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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第二十六次会议 
2024 年 5 月 13 日至 18 日，内罗毕 
议程项目 3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 
 

2024 年 5 月 18 日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26/1.《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1.   赞赏地注意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融资报告技术专家组和科技合作问题非正式咨询小组开展的工作，应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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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会议的要求对

传统知识指标进行的科技审查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开展的工作； 

2. 注意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惠益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工作组正在考虑对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惠益的多边机制进行监测，

作为其进一步发展和运行该多边机制工作的一部分； 

3.  邀请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全体委员会共同主席，通过多边机制并在

《框架》的长期目标 C 和行动目标 13 的背景下，推动讨论监测分享利用数字序列信

息所产生惠益的可能做法，并向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报告讨论的结果；   

4.     邀请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顾及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

六次会议工作结果的情况下，制定可供纳入《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监测

框架的分享利用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惠益的指标的备选办法； 

5. 请执行秘书：   

(a) 延长第 2024-033 号和第 2024-043 号通知中分别就 CBD/SBSTTA/26/INF/14
号和 CBD/SBSTTA/26/INF/20 号文件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并邀请缔约方就

CBD/SBSTTA/26/INF/19 号文件提交意见；  

(b) 与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和融资报告技术专家组合作，参考科学、技术

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六次会议期间举行的讨论和根据(a)分段提交的意见，编

制CBD/SBSTTA/26/INF/14号、CBD/SBSTTA/26/INF/19号和CBD/SBSTTA/26/IN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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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的更新版本，特别是使这些文件中的措辞与《框架》保持一致，将这些更新

版本作为资料文件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 

(c) 向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提交 2022年 12月 19日第 15/5号决定中通过的、

在发布时因不符合决定附件一第 2 段所述标准而未列入本建议附件一、但此后已经达

到标准的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清单，供其审议。 

6. 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通过一项内容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5 号决定，其中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并设立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

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又回顾其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4 号、第 15/6 号、第 15/7 号和第 15/8 号

决定，2022 年 12 月 10 日第 15/10 号决定，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11 号和第

15/13 号决定，2022 年 12 月 10 日第 15/22 号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开展的工作和来自以下方面的投入：

融资报告技术专家组 1、科技合作非正式咨询小组 2、应《生物多样性公约》3第

8(j)条和相关条款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 4要求对传统知识

指标进行的科学和技术审查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的工作 5， 

又赞赏地注意到各国际组织和倡议对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工作的贡献

以及缔约方和国家机构为维护与监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相

关的国家数据库和数据收集所开展的工作 6， 

还赞赏地注意到在伯尔尼进程 7下为加强制定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方面的合

作所开展的工作， 

注意到根据 2022 年 12 月 19 日第 15/29 号决定第 2(c)段制定生物多样性和健

康指标、根据第 15/5 号和第 15/13 号决定制定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指标的情况 8， 

赞赏地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欧洲联盟提供捐款，使

专家组得以开展工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捐助，主办关于指标 7.2 的专

家会议；联合王国政府提供捐款，用于就获取和惠益分享指标以及私营部门融

资开展指标研究；加拿大政府提供捐款，用于制定解释性指导意见和进行差距

分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为支持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

工作所提供的实物支持， 

 
1  见 CBD/FM/TEG/2024/1/2。 
2  见 CBD/TSC/IAG/2024/1/2。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4  见 CBD/SBSTTA/26/INF/11。 
5  见 CBD/SBSTTA/26/INF/13。 
6  第 15/4号决定，附件。 
7  见 www.unep.org/events/conference/bern-iii-conference-cooperation-among-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  
8  又见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 25/4 号和第 26/9 号建议。 

http://www.unep.org/events/conference/bern-iii-conference-cooperation-among-biodiversity-related-co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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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第 15/6 号决定第 13 段，其中缔约方大会请所有缔约方在国家报告中使

用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监测框架的标题指标，作为补充，可

酌情任选监测框架所列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还可使用其他国家指标，这为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执行该段的规定提供了灵活性，因为当时有些指标尚

未就绪，而且需要为标题指标进行能力建设和发展， 

注意到为响应《框架》的通过，目前正在为《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9 制定一项指标 10，  

认识到收集和生成数据、维护数据库和处理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的能力分

布不均，发展中国家需要这方面执行工作手段的支持，包括通过国际合作、资

源调动、信息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发展、技术和科学合作以及技术转让， 

又认识到加强国家监测、报告、审查和信息系统的重要性，这些系统是根

据国情和优先事项监测《框架》执行包括生态系统层面监测的主要信息来源， 

[1. 核可本决定附件一所载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

测框架的技术更新，这些更新有助于监测框架的运作，包括标题指标、二元指

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以及可选的标题指标分类; ] 

[2. 同意为关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传统领地内土地使用变化和土地保有

权的《框架》行动目标 22 包括行动目标 22.1 增加标题指标，为关于野生物种贸

易的行动目标 5 增加二元指标 5.b；] 

[3. 通过本决定附件二所载的二元问题清单；] 

[4. 欢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提供

的关于监测框架的指导意见 11，请缔约方在适当情况下酌情利用该指导意见，包

括标题指标和二元指标的元数据、在实施监测框架时把《框架》 C 部分考虑在

内的方法、关于监测框架的执行以及关于欠缺之处和机会的总体指导意见;] 

5. 表示注意到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编制的 CBD/SBSTTA/26/2 号文件

附件二表 1 和表 2 所载的标题指标拟订现状以及与审议《框架》 C 部分有关的

指导意见的现状； 

[6. 赞赏地注意到监测框架很好地涵盖了《框架》的总体范围 12；] 

7. 决定为制定标题指标、组成部分指标和补充指标而开展的进一步工作

需要考虑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执行监测框架时所面临的报告负

担及技术和资金限制; 

8.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之前举

行的一次会议上审查标题指标的更新元数据以及第 15/5 号决定通过后已达到列

 
9  第 15/11 号决定，附件。 
1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的支持下，妇女促进生物多样性网络正在通过协商进程制定一种

方法。见 https://www.women4biodiversity.org/information-session-on-indicator-methodology-of-target23-of-the-
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11  CBD/SBSTTA/26/INF/14。 
12  监测方面存在的许多差距正说明需要利用科技工具和指导，支持实现 CBD/SBSTTA/26/3 号文件及其相关

资料文件(CBD/SBSTTA/26/INF/15 和 CBD/SBSTTA/26/INF/16/Rev.1)所述的《框架》行动目标。 

https://www.women4biodiversity.org/information-session-on-indicator-methodology-of-target23-of-the-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www.women4biodiversity.org/information-session-on-indicator-methodology-of-target23-of-the-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CBD/SBSTTA/REC/26/1 

4/31 

入监测框架的标准的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清单，供缔约方在第八次国家报告中

使用; 

9. 请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支持

缔约方在国家一级执行监测框架; 

10. 回顾每一缔约方对数据的验证是《公约》下提交国家报告的报告模板

的一部分；  

[11. 欢迎在多边环境协定和相关倡议下正在开展的监测工作，包括《保护

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13衡量迁徙生境的连通性；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MC-5/17号决定制定关于生物多样性与高危化学品和汞的补充指标；《联合

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14

改进土地退化程度评估；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 2/CMA.5 号

决定通过相关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贝伦指标工作方案；《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

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的公约》下的工作等；] 

 [12. 请多边环境协定和相关倡议的秘书处与执行秘书分享有关监测倡议的

信息，同时强调需要确保与现有任务保持一致，并请执行秘书向缔约方提供此

信息；]  

[13. 强调将指标纳入相关进程主流的重要性，请多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

关协定、金融机构和其他进程的秘书处和理事机构酌情考虑附件一所载指标；]  

[14. 敦促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包括地方和次国家政府，在执行监测框架时

考虑到《框架》的 C 部分，包括通过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性别、年龄、残

疾人和其他相关群体以及按生态系统类型分列标题指标，并在相关和适用的情

况下，酌情使用与 C 部分相关的组成部分、补充指标以及国家和地方指标和传

统知识指标，包括通过加强基于社区的监测系统；] 

15. 邀请私人慈善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尽可能根据监测框架分享与生物多

样性有关的融资数据；  

16. 鼓励缔约方和其他政府，包括地方和次国家政府，在国家一级采取一

致的方法，根据国家生态系统分类，监测生态系统并报告《框架》长期目标和

行动目标的数据； 

 [17. 邀请缔约方利用全球生态系统类型学第 2 级和第 3 级，根据国情和能

力，使其国家生态系统数据与这一类型学相一致，这一类型学已得到联合国统

计委员会的认可，用于监测生态系统；]   

