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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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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ꎬ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均未实现的背景下ꎬ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ꎮ 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ＮｂＳ)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ꎬ成为应对全球

危机的重要途径ꎮ 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 ＮｂＳ 的关系ꎬ阐明了 ＮｂＳ 利用恢复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ꎬ提出了利用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ꎬ一是

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ꎬ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ꎮ 在建立 ＮｂＳ 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

知的基础上ꎬ该文进一步梳理了 ＮｂＳ 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ꎬ以及 ＮｂＳ 在生态空间、农
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ꎬ归纳了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ꎬ讨论了

ＮｂＳ 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ꎬ展望了 ＮｂＳ 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规划的愿景ꎬ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 ＮｂＳ 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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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和恢复力的关键

决定因素ꎬ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惠益事关地球健

康、人类福祉以及可持续发展 (任海和郭兆晖ꎬ
２０２１)ꎮ 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库和栖息地的异质性能

促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ꎬ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功能至关重要 (Ｌｅ Ｐｒｏｖｏｓ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生物多

样性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同时ꎬ也不断受到人类的改

变ꎮ 特别是进入“人类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以来ꎬ人
类活动规模和强度不断增加ꎬ对生物多样性和全球

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由于以自然生境转为农业和

林业用地而导致的生境损失和退化为代表的人类

压力ꎬ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减少ꎮ 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ＩＰＢＥＳ)报告指出ꎬ生物多样性正在以比人

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下降ꎬ全球有 １００ 万

种动植物正在受到威胁或即将消失ꎮ 就陆地和淡

水生态系统而言ꎬ土地用途改变是 １９７０ 年以来对自

然的相对负面影响最大的直接驱动因素ꎬ其次是直

接利用 (ＩＰＢＥＳꎬ ２０１８)ꎮ
为了遏制和扭转当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

势ꎬ全球开展了以联合国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ＢＤ)为引领的

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ꎬ但距离设想的有效保护目标仍然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距(ＣＢＤꎬ ２０２０)ꎮ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努力依然不足ꎬ亟须探索一条变革性转型之路

(Ｓｔｏｋｓｔａｄꎬ ２０２０)ꎮ
近年来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ＮｂＳ)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应对

一系列环境和社会挑战的重要途径ꎮ ＮｂＳ 以自然

做功ꎬ对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开展保护、养护、恢
复和可持续管理ꎬ在应对多种社会挑战的同时ꎬ提
升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ꎮ ＮｂＳ 既可通过保护、
养护、管理、恢复行动提高其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健

康、范围和连通性直接维持生物多样性ꎬ又可通过

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对物种和生境的影响间

接维持生物多样性ꎮ 本文从 ＮｂＳ 和生物多样性的

内涵、标准和方法出发ꎬ系统总结了 ＮｂＳ 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关联ꎬ分析了 ＮｂＳ 应对多种挑战协同

增效的多功能性ꎬ梳理了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国内外实践经验ꎬ并对下一步 ＮｂＳ 促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出了展望ꎮ

１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与 ＮｂＳ 的

内在关联

１.１ 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组成的多样性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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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是一定区域内所有生物种类及其遗传变异、生
物与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差异以及与此有关的各

种生态过程的总称(任海和郭兆晖ꎬ ２０２１)ꎮ 生物

多样性的形成和维持机制是生态学领域的重要议

题之一(王少鹏等ꎬ ２０２２)ꎮ
不同组织水平的生物多样性都有其重要的意

义和作用ꎮ 种内基因的变化构成了遗传多样性ꎬ
对于理解物种适应机制至关重要ꎮ 生物多样性语

境下的物种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研究中的物种多

样性不同ꎬ是对一定区域内物种的总体状况的描

述ꎬ而非对群落的组织水平进行研究ꎮ 生态系统

的多样性则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

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

变化的多样性(马克平ꎬ １９９３)ꎮ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功能多样性是影响生物与

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因素ꎮ 表型多样性、景观多

样性 等 均 具 有 重 要 意 义ꎬ 并 且 受 到 广 泛 关 注

(Ｌｅｆｃｈｅ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Ｌｅ Ｐｒｏｖｏｓ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１.２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交互关系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是生物学和

生态学的一个核心原则ꎬ即形式 ( ｆｏｒｍ) 与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之间的关系ꎮ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ꎬ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具有密切的协同关系ꎬ但
其机理仍然是重要的科学问题ꎮ 局域群落的多样

