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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急剧丧失·生态严重超载· 跨越“地球边界”·
区域公平失衡· “一个地球”生活
———《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４》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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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ＺＳＬ）、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联合发布 《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４》，除了以前主要使用的地球生命力指数 （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ＬＰＩ）、生态足迹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Ｆ）、水足迹（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等指标外，首次使用“地球边界”揭示地球面临的严峻挑战。 报告显示：（１）
ＬＰＩ 自 １９７０ 年以来已下降 ５２％，温带和热带地区分别下降 ３６％、５６％，陆生和海洋物种均下降 ３９％，淡水物种减少 ７６％；（２）
１９６１ 年全球生态足迹 ７６ 亿全球公顷（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ｃｔａｒｅ， ｇｈａ）、生物承载力 ９９ 亿 ｇｈａ、生态盈余 ２３ 亿 ｇｈａ，２０１０ 年全球生态足迹为

１８１ 亿 ｇｈａ、生物承载力 １２０ 亿 ｇｈａ、生态赤字 ６１ 亿 ｇｈａ，１９６１ 年碳足迹占人类总生态足迹的 ３６％，２０１０ 年碳足迹占比为 ５３％；
（３）全球生产水足迹排名中，印度、美国、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以大量的绿水足迹位居前五名；全球 ２００ 多个河流流域、２６ 亿 ７ 千

万人每年至少 １ 个月严重缺水；（４）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氮循环三个“地球边界”被打破，并且已经对人类健康及人类

所需要的食物、水和能源产生明显影响；（５）高收入国家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影响转嫁给低收入国家，这是另一种资源进口

方式；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均已超过地球上人均可获得的生物承载力，依靠进口其他国家的生物承载力弥补超载；
低收入国家生态足迹最小，生态系统却遭受最大破坏，高收入国家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是以高生态足迹为代价。 报告指出人类

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的过度索取，正在危害着人类未来的安康、经济、食物安全、社会稳定乃至生存，特别提到当前人类所作

选择和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 确保有恢复力、健康的生态环境维持人类繁荣发展，比现在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增加、气候变化和

生态退化的警钟更具挑战性。 整篇报告可以概括为 ５ 个主题：物种急剧丧失、生态严重超载、跨越“地球边界”、区域公平失衡、
“一个地球”生活。
关键词：地球生命力指数；生态足迹；地球边界；一个地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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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ＨＤ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Ｆ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ａｐｉ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ｏｓ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ｓｈｏｏｔ，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ｕｎｆａ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ｎ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ＬＰ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Ｆ）；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ｎ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ｌｉｖｉｎ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ＺＳＬ）、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联合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４》 ［１］，迄今已发布 １０ 期（ＷＷＦ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最新版 《地球生命力报告》 除了以前主要使用的地球生命力指数 （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ＬＰＩ）、生态足迹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Ｆ）、水足迹（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等指标外，首次使用“地球边界”揭示地球面临的严峻挑

战。 报告明确指出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让消费与自然界的

再生能力相当，并提供大量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方法和实例，指导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的行动选择，协助

世界经济过渡至更具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水平。 整篇报告可以概括为 ５ 个主题：物种急剧丧失、生态严重超

载、跨越“地球边界”、区域公平失衡、“一个地球”生活。 关于地球生命力指数、全球公顷、生态足迹、生物承载

力、生态赤字或盈余等相关概念解释、数据资料来源及计算方法等可参阅文献［２⁃１１］。

１　 物种急剧丧失

前 ９ 期报告在计算地球生命力指数时，均为从已有研究种群和一些被研究很充分的地区获取种群趋势，
给予陆生和淡水系数中的温带和热带地区相同权重，给予海洋系数中各类海洋谷地相同权重，同时这些地区

各个物种的权重也相同。 为让地球生命力指数更完整精确地体现全球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４ 年报告调整了计算

方法，调整各地区权重，给予各领域、各地区物种丰富的种群更大权重。 由于今年采用不同计算方法，各地区

ＬＰＩ 比之前报道数据下降幅度更大。
２０１４ 年全球 ＬＰＩ（图 １）跟踪了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 ３０３８ 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物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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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８０ 个种群生存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１）全球物种的种群数量自 １９７０ 年以来下降 ５２％，温带地区 １６０６ 个

物种 ６５６９ 个种群下降 ３６％，热带地区 １６３８ 个物种 ３８１１ 个种群减少 ５６％，拉丁美洲降幅 ８３％；（２）陆生 ＬＰＩ 反
映栖息于树林、草原、沙漠、冻土等 １５６２ 个陆生物种的数量变化，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３９％且未呈现减缓迹象；
（３）淡水 ＬＰＩ 反映栖息于江河湖泊等淡水区域 ７５７ 个物种丰度变化趋势，ＬＰＩ 平均下降 ７６％，比陆生物种 ＬＰＩ
下降更为严重；（４）海洋 ＬＰＩ 反映栖息于海洋及沿海生态区域 ９１０ 个物种数量变化趋势，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３９％，１９７０ 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叶降幅最大，此后趋于稳定，最近再次出现一个下降期。 虽然海洋物种总体

