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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第八条（关于将第八条（关于将第八条（关于将第八条（J）款工作规划的相关任务纳入公约的专题领域）款工作规划的相关任务纳入公约的专题领域）款工作规划的相关任务纳入公约的专题领域）款工作规划的相关任务纳入公约的专题领域的进展报告的进展报告的进展报告的进展报告 

执行秘书的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执行秘书的说明 

I.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缔约方大会在第 VI/10 号决议第四段中请执行秘书准备一份关于将第八条（j）款工作规划
的相关任务纳入公约的各个专题领域的进展报告，以供第八条（j）款及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在其
第三次会议上审议。 

2. 在准备这份报告时，按照第 VI/10决议第 3段的要求，也请执行秘书考虑到缔约方在关于
《公约》各个专题领域的国家报告中所提供的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 

(a) 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的现状和趋势； 

(b) 促进土著和当地社区（特别是这些社区中的妇女）及其相关组织参与执行各个专

题领域国家工作规划的措施；及 

(c) 为推动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并在事先知情同意情况下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在国

家、亚国家和当地层次上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能力建设措施。 

3. 有关以上问题的信息也载于向第八条（j）款及相关条款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三次
会议提交的各文件中，特别是： 

(a) 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知识、创新和做法的现状

和趋势综合报告  (UNEP/CBD/WG8J/3/4)。  这一报告是在一系列涵盖同样问题的区域报告
(UNEP/CBD/WG8J/3/INF/3-10)所包含的信息基础上编写的。在报告其他议题的同时，这些文件广
泛地报告了有关以下生态系统类型的传统知识系统的现状：森林、旱地和干旷草地生态系统、海

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岛屿生态系统、山地和峡谷生态系统，内陆水域及北冰洋生态系统。这些文

件关于“确定和评估保护、促进和推动传统知识使用的措施和倡议”的部分包括有关妇女参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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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项目的信息，同时也包括有关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土地管理

和有关国家为推动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并利用其他们掌握的知识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进行的能力建设措施； 

(b) 执行秘书有关如何有效推动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公约第八条（j）款以及相关条款
事务的机制的说明(UNEP/CBD/WG8J/3/6)汇报了有效推动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公约第八条（j）款
以及相关条款的事务的机制。根据第VI/10号决议的第20段，该报告包括了缔约方向执行秘书提交
的关于建立机制让土著和当地社区参加与《公约》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的目标有关的事务在
国家一级的经验、案例研究、最佳做法和吸取的教训。本说明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有效参与生物

多样性决策和管理以及获得国家法律和国际法来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能力建设问题。 

4. 本说明第二部分包括各个专题领域的综述，目的在于明确第八条（j）款有关工作规划中
的相关任务如何已被纳入各个专题工作规划。  

II. 专题领域专题领域专题领域专题领域 

 A. 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 

5. 在第 III/11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认识到传统农业社区以及他们的农业实践对保护和提高
生物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可以为建立对环境无害的农业生产体系作出重要贡献。在此背

景下，缔约方大会鼓励缔约方制定国家战略、规划和计划，以使土著和当地社区有能力在利用土

著知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并加强这种能力建设。

同时也鼓励缔约方进一步动员农业社区（包括土著和当地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其知识和做法

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并具体提到妇女的作用。  

6. 响应这一要求，如缔约方根据公约第 26 条提交的第二次国家报告中所载的信息所显示，
大约 20%的报告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其传统知识，50%以上
的报告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此事（图 1）。  

                                 

338. 贵国是否正在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他们在生物多贵国是否正在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他们在生物多贵国是否正在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他们在生物多贵国是否正在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他们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知识和做法？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知识和做法？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知识和做法？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知识和做法？

4.0

89

10.0

59.0

21.0

a) 否：5% （10）

b) 是  - 程度有限：32%
（59）
c)  是  - 在很大程度上：
11% （21)
未回答：2% （4）

未提交报告：48% （89）

 
 
图图图图 1：对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对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对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对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 338的回答，图中表明已经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传统知识和做法的国家的比的回答，图中表明已经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传统知识和做法的国家的比的回答，图中表明已经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传统知识和做法的国家的比的回答，图中表明已经推动农业社区开发、维护和利用传统知识和做法的国家的比
例。例。例。例。 

7. 在第 V/5号决议中，进一步强调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贡献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对他们生计的重要性。在作为附件的工作规划中，关于查明各种管

理做法、技术和政策以促进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和减轻负面影响的活动中，其中一个主

要的支持活动就是具体重视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的需求。 另外，其中一个运行目标就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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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其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可持续地管理农业生物

多样性以增加他们的收益，提高他们的意识和促进负责任的行动”。   

8. 在第六届会议上，缔约方大会注意到执行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规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确