性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区域群落的调控对于理解多

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至关重要(张健等ꎬ ２０２２)ꎮ
群落内物种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网络结构ꎬ

即群落结构(王少鹏等ꎬ ２０２２)ꎬ群落与其所在的

无机环境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ꎮ 高生物多样性的

生态系统具有典型的组成单元多、单元之间大量

联系、具有自适应性和进化能力、具有动力学特性

等特征以及高度的复杂性(张知彬等ꎬ １９９８)ꎮ
生态系统作为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通过一系列

因果关系形成的复杂的生物物理系统ꎬ其结构、功
能与动态最为关键 (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ａｒｅｌ ＆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ꎬ
２０１７)ꎬ生物多样性则是其主要的决定因素ꎮ 目

前ꎬ虽然群落结构和物种共存的机理依然是生态

学研究的难点(宋础良ꎬ ２０２０)ꎬ但王国宏(２００２)
研究充分证明ꎬ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仅影响

群落的结构ꎬ还促成群落具有比个体简单叠加更

凸显的特征ꎮ 物种间的相互作用ꎬ即生态系统过

程ꎬ以及生态系统自发有序空间格局的生成等在

组织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涌现属性ꎬ构成了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ꎬ从而发挥着多元化的生

态系统功能(葛振鹏和刘权兴ꎬ ２０２０)ꎮ
高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生态位重叠或物种冗

余能有效加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及其

４ 方面内涵ꎬ即抵抗力(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恢复力(或译

为复原力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持久性(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变异

性(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ꎮ 稳定性为面对干扰时的生态系统

功能提供了一种保证安全的方法ꎬ从而能适应环

境因子的自然波动并保持其自身生存与繁衍ꎮ
１.３ 涵盖生态系统的 ＮｂＳ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机理

在个体层次和生态系统层次的自组织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是决定生态系统功能和恢复能力的关

键因素ꎮ 恢复目标物种的短期存在比较容易ꎬ但
要使目标物种能够长期生存ꎬ则需要稳定健康的

生态系统对其进行支撑ꎬ特别是在发生干扰的时

候ꎬ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于目标物种是否能够应

对和度过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ＩＰＢＥＳ 报告(２０１９)指出ꎬ如果不在减少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方面取得进展ꎬ专注于保

护的政策很难克服致使生物多样性下降的种种压

力ꎮ 因此ꎬ若要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ꎬ仍然存在几

个关键问题ꎬ包括人类活动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内

在机制与演化后果、关键生物类群衰退的关键影

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生物群落对不断增加的极端

气候事件的响应与适应等ꎮ
生态恢复主要通过群落的种群构件组合对生

态位的再分配来完成ꎮ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５)在探讨物种

保护的过程中发现ꎬ通过生态系统的方法ꎬ或生态

系统 恢 复 力 的 方 法 优 于 单 纯 对 物 种 的 保 护ꎮ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的研究通过对我国生态恢复项目

的生物多样性分析发现ꎬ恢复的生态系统的结构

特征比退化生态系统有极大改善ꎬ说明恢复的生

态系统ꎬ其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可能主要是反映在

结构特征而不是生物多样性特征ꎮ 因此ꎬ如何确

定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目标并重建包括复杂营养

级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持续性就是恢复生态系统

稳定性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问题ꎮ 鉴于目前

对生态系统中物种种类、数量、种间关系及其对生

态过程和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机理性分析仍然

是生态学研究的难点之一ꎬ以 ＮｂＳ 为手段ꎬ充分应

用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相互作用和群落演替的自然

过程ꎬ确保修复和保持生态系统结构及其复杂性ꎬ
从而继续发挥其整体结构和功能成为有效恢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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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途径(图 １)ꎮ
与此同时ꎬ在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关系

的探讨中ꎬ生物多样性不能拘泥于一个特定的层

次(如物种)或该层次中的一个层面(如物种的丰

富度)ꎬ应全面考察生态系统各个生物组织层次及

同一层次不同层面的多样性对系统稳定性的影

响ꎮ ＮｂＳ 跨尺度的理念超越了狭义的生物多样性

概念(特定区域内的物种数量)ꎬ而是通过保护和

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多样性ꎬ从而为大尺度ꎬ
乃至全球尺度的生物多样性提供有效支撑ꎮ