18. 敦促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并邀请地方和次国家政府，在具备必要执

行手段的情况下，加强国家监测系统，以参与性方式让所有相关机构、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区、妇女、青年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进来，酌情在国际组织和举

措的支持下，便利在 2026 年 2 月提交的第七次国家报告中报告各项指标； 

 
1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51 卷，第 28395 号。 
1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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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并邀请有能力的其他缔约方加强国际合作，包括

提供充足、及时和可预测的资金、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解

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执行监测框架方面面临的技术和资金挑战； 

20. 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加强国际合作，包括提供充足、及时和可预测的财

务资源、能力建设和发展、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应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执

行监测框架方面面临的技术和资金挑战； 

[21. 请全球环境基金按照[全球环境基金的标准]和第 15/7 号决定，以透明的

方式并遵循一个协商进程，为国家监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提供充足、及时和可

预测的财务资源，支持所有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根据并在不影响各自国家优先事

项的情况下开展报告工作 15；] 

22. 邀请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在没有相关数据和国家数据的情况下，

利用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和其他在全球可获得的数据，并顾及缔约方对国

家数据的定期更新和验证，以便补充国家监测系统中的数据； 

[23.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之前举

行的一次会议上审查缔约方在执行监测框架方面的需求，并考虑如何消除技术

或能力差距，包括为此加强国家生物多样性观测系统以及在区域和全球两级将

国家系统连接起来；] 

24. 鼓励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包括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土著人民和

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交流知识，建设与标题指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性指标

有关的能力，在执行监测框架时考虑到《框架》的 C 部分； 

[25. 鼓励有能力的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包括地方和次国家政府以及相关

组织考虑提供资源，促进支持缔约方的全球监测系统、标准和数据集以及基于

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同时考虑到国家一级的数据验证是监测框架的基础；]  

[26. 回顾关于能力建设和发展及科技合作的第 15/8 号决定，请区域和次区

域科技合作支助中心和全球协调实体为缔约方执行监测框架提供能力建设和发

展支持，特别是那些将能力建设和发展列为优先需求的缔约方；] 

[27. 邀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在其关于监测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快速方法评估以及关于涵盖生物多样性的

综合空间规划和生态连通性的快速方法评估的工作中考虑到国家的科技需求；] 

[28. 决定与特设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 16合作，结合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

届和第十九届会议上进行的《框架》集体执行进度的全球审查，对监测框架各

项指标的使用情况（包括标题指标、二元指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进行审

查；] 

[29. 又决定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应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

之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为《框架》执行情况审查的一部分，审议其他相关

 
15  本段应在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讨论相关议程项目时审议。 
16  有待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根据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议程项目 3 举行的讨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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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拟议的标题指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以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

议；] 

[30.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与各缔约方、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

相关学术和研究机构、其他相关组织（包括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及代表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的组织合作，填补监测框架中的空白，特别

是本决定附件三所述的空白，作为执行本决定的一部分；]  

31. 又请执行秘书支持包容性和参与性进程，促进监测框架的运作，包括

在相关情况下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科技合作支助中心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知识支助

服务中心，为此： 

(a) 与缔约方持续分享关于监测框架实施情况的最新信息，包括多边环境

组织、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关系成员和其他相关组织分享的信息； 

(b) 确定备选方案和潜在合作者，以消除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查明的

差距，包括在制定标题指标 1.1 和 9.1 方面； 

(c) 促进在国家一级执行监测框架的相关能力建设和发展活动； 

[32.   还请执行秘书做到将监测框架指导意见与报告模板放在一起，易查易

用，方便缔约方填写国家报告，并鼓励缔约方在相关和适当的情况下，根据国

家法律，利用所有指标指导意见 17作为国家报告的参考；] 

33. [请执行秘书编写关于国家报告中标题指标、二元指标、组成指标和补

充指标及国家指标使用情况的分析报告，作为对监测框架执行情况审查的投入，

并与特设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分享与上文第 28 段有关的信息；] 

34.   又请执行秘书与相关组织合作，进一步制定标题指标 1.1.和 9.1.的元数

据，并与 CBD/SBSTTA/26/2 号文件附件二表 1 所列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

视需要更新标题指标元数据[特别是方法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指标，]以及第 15/5
号决定所载已经符合列入监测框架标准的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清单，将其提交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之前举行的一次

会议上审议，并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考虑到本决定第 7 段。 

  

 
17   载于 CBD/SBSTTA/26/INF/14 号和 CBD/SBSTTA/26/INF/19 号文件，但如果为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

修订指导意见，这些文件的文号将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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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指标  
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A A.1 生态系

统红色名录 
 

指标 A.1 细分办法： 
按地域、生物群落和

生态系统功能组[（全

球生态系统分类的第 2 
和第 3 级）细分]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按保护区或其他基于

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

细分 
按驱动因素细分（与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

威胁分类办法相符） 
 

• 生态系统完好程

度指数 
• 生态系统完整性

指数 
• 物种生境指数 
• 生物多样性生境

指数 
• 生物多样性完好

程度指数 
• 保护连通性指数 
• 保护区代表性和

连通性指数 
• 避免的灭绝数目 
• 进化独特和全球

濒危指数 
• 地球生命力指数  
• 野生鸟类指数 

•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1.1）  
• 树木覆盖的丧失速度 
• 山岭绿色覆盖指数（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15.4.2） 
• 全球红树林连续覆盖面 
• 红树林破碎化 
• 红树林范围  
• 全球盐沼范围  
• 湿地范围趋势指数 
• 森林破碎化指数 
• 森林景观完整性指数 
• 全球植被健康产品 
• 生物气候生态系统复原力指数  
• 破碎化相对规模 
• 海洋健康指数 
• 主要海底生境所受物理损害的

程度 
• 河流破碎化指数 
• 平均物种丰度 
• 物种保护指数 
• 浮游生物量和丰度的变化 
• 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珍贵价值

的物种所受保护的全面性 
• 中期或长期养护设施所保存的

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资源的

数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5.1） 
• 被归类为面临灭绝风险、未面

临灭绝风险或面临未知程度灭

绝风险的地方品种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5.2） 
• 红色名录指数（家畜的野生近

缘种）  
• 物种状况指数 
• 种系多样性的预期丧失情况 
• 物种内部维持的种群所占比例 

A.2 自然生

态系统范围 
 

指标 A.2 细分办法： 
按地域、生物群落和

生态系统功能组（全

球生态系统分类的第 2
和第 3 级）细分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在可行情况下按自然

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细

分 
A.3 红色名

录指数（可

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5.5.1） 
 

指标 A.3 细分办法
19： 
按地域、生物群落和

生态系统功能组（与

全球生态系统分类相

符）细分 
按迁徙物种细分 
按驱动因素细分（与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

威胁分类办法相符） 
A.4 物种内

有效种群规

指标 A.4 细分办法： 
物种 
分类组 

 
18  指标的拟议措辞列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 25/1 号建议。就措辞达成一致后，将反映在本    
表中。 
19  相关行动目标也列入了具体红色名录指数细分，将其作为补充指标。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conl.12692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conl.12692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2.08.21.504707v1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2.08.21.504707v1
https://mol.org/indicators/habitat/background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biodiversity-habitat-index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biodiversity-habitat-index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biodiversity-intactness-index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biodiversity-intactness-index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protected-connected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nl.12762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ild-bird-index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1-01.pdf
https://data.globalforestwatch.org/maps/gfw::tree-cover-loss-1/about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4-02.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cgmfc-21-continuous-global-mangrove-forest-cover-for-the-21st-centur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63880-1#Sec6
https://www.globalmangrovewatch.org/
https://data.unep-wcmc.org/pdfs/43/WCMC_027_Global_Distribution_of_Saltmarsh.pdf?1617122640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etland-extent-trends-index
https://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figures/forest-fragmentation-in-eu-member-state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9493-3
https://www.un-spider.org/links-and-resources/data-sources/star-global-vegetation-health-products-noaa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bioclimatic-ecosystem-resilience-index-beri
https://oceanhealthindex.org/methodology/
https://oap.ospar.org/en/ospar-assessments/intermediate-assessment-2017/biodiversity-status/habitats/extent-physical-damage-predominant-and-special-habitats/
https://oap.ospar.org/en/ospar-assessments/intermediate-assessment-2017/biodiversity-status/habitats/extent-physical-damage-predominant-and-special-habitats/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10/1/015001
https://geobon.org/ebvs/indicators/species-protection-index/
https://oap.ospar.org/en/ospar-assessments/quality-status-reports/qsr-2023/indicator-assessments/changes-plankton-biomass-abundance/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comprehensiveness-of-conservation-of-socioeconomically-as-well-as-culturally-valuable-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comprehensiveness-of-conservation-of-socioeconomically-as-well-as-culturally-valuable-specie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s://geobon.org/ebvs/indicators/species-status-information-index/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cobi.1413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203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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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模大于 500
的种群比例 

