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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带雏鸟的白枕鹤一家———白枕鹤是一种体型略小于丹顶鹤的优美的鹤。 体羽蓝灰色,腹部较深,背部较浅,脸颊两
侧红色,头和颈的后部及上背为白色,雌雄相似。 其虹膜暗褐色,嘴黄绿色,脚红色。 白枕鹤常常栖息于开阔平原芦
苇沼泽和水草沼泽地带,有时亦出现于农田和海湾地区,尤其是迁徙季节。 主要以植物种子、草根、嫩叶和鱼、蛙、软
体动物、昆虫等为食。 繁殖区在我国北方和西伯利亚东南部。 我国白枕鹤多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繁殖,与丹顶鹤
的繁殖区几乎重叠,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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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时代的来临
———第五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年会述评

吕一河,卫摇 伟,孙然好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摇 100085)

以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Robert Costanza 教授和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Rudolf de Groot 博士为共同主席的第五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年会(5 th Annual Ecosystem Services
Partnership Conference)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8 月 3 日在美国俄勒冈(Oregon)州的波特兰(Portland)召开。
会议安排了大会特邀报告、口头分组报告、展板(Poster)和小组(Working groups)讨论几个部分。 由于会议加

入了不同主题下的小组讨论环节,口头分组报告的时间大为压缩,每个口头报告只有 5 分钟时间。 这也是本

次会议强化实时交流而采取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共有来自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名代表注册参会。
大会特邀报告共有 6 个:1) 创建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平台 ( IPBES鄄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的历程;2)世界银行的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3)
哥斯达黎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及碳平衡;4)生态系统服务的普及:交流、合
作与实践;5)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应用与谬误:如何做得更好;6)非洲撒哈拉地区向绿色经济转型中生

态系统服务的作用。 特邀报告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策问题,其中经济是

核心。
口头分组报告有 5 个主题平行开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普及(Outreach)和政策各 36 个报告,模拟 /制

图、定量评估、价值核算分别有 37 个报告。 生态系统服务普及版块从感知、价值、规划设计、文化、政策、项目

和产业等方面在不同尺度上(社区鄄区域和流域等)探讨了深化生态系服务科学理念和成功经验有效传播的问

题;政策版块通过理论、案例分析,主要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政策相关的冲突与公平、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与补偿、社会参与和激励机制等问题;模拟 /制图版块主要从个体到系统、从局地到国家、从水域到陆地深入剖

析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刻画、时空变异性评估和空间制图等方法论问题;定量评估版块主要关注了生态

系统服务的分类及其与人类福祉的关系、评估指标与方法和决策支持模型与工具开发问题;价值核算版块主

要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及经济价值信息的有效运用问题。
本届会议共有 33 个工作组的小组讨论。 第 1 工作组围绕“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管理、工具和决策

(Capturing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governance, instruments and decision making)冶主题展开讨论,主要目的在

于辨识和探讨在政策和决策中应用生态系统服务所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比如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价值评

估的必要性和实用性、生态阈值和跃变点及空间异质性如何在定量化方法和工具中加以考虑等,通过讨论试

图在生态系统服务伙伴框架下形成本小组对于具体目标、主题、主要活动和工作模式等方面的共识。 第 2 工

作组着眼于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应用于海洋,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作为实现蓝色世界绿色经

济的重要部分。 第 3 工作组关注水产养殖的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问题;第 4 工作组重点探讨将生态系统服务

工具和方法应用于降低洪水风险和生态恢复的途径;第 5 工作组的主题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模拟和制图,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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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包括土地利用 /覆被制图及其作用、海洋生态系统模拟和制图的挑战、数据和数据库、空间尺度与时间动

态、生态功能、生态系统服务足迹(空间显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和消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双赢、输
赢和多功能性)、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变化的指标、标准、空间显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工具

(GIS、遥感、过程模型、多学科集成及决策科学)、不确定性处理和公众参与。 第 6 工作组致力于探讨创建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实验和示范的全球性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基于所有主要生态系统发展、强化和规范化生

态系统服务研究和培训。 已有的类似网络包括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Ecosystem Management:
www. iucn. org)、次全球评估网络(Sub鄄Global Assessment Network: www. ecosystemassessment. net)、国家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www. teebweb. org)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www. es鄄partnership. org)。 第 7 工作组

的主题是面向应用发展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在这个主题下探讨应用需求导引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及其综合

交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 8 工作组以哥伦比亚河流域为对象,致力于发展变化环境下解决流域多种生

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决策的基本框架。 第 9 工作组的核心议题是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规划中社会参与的作用。
第 10 工作组的议题是探讨把共同产权作为影响可持续性的根源及其合理性问题。 第 11 工作组主要关注生

态系统服务软件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 12 工作组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流域尺度基于指标并能连接人类

健康、福祉和环境质量的监测和信息交流框架。 第 13 工作组的议题是面向贸易的生态系统服务模拟与定量

评估方法。 第 14 工作组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互补性,以创建农业、能源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视角。 第 15 工作

组的议题是国家和区域水平生态系统服务监测的工具和途径,并将其作为发展次全球评估网络(www.
ecosystemassessments. net)的重要基础。 第 16 工作组的主题是评估和管理多种全球性生态系统服务。 第 17
工作组的主题是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复杂性组分之间的桥梁。 第 18 工作组以草原和牧民为例,探讨生态系统

服务与生计关系问题。 第 19 工作组以南非为对象,探讨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问题。 第 20 工作组主

要讨论东非将生态系统服务融入环境管理的一些初步经验。 第 21 工作组主要讨论美国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创

建过程中的指标综述和初步专家赋权问题。 第 22 工作组主要探讨地下水的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参与

和政策问题。 第 23 个工作组主要探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框架并影响景观功能性的可持续景观评估和排序系

统(SITETM Rating System)。 第 24 工作组的议题是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开发规划,实现资源优化和重要需求

的权衡。 第 25 工作组主要从科学需求和实践运用角度探讨减小灾害风险的生态系统服务问题。 第 26 工作

组是基于美国环境保护局健康可持续社区研究项目任务探讨开发可持续社区可视化工具的问题。 第 27 工作

组主要讨论面向生态系统服务伙伴的一个基于社区、参与式的新型评估平台“ SERVES ( Simple Effective
Resource for 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冶。 第 28 工作组主要探讨推动博士研究生跨学科教育的综合性生态

系统服务框架。 第 29 工作组的议题是回应总统科技咨询理事会维持环境资本报告,辨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变化趋势评价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 30 工作组讨论产权是可持续经济的推进器抑或桎梏的问题。
第 31 工作组致力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环境(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实践中不同范式间能否协同的问题。 第

32 工作组专门探讨食物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问题。 第 33 工作组的核心议题是生态系统服务

可获得性的定量评估,即如何定量计算、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对于公众的可获取性,并实现空间制图。
本次会议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和应用的所有领域,标志着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和

实践在量的积累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并亟待实现质的飞跃[1],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和应用逐步走

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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