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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第一次技术设计会议在荷兰召开

赵士洞
7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3北京 "$$"$"8

9 背景

自 "::;年以来3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7+(=8和一些私人机构的支持下3经
过以 %>?>@5ABC<D>E5FG0H<?>400HI6和 %>&B0JJIB为首的等数十位学者的努力3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74C11IHHCKL(M0G6GFIL%GGIGGLIHF3缩 写 为 4%8的 框 架 日 前 已 经 形 成3并 将 于 今 年 世 界 环 境 日7N月 #
日8正式启动O

4%的宗旨是为人类发展而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3其途径是将现有的生态学方面的数据和 各 种

信息进行综合和集成3提供给资源环境方面的决策人3直接为决策过程服务O它所提供成果的服务对象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湿地保护国际公约和防治荒漠化保护国际公约3联合国有关机构3各国及其地

方政府3各有关研究组织3私人机构及广大公众O4%的核心工作将分为PQ对生态系统的现状7&0HRCFC0H8
进行评估ST预测今后几十年中在人口增加<经济增长<技术进步3以及气候变化等驱动力的作用下生态系

统 的未来变化情景7-MIH5BC0G8SU提出为改进生态系统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功能而进行的生态系统管理

工作应采取的各种对策7DIGJ0HGI0JFC0HG8SV在一些重要地区启动若干个区域性生态系统评估计划7-KW
X10W515GGIGGLIHF8Y个方面O这几部分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 "O根据上述工作内容34%相应

地组成了 Y个工作组3每个工作组已分别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选定了一名学者作为组长O
4%的管理机构分为理事会7Z05BR8<评估委员会7%GGIGGLIHF[5HI18<工作组7E0BACHX+B0KJ8以 及

咨询组7%R\CG0B6+B0KJ8O我国的徐冠华院士为理事会成员3赵士洞为评估委员会成员3孙鸿烈<陈宜瑜<曲
格平和鞠洪生为咨询组成员O

4%是由联合国授权的对全球生态系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况进行评估3并提出相应对策的全球性

国际合作项目O它的实施将对促进生态学发展3改进生态系统管理状况3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

将具有重要的意义O为此3联合国安南秘书长已经号召各国政府积极支持该项目的开展O4%的提出3标志

着对在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和实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3同时

也标志着生态学的发展 进 入 到 一 个 在 各 个 时 空 尺 度 上 将 生 态 学 理 论 和 研 究 成 果 应 用 到 改 善 生 态 系 统 管

理3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O为此3它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高度重视3目前

正在制定我国相应的评估计划O
] 会议概况

为 了提出更加科学的工作计划3经该项目理事会和评估委员会决定34%第一次技术设计会议7=CBGF
’IM̂HCM51_IGCXHE0BAĜ0J8于 !$$"年 Y月 ;‘""日在荷兰国立公众健康与环境研究所7D,/48召开O来

自 a"个国家的项目理事会和评估委员会负责人<评估委员会委员<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的代表3及被

邀请的学者共计 :$余人出席了该次会议O赵士洞作为评估委员会的委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O会议由评估

委员会主席 ?>400HI6和 %>&B0JJIB两人主持O
该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和修订 4%的工作框架3拟订各工作组应当提供的成果3以及初步确定参

与评估工作的单位及个人O会议期间3全体与会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而认真的讨论3在许多问题

上达到共识3对原来的工作框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3达到了预期的目的O该次会议对于 4%的

成功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O
b 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及决定

b>9 关于 4%的工作框架 会议期间虽然与会者对 4%工作框架提出了一些补充和建议3但没有重大的

改动O与会者重又确认了4%工作的重点应集中在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功能方面3肯定了进行多

尺度评估以及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性O该工作框架可以应用于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进行的评估工作O重申

4%的成果应当主要服务于有关国际公约<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研究机构<一些私营机构和广大公

众O因此34%应当立刻采取有效的步骤使上述机构更多地参与到该项目当中来O
b>] 关于参与 4%的机构和个人 在确定参与 4%的机构和个人方面3该次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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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生态系统评估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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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5该文章是由6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7指导委员会和在美国的秘 书 处 印 发 的 &#,,’44#82/0*1-1(’2311’112’4(9
:(;’4$()’4#4$<=>=0#(-(*&=4=$’/0*1-1(’2.*;?82=4@’A’,*>2’4(9B;*C’0(DA’;A#’EF3>;#,GHIJJJKH&#,,’44#82
/0*1-1(’2311’112’4(9L>+=(’FM84’IJJJ(*M=48=;-IJJ!K和 &#,,’44#82/0*1-1(’2311’112’4(5DNC’0(#A’1H38+#9
’40’HB;*0’11=4+<*40’>(8=,";=2’E*;OFP=0O$;*84+&=(’;#=,.*;()’!1(Q’0)4#0=,@’1#$4R*;O1)*>H@;=.(!5M=49
8=;-ISHIJJ!K等材料综合而成H读者还可以通过访问 )((>5TTEEE%2=91’0;’(=;#=(%*;$得到关于该项目最新进展的有

