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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物种丧失·聚焦生态超载·共享一个地球
———《!$$E 地球生命力报告》解读

陈成忠#，!，林振山#，!

（#2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U !#$$4E；!2 临沂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临沂U !"E$$V）

摘要：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环球足迹网络等 !$$E 年 #$ 月在中国北京联合发布《!$$E 地球生命力报告》，用生命地球指数和生态

足迹两个主要指标描绘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状态和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报告显示：生命地球指数 #7"$ 8 !$$5 年总体

下降约三分之一，其中陆栖指数减少约 5#W、海洋指数减少约 !"W、淡水指数减少约 5$W，生物多样性正快速持续地遭到损失；

自 #7E# 年人类的生态足迹不断增加，#7X" 年转入生态赤字下运行，此后生态超载不断加剧，!$$5 年生态赤字达 !V2 !XW；化石

燃料足迹增长最快，!$$5 年几乎占到一半，达到 4XW；阿联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人均足迹最大，阿富汗最小，中国排名 E7 位；

北美、欧盟、中东和中亚、亚太区处于生态超载状态，非欧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处于生态盈余；过去 4$ 多年，人

均足迹高收入国家增长 ! 倍多，!$$5 年达 E2 V @=:，低收入国家一直在 $2 X @=: 以下徘徊，中收入国家也从未超过 !2 $ @=:。地球

的经济怎样才可能在过度消耗中持续发展？5 种预测情景也许会让我们走出生态超载的困境、走向可持续发展，共享“一个地

球生活”的美好未来。整篇报告可以概括为 4 个主题：追踪物种丧失、聚焦生态超载、5 种情景预测、一个地球生活。

关键词：生命地球指数；生态足迹；生态超载；一个地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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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N)2*/ N,/’ =1./ 3)2 C-"12’，NN=）自 IBB9 年开始发布显示自然世界状况及人类活动

影响的《地球生命力报告》，迄今已发布 A 次［I R A］。OKKA 年 IK 月，NN=、S))*)+,(-* @)(,’"5 )3 F)./). （S@F）和

环球足迹网络（T*):-* =))"#2,." C’"%)27）在中国北京联合发布《OKKA 地球生命力报告》［A］，该报告描绘了全球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状态和人类自然资源的过渡消耗给生物圈带来的环境压力。报告主要有两个可以给出全

球生态系统和人类对其压力关键信息［U］的显示指数：反映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生命地球指数”和显示

人类对这些生态系统需求程度的“生态足迹”。OKKV 年最新的报告数据显示：自 IBAI 年人类的生态足迹增长

了 V 倍，超出世界自身再生能力的四分之一，人类不再依靠自然的“利息”生存，而是消耗大自然“本金”［9］；生

命地球指数自 IBUK 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一，生物多样性正快速持续地遭到损失。整篇报告字里行间传递着一

个清晰而迫切的讯息：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超出了人们的能力所及，人类必须改变这

种生活方式，让消费与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相当并妥善处理废物；否则，后果将不可挽回；今天世界上每个人所

做的选择，将会决定子孙后代生活的种种可能。整篇报告可以概括为 8 个主题：追踪物种丧失、聚焦生态超

载、V 种情景预测、一个地球生活。

)* 生命地球指数（+,-,./ 012."3 4.’"5）———追踪物种丧失

生命地球指数是衡量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指标，也可监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它是跟踪了 IBUK R
OKKV 年间全球 ABW 个陆栖物种、OU8 个海洋物种、V88 个淡水物种共 IVKK 个脊椎动物（包括鱼类、两栖类、爬

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物种约 VAKK 个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经计算取几何平均值得出的综合指数。尽管

脊椎动物只占已知生物物种的一小部分，但有关它们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仍被认为是整个生物多样性的典

