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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可持续性”（ bio SUSTAINABILITY ）科学计划是生物多样性计划（ DIVERSITAS ）3 个核

心科学计划之一，是一个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国际计划。 bio SUSTAINABILITY 有 3 个密切相关的研

究焦点：①评价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②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社会、政治和经济驱动因子分析；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的社会选择和决策取向研究。介绍

了  bio SUSTAINABILITY 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战略，并分析了它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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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样性计划的发展及其结构

生物多样性（ DIVERSITAS ）科学计划始于 1991 

年，其发起的组织者是国际生物科学联盟（ IUBS ）、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SCOPE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UNESCO ）。后来该计划的组织者又增加了国际

微生物学联盟（ IUMS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IC-

SU）。 DIVERSITAS 计划现已被列为于 2001 成立的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伙伴组织”（ Earth   System   Sci-

 ence   Partnership ， ESSP ）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四大

计划之一［1，2］。
 DIVERSITAS 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科学

计划，旨在研究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和丧失引起的

复杂科学问题，通过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

科领域的科学家联合起来，以促进对全球关注的、跨

越国家和区域边界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科学研究。
 DIVERSITAS 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支持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基础［1，3］。
 DIVERSITAS 的研究目标已经过多次修改，最

初确定的研究目标是：①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

功能的影响；②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保护和丧失；③

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和分类。1996 年， DIVERSITAS 

又增加了更多的研究目标：①生物多样性监测；②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恢复和持续利用；③土壤和沉积物

的生物多样性；④海洋生物多样性；⑤微生物生物多

样性；⑥内陆水的生物多样性；⑦生物多样性的人类

因素［1，4］。这些新的研究目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该

计划原先的研究内容，而且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中的人文因素。
2001 年， DIVERSITAS 计划进入第Ⅱ阶段研究

期［1］，在召开一系列的科学研讨会并咨询世界上许

多生物多样性研究专家的意见后， DIVERSITAS 科

学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要研究的 3 个目标：①发现

生物多样性并预测其变化趋势；②评估生物多样性

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影响；③发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科学。
2003 年， DIVERSITAS 就以上 3 个核心目标分

别举行了一系列科学会议，并确定了其实施措施。

经过对  DIVERSITAS 研究目标的重新审视和认知，

确定了“生物发现”（ bio DISCOVERY ）、“生态服务”

（ eco SERVICES ）、“生物可持续性”（ bio SUSTAIN -

 ABILITY ）3 个核心研究计划［1，3］。
 DIVERSITAS 计划确定于 2005 年 11 月在墨西

哥的瓦哈卡（ Oaxaca ）举办“第一届生物多样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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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会议———为了人类福利的集成生物多样性科

学”（ First  DIVERSITAS Open   Science   Conference ： In-

 tegrating  biodiversity  science  for  hum an  wel  l- being ），

对生物发现、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可持续性等进行讨

论［5］。

“生物发现”（ bio DISCOVERY ）核心计划［6］。当

前，有关生命多样性及其变化的研究较少且零散。

作为其它研究的基础， bio DISCOVERY 研究计划将

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研究地球上有多少种生物

多样性，并研究它们是怎样变化的和是什么机制导

致了它们变化。该研究计划的焦点主要有 3 个：①

评价目前的生物多样性；②监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③认知和预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生态服务”（ eco SERVICES ）核心计划［7］。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转化方面的研究较少

且应用性较差，所以， eco SERVICES 研究计划将研究

生物多样性变化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及其服务

的。该研究计划的焦点主要有：①研究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②研究生态系统功能

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联性；③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变化的人类响应。

“生物可持续性”（ bio SUSTAINABILITY ）核心计

划［3］。 bio SUSTAINABILITY 将理清理解个人、企业

以及政府部门威胁生物多样性的行动所隐含的行为

和动机的研究需求。该核心计划与其它计划的明显

区别是，它的重点是集成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社

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

2　生物可持续性科学计划的主要内容

许多国际公约、国际文件、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及

规章制度、社会习俗都涉及到了生物多样性的管理，

但它们均未能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造成这

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制定的政策没有认识到

或没有完全考虑到个人、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所采取

的行动会威胁到生物的多样性。另外，社会也常常

不能正确地评价生物多样性的全面价值，特别是生

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bio SUSTAINABILITY 科学计划认识到：①生物

多样性对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人

类福利是不可或缺的；②人类活动是生物多样性近

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管理的有效方法，将来自于对那些重视生物多样

性价值的人们的动机的理解，特别是那些拥有和/或

使用生物资源及其背后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的人们

的动机的理解。

该计划也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生

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佳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的成果进行集成。因此，该计划的一个主要

