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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给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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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就 2010 年底前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

度达成了协议，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依然令人不安。主要原因包括毁林、

生境发生变化和土地退化，这些又常常与气候变化影响愈益加剧有关联。另一威胁

是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这是今年纪念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关注的一个焦点。  

非本地物种是全球化的一个无意的副产品，危害着全世界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计和经济。单单南非政府每年就要花费 6,000 万美元，希望能够铲除像双翼豆那

样的入侵其宝贵农田、河流系统和开普植物王国等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旅游景点的

植物。  

在北美洲的五大湖，斑纹贻贝壳影响了航运、渔业和发电。在太平洋各个岛

屿，外来船只带来的老鼠灭绝了本地的鸟类。在很多非洲国家，水葫芦堵塞了湖泊

和河流，危害着水生野生动物，并威胁着水生野生动物为其带来惠益的各社区和行

业。  

还有很多实例说明外来侵入物种如何影响着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林

业、渔业以至人类健康。这种威胁有可能因为促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其他因素、特

别是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减贫、可持续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影响深远。 

《生物多样性公约》要解决的是外来侵入物种的威胁，办法是确定全球性的

优先事项和准则，分享经验和专门知识，并帮助协调国际行动。成本效益最高、最

可行的驾驭办法是预防。为确保成功，这一战略要求各国政府、各经济部门和非政

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一个国家只有了解哪种物种可能入侵，来自何处以

及用哪种最佳管理办法加以应对，才能防止其入侵。 

个人同样也有责任。遵守当地和国际检疫和海关规定，就能够防止害虫、野

草和疾病的传播。要做的说来很简单：切勿去惊扰自然生境中的活生物体，让它们

留在你的记忆中吧。 

明年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年。重要的活动有联合国大会的高级别会议和在日

本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这些活动将有助于确定未

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战略。控制外来侵入物种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其他根

源，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我吁请所有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继续努力保护地

球上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