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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焕发出野性的光辉 

野生动植物是生物圈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对于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必

不可少，而且是缔造和平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素。野生动植物贸易以及与其

有关的旅游业为许许多多的社区创造了生计。据估计，大约有 10 亿人以丛林

狩猎为生。 

非法贸易、非法砍伐和偷猎是全球众多濒危珍稀物种今后将面临的最大

威胁，其严重程度仅次于栖息地的丧失。虽然我们制定了保护政策，但南非的

犀牛偷猎活动在 2007 到 2014 年间却增加了 8 000%；为了攫取象牙，平均每

年有 30 000 头大象被杀。 

正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认识到，消除贫困、巩固粮食安全

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将保护野生动植物作为其中一项基

本内容。 

要实现这些新的目标，唯有对非法活动决不姑息纵容。国际组织、各国

和消费者都必须更加积极地加入到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国际贸易的这场运动中

来。 

联合国的一项决议（A/RES/69/314）敦促会员国打击非法贩运野生动植

物，教科文组织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能力建设和支持人们选择替代谋生办法。

我们致力于通过大型类人猿生存伙伴关系（GRASP），保护大型类人猿及其

栖息地，目前正在与 102 个伙伴以及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共同打击非法

贩卖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物种。在非洲，我们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生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 

在世界环境日的致辞 

2016 年 6 月 5 日 



DG/ME/ID/2016/18  -  Page 2 

物圈保护区作为非洲反偷猎示范区”（BRAPA）项目，目的是消除偷猎给民

众谋生造成的威胁，同时打击非法贸易。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刚果盆地

和伯利兹堡礁等海洋遗产地开展的行动生动地说明了，我们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来保护世界遗产地内多种栖息地中的野生动植物。在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问题上

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是必须在早期教育阶段就开展的一项工作，

同时也是教科文组织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的宗旨。 

今年 3 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宣布关于打击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全球

联盟运动计划时指出：“要挽救地球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些物种，我们时间所剩

不多。” 

今天，教科文组织要大声疾呼，野生动植物的命运就握在我们的手里，

现在该采取行动了。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