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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我国的对策

李团胜, 程水英
(西北大学 城市与资源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介绍了千年生态系统的目的、任务、概念框架、实施过程及服务对象等,并提出了中国应该采取的

对策。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的是提高对生态系统的管理水平,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其任务是评估生态系

统现状、预测生态系统的未来变化、提出对策、在典型地区实施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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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Our Response Options

LI T uan-sheng , CHENG Shui-y ing

(Dep t. of U 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 orthw est Univer sity , X 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 he Millennium Eco system Assessm ent is a four-year process, com mencing in April 2001,

designed to im prove the managem ent o f the w or ld's natur al and m anaged ecosystem s by helping to m eet the

needs of decision-makers and the publ ic for peer-review ed, policy-relevant scient ific info rmat ion on the

condit ion o f Earth's eco-sy stems, potent ial impacts of changes to ecosy stem s on their ability to m eet human

needs, and pol icies, technolog ies, and to ols to improve their m anagement . T he objectives, process,

conceptual f ramew ork and users o f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are intr oduced. som e response

options are also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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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从 1998年开始, 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世界银

行、全球环境基金会( GEF)和一些私立机构的支持

下, 经过数十位科学家的努力,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 M 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 工作于 2001

年正式启动
[ 1—5]
。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专门设立千年生态系统

理事会、评估委员会、工作组及咨询组。工作组共有 3

个:现状工作组、未来预案工作组以及对策工作组。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联合国授权对全球生态系统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况进行评估, 并提出相应对策

的全球国际合作项目。它将历时 4 a,从 2001年 4月

开始
[ 1, 2, 5]

。

进行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提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

人工生态系统的管理水平, 给决策者和公众提供相关

科学信息。本文将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有关

文件, 介绍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主要内容,并提出我

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与任务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为了满足决策者和公众对

相关科学信息的需求,这些科学信息包括生态系统的

状态、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生态系统满足人类需求能力

的潜在影响以及提高生态系统管理水平的方针政策

和工具等。它是通过完善决策者和公众所使用的科学

信息,提高实施生态系统评估能力以及提高应用评估

成果的能力,来提高政府进行经济决策与环境决策的

能力,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管理水平,促进人类发展。

其核心任务是: ( 1) 生态系统现状评估。重点是

对生态系统过程、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

评估。( 2) 预测生态系统的未来变化。由于人口增加、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气候变化等驱动力的作用,

生态系统必然会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的预测也是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一个核心任务。( 3) 提出对策。要

提高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应

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4) 在一些典型地区启动若干个

区域性生态系统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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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构成

生态系统在时空上是高度异质的,生态系统中的

一些过程是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而且地方级的生态

系统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物质与能量通常是跨地区

和跨国家进行输送的。同时,生态系统的变化不仅仅

受地方行为的影响,而且也受国家政策甚至国际行动

的影响。有关生态系统变化的决策可在任何组织水平

上(即从地方到全球)做出。因此对生态系统完善的管

理不仅要求地方级的精心规划与管理,而且要求国家

级甚至国际上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所以,千年生态

系统是一个多尺度的评估, 从地方到全球。从而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包括以下 2 个部分 [ 1, 2] : 全球评估和典

型地区评估。

( 1) 全球评估。这是现状工作组和对策工作组的

初级工作,是未来预案工作组的主要工作。

( 2) 典型地区评估。选取 2～4个典型地区进行

评估。每一典型地区由许多较为分散性的评估活动构

成,包括地区( reg ion)尺度上的一个评估和地区内亚

地区( sub-region)尺度或地方( local )尺度上的一个或

多个评估。地方尺度上选取3～5个典型地区,国家尺

度上选 2～3个典型地区,地区尺度上选 1～2个典型

地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东南亚、南非及其它地区

进行典型地区评估。

可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尺度包括: 全球尺度、

地区尺度、亚地区尺度和地方尺度。无论是全球尺度,

还是每一个亚全球尺度的评估都将会通过下列 2方

面对决策者的要求做出反应。一是提供决策者所需的

信息。也就是说, 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现状、应力、趋势

和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目前的经济和公众健

康造成的后果的评价, 通过对诸如人口、消费、气候、

技术与经济增长等驱动力的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做出评价,通过对为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已经采取的