 

B B.1 生态系

统提供的服

务 
 
 
 
 
 
 
 
 
B.b 制定政

策或行动来

实施和监测

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

以及维持和

加强自然对

人类的贡献

（包括生态

系统功能和

服务）的国

家数目 
 

指标 B.1 细分办法： 
按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细分 
按按地域、生物群落

和生态系统功能组

（全球生态系统分类

的第 2 和第 3 级）细

分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n/a 
 

• 红色名录指数

（适用于以利用

物种）  
• 地球生命力指数

（用于已利用物

种） 
• 用货币单位表示

的生态系统服务

总价值   

• 生态足迹 
• 红色名录指数（授粉物种）  
• 物种的绿色状态  
• 缺水程度：淡水取水量占可用

淡水资源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6.4.2） 
•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3.2） 
• 林业生产与贸易(木材燃料) 
• 语言多样性指数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 文化 2030 指标  
 

C C.1 根据适

用的国际商

定获取和惠

益分享文书

收取的货币

惠益 
C.2 适用的

国际获取和

惠益分享文

书带来的非

货币惠益 
13b 待插入
二元指标的
案文 

指标 C.1 细分办法： 
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收取的货币惠益细

分 
 
 
 
 
指标 C.2 细分办法： 
按非货币惠益的类型

细分 
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收取的非货币惠益

细分 
 

 • 向指定检查点提供了与遗传资

源利用有关的信息的使用者数

目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中发布的国际认可证书总数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中发布的检查点公报数目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为非商业目的发布的国际认可

合规证书数目   

D D.1 用于保

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

指标 D1 和 D2 细分办

法： 
没有开列具体的细分 

 • 人口中的科研人员人数 
• 发表的联合科学论文数目（在

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OBIS)发表），按领域分列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classification-schem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classification-schem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classification-schemes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utilised_index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utilised_index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utilised_index
https://seea.un.org/ecosystem-accounting
https://seea.un.org/ecosystem-accounting
https://seea.un.org/ecosystem-accounting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resources/data/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pollinating-speci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about/green-status-specie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4-02.pdf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6-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6-0
https://www.fao.org/faostat/en/#data/FO/metadata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index-of-linguistic-diversity
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_culture_2020_indicators_en.pdf
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_culture_2020_indicators_en.pdf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data.uis.unesco.org/index.aspx?queryid=3685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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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系统的国际

公共资金，

包括官方发

展援助 
 
D.2 用于保

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

系统的国内

公共资金 
 
D.3 用于保

护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

系统的私人

资金（国内

和国际） 

 
 
 
 
 
 
 
 
 
 
 
 
指标 D3 细分办法： 
按资金来源 
[（用于发展的国际私

人慈善组织、官方发

展融资筹集的私人生

物多样性资金（分别

适用双边和多边指

标）、生物多样性补

偿、生态系统服务付

费、国内私人捐赠、

私人惠益分享计划、

其他工具，包括生物

多样性相关债券（ 影
响力投资、信贷市

场、保险产品）] 

• 分配给海洋技术领域科研的总

科研预算所占比例（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14.a.1） 
• 用于奖学金的官方发展援助流

动数额，按领域和研究类型分

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 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货物进口

量，按类别分列 
• 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无害环境技

术研发、转让、传播和推广二

核准的资金总额（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7.7.1）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的国

际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青年提供的国际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政策目标

提供的国际资金 
• 国家总预算中生物多样性年度

预算的货币价值 
• 年度生物多样性支出占全国政

府总预算的百分比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的国

内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青年提供的国内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政策目标

提供的国内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提供的私

人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青年提供的私人资金 

• 针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活动中的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政策目标

提供的私人资金 

• 为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

和青年筹集的私人资金 
1 A.1 生态系

统红色名录 
 
 

指标 A1 和 A2 的细分

办法： 
在长期目标 A 下叙述

（一些细分办法可能

 • 做出了水合作业务安排的跨界

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6.5.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a-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a-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ctGoodsValue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ctGoodsValue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sdg6data.org/en/indicator/6.5.2
https://sdg6data.org/en/indicator/6.5.2


CBD/SBSTTA/REC/26/1 

10/31 

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A.2 自然生

态系统范围 
 
1.1 包含生

物多样性的

空间计划覆

盖的陆地和

海洋区域所

占百分比 
 
1.b 使用参

与性、综合

性和生物多

样性包容性

空间规划和/
或有效管理

过程来应对

土地和海洋

利用变化的

国家数目，

以便到 2030 
年使具有高

度生物多样

性重要性的

地区的损失

接近于零 

与特定的行动目标更

为相关） 
 
指标 1.1 的细分办法： 
 
 
当前没有提议任何元

数据。 

2 2.1 正在恢

复的面积  
按生态系统功能组

[（全球生态系统分类

的第 2 和第 3 级）细

分]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按保护区或其他基于

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

细分 
按恢复活动的类型细

分  

• 退化土地占土地

总面积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5.3.1） 
 

• 全球生态系统恢复指数 
• 状况良好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地

区所占比例   

3 3.1 保护区

和其他基于

区域的有效

保护措施的

覆盖面 

按保护区/其他基于区

域的有效保护措施细

分  
按地域、生物群落和

生态系统功能组[（全

球生态系统分类的第 2
和第 3 级）细分] 
按对于生物多样性具

有重要意义的地区

• 受保护的连通指

数 
• 保护区连通性指

数 
• 物种保护指数 
 
 

• 保护区的降级、缩小和取消事

件发生率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区和养

护区标准绿色名录  
• 状况良好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地

区所占比例   
• 保护区隔离指数  
保护区网络指标 

https://docs.trends.earth/en/latest/for_users/features/unccdreporting.html#sub-indicators
https://docs.trends.earth/en/latest/for_users/features/unccdreporting.html#sub-indicators
https://docs.trends.earth/en/latest/for_users/features/unccdreporting.html#sub-indicators
https://docs.trends.earth/en/latest/for_users/features/unccdreporting.html#sub-indicators
https://geobon.org/ebvs/indicators/global-ecosystem-restoration-index/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ird-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article/tracking-trends-in-key-sites-for-biodiversity-a-case-study-using-important-bird-areas-in-kenya/22E89F5C786A7F0879A7A3543866216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ird-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article/tracking-trends-in-key-sites-for-biodiversity-a-case-study-using-important-bird-areas-in-kenya/22E89F5C786A7F0879A7A35438662164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protected-connected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protected-connected
https://geobon.org/ebvs/indicators/species-protection-index/
https://www.conservation.org/projects/paddd-protected-area-downgrading-downsizing-and-degazettement
https://www.conservation.org/projects/paddd-protected-area-downgrading-downsizing-and-degazettement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ird-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article/tracking-trends-in-key-sites-for-biodiversity-a-case-study-using-important-bird-areas-in-kenya/22E89F5C786A7F0879A7A3543866216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ird-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article/tracking-trends-in-key-sites-for-biodiversity-a-case-study-using-important-bird-areas-in-kenya/22E89F5C786A7F0879A7A35438662164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ird-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article/tracking-trends-in-key-sites-for-biodiversity-a-case-study-using-important-bird-areas-in-kenya/22E89F5C786A7F0879A7A35438662164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8.16.456503v2.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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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4.5.1、
15.1.2、15.4.1）细分  
按功效细分（保护区

管理的功效） 
按治理类型细分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 完成了治理和公平性实地评估

的保护区数目 

4 A.3 红色名

录指数（可

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5.5.1） 
 
A.4 物种内

遗传有效种

群规模大于 
500 的种群

所占比例 

指标 A.3 和 A.4 的细分

办法： 
在长期目标 A 下叙述

（一些细分办法可能

与特定的行动目标更

为相关） 
 
 

• 地球生命力指数 
• 中期或长期养护

设施所保存的粮

食和农业动植物

遗传资源的数目  
• 物种绿色现状指

数  
• 人类与野生生物

冲突指标 
• 定为面临灭绝风

险的地方品种所

占比例（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

2.5.2） 

• 物种所受威胁减少和恢复指标 
• 红色名录指数 （家畜的野生近

缘种）  
• 消灭的岛屿外来入侵物种的数

目  

5 5.1 生物可

持续水平内

的鱼类种群

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14.4.1） 
[5.b 待补]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的主要海洋捕捞区域

细分 
 
 