定了需要进一步强调和采取行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各种管理做法、技术和政策以促进对

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和减轻负面影响，推广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并重视农民、土著和

当地社区的需求。缔约方大会也决定成立遗传利用限制技术特设技术专家组，进一步分析遗传利

用限制技术对小户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农民的权利的影响。该特设专家组包括了来自小户

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专家，被要求向在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之前召开的第八条（j）款和相
关条款特设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科学、技术和工艺附属机构报告。该技术专家组会议的报告载

于背景文件 (UNEP/CBD/WG8J/3/INF/2)。 

9. 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在第 VI/5 号决定第 8 段中通过的《传媒花粉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
际倡议行动计划》中，具体提到有必要评估有关传媒花粉保护的科学和传统知识的现状，以便确

定知识存在的差距和利用这些知识的机会（第 1.3 段）。另外，在关于能力建设的第三部分，运
行目标其中包括加强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及其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能力，以使他们能够管

理传媒花粉多样性，以便增加他们的收益、提高他们的意识和推动其负责任的行动。 

10. 最后，在第 VI/10 号决定第 2(d)段，缔约方大会强调缔约方在执行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规
划时，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支持当地干旱和半湿润生态系统，并支持能力建设来推动农业实

践和信息交流，以帮助农民、土著和当地社区从不可持续农业方式向可持续方式转变和提高生产

率。 

B. 干旱和半湿润地生物多样性干旱和半湿润地生物多样性干旱和半湿润地生物多样性干旱和半湿润地生物多样性 

11. 在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干旱和半湿润地生物多样性工作规划的第三段（第 V/23
号决定）中，提到“详细阐述和执行工作规划的目标应在于运用《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的生态

系统方式。工作规划的执行同公约第八条（j）款相一致，在土著和当地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实践
基础上进行”。另外，工作规划包括确立和推广最佳管理做法，包括按照公约第八条(j)款以及其
他相关条款下的工作规划的内容，查明和推广可以广泛应用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做

法。 

12. 同一工作规划中有关“根据确定的需求采取针对性行动” 的 B 部分包括“利用生态系统
方式和通过加强能力政策环境，在适当层次上推动负责任的资源管理，其中包括： 

(a) 加强基层资源管理机构，支持有利于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土著和当地资源利

用技术，和/或结合适当的现有机构和创新性技术以实现增效协力；并 

(b) 酌情将管理下放到最低层，顾及共同资源管理的需求并适当考虑让土著和当地社

区参与规划和管理项目”。 

13. 就执行而言，应该注意到将第八条（j）款纳入考虑的各项活动正在由向世界自然保护同
盟这样的合作伙伴执行。同《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的联合工作规划也涉及到第八条（j）款以
及相关条款的有关方面。还有一些世界环境基金支持的项目也在推动第八条（j）款的执行。 

14. 干旱和半湿润地特设技术专家组于 2003 年 3 月在蒙特利尔召开会议，会上也讨论了如何
在干旱和半湿润地保护传统知识的相关问题，并认可土著知识、特别是有关药用性植物和生态系

统管理方面的知识的增值。一名土著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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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森林生物多样性 

15. 在第 VI/10号决定第 2（a）段，缔约方大会强调在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缔约方有必要采取
进一步行动制定方法，促进将与森林有关的传统知识纳入可持续森林管理，推动在国家和地方层

次上收集管理经验和科学信息、土著和地方信息的活动，传播研究成果和编写有关主要森林生物

多样性问题的相关科学和传统知识的报告汇编。 

16. 在第 VI/22 号决定第 13 段，缔约方大会“表示考虑到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来保护那些有
重要生态意义的和/或在国家和区域层次上对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森林，并根据各国的优先领
域，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可能出现的丧失很严重或引起极大关注，及在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

分享方面有很大潜力的地区，有必要采取行动确保对所有森林类型中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进行保

护、对其组成部分进行可持续利用，以及根据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用
森林遗传资源以及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而产生的惠益。” 

17. 第 VI/22 号决议第 19（a）段请执行秘书进行一项比较研究，澄清有关森林可持续管理的
生态系统方式的概念基础，并充分考虑各地区的情况，目的是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其组成成

分的可持续利用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此项研究要采用综合方法并根

据第八条（j）款以及相关条款来进行。 

18. 此外，在同一决定第 31 段，在国家的背景下，“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八条（j）款
和相关条款的内容，认识到土著和当地社区在执行工作规划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鼓励制