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来自上述学科领域的、具有相

似意向和目的的研究者组成的研究团体，以发展解

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该科学计划主要由 3 个相

互关联的研究焦点组成，并将集成来自于  DIVERSI-

 TAS 的其它 2 个核心计划：生物发现（ bio DISCOV -

 ERY ）、生态服务（ eco SERVICES ）的研究成果和知

识。
2.1　研究焦点1：评价目前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措施的有效性

目前，有许多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促进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利用的计划和政策，研究焦点 1 的目标就

是有效地评价当前的保护计划和政策，确定是什么

因素导致了当前保护行动的成功与失败。因此，只

有通过评估，才能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佳实

践”活动。而为了使评估更科学、更严密，就十分有

必要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并发展对研究计

划和政策的有效性的定量衡量方法。

研究焦点 1 主要有以下4 项研究任务：

（1）任务 1.1 ：测量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有

许多方面，而且生物多样性还可从不同层次（基因、

物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测量。生物多样性的

度量标准能测量到所有相关的层次。因此，为了评

价政策和计划是否成功，就应按要求研究并提出一

套测量生物多样性的度量指标，它既可以是基于类

别的（如物种的丰富度和均匀度），也可以是基于系

统的（如生态产品和服务）。由于那些强调生物多

样性不同方面的生物度量指标可能并不总是趋于一

致，因此，在评价度量指标的影响时，在度量标准的

范围内考虑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所有层次是十分重要

的。

任务 1.1 的目的是给测量生物多样性提供一些

建议，以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提高测量的标准、加强

决策者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系。

为了分析对特定生物区系的不同测量方法的性

能，需要召开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

就是要确定生物多样性测量的哪些内容是一致的，

而哪些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仅仅知道生物多

样性的不同测量方法并不总是趋于同一方向，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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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和资源管理者的实践而言，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因此，将开始研究将多种测量方法合并为一种单一

的综合测量方法。

一旦收集到上述信息，这项任务将试图回答与

特定政策干扰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是不断地去做这种一直高或

一直低的干扰，还是依据所使用的生物多样性测量

方法而做不同的政策干扰？

该项任务的研究目标是：①对现有的有关生物

多样性测量的文献进行分析；②对变化条件下特定

生物区系（如珊瑚礁、温带森林和草地）的生物多样

性的不同测度体系的功效与可行性进行比较。

（2）任务 1.2 ：确定判断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战略与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行动和系统的管理很明显地在发生变化，因此，一旦

一套合适的生物多样性度量指标已被确定，就应该

分析不同战略的有效性。

任务 1.2 将考虑一系列的政策、行动和战略，包

括：海洋和陆地的保护区；地带化与土地利用控制

区；产权与土地使用制度的变化；农林耕作方式的变

化；预防过量生产的努力。

同时，该项任务还将研究激励政策，诸如对生态

系统服务供应的付费；对引起破坏的活动课税；对可

持续性的实践活动发证；教育活动及科普行动。这

项评价将跨越政策发挥作用的国际、国家、区域和地

方层次。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将被用来分析比

较那些用于评价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有效性的各

种方法的利与弊。

该项任务还将通过生态、政治和管理系统的案

例研究，来阐述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将

有助于评估以下3 方面的问题：①政策是否产生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激励？②政策是否会

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③政策对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影响。

这将弄清决定保护行动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

素，并将为成功的保护战略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已

经确定了两个可能影响保护行动成功或失败的因

素：①计划与政策实施的地方的制度的正式与非正

式特征；②生态、政治和经济边界之间的失谐问题。

该项任务的研究目标是：①对跨越生态、政治、

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广泛领域的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动、战略与政策进行评价；②建立判断生物多样

性保护政策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上是否

有成效的评价标准；③向研究和保护团体发出倡议，

提出创新性保护战略的细节并予以分析。

（3）任务 1.3 ：确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有关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影响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可能是正式的（如

政府的组成、法律体系、经济组织、国家的产权制

度），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一个国家的

人文活动习俗）。由于这些方面制约或形成经济和

社会决策，因此，保护措施能否成功采纳关键取决于

这些制度的特性。

典型的保护包括改变制度，其目的是改变人类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但反过来，一种制度的变化也

会改变其他的制度，例如，产权发生变化（谁能利用

国家的公共资源）很可能会使非正式制度发生变化

（如一个社区的社会行为规范发生变化）。事实上，

与产权最初发生变化时相比，非正式制度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没有什么影响或影响较弱。