• 已利用的物种红

色名录指数（利

用造成的影响）   
• 已利用物种的地

球生命力指数 
• 旨在打击非法、

未报告和无管制

的捕捞的国际文

书的执行程度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4.6.1） 
 

• 岛屿渔业威胁指数 
• 红色名录指数（国际贸易物

种） 
• 红色名录指数 （渔业的影响）

[指标 A3 的细分]  
• 海洋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实的渔

获数 
• 根据《国际捕鲸公约》统计的

鲸类总捕获数 
• 兼捕的脆弱和非目标物种数量  
• 海洋管理委员会产销监管链认

证持有者数目，按分销国分列 
• 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贸易的增长

率 
6 6.1 外来入

侵物种建群

率 
 
6.b 采取相

关法规、程

序和措施来

减少外来入

侵物种影响

的国家数目 

指标 6.1和 6.2 的细分

办法： 
按分类组细分 
按路径细分 
 

 • 红色名录指数（外来入侵物种

的影响） 

https://www.iied.org/iied-launches-sage-version-20-tool-for-improving-governance-equity-nature-conservation
https://www.iied.org/iied-launches-sage-version-20-tool-for-improving-governance-equity-nature-conservation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www.iucnredlist.org/about/green-status-speci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about/green-status-specie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www.iucn.org/resources/conservation-tool/species-threat-abatement-and-restoration-star-metric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diise.islandconservation.org/#:%7E:text=The%20Database%20of%20Island%20Invasive%20Species%20Eradications%20(DIISE)%20attempts%20to,vertebrate%20eradication%20projects%20on%20islands.
http://diise.islandconservation.org/#:%7E:text=The%20Database%20of%20Island%20Invasive%20Species%20Eradications%20(DIISE)%20attempts%20to,vertebrate%20eradication%20projects%20on%20island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utilised_index
https://www.livingplanetindex.org/utilised_index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resrecrepattach/BriefingDoc_InlandWaters_InlandFisheriesIndicator_300dpi_print.pdf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classification-schem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classification-schem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fisher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fisher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msc-certified-catch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msc-certified-catch
https://iwc.int/total-catches
https://iwc.int/total-catches
https://www.rac-spa.org/meetings/nfp15/nfp_docs/appendixes/16/21wg502_16_appendix_b_eng.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number-of-msc-chain-of-custody-certification-holders-by-distribution-country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number-of-msc-chain-of-custody-certification-holders-by-distribution-country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UnctadStatMetadata/Documentation/Biotrade_MethodologicalNote.pdf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UnctadStatMetadata/Documentation/Biotrade_MethodologicalNote.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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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7 7.1 沿海富

营养化潜势

指数（可持

续发展目标

指标

14.1.1(a)） 
 
 
7.2 合计总

施用毒性 

指标 7.1 的细分办法： 
按营养物类型细分 
按支流域细分  
 
 
 
 
指标 7.2 法细分办法： 
按农药类型细分 
按每个行业农药产品

使用量细分 

• 农田营养预算  
• 经过安全处理的

家用和工业废水

流动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6.3.1） 
• 漂浮的塑料碎片

密度（按微塑料

和宏观塑料分

列）（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4.1.1(b)） 

• 红色名录指数

（污染的影响）  

• 环境活性氮的损失趋势 
• 氮沉积趋势 
• 在受控设施中收集和管理的城

市固体废物占城市废物产生总

量的比例，按城市分列（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 11.6.1）  
• 人均有害废物产生量（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 12.4.2(a)） 
• 包括微塑料在内的水柱和海底

中的垃圾数量趋势  
• 塑料碎片密度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4.1.1(b)） 
• 每单位农田面积农药使用量 

8 8.b 制定政

策尽量减少

气候变化和

海洋酸化对

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以及

尽量减少气

候行动对生

物多样性的

负面影响和

促进积极影

响的国家数

目 
 

B1 细分办法：  
按生态系统和生态系

统服务细分的总气候

调节服务  
 

• 按照《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通过

和实行包括生物

多样性在内的国

家减少灾害风险

战略的国家数目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5.3）  
• 生物气候生态系

统复原力指数 

• 森林中的地上生物量储量（吨/
公顷） 

• 产生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 按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采

用和实施本地减少灾害风险战

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 1.5.4）   
• 沿海富营养化指数（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1.4.4(a)）  
• •在商定的一组有代表性的采样

站测量的平均海洋酸度（pH）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3.1 ） 

9 9.1 可持续

利用野生物

种的益处 
 
 
 
9.2 从事传

统职业人口

所占百分比 
 
 
 
9.b 制定可

持续管理野

生物种利用

政策、为人

们提供社

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并

指标 9.1 的细分办法： 
当前没有提议任何元

数据  
在长期目标 B 下叙述 
 
指标 9.2 的细分办法： 
按职业类型细分 
按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细分 
按性别细分 
按年龄类别细分 
按农村与城市细分 
 

• 红色名录指数

（用作食物和药

物的物种）  
• 已利用的物种的

地球生命力指数 

• 旨在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的捕捞的国际文书的执行程

度（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6.1）  
• 海洋管理委员会产销监管链认

证持有者数目，按分销国分列 
• 产卵种群生物量（与商业开发

的物种有关） 
• 中期或长期养护设施所保存的

粮食和农业(a)植物和(b)动物遗

传资源的数目（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2.5.1）  
• 每个劳动力单位的生产数量，

按农业/畜牧/林业企业的规模级

别分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3.1） 
• 红色名录指数（渔业的影响）  
• 红色名录指数 （利用的影响）  

https://www.fao.org/faostat/en/#data/ESB/metadata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1.pdf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why-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matter/goal-14-0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pollinating-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pollinating-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trends-in-loss-of-reactive-nitrogen-to-the-environment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trends-in-nitrogen-deposition
https://www.medqsr.org/common-indicator-23-trends-amount-litter-water-column-including-microplastics-and-seafloor/
https://www.medqsr.org/common-indicator-23-trends-amount-litter-water-column-including-microplastics-and-seafloor/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1-01.pdf
https://www.fao.org/faostat/en/#data/RP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3-01-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2-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2-01.pdf
https://unfccc.int/topics/land-use/workstreams/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lulucf
https://unfccc.int/topics/land-use/workstreams/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luluc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b-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b-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b-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1-01.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species-used-for-food-and-medicine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species-used-for-food-and-medicine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species-used-for-food-and-medicine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6-01.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number-of-msc-chain-of-custody-certification-holders-by-distribution-country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number-of-msc-chain-of-custody-certification-holders-by-distribution-country
https://www.medqsr.org/common-indicator-7-spawning-stock-biomass/
https://www.medqsr.org/common-indicator-7-spawning-stock-biomas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1.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fisher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ut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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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保护和鼓励

土著人民和

地方社区可

持续利用习

惯的国家数

目 
10 10.1 生产性

和可持续农

业占农地面

积的比例

（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2.4.1） 
 
10.2 实施可

持续森林管

理方面的进

展（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

标 15.2.1） 

指标 10.1的细分办

法： 
按家庭农场和非家庭

农场部门细分  
按作物和牲畜细分  
 
 
 
指标 10.2的细分办法 
按土著和传统领地细

分 
 

• 小型食品生产者

的平均收入，按

性别和土著身份

分列（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

2.3.2） 

• 农业生物多样性指数 
• 土壤有机碳储量（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5.3.1 下的次级指

标）  
• 红色名录指数（家畜的野生亲

缘种）  
• 红色名录指数（授粉物种） 
• 红色名录指数（森林特有物

种）  
• 红色名录指数 （渔业的影响）  
• 被列为面临灭绝风险的地方品

种所占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2.5.2） 
• 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3.1） 
• 可持续管理的森林面积：森林

管理委员会和森林认证认可方

案发放的森林管理认证总数  
 

11 B.1 生态系

统提供的服

务 

在长期目标 B 下叙述 
 

• 城市年度细颗粒

物（例如 PM2.5 
和 PM10）平均水

平  
• 环境水质良好的

水体所占比例  
• 缺水程度  

• 空气排放账户 
• 制定和正在实施政策和程序，

使地方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

管理的地方行政单位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6.b.1） 
•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水服务的人

口所占比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6.1.1） 
• 归因于不安全饮水、不安全环

境卫生和缺乏个人卫生（暴露

于不安全的人人享有饮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服
务）的死亡率（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3.9.2） 
• 每 100,000人中归因于灾害的

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人数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1） 
12 12.1 供公共

使用的绿色

或蓝色空间

占城市建筑

按空建类型细分：按

地域、生物群落和生

态系统功能组[（全球

生态系统分类的第 2
和 3 级）细分] 

