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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城市自然公约 2024/03/08版本 
 

我们，代表城市以及地方政府，承诺缔结一项关于人类未来、都市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

公约，这是我们市民幸福和健康的基础。 

我们认知到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情况严峻，对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价值链、经济以及公共卫生和福祉，造成亟迫性的威胁。

为了在全球各地激发必要且具变革性的转型，我们需要在地方

层级采取立即、果敢和鼓舞人心的行动。城市和都市地区已在

推动可持续地方行动扮演关键角色，身处的独特位置亦可以极

大地翻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 

我们进一步强调，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以及它们会对人类健

康造成影响，需要通过整合的方式来应对，这也是《柏林公约》所支持的方向。我们提出以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为中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作为应对各项挑战的关键

要素。 

我们强调城市代表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不只对人们的健康及福祉至关重要，更是我们共同

保护、塑造和享有的对象。运作良好的城市生态系统有助于净化我们的空气和水，减缓城市

热岛效应，承载生物多样性并支持我们的健康和福祉（UNEP联合国环境署，2022年）。 

鉴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议题之间的高度关联性，我们认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极具挑

战亦非常迫切。我们了解在保护在保护人类、动物及绿色空间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非易事，

但却十分必要。 

我们也认识到城市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整合式管理，将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提供重要机

会。因此，我们欢迎并拥护以整合型方式，推动符合当地生物-地理条件的保护与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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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全球合作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承诺 

地方和次国家层级行动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因此我们将在转型行动中发挥领导力，承担起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确保我们的城市宜居、健康、富有生物多样性、兼具气候韧性且公

正。 

      

 

在群策群力下，我们将共同努力，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6届缔约方会议(UN 

CBD CoP 16)所制定的目标做出贡献，并加快行动实施，为我们及子孙后代打造可持续的未

来。 为此，我们将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汇报我们的进展。 

《柏林城市自然公约》（以下简称《柏林公约》）以 2020年《爱丁堡宣言》(Edinburgh 

Declaration)和 2022年《蒙特利尔宣言》(Montreal Pledge）为基础，重点关注实施《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简称 GBF）和更新后的《次国家政府、城市和其他地方当局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2021-

2030年）》。 

柏林公约的主要行动将继续推进《爱丁堡宣言》和《蒙特利尔宣言》。我们将纵向及横向整

合国家和/或地方区域的目标及行动，以符合我们城市、地方和区域政府的实际需求。 

尊重本地、区域和全球网络及联盟，以及这些网络及联盟所提出的自主承诺，是迈向成功的

核心途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网络，分享优良的实践经验，讨论面临的挑战

和解决方案，并从城市之间的多向对话中相互学习。 

生物多样性 

 

健康 

 

气候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edinburgh-declaration-on-post-2020-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montreal.ca/en/articles/montreal-pledge-call-cop15-launched-to-worlds-cities-39529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kunming-montreal-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kunming-montreal-global-biodiversity-framework
https://www.cbd.int/doc/c/8e46/a823/bf3446ed0f1d0d62d4c7f751/cop-15-l-22-en.pdf
https://www.cbd.int/doc/c/8e46/a823/bf3446ed0f1d0d62d4c7f751/cop-15-l-22-en.pdf
https://www.cbd.int/doc/c/8e46/a823/bf3446ed0f1d0d62d4c7f751/cop-15-l-2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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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市致力于在第一年建立一个以柏林为主导的公约秘书处。每个签署城市需指定一名公约

实施的联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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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原则 
我们，作为《柏林公约》签署方，将引领迈向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城市时代道路，并承诺在

2030年前实施以下原则，以推动具启发性的关键行动:  

 

(1) 承诺采取行动与雄心 

我们承诺在《柏林公约》目标领域中保护、保存和恢复我们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此，我们

在 2030年前，将持续推动实施聚焦及可见的行动、计划和流程，以达成设定目标，或至少

确保为实现这些目标创造所需的条件和措施。为了达成目标，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具有创新

性的、且具有提升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雄心。我们的重点将放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1上。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应对生物多样性减少带来的挑战，同时在

气候变化减缓、适应，以及人类健康和福祉上达成协同效益。 

我们将作为先行者和加成者，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各个目标领域，制定最大程度的雄心承

诺。为了彰显及提高对行动承诺的认可，我们将确保市长签署《柏林公约》，并提高《柏林

公约》的能见度。 

我们视《柏林公约》为全球签署城市的实践联盟(implementation alliance)。 

(2) 接轨并强化政策、治理与融资架构 

我们将《柏林公约》的目标对齐地方、区域和国家政策框架，并建立支持公约目标实施，以

及保护、促进和恢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治理和融资架构。考虑到地方条件和限制，我

 
1 我们采用的是联合国环境大会所公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定义(2022 年 3 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

「保护、保育、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或改造过的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行动，可有

效、调适地因应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同时可造福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韧性和生物多样性。」更多信