型。用于计算生命地球指数的物种种群资料有多个来源，包括在科学刊物发表的论文、非政府组织的文章和

互联网，所有数据均为种群规模或种群规模代表的时间序列资料。直接的种群规模包括总种群估计数位（如

整个物种的个体数目）、密度评量值（如指定横切面每公里的鸟类数目）及生物量或储备量估计数位（特别以

商业鱼种为主）。此外，也采用其它种群规模代表值，如不同繁殖海滩上各类海龟的巢数目［B］。报告并未在

地理学、生态学或分类学基础上搜集物种资料，因此生命地球指数包含更多从已有研究种群（尤其是鸟类）和

一些已经被很好地研究过地区（如欧洲和北美）中获得的种群趋势。作为补偿，在计算时给予陆栖及淡水系

数中的温带和热带地区相同的权重（同时这些地区中每一个物种的权重也相同）及海洋系数中各类海洋谷地

同样的权重。

过去 VV-，生命地球指数总体下降约 VKX，陆栖物种、淡水物种、海洋物种的指数均出现同样程度的下降

（图 I、图 O 和图 V 所示，IBUK 年指数设定为 I），这些指数尤其淡水指数下降比以往报告有所减少，因为这次

用与以往不同的方法集成，设计时减少了这些指数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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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栖生命地球指数（/’00’1"0,-* 2,3,.+ 4*-.’" 5.6’7）

图 89 8:;< = ><<? 年陆栖生命地球指数

@,+& 89 /’00’1"0,-* *,3,.+ #*-.’" ,.6’7 A0)B 8:;< ") ><<?

8:;< 年的指数设定为 8& <，在图中特定表示为“8:;< C 8& <”9

/!’ ,.6’7 ,1 ’DE-* ") 8& < ,. 8:;<，-.6 ’7#0’11’6 %,"! “8:;< C

8F <”,. A,+& ；下同 "!’ 1-B’ G’*)%

陆栖生命地球指数反映栖息于树林、草原、沙漠及冻土

等 H:I 个陆栖物种的丰度变化。由图 8 可看出，陆栖指数从

8:;< 年到 ><<? 年平均减少约 ?8J 。其中，8:I< = 8::< 年

热带物种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原因是热带很多土地被开垦

为耕地和牧草地导致动物自然栖息地丧失，开垦耕地是主

要因素；东南亚热带森林、印度———马来亚部分地区在过去

><- 是开垦耕地最快的地区。而温带生态系统动物自然栖

息地转化为耕地大部分发生在 8:I< 年之前，那时温带物种

可能就已经下降了，所以温带物种种群趋势 8:I< 年后基本

稳定。>< 世纪后半期，生物群落变化最快的是热带草地、泛

洪草地和热带干旱林地。与最初估计的栖息地相比，温带、

热带和泛洪草地、地中海木材林地、温带阔叶林和热带干旱

林地的丧失均超过了一半，转化为耕地最少的生物群区是

北部林地和冻原。

!& #" 海洋生命地球指数（K-0,.’ 2,3,.+ 4*-.’" 5.6’7）

图 >9 8:;< = ><<? 年海洋生命地球指数

@,+& >9 K-0,.’ *,3,.+ #*-.’" ,.6’7 A0)B 8:;< ") ><<?

海洋环境覆盖了地球表面近 ;<J ，其中包括世界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的一些生态系统。><
世纪后半叶由于人类活动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及生产

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海洋生命地球指数反映栖息

于海洋及沿海生态系统 >;L 个物种 888> 个种群的趋势

变化。由图 > 可看出，海洋指数从 8:;< 年到 ><<? 年平

均减少约 >;J 。其中，印度洋 $ 东南海、南海海洋生命

指数下降特别剧烈（南海物种种群 8:;< = 8::M 年下降

约 ?<J ），太平洋、北冰洋 $ 大西洋相对比较稳定且稍呈

增加趋势，东南亚海域和印度洋 8:;< = ><<< 年平均下

降超过一半。8:;< 年来，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域的海鸟

和一些哺乳动物种群数量上升，许多鱼类特别是鳕鱼、

金枪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由于过渡捕捞下降十分明显，海龟和其它被捕捞的物种也如此。

图 ?9 8:;< = ><<? 年淡水生命地球指数

@,+& ?9 @0’1!%-"’0 *,3,.+ #*-.’" ,.6’7 A0)B 8:;< ") ><<?