• 新加坡城市生物

多样性指数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3-02.pdf
https://alliancebioversityciat.org/tools-innovations/agrobiodiversity-index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3-01.pdf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wild-relatives-of-domesticated-animal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pollinating-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est-specialist-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forest-specialist-specie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red-list-index-impacts-of-fisheries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2-05-02.pdf
https://landportal.org/book/sdgs/153/indicator-1531
https://landportal.org/book/sdgs/153/indicator-1531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area-of-forest-under-sustainable-management-certific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area-of-forest-under-sustainable-management-certific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area-of-forest-under-sustainable-management-certification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area-of-forest-under-sustainable-management-certification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6-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6-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6-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1-06-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3-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4-02.pdf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AEA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1-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1-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3-09-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3-09-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3-09-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3-09-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3-09-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5-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5-01.pdf
https://www.cbd.int/article/2021-singapore-index
https://www.cbd.int/article/2021-singapor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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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区的平均比

例 
 
12.b 制定了

包含绿色或

蓝色城市空

间的生物多

样性包容性

城市规划的

国家数目 

 

13 C.1 根据适

用的国际商

定获取和惠

益分享文书

收取的货币

惠益 
 
C.2 根据适

用的国际商

定获取和惠

益分享文书

收取的非货

币惠益 
 
13.b 待插入

二元指标的
案文 

在长期目标 C 下叙述 • 在获取和惠益分

享信息交换所中

发布的国际认可

证书总数 

• 一个国家从《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多边系统

收到的作物材料转让总数（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5.6.1 下的

次级指标） 
• 向指定检查点提供了与遗传资

源利用有关的信息的使用者数

目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中发布的检查点公报数目 
• 在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为非商业目的发布的国际认可

合规证书数目 

14 14.b 将生物

多样性及其

多重价值纳

入各级内部

和各部门的

政策、法

规、规划、

发展进程、

消除贫困战

略并酌情纳

入国民账户

并逐步协调

所有相关公

共和私人部

门活动以及

财政和资金

流动，以实

现本框架的

目的和具体

 • 将生物多样性纳

入国民核算和报

告体系，将其界

定为对环境经济

核算系统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5.9.1(b))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6-01.pdf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absch.cbd.int/en/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5-09-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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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目标的国家

数目 
15 15.1 披露对

生物多样性

的风险、依

赖程度和影

响的企业数

目  
 
15.b 采取法

律、行政或

政策措施旨

在鼓励和扶

持商业和金

融机构，特

别是大型跨

国公司和金

融机构逐步

减少其对生

物多样性的

负面影响、

增加其积极

影响、减少

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和

与生物多样

性相关的风

险，并促进

采取行动，

确保可持续

的生产模式

的国家数目  

按行业细分 • 发布可持续发展

报

告的公司数目（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2.6.1） 

• 国内已表示有意开始采用自然

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的

组织数目  

16 16b1 制定、

通过或实施

旨在鼓励和

帮助人们做

出可持续消

费选择的政

策工具的国

家数目 

 • 粮食浪费指数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2.3.1(b)） 
• 物质足迹 、人均

物质足迹和单位

GDP 物质足迹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8.4.1） 
• 消费对全球环境

的影响 
• 生态足迹 

• 将 (一)全球公民教育(二)可持

续发展教育纳入（a）国家教育

政策（b）课程（c）教师教育

（d）学生评估主流的程度（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4.7.1） 
• 国家回收利用率，物资回收吨

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2.5.1） 

• 人类对净初级生产的占用 
• 每单位增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 水利用效率的逐渐变化（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 6.4.1） 
• 生命周期影响评估得出的指标 
• 贫困程度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2-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2-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2-06-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2-03-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2-03-01B.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8-04-01.pdf
https://commodityfootprints.earth/
https://commodityfootprints.earth/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resources/data/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human-appropriation-of-net-primary-production-hanpp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9-04-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9-04-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6-04-01.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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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17 17.b 已采取

行动实施

《公约》第 
8(g) 条规定

的生物安全

措施以及第 
19 条规定的

处理生物技

术及其利益

分配措施的

国家数目 

  • 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有关的指标  
 

18 18.1 为促进

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制定

的积极激励

措施 
 
 
18.2 损害生

物多样性的

补贴和其他

激励措施的

价值 

指标 18.1的细分办

法：  
按激励类型（征税、

各种收费、补贴、可

交易许可证、为生态

系统服务付款方案和

抵消办法）细分 20 
 
指标 18.2细分办法： 
按行业细分 
[（农业、渔业、化石

燃料和其他行业）] 
 

• [与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税费产生的

收入 ] 
• [生物多样性正面

补贴的货币价值 ] 
• 与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可交易许可

证（如果拍卖）

产生的收入  
• 生态系统服务付

款的货币价值   
• 生物多样性抵消

措施的货币价值     
• [为生物多样性采

取的其他积极激

励措施的数目

（按类型分列）]   
• [为生物多样性采

取的其他积极激

励措施的货币价

值  ] 

 

19 见长期目标

D 的指标 
在长期目标 D 下叙述  见长期目标 D 的指标 

20 20.b 采取重

大行动加强

能力建设、

技术开发、

获取和转让

以及促进创

新及发展和

获取技术和

科学合作的

国家数目 

 • 为发展中国家促

进无害环境技术

的开发、转让、

传播和推广提供

的资金总额（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7.7） 

• 每百万居民中的研究员(全时当

量)人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9.5.2） 
• （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

统） 发表的联合科学论文数，

按领域分列 
• 总科研预算中分配给海洋技术

领域研究的经费所占比例（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a.1） 
• 官方发展援助流量中用于奖学

金的数额，按领域和学习类型

 
20  监测框架承认，该框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理解为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indicators-modelling-outlooks/policy-instruments-for-environment-database/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a-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4-0a-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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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分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 双边贸易流量显示的全球信息

和通信技术商品进口数，按信

息和通信技术商品类别分列 
• 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无害于环境

技术的开发、转让、传播和推

广所提供的资金总额（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 17.7.1） 
21 21.1 用于监

测《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

生物多样性

框架》的生

物多样性信

息指标 

按信息类型细分 • 物种状况指数  
• 土著人民和地方

社区在各级的

《公约》执行工

作中参与决策 
• 语言多样性指数 

• 地球生命力指数数据库中的记

录和物种数目增加 
• 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制

可获得的物种出现记录增加 
• 可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

统访问的海洋物种出现记录增

加  
• 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威胁

物种 TM红色名录评估的已知物

种所占比例 
• 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威胁物

种 TM红色名录进行的评估次数 
• 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生

物知识状况调查（全球动物园

和水族馆访客的生物多样性知

识） 
22 [22.1 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

区传统领地

上的土地利

用变化和土

地保有权] 
22.b 采取行

动，在决策

中实现充

分、公平、

包容、有效

和促进性别

平等的代表

性和参与以

及诉诸司法

和获得与生

物多样性有

关的信息，

让土著人民

和地方社区

尊重其文化

和对其土

地、领地、

指标 9.2 与行动目标

22 高度相关 
对所有指标按土著和

传统领地以及治理情

况进行的细分都与行

动目标 22相关 
 

• 土著人民和地方

社区在各级的《

公约》执行工作

中参与决策  
• 语言多样性指数  
• 总成年人口中享

有有保障的土地

使用权，且(a) 持
有法律承认的文

件和(b) 认为自己

的土地权利有保

障的人所占比

例，按性别和保

有权类型分列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4.2） 
• 过去 12 个月经核

实的杀害和以其

他方式袭击环境

人权捍卫者的案

件数目（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

16.10.1） 

• 与全国分布情况相比，在国家

和地方机构职位中所占比例，

包括：(a) 立法机关；(b) 公
职；(c)司法机构，按性别、年

龄、残疾人和人口群体分列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6.7.1） 
• 已建立制度来追踪并拨付公共

款项用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的国家所占比例（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 5.c.1）  
•  农业总人口中对农业用地拥有

所有权或有保障权利的人口比

例，按性别分列；农业用地所

有人或权利人中妇女所占比

例，按土地保有类型分列（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a.1） 
• 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框

