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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和谐相处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3/235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通过该决议请大会主席在

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互动对话，以便在 2019

年 4 月纪念国际地球母亲日，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该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9 年的互动对话适逢宣布国际地球母亲日的决议(63/278)通过 10 周年，该

决议得到大会 2009 年 12 月 21 日通过的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第一项决议的进

一步支持。本纪念报告强调人类对我们与地球母亲关系的不断发展的意识，这一

发展体现在世界各地的立法、政策、教育和公众参与，所有这一切的指导思想都

是刻不容缓地保护地球母亲，并在进一步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

中转向以地球为本的范式。 

 

 

  

 * A/74/150。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8
https://undocs.org/ch/A/74/150
https://undocs.org/ch/A/7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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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了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第十项决议即第

73/235 号决议，其中请大会主席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举行一次会员国、联合国各组织、独立专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加的纪念国际

地球母亲日的互动对话。 

2. 大会主席召集了一次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互动对话，主题是“采用地球母

亲做法实施教育和气候行动”。对话包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育和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气候行动两个专题讨论小组。秘书长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报告(A/73/221)

进一步介绍了对话情况。 

3. 在对话中，专题讨论嘉宾1 赞扬了过去 10 年来在转向非人类中心或以地球为

本的范式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全世界的立法、政策、教育和公共参与方面。

嘉宾的完整陈述和发言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网站的一个专门网页上查阅。2 

4. 本报告借鉴了专题讨论嘉宾的陈述以及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知识网络的

世界各地成员的贡献。3 报告涵盖了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间取得的成就

和进展，表明立法、政策和教育方面以地球为本的举措如何反映了人们对气候变

化的日益增强的认识和深切关注。 

 二. 纪念国际地球母亲日和“与自然和谐相处”倡议 10 周年 

5. 2019 年适逢纪念 10 年前通过大会决议，宣布 4 月 22 日为国际地球母亲日

(63/278)，并阐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64/196)。4 这两项决议承认，目前的破

坏性发展模式既损害自然，也损害人类尊严。两项决议推动了赋予大自然法律权

利或人格的全球趋势。 

6. 正如大会主席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互动对话的介绍性发言中强调的那样：

“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尊重人类自己的生命周期”，“必须放弃对自然的肆

无忌惮、不可持续和无限制的开发，而建立一种能够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周期及

其补充和再生能力的发展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 

 1 Silvia Bagni、Delphine Batho、Antonio Herman Benjamin、Frank Bibeau、David R. Boyd、Valé

rie Cabanes、Freddy Delgado、Thomas Egli、Gabriela Eslava、Cillian Lohan、Elizabeth MacPherson、

Markie Miller、Liam Sy Paquemar、Luis Armando Tolosa Villabona、Ngozi Unuigbe、Ivan Zambrana-

Flores。主持人：Alessandro Pelizzon。 

 2 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3 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experts。 

 4 根据报告所述的以地球为本的范式，大自然或地球母亲不是客体或财产，而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法律主体，因此其内在价值得到承认，在整个报告中用大写字母 N 表示。这一大写已得到认

可，并纳入了大会第 73/235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 29 段。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https://undocs.org/ch/A/73/221
https://undocs.org/ch/A/73/221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3/278
https://undocs.org/ch/A/RES/64/196
https://undocs.org/ch/A/RES/64/196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experts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experts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https://undocs.org/ch/A/RES/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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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互动对话的所有参与者都肯定，必须尊重我们有生命的地球，必须在立法、

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变革。 

8. 玻利维亚环境、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及森林管理和发展部副部长表示，玻

利维亚已将集体权利扩展到自然，将人类不仅视为单独的个人，而且视为社会集

体，也就是交汇于文化和经济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个体。地球母亲的权利是生命权、

生育权、水权等权利的延伸。 

9. 印度常驻代表强调，许多古代文化都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着尊重生态系统的

传统，在获取生计的同时也保护周围的自然赐赋。事实上，印度一直具有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民风。 

10. 孟加拉国常驻代表强调，必须保护和维护滋养我们的地球和当地民风：“与

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集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孟加拉国人民与地球母亲有着生命之

源的联系，他们自古以来就在大自然的赐赋下生生不息。洪水和其他自然现象的

发生，不能扰乱他们与地球母亲的内在联系”。 

11. 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强调，2008 年《厄瓜多尔宪法》承认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

实体和权利主体，这意味着它的存在、维持和再生必须得到尊重和积极保护。特

别是它的生命周期必须得到维持，这种周期受到的任何损害也应得到相应的恢复

和赔偿。 

12. 巴西高等法院法官 Antonio Herman Benjamin 说，“自然不再只是一个物”。

“赋予大自然权利反映了传统法律智慧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法律智慧曾经认为大

自然只是元素的集合，现在认为大自然是所有生命的意义和基础。这种范式的转

变，曾经是哲学界和伦理界的话题，现在已经显示为一种法律范式”。 

13. 玻利维亚多民族地球母亲管理局局长进一步补充说，在一个具有多种本体论

的多元世界中，必须转变对自然系统的功利主义观点。“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自

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必须超越自然与人互不相干的说法。对玻利维亚而言，

‘地球母亲’一词体现了一个复杂生活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既包括自然世界，

也包括不同的人类文化及其历史”。 

14.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气候公正问题报告员 Cillian Lohan 表

