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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SO�-�-⼟地覆盖趋势

⼟地⾯积
SO�-�.T�: 国家对陆地总⾯积、⽔体覆盖⾯积和国家总⾯积的估算值

年份 陆地总⾯积(平⽅公⾥) ⽔体(平⽅公⾥) 国家总⾯积(平⽅公⾥) 备注

� ��� � 国⼟⾯积约960万平⽅公⾥

� ��� � 国⼟⾯积约960万平⽅公⾥

� ��� � 国⼟⾯积约960万平⽅公⾥

� ��� � 国⼟⾯积约960万平⽅公⾥

� ��� � 国⼟⾯积约960万平⽅公⾥

⼟地覆盖图例和变化矩阵
SO�-�.T�: 主要退化过程

退化过程 初始⼟地覆盖 最终⼟地覆盖

SO�-�.T�:《防治荒漠化公约》⼟地覆盖图例变化矩阵

初始/最终 林地 草原 农田 湿地 ⼈造地表 其他⼟地 ⽔体

林地 � - - - - - �

草原 + � + - - - �

农田 + - � - - - �

湿地 - - - � - - �

⼈造地表 + + + + � + �

其他⼟地 + + + + - � �

⽔体 � � � � � � �

⼟地覆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和报告期的⼟地覆盖估算值(平⽅公⾥)

林地 (平⽅
公⾥)

草原 (平⽅
公⾥)

农田 (平⽅
公⾥)

湿地 (平⽅
公⾥)

⼈造地表 (平⽅
公⾥)

其他⼟地 (平⽅
公⾥)

⽔体(平⽅
公⾥)

⽆数据 (平⽅
公⾥)

����

����

����

����

����

����

����

����

����

����

����

《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载七个⼟地覆盖类别是否⾜以监测贵国的主要退化进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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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林地 (平⽅公
⾥)

草原 (平⽅公
⾥)

农田 (平⽅公
⾥)

湿地 (平⽅公
⾥)

⼈造地表 (平⽅
公⾥)

其他⼟地 (平⽅
公⾥)

⽔体(平⽅公
⾥)

⽆数据 (平⽅
公⾥)

����

����

����

����

����

����

����

����

����

����

⼟地覆盖变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地覆盖变化的估算值(平⽅公⾥)

林地 (平⽅
公⾥)

草原 (平⽅
公⾥)

农田 (平⽅
公⾥)

湿地 (平⽅
公⾥)

⼈造地表 (平
⽅公⾥)

其他⼟地 (平
⽅公⾥)

⽔体(平⽅
公⾥)

合计 (平⽅
公⾥)

林地 (平⽅公
⾥) �

草原 (平⽅公
⾥) �

农田 (平⽅公
⾥) �

湿地 (平⽅公
⾥) �

⼈造地表 (平
⽅公⾥) �

其他⼟地 (平
⽅公⾥) �

⽔体(平⽅公
⾥) �

合计 � � � � � � �

SO�-�.T�: 国家对报告期⼟地覆盖变化的估算值(平⽅公⾥)

林地 (平⽅
公⾥)

草原 (平⽅
公⾥)

农田 (平⽅
公⾥)

湿地 (平⽅
公⾥)

⼈造地表 (平
⽅公⾥)

其他⼟地 (平
⽅公⾥)

⽔体(平⽅
公⾥)

陆地总⾯积(平
⽅公⾥)

林地 (平⽅公
⾥) �

草原 (平⽅公
⾥) �

农田 (平⽅公
⾥) �

湿地 (平⽅公
⾥) �

⼈造地表 (平
⽅公⾥) �

其他⼟地 (平
⽅公⾥) �

⽔体(平⽅公
⾥) �

合计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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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地覆盖退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地覆盖退化的估算值(平⽅公⾥)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SO�-�.T�: 国家对报告期⼟地覆盖退化的估算值(平⽅公⾥)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

⼀般性评论
中国第三次全国国⼟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以2019年12⽉31⽇为标准时点，全⾯翔实准确掌握了⼟地利⽤现状，细化和完善了中国⼟地
利⽤基础数据；建⽴了国家、省、地、县四级国⼟调查数据库。根据“三调”结果，中国主要地类数据如下： 1、耕地12786.19万公顷。其
中，⽔田3139.20万公顷，占24.55%；⽔浇地3211.48万公顷，占25.12%；旱地6435.51万公顷，占50.33%。 2、园地2017.16万公顷。其
中，果园1303.13万公顷，占64.60%；茶园168.47万公顷，占8.35%；橡㬵园151.43万公顷，占7.51%；其他园地394.13万公顷，占
19.54%。 3、林地28412.59万公顷。其中，乔⽊林地19735.16万公顷，占69.46%；⽵林地701.97万公顷，占2.47%；灌⽊林地5862.61万公
顷，占20.63%；其他林地2112.84万公顷，占7.44%。 4、草地26453.01万公顷。其中，天然牧草地21317.21万公顷，占80.59%；⼈⼯牧草
地58.06万公顷，占0.22%；其他草地5077.74万公顷，占19.19%。 5、湿地2346.93万公顷。其中，红树林地2.71万公顷，占0.12%；森林沼
泽220.78万公顷，占9.41%；灌丛沼泽75.51万公顷，占3.22%；沼泽草地1114.41万公顷，占47.48%；沿海滩涂151.23万公顷，占6.44%；
内陆滩涂588.61万公顷，占25.08%；沼泽地193.68万公顷，占8.25%。 6、城镇村及⼯矿⽤地3530.64万公顷。其中，城市⽤地522.19万公
顷，占14.79%；建制镇⽤地512.93万公顷，占14.53%；村庄⽤地2193.56万公顷，占62.13%；采矿⽤地244.24万公顷，占6.92%；风景名
胜及特殊⽤地57.71万公顷，占1.63%。 7、交通运输⽤地955.31万公顷。其中，铁路⽤地56.68万公顷，占5.93%；轨道交通⽤地1.77万公
顷，占0.18%；公路⽤地402.96万公顷，占42.18%；农村道路476.50万公顷，占49.88%；机场⽤地9.63万公顷，占1.01%；港⼝码头⽤地
7.04万公顷，占0.74%；管道运输⽤地0.72万公顷，占0.08%。 8、⽔域及⽔利设施⽤地3628.79万公顷。其中，河流⽔⾯880.78万公顷，占
24.27%；湖泊⽔⾯846.48万公顷，占23.33%；⽔库⽔⾯336.84万公顷，占9.28%；坑塘⽔⾯641.86万公顷，占17.69%；沟渠351.75万公
顷，占9.69%；⽔⼯建筑⽤地80.21万公顷，占2.21%；冰川及常年积雪490.87万公顷，占13.53%。 “三调”结果显⽰，10年间，中国⽣态
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湖泊⽔⾯等地类合计净增加了1733.33万公顷，中国在⽣态建设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地覆盖退化的⼟地⾯积

⼟地覆盖未退化的⼟地⾯积

没有⼟地覆盖数据的⼟地⾯积

⼟地覆盖改善的⼟地⾯积

⼟地覆盖稳定的⼟地⾯积

⼟地覆盖退化的⼟地⾯积

没有⼟地覆盖数据的⼟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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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SO�-�‒⼟地⽣产力或⼟地功能趋势

⼟地⽣产力动态变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各⼟地覆盖类别内⼟地⽣产力动态变化的估算值(平⽅公⾥)

⼟地覆盖类别
基线期⼟地⽣产力动态变化净值(平⽅公⾥)

下降(平⽅公⾥) 中度下降 (平⽅公⾥) 承受压力 (平⽅公⾥) 稳定 (平⽅公⾥) 增加 (平⽅公⾥) ⽆数据 (平⽅公⾥)

林地

草原

农田

湿地

⼈造地表

其他⼟地

⽔体

SO�-�.T�: 国家对报告期各⼟地覆盖类别内⼟地⽣产力动态变化的估算值(平⽅公⾥)

⼟地覆盖类别
报告期⼟地⽣产力变化净值(平⽅公⾥)

下降(平⽅公⾥) 中度下降 (平⽅公⾥) 承受压力 (平⽅公⾥) 稳定 (平⽅公⾥) 增加 (平⽅公⾥) ⽆数据 (平⽅公⾥)

林地

草原

农田

湿地

⼈造地表

其他⼟地

⽔体

SO�-�.T�: 国家对基线期转换为新的⼟地覆盖类别的⼟地⽣产力动态变化估算值(平⽅公⾥)

⼟地转换 基线期⼟地⽣产力动态变化净值(平⽅公⾥)

从 转换
为

⾯积变化净值(平⽅公
⾥)

下降(平⽅公
⾥)

中度下降 (平⽅公
⾥)

承受压力 (平⽅公
⾥)

稳定 (平⽅公
⾥)

增加 (平⽅公
⾥)

SO�-�.T�: 国家对报告期转换为新的⼟地覆盖类别的⼟地⽣产力动态变化估算值(平⽅公⾥)

⼟地转换 报告期⼟地⽣产力变化净值(平⽅公⾥)

从 转换
为

⾯积变化净值(平⽅公
⾥)

下降(平⽅公
⾥)

中度下降 (平⽅公
⾥)

承受压力 (平⽅公
⾥)

稳定 (平⽅公
⾥)

增加 (平⽅公
⾥)

⼟地⽣产力退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地⽣产力退化的估算值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

� ��� ��� .�� -

��� ��� .�� -

SO�-�.T�: 国家对报告期⼟地⽣产力退化的估算值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 -

⼟地⽣产力退化的⼟地⾯积

⼟地⽣产力未退化的⼟地⾯积

没有⼟地⽣产力数据的⼟地⾯积

⼟地⽣产力提⾼的⼟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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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

�� ��� .�� -

��� ��� .�� -

⼀般性评论
本指标是对中国荒漠化潜在发⽣区内⼟地⽣产力退化状况的评估。中国荒漠化潜在发⽣区是指湿润指数在0.05~0.65之间的地区，包括⼲旱区
（0.05~0.20）、半⼲旱区（0.20~0.50）和亚湿润⼲旱区（0.50~0.65）。本指标使⽤可持续发展⽬标指标15.3.1良好做法指南以及《公约》
报告中推荐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法，使⽤2000-2019年⽣⻓季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MOD��A�数据产品（1000m分辨率
NDVI），计算NDVI的趋势、状态、绩效三个指标，对荒漠化潜在发⽣区的⼟地⽣产力进⾏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中国荒漠化潜在发⽣区内，
基线期⼟地⽣产力退化的⼟地⾯积为101862.61平⽅公⾥；⼟地⽣产力未退化的⼟地⾯积为3064523.04平⽅公⾥。报告期内⼟地⽣产力退化
的⼟地⾯积为85995.42平⽅公⾥；⼟地⽣产力提⾼的⼟地⾯积为2216593.36平⽅公⾥；⼟地⽣产力稳定的⼟地⾯积862925.99平⽅公⾥。基
线期和报告期内，中国荒漠化潜在发⽣区⼟地⽣产力退化的⼟地⾯积占⽐均较低，⼟地⽣产力稳定和增加的⼟地⾯积占绝对优势，中国荒漠
化潜在发⽣区内⼟地⽣产力整体向好趋势十分明显。