架保障妇女有权平等享有土地

所有权和/或控制权的国家所占

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a.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4-0B-01.pdf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ctGoodsValue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ctGoodsValue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ctGoodsValue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7-07-01.pdf
https://geobon.org/ebvs/indicators/species-status-information-index/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terralingua.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Harmon-Loh_Index-of-Linguistic-Diversity-Abridged1.pdf
https://livingplanetindex.org/stats
https://livingplanetindex.org/stats
https://www.gbif.org/occurrence/charts
https://www.gbif.org/occurrence/charts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https://obis.org/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proportion-of-known-species-assessed-through-the-iucn-red-list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proportion-of-known-species-assessed-through-the-iucn-red-list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red-list-index/proportion-of-known-species-assessed-through-the-iucn-red-list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summary-statistics
https://www.iucnredlist.org/resources/summary-statistic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aza-bio-literacy-survey-biodiversity-literacy-in-global-zoo-and-aquarium-visitor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aza-bio-literacy-survey-biodiversity-literacy-in-global-zoo-and-aquarium-visitor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aza-bio-literacy-survey-biodiversity-literacy-in-global-zoo-and-aquarium-visitors
https://www.bipindicators.net/indicators/waza-bio-literacy-survey-biodiversity-literacy-in-global-zoo-and-aquarium-visitors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indigenousnavigator.org/
https://terralingua.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Harmon-Loh_Index-of-Linguistic-Diversity-Abridged1.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and-mechanisms/human-rights-indicators/sdg-indicators-under-ohchrs-custodianship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and-mechanisms/human-rights-indicators/sdg-indicators-under-ohchrs-custodianship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and-mechanisms/human-rights-indicators/sdg-indicators-under-ohchrs-custodianship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and-mechanisms/human-rights-indicators/sdg-indicators-under-ohchrs-custodianship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and-mechanisms/human-rights-indicators/sdg-indicators-under-ohchrs-custodianship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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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
标/行动
目标 

标题指标或二
元指标 18 

细分选项 组成指标 补充指标 

资源和传统

知识的权

利，以及妇

女、女童、

儿童、青年

和残疾人的

权利，并充

分保护环境

人权维护者

的国家数目  

• 相信决策包容性强、反应敏捷

的人口所占百分比，按性别、

年龄、残疾人和人口群体分列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6.7.2） 
• 根据报告由作为保管者的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治理、管理和

养护的领土和地区覆盖的面积

（土著人民和社区养护的领土

和地区 – 维系生命的领土）   
23 23.b 制定

法律、行

政或政策

框架，特

别是《性

别平等行

动计划》

（2023-

2030

年），以

确保所有

妇女和女

童有平等

机会和能

力其中包

括确保妇

女平等取

得土地和

自然资源

的权利为

《公约》

的三个目

标作出贡

献的国家

数目 

其他指标按性别、年

龄和治理情况进行的

细分均与此相关 

• 妇女在(a) 国家议

会和(b)地方政府

中所占席位的比

例 （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5.5.1） 
• 国家执行《性别

平等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的指标     
• 总成年人口中享

有有保障的土地

使用权，且(a) 持
有法律承认的文

件和(b) 认为自己

的土地权利有保

障的人所占比

例，按性别和保

有权类型分列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4.2） 

• 与全国分布情况相比，在国家

和地方机构职位中所占百分比

，包括：(a) 立法机关；(b) 公
职；(c)司法机构，按性别、年

龄、残疾人和人口群体分列 
• 农业总人口中对农业用地拥有

所有权或有保障权利的人口比

例，按性别分列；农业用地所

有人或权利人中妇女所占比

例，按土地保有类型分列（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a.1） 
• 相信决策包容性强、反应敏捷

的人口所占百分比，按性别、

年龄、残疾人和人口群体分列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6.7.2）  

• 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框

架保障妇女有权平等享有土地

所有权和/或控制权的国家所占

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5.a.2）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www.iccaregistry.org/en/data-summary
https://www.iccaregistry.org/en/data-summary
https://www.iccaregistry.org/en/data-summary
https://www.iccaregistry.org/en/data-summary
https://www.iccaregistry.org/en/data-summary
https://www.ipu.org/women-in-parliament-2020
https://www.ipu.org/women-in-parliament-2020
https://www.ipu.org/women-in-parliament-2020
https://www.ipu.org/women-in-parliament-2020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1-04-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1A.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16-07-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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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元指标问题清单 

长期目标 B：到 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

贡献得到重视、维持和加强，目前正在下降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今世后代。 

指标案文：制定了政策或行动计划，用于执行和监测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护和增强自然对人类的贡

献，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国家数。 

B.1 贵国是否制定政策和/或行动计划，旨在确保维护、增强和恢复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B.2    贵国是否制定政策和/或行动计划，旨在确保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B.3    贵国是否监测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e) 否 
(f) 正在酝酿中  
(g) 部分是 
(h) 完全是 

B.4 贵国是否为了今世后代的利益，对维护、恢复和增强自然对人类

的贡献进行监测，包括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1：确保所有区域处于解决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的参与性、综合性、涵盖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规划和/或
其他有效管理进程之下，到 2030年使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区域包括具有高度生态完整性的生态系统的

丧失接近于零，同时尊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  

指标案文：采用参与性、综合性和涵盖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规划和/或有效管理进程，用于应对土地和海洋利用

方式所发生变化, 到 2030 年使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高度重要性的区域的丧失接近于零的国家数。 

1.1 贵国是否正在所有区域实施综合性和涵盖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规

划或有效的管理流程，以便： 
 

(a) 应对土地利用（陆地）方式的变化？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b) 应对土地利用（内陆水域）方式的变化？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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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对海洋利用（海洋和沿海）方式的变化（将被视为不适用于

内陆国家）？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2 如果对 1.1 下任何问题的答复为“否”，计划制定是否利用了参

与性进程？ （请选择所有适用的答复），请注意，如贵国是路锁国，

空间规划将被视为与此无关） 
 

(a) 用于陆地空间规划 
(b) 用于海洋空间规划 
(c) 用于内陆水域空间规划 
(d) 上述均无参与 

行动目标 6：通过确定和管理外来物种的引进途径，防止重点外来入侵物种的引进和建群，消除、尽量降低、

减少和/或减轻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到 2030 年，将其他已知或潜在外来入侵物

种的引进和建群率至少降低 50%，消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特别是在岛屿等重点地带这样做。 

指标案文：通过相关条例、进程和措施，用于大幅度降低外来入侵物种影响的国家数。 

6.1 贵国是否制定有立法，授权相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大幅度降

低外来入侵物种的引进和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6.2 贵国是否制定了措施用于预防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和立足？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6.3 贵国是否制定了措施用于消除或控制外来入侵物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8：通过缓解、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包括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提高其复原力，同时减少气候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的

不利影响并促进积极影响。   

指标案文：制定了关于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政策，用于尽量降低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

于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及尽量减少消极影响并促进气候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国家数。 
 

8.1 贵国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是否包括采取行动，防

止或尽量减少以下原因造成的影响（请选择所有适用的答复）： 
(a) 气候变化 
(b) 海洋酸化 
(c) 无上述情况 

8.2 贵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是否解决气候变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8.3 贵国的其他政策是否解决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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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贵国的其他政策是否解决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影

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8.5  贵国是否监测和报告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8.6 贵国是否监测和报告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8.7 贵国关于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影响的政策或行动计划是否包含以

下类型的旨在提高生物多样性复原力或减少影响的行动(选择所有适

用的选项)： 
 

(a) 缓解  

(b) 适应  

(c) 减少灾害风险  

(d)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

系统的方法  

(e) 尽量减少气候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的

消极影响并促进其积极影响的政策 

(f) 其他  

(g) 以上都不是 

8.8 贵国的政策或行动计划中是否包括尽量减少气候行动对生物多样

性消极影响的措施？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8.9 贵国的政策或行动计划中是否包括促进气候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积

极影响的措施？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9：确保野生物种的管理和利用可持续，从而为人，特别是处境脆弱和最依赖生物多样性的人提供社

会、经济和环境福利，包括通过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活动，能增强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保护和鼓励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可持续习惯使用。  

指标案文：制定了政策以便可持续地管理野生物种的利用，为人民提供社会、经济和环境惠益，并保护和鼓励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可持续习惯使用的国家数 
 

9.1 贵国是否有确保可持续管理和利用野生物种的法律文书或其他

政策框架或行政措施？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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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贵国是否监测野生物种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9.3 贵国是否有规范野生物种贸易的法律文书或其他政策框架？ 
（请选择所有适用的答复） 
 
[9.3 之二  贵国是否拥有描述和促进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基于可持

续生物多样性的活动、产品和服务？] 
 
 

(a) 陆地物种 
(b) 淡水物种 
(c) 海洋物种  
(d) 国际贸易 
(e) 上述均无]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9.4 贵国是否监测利用野生物种给人们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惠

益，特别是那些处于脆弱境地和最依赖生物多样性的人？[(选择所有

适用项)]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对于: 
(a) 妇女和女童  

(b) 儿童和青年  

(c) 残疾人  

(d) 土著人民联络委员会] 
 

9.5 贵国是否有法律文书或其他政策框架，保护和鼓励土著人民和

地方社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习惯性可持续利用，例如《生物多样性习惯

性可持续利用行动计划》或其他相关举措？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行动目标 12：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主流，可持续地大幅提高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绿色和