保护战略成功与否很有可能依赖于制度因素，

如那些在制度健全的国家中实施的政策应用到那些

制度不太健全的国家或文明社会时，很有可能是不

适用的。因此，要分析并评估保护政策是否与已有

的制度环境相适宜，但是，也要不断地改变政策，一

旦政策实施，就要努力去做，以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预期成果。

该项任务的研究目标是：①评价正式和非正式

制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②

正式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在不同制度下可能发

生变化的结果。

（4）任务 1.4 ：分析生物、经济和政治边界之间

的失谐。在一个地方采取的行动的后果几乎很少仅

限定在那个地方，它们常常有对其它地方的“溢出

效应”（ spill- over  effects ）。“溢出效应”背后的机理

有生物物理因素或经济因素。

同样，也有大量由于一个生态系统不在一个政

治管辖区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失败的例子。因

此，当保护扩大到区域或全球尺度时，能否成功地跨

境保护生物学多样性就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先

领域。评估“溢出效应”的所有影响和跨境保护的

问题要求既要考虑经济因素、又要考虑生态因素。

任务 1.4 将分析一些案例。分析每一个案例

时，将制定一个评估所采取的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框架。如果资料许可，就可以用

这种框架评估所采取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的大小。

有一些跨境保护协议取得显著成功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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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使得对

大象、犀牛和其它濒危物种的偷猎大大减少。同样，

《北太平洋海豹保护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orth   Pacific   Fur   Seals ）有力地促进

了对北太平洋地区海豹种群的保护。虽然这些例子

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它们成功的正确度量方

法要求进行更严格的评估。

任务 1.4 的研究目标是：①收集整理一个地方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对另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案例；②分析“溢出效应”对

保护的影响；③分析克服了生物、经济和政治边界之

间的失谐而成功保护管理的情况和案例，并分析导

致成功的原因。该项任务有助于对某一行动所带来

的“溢出效应”的进一步认知，并能够了解管理跨国

境区域的生态系统的内在机遇和挑战。
2.2　研究焦点 2：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社会、政

治和经济驱动因子

生物多样性变化（如生境丧失、生境碎片化、过

度开发和外来物种入侵等）的近期原因已有很多研

究文献，这也是  DIVERSITAS 的核心计划“生物发

现”（ bio DISCOVERY ）的研究内容。但对有关导致

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驱动因子却知

之甚少，或者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例

如，是经济增长促进了保护，还是它提供的动力使原

始地区转变为其它用途了？ 同样地，是农业集约化

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增加和减少吗？

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键要素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了解导

致正面结果和负面影响的机制和条件，是制定能够

达到它们所宣称的成功的保护政策的首要条件。

已有类似于理解污染的最终制造者的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 EKC ）的方法。 EKC 研究的目的是解释

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以及与其它重要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最近，类似的研究已经超出了简单回归分析、并

专门解释在大量工作中发现的反复出现的情形。
 bio SUSTAINABILITY 计划用可比较的调查方法，以

理解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驱动

因子。

该项研究将深入理解社会、政治和经济驱动因

子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近期变化的各种机制。原始统

计分析揭示的一般趋势将被用于建立世界各地的特

定案例的更详细的模型。

案例研究将从由统计结果指导的特定区域的大

量生态系统类型（如陆地和水生、温带和热带）中选

择。近来对全球受威胁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生境分

布的研究表明，大多数这类案例发生在干旱区和温

带的生态系统。这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

定这些区域中人类活动与保护目标之间的矛盾冲

突、包容性和互补性等。

研究焦点 2 的研究目标是：①按国家进行统计

分析，了解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因素；②对特定国家进行详细分析，它们的特定社

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为什么会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成功或失败。
2.3　研究焦点3：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社会选择和决策取向研究

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式直接影响着

生物多样性。如当决策改变时（把自然系统改为生

产系统、改变水的利用方式、控制外来种的引进程

度、控制污染物的释放程度），可能会影响生物的多

样性。这些决策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经常是

由于缺乏对原因的认识和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或

缺乏减少这种影响的有效机制。特别是任务 1.4 所

涉及到的“溢出效应”。研究焦点 3 的目的就是研

究人类的选择和决策取向对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直接

和长期影响，从而为人们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研

究焦点3 的主要研究任务是：

（1）任务 3.1 ：全成本核算———考虑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生态系统有一系列