⼟地⽣产力稳定的⼟地⾯积

⼟地⽣产力退化的⼟地⾯积

没有⼟地⽣产力数据的⼟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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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SO�-�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壤有机碳储量
SO�-�.T�: 国家对不同⼟地覆盖类别内表层(0-30厘⽶)⼟壤有机碳储量的估算值(每公顷吨数)

年份
表层⼟壤有机碳储量(吨/公顷)

林地 草原 农田 湿地 ⼈造地表 其他⼟地 ⽔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贵国选择不使⽤默认的第1级数据，请说明采⽤了何种⽅法计算上述估算值？

SO�-�.T�: 国家对基线期因⼟地转换为新的⼟地覆盖类别⽽导致⼟壤有机碳储量变化的估算值

⼟地转换 基线期⼟壤有机碳(SOC)储量的变化

从 转换为 ⾯积变化净值(平⽅
公⾥)

初始SOC储量(吨/
公顷)

最终SOC储量(吨/
公顷)

初始SOC总储量
(吨)

最终SOC总储量
(吨)

SOC储量变化
(吨)

其他⼟
地 草原 - - �

林地 农田 - - �

草原 农田 - - �

农田 ⼈造地
表 - - �

SO�-�.T�: 国家对报告期因⼟地转换为新的⼟地覆盖类别⽽导致⼟壤有机碳储量变化的估算值

⼟地转换 报告期⼟壤有机碳(SOC)储量的变化

经修改的第1级⽅法和数据

第2级(使⽤具体的国内数据作为补充)

第3级(包括地⾯测量和建模的更复杂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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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从 转换为 ⾯积变化净值(平⽅
公⾥)

初始SOC储量(吨/
公顷)

最终SOC储量(吨/
公顷)

初始SOC总储量
(吨)

最终SOC总储量
(吨)

SOC储量变化
(吨)

其他⼟
地 草原 - - �

农田 林地 - - �

农田 ⼈造地
表 - - �

草原 其他⼟
地 - - �

⼟壤有机碳储量退化
SO�-�.T�: 国家对基线期⼟壤有机碳储量退化的估算值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SO�-�.T�: 国家对报告期有机碳储量退化的估算值

⾯积 (平⽅公⾥) 占⼟地总⾯积的 百分⽐(%)

-

-

-

-

⼀般性评论
本报告采⽤《地球⼤数据⽀撑可持续发展⽬标报告（2022年）》⾥的数据。荒漠化治理中的植被恢复措施是中国西北⼲旱、半⼲旱区固碳增
汇的重要途径。对中国近年来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固碳增汇开展研究，可为评估荒漠⽣态系统在应对⽓候变化中的作⽤提供参考，也可明晰中
国荒漠化区域⽣态建设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贡献。本项研究采⽤MODIS-NDVI数据结合地⾯调查数据、全国⼟壤普查数据，开发了荒
漠⽣态系统碳储量估算⽅法，对中国荒漠⽣态系统碳储量进⾏了估算。基于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地监测数据，结合⽂献数据和地⾯调查数
据，估算了中国荒漠化防治碳汇潜力增量。本报告研究的荒漠主要分布于75°E-���°E和35°N-��°N之间的内陆盆地和⾼原，西起塔⾥⽊盆地
西端，东到贺兰⼭。根据《1:1000000中国植被图集》确定荒漠⽣态系统分布范围，总⾯积为 208.37万平⽅公⾥，约占陆地国⼟总⾯积的
21.70%。2020年中国荒漠⽣态系统植被地上⽣物量约为2.279亿吨，植被总⽣物量约为14.813亿吨，植被碳储量约为7.406亿吨；⼟壤有机碳
储量为63.199亿吨，⽣物⼟壤结⽪碳储量为0.023亿吨。中国荒漠⽣态系统2020年总碳储量为70.628亿吨。 2005-2019年中国荒漠化防治碳
汇潜力增加5.787亿吨。⾃2000年以来，中国荒漠化⼟地⾯积持续缩减，荒漠化防治碳汇潜力持续增加，2005-2019年共增加碳汇潜力5.787
亿吨，平均每年⼤约增加0.386亿吨。中国⽣态建设对碳汇潜力增加起主要贡献的⽓候区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差异，2005-2009年和
2010-2014年碳汇潜力增加主体为半⼲旱区和亚湿润⼲旱区，2015-2019年⼲旱区、半⼲旱区和亚湿润⼲旱区都有不同程度的碳汇潜力贡献。

⼟壤有机碳退化的⼟地⾯积

⼟壤有机碳未退化的⼟地⾯积

没有⼟壤有机碳数据的⼟地⾯积

⼟壤有机碳改善的⼟地⾯积

⼟壤有机碳稳定的⼟地⾯积

⼟壤有机碳退化的⼟地⾯积

没有⼟壤有机碳数据的⼟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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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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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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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T�: 国家对退化⼟地总⾯积的估算值(平⽅公⾥)及退化⼟地占⼟地总⾯积的⽐例

退化⼟地总⾯积(平⽅公⾥)

� ��� ��� -

� ��� ��� -

-�����

⽅法
贵国是否使⽤了SO�-�、SO�-�和SO�-�指标(即⼟地覆盖、⼟地⽣产力动态变化和⼟壤有机碳储量)来计算退化⼟地的⽐
例？

贵国采⽤了哪些指标？

☐ ⼟地覆盖
☐ ⼟地⽣产力动态变化
☐ ⼟壤有机碳储量

贵国是否采⽤了“短板原则”来计算退化⼟地的⽐例？

中国按照造成荒漠化的主导⾃然因素，把⼟地发⽣的荒漠化划分为风蚀荒漠化、⽔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和盐渍化四个类型。荒漠化评价采
⽤遥感与地⾯调查相结合的⽅式，结合荒漠化类型和⼟地利⽤类型，采⽤多因⼦数量化评价⽅法确定⼟地的荒漠化程度。多因⼦数量化评价
⽅法是通过调查多个因⼦的定量值或定性值，确定各因⼦的评分标准，⽤各因⼦的评分值之和确定是否为荒漠化⼟地及荒漠化程度，最后统
计出来荒漠化⼟地的⾯积，得出来退化⼟地⽐例数据。风蚀荒漠化评价：通过对植被盖度、⼟壤质地、砾⽯含量、覆沙厚度、地表形态、作
物产量下降率、有效⼟层厚度等指标进⾏评分，综合各指标得分，确定是否发⽣荒漠化以及程度。⽔蚀荒漠化评价：通过对植被盖度、坡
度、侵蚀沟⾯积⽐例、作物产量下降率、⼯程措施等指标进⾏评分，综合各指标得分，确定是否发⽣荒漠化以及程度。盐渍化荒漠化评价：
通过对盐碱斑占地率或⼟壤含盐量、植被⽣⻓状况、植被盖度、作物缺苗率、作物产量下降率、⼟壤改良容易度等指标进⾏评分，综合各指
标得分，确定是否发⽣荒漠化以及程度。冻融荒漠化评价指标：从地貌单元和植被总盖度等指标，确定是否发⽣冻融并评价程度。

信心程度
说明贵国对关于退化⼟地⽐例的评估的信心程度：

说明为什么勾选以上关于评估的信心程度：
本报告采⽤的⼟地退化数据来⾃历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1994年开展第⼀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全国性的
调查⼯作，在荒漠化和沙化⼟地评估和调查上形成了⼀套完整的技术⽅法和评价指标，建⽴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其结果能够科学、全⾯
地反映中国荒漠化状况。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以2019年为基准年，以中国第三次全国国⼟调查成果为底版，全⾯采⽤优于1⽶分辨
率的卫星遥感影像为调查底图，以现地调查为基础，辅助⽆⼈机调查等技术，直接参与调查的技术⼈员达5100余⼈，共区划和调查图斑5721
万个，建⽴现地调查图⽚库36.66万个，采集照⽚146.65万张，历时两年，全⾯查清了中国荒漠化⼟地状况。

假正值/假负值
SO�-�.T�: 请解释在SO�-�、SO�-�或SO�-�指标数据中被确定为退化或未退化的任何⾯积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
纳⼊可持续发展⽬标指标15.3.1的总体计算。

类型 Recode Options

对确定为退化或改良的区域进⾏质化评估
SO�-�.T�: 退化热点

退化⼟地占⼟地总⾯积的⽐例 (%)

年基线期

年报告期

退化范围的变化

是

否

⾼(证据全⾯)

中(拥有部分证据)

低(证据有限)

地点名称 ⾯积 (平⽅公⾥) 导致假+/-结果的过程 判断依据 编辑多边形

热点 位
置

⾯积 (平⽅
公⾥)

评估
过程

⼟地退化热点的直
接驱动因素

为处理退化，在⼟地退化零增⻓反应
层序⽅⾯采取的⾏动

补救⾏动(前瞻性⾏动
和当前⾏动)

编辑多
边形



12 / 67

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热点总
数 �

热点总
⾯积 �

None

SO�-�.T�: 改良亮点

呼伦贝
尔沙地
区域

内蒙古呼伦贝尔⾼原 �� ���
.��

来⾃调查、研讨会
和访谈的利益攸关
⽅观点

☒ 避免
☒ 减少
☒ 扭转

• ⼀般性措施(如：政策、经济
激励机制)

• 恢复/改良湿地
◦ 恢复/保护湿地和减少湿地

退化
◦ 停⽌/减少湿地向其他⼟地

⽤途的转换(包括保护湿
地)

• 恢复/改良草原
◦ 恢复牧场(例如控制牲畜和

野⽕)
◦ 恢复和改良牧场
◦ 停⽌/减少草原向其他⼟地

覆盖类型的转换
◦ 提⾼草原⼟地⽣产力

• 恢复/改善保护区
◦ 恢复保护区
◦ 改善保护区的管理

• 恢复/改善多种⼟地⽤途

• 恢复/改良林地
◦ 减少/停⽌毁林和将林地转

化为其他⼟地覆盖类型(例
如保护林地)

