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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作物品种、家养畜禽和鱼类资源，以及

对农业有利的昆虫和微生物物种多样性。近年来虽然在遗传

资源编目、收集、保存和利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还

需要在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合作交流、信息分享和

技术转让等方面做更多努力。

 � 如果能够使农业生物多样性得到可持续保护和利用，将为解

决饥饿、粮食短缺、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问题做出重要贡

献，从而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爱知目标”。

 � 缺乏政策、投资、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以及跨部门协调和

伙伴关系是限制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效利用的根本原因，正

在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目前世界上仍然有7.95亿人在挨

饿，到2050年将需要增加70％的粮食来满足96亿人的需求

（FAO，2015）。 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应给予

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利用。

 � 世界正面临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和灭绝的境况。据估计，

在过去的6600万年中，实际发生的物种灭绝是自然灭绝的

1,000至10,000倍，其主因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自然资源

的过度开发。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的灭绝是一

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必须得到高度关注。事实上，基因

丢失是我们子孙后代的重大损失。

“第一届国际农业生物多样性大会”于2016年11月6-9

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来自60个国家的900多名代表参

加了此次大会。大会分为16个技术分会、4个小型会

议、1个种质库圆桌会议、1个公共论坛、1个农民论

坛，还有墙报展览。内容涉及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管

理、获取和利用等各个方面。在2016年11月9日的闭幕

会议上，经详细审议，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以下宣言：



宣言

1. 我们呼吁各国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

景提上优先议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关于减贫，粮食、营养和健康安全，性别平等

和全球伙伴关系的“爱知目标”。

2. 我们认识到男女农民、牧民、部落村民和农村社区获取传

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的重要性，及其保护和利用在保障

粮食安全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呼

吁各国积极参与，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筹

资机制。

3. 我们敦促科研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利用，包括更加重视作

物野生近缘种的利用，来积极制定、加强和促进农业生物多

样性互补保护战略。我们应确保非原生境、原生境、农户、

社区和其他保护方法之间的相互配合，对每种方法都给予更

多和同等的重视。

4. 我们建议研究人员应用现代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基因组

学、生物技术、空间、计算机和纳米技术，开展遗传资源

鉴定、评价和特性挖掘研究。目标是通过多样化的农业生

产系统和景观布局，必须实现高效、公平、经济和环境安

全。

5. 我们再次强调植物、动物、水生动植物、微生物和昆虫遗传

资源全球交换的必要性，使农业和人类食物篮子多样化，满

足所有国家日益增长的粮食和营养需求。为了确保做到这

些，需要促使各国采用多边（如《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所设计的）和双边（基于《名古屋议定书》）机

制，以促进遗传资源的交换，提供公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机

会。

6. 我们期望协调各国现有的生物安全体系，包括植物检验和检

疫系统，提高其促进种质安全跨界流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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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还希望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更加重视开展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公众意识和能力建设项目，以促进其有效和充分利

用。

8. 我们建议制定和实施农业生物多样性索引目录，有助于监测

正在开展的遗传资源保护和管理效果，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

性热点领域。

9. 还要敦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团积极投资，激

励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以减轻营养不良，促进种植和

养殖户的高产稳产，并改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种努

力应为每个人带来公平的利益和机会，特别是妇女和年轻

人。

10. 我们敦促各国确定其研究和推广重点，增加投资来支持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此外，我们强烈建议设立一个国际

农业生物多样性基金，以帮助各国和社区科学地开展原生境

和非原生境保护活动，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

11. 我们敦促联合国考虑宣布“农业生物多样性年”，以便引起

全球的关注，促使全社会采取有效管理遗传资源的紧急行

动。

12. 最后，我们建议国际农业生物多样性大会每四年举行一

次，由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负责协调，以巩固2016年取

得的成果，不断强调落实“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德里宣

言”的必要性，并监测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各个国家取得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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