息请参考：UNEP IUCN。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9864/NATURE-BASED%20SOLUTIONS%20FOR%20SUPPORTING%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English.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iucn.org/news/ecosystem-management/201901/informing-global-standard-nature-based-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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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致力于与城市区域相关的地方政府合作，包括从大都会到省市级政府在内，以在最适当

的规模上实现公约目标。 

更具体而言，我们将制定或更新可以支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基础建设的相关政策，这

些政策应整合，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主流化，并将其视为跨部门、城市规划、私营部门和

企业中的重要优先事项。以提高城市和地区的经济韧性。 

我们将加强地方政府跨部门和行业之间的交流和协调，以推动和实施公约目标主流化。我们

承诺推出有效的激励措施，确保积极正面的结果，例如为地方倡议或公私伙伴关系建立的公

共赞助计划。另外，我们将运用公共采购以推动与实施目标的实践。 

(3) 逐步实施具 SMART原则目标的《柏林公约行动计划》  

我们将根据自身的情况、优先事项和能力，从 28个 SMART目标中选择至少 15个目标，并

勾勒出可于 2030年前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我们将明确公约承诺的操作性，考虑到地方条

件和政策框架，通过明确的(S)、可衡量的(M)、可实现的(A)、有关联性(R)且具时间性(T)

（SMART）的实施步骤，制定实际可行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将清楚地勾勒出现状（基线：

2020年）和所选择的目标，确定相关的行动、技术实施、权责单位/行为者、有时限的阶段

性目标，以及所分配的资源，包括实施效益的监测，以在 2030年前实现设定的目标。我们

将在公约签署后一年内制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2030年底，我们将盘点实践《柏林公约》目标的进度，以期增加每个城市承诺的目标数量，

并且共同讨论 2030年后如何推进《柏林公约》，以确保可以持续推展生物多样性行动并保

持其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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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地方倡议和权益关系方平等及公正地协力共创 

公约目标的实施应促进环境平等和正义，特别关注弱势、脆弱和边缘化的群体和社区，包括

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环境平等和正义应包括对城市绿地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教育、信息取得

和参与机会等方面的平等。 

我们将促进协力、共创和积极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公约目标。我们将与各权益关系方合作，

例如与原住民、当地社区、妇女和青年、公民社会、NGO，以及来自企业、教育、政策和科

学各界展开合作，积极共创，着力于在 2030年前，以实时且务实的方法，积极主动且迅速

地实践公约目标。 

(5) 能力建设与城市合作 

我们视城市为有价值的知识枢纽，特别是用于分享关于保护、促进和恢复城市生物多样性机

会和挑战的经验。为了获益于这些知识并相互启发，我们将分享城市的知识、优良实践案例

和经验教训，启动和实施以过程为导向(process-oriented)的行动和示范计划(pilot 

projects)，并让所有有兴趣的城市，都可以获取这些知识。公约秘书处将支持和促进这个过

程。 

我们将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线上或线下），由不同的公约签署方轮流主办，以实现我们在能

力建设和合作方面的目标。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兴趣，我们将组织网络研讨会和对话，并准备

指引文件，以促进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针对挑战和解决方案的交流和讨论，同时建构城市之

间和城市内部的相关能力建设。 

(6) 监测与报告进度 

我们将定期在《柏林公约》年度会议报告公约目标推动的进度，例如对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自然城市/自然地区行动平台” (CitiesWithNature Action Platform)。这个过程将由一

个共同的报告协议架构(reporting protocol)来推进。报告内容将涵盖如: 有关公约实施进展的

报告链接、城市生物多样性概况和生物多样性行动，以及公共参与相关活动的信息等。 

https://citieswithnature.org/introducing-the-citieswithnature-action-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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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城市自然公约目标 
我们，作为公约的签署方，将引领迈向自然向好(nature-positive)的城市世纪道路，并承诺在

2030年前实现以下目标。如上所述，要成为签署方，意向应是承诺至少达到 28个目标中的

15个，并尽可能至少达到每个目标领域的一个目标： 

1. 教育和自然体验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例如博物馆、植物园或动物园、非政府

组织）的合作，一起制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教育和能力建设计划。 

1.2 我们将为所有儿童提供深度的自然体验，为此，我们承诺为每位 15 岁以下的儿童，

每 1年提供至少 1 天具有教学支持、免费，且完全无障碍的深度自然体验。 

1.3 我们致力于在森林、公园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的蓝绿公共空间，由护林员或导护员提供

自然为本的在地环境教育。 

2. 物种和栖息地 

2.1 我们将改善濒危物种的保育状况，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我们辖区内的栖地，使至

少 30%生态状况不佳的物种和栖地，可以（恢复）达到良好的生态状况，或至少呈

现改善的趋势。我们将确保这些栖地的状况不会恶化。 

2.2 我们将城市中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OECMs）”2的比例提升至 30%。 