红树林（沿热带海岸线生长的耐盐的潮间带林地）

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对维护热带海洋生态

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红树林也为 MIJ 的热带商业鱼

类提供了栖息地，是鱼类饵料的基本来源。目前，红树

林退化和被毁坏的速度大约是热带林地的 > 倍。据估

计，8::: = ><<< 年全球约 8 $ ? 多的红树林消失，亚洲超

过 8 $ L 消失，南美洲消失约一半。

!& $" 淡水生命地球指数（@0’1!%-"’0 2,3,.+ 4*-.’" 5.6’7）

在江河湖泊、溪流和湿地生活着约 LI<<< 种脊椎动

物，它们的种群趋势反映了世界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况。淡水生命地球指数反映栖息于湖泊、河流及湿地生

态系统 ?LL 个物种（>M; 种温带、I8 种热带）的平均变

MMML 9 生9 态9 学9 报9 9 9 >; 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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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由图 / 可看出，淡水指数从 0123 年到 433/ 年减少约 /35 。其中，温带和热带淡水物种种群的变化

趋势明显不同，淡水鸟类相对稳定，其它物种平均下降 635 。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破坏、过渡捕捞、生物入侵、

污染等。改建大坝，导致自然江河流域的破碎化和生境改变影响了湿地、洪泛区、三角洲的生产力，破坏了边

缘地区和鱼类分布，引起淡水物种的下降。地中海地区的林地、沙漠和耐旱灌木地，还有温带阔叶林、洪泛区

和山区草地受严重损坏的面积已经超过 235 ，冰原是唯一受影响很小的生物群区。

生命地球指数 0123 7 433/ 年间总体下降 /35 与全球生态足迹扩大有对照关系，因为同期人类生态足迹

上升约 805 。

!" 生态足迹指标（#$%&%’($)& *%%+,-(.+ /.0($12）———聚焦生态超载

生态足迹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衡量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的生物物理定量评价工具［03 7 04］，主要包括以下 /
个常用的衡量指标［0/ 7 09］：!生态足迹（:;），指特定区域在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这些人口自然资

源消费、能 源 消 费 和 吸 纳 废 弃 物 所 需 要 的 生 态 生 产 性 土 地 面 积 （包 括 陆 地 和 水 域）；"生 物 承 载 力

（<,)(-#-(,"=，>?），指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总和；#生态赤字或盈余（:()*)+,(-*
@’A,(," )B C’D’BE’，:@ $ :C），指生物承载力与生态足迹之差。:; 表征人类的生态需求，即人类社会发展对环

境造成的生态负荷，其值越大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大；>? 表征区域生态系统供给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能

力；:@ $ :C 反映该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和计算时刻该区域的生态可持续性。

/3 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计算机模拟指出人类经济发展即将超越地球的承载能力，最终

会在 40 世纪中期导致工业产出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今天，生态足迹指标明确告诉人们：生态超载不再是一项

假设，而是事实；若继续透支，必会耗尽地球每份资源。

图 FG 0190 7 433/ 年全球人类的生态足迹

;,+& FG HIJ-.,"=’D ’()*)+,(-* A))"#B,." AB)J 0190 ") 433/

!& 3" 0190 7 433/ 年全球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图 F 是 0190 7 433/ 年全球生态足迹变化的动态趋

势。从图 F 可看出：F4- 来全球生态足迹总量在波动中

不断增加，从 0190 年约 3& 6 个地球年增加到 433/ 年 0&
/ 个地球年（0 个地球年等于地球在一年中的生物生产

力），这意味着地球要用 0 年零 / 个月制造人类 433/ 年

消耗的生态资源。0182 年人类的生态足迹首次超过生

物承载力，全球转入生态赤字下运行，此后多年生态超

载不断加剧，433/ 年生态超载达 46& 485 ，即人类对地

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超出其自身再生能力的 0 $ F
还多。

!& !" 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生态足迹

把生态足迹分成各个组成部分，可以清晰地了解人类对地球整体需要中每一部分的比例大小。图 6 跟踪

记录了 0190 7 433/ 年全球生态足迹不同组成部分的动态变化：F4 年来，生态足迹计算包括的 2 个组成部分

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 433/ 年与 0190 年比，全球耕地足迹增长 0 倍，牧草地足迹增长 0& 46 倍，林地足迹