图 １　 ＮｂＳ 恢复生态系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路径(改绘自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Ｆｉｇ. １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Ｎｂ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

　 　 总体而言ꎬＮｂＳ 的实施过程就是对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过程、健康、服务的复原和提升ꎮ 在

此过程中ꎬ生物多样性保护既是目标ꎬ又是手段ꎬ
只有保护恢复了生物多样性这一重要生态基础ꎬ
才能实现区域生态改善和区域生态安全ꎮ ＮｂＳ
总体上是对生态系统管理措施的生物多样性效

果的考量ꎬ是对生态效益和生物多样性的兼顾和

协调ꎮ

２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势

２.１ ＮｂＳ 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

在复杂多变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环境问

题多发的背景下ꎬ人类逐渐认识到ꎬ单纯的保护行

动虽然行之有效ꎬ但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ꎬ维持

人类生存和加强对自然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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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且相互密切依存的目标( ＩＰＢＥＳꎬ ２０１９)ꎮ
在处理复杂系统时ꎬＮｂＳ 超越了传统的用机械式

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方式ꎬ以生态系统方法为基础ꎬ
该方法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基础ꎮ

自 ２００８ 年世界银行首次在其报告中明确提出

ＮｂＳ 概念以来ꎬ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 ＮｂＳ 的

定义进行了充分探讨ꎬ虽然他们对 ＮｂＳ 概念的理

解上各有侧重ꎬ 但都一致表明了 ＮｂＳ 是有益于人

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的解决方案ꎬＮｂＳ 的定

义与内涵始终体现以生物多样性提升作为行动内

容和基本目标ꎮ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作为联合

国官方机构首次定义并推荐 ＮｂＳꎬ提出受各方认可

的 ＮｂＳ 定义ꎬ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是采取行

动保护、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或经

改造的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ꎬ以有效

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ꎬ同时对人类福祉、生
态系统服务、复原力和生物多样性产生惠益”ꎬ并
明确提出了 ＮｂＳ 服务于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物多

样性的核心目标ꎮ
世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ＩＵＣＮ)制定的 ＮｂＳ 的全球标

准及其使用指南提出的 ８ 项基本准则和相应的 ２８
项指标致力于大尺度上发挥 ＮｂＳ 的潜力和作用ꎬ
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内容和目标ꎮ 其

中ꎬ准则 ３ 及其指标直接明确了 ＮｂＳ 的应用出口

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带来净增益 (罗
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２.２ ＮｂＳ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了全面的方法体系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关注的是自然

生态系统或自然保护地内的保护ꎮ 对于自然生

态系统ꎬＮｂＳ 提出基于区域的保护方法ꎬ承认当

地社区的重要作用ꎬ自然保护地本身是 ＮｂＳ 的重

要载体ꎬ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和

关键地区的生物多样性ꎮ 但是ꎬ在有限的自然保

护地内实现对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较大

的难度 (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２２) ꎮ 通过建设生态廊道ꎬ将
自然保护地节点连接形成自然保护地网络是统

筹实施和协调管理全国或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必要手段之一( Ｓａｕ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ꎮ ＮｂＳ
的生态系统恢复方法、绿色基础设施、基于生态

系统的管理方法等均可充分应用于生态廊道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ꎮ
与此同时ꎬ管理和恢复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

样性ꎬ对保护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地区纳入整体保

护框架对于生物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ꎮ 实现人工

管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多功能性、设计和管

理新的生态系统两类 ＮｂＳ 路径是推进其他有效区

域保护措施( ｏｔ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 ＯＥＣＭ)的重要手段( ＩＵＣＮꎬ ２０１６)ꎮ

对于城市生态系统ꎬＮｂＳ 提供了包括蓝绿色基

础设施在内的自然基础设施工具ꎬ增加蓝绿空间

的面积、质量和连通性ꎬ确保生物多样性包容的城

市规划ꎬ增强本地生物多样性、生态连通性和完整

性ꎬ促进城镇空间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

会绿色发展等ꎻ对于农业生态系统ꎬ农业 ＮｂＳ 提供

了以恢复自然的方式从事食物生产等可持续管理

工具ꎬ恢复保护土壤健康和农田生物多样性ꎮ
ＮｂＳ 方法框架除了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有