2.3 我们将把栖地连通性(habitat connectivity)相关措施，导入成为土地规划过程中的关键

要素，以增加物种和栖地结构的丰富性和韧性。 

 
2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将“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定义为：“保护区以外的地理划定地区，该区的治理和

管理，是为了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积极、持续的长期成果，并取得相关的生态系功

能和服务，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实现文化、精神、社会经济及其他与在地相关的价值。”（CBD 第 14/8 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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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们将改善昆虫的生态条件。因此，我们将在城市中的公共农业区域，减少 50%的

农药使用，并在所有城市公共绿地上，100%3减少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 

2.5 我们将确定(需)优先(处理)的入侵外来种，采取措施减少这些入侵物种落地生根，以

及它们对原生物种和栖地的影响。我们将对至少 50%的入侵物种采取相应行动，并

管理其数量以使其达到无害的状态。 

3. 共栖 (Co-Habitation): 建筑物与公共照明 

3.1 我们将支持城市发展中人类和自然的健康共存。当我们为人类建造新建筑和基础设施

时，应该考虑加入生物多样性友好的设计元素，鼓励本土动物群的使用。 

3.2 我们将制定并实行（动物友好的）公共建筑法规，包括对建筑上繁殖的物种(building-

breeding species)的保护（模仿鸟类、昆虫、蝙蝠等的生态栖位），以及玻璃表面防

止鸟撞的措施。 

3.3 我们将制定生物多样性绿色屋顶和绿色立面的建筑标准，并在至少 50%的私有和公

共的新建建筑上实施。 

3.4 我们将减少 50%公共建筑和街道照明造成的城市夜光 4，减少其对昆虫、蝙蝠、鸟类

和植物的伤害。 

4. 城市绿色基础建设与生态系统 

4.1 我们将致力于在公共空间（包括街道）为每六位居民种植一棵树。 

4.2 我们将实现 10%以上的树冠覆盖率，致力以社区单元为基础（district- by-district 

approach），找出各自优化的解决方案。 

4.3 关于树木、灌木与其他植物种类的选择，我们将考虑品种的气候韧性和物种多样性，

并以可行的原生物种为优先，将相同的原则进一步应用到所有绿色栖地（例如灌丛

带、草原与干草原等）及其覆盖的植被。 

 
3 紧急状况除外(例如入侵种、害虫肆虐等)。 
4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努力推动对昆虫友好的照明，需求端控制以及有目标性的照明。因此，我们将优化

室内外照明的强度和方向，以及室内外照明的关闭时间，并在我们的设施以及公共蓝绿带区域使用长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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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们将让每位市民从其住所到最近的公共可及绿地的步行距离不超过 500公尺（可步

行距离）。 

4.5 我们承诺在至少 25%的城市公共绿地上，建立以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绿地维护标

准。 

4.6 对于我们管理的森林，我们将取得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或同等级认证。我们将在

管辖区域中 10%森林面积上，大幅减少森林维护制度(forest maintenance 

regimes)，以促进野生或自然森林的演替再生过程（除了防止野火的土地管理）。我

们还将防止森林清伐（clear-cutting）的作法。 

5. 蓝带基础建设与水资源管理 

5.1 我们将对至少 25%的受损淡水、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和湿地/泥炭地区实施复育和重

建行动（包括规划中确保的行动）。 

5.2 海绵城市 5雨水管理结合生物多样性措施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成为我们新开

发计划和都市再生的标准都市规划范式(paradigm)。 

6. 土壤健康 

6.1 我们将制定并实施整治与地下水相关污染土壤的雄心目标。 

6.2 我们将遏止土地封表(soil sealing)，实现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空间的无净损失（no 

net loss）。 

6.3 我们将减缓城市树木周围的土壤压实(soil compaction)情形，以防止建筑工程引起的

树木腐烂。我们也会引入优良技术实践措施，以减少对农业土壤的压实。 

6.4 我们将在开放地表上运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减缓风或水所导致的不良侵蚀效

应。 

 
5 海绵城市的设计旨在让雨水和暴雨在其降落的地方被保留和吸收。通过增加渗透、滞留、储存、处理和利用

自然解决方案来管理暴雨水。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包括公园、排水铺面、雨水花园、渗透和滞留井、城市花园和

农园、绿色立面/墙和屋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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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粮食和农业 

7.1 我们将确保至少 10%的农业区拥有高生物多样性的多元景观特征。 

7.2 我们将在至少 25%的农地上实施生态农业学方法 6。 

7.3 我们将在农业区上至少减少 20%合成肥料的使用量。 

7.4 我们将维持并尝试增加市民农园(allotment)和小区花园的净面积，并制定促进生物多

样性管理的计划。 

 
6 生态农业学（Agro-ecological）的方法包括覆盖/捕捉作物、保留作物残余物在田间、延长作物轮作的多年生

阶段、使用多年生作物、可持续农业、减少耕作和零耕作，以及农林业、木本景观特征或粮食森林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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