基本稳定、增长较小，海产品足迹增长 0 倍，核能从无到有并逐渐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足迹增长 0 倍多；使用化

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的生态足迹增长最快，超过 03 倍，433/ 年几乎占到了总生态足迹的一半，达到 F85 。这

让人们知道，影响生态足迹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和使用能源的方式；也知道，减少足迹应从何入手［1］：能源业

将能源供应转移到提供能源服务，提高能源效率；利用经济工具将环境代价内部化，带动新兴市场选用清洁能

源技术；通过公私营界合作，推动可持续能源技术创新和增进专业技术知识；开发可参与能源业决策的新模

式，促进消费者组织、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私营界共同合作，支援转用可持续能源技术；就能源系统做出实质

性的长远投资，减低依赖进口昂贵化石燃料。

!& 4" 433/ 年全球 06F 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足迹

《4339 地球生命力报告》［9］所列各国人均生态足迹排名中，阿联酋以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近乎疯狂的石

188FG 00 期 G G G 陈成忠G 等：追踪物种丧失·聚焦生态超载·共享一个地球———《4339 地球生命力报告》解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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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1231 4 5667 年生态足迹各组成部分的变化

8,+& /0 9()*)+,(-* :))"#;,." <= ()>#).’." :;)> 1231 ") 5667

油开采“荣登榜首”———人均足迹 11& 2 全球公顷（+*)<-* !’("-;’?，+!-，1 全球公顷指生物生产力和消化废物能

力等同于全球平均值的 1 公顷土地）［3，1@］，是全球平均 5& 5 +!- 的 /& @ 倍；美国紧随其后，以人均足迹 2& 3 +!-
位居第二；前 16 名还有芬兰、加拿大、科威特、澳大利亚、爱沙尼亚、瑞典、新西兰和挪威；贫困的阿富汗则以人

均足迹 6& 1 +!- 位居最后；中国排名第 32 位，人均足迹 1& 3 +!-，低于 5& 5 +!- 的全球平均水平和亚洲国家中的

日本、韩国、蒙古，但人均赤字高达 6& 2 +!-，全球人均赤字 6& @ +!-。专家们认为，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和经

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整体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加工基地，作为供应链上的重

要环节，中国也能为减少欧盟和美国等全球资源消耗大国的生态足迹发挥作用［1A］。因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

展，中国在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 30 5667 年全球 A 地区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

8,+& 30 9()*)+,(-* :))"#;,." -.B <,)(-#-(,"= <= ;’+,). ,. 5667

图 3 是北美、欧盟、非欧盟、中东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亚太区、非洲 A 个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物承载力和区域总生态足迹、总生物承载力示意图。尽管北美生物承载力很高，但也拥有全球最大的生

态赤字，人均高达 7& A +!-；欧盟第二，人均 5& 3 +!-，生态足迹是其生物承载力的 5 倍多；拉丁美洲相反，人均生态

62C@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5A 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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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 /& 0 +!-，生态足迹仅为其生物承载力的 1 $ /；从平均数看，一名北美人对地球造成的“冲击”是一名欧盟人的

两倍、一名亚洲人的 2 倍、一名非洲人的 3& 4 倍。假如世界上每个人都像北美人和欧盟人那样生活，地球便没法

维持人类生存很久。依仗廉价燃料和向外输出环境成本的北美和欧盟消费模式非但不能持续下去，也不能扩展

至世界其它地区，因为它势必会对全球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还会造成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

!& "# 按人均收入划分的生态足迹

图 2 显示了 1561 7 899/ 年高、中、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的变化（圆点部分是由于苏联解体数据缺乏

所作的估计值）。过去 09 多年，人均生态足迹高收入国家增长了 8 倍多，899/ 年达到 6& 4 +!-，低收入国家一

直在 9& 3 +!- 以下徘徊，中收入国家也从未超过 8& 9 +!-。自 1558 年 2 月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至 899/ 年 11
年间，高收入国家人均足迹增长了约 13: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变化很小。高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的