示，经社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政策倡议，旨在以地球母亲做法转变经济运作方式，

采用新经济模式，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保护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地球，并运

用各种工具改造社会。 

15. 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生态一代”主席 Delphine Batho 强调，必须改变我们

与自然的集体关系，为此需要采取两个基本步骤：承认大自然的权利，承认人类

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自然的组成部分——河流、森林、树木、海洋、山

脉——是法律权利的主体。 

16. Ngozi Unuigbe 教授说：“教育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一个重要工具，它对全球气

候变化产生影响”，“这种教育可以在任何年龄从正规途径和非正式途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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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教授建议采取三个步骤加快实现

可持续未来的进展：教导生态扫盲；倡导在健康和可持续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承

认大自然的权利。 

18. 对话主持人 Alessandro Pelizzon 教授在闭幕词中强调，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更广泛的集体讨论正在促进以地球为本的范式的深度、多样性和广度。他强调，

法律和教育是这一范式发展的核心，正在带来深刻的本体论和语义转变，并推动

重新界定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法律概念。 

19. 下一节介绍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间在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的

启发下取得的成就和采取的举措。在立法、政策制定、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以

及公众参与方面取得的进步，反映了过去 10 年来，全球社会许多人越来越有决

心建立以地球为本的范式，转向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 以地球为本的法律和政策5  

20. 世界各地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法律，承认自然和自然界生

存和繁荣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法律是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协会、立

法者和立法机构合作的产物，各方共同努力起草、通过和执行承认大自然是受法

律保护的权利主体和(或)法“人”的法律。 

21. 同样，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协会也成功地扩大了他们的努力，争取对大自

然权利的司法承认和保护自然界的裁决。此外，已将大自然权利纳入法律的国家

正在通过保护自然的司法裁决来落实这些权利。 

22. 习惯法和土著法继续成为西方实在法向尊重自然和大自然权利扩展的典范。

越来越多的土著群体已采取正式行动，要求在管辖法律中纳入他们长期以来所理

解的基本生活真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A. 为赋予大自然权利而通过的国家法律 

23. 2019 年 1 月 30 日，孟加拉国高等法院对 2016 年孟加拉国人权与和平组织

对非法侵占杜拉格河提出的申诉作出裁定。法院的裁决基于公共信托论，授予该

河法人地位，并要求立即拆除河岸上的所有非法设施。 

24. 2019 年 3 月 21 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采取基于人格尊严原则的生态观点，

作出一项历史性裁决，承认非人类动物为权利主体。这项裁决彰显了改变以人为

中心的法律范式并代之以生物中心思维的必要性，生物中心思维承认自然的固有

价值，并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 

25. 2018 年 12 月 20 日，巴西伯南布哥州 Paudalho 市的《组织法》承认大自然

的权利。该法是承认圣塞韦里努拉莫斯天然水泉权利的基础。根据第 878/2018 号

地方法，天然水有生存、兴旺和进化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5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rightsOfNature。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rightsOfNature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rightsOf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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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9 年 6 月 17 日，哥伦比亚麦德林高等法院承认考卡河以及流域和支流为

权利主体。这项裁决宣布，该河拥有得到保护、养护、维护和恢复的权利，如同

2016 年授予阿特拉托河的权利，而且必须成立一个监护人委员会。 

27. 2019 年 5 月 30 日，哥伦比亚托利马行政法庭承认其管辖下的三条河流的权

利：Coello 河、Combeima 河、Cocora 河，包括它们的流域和支流。法庭的裁决

确定这些河流是个体实体，有权得到国家和地方社区的保护、养护、维护和恢复，

并下令立即停止在这些河流流域的采矿勘探和开发活动。 

28. 2019 年 3 月 19 日，哥伦比亚乌伊拉省拉普拉塔河的权利得到拉普拉塔市民

事法院的承认。这一裁决源于 El Remolino 地区当地居民对一家公共服务公司提

起的诉讼，该公司对一个化粪池的忽视导致该河被污染。该判决维护了 El 

Remolino 居民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也维护了该河及生态系统的权利。 

29. 2018 年 8 月 9 日，哥伦比亚博亚卡法院承认皮斯瓦高山稀疏草地为权利主

体。这是来自六个城镇的当地居民提起一项诉讼的结果，该诉讼是针对未经事先

协商划定该草地的采矿许可边界，以及未充分保护该草地及其在水循环中的重要

作用。法庭命令环境部对 4.5 万公顷的草地进行保护。 

30. 2019 年 1 月，在厄瓜多尔，一家试图在旅游目的地建造海豚馆的委内瑞拉公

司请求复核他们的申请，此前厄瓜多尔环境部出于对动物福利的考虑拒绝了该申

请。环境部根据该国的大自然权利立法，拒绝批准建造海豚馆。以前，大自然权

利在厄瓜多尔主要适用于采矿问题、生态系统保护和土著集体权利，而新的发展

趋势是在海洋领域适用大自然权利。 

31. 2019 年 6 月 10 日，墨西哥科利马州议会批准了对科利马政治宪法的一项修

正案，其中规定任何经济或政治利益均不可凌驾于大自然的利益和权利之上。地

方宪法第 2 条和第 16 条经过修正，承认由所有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种组成的大自