关情况

工作组将在这一次会后进一步确定参与其工作的机构和个人H以便使该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U
VWV 生态系统现状F<*4+#(#*4K工作组 生态系统现状工作组确定了评价各类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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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化趋势的基本框架!该工作组还讨论了与现有的其它评估计划"如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全
球 国际水域评估计划#)*+,-*$./01.-/2+.-*3-/01454404460./"缩写为 )$35’(世界水评估#335’和全

球环境展望#)*+,-*7.821+.60./9:/*++;"缩写为 )79’等加强合作的问题!
<=> 生态系统未来情景#?@0.-12+4’工作 组 生 态 系 统 未 来 情 景 工 作 组 讨 论 了 如 何 将 在 全 球 尺 度 上 进 行

的预测生态系统情景的工作与对生物群区#A2+60’至小流域各个层次"或对水体生态系统各种产品和服务

功能影响的评估联系起来的问题!该工作组充分肯定了 B5所提出的把全球到生态系统各不同尺度联系

起来(考虑各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社会经济驱动力与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

相联系"以及既对未来的变化情景进行大胆预测"又考虑到某些不确定性等原则的正确性!
<=C 对策#D04E+.409E/2+.4’工作组 对策工作组制定了与现状工作组相类似的工作计划"但是强调该

工作组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各类政策对生态系统的历史变化和未来状况的影响方面!为了能够更好地完

成该工作组的任务"会议确定将邀请更多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学者参与该工作组的工作!
<=F 一些跨领域的问题 该次会议是一个重要成就"是在现状(情景和对策几个工作组所研究的问题之

外"又明确了一些跨领域的问题!比如G对各工作组所提出的成果如何进行综合H如何研究涉及到几个工作

组的一些问题H如何处理跨工作组的能力建设H如何选定分析的尺度和精度H如何定义影响生态系统的驱

动力以及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功能H如何定义各工作组所提出的一些重要术语H如何建立支持整个评估

活 动的数据和信息系统H如何将 B5与其它评估计划整合起来H等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制定更加完

善的工作计划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讨论的意见"评估工作组将于 I月中旬重新修订 B5的工作计划"已备预计于今年 J月份召

开的第二次技术设计会议讨论通过!
<=K 一些综合问题 经过与会者非常热烈和充分的讨论"该次会议初步明确了 B5应当考虑的 以 下 LM
个综合问题GN哪一类生态系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功能H这些产品和服务功能如何为可持续发展做

贡献HO生态系统在过去是如何变化的H这些变化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生态系统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功能

的能力HP影响所观察到的各种变化的重要因子是哪些HQ所观察到的生态系统各种变化造成的损失(带
来的利益(风险及其空间分布的影响是什么HR未来对生态系统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功能的供给和需求的可

能变化是什么HS影响生态系统未来变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和因子有哪些HT生态系统未来可能变化的代

价(利益(风险及其空间分布影响是哪些HU哪些对策和过程可以用来认识和避免生态系统的一些特殊变

化HV影响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管理决策及政策形成的最重要的发现和不确定性有哪些HWXB5
用以评估加强生态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功能的能力"以及提出相应对策的重要工具和方法是什么H

按照计划"B5将于今年 Y月 I日在纽约(东京和内罗比宣布正式启动!该次会议的召开"研究和进一

步明确了 B5在实施过程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这将为成功实施 B5奠定重要的基础!因此"该次会议的召

开对于完成B5的预定的各项任务和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B5的工作内容涉及到当代生态学

的许多基本问题"所以该次会议也将对推动生态学的发展"特别是推动研究工作与决策者之间的结合"从

而使生态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 建议

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的启动"对带动全球生态学发展"将已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生态

建设工作当中去"从而为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的实施具有重

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在许多地方出现的对生态系统不合理"甚至掠夺式的经营"所

以我国在资源环境方面面临许多问题"诸如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质量降低(草场退化(沙漠扩展(酸雨范围

扩大(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等!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了解这些现象的生态机理"将观测和研究成果尽

快变成政府行为"从而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B5的启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

此"建议我国政府和有关研究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到该项目当中去"提出我国的实施计划"为改善我国的生

态系统管理状况而努力"并为 B5的成功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首次成立一个由一

个政府部门牵头"由政府有关部门及科研机构的代表参加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在该机构的领导下"再组织

有关的部门和研究院所"仿照 B5的工作大纲"并根据我国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情况"拟订我

国的生态系统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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