◦ 恢复/改良草原
◦ 提⾼林地的⼟地⽣产力
◦ 恢复林地
◦ 改善林地管理，例如⽕灾

管理

• 恢复/改进多种功能

亮点总数 �

亮点总⾯积 ��� ��� .��

热点 位
置

⾯积 (平⽅
公⾥)

评估
过程

⼟地退化热点的直
接驱动因素

为处理退化，在⼟地退化零增⻓反应
层序⽅⾯采取的⾏动

补救⾏动(前瞻性⾏动
和当前⾏动)

编辑多
边形

国家层⾯导致⼟地退化的间接驱动因素有哪些？

亮点 位置
⾯积
(平⽅公
⾥)

评估过程
⼟地退化零增⻓反应
层序中的哪些⾏动促
成了亮点？

实施⾏动(前瞻性⾏动和当前⾏动)
编辑
多边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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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亮点总数 �

亮点总⾯积 ��� ��� .��

⽑乌素
沙地区
域

鄂尔多斯⾼原的南部和
⻩⼟⾼原的北部区域

���
��� .��

来⾃调查、研讨会
和访谈的利益攸关
⽅观点

☒ 避免
☒ 减少
☒ 扭转

• 恢复/改良湿地
◦ 恢复/保护湿地和减少湿地

退化
◦ 停⽌/减少湿地向其他⼟地

⽤途的转换(包括保护湿
地)

• 恢复/改良农田
◦ 实⾏可持续⼟地管理
◦ 改善灌溉⽤⽔情况
◦ 停⽌/减少农田向其他⼟地

覆盖类型的转换
◦ 提⾼农业⽤地的⼟地⽣产

率
◦ 恢复裸露或退化的⼟地，

⽤于⽣产作物

• 恢复/改良草原
◦ 恢复牧场(例如控制牲畜和

野⽕)
◦ 恢复和改良牧场
◦ 停⽌/减少草原向其他⼟地

覆盖类型的转换
◦ 提⾼草原⼟地⽣产力

• 恢复/改善保护区
◦ 恢复保护区
◦ 改善保护区的管理

• 恢复/改良林地
◦ 减少/停⽌毁林和将林地转

化为其他⼟地覆盖类型(例
如保护林地)

◦ 恢复/改良草原
◦ 提⾼林地的⼟地⽣产力
◦ 恢复林地
◦ 改善林地管理，例如⽕灾

管理

• 扩⼤林地的范围
◦ 增加林地(净收益)，例如

种植园

• 提⾼⼟壤肥力和碳储量
◦ 减少⼟壤侵蚀
◦ 减少沙⼟侵蚀
◦ 保持当前的⼟壤有机碳⽔

平
◦ 改善流域/景观管理
◦ 恢复裸露⼟地和/或退化⼟

地
◦ 增加碳储量和减少⼟壤/⼟

地退化

亮点 位置 ⾯积 (平
⽅公⾥) 评估过程

⼟地退化零增⻓反应
层序中的哪些⾏动促
成了亮点？

实施⾏动(前瞻性⾏动和当前⾏动)
编辑
多边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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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亮点总数 �

亮点总⾯积 ��� ��� .��

浑善达
克沙地
区域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
部、⾚峰市克什克腾旗
及河北围场县境内

���
��� .��

来⾃调查、研讨会
和访谈的利益攸关
⽅观点

☒ 避免
☒ 减少
☒ 扭转

• 恢复/改良湿地
◦ 恢复/保护湿地和减少湿地

退化
◦ 停⽌/减少湿地向其他⼟地

⽤途的转换(包括保护湿
地)

• 增加保护区
◦ 增加保护区范围

• 恢复/改良草原
◦ 恢复牧场(例如控制牲畜和

野⽕)
◦ 恢复和改良牧场
◦ 停⽌/减少草原向其他⼟地

覆盖类型的转换
◦ 提⾼草原⼟地⽣产力

• 管理⼈造地表
◦ 恢复退化的矿区
◦ 停⽌⾮法采矿和/或减少矿

区
◦ 提⾼⼈造地表的⼟地⽣产

力
◦ 停⽌/减少/控制城市/⼈造

地表的扩张

• 恢复/改善保护区
◦ 恢复保护区
◦ 改善保护区的管理

• 恢复/改良林地
◦ 减少/停⽌毁林和将林地转

化为其他⼟地覆盖类型(例
如保护林地)

◦ 恢复/改良草原
◦ 提⾼林地的⼟地⽣产力
◦ 恢复林地
◦ 改善林地管理，例如⽕灾

管理

• 扩⼤林地的范围
◦ 增加林地(净收益)，例如

种植园

• 恢复/改进多种功能

• 提⾼⼟壤肥力和碳储量
◦ 减少⼟壤侵蚀
◦ 减少沙⼟侵蚀
◦ 保持当前的⼟壤有机碳⽔

平
◦ 改善流域/景观管理
◦ 恢复裸露⼟地和/或退化⼟

地
◦ 增加碳储量和减少⼟壤/⼟

地退化

�. 

亮点 位置 ⾯积 (平
⽅公⾥) 评估过程

⼟地退化零增⻓反应
层序中的哪些⾏动促
成了亮点？

实施⾏动(前瞻性⾏动和当前⾏动)
编辑
多边
形

国家层⾯促成亮点出现的扶持和促进措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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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应对全球化、⼈⼝变化、移⺠的不利影响
�. 法律和监管⽂书
�. 经济和⾦融⼯具
�. 社会和⽂化⼯具
�. 保护区
�. 综合景观规划
�. 体制和政策改⾰

⼀般性评论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显⽰，截⾄2019年，中国荒漠化⼟地⾯积257.37万平⽅公⾥，占国⼟⾯积的26.81%。与2014年相⽐，全
国荒漠化⼟地⾯积净减少37880平⽅公⾥，年均减少7576平⽅公⾥。中国荒漠化⼟地已经连续4个监测期保持⾯积缩减，程度减轻，荒漠⽣态
系统呈现“功能增强、稳中向好”的态势。总体来看，中国荒漠化状况持续好转，主要是国家重视、全⺠积极参与，加上⽓候有利于林草植
被恢复的结果。荒漠化防治是⼈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事业，中国政府历来⾼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始终坚持绿⽔⻘⼭就是⾦⼭银⼭理
念，持续开展⼭⽔林田湖草沙⼀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各级政府着力落实荒漠⽣态保护各项制度，全⾯落实国⼟
空间⽤途管控、⽣态保护红线、沙化⼟地封禁保护修复、防沙治沙⽬标责任考核，天然林保护、森林⽣态效益补偿、草原⽣态保护补奖、流
域分⽔等各项保护制度。加强⼟地退化防治基础科学研究，布局建设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数据中心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先后实施了
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等林草⽣态修复⼯程。通过营造⽔⼟保持林、
保⼟耕作等措施，加⼤⽔⼟流失治理力度。⽣态⽂明理念深⼊⼈心，全社会积极参与荒漠化防治事业。沙区⼴⼤⼈⺠更是屡屡创造“荒漠变
绿洲、荒原变林海”的⼈间奇迹，涌现出河北塞罕坝、⼭西右⽟、内蒙古库布其、⽢肃古浪⼋步沙林场、新疆柯柯⽛等先进典型和王有德、
⽯光银、⽜⽟琴、⽯述柱、殷⽟珍等治沙英雄。在⻓期与风沙⽃争中，中国⼈⺠锻造了艰苦奋⽃、久久为功的治沙精神，成为新时期⽣态⽂
明建设的内⽣动力，营造出政府主导、全⺠积极参与的防治⼟地退化良好氛围，爱绿、护绿、增绿的社会氛围⽇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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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态系统的状况，防治荒漠化/⼟地退化，促进可持续⼟地管理并促进⼟地退化零增⻓。

SO� ⾃愿⽬标

SO�-VT.T�: ⼟地退化零增⻓⾃愿⽬标和与战略⽬标1相关的其他⽬标

合
计

所有⽬标区域总和
�

SO�.IA.T�: 与⽬标相关的已实施⾏动的区域(实地项⽬和举措)

与同⼀⽬标下的⾏动相关的所有区域的⾯积总和

⼀般性评论

⽬
标

年
份

位
置

⽬标总⾯积
(平⽅公⾥)

⼟地退化零增⻓
(LDN)⼲预的总体类
型

⽬标
⾏动

实现⽬
标的状
态

这是⼀项LDN⽬标吗？如果
是，它是通过哪个程序界定/采
⽤的？

该⽬标还涉及哪
些其他重要⽬
标？

编辑
多边
形

相关⽬标 已实施的⾏动 位置(地名) ⾏动开始⽇期 ⾏动范围 迄今为⽌实施⾏动的区域总⾯积(平⽅公⾥) 编辑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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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群的⽣活条件。

SO�-� 受影响地区⽣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的⼈⼝趋势和/或收⼊不平等趋势

相关指标
选择与贵国相关的指标：

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例

SO�-�.T�: 国家对国际贫困线以下⼈⼝⽐例的估算值

年份 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SO�-�.T�: 指标解读

指标数据 指标的变化 备注

⼀般性评论

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例

收⼊不平等(基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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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群的⽣活条件。

年份 低于贫困线的⼈⼝⽐例（%） 2010 20.28 2011 14.14 2012 11.42 2013 9.71 2014 8.44 2015 6.79 2016 5.32 2017 3.77 2018 2.42 2019
0.94 2020 0.00 中国根据国⺠经济社会发展⽔平和贫困⼈⼝基本⽣活需求确定扶贫标准。2011年中国制定第⼆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
将扶贫标准按照2010年不变价定为2300元，每年按照价格指数进⾏调整。本报告该指标采⽤荒漠化潜在发⽣区18个省（直辖市、⾃治区）贫
困⼈⼝数据。根据统计结果，2010年以来，中国贫困线以下⼈⼝⽐例逐年下降，2010年为20.28%，2015年下降到6.79%，⾄2020年，中国
已消除绝对贫困⼈⼝。贫困是⼈类社会的顽疾，也是全世界共同⾯临的挑战，消除贫困⼀直是⼈类的梦想。中国的贫困⼈⼝识别和退出以⼾
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收⼊”“两不愁三保障”。“⼀收⼊”就是该⼾年⼈均纯收⼊稳定超过现⾏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
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贫困⼈⼝退出标准是综合性多维标准，不仅衡量收⼊⽔平，
还考量贫困⼈⼝⽣存权发展权的实现程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全⾯建成⼩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减贫脱贫是中国⻓期坚持的战略
重点，在过去数年间，中国开展了世界上规模最⼤、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并在减贫脱贫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2020年，中国消除了
绝对贫困，造就了在40年⾥让7.7亿⼈摆脱贫困的伟⼤奇迹，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减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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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群的⽣活条件。