定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将关于森林的传统知识和惠益共享

的考虑结合起来”。 

19. 森林生物多样性扩展工作规划（第 VI/22 号决议附件）在以下几项活动中考虑到第八条
（j）款： 

(a) 规划内容 1：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共享： 

(i) 目的 3、目标 3、活动(b), 旨在“(根据第八条(j)款), 让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其
他相关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并尊重他们的权利, 建立全面、适当、生态和地
理上具有代表性和有效性的保护区网络”； 

(ii) 目的 4、目标 3、活动 (f), 旨在“根据第八条（j）款，制定和执行有关森林
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用法的教育和意识项目；目的 3 下的其他活动也考虑到第
八条（j）款特设不限成员名额会间工作组的成果； 

(iii) 目的 4、目标 4、活动(e), 旨在“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10(c)、
15、16 和 19 条并酌情参照将来缔约方大会的决定，制定有关森林遗传资源
获取和惠益共享的国家法律、行政政策措施”。 

(b) 规划内容2：机构和社会和经济能力建设环境。目的3、目标1、活动 (f), 旨在“根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执行有效措施在与森林有关的法律和森林规划
工具中认可、尊重、保护和维护与森林有关的传统知识和价值观”。 

20. 考虑到执行目的在于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的活动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以及在森林生态

系统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特设专家组的报告也涉及到传统知识

(UNEP/CBD/SBSTTA/9/INF/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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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执行森林工作规划的问题，对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6 条下
提交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的分析表明，几乎 80%的报告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森林行业、私有部
门、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工作规划的执行（见图 2）。  

369.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和当地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和当地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和当地贵国是否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和当地

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工作规划的执行？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工作规划的执行？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工作规划的执行？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工作规划的执行？

24.5

54.5

12

89

3

a) 否：6% （12）

b) 是  - 一些利益相关者：29%
（54.5）
c)  是  - 所有利益相关者：
13% （24.5)
未回答：1% （3）

未提交报告：48% （89）

 

图图图图 2:  对《公约》第对《公约》第对《公约》第对《公约》第 26条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条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条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条第二次国家报告问题 369的回答，图中显示了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的回答，图中显示了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的回答，图中显示了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的回答，图中显示了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森林行业、私有部门、土著
和当地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参与执行工作规划的国家的比例。和当地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参与执行工作规划的国家的比例。和当地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参与执行工作规划的国家的比例。和当地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参与执行工作规划的国家的比例。 

D.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22. 在第 VI/10号决议第 2（c）段，缔约方大会强调缔约方有必要在内陆水生态系统方面采取
进一步行动，执行《拉姆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 VII.8 号决议中通过的建立和加强土著和当地
社区参与湿地管理的准则。 

23. 根据第 V/2 号决定第 4段和第 VI/2号决议第 3段，并根据上面所提到的第 VI/10 号决定的
第 2（c）段，执行秘书准备了经修订和完善的内陆水生物多样性工作规划，该规划在科咨机构第
八次会议进行了审议。科咨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通过该工作规划。其中两个目标同第八条（j）款
特别有关： 

(a) 目标2.5：推动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内陆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和 

(b) 目标3.3：确保可能对内陆水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项目和行动遵守国家法规，
并酌情经过适当严格的影响评价，包括考虑对圣地以及土著和当地社区历来占据或使用的土地和

水域的潜在影响。 

24. 在第 VIII/2 号决定第 4（b）段，科咨机构请执行秘书编制一份关于执行该工作规划的活
动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和期限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也包括了实现以上两

个目标的具体目标。 

25. 在第 IV/4 号决定中，《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请科咨机构制定内陆水生态系统工
作计划，其中应该包括制定和传播在不同种类的内陆水生态系统中快速评估内陆水生物多样性的

区域准则（附件 I，第 8（b）段）。 

26. 根据这一决定，执行秘于 2002年 12月 2-4日在蒙特利尔召开了有关快速评估内陆水生物
多样性的方法和准则的专家会议。专家组的报告在科咨机构第八次会议上得到审议，并建议缔约

方大会鼓励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支持土著和当地社区积极参与对历来由这些社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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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使用的内陆水域进行快速评估的所有阶段，这同第 VI/10 号决定附件 II所通过的建议是相一
致的。  

E.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27. 在第 VI/10 号决定第 2（b）段，缔约方大会向缔约方强调，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方
面，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相对土著和当地社区使用的方法，有关海洋和海岸生物资源的管

理的其他方式方面的信息。 

28. 在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的工作规划中，传统知识主要是在有关海洋和海岸保护区的内容部

