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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6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23/3.  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回顾第14/7号决定， 

1. 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根据第 14/7 号决定所采取行动的说明及其相关资料文

件中提供的信息；1 

2. 注意到， 当消费和利用属于非法和（或）不可持续时，针对野生肉类的消

费和一般针对野生生物的减少需求战略和替代生计办法可能更加有必要，这是因为，与可

能导致土地用途改变从而有可能危及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其他替代办法相比，可持续野生生

物管理能够大大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 邀请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参照《公

约》的第二项目标，即“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在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时考虑以下信息： 

(a) 2020年后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协商研讨会的报告，特别是以下建议：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应将过度开发作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加以解决，并促进可

持续的野生动物管理；2 

                                                 

1  CBD/SBSTTA/23/5。 

2  见 CBD/WG2020/1/INF/3。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4/cop-14-dec-07-zh.pdf
https://www.cbd.int/doc/c/2d1f/ab01/681ae86a81ab601e585ecfe0/wg2020-01-inf-0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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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调查的结果；3 

(c) 各缔约方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所作评论； 

4. 请各缔约方并鼓励有能力的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举措，帮助其执行第 14/7 号决定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的无害判定； 

5. 邀请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考虑科学、技术和

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成果，以期将与野生动物管理有关的问题纳入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对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要贡献； 

6. 请执行秘书邀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秘书处向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生物多样性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

议就野生生物可持续利用的专题评估进展提供信息，为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方面的制定工作献计献策； 

7. 邀请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促进可持续野生肉类部门的自愿

指导意见并整理不同情况下实际应用的更多实例，包括消费和非消费用途，特别是《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实例； 

8. 请执行秘书确定在执行对可持续野生肉类部门的自愿指导意见时应采取哪些

行动，充分反映、处理和吸纳性别差距分析的结果； 

9. 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一项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野生动植物管理，推动了实现一些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继续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相关， 

认识到不可持续的野生动物管理阻碍在实现若干爱知生物多样性指标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 

                                                 

3  见 CBD/SBSTTA/23/INF/19。 

https://www.cbd.int/doc/c/9976/abec/faeb75bca38405469916049f/sbstta-23-inf-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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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在审议热带和亚热带对可持续野生肉类部门自愿指导意见方面取得

的进展， 

 欢迎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养护野生动物迁

徙物种公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持续野生生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以及国

际打击野生动物犯罪联盟和其他参与执法的各方当前在与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相关

问题上的合作， 

 认识到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创新战略办法和议题、有效的实

施和行动，以确保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所有相关部门的主流， 

注意到， 当消费和利用属于非法和（或）不可持续时，针对野生肉类的消

费和一般针对野生生物的减少需求战略和替代生计办法可能更加有必要，这是因为，

与可能导致土地用途改变从而有可能危及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其他替代办法相比，可

持续野生生物管理能够大大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表示注意到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关于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的第

23/3 号建议， 

1. 请执行秘书与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可持

续野生动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的其他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权利持有者协

商，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完成第 14/7 号决定授权的工作，包括确定野生肉类部门、地理区域、

物种和用途之外可能需要补充指导的其他领域，充分利用 2020 年后可持续野生动

物管理协商研讨会报告的成果4 和调查结果以及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调查的结果； 

(b) 继续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秘书处密切合

作，对野生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及其对实施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影响进

行专题评估； 

(c) 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合作，确保将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野生

物种的可持续利用纳入所有相关部门的主流； 

                                                 

4  见 CBD/WG2020/1/INF/3。 

https://www.cbd.int/doc/c/2d1f/ab01/681ae86a81ab601e585ecfe0/wg2020-01-inf-03-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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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进一步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和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领域的其他相关多边环境协定合

作并加强协同作用； 

(e) 报告上文所列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并为《公约》今后在可持续野生

动物管理方面的工作拟订建议，供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之前举行的科学、技术

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会议审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