广泛的功能：能调节营养循环、给物种提供栖息地、

生产可被人类直接应用（或对人类有价值）的食品、

木材和药材。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降低了生态

系统的功能，当然也会促进一些功能。如当人类从

自然系统转移到农业系统时，会增加系统的食品产

量，但会减少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这种干预也可能

会引起系统能量和营养的流失，其后果是可能会引

起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

在评价社会的选择时，把各种选择与所有可能

引起的结果相联系起来考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

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选择不当，偏离社会而导

致整个保护行动的失败，但是，要把所有可能引起的

结果与各种选择都联系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

是当社会选择影响到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

性时。

阻止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纳入

全成本核算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类干预和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之间的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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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够；另一个是在确定和量化生物多样性及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时，遇到了许多的挑战。

这项工作的一些内容可以笼统地开展。然而，

对特定情况的调查应用将确定测量影响和价值的最

佳方法，以及结果的可信度。因此，该任务的大量研

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应在特定政策应用于特定生态

系统的情况下开展研究。

作为第一个研究案例，设想应当与  DIVERSITAS 

的农业多样性横向网络相联系开展工作。关注农业

和种植系统，该主题可促进对相对照的土地利用类型

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生态经济和标准经济增长的比

较研究。当从特定应用中有所收获时，研究者就会把

这些认识普及到重要的共同研究主题中。

任务 1 的研究目标是：①发展并应用测量人类

特定干预对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的方法；②对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文献进行分析；③评估保护措

施或价值评估方法是否提供了全面和可靠的、可以

为决策者应用的价值估计值；④列举更全面的核算

可以改进决策结果的案例，以在不同价值之间权衡

取舍时能提高决策水平。

（2）任务 3.2 ：与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共

同决策。社会不同群体对想做的事情和能接受的交

易有不同的观点。一些群体很可能对产品的产量很

感兴趣，而另一些群体很可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感

兴趣。同样，上游的用户对用水的自由有要求，而下

游的用户很可能对水的质量有要求。研究决策被所

有的群体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高到底的决策

可能很容易被简化，但如果忽略一些重要的群体，长

期下去，很有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败。从底层征集意

见，获得一个统一的意见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要让所

有的群体参与其决策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种解

决问题的方法包含的本意应该坚持。为了完成该任

务，有必要调查以下几个因素：群体的动向；确定谁

将参与和谁将做决策的标准；如何最佳地统一大多

数人的意见，这一点在评价参与方法是否成功时是

很重要的。

任务 3.2 的研究目标是：①总结不同利益相关

者群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经验；②分析促

使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生物多样性的成功

保护的因素。

（3）任务 3.3 ：面临不确定因素时，如何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是复杂的、自组

织适应性系统，其特点是具有历史依赖性、复杂动态

性。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一样，也是复杂

的、自组织适应性系统，具有可比较的动态行为类

型。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上是互相耦合和协同演化的，如，人类活动改变生

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反过来会影响人类

的福利。

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是要了解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动力学，以预测

不同的社会决策将如何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动力

学。但是，由于这些系统的极端复杂性，预测未来是

十分困难。由于这些动力学内在的奇妙性和复杂

性，使得基于几乎完全信息的传统方法在预测时几

乎没有用武之地。因此，生物多样性资源的长期可

持续管理需要一些新的方法。在这方面有前景的方

法包括：随机动态规划（ stochastic  dynam  ic  program  -

 m ing ）、恢复力管理（ m anagem  entof  resilience ）、适应

性的管理（ adaptive  m anagem  ent ）、多因子系统（ m ulti 

－agent system  s ）、综合环境评估模拟（ integrated  en-

 vironm ental  assessm  ent  m odelling ）、安全最小标准

（ safe m inim um  standards ）和预防性原则（ the  precau-

 tionary principle ）。

许多具体的研究问题也应纳入该研究任务中，

包括：对系统功能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阈值的监测；理

解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系统能够自组织的程度。

处理变化条件下生态系统行为的不确定性，也

需要仔细评估避免不可逆转的后果的价值（即选择

价值）。在这些方法充分发展的同时，一个主要的

挑战是将生物多样性与这些框架正式结合起来。

因为许多管理问题对特定的生物区系而言是具

体的，因此，对特定的生态系统而言，评估任务 3.1 

～3.3 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分析对特定生态系统的

管理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经验，这种分析主要涉及生

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

服务；保护目标、各利益相关者与可持续性问题管理

之间的权衡。对同一生态系统类型中的不同特定子

系统进行比较也是十分价值的。

任务 3.2 的研究目标是：①分析那些评估耦合

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可持续性的方法的潜力；

②分析社会决策对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的影响。

3　生物可持续性科学计划的实施战略
3.1　采取的行动

生物可持续性科学计划将通过跨学科和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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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合作的方式开展，由它的国际项目办公室