一致性之外ꎬ还具有创新性ꎮ ＮｂＳ 要求将管理活

动与景观规模的规划和政策相结合ꎬ使 ＮｂＳ 脱颖

于其他物种保护或生态系统保护的方法ꎬ彰显了

ＮｂＳ 作为基于健康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工具的

作用ꎬ这是成功改善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核心

(Ｃｏｈｅｎ￣Ｓｈａｃｈ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２.３ ＮｂＳ 追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他目标的协同

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
可持续发展受阻等一系列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危

机相互交织ꎬ互为因果ꎬ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

引发严重的且已经感知的后果ꎬ与人类生存和全

球可持续发展环环相扣ꎮ 例如ꎬ气候变化是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因素之一ꎬ反之ꎬ生态系统破坏和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加剧气候变化ꎻ人类活动导致

生物多样性减少ꎬ生物多样性减少对社会经济风

险产生负向反馈效应ꎬ二者互相反馈之下将进一

步引发气候灾难ꎮ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已经

揭示了单纯的保护行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ꎬ
必须意识和重视采取系统和综合的方式ꎬ促进应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和人类福祉等社会

挑战的协同增效ꎮ
ＮｂＳ 的项目行动不同于单纯的保护行动是因

其定义中包含了以一种高效利用资源、适应性的

方式应对多种社会挑战的内涵 (Ｃｏｈｅｎ￣Ｓｈａｃｈ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ＮｂＳ 原则和方法中定义的 ７ 项社会挑

战包括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防灾减灾、经济与社

会发展、人类健康、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环境退

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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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ＮｂＳ 协同推进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行动ꎬ
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以减缓全球升温ꎬ减少其

引起的物种分布、物候、种群动态、群落结构和生

态系统功能的影响ꎬ降低由于极端天气增多、气象

及自然灾害频发所带来的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灭

绝风险ꎮ 同时ꎬ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ꎬ遏制生物多

样性丧失ꎬ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ꎬ也有助于

从整体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ꎬ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ꎮ
与此同时ꎬ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ꎬ保

护成果与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相对不

足ꎬ 难以调动保护积极性ꎬ而应用 ＮｂＳ 综合考虑干

预措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ꎬ对充分调动所有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ꎮ
２.４ ＮｂＳ 构建了全球生态治理的话语体系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逐步吸收和采用

ＮｂＳ 的 原 则 与 方 法ꎬ 在 « 昆 明 宣 言 » (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中提出加强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的办

法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ꎬ恢复退化的生态系

统ꎬ增强复原力(ＣＢＤꎬ ２０２１)ꎬ并提出其中的基于

生态系统的方法等同于 ＮｂＳꎬ标志着国际社会逐步

认可应用 ＮｂＳ 实现和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ꎮ 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ꎬ框架规定

的行动目标 １１ 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采纳

了 ＮｂＳ (罗茂芳等ꎬ２０２２)ꎮ
ＮｂＳ 是实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 架 公 约»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ＵＮＦＣＣＣ ) 和 « 巴 黎 协 定 » (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目标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措施ꎬ是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的热点议题ꎮ ＩＰＢＥＳ 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ＰＣＣ)共同报告指出ꎬ到 ２０３０ 年有保障措施的

ＮｂＳ 可以为 ２ ℃的温控目标贡献 ３７％的减缓气候

变化效应ꎬ同时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ꎮ
国际社会支持采用 ＮｂＳ 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气候变化等多项挑战ꎬ说明了 ＮｂＳ 已成为应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他环境与社会挑战协同增效

的重要纽带和桥梁ꎬ将为未来十年全球治理的关

键窗口期贡献更多的创新解决方案ꎮ ＮｂＳ 因此被

视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统筹推进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ＣＣＤ)ꎬ推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ꎬ ＳＤＧ)的
重要手段之一ꎮ

３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

实践

３.１ 国际实践

欧盟 地 平 线 ２０２０ 行 动 计 划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Ｆａｉｖ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将 ＮｂＳ 列为优先投资领域ꎬ旨
在将 ＮｂＳ 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推

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ꎬ并已投资 ２.４ 亿欧元用

于 ＮｂＳ 相关项目 ( Ｆａｉｖ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Ｋｅｙ 等

(２０２２)对欧盟气候变化 ＮｂＳ 项目的综合评估研究

显示ꎬ８８％的干预措施都对气候变化适应产生积

极成果ꎬ６７％的干预措施同时对物种丰富度增加

有益ꎬ并且所有项目都报告了对缓解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益处ꎬ也支持了生态系统健康ꎬ实现了“三

