长会议、环境高级官员会

议、环境合作论坛等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以探

索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新路径。目前，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已成为双方推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最具影响力的对话机制，也是双

方展开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及环境保护合作的

核心机制。在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互动中，双方始终强调要“有效协商、互惠共赢、

自愿参与”，“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状况及

其加入的多边环境协议”及“开放包容”[15]等原

则，以在解决全球和区域性环境问题上采取协

调行动。

四是从参与主体来看，双方形成了由政府

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合作模式。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形成了以

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合作模式。

一般而言，先由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确定生

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方向，再由中国—东盟环

境合作中心制定战略框架和具体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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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相关机构合作落实。除中央政府发挥主导

作用外，各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一定的自主性。

例如，自 2015年以来，云南省围绕生物多样性

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

价值评估、污染防治等方面，面向南亚、东南亚

等地区举办了 40余期国际培训 [21]。此外，非政

府组织、基金会、社会公益机构等多元行为主体

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

者。202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企业家、基金

会、研究机构、社会公益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

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

并发布了《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倡议书》。

四、“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与东盟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的成就

中国与东盟在合作中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东盟

合作共赢关系的建设，创新了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模式。

（（一一））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可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持续发展

当前，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

生物多样性危机已成为人类生活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中国与东盟开展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不仅有助于扭转或延缓

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而且也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

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共计约 800万个物种，其中

100万个物种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灭绝的威

胁。栖息地减少、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气候变

化、污染等原因造成了物种丧失，全世界 40%
以上的两栖动物物种、33%的造礁珊瑚和 33%
以上的海洋哺乳动物都因此面临灭绝风险 [22]。

当前，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合作不仅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而且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与东盟

开展的红树林保护项目成为中国与东盟协调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与海岸红树林保护的有力举

措，并汇聚成应对气候危机、修复生态环境、促

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力量，成果预计惠及中国和

东盟沿海逾 12亿居民 [23]。2021年，中国与东盟

共同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意义，提出“可持续发展合作年”，要进一

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清洁能源转型、绿色

发展、共筑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等议题间的联系，

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价值。

（（二二））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关系的建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关系的建

设与发展设与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合作，中国与东盟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推动

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关系向前发展，为“南南

合作”树立了典范。一是战略对接不断深化。

2010年 10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发表的《中国

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指

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

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等的战略

对接。在加强战略对接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保

护合作也逐渐成为中国与东盟环境合作的战略

方向之一。二是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在中国与

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双方都重视合作机制的

建立。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一直缺少相应的

合作机制。直到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的建

立，才进一步弥补了双方在环境合作方面的机

制缺失。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既为推动双方深

化环境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推动双方生

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三是

合作内容不断拓展。中国与东盟在重视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过程中，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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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海洋塑料污染防治、清洁能源转型、绿色经

济合作等议题间的联系，丰富了双方的合作内

容。双方已经成为睦邻与互信伙伴，实现了合

作共赢的目标 [20]。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重要实践领域，凸显了

双方通过不断对话合作凝聚战略共识的互动

过程。

（（三三））丰富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合作丰富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合作

模式模式

在全球治理中，发达国家得益于自身的经

济、技术优势，在全球治理秩序规则构建方面一

直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亦

是如此。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由于广大

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及各国国情的差

异性，使得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并

不完全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在

联合国谈判、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家政策和

地方执行等各生物多样性治理层次方面是具有

差异性和政策鸿沟的 [24]。这也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因此，“全球南

方”国家之间的自主探索对创新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是“全球南方”

国家的重要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

员 [25]，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为发展中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支持，已促使全球 80
多个国家从中受益。就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

保护合作而言，建立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中心，

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发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系统保护合作计划”“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

境项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等项目，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规划和管理以及社区生

计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26]。中国与东盟

国家在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互动模式、治理

经验和知识分享，对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模式、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过程体

现的合作共赢原则，有利于团结“全球南方”

国家。

五、结语

未来，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议题，中

国与东盟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进一步加强交

流与合作。一是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强化清洁能源转型、气候变化治

理、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

间的联系，努力平衡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二是中国与东盟作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国，应基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对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要求，密

切沟通、协调合作，制定新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努力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三是中国作为“南

南合作”的倡导者与参与者，应继续加强与“全

球南方”国家在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沟通与

协作，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

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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