或已提出的各种政策、法规、技术和其它行动的优缺

点进行评估, 来提供给决策者有关信息,以便决策者

在决策时使用。二是提高参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

的人员与机构的能力。这主要通过下列几方面来实

现[ 2, 4] : ( 1) 提高参与各尺度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所

有个人与机构的技术水平。( 2) 提高利用技术工具和

科学模型从事综合评价的能力。( 3) 在地方和国家评

估中提高利用资料和统计指标的能力。( 4) 开发利用

新的方法,把地方级专家和评估与国家级、地区级和

全球级专家和评估联系起来, ( 5) 增加评估设计的经

验。( 6) 提高国际声誉,争取获得国际援助。

4　评估的概念框架与方法

4. 1　评估的概念框架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所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上。生态系统能给人类社会提供一系列产

品, 如食物、纤维、燃料等。同时还能为人类社会提供

生态服务,即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效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有

机质的合成与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调节

气候、营养物质储存与循环、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

环境净化与有毒物质的降解、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

的扩散、有害生物的控制、减轻自然灾害等许多方面。

可见, 生态系统直接影响人类福利。图 1[ 2]为生态系

统产品和服务的框架。

图 1　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框架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为解决与下列 2个基本问题

有关的政策问题提供了框架:人类对生态系统所做的

改变是如何影响人类福利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

的对策来改变我们对生态系统的利用与管理,以便改

善人类福利。所以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关注的是生态系

统的变化对人们的基本需求,如食物、燃料、纤维、水

等的影响, 生态系统的变化对当地气候的影响,对人

类健康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对文化、道德、美学以及伦

理价值等的影响。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变,首先改变生态系统对人

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改变毗邻系统的物质能量

流, 反过来,毗邻系统也会影响生态系统生产产品和

提供服务的能力。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不仅根据生物物理原理, 而且

根据社会和经济的思想,来研究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

务, 例如,要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贡献、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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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供给变化对地方和国家经济的影响、对就业的

影响、对穷人的影响等, 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

人类的影响, 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对不同社会群体如妇

女、当地人群等的不同影响, 对人口格局和人口迁移

的影响。也就是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应该对生态系

统变化的经济效应、公众健康效应或社会效应做出详

细评估。千年生态系统概念框架如图 2。

图 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

4. 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方法和步骤
[ 2, 5]

( 1) 确定评价地区的地理范围。评价范围大到整

个地球、小到一个行政区域、地理区域或流域。

( 2) 与用户一起确定信息和能力需求。

( 3) 确定分析单元(即整个范围内的亚地理单

元、景观要素、农业生态带等)。可把要评价的区域看

作一个生态系统, 也可以看做是一系列的不同的生态

系统或景观要素。通常根据主要植被覆盖类型(森林、

草地)、土地利用(农业生态系统)或自然特征(淡水生

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来定义区域或生态系统。

( 4) 对地区特征及生态系统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进行表述。这些特征包括土地覆盖、陆地群落、水生群

落、土壤、水资源等的空间分布和范围、生态系统间的

物质能量流, 火、干扰、破碎化的格局以及这些特征的

历史趋势等。

( 5) 从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的压力方面,对人类

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表述。对

生态系统的目前利用状况、生态系统在满足人类对各

种产品和服务(如食物、水、纤维、木材、生物量、能量、

清洁空气、保护功能、文化和美学价值、提供娱乐机

会、肥料、饲料及其它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中的意义、产生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量的多

少及其经济价值、它们对人类健康、生活与工作的影

响等进行表述。

( 6) 刻画生态系统的状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从

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生态系统的状态指的是生态系统

的生物特征和物理特征,如物种、初级生产力、蒸散量

等, 这些都是长期监测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技术信息。

然而更一般地,对决策者和公众来说,更关注的是生

态系统满足人类特殊的目的和需求的情况。因此,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强调按照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特殊目