然应作为一个权利主体集合实体受到尊重，保护、维护和恢复大自然是公共、私

人和社会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国会女议员 Blanca Livier Rodríguez 在地球法律中

心的法律支持下领导了这一努力。 

32. 墨西哥格雷罗州地方人权委员会是第一个通过章程(2014 年)承认大自然权

利的联邦实体，该委员会已同意受理公民就违法虐待动物行为，例如 ZooChilpan

动物园的情况提交的投诉。 

33. 在乌干达，2019 年 3 月 7 日，议会在 2019 年《国家环境法》中承认大自然

的权利。该法第 4 条规定，“大自然有权存在、持续、维持和再生其生命周期、

结构、功能和进化过程”，“人有权就任何侵犯本法规定的大自然权利的行为向

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自然资源和发展倡导者在盖亚基金会的支持下领导了这一

努力。 

34. 在美利坚合众国，2019 年 5 月 9 日，加利福尼亚州的 Yurok 部落理事会一致

投票赞成一项确认克拉马斯河权利的决议。通过这项决议，Yurok 部落成为第四

个将大自然权利纳入其立法的美洲原住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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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9 年 2 月 26 日，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选民投票支持《伊利湖权利法案》，该

法案保障伊利湖及其周边流域“存在、繁荣和自然进化”的权利。 

36. 2018 年末，明尼苏达州奥吉布韦白土族群通过一项法律，正式承认

Manoomin(“野生稻”)的权利，声明“有必要提供法律依据，以保护野生稻和淡

水资源，它们是我们留传子孙后代的主要条约保护食物的一部分”。该法律重申

阿尼什纳比部落与野生稻、神圣景观和传统法律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责任，并宣

布任何企业或政府侵犯 Manoomin 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37. 2019 年 6 月，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议会强调承认大自然权利的重要性，

将该市的《可持续性权利条例》置于市政法典中一个涵盖该市所有各种环境法的

新分册的开头，该条例宣布了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的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该市

议会在 2018 年 8 月禁止私人水井时，也重申了对大自然权利的法律承认。 

38. 2018 年 7 月 9 日，科罗拉多州克雷斯通镇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承认大自

然权利的决议。 

 B. 赋予大自然权利的现行国家法律 

39. 2019 年 4 月 22 日，智利参议院收到一份要求将地球母亲的权利纳入《宪法》

的公民请愿书。参议院将在未来几个月讨论《宪法》修正案。 

40. 2019 年 5 月，厄瓜多尔最高法院对一起野生生物犯罪案件作出裁决，下令没

收一艘在运输 6 226 条鲨鱼时被抓获的船只。厄瓜多尔保护自然和环境组织协调

机构(非政府组织)提交了关于大自然权利的书面论点，裁决中提到了这些论点。 

41. 在厄瓜多尔的大自然权利案件中，法庭之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案件的非

当事方被允许作为“法庭之友”参与，就重要问题(如裁决可能会如何影响公众

和环境福利)介绍情况。自 2010 年以来，保卫自然与环境组织协调机构的环境律

师 Hugo Echeverría 撰写了法庭之友书状，为涉及世界著名自然遗址加拉帕戈斯

的几起环境案件提供了专门的法律论据。 

42. 2019 年 2 月 5 日，厄瓜多尔宪法法院宣布将处理“大自然权利”的司法内

容。法院对选定案件的裁决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为宪法权利提供了实质性内

容。这是法院首次行使有关大自然权利的这项权力，法院还宣布将处理关于资源

开发及其对自然的影响的标准和限制。 

43. 2019 年 5 月 20 日启动的厄瓜多尔大自然权利法律观察站6 汇集了该国所有

大自然权利案例，成为一个全球工具，并提供完全依据宪法条款对大自然权利的

适用性进行的法律分析。厄瓜多尔仍然是该领域的领先者，该国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纪念了大自然权利纳入《厄瓜多尔宪法》10 周年。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 www.derechosdelanaturaleza.org.ec。 

http://www.derechosdelanaturaleza.org.ec/
http://www.derechosdelanaturaleza.org.ec/


 A/74/236 

 

7/16 19-12800 

 

44. 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弗罗姆市议会为弗罗姆河的权利起草了一

份地方法规，保护弗罗姆河及其支流和罗登草甸，以造福今世后代。2019 年，在

获得议会的最终批准后，弗罗姆正在等待中央政府的回应。 

45.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Ho-Chunk 族的 Rekumani Bill Greendeer 在社区环境法

律保护基金的协助下，于 2018 年 9 月向 Ho-Chunk 总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大自