上是下降趋势，但温带地区一些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尤其鱼类和哺乳动物，这是由于早期对温带区域数据分

析的缺失，如果分析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那么温带指数也有可能呈下降趋势。 不同海域海洋物种数量下降

程度不同，热带地区和南大洋（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降幅最显著。 栖息地丧失和退化、过度捕猎和捕鱼、气候变化

是 ＬＰＩ 下降的主要原因。
荷兰中央统计局最近完成一个国家层面研究本土物种的 ＬＰＩ 评估，除脊椎动物种群，还包括无脊椎动物

（蜻蜓，蝴蝶）和高等植物（图 ２），研究方法和标准 ＬＰＩ 方法不同，包括物种分布、非标准化和其它科学数据，完
善了全球 ＬＰＩ 评价体系。 结果显示自 １９９０ 以来整体涨幅和欧洲其他国家增长趋势一致，然而蝴蝶物种数量

明显下降。 这可能表明全球 ＬＰＩ 因缺乏无脊椎动物物种而使生物多样性掩盖更大的损失。 这些局部区域研

究可以补充加深全球指标，帮助人类设置地方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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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全球地球生命力指数（１９７０ 年为 １）
Ｆｉｇ．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１９７０＝ １）

　 图 ２ 　 荷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年蝴蝶 （ ４６）、蜻蜓 （ ５７） 和高等植物

（１４２５）的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ｎ ＝ ４６）， 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ｉｅｓ （ｎ ＝ ５７）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ｎ＝１４２５）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图 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全球生态足迹各组分及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２　 生态严重超载

２．１　 生态足迹

４０ 多年来，树木砍伐速度超过生长速度，捕鱼数量

超过海洋供给能力，二氧化碳排放大大超过森林和海洋

吸收能力，人类的自然需求已经超过地球的可供给能

力，需要 １．５ 个地球的资源再生能力，才能提供人类目

前使用的生态服务。 １９６１ 年全球生态足迹总量 ７６ 亿

ｇｈａ、生物承载力总量 ９９ 亿 ｇｈａ、生态盈余为 ２３ 亿 ｇｈａ，
２０１０ 年全球生态足迹总量 １８１ 亿 ｇｈａ、生物承载力总量

１２０ 亿 ｇｈａ、生态赤字为 ６１ 亿 ｇｈａ。 半个多世纪来，燃烧

化石燃料产生的碳足迹一直是人类生态足迹的主要组

分，并且呈上升趋势，１９６１ 年碳足迹占人类总 ＥＦ 的

３６％，２０１０ 年碳足迹占比为 ５３％（图 ３）。

３　 ９ 期 　 　 　 陈成忠　 等：物种急剧丧失·生态严重超载· 跨越“地球边界”· 区域公平失衡· “一个地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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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人均生态足迹最高的 １０ 个国家分别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丹麦、比利时、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新加坡、美国、巴林岛和瑞典，生态足迹总量最高的 ５ 个国家占了全球总量的一半，即中国 １９．０％、美国

１３．７％、印度 ７．１％、巴西 ３．７％、俄罗斯 ３．７％，１０ 个国家拥有全球 ６０％多的生物承载力，分别为中国 １１．１％、美
国 ９．６％、俄罗斯 ７．４％、印度 ４．９％、加拿大 ４．０％、印度尼西亚 ２．６％、澳大利亚 ２．５％、阿根廷 ２．４％、刚果民主共

和国 １．６％。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人均生态足迹（２．２ｇｈ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２．６ｇｈａ），排第 ７６
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以 ３０ 亿 ｇｈａ 的生态足迹总量位居全球第一。 美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
因巨大的人均消费，总量排名第二。 印度人均 ＥＦ 第 １３６ 位、总 ＥＦ 第三，巴西人均 ＥＦ 第 ５３ 位、总 ＥＦ 第四，俄
罗斯人均 ＥＦ 第 ４２ 位、总 ＥＦ 第五。

全球 ７ 个地区中，１９６１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人均 ＥＦ 由大到小排序均为北美、欧盟、非欧盟、拉丁美洲、中东和中

亚、亚太地区、非洲。 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高人均生态足迹的双重效应，让人类施加在地球上的资源压力成

倍增加。 非洲人口增长 ２７２％，而人均 ＥＦ 几乎没有变化，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总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原

因。 北美、拉丁美洲、中东和中亚、亚太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均 ＥＦ 都有较大增长，但人口增长仍然是主要原因。
欧盟国家人口增长和人均 ＥＦ 增长比较均衡，非欧盟国家因人口数量减少总生态足迹呈减少趋势。
２．２　 水资源，水足迹

为引导缺水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贸易减少水赤字，Ａｌｌａｎ［１２］ 提出虚拟水概念，表示个