蓝色空间的面积、质量、连通性、可达性和益处，确保城市规划涵盖生物多样性，增强本地生物多样性、生态

连通性和完整性，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与自然的联系，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城市化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和服

务的提供。 

指标案文：制定涵盖生物多样性的城市规划，其中涉及绿色或蓝色城市空间的国家数。 

12.1 贵国是否有城市地区实施的涵盖生物多样性城市规划纳入了有利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绿色或蓝色空间管理？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2.2     贵国是否有城市地区实施的涵盖生物多样性城市规划纳入了促进生态系统服

务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绿色或蓝色空间管理？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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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 13：根据适用的获取和分享惠益国际文书，酌情在各层面采取有效的法律、政策、行政和能力建设措

施，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以及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

益，便利适当获取遗传资源，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分享的惠益。  

[拟议指标案文: 酌情在各级采取有效的法律、政策、行政和能力建设措施，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

源、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以及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带来的惠益的国家数。 ] 

13.1 贵国是否有有效的法律、行政和政策措施，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

所带来的惠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13.2 贵国是否有能力建设措施，确保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

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13.2 贵国是否有法律文书、行政和政策框架或措施，用于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的惠益？] 

[13.2 备选案文：(a)  贵国是否收到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的货币惠益？ 

 (b)   贵国是否收到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的非货币惠益？] 

[13.2 之二  国家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惠益分享多边机制的后续行动 21] 

[13.2 备选案文   关于数字序列信息的问题，将根据正在进行的建立利用遗传资源数

字序列信息惠益分享多边机制的进程来拟定 ] 

 

(f) 否 
(g) 正在酝酿中 
(h) 部分是 
(i) 完全是 
 
 

13.3 问题 13.1[和 13.2]中提到的措施是否包括利用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a) 否 
(b) 是 
(c) 不适用 
 

13.4a 贵国是否监测[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或与[从贵国获得的]遗传资源

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货币惠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21  问题的措辞将根据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所产生惠益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工作结

果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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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b 贵国是否监测[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或与[从贵国获得的]遗传资源

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非货币惠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13.5 贵国是否制定措施确保遵守遗传资源来源国的国内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 

[13.5 备选案文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从另一国获取的遗传资

源和/或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 不适用] 
 

行动目标 14：确保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观充分纳入各级政府和所有部门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影响

的部门的政策、法规、规划和发展进程、消除贫困战略、战略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并酌情纳入国民核

算，逐步使所有相关的公共和私人活动、财政和资金流动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标

和行动目标相一致。 

指标案文：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各级政策、法规、规划、发展进程、消除贫困战略和账户，确保生

物多样性价值主流化[和]被纳入所有部门，[并使财政和资金流与之保持一致]的国家数。 
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各级、各部门政策、法规、规划、发展进程、消除贫穷战略以及酌情纳入国民

账户，并逐步使所有相关公共和私人活动以及财政和资金流与《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保持一致的国家

数。 

14.1 贵国是否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策、法规、规划、发展

进程和消除贫困战略？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4.2 贵国是否利用环境经济核算来量化生物多样性的货币和非货币价值？]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4.3 贵国是否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所有部门的政策、法规、计划和战

略，以确保其主流化？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如果回答完全是或部分

是，请列出所有适用

的部门。（可选）]  
[如果回答完全是或部分

是，请列出所有适用

的部门: [（可选）]  
-农业  
-渔业  
-林业  
-水产养殖 
-金融  
-旅游业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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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 
 -能源  
 -采矿  
 -制造和加工 
 -其他] 

14.4 贵国是否实施了政策、法规、战略或计划，逐步使所有相关的公共和私人活动

与《框架》的所有长期目标和行动具体目标保持一致？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4.5  是否实施了政策、法规、战略或计划，以逐步使财政和资金流与《框架》的长

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保持一致？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15：采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企业，特别是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 
(a) 定期监测、评估和透明地披露其生物多样性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包括对所有大型跨国公司

和金融机构及其运营、供应链和价值链和投资组合的要求； 
(b) 向消费者提供所需信息，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c) 酌情报告遵守获取和惠益分享法规和措施的情况； 

以逐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影响，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并促进有利于

可持续生产模式的措施。 

指标案文：采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商业和金融机构，特别是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逐

步减少商业和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增加其积极影响，减少其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并促进采取

行动确保可持续生产模式的国家数。 

15.1 贵国是否建立了法律、行政和政策措施，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能够监

测、评估和透明地披露其运营、供应链、价值链和投资组合中对生物多样性的风

险、依赖和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5.2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促

进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e) 完全是 

15.3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报告对获取和惠益分享法规

的遵守情况？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5.4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逐步减少其对生物多样性的

消极影响并增加其积极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5.5 贵国是否监测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消极影响是否已逐步减少？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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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 16：通过制定支持性政策、立法或监管框架，改进教育和提供相关准确信息和其他选择等措施，鼓励

人们并使其能做出可持续的消费选择，到 2030年以公平的方式减少全球消费足迹，包括将全球粮食浪费减

半，大幅减少过度消费，大幅减少废物产生，使所有人都能与地球母亲和谐相处。  

指标案文：制定、采用或实施政策工具，鼓励和帮助人们做出可持续的消费选择的国家数。 

16.1 贵国是否制定了支持可持续消费的机制、政策或立法或监管框架？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6.2 贵国是否已实施加强认识或教育的机制，使人们更加了解消费对生物多样性造

成的影响以及获取支持可持续消费的相关准确信息或替代办法?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6.3 贵国是否通过或实施了政策工具，鼓励和帮助人们通过减少粮食浪费、过度消

费和产生废物等方式，做出可持续的消费选择？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17：所有国家加强能力，制定和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g)条所述生物安全措施和第 19条所述

生物技术处理和惠益分配措施。   

指标案文：已采取行动执行《公约》第 8(g) 条所述生物安全措施和第 19 条所述生物技术处理和惠益分配措施

的国家数。 

17.1 贵国是否已依照《公约》第 8 (g)条的规定采取与生物安全相关

的政策、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a) 否 
(b) 否，但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7.2  贵国是否已实施《公约》第 8（g）条规定的生物安全措施？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7.3  贵国是否酌情采取了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为那些为《公

约》第 19条第 1款所述研究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有效参与生物技术研究活动提供便利？ 

(a) 否 
(e) 正在酝酿中 
(f) 部分是 
(g) 完全是 

17.4 贵国是否按照《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的规定，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促进和推动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公正公平基础上优先获

取基于这些缔约方所提供遗传资源生物技术产生的成果和惠益？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17.5 贵国是否就改性活生物体的使用和释放进行科学合理的风险评

估？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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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贵国是否为获得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的生物安

全相关信息提供渠道？ 

 

[17.7  增加一个与行动目标 17 有关的能力建设问题]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行动目标 20：加强能力建设和发展，加强技术获得和转让，促进创新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和获得，包括为此开展

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三边合作，以满足有效执行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需要，促进联合技术

开发和联合科研方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加强科研和监测能力，与《框架》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

标的雄心相称。     

指标案文：采取重大行动来加强能力建设和发展，加强技术获得和转让，促进创新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和获得的

国家数。 

20.1 贵国是否有解决生物多样性能力建设和发展需求的[国家能力建

设和发展行动计划或其他]计划、政策或文书？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0.2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确保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女童、儿

童和青年以及残疾人充分有效地参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

能力建设和发展？(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  

(a) 妇女和女童 
(b) 儿童和青年 
(c) 残疾人 
(d)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e) 其他 

20.3 贵国是否开展了国家能力自我评估或其他进程，以评估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能力需求？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0.4 贵国是否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女童、儿童和青年以

及残疾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建设和发展需求进行了

国家评估？(选择所有适用的选项)  

(a) 妇女和女童 
(b) 儿童和青年 
(c) 残疾人 
(d)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e) 其他 

20.5 贵国是否建立了伙伴关系，以促进联合技术开发和联合科学研

究方案，从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并加强科学研究和监测能

力，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三方合作？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具体说明每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可

选)) 
 

行动目标 22：确保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妇女和女童、儿童和青年、残疾人在决策中有充分、公平、包容、

有效和促进性别平等的代表权和参与权，有机会诉诸司法和获得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尊重他们的文化及其对

土地、领地、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权利，确保充分保护环境人权维护者。  

指标案文：采取行动实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公平、包容、有效和促进性别平等的代表权和参与决策，

获得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司法和信息，尊重其文化及对土地、领土、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权利，以及妇女和女