然权利的拟议决议。该族立法机构决定制定一项大自然权利宪法修正案，并制定

支持性法律，以解决拟议决议中表达的关切和保护问题。 

 C. 与大自然权利有关的政策趋势 

46. 2018 年 8 月，澳大利亚参议员 Mehreen Fahruqi 在澳大利亚参议院发表第一

次演讲时，呼吁通过大自然权利法，特别是针对标志性生态系统，如大堡礁、墨

累-达令盆地和大自流盆地。 

47. 在比利时莱尼克市，公民代表大自然采取进一步干预行动，应对农田结构调

整不健全的问题。在比利时气候案中，律师代表 100 棵受保护树木提出了干预申

请，申请书中指出，保护树木是大区当局义不容辞的职责。对干预行动的最终裁

决尚未作出。 

48. 在巴西圣保罗，宪法、正义和公民权利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大自然权利的法

律提案。这项法律得到主要委员会的肯定评价，预计以后在法律系统内的实施将

会获得进一步支持。 

49. 在巴西布鲁马迪纽，2019 年 1 月一座尾矿坝的坍塌给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

了悲剧，Métodos de Apoio a Práticas Ambientais e Sociais 正在与 Aliança do Rio 

Doce 运动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一同制定环境和社会复原行动计划，包括倡导大

自然权利和帕劳佩巴河的权利。 

50. 在巴西，Métodos de Apoio a Práticas Ambientais e Sociais 正在与巴西伯南布

哥天主教大学和伯南布哥联邦农业大学合作，与国会议员 Daniel Coelho 和其他

几个组织一同争取对卡皮巴里贝河权利的法律承认。 

51. 2019 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彭德岛非政府组织 Pender Ocean Defenders

与地球法律中心合作，提出了一项“南方定居虎鲸权利宣言”，呼吁彭德岛托管

委员会制定一项支持鲸鱼固有权利的决议。 

52. 在萨尔瓦多，非政府组织 Sípor Los Derecho s de la Naturaleza(支持大自然权

利)正在推动向阿瓦查潘市议会提交一项拟议市政法令，该法令承认埃斯皮诺泻

湖是有生命实体，是权利主体。 

53. 2019 年 6 月 5 日，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批准了一项关于“森林是有生命实体”

的公告。Sípor los Derecho s de la Naturaleza 和地球法律中心也向立法大会提交了

一份关于萨尔瓦多森林权利的拟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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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欧洲，五个政党积极支持大自然权利，承认灭绝生态为犯罪，将把这些概

念提交欧洲议会。欧洲绿党提出的一项新条约列明了大自然的权利以及保护环境

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确定“人人有权享有稳定的气候和健康、平衡的环境”。 

55. 一批支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法国委员会的法国律师起草了一份大自然权利

诉求，将提交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审议。 

56. 在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大自然权利”与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市合作，宣布该

市为首个“大自然权利区”，目的是将大自然权利原则纳入该市政策和决策结构，

并制定实施行动计划。 

57. 在荷兰，地球托管倡议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推出了“关于世界人权和地球

托管责任宣言的海牙原则”，其中包括大自然权利。 

58. 2018 年 12 月 11 日，荷兰议会议员收到民间社会的请愿书，其中主张荒野权

利、子孙后代权利、与动物非暴力互动的权利以及清洁地球权利，后者包括大自

然权利。 

59. 2018 年 12 月，新西兰霍克斯湾的当地部落向地方政府当局提交了一份报告，

寻求承认蒂玛塔峰为法人，并提出与 2016 年被授予法人资格的旺阿努伊河类似

的模式。 

60. 在尼日利亚，埃塞奥佩河信托基金会、地球法律中心和其他合作伙伴起草了

2019 年的《埃塞奥佩河权利法》，以争取该河成为非洲第一条被承认为具有合法

权利的有生命实体的河流。关于尼日利亚 2016 年《国家水资源法》的评论意见

呼吁将河流的权利纳入法律，这些意见已提交尼日利亚议会，目前正在审议中。 

61. 在瑞典，福什哈加市市长与非政府组织“地球母亲权利”合作，表示有兴趣

向克拉尔河在该郡和议会管辖范围内的河段赋予权利。 

62.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瑞典议会关于大自然法律权利的研讨会上，瑞典大自

然权利网络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主张“应保障大自然，包括生态系统、自然群

落和物种，享有自然存在、繁荣、再生、进化和复原的权利；以及行使、执行和

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自由”。 

63. 在乌干达，布利萨区的 Bagungu 社区正在记录他们体现大自然权利的习惯法

和社区生态治理制度。他们在当地非政府组织非洲文化和生态研究所以及自然资

源与发展倡导者组织的协同下，寻求政府对其自然圣地(包括阿尔伯特湖)的承认

和保护。 

64. 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场草根运动正在进行中，其目的是通过一项

公共政策决议，承认冷水溪和该地区所有其他相互连接的水道存在、再生和繁荣

的权利。该决议还寻求承认圣路易斯社区的健康和福祉与其自然环境的福祉密不

可分。 

65. 2019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由新教教会和传教协会、德国福音会、联合福音

派传教会、赈济饥民会和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主办的题为“开创的良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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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希望——伍珀塔尔呼吁”的会议在德国伍珀塔尔举行(在即将召开的世界

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第十一届大会之前)。会议通过的建议和目标包括促进“联合

国为具有约束力的地球国际法理体系《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宪章》(2010 年，科恰