（ IPO ）负责实施。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结果的综

合与集成、野外实验观测和理论网络（ theoretical 

 networks ）（各研究网络的实验站的资料的收集与整

理）、案例研究和模型的建立理论与方法等。
 bio SUSTAINABILITY 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和采取

的各种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04 —
2005 ），主要是发布了一些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

行动；第二阶段（2006 —2008 ）将主要是发布第一阶

段的研究结果；第三阶段（2009 —2014 ）主要是进行

综合和发表相关资料。 bio SUSTAINABILITY 实施战

略第一阶段的进展良好（表 1）。

表1　生物可持续计划性科学计划 2004 —2005 年采取的行动
 Table  1　 Im m ediate activities  for  bio SUSTAIN  ABILITY - planned  for   2004   to  2005 

焦点/任务 采取的行动 时间 /地点

任务 1.1 在柬埔寨 /老挝 /越南召开研讨会，讨论生物多样性测量方面的事宜 2005 年 3 月；柬埔寨或老挝

任务 1.2 和 1.3 正式分析制度对保护政策的影响，形成一个有关制定成功政策手段标准的

长期研究计划

2005 年

任务 1.4 继续研究”溢出效应”的影响和生态与管理的不协调之处，形成一个有关制

定成功政策手段标准的长期研究计划

计划中

研究焦点 2 对引起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性因子进行有条理地分析 计划中

任务 3.1 开展全成本核算的研讨会，以提高决策水平 2005 年

任务 3.2 在“第一届生物多样性开放科学会议———为了人类福利的集成生物多样性

科学”上对涉及多方面利益相关者群体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讨论

2005 年 11 月 9 ～12 日；墨西哥的瓦哈卡

任务 3.2 参与有争论问题的研究计划 计划中

任务 3.3 讨论有不确定因素时，如何管理生物多样性 2004 年 7 月 14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其他 城市生态学专题会 2004 年 7 月 15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3.2　管理结构和执行机构
 bio SUSTAINABILITY 的工作将由科学委员会指

导，而  bio SUSTAINABILITY 科学委员会是由  DI-

 VERSITAS 的科学委员会任命的。 bio SUSTAIN -

 ABILITY 科学委员会的责任包括：①科学指导和监

督计划的实施；②鼓励各国的政府和基金组织从国

家、区域和全球尺度上支持与计划总目标相关的研

究；③寻求其他国际计划与生物可持续科学计划行

动的合作；④对项目工作计划负责。
3.3　加强合作

 bio SUSTAINABILITY 实施的行动将会加强和提

升  DIVERSITAS 的其它 2 个核心计划“生态服务”、

“生物发现”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同时，也会对山区

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淡水生物多样性和外

来物种等一些跨学科网站的建立有所帮助。此外，

还将对与  DIVERSITAS 有密切联系的各种计划非常

有利。因此， bio SUSTAINABILITY 将会加强与各项

计划等的合作。

目前由  IGBP 和  IHDP 提出的全球土地计划

（ Global Land   Pro ject ， GLP ）的好几个组成部分已与
 DIVERSITAS 有密切的联系。其主题 3———综合分

析和模拟土地的可持续性将对  bio SUSTAINABILITY 

特别有用。

4　结　语

生物多样性在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和人类可

持续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不断加

剧的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已

有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是引起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首

要驱动因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对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利用

进行管理。
 bio SUSTAINABILITY 通过鼓励在生态学、经济

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交叉研究，为决策者和资

源管理者提供了相关基础知识，使决策者和资源管

理者可以做基于可靠信息的决策并采纳最佳实践来

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这将对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

生物多样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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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bio SUSTAINABILITY  is one  ofthree  scientific  core pro jectof DIVERSITAS.  Itcom  prises  thre  e in-

 terrelated  focuses ：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currentm eas  ures  for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b  iodiversi-

ty； social ， politicaland  econom  ic drivers ofbiodiversi  ty loss ； socialchoice  and  decision  m aking  aboutconse  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biodiversity.  This pap  erintroduces  science  plan  and  im plem  entatio  n strategy  ofbio SUSTAIN -

 ABILITY ， sim ply analyses  the  im portantrole ofits for c  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biodivers  ity.

 Key  w ords ： Biodiversity ； bio SUSTAINABILITY ； DIVERS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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