赢” ꎮ 英国实施了生物多样性净增益政策ꎬ要求开

发商首先通过缓解措施实现 １０％ 的生物多样性净

增益ꎬ然后在其他地方进行现场增强或抵消ꎮ 通

过监管政策激励社会资本投资 ＮｂＳ 生物多样性保

护项目ꎬ或用其他地方的收益来补偿一个地区的

损失ꎮ
欧洲城市将 ＮｂＳ 纳入“健康的城市化”促进生

物多样性主流ꎬ通过建立共同融资推进公共和私

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再次促成共同资助和共同责

任ꎬ并经常采用具体和可量化的目标来指导 ＮｂＳ
行动ꎬ从而开发和维护有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ＮｂＳ (Ｘｉｅ ＆ Ｂｕｌｋｅｌｅｙꎬ ２０２０)ꎮ 这些城市 ＮｂＳ 大多

数城市项目将生物多样性作为当地城市规划的基

本要素ꎬ通过自然生境保护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ꎬ
兼具保护、恢复和发展的多重目标ꎬ形成了一系列

的城市 ＮｂＳ 与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案例(表 １)ꎮ 发

展中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合作ꎬ广泛地

吸纳利益相关者参与ꎬ采取 ＮｂＳ 应对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滨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挑战ꎬ例如 ＩＵＣＮ
亚洲针对越南虾塘养殖破坏红树林的问题发起了

市场与红树林项目ꎬ保护恢复红树林自然生态系

统ꎬ同时开展能力培训ꎬ建立有机虾养殖产业链ꎬ
实现生态产品增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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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实践案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Ｎｂ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类型
Ｔｙｐｅ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措施
Ａｃｔｉｏｎ

成效
Ｏｕｔｃｏｍｅ

城市生态系统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意大利米兰
Ｍｉｌａｎꎬ Ｉｔａｌｙ

加强树篱和行道系统、恢复大片城市绿地保护本
土物种、重建风车和恢复湿地ꎬ建立生态廊道扩大
河流右岸面积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ｅ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ｍ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ꎬ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恢复城市河流的生物多样性ꎬ保护和改善
城市栖息地ꎬ同时有助于防洪和水质调节
Ｕｒｂａ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城市生态系统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葡萄牙里斯本
Ｌｉｓｂｏｎꎬ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增加城市绿色基础设施ꎬ制定了城市生物多样性
增加 ２０％的可量化、可核查的目标ꎬ生物多样性纳
入城市规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２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ＲＶ )
ｔａｒｇｅｔ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自然和半自然区域面积共增加 １５％ꎬ城市
绿地连通性都显著提升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５％ꎬ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滨海红树林湿地
生态系统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越南海岸带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保护和修复红树林ꎬ吸引利益相关方参与ꎬ 符合国
际有机虾认证标准并实现生态产品增值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ꎬ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ｈｒｉｍ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红树林生态系统面积和功能恢复ꎻ可持续
渔业能力提升ꎬ恢复滨海生物多样性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ꎬ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ꎬ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３.２ 国内实践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受益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ꎬ形成了

很多有益探索和实践ꎬ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２０２０ 年

颁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总体规划 (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以下简称 «双重规

划»)是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基本纲领ꎮ ２０２１
年«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了重视运用 ＮｂＳ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ꎬ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相关工作ꎮ
在«双重规划»的引领下ꎬ中国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程”)
在“三区四带”布设的 ４４ 个山水工程ꎬ恢复了 ３５０
万平方公顷土地ꎬ惠益千万人口ꎬ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同ꎬ成功获评联合国“世
界生态恢复十年旗舰项目”ꎮ 从规划引领到设计

指南和工程落地ꎬ山水工程不断吸收和融入 ＮｂＳꎬ
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 ＮｂＳ 本土化ꎬ推动了一系列

ＮｂＳ 实践ꎮ 山水工程根据 ＮｂＳ 的原则与标准ꎬ采
取将所有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方

法ꎬ融合了 ＮｂＳ 的景观尺度设计 (罗明等ꎬ ２０１９ꎻ
周妍等ꎬ２０２１)ꎮ 山水工程通过整体保护和系统治

理ꎬ运用了一系列 ＮｂＳ 工具和方法恢复退化的森

林、草地、湿地、河湖、农田等中的生物栖息地及生

态廊道ꎬ突出对原生地带性植被、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ꎬ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ꎬ野生动植物的生境在持续