SO�-� 受影响地区获得安全饮⽤⽔的趋势

使⽤安全管理的饮⽤⽔服务的⼈⼝⽐例
SO�-�.T�: 国家对使⽤安全管理的饮⽤⽔服务的⼈⼝⽐例的估算值

年份 城市⼈⼝(%) 农村⼈⼝(%) 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SO�-�.T�: 指标解读

指标的变化 备注

⼀般性评论
该数据来⾃于⽔利部发布的⽔利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国农村集中供⽔率数据。饮⽔安全是⼈类健康和⽣命安全的基本保障。获得安全⽔资源是
维护⼈类健康和⽣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也是各国发展的需要，全球21世纪的总⽬标之⼀就是保障安全供⽔。保障饮⽤⽔安全已成为世界各
国当前⾯临的主要挑战。中国⾃2005年开始实施农村饮⽔安全⼯程建设，把农村饮⽤⽔安全作为保障和改善⺠⽣的头等⼤事，逐年加⼤农村
饮⽔安全资⾦投⼊，推进供⽔⼯程规模化、管理⼿段信息化和供⽔服务均等化，逐步解决农村饮⽔安全。2016-2020年，全国累计完成农村
饮⽔安全巩固提升⼯程建设投资2093亿元，累计提升了2.7亿农村⼈⼝供⽔保障⽔平；2020年，中国农村饮⽔安全巩固提升受益⼈⼝4233万
⼈。截⾄2020年底，全国农村集中供⽔率达到88%，农村⾃来⽔普及率达到83%。其中，荒漠化潜在发⽣区的18个省，2005-2015年间解决
农村饮⽔安全问题⼈⼝26612万⼈，2016-2020年农村饮⽔安全巩固提升⼈⼝12471万⼈。中国环境卫⽣基础设施⽇益完善，农村居⺠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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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群的⽣活条件。

SO�-� 按性别分列的受⼟地退化影响的⼈⼝⽐例趋势

按性别分列的受⼟地退化影响的⼈⼝⽐例
SO�-�.T�: 国家对按性别分列的受⼟地退化影响的⼈⼝⽐例的估值

时间范
围

受影响⼈⼝ (⼈
数)

占总⼈⼝ 百分⽐
(%)

⼥性受影响⼈⼝
(⼈数)

占⼥性总⼈⼝ 百分
⽐(%)

男性受影响⼈⼝
(⼈数)

占男性总⼈⼝ 百分
⽐(%)

年基线
期 � .� � .� � .�

年报告
期 � .� � .� � .�

定性评估
SO�-�.T�: 指标解读

指标的变化 备注

⼀般性评论
本指标采⽤中国第六次和第七次⼈⼝普查中荒漠化潜在发⽣区县（区）相关数据。根据统计结果，2010年中国荒漠化潜在发⽣区县（区）受
影响⼈⼝总数157335927⼈，占全国⼈⼝的11.80%，受影响⼈⼝中，⼥性⼈⼝76761422⼈，占全国⼥性⼈⼝的11.80%，男性⼈⼝80574505
⼈，占全国男性⼈⼝的11.81%。2020年，受影响⼈⼝总数163800736⼈，占全国⼈⼝的11.62%，受影响⼈⼝中，⼥性⼈⼝80261395⼈，占
全国⼥性⼈⼝的11.66%，男性⼈⼝83539341⼈，占全国男性⼈⼝的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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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改善受影响⼈群的⽣活条件。

SO� ⾃愿⽬标

SO�-VT.T�

⽬标 适⽤级别 实现⽬标的状态 备注

⼀般性评论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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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SO�-� ⼲旱⼟地占⼟地总⾯积⽐例的趋势

⼲旱灾害指标
SO�-�.T�: 国家根据标准化降⽔指数(SPI)或适⽤本国的其他⼲旱指数的定义，对每种⼲旱强度等级下的⼟地⾯
积的估算值

⼲旱强度等级
轻度⼲旱(平⽅公⾥) 中度⼲旱(平⽅公⾥) 严重⼲旱(平⽅公⾥) 极端⼲旱(平⽅公⾥) ⽆⼲旱(平⽅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T�: ⼲旱(未分类)⼟地⾯积总表

⼲旱⼟地总⾯积(平⽅公⾥) ⼲旱⼟地⽐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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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旱⼟地总⾯积(平⽅公⾥) ⼲旱⼟地⽐例(%)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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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SO�-� ⼲旱暴露⼈⼝的⽐例趋势

⼲旱暴露指标
暴露按根据SO�-�号指标数据计算得出的⼲旱暴露⼈⼝数定义。

SO�-�.T�: 每个⼲旱强度等级内⼈⼝⽐例的国家估算值，以及⼲旱(不论何种强度)暴露⼈⼝总数及其在国家总⼈
⼝中所占⽐例。

Non-exposed 轻度⼲旱 中度⼲旱 严重⼲旱 极端⼲旱 暴露⼈⼝

报告年份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T�: 每个⼲旱强度等级下⼥性⼈⼝⽐例的国家估算值。

Non-exposed 轻度⼲旱 中度⼲旱 严重⼲旱 极端⼲旱 暴露⼥性⼈⼝

报告年份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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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Non-exposed 轻度⼲旱 中度⼲旱 严重⼲旱 极端⼲旱 暴露⼥性⼈⼝
报告年份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T�: 每个⼲旱强度等级下男性⼈⼝⽐例的国家估算值。

Non-exposed 轻度⼲旱 中度⼲旱 严重⼲旱 极端⼲旱 暴露男性⼈⼝

报告年份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解读指标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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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SO�-� ⼲旱脆弱度趋势

⼲旱脆弱性指数
SO�-�.T�: ⼲旱脆弱性指数国家估算值

年份 国家级DVI总值(1级) 男性⼈⼝DVI值(仅2级和3级) ⼥性⼈⼝DVI值(仅2级和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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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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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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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贵国使⽤哪个等级来计算DVI？

定性评估
SO�-�.T�: 解读指标

指标的变化 备注

⼀般性评论
本指标采⽤了《公约》推荐的⽅法，选取了6个社会⽅⾯指标、4个经济⽅⾯指标、3个基础设施⽅⾯指标，计算了2000-2020年⼲旱脆弱指
数。

☐ 1级脆弱性评估 ⓘ
☐ 2级脆弱性评估 ⓘ
☐ 3级脆弱性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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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减轻、适应和管理⼲旱的影响，以增强脆弱⼈群和⽣态系统的复原力。

SO� ⾃愿⽬标

SO�-VT.T�

⽬标 适⽤级别 实现⽬标的状态 备注

⼀般性评论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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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
⼟壤有机碳储量
地表和地下碳储量趋势是⼀个多⽤途指标，⽤于衡量实现战略⽬标 1 和 4 的 进展。
在战略⽬标 1 的进展指标 SO�-� 下报告这⼀指标的定量数据和对趋势的定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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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产⽣全球环境效益。

SO�-� 所选物种的丰度和分布趋势

SO�-�.T�: 物种存活红⾊名录指数的国家估计值

年份 红⾊名录指数 下界 上界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SO�-�.T�: 对指标的解读

指标的变
化

直接原因 (选择⼀项或
多项)

间接原因 (选择⼀项或
多项)

正在使⽤哪些⽅法扭转 下降趋势并实现重⼤
改变？

带来上升趋势 的
措施

备
注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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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产⽣全球环境效益。

SO�-� 保护区内陆地和淡⽔⽣物多样性的重要场地所占⽐例，按⽣态系统类型分列

SO�-�.T�: National estimates of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Terrestrial KBAs covered by protected areas
(%)

年份 保护区覆盖率(%) 下界 上界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性评估
SO�-�.T�: 对指标的解读

定性分析 备注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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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产⽣全球环境效益。

SO� ⾃愿⽬标

SO�-VT.T�

⽬标 年份 适⽤级别 实现⽬标的状态 备注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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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SO�-�双边和多边公共资源

第1级：请提供关于提供和收到的⽤于执⾏《公约》的国际公共资源的信息，包括关于趋势的信息。

2001年，中国科技部设⽴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旨在通过统筹、整合中国产学研的科技力量，⼴泛、深⼊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有
效利⽤全球科技资源，提⾼科技创新能力，共同推进全⼈类科技进步。2022年11⽉，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成⽴全球发展促进中心，为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搭建平台，统筹资源、协调⾏动、汇集众智、宣介理念。中国还设⽴了“丝路基⾦”“南南合作援助基⾦”等国际合作基
⾦。在荒漠化防治领域，中国主要⾯向东盟、中亚及⾮洲等“⼀带⼀路”共建国家开展合作与交流。中⾮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韩
三⽅合作、东北亚环境合作等区域机制都将荒漠化防治列为优先领域。中国平均每年为亚⾮拉发展中国家近百名治沙⻣⼲提供防治荒漠化和
⼟地退化⽅⾯的管理和技术培训，并为“⾮洲绿⾊⻓城”建设提供技术⽀持，在蒙古、中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建⽴了多个治沙⽰范基地。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每两年共同主办⼀次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届。⾃2007年创办
以来，论坛始终致力于展⽰中国⽣态⽂明建设取得的成绩，总结并交流全球荒漠化防治和绿⾊⽣态经济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做法。时任联合国
秘书⻓潘基⽂曾评价道，库布其沙漠论坛是分享科学技术政策、制度创新、地区与国际合作以及政司协作经验的⼀个宝贵契机，同时也是促
进⼟地可持续管理与实现全⺠有尊严⽣活所需的⼀个认知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第8期（GEF-�）增资，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捐款
国，并推动GEF-�达成历史最⼤增资，为发展中国家防治荒漠化提供资⾦、能力建设和技术⽀持。
多年来，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作坚持“引进来”与“⾛出去”相结合原则，遵循“互利互惠、合理分享”的国际惯例，紧密围绕国
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不断提⾼对外开放的⽔平，在更⼤范围、更⼴领域、更⾼层次
积极参与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科技发展总体⽬标的实现，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间参与、机构互动、产学研结合的对
外合作架构，⼀个全⽅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态势已经呈现。
第2级：表1 提供和收到的财政资源

