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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相关人员应清楚的认知,物种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并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站在

新时期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角度,进行保护工作的优化设计。与此同时,还应针对生物的实际情况设置不

同的保护方式,以此提升生物保护和物种多样性维护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根据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

对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进行探究,旨在为日后相关人员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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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pecies diversity on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base on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optimize the design of protection work.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protection methods should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rganisms,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bi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pecies 

diversity maintenance.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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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们良好生存的有效

方式,所以人们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据此,相关人员

在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期间,应优化自身的思想,并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融合在

其中,并为生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落实实践,以

为生存环境的恢复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推进奠定基础。 

1 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在石炭纪中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都上升为陆上,而且没有

经历过大面积的冰河时期,很多区域保存大量的生物和生物物

种,例如中国特有松杉类别植物有6个科[1]。另外,大熊猫、白鳍

豚和扬子鳄鱼等也是世界上 早发现的古老的孑遗物种。此种

情况使得中国有近3万种高级植物和脊椎动物约6347种,是世界

上 具代表性的类群之一,也是八大农作物发源地之一,全球

1200多种农作物中超过200种来源于中国,全球已知15科850种,

其中中国已知10科250种；拥有全世界 丰富的裸子植物物种；

拥有脊椎动物120种,占全世界树种的约14%同时,我国特有属种

繁多,占全世界57%,其中特有脊椎动物667种,占到全世界的

10.5%,这说明中国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物种,并为世界上的物

种多样性做出重要的贡献。 

此外,在我国栽培植物、家畜以及其他野生亲缘的物种非

常丰富,如,我国是世界上水稻、大豆的原产地之一,中国已知

约5万个水稻品种和2万个大豆品种；已知有11000种药材和

4215种牧草,其中超过30属2238种是我国特有的观赏花[2]。同

时中国还拥有世界上 多的家禽种类和种类,共有1938个品

种和类群。 

中国的森林、灌木、草原、稀树草原、草甸、沙漠,以及高

山冻原带等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按不同气候条件以

及土壤条件,对陆地生态系统分为599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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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协同发

展的关系 

在复杂的环境中,不同的物种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

息传递等方式形成复杂的生态体系,而生物多样性则能够确保

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生产、环

境改善、资源支撑和环境保障等,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3]。在我国家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突出以人与自然协调

共存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以推动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可持

续发展得以落实。根据以往的经验与实践情况来看,如果继续沿

用以往的行为模式和实施机制,很难保障全球物种的生存与发

展,仅仅从社会行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路径等角度出发,综

合考虑全球物种变化趋势、全球生态系统保护效果、生态环境

保护需要是不够的,唯有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才能迅速逆转当前

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良好

格局。 

3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3.1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 

3.1.1要完善健全领导机制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跨学科、开创性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要通过完善有效的管理体制,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效能。 

3.1.2建立落实机制 

实行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和负总责的管理方式,对生态文

明工作的重要性认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紧抓战略性研究和

工作部署,还能抓好督导、检查工作,使各级干部层层负责,并将

工作层层推进[4]。同时要制定并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与奖励制

度,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与部门的重要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将目标与任务进行层层的分解,并将各自的责任都分配好要做

到责任、措施、投入“三到位”,并做到齐抓共管。 

3.1.3创新考核机制 

首先,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对党

政领导班子进行绩效考评与奖励机制进行改革,尽快对各项评

价指标进行研究,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列入到工作绩效评价中,

把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评价成果与工作责任制考评相结

合。同时还在此过程中,提升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并根据

其自身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情况,对其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健

全现有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政干部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 

其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把这一目标列入国家的中长期

经济发展规划和年度规划,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

对工业发展进行战略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对于当地生物多样

性和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后的结果进行了解,同时对重要的决

策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完善整个区域的生态系

统规划,增加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支持,提升对当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效能。此外,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的规定,强化执法队伍,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从严管理保

证有关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法律和政策得以贯彻

和落实。 

再次,各级执法机关要完善执法责任制,实行考评考评制度,

确保执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

将定期的生态保护情况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的监督工作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建立定期通报、复查和奖励处罚制度,对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 