班巴)建立法律框架的进程，以探索成立一个联合国大自然权利理事会以及在国

际法院承认灭绝生态为刑事罪的可能性”。 

 四. 以地球为本的教育 

66. 在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间，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继续促进以地球

为本的教育，推动了更广泛的大自然权利讨论，并加强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整

个平台的协作与合作。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推出或加强了从高中到研究生和博士

项目中与地球法理、地球母亲做法和大自然权利有关的课程。 

67. 教育、气候行动和民间社会在集体应对中紧密交织。公众参与的活动继续多

样化，其共同目标是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大量的书面和视听材料使学

生和学者能够跟上法律范式的稳步发展。 

 A. 正规教育 

68. 在阿根廷圣菲省，国立滨海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继续增加有关大自然权

利的专业课程和在线课程，有些课程已是第三和第四版。该大学冬季学院举办了

一次关于“气候变化与亚马逊和子孙后代的权利”的研讨会。 

69. 2016 年，澳大利亚地球法律联盟在格里菲斯法学院推出了澳大利亚第一个

大学级别的地球法理学专门课程。此后每年都开设该课程，2019 年 11 月还会再

次开设。新南威尔士大学顺应这一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为 2019-2021 年期间研

究大自然权利的学生设立了两个全时博士奖学金。 

70. 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法律和司法学院正在与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

合作，准备开设一门题为“生态法理学”的课程。 

71. 在孟加拉国，各级教育中使用的教科书使儿童认识到人类行为如何加剧气候

变化，又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自 2009 年以来，政府成功实施了一项国家服务方

案，旨在培养具有气候意识的公民和技能熟练的企业家，他们将在向与自然更和

谐相处转型的框架内，利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创办环境友好型企业。 

72. 巴西圣保罗马里利亚大学的法学博士课程将大自然权利纳入“发展理论”

学科，激发了与南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教授和学生合作开展的辩论和撰写的科学

论文。 

73.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在国际关系正规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一门与联合国议程有

关的课程。2019 年第一学期，学生们选修了该课程并参加了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讨论，探讨了生态经济学概念和实践。学生们制作了一本关于《2030 年议程》

的电子书，宣传和平文化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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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018 年，巴西圣保罗但丁学院开设了一个以地球为本的跨学科项目(涉及生

物、化学、英语、地理、历史、数学、物理、葡萄牙语和技术)。在联合国与自然

和谐相处方案的启发下，约 300 名学生、协调人和教师利用文本、广播材料和讨

论参与了该项目。该项目将主题置于相互关联的背景下，其积极成果明显体现在

最终产品中，这些产品发展了学生为巴西城市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 

75. 在玻利维亚，跨文化非殖民化教育项目将当地土著民族的知识和智慧与西方

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认识到二者各自的贡献和优势。这一国际项目是通过南南

合作方案“比较和支持内生式发展”，在七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加纳、津巴布韦、

印度和斯里兰卡制定的。 

76. 玻利维亚还在所有公立大学提供持续的不同文化间非殖民化教育。市立圣西

蒙大学和市立圣安德烈斯大学在瑞士发展合作署的支持下牵头开展了这一努力。

大约 284 名学生得到技术一级的培训，247 名学生得到本科和研究生一级的培训。

他们还参与向地方政府传播成果，以改进有关气候变化的决策。 

77. 1991 年，印度最高法院发布了环境教育指示，2003 年向教育机构发布了全

国性指示。因此，130 万所学校和 600 多所大学的 3 亿多名学生接受了关于环境

和气候变化的义务教育。“气候行动特别科学快车”是一个创新的移动式科学展

览，安装在一列 16 节车厢的火车上，展出 16 年来吸引了逾 1 500 万学童参观。 

78. 在荷兰，未来世代实验室与奈恩罗德商业大学合作，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底启动了一个关于瓦登海法律人格的研究项目。 

79. 在大韩民国，2019 年 4 月和 5 月，“地球人民”组织继续与公益法律伙伴中

心合作举办地球法理季度系列讲座，主题为“地球法理知识大全”。该系列讲座

是为司法官员、律师和法律专业学生提供的一个培训方案，得到韩国律师协会的

认证，在改革治理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讲座主题包括从地球法理角度看宪

法和经济法，以及地球法理学的意义和方向。 

80. 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进一步扩充了关于地球法理和大自然权利的课程内

容，特别是 2019 年 7 月扩充了自然资源法课程内容，2019 年 3 月扩充了比较法

课程内容。 

81. 在尼日利亚，贝宁大学法律系将大自然权利专题列入了国际环境法本科和研

究生 2019 年全年的课程。 

82. 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于 2018 年 9 月扩大了宪法学硕士学位，增加了关

于承认大自然权利和新拉丁美洲宪政的研究。2019 年 7 月，卡斯蒂利亚-拉曼查

大学在欧洲伊拉斯谟扩大计划(选择加入)的框架内，在关于宪法正义、宪法解释

和适用的专业课程中提供了一个题为“环境权和大自然权利”的模块，主题涉及

和平、大自然和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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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非正式教育和公众参与 

