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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2018年7月25日，注定是黄山载入史册的一天
！
北京时间2018年7月25日16时16分，在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

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计划”第30届国际协调理

事会上，中国黄山以34票全票通

过，正式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成为中国第34个、安徽省首个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至此，黄山成

为全球首个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于一身的自然保护地，也是目前我国唯一

以风景名胜区为主体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成功范例。



生物圈保护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拟从三个方面阐述

一、黄山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二、黄山成功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贡献

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保护发展理念在黄山的实践



黄山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

皖南山区腹地，东接浙江

天目山，西延江西鄱阳湖，

北邻安徽九华山，南连屯

溪盆地，保存着完好的全

球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

渡性地带中森林生态系统、大面积的天然森林植被、丰富的植物

群落类型和完整的垂直带谱，孕育了丰富的珍稀保护、特有动植

物资源，是世界上同纬度带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



黄山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黄山保存

了亚洲东部地

区冰期以来最

为完整的森林

生态系统，是

流向钱塘江流

域的新安江水系、流向鄱阳湖流域的昌江水系，流向长江流

域的青弋江水系和秋浦河水系的重要水源地，也是四大水系

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黄山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黄山生物圈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0.51%，有2385种高等植物，隶属244科

，其中裸子植物6科，占世界裸子植物的总

科数的40%，占中国裸子植物总科数的

54.5%；被子植物132科，占世界被子植物

总科数的32.5%，占中国被子植物总科数的

57.1%；有脊椎动物417种，蝶类175种、

蜘蛛目138种。以全国万分之0.44的陆地面

积，分布着全国6.92%的植物物种和9.55% 

的动物物种。



黄山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黄山的文化多样性主要包括宗教文

化、古代建筑、摩崖石刻、名人游踪和

大量以诗、词、歌、赋、画作、影像等

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自唐至民国，先后建有寺、

庙、阁、庵百余座，其中祥符寺、慈光

寺、翠微寺和掷钵禅院，号称“四大禅

林”。黄山现存历代摩崖石刻300余处

，篆、隶、行、楷、草诸体兼备，集书

法和石刻艺术为一体。诞生于明末清初

的黄山画派是我国唯一以山命名的画派

，传承影响至今。



黄山成功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贡献

黄山成功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开我国风景名

胜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先河，为我国风景

名胜区与生物圈保护区融合发展，兼容并蓄提供了范

例。体现了黄山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历史

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科学价值。黄

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意义就在于积极主动

利用先进的保护、管理与发展理念为黄山未来指明方

向，借助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平台，努力践行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三大功能要求，加强与其他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的交流合作，更好更科学地保护黄山的生物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就在于不断提高黄山的国际知

名度和美誉度，促进黄山旅游经济发展，实现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黄山成功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贡献

黄山成功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也是对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一大贡献，一是为中国和全

球同类型风景区提供了申报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的一个成功范例，有利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

目标和理念在更广阔的区域、更多的人群中进行

传播和实践，有利于扩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中

国和全球的影响力，二是为更好、更广泛地开展

国际合作增添了新的平台和机遇，黄山成功加入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研究机

构和院校以黄山为基地拓展研究领域，挖掘研究

项目，共享研究成果；三是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网络成员分享黄山保护管理经验提供了渠道。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长期以来，黄山始终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

的方针，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好的保护。黄山“生物与地质

多样性保育、文化多样型尊重与交流，公众教育与游览体验度提升、公平受

益与社区幸福度增强”的保护发展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宣传推广。“环境影响最小化、经济产出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

旅游体验最佳化、社区发展一体化”的黄山可持续发展模式，受到中国社会

各界及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

调理事会认为黄山在保护生态资源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为探索和尝试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黄山保护管理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与生物

圈保护区的保护功能、发展功能、后勤支持

三大功能的高度契合。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保

护功能要求：确保景观、生态系统、物种和

遗传变异得到保护。黄山做到了设立专门保

护管理机构，对景区一切资源，包括一草一

木、一沙一石都实行依法保护、科学保护、

源头保护，确保了景区开发建设项目自始至

终置于规划、园林保护管理之中，实现保护

管理全域全程无盲区。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功能要求：促进

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保持文化、社会和生态

的可持续性。黄山做到了让毗邻五镇一场公

平收益、社区幸福度增强，共保黄山资源，

共享黄山旅游发展成果，山上山下已成为命

运共同体，“黄山的事就是周边的事，周边

的事就是黄山的事”，已经成为黄山与周边

乡镇的共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后勤支持功

能要求：提供有关当地、国家及全球范围的

保护和发展的研究、监测、教育及信息交流

的支持。黄山做到了不断深化国际国内交流

合作，拓宽交流合作的渠道，面向中小学生

开展研学游活动，实现信息共享、成果分享、

经验互享的开放包容局面。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黄山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既是崇高

的荣誉，更是黄山向全世界的庄重承诺与沉

甸甸的责任！今后，黄山将做好以下五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计划”的功能要求，在黄山生物圈

保护区共管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置专门的组

织机构，协调与管理生物圈保护区内的各项

工作。二是要严格落实申报过程中制定的《

黄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计划》，将其中

的十大行动计划内容一一抓好落实。



• 三是要进一步推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

核心理念在黄山的再实践，学习借鉴其他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切实保护好黄

山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促进保护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 四是要推动生态营地建设项目在黄山周边

地区落户，通过生态知识普及、环境保护教

育、野外生态体验等形式，全面提高大众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

• 五是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黄山成为万物生

灵繁衍生息的天堂、华东地区坚实的生态屏

障。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黄山将以入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新的起点，进一

步开放创新、开拓进取，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黄山样

板，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美丽中国提供坚实的生态保

障和环境支持，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事业作出黄山贡献！

有些人总是在后悔过去，有些人总是在陶醉现在，而黄

山是在研究未来，并将拥有美好的未来！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理念在中国黄山的实践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