童、儿童和青年及残疾人的权利，并充分保护环境人权维护者的国家数。 
  

22.1 贵国是否建立了国家和次国家政府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框架，

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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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保以下群体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决策中享有充

分、公平、包容、有效和注重性别平等的代表性和参与 （选择所有

适用选项）： 

(a)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b) 妇女和女童 
(c) 儿童和青年 
(d) 残疾人 
(e) 其他 

(b) 尊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以下权利和文化 （选择所有适用选

项）： 
 

(a) 文化和做法  
(b) 对土地和领地的权利 
(c) 对资源的权利 
(d) 对传统知识的权利 
(e) 不适用 

(c) 确保环境人权维护者得到充分保护？ (a) 否 
(b) 是 

(d) 确保公众能够获得以下有关生物多样性的信息（选择所有适用选

项）： 
(a)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b) 妇女和女童 
(c) 儿童和青年 
(d) 残疾人 
(e) 其他 

(e) 为以下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群体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选择所有适

用选项）： 
(a)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b) 妇女和女童 
(c) 儿童和青年 
(d) 残疾人 
(e) 其他 

22.2 贵国是否有与问题 22.1 所述政策、法律和行政框架有关的运作

框架和机制？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2.3 贵国是否监测以下情况：  

(a) 以下群体在生物多样性决策中享有充分、公平、包容、有效和注

重性别平等的代表性和参与 （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a)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b) 妇女和女童 
(c) 儿童和青年 
(d) 残疾人 
(e) 其他 

(b)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以下文化和权利 （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a) 文化和做法  
(b) 对土地和领地的权利 
(c) 对自然资源的权利 
(d) 对传统知识的权利 
(e) 不适用 

(c) 对环境人权维护者的充分保护？ (a) 否 
(b)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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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 23：在《框架》执行过程中采用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确保性别平等，确保妇女和女童有平等的机会和

能力为《公约》的三项目标作贡献，包括承认妇女和女童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在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行动、接触、政策和决策的所有层面充分、公平、有意义和知情地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 

指标案文：建立了法律、行政或政策框架，特别是性别行动计划（2023-2030），以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有平等

的机会和能力为《公约》三项目标作贡献，包括确保妇女享有平等权利以及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机会的国家

数。 

23.1 贵国是否建立了机制，帮助所有妇女和女童充分、公平、有意

义和知情地参加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各级行动、参与、政策和决策，

在其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机制？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3.2 贵国是否采取了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明确承认和保护所有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以及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机会？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3.3 贵国是否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的国家报告，明确

采用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并承认妇女和女孩在执行《框架》工作中

的贡献和作用？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23.4 贵国是否进行按性别细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用于评估生物多

样性政策和计划的不同影响？ 
(a) 否 
(b) 正在酝酿中  
(c) 部分是 
(d) 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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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差距分析：改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监测所需的研究

和指标制定工作 
 总体而言，监测框架从整体上相当好地涵盖了《昆蒙-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长期目

标和行动目标。然而，如果仔细检查每项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中的所有要素，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一些

差距。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通过分析C部分每个要素和每项长

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的覆盖范围以及相关的标题指标、二元指标、组成指标和补充指标，找出了这些差

距，列于 CBD/SBSTTA/26/INF/19 号文件。下表总结了每项长期目标或行动目标仍存在的最重要差距。

这不是一个详尽无遗的清单，不涵盖监测框架中所有的可能差距。  

长期目标或
行动目标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指标在涵盖长期目标或行动目标
具体要素方面的关键差距 

 C 部分 监测框架没有很好地涵盖 C 部分的一些关键要素。监控框架不能有效跟踪不同的价

值体系如何在整个《框架》中得到体现和接纳。此外，目前没有考虑代际公平这一

衡量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应该更好地监测青年在《框架》中的作用。另外，还不

能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和创新。最后，尚未涉及生物多样性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

作用。 

A 《框架》的标题指标很好地涵盖了长期目标 A。只发现了一个主要差距：本地野生

物种的丰度数据。不过在其他方面，如灭绝率、连通性和完整性，需要制定额外步

骤才能由标题指标准确捕捉到。 

B 长期目标 B 存在两大差距。无法通过当前的标题指标监测自然对人类贡献的价值及

其恢复。此外，当前的总体指标没有很好地涉及可持续性问题。  

C 长期目标 C 的标题指标的方法仍在制定中，但预计将涵盖该长期目标的大多数方

面。数字序列信息问题需要在完成相关谈判后予以解决。 

D 标题指标很好地涵盖了长期目标 D 中侧重资源的要素，但没把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

包括在内。 

1 行动目标 1 的二元指标全面涵盖了各个目的。不过二元指标不能衡量包含生物多样

性的空间规划的空间覆盖范围。二元指标没有涉及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区

域；这是行动目标 1的一个关键差距。 

2 标题指标不能跟踪恢复措施的效果。导致在衡量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服

务、完整性和连通性的改善情况的能力方面的差距。 

3 行动目标 3 有两个主要差距：一个是保护区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对生态

系统功能和服务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区域的覆盖范围以及那些区域的连通性。 
另一个是缺少对确定和承认土著和传统领地的指导意见。 

4 行动目标 4 的标题指标不能充分涵盖物种的恢复情况，也不能涵盖支持这种恢复的

管理行动。此外，指标没有涉及尽量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5 标题指标仅部分涉及野生种群的可持续使用和采猎，重点是鱼类。行动目标 5 的所

有其他方面目前都没有很好地涵盖。 

6 行动目标 6 的标题指标存在两大差距：目前既没有涉及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影响，也没有涉及消除和控制岛屿等重点地带的外来入侵物种。 

7 行动目标 7 的标题指标存在两大差距：目前没有涉及塑料污染问题，也没有涉及污

染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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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或

行动目标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指标在涵盖长期目标或行动目标

具体要素方面的关键差距 

8 行动目标 8 的二元指标侧重于现有的措施和进程，但没有涉及气候行动、气候变化

和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9 目前没有野生物种可持续使用的评估方法，因此没有任何指标来捕捉可持续使用产

生的惠益（社会、经济、环境）。 

10 行动目标 10 的差距主要集中在渔业方面，因为指标没有涉及内陆渔业，也没有跟踪

水产养殖做法。 

11 标题指标很好地涵盖了行动目标 11，但没有涉及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或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对恢复、维护和增进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具体贡献。 

12 行动目标 12 的标题指标的覆盖面存在很大差距。只涉及绿地的面积和可达性，没有

涉及以下内容：福祉、主流化、益处、连通性和质量。 

13 行动目标 13 存在两大差距。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仍然没有定义，而已经就数字序

列信息达成协议，使其监测不可行。此外，目前的指标没有涉及遗传资源的获取。 

14 行动目标 14 的二元指标涉及全面实现该行动目标所需的结构变革和进程。但是指标

无法跟踪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工作成果。此外，缺少关于其他计划使用指标的信

息。 

15 行动目标 15 的标题指标和二元指标很好地涵盖了该行动目标。不过在衡量认证标准

的有效性以及跟踪监管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法定要求和机制清单方面，还有更多工作

要做。 

16 行动目标 16 的二元指标既没有涉及减少全球消费足迹问题，也没有涉及将全球粮食

浪费减半问题。此外，该指标无法量化与行动目标 16 相关的努力成果。 

17 行动目标 17 的二元指标既没有涉及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的能力，也没有涉及生物技术

的处理和惠益的分配。此外，二元指标没有衡量执行第 8（g）条和第 19 条的环境

成果。 

18 行动目标 18 的一个主要差距是：确定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激励措施，包括补贴。两

个标题指标目前都无法报告这种努力。 

19 行动目标 19 的指标对该行动目标做了很好的总体处理，但没有很好地涉及优化气候

和生物多样性融资的附带效益和协同作用，也没有很好地涉及非市场办法的作用。 

20 行动目标 20 的二元指标跟踪实现该行动目标所需条件的创造情况，但没有涉及这些

条件是否导致实现成果。此外也没有涉及加强科研和监测能力的问题。 

21 行动目标 21 的标题指标没有处理两个主要差距：提供非生物多样性数据以指导生物

多样性的有效公平治理、综合和参与式管理；加强传播、教育和提高认识。 

22 行动目标 22 的二元指标涉及全面实现该行动目标所需的结构变革和进程。然而二元

指标无法跟踪这些努力在确保儿童和青年、残疾人、妇女和女童以及土著人民和地

方社区参与、诉诸司法、获得信息方面的成果。 

23 行动目标 23 的二元指标涉及全面实现该行动目标所需的结构变革和进程。然而二元

指标无法跟踪这些努力的成果，也无法跟踪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方

法，加强了妇女的参与和领导，承认了妇女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 

]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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