83. 澳大利亚地球法律联盟开设了澳大利亚第一个社区和大自然权利人民法庭，

该法庭由一个专家小组聆听公民和地球事务律师提交的涉及破坏澳大利亚生态

系统问题的案件。 

84. 在比利时，人们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一些全国性报纸发文主张转向明文承

认大自然权利，Hendrik Schoukens 等作者在法律著述中也提到这一主题。 

85. 巴西联邦司法委员会和塞阿拉联邦大学、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和戈亚斯联邦

大学根据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共同为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提供支持。这项

协议旨在建立研究、教学和出版方面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加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全球举措。 

86. 巴西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国际地球母亲日举行了一次关于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行对话，由 Edson Fachin 部长主持。对话是由巴西联邦司法

委员会为巴西司法系统的法官组织的，讨论内容涉及宪法法院在转向与自然和谐

相处方面应发挥的作用。7 

87. 2019 年，巴西福塔莱萨法里亚斯布里托大学提议将大自然权利纳入环境宪

法学科，并用视听材料支持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 

88. 巴西圣保罗市议员 Caio Miranda 与 Métodos de Apoio a Práticas Ambientais e 

Sociais 合作，力求为公立学校制定一项名为“大自然大使”的生态教育项目，重

点是地球法理学。2019 年 12 月，将由青少年参与者在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目标

协会在联合国日内瓦举行的年会上介绍该项目的成果。 

89.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坎皮纳斯大学将在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和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及其成员组织国际模拟联合国的支持下，主办第六届模拟

联合国会议。高中生和大学生将就“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主题进行辩论。坎皮

纳斯大学模拟联合国力求提高拉丁美洲学生的认识，使他们到 2030 年能够在各

自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90. 2019 年第一学期，坎皮纳斯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研究小

组，以理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含义，并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会者在讨论

的基础上编写了一份总结，参加了针对高中生的外联活动，并同与自然和谐相处

知识网络的专家进行了在线互动。坎皮纳斯大学将在 2019 年秋季举办第二个研

究小组。 

91.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人类世经济学”伙伴关系和“生态纪项

目领导力”与生态法律和治理协会及其他组织合作，共同主办了 2019 年关于生

态法律和治理的月度网络研讨会系列。2019 年 5 月，加拿大生态经济学会在安大

__________________ 

 7 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http://www.harmonywithnatureun.org/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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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省滑铁卢举行了双年度会议，主题是“参与变革经济”。会议包括一次题为

“生态法：主要主题和发展”的特别会议。 

92. 2019 年 6 月 25 日，哥斯达黎加环境部副部长开始与盖亚基金会协商，力图

将地球母亲和平之路和健康旅游项目纳入由 32 个国家公园和几十个避难所和保

护区组成的国家养护系统。该项目旨在向游客提供关于气候变化和大自然权利的

教育，并促进《地球母亲和平与健康协定》的签署。 

93. 2019 年 6 月 21 日，即国际瑜伽日，哥斯达黎加大学启动了一个关于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教育项目，以倡导地球法理、地球母亲有意识进化原则以及承担应对

气候变化的个人责任，该项目也推动了《地球母亲和平与健康协定》。 

94. 2018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首届国际健康与水疗旅游大会在哥斯达黎加

拉福图娜举行。与会者签署了《地球母亲健康旅游宣言》，要求当局开发一种健康

旅游模式，在整体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推广地球法理。哥斯达黎加还在哥斯达黎加

国立大学合作下，主办了巴西国家法学研究和法学研究生课程理事会第六次国际

会议，讨论重点是人权、宪政与民主、可持续性和大自然权利。 

95. 在智利，举办了几次以自然权利为中心的活动。2019 年 4 月 17 日，智利大

学研究和拉丁美洲美学中心、瓦尔帕莱索市和智利地球母亲权利运动在瓦尔帕莱

索组织了一次大自然权利会议。2019 年 4 月 25 日，塔拉帕卡 Alto Hospicio 的一

个生态公园落成，这是用回收材料设计的可复制的城市花园模型，目的是强调在

该地区落实大自然权利的紧迫性。该项目是由 Alto Hospicio 市、非政府组织

Manito Verde 和沙漠妇女合作社组织的。在 La Huayca 举行了愿景理事会会议，

重点讨论在智利北部创建大自然权利运动。 

96. 在萨尔瓦多 Ahuachán，作为世界环境日活动的一部分，Sípor Los Derecho s 

de la Naturaleza 于 2019 年 6 月 8 日主持了一次对话，题为“关于林业权利与地

球法理的对话”。来自该地区的 200 多名学生应邀参加，以鼓励未来的参与和关

于自然权利的教育。 

97. 2019 年 3 月，汇集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组织“共同家园研究所”在梵

蒂冈向教皇方济各提出了一项教育合作提案。根据这一契约，地球母亲被视为一个

有生命物，作为权利主体，其尊严应得到保护和尊重，这也是合作的主要重点之一。 

98. 2019 年 6 月，生态法律和治理协会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法律委员

会伦理专家小组在的里雅斯特大学举行的全球生态完整性小组第 27 次会议上介

绍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该小组是一个跨学科团体，致力于促进生态完

整性、地球民主和地球法理，将其作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治理要素。 

99. 2019 年，地球法律中心和一个领先环境法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联盟与威科集