最大悬殊是能源足迹，这是因为人们食物需求是有限的，而能源消费大小是收入水平决定的。

减少生态足迹的潜力随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异，特别是取决于收入水平。仅仅能够满足甚至不能满足自身

生存的中低收入国家根本没有减少资源利用的余地，可能需要提高绝对消费水平；生活在富裕国家和城市的

人口，即使保持或提高生活质量，仍有很多选择通过避免消耗生态足迹大的物品和服务缩减个人生态足迹。

随着经济的日趋环球化，高收入国家当前的挑战是在不影响现有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明显缩小生态足迹，低收

入国家的考验则是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务求得到最佳生活条件而不耗尽生态财富。现时人均生态足迹最大的

北美和欧盟国家更应在道义上承担特别责任，协助世界经济过渡至更具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前景。

综上分析，89 世纪 39 年代后期以来，全球一直处于生态超载状态。这样的状况还能持续多久？地球的

经济怎么才可能在过度消耗中持续发展？以联合国所做经济和人口缓慢持续增长的预期为基础，一份温和折

衷、一切照旧的未来情景预测（图 3）显示：到本世纪中叶，人类生态需求将达到生物圈自身生产能力的两倍，

生态资源的枯竭和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崩溃将更有可能发生；而另外两种预测情景（图 3），也许会让人类走出

生态超载的困境，走向可持续发展，共享“一个地球生活”的美好未来。

图 2; 不同人均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

; <,+& 2; <))"#=,." >? .-",).-* -@’=-+’ #’= #’=A). ,.()B’ C=)B 1561 ")

899/

图 3; 1561 7 8199 年 / 种生态足迹情景

<,+& 3; D!=’’ ’()*)+,(-* C))"#=,." A(’.-=,)A C=)B 1561 ") 8199

$# $ 种预测情景（%&’(( )’(*+,-(* .,(/0’+12）———走向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意思是不滥用自然资源而让全人类享有美好生活［5，13］，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在全球承载力范围

之内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15，89］。如果未来的技术、人口、消费水平及生物承载力状况可以预测的话，生态足

迹指标也能定量确定当前所作社会选择的未来后果，使能够估算不同情景下将会增长的生态负债：生态负债

越大、持续时间越长，生产力永久丧失的风险就越大；无论哪种发展途径，这种风险都必须和经济成本或潜在

的社会动荡一起考虑。

$& 3# 一切照旧（D!’ EFA,.’AAG-AGFAF-* H(’.-=,)）

一切照旧情景预测是基于几个国际组织的保守估计：假定! 8949 年全球人口以中等速度增加到 59 亿

1530; 11 期 ; ; ; 陈成忠; 等：追踪物种丧失·聚焦生态超载·共享一个地球———《8996 地球生命力报告》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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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1/23 4 5323 年世界人口增长情景（联合国中线预测）［2］

6,+& /0 7)8*9 #)#:*-",).，;< =’9,-. #8)>’(",). ?8)= 1/23 ") 5323 ［2］

（图 /）!，"食物和纤维消费、@A5 释放均保持适度增长

（图 13，图 11），#生物承载力保持过去 B3- 的增长率不

变，则 5323 年全球总生态足迹将是生物承载力的 5 倍。

其中，耕地和 @A5足迹增加 C3D 、草地和渔业足迹增加

E2D 、林地足迹增加 113D ，人均生态足迹从 533F 年的

5& 5 +!- 增加到 5& C +!-，生态赤字逐年累计到 5323 年

就会相当于地球 FB 年的总生物生产力甚至更多。这种

生态超载不仅会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会推毁生态

系统供给人类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尽管技术进步和资

源管理可以增加全球生物承载力，但不足以遏制生态超

载，减少人类的全球生态足迹才是消除生态超载的根本

出路。

!& "# 缓慢变化（G!’ H*)%IJ!,?" H(’.-8,)）

《533C 地球生命力报告》［C］缓慢变化情景预测的目标是 5133 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从 533F 年的 5& 5F +!-
降到 1& 2 +!-。假如 @A5释放削减 23D 、鱼类需求降低 23D 、耕地和草地足迹以人口增长率的一半减少、林产

