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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 10 条（重点是第 10(C)条）作为《公约》第 8(J)条和 
相关条款工作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 

主席提交的建议草案 

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闭会期间特设工作组, 

一. 对执行秘书的请求 

注意到 科咨机构第十五和第十六次会议以及审查公约执行情况问题工作组第四次

会议将审议与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的第 8(j)条工作方案的这一部分相关的问题，  

1. 请 执行秘书向科咨机构第十五和第十六次会议以及审查公约执行情况问题

第四次会议通报第 8(j)条以及相关条款问题工作组关于可持续习惯使用问题的审议情况；

以及 

2. [请 执行秘书汇编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土著和地方社区提交的

呈件，并将汇编作为关于第 10 条（重点是第 10(c)条）的议程项目的正式文件，提交缔约

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作为第 8(j)条和相关条款工作方案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二. 给缔约方大会的建议 

3. 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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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可持续利用是《公约》的第二大支柱，  

还认识到 第 8(j)条与第 10(c)条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回顾 第 X/43 号决定，该决定决定借助《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指南》，增加关于第

10 条的一项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将重点放在第 10(c)条上， 

还认识到 落实可持续利用，包括可持续习惯使用，对于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至关重要，  

重申 制定一项战略将第 10 条（将重点放在第 10(c)条上）作为一个贯穿各领域的

问题纳入《公约》的各项工作方案和专题领域，从保护区工作方案开始做起，的重要性， 

1. 赞赏地注意到 关于第 10 条（重点是第 10(c)条）的会议报告；1

2. 同意  制定一项习惯可持续利用问题行动计划，作为第 8(j)条和相关条款订

正工作方案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今后进一步发展并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

通过； 

   

3. 邀请 各缔约方、各国政府、土著和地方社区、相关国际组织为制定行动计

划提交信息，并除其他外，顾及本决定附件所载指示性任务清单； 

4. 请 执行秘书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准则》、生态系统方法和相关材

料，尤其是来自立足于指示性任务清单的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和相关粮农组织文书、来文和

其他的相关信息，包括差距分析，制定习惯可持续利用问题行动计划草案； 

5. 请 执行秘书借助指示性任务清单、来文和其他的相关信息，包括缺漏分

析，在制定的行动计划草案中包含一项分期实施行动计划提案，其中考虑到对于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助；   

6. 请 关于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在其第

八次会议上审议习惯可持续利用问题行动计划草案，并对计划执行提供指导； 

7. 请 执行秘书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参与下，包括通过工作计划网络电

子模块中所含具体指导，将习惯可持续利用问题纳入保护区工作方案；  

8. 邀请 各缔约方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和有效的参与下，在国家生物多样性

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处理习惯可持续利用问题，特别是习惯可持续利用政策问题； 

9. 授权 关于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休会期间特设工作组从保

护区工作方案着手，将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有关事务直接定期

向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包括转达缔约方大会第 X/43 号决定

第 12 段所设立的工作组常设项目确定的深入对话得出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将对第 8(j) 
第 10(c) 条的审议作为一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纳入《公约》各专题方案。 

                                                      
1     UNEP/CBD/WG8J/7/IN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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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指示性任务清单 

A. 针对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利用及相关奖励措施指南 

1. 可持续习惯性利用和各种地方经济 

任务1. 根据国家法律和适用国际文书编写促进和鼓励社区资源管理和治理的指南。 

任务2.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充分和有效参与下，酌情将可持续习惯性利用做法或政策纳

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作为维持生态文化价值、实现人类福祉和通过国家报

告通报这方面情况的战略方法。  

2. 土地、水和资源 

任务 3.  制订可能有助于拟定和起草各种机制、立法或其他适当举措的准则，协助各缔

约方尊重和促进可持续相关性利用和传统知识，并考虑到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习惯法、社区

做法和程序，并尊重传统机构和当局；  

任务4.   [酌情审查国家和国家以下一级的政策，以期确保可持续相关性利用得到保护和

鼓励。] 

3. 目标明确的支助和资助  

任务 5.   通过第8(j)条网页，定期向包括工作组会议之内的各方提供关于各项倡议可获得

资助额的信息，以便推进第10(c)条的执行。     

任务6.  促进和加强基于社区的支持和促进执行第10(c) 条的举措以及加强可持续相关性

利用的举措；并与土著和地方社区合作开展合办活动，以加强第10(c) 条的执行。 

4. 进一步探索的机会和知识差距 

任务 7.  探索习惯性利用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相关经济机

会。    

任务 8.  制订指导意见，扩大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定价的方法，以便将土著人

民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纳入事先和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并全面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与习惯

性可持续利用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任务 9.  探索气候变化和习惯性可持续利用、做法和传统知识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习惯

性可持续利用和传统知识的关系]2

B. 加强土著、地方社区和政府在国家及地方一级参与落实第 10 条和生态
系统方法的措施 

 

1.    教育 

任务10.  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全面切实的参与下，视适当情况，将习惯的可持续使

用、传统知识和土著语言等问题，纳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系统。  
                                                      
2  

可查看 WGRI-4 和 SBSTT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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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1.  与相关组织合作，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组织，特别是与妇女合作，编写指南，

以促进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关于习惯的可持续使用的传统知识和土著语言世代传承。 

任务12.   增进了解和增进公众广泛认识，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系统是在与人类的互动中形

成的，并且，传统知识和习惯的可持续利用可以有助于和维护生物多样性、景观和海洋景

观，包括在保护区内。 

2.     两性平等问题 

任务13.  审议妇女在习惯的可持续利用的具体知识作用和贡献，并将性别问题纳入关于生

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参与、决策和管理机制。 

C. 将第 10 条（将重点是第 10(c)条）作为一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纳入
《公约》各工作方案和专题领域的战略 

 1.  保护区 

任务14 .  确定关于（例如，个案研究、机制、立法和其他适当倡议）的最佳做法： 

(a) 根据国家立法和适用国际义务，促进土著和地方社区全面和有效参与对设

立、扩充、治理和管理保护区、包括可能影响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海洋保护区，并正的事先

知情同意或核准； 

(b) 鼓励在保护区、包括海洋保护区酌情应用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 

(c) 促进利用社区议定书来协助土著和地方社区在保护区、包括海洋保护区确认

和促进依照传统文化做法的可持续习惯使用； 

任务15.  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全面和有效参与下，优先将可持续习惯使用纳入关于保护区

的工作方案，包括对工作方案中的网络电子模块提供具体指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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