团签订了一项合同，将出版一本名为《地球法》的法学院教科书。这本书将涵盖

有关大自然权利和相关运动的主题，包括动物权利、人类环境权利和公共信托论。 

100.  在法国，2018 年 11 月 18 日，非营利组织 Compagnie des matins bleus 发起

推动一项全球树木权利宣言的全球呼吁，并呼吁起草一项关于树木权利的宣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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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2019 年 4 月 5 日在一次关于保护值得关注的树木的座谈会上向法国

国民议会提交了该宣言，并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发起了在线签名运动。 

101.  2018 年 11 月，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题为“大

自然作为权利主体？主权、责任和社会矛盾”，讨论重点是比较欧盟与美洲的大

自然权利运动、宪法保护以及土著人对待自然和动物权利的方式。 

102.  2019 年 1 月，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法学院主办了一次北爱尔兰地球之友与

社区环境法律保护基金的联合活动，以探讨在北爱尔兰以至更广泛的联合王国范

围内发展大自然权利做法的机会。 

103.  自然保护联盟于 2018-2019 年开始筹备将在法国马赛举行的 2020 年大会。

世界环境法委员会道德操守专家组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法国委员会合作，在 13

个成员组织的支持下，为 2020年大会提出了一项以地球法理为依据的基础提案，

力求为大会各级规划工作提供信息。一个关键主题将是“维护权利，确保有效和

公平的治理”，其中除其他外包括保护自然的义务。 

104.  2018 年 7 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会在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举办了年度会议。世界环境法委员会 60 个成员作了专题介绍，讨论了大自然权

利等议题。 

105.  2018 年 11 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了科学、政策和民间社会关于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用的科学政策对话，讨论了“到 2050 年实现与自然

和谐相处”议题。与会者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国际生物

科学联盟、欧盟委员会、欧洲联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接合机制、

美洲全球变化研究所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106.  罗马尼亚大自然权利协会和罗马尼亚帕加马协会在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大

学、克林切尼体育学院和阿夫拉姆扬库国立学院等多所学校、学院和大学推广了

地球法理和大自然权利概念。 

107.  坦桑尼亚大自然权利协会正在与卡盖拉区的六个县合作，在当地学校推行

环境教育举措，包括对教师和当地民众开展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培训。 

108.  2018 年 12 月 7 日，在新西兰法律基金会的支持下，坎特伯雷大学法学院

举办了一次关于比较法中土著水权的研究讲习班。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讨论了土

著水权以及河流法律权利的作用。 

109.  尼日利亚河保护基金会、埃塞奥佩河信托基金会和“时刻爱护环境”组织

等基金会发起了一场关于地球法理的全国运动，目的是在尼日利亚激发对大自然

权利的认识和支持。2020 年 4 月 22 日还将启动一年一度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全国互动对话。 

110.  在大韩民国，地球人民组织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主办了第一次生

态纪文化国际会议，主题是“朝鲜半岛和东亚的生态转型”，150 名本国和国际

专家与会，审查了当前在全球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城市方面的努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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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将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变化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和实践联系起来。会

议包括“我们为实现文明系统转型所作的努力”、“寻找替代生态经济系统”、

“生态文化和继续教育的未来任务”等专题会议。 

111.  地球人民组织将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江原道春川召开第二届国

际生态纪会议，主题是“恢复地球正义和东亚的作用”。主要专题会议将围绕转

向新的可持续范式，包括“与地球和谐相处：关于未来的对话”、“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地球法理的国际传播”、“大自然权利和非军事区的未来”。 

112.  2019 年 1 月，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发展研究所和国际环境法中心

举行了一次关于太平洋权利的区域会议，由此启动了相关研究，将用于起草一项

承认太平洋为拥有权利的法律实体的决议，该决议计划于 2020 年通过。 

113.  在菲律宾，菲律宾米索尔伙伴有限公司正在与菲律宾天主教会议的发展和

宣传分支——菲律宾社会行动全国秘书处/明爱——合作起草立法，以通过法律承

认大自然母亲的合法权利。 

114.  2019 年，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发布有关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信息，已经申请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一份关于承认大自然权利的宣言。 

115.  2019 年 2 月，位于西班牙塔拉戈纳的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塔拉戈纳环境

法研究中心与广岛大学组织了一次关于大自然权利的研讨会，并于 2019 年 6 月

主办了第四次塔拉戈纳国际环境法座谈会，这是一个供个人介绍和讨论他们在承

认自然为权利主题方面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论坛。 

116.  2019 年 5 月 10 日和 11 日，在瑞典举行了关于大自然权利的第二届国际地

球权利会议，其间就瑞典第二大淡水湖韦特恩湖的权利举办了论坛。会议通过了

一项关于韦特恩湖权利的宣言，并启动了全球大自然权利联盟欧洲中心，以协调

在整个欧洲大陆通过大自然权利法律的运动。 

117.  在瑞士，非政府组织“地球母亲权利”于 2018 年 7 月发起了一场签名运

动，目的是鼓励联合国正式起草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截至 2019 年 5 月，该

