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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安哥拉、阿塞拜疆、布隆迪、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中国、刚果、刚果民主

共和国、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德国、圭亚那、

牙买加、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卡塔尔、俄罗斯联

邦、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和赞比亚：* 决议草案 

  联合国可持续森林管理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十年(2027-2036) 

 大会， 

 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年 9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普

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承诺做出不懈努力，使这一议程

在 2030 年前得到全面执行，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消除极端

贫困，是世界的最大挑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并决心采用统筹兼顾

的方式，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巩固实施千年发

展目标成果的基础上，争取完成它们尚未完成的事业， 

 回顾其题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的 2019 年 3 月 1 日

第 73/284 号决议，该决议通过的目的是支持和扩大在预防、遏制和扭转全世界

生态系统退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提高对成功恢复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的认识，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 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980/67 号决议及其关于经济及社会领域国际十年指导方针的 1989 年 5 月 24 日

第 1989/84 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宣布国际年的 1998 年 12 月 15 日第 53/199 号

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185 号决议， 

 * 提案国名单如有任何变化，将在会议正式记录中予以反映。 

https://docs.un.org/zh/A/RES/70/1
https://docs.un.org/zh/A/RES/73/284
https://docs.un.org/zh/E/RES/1980/67
https://docs.un.org/zh/E/RES/1989/84
https://docs.un.org/zh/A/RES/53/199
https://docs.un.org/zh/A/RES/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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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其关于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在旱地等退化土地上植树造林和

重新造林，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的 2024 年 8 月 13 日第 78/320 号决议 

 回顾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九届会议高级别部分宣言，1 

 重申《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2 是在各级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所

有类型森林和森林外树木，制止毁林和森林退化，并推动落实《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有关森林的其他国际文书、进程、承诺和目标的全球行动框架， 

 注意到相关的区域举措，包括发起非洲及全球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十年， 

 认识到森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对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多重价值和贡献，

以及所有类型森林和森林外树木、其木材和非木材产品、其功能和服务为环境、

健康和福祉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就业提供的形形色色惠益，如粮食

安全、清洁水、提供木材、燃料和纤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养

护和恢复、防止土地退化和洪水以及减少沙尘暴等，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3 和《巴黎协定》、4《生物多样性公约》5 

和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6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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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括《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设定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

论坛的成果， 

 表示深为关切全球毁林趋势持续不止，气候变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生

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物造成彼此加强的负面影响，同时承认各国为处理毁

林问题所作的努力， 

 回顾《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的六项全球森林目标和相关具体

目标，包括目标 1 具体目标 1.3，其中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对所有类型森林实

行可持续管理，制止毁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并大幅度增加植树造林和重新造

林；强调需要为此在各级、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合作， 

 强调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通过在旱地等退化土地上植树、播种和再生来

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可以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特别是增加生物多样

性，为各种动植物物种提供生境，防范自然危害和灾害，极大地促进减缓和适

__________________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4/328 号决议。 

 2 见第 71/285 号决议。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4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BD/COP/15/17 号文件，第 15/4 号决定，附件。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https://docs.un.org/zh/A/RES/78/320
https://docs.un.org/zh/E/RES/2024/328
https://docs.un.org/zh/A/RES/71/285
https://docs.un.org/zh/FCCC/CP/2015/10/Add.1
https://docs.un.org/zh/CBD/CO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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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吸收和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为农林业和生态旅游

提供机会； 

 注意到世界各地正在开展许多与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有关的举措，强调需

要确保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活动按照可持续森林管理进行，并且不会导致无林

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 

 1. 决定在现有架构和可用资源范围内，宣布 2027-2036年为联合国可持续

森林管理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十年，目的是提高全球认识，促进政治意愿，动

员各级行动，加强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以遏制和扭转全世界森林覆盖面丧失

的趋势，并根据各相关全球框架，支持按照可持续森林管理进行植树造林和重

新造林的努力； 

 2. 强调“十年”的执行工作必须与现有各全球框架，包括联合国生态系

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和《2017-2030 年联合国森林战略计划》及其全球森林

目标，以及相关的联合国主要成果文件和多边环境协定充分保持一致和协调，

确保各项努力相辅相成，促进全球森林的长期可持续性； 

 3.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森林论坛秘

书处为“十年”的执行提供便利； 

 4. 邀请联合国森林论坛在其现有任务授权和资源范围内，在审议工作中

酌情考虑联合国可持续森林管理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十年(2027-2036)的作用和

贡献； 

 5. 强调指出因执行本决议而可能产生的所有活动费用应由自愿捐款、包

括私营部门的自愿捐款支付； 

 6. 邀请各国政府及包括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土著人民、地方社

区、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支持“十年”的实施，

包括为此酌情提供自愿捐助，并分享这方面的最佳做法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