总额(美元)
提供/收到 年份 已承诺 已⽀付/已收到

Provided ���� 已承诺 已⽀付

Provided ���� 已承诺 已⽀付

Provided ���� 已承诺 已⽀付

Provided ���� 已承诺 已⽀付

Received ���� 已承诺 收到

Received ���� 已承诺 收到

Received ���� 已承诺 收到

Received ���� 已承诺 收到

提供资源合计: � �

收到资源合计: � �

⽂献资料栏

解释

提供的国际双边和多边公共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收到的国际双边和多边公共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年份

接收⽅ / 提供⽅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元)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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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解释

⼀般性评论

能力建设

技术转让

性别平等

渠道

资⾦流 类型

⾦融⼯具

⽀助类型

通过公共⼲预措施调动的数额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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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SO�-�国内公共资源

第1级：请提供信息，说明包括补贴和收⼊(包括税收)在内的与执⾏《公约》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国内公共⽀出，
包括关于趋势的信息。

1、为抑制⼟地退化和激励⼟地退化零增⻓⽽实施的经济⼿段（1）建⽴政府主导的多元投⼊体系中国政府将防治荒漠化纳⼊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通过重点⽣态⼯程投资、扶贫救灾拨款，科技研发⽀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政府贴息贷款等⽀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沙区资源可
持续综合开发，形成了中央财政拨款、地⽅筹资、社会⼴泛参与的纵向多元投⼊机制和各部门、⾏业分⼯负责，综合治理的横向多元投⼊机
制。（2）林业、草原补贴、补助政策中央财政提供林⽊良种培育、造林和森林抚育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草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
（3）⽣态效益补偿政策 2004年，中国正式建⽴森林⽣态效益补偿机制，由中央和地⽅财政安排森林⽣态效益补偿基⾦。2021年9⽉，出台
《关于深化⽣态保护补偿制度改⾰的意见》，健全了沙化⼟地⽣态保护补偿制度。（4）实⾏税费优惠政策《中华⼈⺠共和国契税法》规定，
承受荒⼭、荒地、荒滩⼟地使⽤权⽤于农、林、牧、渔业⽣产，免征契税。 2001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免征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规定，退耕⼾根据退耕⾯积由国家⽆偿提供粮⻝补助。因此对粮⻝部门经营的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照“救灾救济粮”免缴增值税。 2007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增值税的通知》规定，纳税⼈⽣产销售和批
发、零售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税。 2014年，《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委 ⽔利部 中国⼈⺠银⾏关于印发﹤⽔⼟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管
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按照⽔⼟保持规划开展⽔⼟流失治理活动的，免征⽔⼟保持补偿费。 2017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委
⼯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节能节⽔和环境保护专⽤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录(2017年版)的通知》规定，喷灌机、滴灌带（管）、
污染⼟壤检测修复⼀体机等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2019年，《中华⼈⺠共和国耕地占⽤税法》和《中华⼈⺠共和国耕地占⽤税法实施办
法》规定，⽔利⼯程占⽤耕地享有减税优惠政策。 202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委、⽣态环境部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
⽔项⽬企业所得税优惠⽬录（2021年版）》以及《资源综合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录（2021年版）》。 2、最重视的项⽬、活动、政策和措
施根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地监测结果：荒漠化和沙化⼟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肃、⻘海、⼭西、宁夏等中国西部省区。中
国主要以⽣态⼯程为主带动荒漠化地区的综合治理。2016-2019年，继续推动三北防护林⼯程、京津风沙源治理⼯程、退耕还林⼯程以及沙
化⼟地封禁保护补偿补助项⽬、草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林田湖草⽣态保护修复⼯程试点项⽬等实施。

第2级：表2 国内公共资源

年份 数额 补充信息

政府⽀出

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直接相关

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间接相关

补贴

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相关的补贴

总⽀出/每年总⽀出

年份 数额 补充信息

政府收⼊

保护⼟地资源的环境税和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有关的税收

总收⼊/每年总收⼊

⽂献资料栏

解释

与执⾏《公约》有关的活动的国内公共⽀出和国家⼀级供资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与执⾏《公约》有关的活动的国内公共收⼊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政府⽀出

补贴

政府收⼊

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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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般性评论

贵国是否为增加和调动国内资源执⾏《公约》设定了⽬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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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SO�-�: 国际和国内私⼈资源

第1级：请提供关于贵国私营部门为执⾏《公约》调动的国际和国内私⼈资源的信息，包括关于趋势的信息。

报告重点统计了⼀部分的慈善基⾦会和私⼈公司的慈善捐款，包括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中国绿化基⾦会、中国绿⾊碳汇基⾦会、浙江趋衡
公益基⾦会以及内蒙古宇航⼈⾼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西施⽣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蚂蚁森林项⽬和世界防治荒
漠化和⼲旱⽇全球纪念活动获得的私⼈资源投⼊最多，⼲旱区和半⼲旱区获得关注较多。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绿化基⾦会等⼀批⺠间组织，
在⼴泛发动社会公众参与荒漠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主要包括：提升公众对于荒漠化等环境问题的认知，筹集社会资⾦开展荒漠化防
治⽰范项⽬，推⼴社区层⾯荒漠化防治的最佳实践案例，促进国际⺠间组织之间的交流等。为激励私营部门⽀持执⾏《公约》的⾏动，中国
政府实施了⼀系列政策和措施。2016年11⽉，国家发展改⾰委、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林业建设，并提出重点实施领域。部分荒漠化重点省区政府也出台了林业相关
政策，⿎励私营部门参与荒漠化防治⾏动。如河北省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加⼤改⾰创新力度⿎励社会力量参与林业建设的意见》，⻘海省
于2017年制定了《关于创新造林机制激发国⼟绿化新动能的办法》。宁夏⾃治区制定了《落实防沙治沙规划推进防沙治沙⼯作实施⽅案》
（2018）等。
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励和引导⺠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意见》，明确提出⿎励⺠间资本参与⽔利⼯程建设、⼟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
探开发。⿎励和引导⺠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级：表3 国际和国内私⼈资源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 “⼀带⼀路”胡杨林⽣态修复计划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带⼀路”胡杨林⽣态修复计划项⽬ �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国际私⼈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国内私⼈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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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阿拉善植树治沙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阿拉善植树治沙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阿拉善植树治沙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阿拉善植树治沙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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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百万森林计划--沙漠锁边林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百万森林计划--沙漠锁边林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百万森林计划--沙漠锁边林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百万森林计划--沙漠锁边林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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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蚂蚁森林项⽬ �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蚂蚁森林项⽬ ��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蚂蚁森林项⽬ ��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幸福家园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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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幸福家园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幸福家园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幸福家园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中国绿化基⾦会

���� 和林格尔县红河两岸沙棘造林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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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和林格尔县红河两岸沙棘造林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清⽔河县沙棘⽣态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清⽔河县沙棘⽣态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和林格尔县公布营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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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和林格尔县公布营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和林格尔县台格⽃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和林格尔县台格⽃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和林格尔县台格⽃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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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察哈尔右翼中期⾦盆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察哈尔右翼中期⾦盆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察哈尔右翼中期⾦盆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察哈尔右翼中期铁沙盖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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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察哈尔右翼中期铁沙盖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察哈尔右翼中期铁沙盖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兴和县⺠族团结乡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兴和县⺠族团结乡沙棘⽣态经济林建设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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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四翅滨藜种植及接种⾁苁蓉技术研究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种植及接种⾁苁蓉技术研究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种植及接种⾁苁蓉技术研究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种植及接种⾁苁蓉技术研究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46 / 67

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四翅滨藜推⼴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推⼴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推⼴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四翅滨藜推⼴项⽬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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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丝绸之路防沙治沙与⽣态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盈利机构
⾃筹

⾮营利
机构

☒ 国内
调动 ⽢肃省治沙研究所

���� 院⼠专家益阳⾏暨⽣态⽂明建设⾼峰论坛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西施⽣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公约》第十三次、十四次缔约⽅⼤会边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西施⽣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公约》第十三次、十四次缔约⽅⼤会边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西施⽣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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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旱⽇全球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西施⽣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 第⼆届沙棘国际植树节(中国沙棘第⼀村）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沙棘⽣态先锋第三届国际沙棘是植树节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宇航⼈第四届国际沙棘植树节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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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中国沙棘产业⽣态扶贫暨第五届宇航⼈国际沙棘植树节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企业⾃筹

私⼈公
司

☒ 国内
调动 内蒙古宇航⼈⾼技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 四翅滨藜推⼴研讨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国际⾁苁蓉暨沙⽣药⽤植物学术研讨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慈善基
⾦会

☒ 国内
调动 浙江趋衡公益基⾦会

����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缔约⽅
⼤会（COP��/COP��）边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盈利机构
⾃筹

⾮营利
机构

☒ 国内
调动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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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年份 项⽬、⽅案、活动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总额(美
元) ⾦融⼯具 机构类

型 接收⽅ 补充信息

合计 �� ��� ��� .��

每年总计 2018: �� ��� ��� .��

每年总计 2019: �� ��� ��� .��

每年总计 2016: � ��� ��� .��

每年总计 2017: � ��� ��� .��

���� 《公约》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缔约⽅⼤会
（COP��/COP��）边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盈利机构
⾃筹

⾮营利
机构

☒ 国内
调动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

����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旱⽇纪念⼤会 �� ���
.��

☐ 慈善赠款
☐ 商业贷款
☐ ⾮优惠贷
款
☐ 私⼈出⼝
☐ 信贷
☐ 私⼈股权
☐ 私⼈保险
☒ 其他(请具
体说明)
⾮盈利机构
⾃筹

⾮营利
机构

☒ 国内
调动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

请提供与表3所列数据相关的⽅法信息
表3所列的相关数据为不完全统计数据。

贵国是否已采取措施⿎励私营部门以及⾮政府组织、基⾦会和学术界为执⾏《公约》提供国际和国内资源？
国家和地⽅层⾯均已出台相关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励私营部门以及⾮政府组织、基⾦会和学术界为执⾏《公约》提供国际和国内资
源。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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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SO�-�: 技术转让