运动已经收集了逾 26 万个签名，目标是到 2020 年达到 100 万个签名。2018 年

12 月，在《世界人权宣言》70 周年纪念活动中，“地球母亲权利”组织和国际科

学目标协会在日内瓦联合国组织了第一次推动《地球母亲权利宣言》的游行。 

118.  2018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目标协会在日内瓦主办

了关于大自然权利的第七届年度国际会议，来自致力于大自然权利倡议的各个网

络的 30 多名发言者汇聚一堂。下一届会议将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举行。 

119.  国际科学目标协会还组织了多个名为“英才会”的科学夏令营，就与大自

然权利有关的实际研究项目对青少年进行培训和指导。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强个人

对地球母亲负责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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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在荷兰，2018 年 6 月，作为一个文化项目，物议会推出了北海大使馆，以

探讨海洋的法律人格。2019 年 7 月，北海大使馆将举办一系列讲座，讨论清洁水

权、瓦登海生态系统权利和水的法律人格。 

121.  在乌干达，2018 年 11 月发布了题为“承认地球母亲的权利：在乌干达加

强地球法理”的报告，这是律师和司法机构能力建设战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关

于在乌干达法院诉求大自然权利的指导。 

122.  在联合王国，2019 年 6 月，盖亚基金会举办了被称为“地球法理学之父”

的托马斯·贝里逝世 10 周年纪念活动。与非洲地球法理运动合作开展的各种活动，

如社交媒体帖子、报纸和电视采访以及在线互动故事“揭示地球法理之谜”，已

经触及全球受众。 

123.  在联合王国注册的国际同行评议期刊《生态公民》的读者人数和实力持续

增长。这是一个明确以地球为中心的杂志，涵盖地球法理、以地球为本的法律、

大自然和地球母亲的权利等主题。 

124.  2019 年 4 月，英国芬霍恩基金会与大自然权利组织和其他组织合作，主办

了一次关于“气候变化和意识”的会议，世界知名人士与会发言，主题包括地球

法理、土著智慧和大自然权利。 

125.  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和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正在开展一个调查项目，旨在绘

制跨国大自然权利网络的地图，并收集有关从事大自然权利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特

点的信息。该项目由 Craig Kauffman 博士和 Pamela Martin 博士领导，它将有助

于加强各个网络，并产生一个全球大自然权利组织数据集。 

126.  明尼苏达州奥吉布韦白土族群一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育举措，例如

通过观察和动手学习了解传统的野生稻米采集和加工，目标是利用粮食安全和气

候变化教育作为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切入点。 

127.  世界人民支持联合国理事会将与联合国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案合作，将于 2020

年春季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由 Liam Sy Paquemar 创作的首次全球变暖表演展览。 

128.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扩大了将“与自然和谐相处”纳入其模拟联合国方

案的范围，增加了一项模拟活动，并与国际科学目标协会结成伙伴关系，使高中

生(2019 年 2 月)和大学生(2019 年 10 月)能够聚在一起，就关于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决议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共识。 

 五. 结论 

129.  过去 10 年来，地球法理可被视为 21 世纪发展最快的法律运动。承认人类

与世界其他部分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最重要的结果是将非人类世界视为一个法

律主体，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通过承认地球固有权利的宪法条款、立法举措和(或)

或司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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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重新定义法律教育和法律理论已成为发展以地球为本的方针的核心，世界

各地高等院校教学课程的迅速增长反映了这一点，这些课程有些是关于这一主题

的正规教学，有的是在学习小组、讲习班、研讨会和会议等非正式场合让学生接

触到这一主题。 

131.  教育、气候行动和民间社会相互联系，深刻交织，共同应对向以地球为本

的范式转变的需要。所有各种不同法律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拒绝人类中心主

义，拒绝将人类的存在置于界定周围世界的关系网络之上和之外。 

132.  此外，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发起了关于大自然权利的运动并起

草了宣言，呼吁联合国起草一项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以反映世界各地日益增

强保护地球和各物种后代的决心。 

133.  以地球为本的范式以人类最古老的法理传统为指导，本质上是多元的。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决于对生态系统、土地和海景、文化和传统多样性的尊重、保

护和培养。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我们对可想象的多种生命形式——不仅是人类生

命，而且是所有生命——深刻感恩。。 

 六. 建议 

134.  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和科学界、世界各地的精神领袖、社区和土

著领袖以及利益攸关方普遍认识到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破坏性影响。面对关于

气候变化对地球上所有物种构成的生存威胁以及自然界生态系统迅速恶化的可

怕预测，要求就地球母亲的权利发表一项全球宣言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承诺

继续了解在涉及公正转向以地球为本的范式的法律、政策、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

最新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革和行动。因此，会员国不妨考虑以下建议： 

 (a) 参与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关于起草世界地球母亲权

利宣言的正式对话，以反映世界各地日益强烈的对保护地球和各物种后代的承诺

和呼吁。这样一项世界宣言将提供一个国际道德指南针，引导人类更好地理解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世界各地通过的地球法理立法可以作为这些对话的框架。

可以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网站进一步支持对话。 

 (b) 鼓励扩大由专家实践者、学者和思想家组成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知识网络，

在进一步执行《2030 年议程》的过程中，继续推动实现可持续地与自然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