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动指引 

 

1.   感谢自然的恩惠，立志从事与自然循环相协调的事业活动 

 1-1   认识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的恩惠（生态系服务）的重要性及其在基本经营活动中的反映。 

 1-2   思考生物多样性，经营者要确立目标，发挥领导作用。 

 

2.   对应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全球的视野采取行动 

 2-1   在制定事业计划时，要考虑到对国内外的生态系、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 

 2-2   对于遗传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做到让提供者与使用者同时受益。 

 

3.   自主、切实地采取拯救生物多样性行动 

  3-1   探索自身的事业活动对生物多性的影响，努力改善事业的推进方针措施。 

 3-2   努力进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活动，慎重思考以生物多样性评价为基础的交易、补尝

手段等的利用。 

  3-3   即使自身事业活动与生物多样性问题无直接联系，也要投入有益于社会的活动。 

 

4.   推行资源循环型的经营理念 

 4-1   立足自身事业活动， 持续遵行在商品服务和生活循环过程中的节资源，省能源，3R

的原则。 

 

5.   从学习生物多样性出发，对产业，生活，文化进行创新 

 5-1   推进重视深奥末测的自然的观念、传统的技术开发，激活文化生活。 

 5-2   努力展开有利生物多样性的技术开发、普及。 

 5-3   在自然受损的地区进行事业活动时，要努力做好恢复工作。 

 

6.   努力与国内外的有关组织合作 

 6-1   加强与 NOG、教育研究机构、地方自治体等的协作交流 

 6-2   大力传播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信息。 

 

7.   朝着培育生物多样性社会的方向率先行动 

 7-1   对公司职员实施的自然环境教育要与地区社会，NOG 等积极合作。 

 7-2   要不断 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生物多样性意识。 
 

 

日本经团连  生物多样性宣言 

2009 年 3 月 17 日  

（社） 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 

 

〈前言〉 

1.   日本经团连的活动 

      日本经团连以 1991 年“经团连地球宪章”和 2003 年“建设充满活力与魅力的日本”提出的

“环境立国”理念为基础，一直积极从事于改善人类未来生活的活动。 

       在自然保护的领域中，以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共荣为目标，1992 年设立了“经团连自

然保护基金”及运营协议会，开始了自然保护的宣教、普及活动以及支援以亚洲地域为中心的

NGO 的自然保护项目活动。自基金设立以来，支援项目的总数已达 800 件。2003 年发表了 

“日本经团连自然保护宣言”（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宣言”），进一步开展宣教活动。 

  

2.   生物多样性的危机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高峰会议：“国际环境开发会议”上，“生物多样性

公约”与“气候变动框架公约”同时被采纳。 但因为生物多样性不易测量与难以实际感受，所以

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 够充分。 

        人类得到生物多样性的恩惠数不胜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仅对人类的未来文化

生活，而且对水、食物及贫困等问题都有深刻影响。认识社会经济活动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

各种负面影响，集中世人与各组织的智慧， 同心协力缓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 

 

 3.   我们的决心 

         我们以“自然保护宣言”为基础，不断宣传生物多样性保全的重要性和开展自然保护

活动。现在更深刻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做为国际社会的一

员，我们决心与所有的人共同发挥作用、承担责任，携手促进生物多样性保全的进程。 

       为了以生物多样性的保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公正而平衡地分配由遗传资源的

利用产生的利益为目标，更积极地开展活动，我们提出“生物多样性宣言” ，它是对“自然保护

宣言”中生物多样性认识深化的产物。 

        

   另外，关于本宣言与行动指针，今后将根据工作的进展和需要加以加以完善。 

 



〈宣言〉 

 

 

 

1.  感谢自然的恩惠，立志从事与自然循环相协调的事业活动 

        我们怀着对依存于生物多样性培育出来的大自然（生态系服务）的感恩心情，立志于

协调地球诞生以来所孕育的大气、水、土及生物自然循环功能与人类事业活动的关系，做到

与自然共生。 

  

2.    对应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全球的视野采取行动 

       我们接受着超越国境的生态系服务带来的恩惠，与世人共同认识生物多样性面临不断

丧失的危机，从全球的视野思考地域的多样性，采取必要的保全行动。 

  关于遗传资源的利用，应尊重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理念，为将此遗产传给子孙后代而努力。 

 

3.   自主、切实地采取拯救生物多样性行动 

        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之重大，努力做到减少事业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自发而确实地投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全有实际贡献的社会活动，根据各自的经营内容与理念，

活用所持有的经营资源，做到努力创新。 

 

4.   推行资源循环型的经营理念 

         我们通过节省资源， 节能，3R 等活动，努力发扬循环使用地球上有限资源的社会

风气，进一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全事业，有助于气候变动问题的解决。 

 

5.    从学习生物多样性出发，对产业，生活，文化进行创新 

     我们学习深奥末测的自然的观念、传统的与先人的智慧，促进低负荷的事业活动与环境

技术的开发，朝着革新经营理念、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方向前进。 

  

6 .   努力与国内外的有关组织合作 

        为了对生物多样性作出有效贡献，我们要 努力做到与国内外的各种有关组织对生物

多样性达成共识，积极推进合作关系。 

  

7.   朝着培育生物多样性社会的方向率先行动 

      在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加强与社会各界交流，率先承担生物多样性的

社会责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作出贡献。 

  

 

 

我们坚定地提出生物多样性宣言，并努力实践以上七项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