第⼀级：请提供与为转让技术以执⾏《公约》⽽提供或收到的资源有关的信息，包括关于趋势的信息。

为加速、⿎励和扶持私营部门的创新和技术转让⽽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包括：2008年，《中华⼈⺠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居⺠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201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居⺠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其中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指出，纳税⼈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免征增值税。在技术转让⽅⾯，2022年10⽉，科技部印发《“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现代化技术
要素市场体系和运⾏制度基本建⽴，统⼀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标准技术要素市场基本建成。
1985年1⽉10⽇，国务院发布《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规定》，主要包括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技术转让费、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转让的权
益、技术转让费的⽀付、技术转让的税收、技术转让收⼊的使⽤等⽅⾯的相关规定。 2017年9⽉，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技
术转移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这是我国首个技术转移服务推荐性国家标准。 2018年5⽉，科技部发布《关于技术市场发展的若⼲意见》，明
确提出对标国际⼀流技术转移机构运营模式，形成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和服务体系。 2020年5⽉28⽇发布的《中华⼈⺠共和国⺠法
典》中对技术转让合同的使⽤做了相关规定。

第2级：表4 提供和收到的⽤于技术转让措施或活动的资源

提供
收到

年
份

项⽬、⽅案、活动
或其他举措的名称

数
额

接收⽅
提供⽅

说明
和⽬
标

部
门

技术
类型

活动
开展
⽅

活动
的状
态

措施或活动
的时间框架

使⽤情况、影
响和预估结果

补充
信息

已提供的总数： � 已收到的总数： �

请提供与表4所列数据相关的⽅法信息
包括⽤于确定和报告所提供的和/或收到的和/或需要的技术转让⽀持的基本假设、定义和⽅法的信息。请包括
相关⽂件的链接。
请提供资料，说明贵国处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所需要的新技术或现有技术的类型，以及在获取或开
发这些技术⽅⾯遇到的挑战。
我国在DLDD⽅⾯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技术体系，包括沙漠化防治技术体系、防治⽔⼟流失技术体系、防治草原退化的技术体系、⼟地盐渍
化的防治技术体系、⽣态环境建设技术体系等。详细的技术类型和典型技术模式总结如下： 1、防沙治沙技术体系：包括铁路和公路防沙技
术、流沙固定技术（典型技术有草⽅格沙障、⾼⽴式活沙障、⻜播治沙、沙地樟⼦松造林、⾼寒⼲旱沙地杨树深栽造林等）。 2、防治⽔⼟
流失技术体系：包括⽔⼟保持性耕作技术（典型技术有坑田技术、砂田技术、灌溉农田暗管排⽔、保护性耕作等）、⼩流域治理技术（典型
技术模式有陂塘、淤地坝、⾕坊、⽔平梯田等）、集约化集⽔技术（典型技术模式有⽔窖、膜下滴灌等）。 3、防治草原退化的技术体系：
包括草原封育技术、家畜舍饲圈养、划区轮牧等。 4、⼟地盐渍化的防治技术体系：包括沟洫排⽔、起垄栽培、灌⽔洗盐、盐碱地改良（典
型技术如暗管排⽔）。 5、⽣态环境建设技术体系：包括⼲旱、半⼲旱地区造林技术（典型技术模式有旱地农田防护林、“两⾏⼀带”造林
模式等）、农林复合系统技术（典型技术模式有绿洲农林复合系统、“窄林带⼩⽹格”绿洲农田防护林等）、可再⽣能源的利⽤（典型技术
模式有农牧区风能利⽤、太阳能灶与热⽔器、沼⽓技术等）、⼲旱地区⽣物资源开发技术（典型技术模式有⾁苁蓉⼈⼯栽培、沙地⿇⻩集约
种植技术、沙柳种植与产品开发等）。

⼀般性评论

提供的国际双边和多边公共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收到的国际双边和多边公共资源⽅⾯的趋势

上升↑

稳定←→

下降↓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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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通过在全球和国家层⾯建⽴有效的伙伴关系，调动⼤量和额外的财政和⾮财政资源来⽀持公约的实施

SO�-�: 今后对与执⾏《公约》有关的活动的⽀持

SO�-�.�: 计划提供和调动国内公共和私⼈资源
请提供与计划为执⾏《公约》提供和调动国内资源有关的信息，包括与指标SO�-�有关的信息，以及关于公共
财政资源的预计⽔平、⽬标部门和计划中的国内政策的信息。
2020年6⽉，国家发展改⾰委、⾃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重要⽣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中包括了与
DLDD相关的国家重点⼯程建设，也强调了政策⽀持力度，包括资⾦投⼊、⾦融⽀持、融合社会资本等⽅⾯的政策安排。 2021年7⽉，国家林
草局发布《“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强调科学推进防沙治沙，提出划定封禁保护区、提升封禁保护能力；推进重点地区防
沙治沙、建设防沙治沙综合⽰范区、提升沙尘暴灾害监测能力；加⼤植被保护与恢复、开展⽯漠化治理等治理措施。 2022年11⽉，科技部联
合⽣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十四五”⽣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态环境监测、⽣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减缓和适应⽓候变
化、⽀撑国际⽣态环境公约履约等10个⽅向50项重点任务，作为“十四五”拟重点研究突破的⽣态环境保护关键核心技术，引领构建市场导
向的绿⾊技术创新体系。 2022年12⽉，国家林草局联合多部门发布《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提出了调动国内相关资源，保
障规划的实施，强调创新政策机制，加强沙化⼟地开发建设活动监管，加强资⾦保障，创新融资机制和⼟地政策，强化科技⽀撑，推进感知
系统和监测体系建设。

SO�-�.�: 计划提供和调动国际公共和私⼈资源
请提供与计划为执⾏《公约》提供和调动国际资源有关的信息，包括关于公共财政资源及对能力建设和技术转
让的⽀助的预计⽔平、⽬标区域或国家以及计划中的⽅案、政策和优先事项的信息。
中国坚定⽀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深度参与《公约》进程，积极引领《公约》发展。中国按期⾼质量提交履约报告，⽀
持设⽴履约审查委员会和区域履约机制，推动制定《十年战略》和《战略框架》等公约⽂件，并与公约秘书处合作承办世界防治荒漠化⽇全
球纪念活动等⼀系列重⼤活动。中国还通过开展⼤规模国⼟绿化⾏动以及“双重”⼯程、⼭⽔林田湖草沙⼀体化保护和修复⼯程等，协同推
动《公约》与《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濒危野⽣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森林⽂书》等国际公约共同发挥作⽤。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致《公约》第十三次缔约⽅⼤会的贺信中表明了中国坚
定不移履⾏公约义务、同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建设⼀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心。2022年11⽉，习近平主席同蒙古国总统会谈时表态，
“愿同蒙⽅探讨设⽴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同年12⽉，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愿同阿⽅设⽴中阿⼲
旱、荒漠化和⼟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携⼿共进，为全球荒漠化治理作出积极贡献。在调动私营部门资源⽅⾯，
2022年1⽉，国家林草局发布《全国沙产业发展指南》，对调动沙产业企业等私营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在融资政策⽅⾯提出：⿎励沙
产业市场⾏为主体根据国家利⽤外资政策，加强国际项⽬合作交流，积极争取利⽤各类外资贷款和赠款，提升沙产业能力建设⽔平。

SO�-�.�: 所需资源
请提供与执⾏《公约》所需财政资源有关的信息，包括最需要⽀助的项⽬和区域以及贵国最重视的项⽬和区
域。
《全国重要⽣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简称《“双重”规划》），以国家⽣态安全战略格局为基础，以国
⼟空间规划确定的国家重点⽣态功能区、⽣态保护红线、国家级⾃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对全国重要⽣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程进⾏总体规
划布局，其中北⽅防沙带、⻘藏⾼原⽣态屏障区、⻩河重点⽣态区等是中国防沙治沙的重要区域，集中分布有312个重点沙区县。同时，依据
重点区域布局，制定了相应的国家重点⼯程规划。《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统筹考虑沙化⼟地空间分布、治理⽅向的相似性
及地域上相对集中连⽚等因素，同时与《“双重”规划》相衔接，将我国沙化⼟地划分为5⼤类型区、23个防治区域。其中重点区域包括⼲旱
沙漠及绿洲区、半⼲旱区、⻘藏⾼原⾼寒区。根据沙化⼟地分布特点和⽔资源承载能力，确定7个重点建设区域，其中优先治理区为内蒙古东
部及京津冀⼭地丘陵、库布其沙漠及⽑乌素沙地、河西⾛廊及阿拉善⾼原等3个区域，优先预防区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绿洲区、塔克拉玛⼲
沙漠及绿洲区、柴达⽊盆地沙漠及共和盆地、西藏“两江四河”河⾕等 4个区域。

⼀般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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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执⾏框架

财务和⾮财务来源

加⼤力度调动资源:

是否愿意分享贵国在本报告期内如何加⼤力度调动资源⽅⾯的经验？

调动了哪些类型的资源(请勾选所有适⽤项)？

☒ 财政资源
☒ ⾮财政资源

调动了哪些来源的资⾦？

☒ 国际
☒ 国内
☒ 公共
☒ 私⼈
☒ 地⽅社区
☒ ⾮传统资⾦来源
☒ ⽓候资⾦
☐ 其他(请具体说明)

使⽤此空间描述经验：

中国荒漠化防治经验主要分为⼯程投⼊，法律、政策、机构性资源，科技性资源，产业性资源四个类型。具体如下： 1、重点⼯程和相关资
⾦投⼊中国在沙区启动实施了国家重点⼯程、区域性⼯程和综合⽰范区三个层次的防沙治沙⼯程项⽬。 2、政策、法律、机构性资源对荒漠
化防治事业的⽀持中国颁布实施了《防沙治沙法》，使中国的防沙治沙⾛上了依法防治的轨道；出台了《关于进⼀步加快防沙治沙⼯作的决
定》，明确了防沙治沙的战略⽬标，提出了⼀系列⽀持政策措施；实⾏防沙治沙⽬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将防治责任落到地⽅政府；制定防
沙治沙规划，对阶段性的防治⽬标和任务做出规划，按规划组织实施。中国成⽴了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组，并在国家林草局下设办公室，
承担中国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作，促使国内防治⼯作与《公约》在中国的执⾏相互衔接。 3、科学技术性资源中国建⽴了较为
系统的科技⽀撑体系：成⽴了防治荒漠化⾼级专家顾问组，由相关领域院⼠和知名专家组成，为荒漠化防治重⼤决策提供咨询；建⽴了科学
监测体系，每五年开展⼀次全国性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全⾯掌握荒漠化现状及变化情况；建⽴了科技研发体系，在国家和省属科研院所、⼤
专院校建⽴了荒漠化研发机构，培养了⼀⼤批科研⼈员；健全了推⼴培训体系，确保科研成果能够快速得到推⼴，应⽤⽣产实践。 4、产业
性资源中国始终坚持以⺠为本，通过⽣态建设、产业发展，实现治沙治穷、增绿增收、减灾减贫。发展特⾊林沙产业脱贫：充分利⽤沙区
光、热、⼟地资源优势，⼤力发展特⾊林果、灌草饲料、中药材、沙漠旅游业等，拓展沙区增收致富渠道，增加群众收⼊。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如何确保妇⼥受益于/获得这些资⾦？

