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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生物多样性国际日的主题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维持人

类生活与生计”。 

这是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提出的愿景

所作的有力回应。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议程，为人类、为和平、为地球描绘了未来 15

年的新航程。推进这一事业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全球行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和人类生计造成的影响，找到可持续利用地球资源的

途径。 

教科文组织在制定有效、包容解决方法的前沿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

《世界遗产公约》、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和世界地质公园计划，教科文组织

正在为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地，包括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教科文组织的 197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和 669 个生物圈保护区涵盖了所有的重要

生态系统，本身便是各地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法的学习平台。分布在 33 个国家

的 120 个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在地质遗产保护和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些遗产地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如何直接造福于当地社区，而保护自然

又与当地的发展并行不悖，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和谐互动并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有意义范例。这些遗产地反映出在各层面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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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绿色社会的形成，使福利分享更加公平，资源利用更加明智，生计生

活更具有可持续性。 

在综合利用我们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包括地方知识和土

著知识的基础上，教科文组织对地方社区提供支持，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培

养可持续管理的能力，分享最佳做法，铸就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网络。 

我们现在享用的生物圈是数十亿年形成的，动植物的多样性无比丰富。

现在就行动起来为子孙后代保护这种多样性，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是教科文组织在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传递出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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