品消费增长 23D （为弥补化石燃料等消费的降低），这样综合作用的结果是 5133 年人类总生态足迹比 533F
年减少 12D ；如果生物承载力到 5133 年持续增长 53D 、人口适度增长，人均生态足迹就会从 533F 年的 5& 5
+!- 降到 1& 2 +!-。生态超载将会在 53E3 年左右消除，就能给其他野生生物留出大约 13D 的全球生物承

载力。

图 130 1/23 4 5323 年全球化石燃料 @A5 排放情景（KL@@）［2］

6,+& 130 KL@@ @A5 ’=,JJ,). J(’.-8,) ?8)= 1/23 ") 5323［2］

图 110 1/C1 4 532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食物和纤维消费预测情景［2］

6,+& 110 6MA ?))9 -.9 ?,N’8 ().J:=#",). ?8)= 1/C1 ") 5323［2］

1/C1 年的指数设定为 133，在图中表示为“1/C1 O 133”0 G!’ ,.9’P ,J

’Q:-* ") 1& 3 ,. 1/C1，-.9 ’P#8’JJ’9 %,"! “1/C1 O 133”

!& !# 快速减少（G!’ R-#,9I8’9:(",). H(’.-8,)）

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需要立即采取显著的行动［/］，时间就是关键。越快开始严格管理生态资源，日后为

维持生态资产而作出的投资愈少，亦可降低重要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风险，避免付出高昂的修复代价。假如

生态超载持续下去，整个世界背负的生态债务就会日益严重，我们可选择的出路也会越来越窄。《533C 地球

生命力报告》［C］快速减少情景预测的目标是 5323 年消除生态超载，生态赤字累计小于 E- 的全球生物生产力；

5133 年比 533F 年生物承载力增加 F3D 、人类生态足迹减少 B3D ，可为其他野生生物留出大约 F3D 的生物承

载力（即使这样，仍不能有效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 5323 年 @A5 排放减少 23D 、

5/EB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5S 卷0

! 注：图 / 4 11 引自《533B 地球生命力报告》，其它所引用数字、图表凡未做特别注明，均引自《533C 地球生命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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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年减少 213，人口适度增长，人均耕地和草地生态足迹减少 /43。快速减少需要极大的先期投资，但是

生态债务越快降到最小，生态风险就越低。

!" 一个地球生活［#，$%］（&’( )*+’(, -./.’0）———共享美好未来

目前，人类经济和人口不断扩张，但地球面积并没有增加，也不可以从其它星球输入生物承载力，因此全

球生态超载的后果必然是地球的自然资本被耗尽、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世界若要取得可持续性，必须

消除目前的生态超载问题，把生态足迹减少到可持续和比较平均的水平。556 和 7,)8’+,).-* 集团公司联合

开展的“一个地球生活（9.’ :*-.’" ;,<,.+）”行动，可以让人类离开“生态超载”这条向下盘旋的阶梯，共享美

好未来。“一个地球生活”旨在不牺牲现代生活舒适性前提下，建造无碳无废物、节能和环保的和谐社区。目

前已建成的贝丁顿零能耗生态村（7’=>?@）就是一个这样的社区，是英国伦敦郊外一个可持续发展房屋和工

作环境计划，所有住宅、办公室均采用高效能设计，采暖消耗能源比一般英国房屋少 A13，用水量只有普通房

屋一半；社区能耗来源于内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住宅虽然布局小巧，但每户也有

私家花园和温室。居民认为贝丁顿生态村居住环境非常怡人，打破了“生态足迹小等于生活质量差”的普遍

错误观念。“一个地球生活”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减轻了人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该项目计划

/11A 年前分别在中国、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生态社区示范点。

“一个地球生活”是一个机遇，让各国本着长远计划，共建繁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

程中，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以缩小全球的生态足迹，从而增加可用的全球性生物承载力。在缩小全球足迹的进

程上必须取得平衡，让大部分人合理提升其生态足迹以满足生活基本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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