《中国妇⼥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加⼤妇⼥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力度；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享有劳
动权利的法规政策；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农村妇⼥⼟地权益等等。

使⽤此空间提供任何进⼀步相关补充信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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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执⾏框架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调动财政和⾮财政资源⽤于执⾏《公约》？

使⽤此空间描述经验：

中国与《公约》秘书处联合建⽴了防治荒漠化国际培训中心和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主要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开发制作线上课
程，⽀持《公约》的运作和执⾏。中国定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荒漠化和⼟地退化⽅⾯的管理和技术培训，组织实地参观中国防风固沙林
建设⼯程、农业防护林体系、⼲旱区农林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平均每年为亚⾮拉发展中国家培训近百名治沙⻣⼲。中国为“⾮洲绿
⾊⻓城”建设提供技术⽀持，并在蒙古、中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建⽴了多个治沙⽰范基地，帮助当地提升荒漠化防治能力，推⼴中国成熟
治沙技术。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是否为妇⼥和/或由妇⼥领导的活动/企业划拨了部分专⽤资⾦？

中国妇⼥发展基⾦会有专门针对西部⼟地退化严重地区的妇⼥开展专项活动。⽐如，发起了“⺟亲⽔窖”⼯程，这是⼀项集中供⽔⼯程，重
点帮助西部地区⽼百姓特别是妇⼥摆脱因严重缺⽔带来的贫困和落后。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将⼟地退化零增⻓⽤作增加投资的框架：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已利⽤⼟地退化零增⻓概念来提⾼投资的连贯性、有效性和多重效益？

使⽤此空间描述经验：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持续增强的综合国力，推动国家对⽣态保护和⼟地退化防治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财政投⼊不断加⼤，科学技术进步
和设备⾰新进程加快，⺠间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活力逐步显现。 1、组织实施⼤型⽣态治理⼯程。⼆十多年来，中国投⼊⼤量资⾦，通过实
施⽣态⼯程带动⼤治理，实现综合发展，有效遏制了全国⼟地退化的发⽣和发展。 2、积极引⼊市场化机制。在⼟地退化防治投⼊上，中国
已初步建⽴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投融资体制（包括⾦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级政府通过制定⼀系列激励和优惠政策，积极⿎励和引导⾦
融资本社会资⾦参与到⼟地退化治理与开发。 3、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的相关事务，参加了
包括《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湿地公约》等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
积极履⾏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政府还致力于推动双多边国际合作，对内推进推动国内⼟地退化防治⼯作，对外与国际社会分享防治成
果和经验。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改进现有和/或创新的供资程序和机构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在利⽤现有和/或创新的供资程序和机构⽅⾯有所改进？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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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执⾏框架

改进是否是通过以下某种⽅式实现的(请勾选所有适⽤项)？

☒ 现有的供资程序
☒ 创新的供资程序
☒ 全球环境基⾦
☐ 其他基⾦(请具体说明)

使⽤此空间描述经验：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改进现有或创新的供资程序和机构？

使⽤此空间描述经验：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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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执⾏框架

政策与规划

⾏动⽅案：

贵国是否制定或协助制定、实施、修订或定期监测了国家⾏动⽅案？

使⽤下⾯的空间更加详细地介绍相关经验：

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级的防沙治沙规划。2022年12⽉，发布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防沙治沙⽬标、
任务和具体措施。各荒漠化重点省区政府也根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总的⽬标要求，纷纷出台了省、市、县级防沙治沙⾏动⽅案。中国政府还
制订出台了《省级政府防沙治沙⽬标责任考核办法》和《领导⼲部⽣态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建⽴省级政府防沙治沙⽬标责任制，考核结果
列为对地⽅领导⼲部奖惩的依据。中国政府和各部门每五年都会制定⼀个发展规划。《“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2021-2025年期间林业草原保护发展具体的⽬标和任务。

贵国是否认为这些⾏动⽅案和/或计划取得了成功？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中国正在实施的⾏动⽅案或规划都在按计划有序地实施和推进，荒漠化防治的成效十分显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功的原因是多⽅⾯的，
包括有中央政府集中统⼀领导，有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突出政府的主导作⽤，政府组织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保
障了规划实施的资⾦⽀持等。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政策和扶持环境：

在本报告期内，贵国是否制定或协助制定了政策并创造了扶持环境，以宣传和/或实施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减轻⼲旱影响的解
决⽅案？

这些政策和扶持环境的⽬标是(请勾选所有适⽤项)：

☒ 宣传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的解决⽅案
☒ 实施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的解决⽅案
☒ 保障妇⼥的⼟地权
☒ 增加妇⼥获得⾃然资源、⽣产性资源和/或财政资源的机会
☐ 其他(请具体说明)

如何最好地描述这些⼯作(请勾选所有适⽤项)：

☒ 预防荒漠化、⼟地退化和⼲旱的影响
☒ 荒漠化、⼟地退化和⼲旱对⽣态系统和/或⼈⼝造成了环境和/或社会经济压力后的救济⼯作
☒ 荒漠化、⼟地退化和⼲旱对⽣态系统和/或⼈⼝造成了环境和/或社会经济压力后的恢复⼯作
☒ 让妇⼥参与决策
☒ 落实和促进妇⼥的⼟地权和获取⼟地资源的机会
☒ 建设妇⼥有效执⾏《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能力
☐ 其他(请具体说明)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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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下⾯的空间更加详细地介绍贵国/次区域/区域/机构的经验。

⼀是建⽴稳定的政府投⼊政策。各级政府颁布并落实有关政策，持续加⼤资⾦投⼊，安排了扶贫开发、防沙治沙、⽔利⽔保⼯程建设和草原
建设等项⽬。⼆是重点落实了“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将责、权、利紧密结合，切实保障治理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完善了⾦融
扶持优惠政策，⿎励和引导企业、个⼈等社会力量参与防治⼟地退化，⿎励社会力量运⽤产业化⽅式开展荒漠化防治⼯作。

贵国认为这些政策在宣传或实施解决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的解决⽅案(包括预防、救济和恢复)⽅⾯是否取得了成功？成
功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这些政策都在按预定⽬标稳步推进，在促进解决DLDD问题、保障妇⼥权力和参与决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协助过其他国家制定政策并创造扶持环境，以宣传和实施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减轻⼲旱影响的解决⽅案，包括预防、
救济和恢复？

贵国是否就制定将性别问题纳⼊《防治荒漠化公约》执⾏⼯作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相关⽀持？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妇⼥的⼟地权在国家⽴法中是否受到保护？

如受到保护，请解释如何受到保护(请援引有关法律/政策)

协同作⽤：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利⽤了协同作⽤并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了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特别是其他⾥约公约和其他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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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承诺相关的国家计划？

贵国的⾏动旨在(请勾选所有适⽤项)：

☒ 利⽤与其他⾥约公约相关的其他国家计划解决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
☒ t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国家计划
☒ 利⽤与其他战略的协同作⽤来防治荒漠化、⼟地退化和⼲旱
☒ 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其他国际承诺
☐ 其他(请具体说明)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中国通过开展⼤规模国⼟绿化⾏动以及“双重”⼯程、⼭⽔林田湖草沙⼀体化保护和修复⼯程等，协同推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濒危野⽣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
合国森林⽂书》等国际公约共同发挥作⽤。中国坚定⽀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中⾮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东北亚环
境合作、中⽇韩三⽅合作等区域机制都将荒漠化防治列为优先领域之⼀。通过公约履约和国际合作，中国将继续⽀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洲国家。重点⼯作包括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互访、联合研究和成果共享，完善荒漠化防治培训机制，并通过南南合作、公约特别
捐款等形式，推动在⾮洲等重点地区规划和落地重点合作项⽬等。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这⼀⼯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对国际社会产⽣了良好影响。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主流：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采取了具体⾏动，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的主流，以期提⾼《公约》执⾏
⼯作的影响和效果？

如果是，贵国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了(请勾选所有适⽤项)：

☒ 经济政策
☒ 环境政策
☒ 社会政策
☒ ⼟地政策
☒ 性别政策
☒ 农业政策
☐ 其他(请具体说明)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国务院《关于进⼀步加强防沙治沙⼯作的决定》完善了中国防沙治沙扶持政策。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坚持保护⽣
态，实现绿⾊发展”的基本原则，要求“牢固树⽴绿⽔⻘⼭就是⾦⼭银⼭的理念，把⽣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态为代
价，探索⽣态脱贫新路⼦，让贫困⼈⼝从⽣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统筹⼭⽔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实施重要⽣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程，开展国⼟绿化⾏动，推进荒漠化、⽯漠化、⽔⼟流失综合治理，继续实施草原⽣态保护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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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奖励政策等。国务院《关于⿎励和引导⺠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意见》指出，积极引导⺠间资本通过招标投标形式参与⼟地整理、复垦
等⼯程建设。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中国已经通过具体⾏动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了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中，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履⾏《公约》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与⼲旱有关的政策：

贵国是否已经或正在制定⼲旱备灾和管理⽅⾯的国家政策、措施和治理结构？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2009年，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华⼈⺠共和国抗旱条例》，在旱灾预防中要求县级以上地⽅⼈⺠政府⽔⾏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本
⾏政区域的抗旱规划。2011年通过《全国抗旱规划》，提出的具体的⽬标和措施。《全国抗旱规划实施⽅案（2014-2016年）》提出了抗旱
减灾的主要⼯程措施，突出了重旱、易旱地区，特别是⼤中型⽔利⼯程难以覆盖、抗旱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丘区，通过加强抗旱应急⽔源
⼯程建设，完善抗旱供⽔保障体系，保障严重⼲旱期间重点旱区县群众饮⽔安全和基本⼝粮田作物⽣⻓关键期⽤⽔需求。《国家防汛抗旱应
急预案》（2005年第⼀次发布，2022年重新修订发布）明确提出各级⽔利部门应加强旱情监测和管理，针对⼲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因地制
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中国⼤力开展抗旱⼯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如在应急抗旱中采取⼈⼯增⾬等措施。如2019年春季，中国北⽅经历了⼀段⼤范围抗旱和森林
防扑⽕关键期。各级⽓象部门密切与应急管理、⽔利、农业农村、⾃然资源、⽣态环境、⺠航等多部门协作，组织11省（⾃治区、直辖市）
开展为期3天的⼈⼯影响天⽓作业。作业影响区域内普降⼩到中⾬，为缓解⼲旱发挥了重要作⽤。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根据《公约》的任务制定⼲旱备灾和管理⽅⾯的国家政策、措施和治理结构？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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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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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动