分中有所涉及。海洋和海岸保护区特设技术专家组包括一名技术专长集中在南太平洋（特别是所

罗门群岛）传统海洋保护区的专家。另外，专家组其他成员也有这些问题的专长，比如在南美和

新西兰海域的传统保护区。每个成员都向最后文件提供了案例研究。该专家组的工作成果形成了

科咨机构第 VIII/3 B 号建议，并呼吁今后开展研究，制定有效的方法将传统知识纳入海洋和海岸
保护区建立和管理中（包括开展试点项目制定准则，指导如何在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和根据国家

法律得到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将传统知识、做法和创新纳入海洋和海岸保护区建立和管理，

并通过编写和传播从已经开展这些活动的地方收集的大量案例支持这一准则的制定）。 

29. 另外，土著和当地社区以及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的传统权利、习俗和其他利益在整个特设

技术专家组的文件和科咨机构的建议(VIII/3 B) 中得到认可。 

30. 海水养殖特设技术专家组也讨论了传统知识问题，结果形成了建议 VIII/3 C。在此建议
中，科咨机构敦促在适用的情况下，在开发可持续海水养殖技术中考虑传统知识。另外，在讨论

有关海水养殖设施选址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问题时，科咨机构在第 6（a）段陈述道： 

“对海水养殖开发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或类似的评估和监测程序时，应适当考虑运

营的规模和特性以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同时顾及缔约方大会在第 VI/7A 号决
定中批准的关于将生物多样性考虑纳入环境影响评估立法和/或进程及战略影响评
估的准则，以及第 VI/10号决定附件 II中通过的关于对拟议在圣地和在土著和当地
社区历来占据或使用的土地和水域从事的、或可能会对这些土地和水域产生影响

的开发活动进行文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建议。有必要考虑到在生物多样性

所有层次上可能出现的即时、中期和长期影响。 

31. 拟议成立的实施海洋和沿海区综合管理特设技术专家组将也包括传统知识方面的专家。该

专家组根据资金的情况可能在 2004年召开会议。  

F. 山区生态系统山区生态系统山区生态系统山区生态系统 

32. 山区生物多样性的专题报告分析表明，一些报告国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应用于山区生

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一些国家

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包括和涵盖在一些相关法规和规划中，虽然不是很全面。两个国家报告他们已

经在位于山区的土著和当地社区开展一些项目。如在南非的门维尼通加水土流失恢复项目和祖鲁

界地山道项目。在安第斯区域，已经制定一些法规、机制和项目来保护土著和当地社区分享从他

们居住的山区资源使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权利。 

33. 一些报告国家也已经成立一些项目，通过建立保护区、国家公园、遗产地和风景区管理来

保护山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几个国家报告这一问题已在有关森林、旅游和遗产管理的相关计划

和规划中涉及。瑞士汇报该国已有数个建立遗产地、风景区和历史遗址数据清单的项目。有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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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报告这一工作成为区域公约或区域网络（如阿尔卑斯山公约和 NATURA2000）下实施的工作
规划或活动的一部分。欧盟报告已提供了各种融资手段用于鼓励保护山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34. 即将提交给科咨机构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山区生态系统工作规划草案在以下几项活动中考虑

到第八条（j）款： 

(a) 目的 1.3  (促进山区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i) 活动 1.3.2 旨在促进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做法、技术和工艺，包括土著/单地社
区的做法、技术和工艺及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制度，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包括狩猎和钓鱼）山区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

生物虫害治理； 

(ii) 活动 1.3.3 旨在支持土著和当地社区参与使用同山区有关的知识，特别是关
于生物多样性、土壤、水资源和坡地的可持续管理的活动； 

(iii) 活动 1.3.4 旨在促进参与山区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
土著和当地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b) 目的 1.4 （如有相关的国家法规，按照国家法规的内容，促进对与山区生物多样性
相关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并分享利用所产生的惠益）：活动1.4.1 旨在加强土著和当地社区、特是那
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和易受剥削的土著和当地社区的能力，以获得与山区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遗传

资源并进行公正的惠益分享安排（顾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及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

惠益的波恩准则》）； 

(c) 目的 1.5 (特别通过保护和维护传统知识和做法保持山区生态系统的遗传多样性)：
活动 1.5.1 旨在记载土著知识、做法、过程和技术，以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及惠益
分享。 

35. 此外，下面两项目的涉及第八条（j）款的具体关注领域： 

(a) 目的 2.2：  “尊重、保护和维护山区土著和当地社区的知识、做法和创新”；及 

(b) 目的3.6：“促进开发、认可和转让山区生态系统适用的技术，其中根据《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包括土著技术的开发、认可和转让。 

36. 在每一目的下均提供了支持实现该目的的活动清单。 

III.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37. 关于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可以建议缔约方大会请 执行秘
书继续报告将关于第八条（j）款的工作规划的相关任务纳入每一专题领域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由关于第八条（j）款和相关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在第四次会议上审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