的和需求的能力来刻画生态系统的状态,同时也注重

那些与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没有直接联系的生物

物理特征,如净初级生产力、土壤有机质等状态特征。

因为这些状态特征是监测生态系统变化的基本特征。

( 7) 对影响生态系统的驱动力进行预测。预测人

口动态、经济福利、生活方式,对能源、原材料、食物和

水的需求等这些影响生态系统的驱动力。

( 8) 评价各种预测结果对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的影响。评价各种预测结果对经济和人类健康

的影响。在提出预案后,就要评价各种驱动力的变化

对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的影响,这既要在全球尺度

上进行, 也要在其它尺度上进行。

( 9) 制定政策,寻求技术手段,来减少生态系统

变化的负面影响,增加生态系统总功益。

( 10) 确定进行监测与研究的各种需求,确定参

与机构和人员的各种需要,以便能更好地进行生态系

统状态评估,提高评估能力。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方法

见图 3。

5　成果形式、服务对象与实施过程

5. 1　成果形式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无论是全球尺度上的评估,还

是各亚全球尺度(地方、国家、地区等尺度)上的评估,

成果都将以技术报告的形式提交,并配以针对具体用

户的摘要性文件。报告及摘要文件将以多种文字印

刷。除了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的成果外,还将通过简

报和 Internet的形式与广大公众见面,也会努力以纪

实片、流行书刊、杂志等形式扩大“评估”的影响范围,

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

5. 2　服务对象。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一个“基于需要”的评价过

程, 使用评估成果的用户积极参与评估过程的设计与

实施。其服务对象即用户有: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缔

约国、湿地公约及其缔约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及其缔

约国。另外还有地区发展银行、双边发展互助机构、直

接使用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私有公司、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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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影响的私有公司(如保险业)、与地方发展和环境

保护有关的民间社团组织、当地群众组织和当地社

区。不同尺度上的评估成果服务的对象不同(表 1)。

5. 3　实施过程

从 2001年起正式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整个

过程将历时 4 a。2001年 1月—2002年 1月主要是设

计阶段。2002年 1月—2003年 12月是正式评估阶

段。2004年是成果集成与验收阶段。

表 1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用户

尺 度 核心用户　　 其他用户

全球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 防治荒漠化公

约,湿地保护公约, 联合国机构

公众, 私

人机构

地区性

和国家性

国家部门, 私人机构, 地方环境、

经济和贸易机构,发展银行
公众

地方性 地方团体
国家政府,

私人机构

图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方法

6　我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对策

为了解决我国在资源环境方面的诸多问题。如水

土流失、草场退化等,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活动,于 2001年 6月 5日, 我国正式启动了

“中国生态系统评估计划”, 它将对我国不同区域,主

要生态类型和重大生态问题进行评估,包括恢复过去

演化历史、评估目前现状、预测未来变化和提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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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优化管理对策等 4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其目标

为:将有关的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综合,为各级政府

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增强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和监

测能力,向广大公众传播生态知识, 改善我国的生态

系统管理,提高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为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国生态系统评估计

划”采用分步实施的原则,近期先启动“中国西部生态

系统综合评估”。在实施“中国生态系统评估计划”过

程中,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 1) 克服传统评估的弱点, 把各个景观类型作为

一个整体对待,体现评估的整体性; ( 2) 与其它的评

估相结合, 避免重复; (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不能检

测与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没有关系的问题,所以评估

应建立与这些问题的关系; ( 4) 使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和工具,如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等

等,并与联合国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接轨; ( 5) 重点

对典型地区的,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系统进行评

估; ( 6) 在评估过程中让各级行政官员、公众广泛参

与, 以便评估成果能得到很好应用,达到评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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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全方位快速报道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国家及全球性重大战略决策问题研究, 科研及生产实

践中的热点问题, 高新技术成果在水保领域的应用研究, 及时反映国家或某一地区科研和生产治理方面的前沿

问题,滑坡、泥石流、风蚀沙化、盐碱等水土流失灾害的预防、监督、监测等方面的信息动态、技术措施, 以及依法

防治水土流失的规律、典型经验、成果评价、问题讨论等内容。设有综合研究、试验研究、研究简报、应用技术、水

保监测、综合治理、学术讨论、专家介绍、专家论坛等栏目。

本刊以文会友,质量第一,热忱欢迎广大水保科技工作者和全国农业、林业、水利等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及大

专院校师生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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