改善 (罗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ＮｂＳ 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相关

方法和工具已经用于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并产生

了一系列典型做法ꎮ ２０２１ 年ꎬ自然资源部与 ＩＵＣＮ
联合发布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ꎬ２０２１)ꎬ彰显了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不断融入了 ＮｂＳ 的理念和原则ꎮ
在生态空间ꎬ规划提倡保护优先、顺应自然ꎬ保护、
恢复自然生境的核心区和关键物种ꎮ ＮｂＳ 对生态

系统保护和再野化等方法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ꎮ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倡

议”入选了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１５ 个精品

案例ꎮ 在农业空间ꎬ规划阐明了 ＮｂＳ 基于生态农

业方法能发挥多功能性ꎬ维护和增加农田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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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或半自然生境等缓冲带ꎬ强化生物廊道功能ꎬ增
加农作物本身的多样化和利于农作物生长繁殖的

昆虫种群多样性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生态安全ꎮ 例如ꎬ黑土地保护利用 ＮｂＳ 项

目针对黑土地退化的问题ꎬ采取了用秸秆覆盖还

田的 ＮｂＳ 行动ꎬ在秸秆覆盖田块ꎬ每平方米蚯蚓的

数量是常规垄作的 ６ 倍ꎬ有效保护了黑土层ꎬ实现

化肥减量 ２０％和产量增高 ５％ ~ １０％ꎬ蚯蚓数量的

增加有益于土壤生物性状的改善ꎮ 另外ꎬ秸秆覆

盖还为野鸟和小动物等野生动植物提供掩蔽和食

物ꎬ增加了农田生物多样性ꎮ 在城市空间ꎬ采用了

ＮｂＳ 工具提出的绿色基础设施ꎬ应用于建设混合

型基础设施、优化生态廊道等行动中ꎬ将自然引入

城市ꎬ提升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ꎮ 例如ꎬ面
对迅速城镇化过程是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矛盾ꎬ
重庆城市更新项目依托现有山水脉络ꎬ通过管控

保护重要生态空间ꎬ开发建设中顺势而为ꎬ结合海

绵城市ꎬ以水为脉串联城市内部生态修复ꎬ将公园

建设作为缓冲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方

式ꎬ实现了城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ꎮ

４　 展望

ＮｂＳ 在理念内涵、目标准则和技术方法上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具有较强关联性和一致性ꎬＮｂＳ 服

务于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目标ꎬ
采取基于自然的保护与管理行动ꎬ恢复生态系统

结构、过程、功能和服务ꎬ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整体性、稳定性和持续性ꎮ 国内外一系列 ＮｂＳ 促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凸显了其坚持的系统

性、完整性、尺度性等准则ꎬ以及协同应对多种挑

战的多功能性、综合性和包容性等特征ꎬ同时使

ＮｂＳ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路径和实践成效

得到进一步拓展和验证ꎮ ＮｂＳ 与我国道法自然的

传统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ꎬ通过将

ＮｂＳ 应用到国土空间规划、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应对极端气候灾害事件等

具体实践ꎬ在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

染、生态系统退化与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ꎮ 尽管如此ꎬＮｂＳ 应用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实践还尚显不足ꎬ其具体实施方法与路

径仍需进一步明晰ꎬ保护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考量ꎬ

因此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需要进一步发展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重要行动ꎬ围绕 ２０２０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行动目标ꎬ ＮｂＳ 作为一个

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增加人类福祉的综合方

案ꎬ仍需要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探索ꎬ推动

ＮｂＳ 在支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履约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１) ＮｂＳ 在恢复

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满足人类福祉方面的

研究应用ꎬ包括 ＮｂＳ 在自然保护地以及保护地以

外的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管理措施的差异化融

合ꎬ支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的可持续管理措施ꎬ以及在城市和农业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的创新方法ꎬ以保持自然

对人类的贡献和惠益ꎻ(２) ＮｂＳ 协同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多重危机的探索实践ꎬ包括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深层交互关系及影响

机制ꎬ实施 ＮｂＳ 以缓解、适应和减少气候灾害风

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经验总结及推广ꎻ (３)促进

ＮｂＳ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流化ꎬ如将 ＮｂＳ 融

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管

理政策机制ꎬ引导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

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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