后,健全我国政府的行政监督体系。应强化决策过程中的

追踪与监管,根据“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构建完善决策问责

体系,使决策与决策职责有机结合,以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能落实到位。 

3.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执法监管 

在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部门已完成《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白皮书、《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2021-2030

年)》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等一系列文件的编制,此种方式能对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起

到积极的作用[5]。因此,相关管理人员应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违

法交易、破坏生物多样性等违法活动的法律监管。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将确定国家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区的

比例将外来物种的侵入及其他各项评价指标列入考评,并对其

实施“一票否决”。 

其次,推动生态资源的循环利用,发展绿色经济,提倡绿色

生产,推广各种绿色生态商品,例如,有机农产品,绿色生态加工

业,绿色旅游出行,绿色能源等等。 

再次,力争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力争在新时代创建全

国环保示范城。在全省范围内,以区域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治

理工程为重点,强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科学

经营,推动自然生态恢复与保护。在此基础上,结合保护效果评

价和环境监督管理,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 

后,坚持以生态文明为先导,实行源头管理,推进区域经

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型的生物多样性养护方式。 

3.3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持力度 

首先,要积极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制定清洁生产、

保护生态环境、综合利用资源和废物利用的措施,鼓励企业、科

研院所等在环保工业等领域,大力开展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

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同时,要充分运用国际和国内的 新科技,

以科学技术为依托,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在此基础上,应利用

卫星、地理信息等手段,对不同类型的物种进行差异性的生态保

护研究。例如,利用卫星、地理信息、GIS等手段,对不同类型的

物种进行不同类型的物种多样性保护,并建立不同类型的物种

多样性保护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生态保护体系的建立提供科学

的理论基础。 

其次,要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监控与预警体系,通过开展生态

环境监测,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动态管控与预测,提升生态环境监

测与预警水平,为我国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比

如,强化野生物种的野生种质资源库建设,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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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加强智能识别、监测预警体系的研制,实现本土物种的遗

传多样性的有效保存,为草原、森林等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的监测

与预警等。同时,要强化对入侵植物的科学鉴别、监控和早期预

警,强化对入侵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后,强化职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建立完善的奖励制度,积

极引进环保、环保等方面的专家来当地进行动植物保护的工作。

同时通过与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密切联系,成立科研工作站,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重大工程、规划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3.4提高公众参与、改善环境教育 

加强公民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的进程中

来,并逐步健全相应的法律、监督体系,是促进人类健康发展的

重要前提。首先,加强公共福利意识,加速建立“社区-校园-社

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系统,加强对该地区民众的法制科普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该地区民众的法制、科技等方面的

科普工作力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提高

民众对此方面的认识。 

其次,国家还应积极地组建和扶持各种保护动物协会,为社

会创造有利于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将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参与

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加大执法监督和惩罚力度,调动公众的参

与热情。 

后,推行“以人为本”的生态补偿制度,引导企业与科研

院所、公益团体及企业等多方力量,将环保的观念与需求纳入到

企业的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策略及经营活动中,促使企业加大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力度。 

3.5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基于“努力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一愿景目标、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思想进行工作的优化,并以绿

色发展为前进方向,不仅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还

为建设“一带一路”和建设绿色贸易体制的落实奠定基础,更是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实现经验、技术和资

源的共享,推动世界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方式。在维护

生物多样性方面,我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独一无二

的,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人员推进工作的榜样。 

首先,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促进人与自然的协

调发展。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存为 终目标,遵循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用以自然为基础的方法、以生态文明系统

建设的视角,协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科学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为我国今后十年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推动“绿色”的转变,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此

时应根据“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的思想进行反思,并坚持“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

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宣传、引导、激励,促进企业发展出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促进全社会养成绿色、节能、

环境友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此外,还应提升国家、地区、

公众、企业参与发展自愿性,使其能自发行为进行生态多样性的

保护,将经济活动和人类行为活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

达到世界范围的绿色可持续。 

后,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

的健康发展。维护生物多样性,必须团结一致,携手合作。在全

面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职责和实力差距的前提下,

应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加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管理制度,把世界范围内的世界目标化为

国家的实际行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世界

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持续提高。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已经在我国取得成效,并得到国际的认可,因此各个地方应根

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加大信息

技术的运用,提升教育和宣传力度,使得人们具有绿色发展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以为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推进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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