可持续⼟地管理做法：

贵国是否已经或正在实施可持续⼟地管理做法来解决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

正在实施哪些类型的可持续⼟地管理做法？

☒ 农林业
☒ 区域封闭(停⽌使⽤、⽀持恢复)
☒ 养蜂、养鱼等
☒ 横坡措施
☒ 基于⽣态系统的减灾办法
☒ 能效
☒ 种植林管理
☒ 家庭园圃
☒ 改善地⾯/植被覆盖
☒ 改良植物品种和动物育种
☒ 农作物与家禽综合管理
☒ 病⾍害综合管理(包括有机农业)
☒ ⼟壤肥力综合管理
☒ 灌溉管理(包括供⽔、排⽔)
☒ 尽量不扰动⼟壤
☒ 天然林和半天然林管理
☒ 牧业与牧地管理
☒ 收获后措施
☒ 轮作制度(农作物轮作、休耕、轮垦)
☒ 地表⽔管理(泉、河、湖、海)
☒ 调⽔和排⽔
☒ ⾬⽔集蓄
☒ 湿地保护/管理
☒ 防风林/防护林
☒ 废物管理/废⽔管理
☐ 其他(请具体说明)

使⽤下⾯的空间更加详细地介绍相关经验：

我国从2013年开始进⾏沙化⼟地封禁保护区试点⼯作。截⾄2020年底，我国已在内蒙古、陕西、⽢肃、⻘海、宁夏、新疆、西藏7省（区）
建设108个沙化⼟地封禁保护区，总⾯积达177.2万公顷。2015年发布了《国家沙化⼟地封禁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京津风沙源治理⼯程为
例，⼯程实施以来，建成了六条⽣态防护林带。

贵国是否认为实施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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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是如何让妇⼥和⻘年参与这些活动的？

《中国妇⼥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落实和完善保障农村妇⼥⼟地权益的相关政策，纠正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村规⺠约。建
⽴健全农村集体资⾦、资产、资源管理等各项制度。全国和各级政府都制定相关政策⿎励⻘年积极参与可持续⼟地管理的实践活动。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实施可持续⼟地管理做法？

使⽤下⾯的空间更加详细地介绍相关经验：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旱⼟地退化评估项⽬》（LADA）和“可持续⼟地管理决策⽀持项⽬”（DS SLM），在LADA框架下承担亚洲可持续⼟
地管理培训中心对南亚国家的培训⼯作。先后组织赴孟加拉、不丹、尼泊尔、斯⾥兰卡、菲律宾，指导、交流退化⼟地评估和可持续⼟地管
理⼯作。相关⼯作得到了合作伙伴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贵国是否认为实施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复原和修复：

贵国是否已经或正在实施复原和修复做法，以协助⽣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恢复？

正在实施哪些类型的复原和修复做法？

☒ 恢复/改良林地
☐ 扩⼤林地的范围
☒ 恢复/改良农田
☒ 恢复/改良草原
☒ 恢复/改良湿地
☒ 提⾼⼟壤肥力和碳储量
☒ 管理⼈造地表
☒ 恢复/改善保护区
☒ 增加保护区
☒ 改善沿海管理
☒ ⼀般性措施(如：政策、经济激励机制)
☒ 恢复/改善多种⼟地⽤途
☒ 减少/停⽌多种⼟地⽤途的转换
☒ 恢复/改进多种功能
☒ 恢复农田和草原的⽣产力和⼟壤有机碳储量
☐ 其他/⼀般性/未具体说明

使⽤下⾯的空间更加详细地介绍相关经验：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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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实施的重要⽣态⼯程包含了很多与⽣态系统修复和重建有关的实践措施，⽐如：在“三北”防护林建设⼯程中，采取⼈⼯造林、⻜
机播种造林、封⼭封沙育林育草等⽅法，营造防风固沙林、⽔⼟保持体、农田防护林、牧场防护林等，形成乔、灌、草植物相结合，林带、
林⽹、⽚林相结合，多种林、多种树合理配置，农、林、牧协调发展的防护林体系。在京津风沙源治理⼯程中，采取以林草植被建设为主的
综合治理措施。具体有：林业措施包括退耕还林，匹配荒⼭荒地荒沙造林、封⼭育林等；农业措施包括⼈⼯种草、⻜播牧草、围栏封育、基
本草场建设、禁牧等；⽔利措施包括节⽔灌溉、⼩流域综合治理等。

贵国是否认为实施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如何让妇⼥和⻘年参与可持续⼟地管理活动的？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实施复原和修复做法，以协助⽣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恢复？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旱风险管理和预警系统：

贵国是否正在制定⼲旱风险管理计划、监测或预警系统和安全⽹⽅案，以解决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

如果是，贵国将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纳⼊了(请勾选所有适⽤项)：

☒ ⼲旱风险管理
☒ 监测和预警系统
☒ 安全⽹⽅案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中国有专门从事抗旱管理与技术研究的机构。⽐如，中国⽔利⽔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以来，全⾯服务于各级
防旱抗旱减灾部门决策指挥⽀持。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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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中国在⼲旱风险管理和预警领域已取得良好成效。如⾃2016年以来，中国⽔利⽔电科学研究院先后为湖南、安徽、陕西、吉林等省份开发了
省级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前，正在开发全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显著提升了国家及地⽅旱情监测预警能力，为⼲旱灾害防御决策
部署提供有效⽀撑。

如果已经或正在制定⼲旱风险管理计划作为⼲旱倡议的⼀部分，请在此分享开展活动的经验。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持过其他国家制定⼲旱风险管理、监测或预警系统和安全⽹⽅案，以解决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

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替代性⽣计：

贵国是否在荒漠化、⼟地退化和⼲旱问题框架内促进替代性⽣计做法？

能否列举⼀些为促进替代性⽣计⽽在国家层⾯实施的做法？

☒ 作物多样化
☒ 农林复合经营
☒ 轮牧
☒ ⾬⽔灌溉农业系统
☒ ⼩型菜园
☒ ⽣产⼿⼯商品
☒ ⽣成可再⽣能源
☒ ⽣态旅游
☒ ⽣产药⽤植物和芳香植物
☒ 利⽤再⽣废⽔进⾏⽔产养殖
☐ 其他(请具体说明)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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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下⾯的空间介绍相关经验。

中国通过发展沙产业发展、推⼴除农耕之外的替代性⽣计，包括特⾊种养殖业、加⼯业、能源开发产业及沙区旅游拓展服务业等。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在严格保护和治理的基础上，中国积极推动沙产业发展，利⽤沙区光热、物种、⼟地等资源充⾜优势，适度发展灌草饲料、中药材、经济林
果、沙漠旅游、风电光伏、⽣物质能源等产业，推动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特别是经过⻓期实践积累，锻造了伟⼤的治沙
精神，涌现出了“治沙英雄”⽯光银、王有德、⽜⽟琴、⽯述柱、殷⽟珍以及“时代楷模”苏和、“⼋步沙六⽼汉”等治沙英模，引领着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正在采取特别措施让妇⼥和⻘年参与促进替代性⽣计？

请详加说明

《中国妇⼥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扩⼤妇⼥就业渠道。⼤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为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断
提⾼中⼩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吸纳妇⼥就业的能力。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妇⼥在新兴产业和新兴⾏业就业。制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强化对就业困难妇⼥的就业援助。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采取技能培训、税费减免、贷款贴息、跟踪指导等措施，⽀持和帮助妇⼥成功创业。
《中⻓期⻘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加⼤公共教育投⼊向中西部和⺠族边远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逐步缩
⼩地区间教育资源差距。完善贫困家庭学⽣、进城务⼯⻘年、少数⺠族⻘年和残疾⻘年等特殊⻘年群体帮扶救助机制，健全资助体系、完善
资助⽅式，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资助全覆盖。

建⽴知识共享系统：

贵国是否就⼲旱管理的最佳做法和⽅法建⽴了信息和知识共享及便利⽹络联系系统？

请使⽤此空间分享/列举贵国就⼲旱管理的最佳做法和⽅法建⽴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及便利⽹络联系系统。

1、重点⽹站建设国家林草局官⽹等专业⽹站提供了与防治荒漠化/⼟地退化/⼲旱⼯作相关的知识、信息和实践。中国出版了《中国⼲旱地区
⼟地退化防治最佳实践》等专著，系统介绍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技术体系。中国还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联合建⽴了防治荒漠
化国际培训中心和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开发制作了线上课程。中国⽓象局和各省市⽓象部门在⽓象
⽹站上发布⼲旱监测信息。中国⽔利⽔电科学研究院正在开发全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作物、林⽊、牧草、重点湖
泊湿地⽣态的旱情综合监测评估。 2、技术推⼴体系国家、省(市、区)以及许多县(市)都建⽴了技术推⼴⽹络，确保实⽤技术和有关信息能够
及时共享，其中包括⼤量荒漠化防治的技术及信息。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知识共享系统正在建设中。随着互联⽹和数字技术的⻜速发展，国内获取共享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操作⽅法也越来越便捷。受语⾔限制，
⽬前国内⽹络信息⼤多为中⽂。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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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贵国是否认为本国采取了促进妇⼥获取知识和技术的具体⾏动？

请详加说明

《中国妇⼥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满⾜妇⼥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妇⼥和残疾妇⼥接受职业教育。增加职
业培训机会。组织失业妇⼥接受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提⾼失业妇⼥创业和再就业能力。

贵国是否认为这⼀⼯作取得了成功？如果是，成功(或失败)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中国妇⼥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纲要》实施以来，就业政策和创业扶持政策逐步完善，妇⼥就业渠道不
断拓宽，⼥性就业⼈数稳步增⻓。截⾄2020年底，实现脱贫的近⼀亿⼈⼝中妇⼥约占⼀半。中国在该项⼯作中已取得显著成效。

⾯临的挑战有哪些(如有的话)？

汲取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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