人、企业、国家与地区因生产和消费所占用的水资源量。 水足迹的概念与生态足迹相似，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１３］最早提

出，指一定区域内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消费的累计虚拟水含量。 根据水资源利用类型，水足迹由绿水、蓝水

与灰水足迹三部分组成，绿水足迹为农田所蒸发的储存在土壤中的雨水水资源，蓝水足迹为消耗使用的淡水

水资源，灰水足迹是社会生产与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水量。 生产水足迹反映一个国家家庭、工业、农业所

有的用水状况。 全球生产水足迹排名中，印度、美国、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以大量的绿水足迹位居前五名。 世

界很多国家，农业生产靠雨水灌溉，雨养农业中绿水使用量是蓝水使用量的七倍。 农业生产占全球水足迹的

９２％，其中 ７８％的农作物生产靠降雨灌溉。 全球已有超过 ２００ 个流域 ２６ 亿 ７ 千万人每年至少一个月严重缺

水，表明全球蓝水短缺已经日益加剧。 淡水物种地球生命力指数从 １９７０ 年以来下降 ７６％，是陆生物种和海洋

物种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的 ２ 倍左右，也反映了蓝水短缺对淡水物种的明显影响。
２．３　 陆地、海洋、淡水小尺度评估

如果只关注全球和国家发展趋势，则会忽略小尺度景观、流域和生态系统的实际信息，因此陆地、海洋、淡
水小尺度分析必不可少。 小尺度区域的评价指标、模型和措施，可以补充完善地球生命力指数、生态足迹和水

足迹，反映人类目前所处的环境状态，引导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促进国家、企业和各类机构衡量经济、社会和

环境目标实施的进展情况，反思不同选择的行动风险。
２．３．１　 陆地：保护区、森林和土地利用变化

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识别最重要区域并进行时、空监控是遏制生物多样性继续下降的重要措施。 全

球已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个保护区，覆盖率超过所有土地面积的 １４％。 这些保护区大多分布在高海拔、高纬度、低生产

力的土地，温带草原、地中海栖息地和热带森林没有建立足够的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十分脆弱。 由于保护区降

级、规模缩小和退化，目前被保护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依然面临威胁。
ＷＷＦ 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ＩＩＡＳＡ）指出地球森林面积和质量呈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森林陆生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并早已超出森林吸收人类碳足迹的承受能力。 为此，ＷＷＦ 建立一个 ２０２０ 年之

前实现零森林采伐和零森林退化的全球目标。 但现在森林采伐趋势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已造成不

可逆转的影响，即使延迟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零采伐和零退化”目标，也意味着全球额外 ６９ 万公顷的森林将会消

失，额外 ２３Ｇｔ 二氧化碳排放。 ＷＷＦ 和 ＩＩＡＳＡ 结合历史趋势和计划需求，建立森林生命力模型，分析未来各种

情况下可能的土地利用变化，并指出只有更好管理和更有效率利用土地，才能从现在到 ２０３０ 年在不造成森林

退化和丧失情况下满足全球对食物和森林产品的需求。 据此，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发展更好、更有效和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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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密集型农业，减少高收入国家土地密集型的肉类消费，提高能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增加纸和木材的循环

再利用等。
２．３．２　 海洋：渔业和沿海发展

过度捕捞、海洋污染、沿海基础设施发展、海运、采矿、外来物种入侵及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等对海洋生态

和鱼类造成严重威胁。 鱼类比例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９０％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１．４％，其中 ２８．８％过度捕捞、６１．３％充分

利用、可持续捕捞 ９．９％。 两年公布一次的世界渔场和水产业状况报告也证实了 １９７０ 年以来海洋渔业的下降

趋势。 目前，捕鱼趋势已从公海转移到更深和远离沿海的海域，若继续过度捕捞，新渔场也会资源耗尽，导致

社会和经济恶化，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和沿海社区生计。
２．３．３　 淡水：ＷＷＦ′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ｉｌｔｅｒ

满足所有用水者需求取决于流域的监控水平，水足迹帮助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了解生产和消费的用水

量，但单靠用水量是不足以证明环境的决定作用。 水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流域内所有用水者用水的总和，即使

用水者能够充分利用或者只用相对较少的水量，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水危机。 所以，完善的工具和手段可以

更好地评估河流流域水平的特定风险和潜在影响，如 ＷＷＦ′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ｉｌｔｅｒ。 ＷＷＦ′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ｉｌｔｅｒ 综合

考虑了水可获取性、总需求、水质和生态系统状况、治理和监管事务、用水者潜在信誉风险（尤其公司）。 其

中，公司特定风险指公司用水依赖、潜在污染处理、供应链风险、水法规或特定许可的可预见变化、公司与当地

利益相关者的联系等 １００ 多个指标。 ＷＷＦ′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ｉｌｔｅｒ 还包括指导政府、机构和公司企业制定缓解水

危机的战略方法、检验成效的多个工具指标，并提供了解决全球淡水短缺的案例：如何从众多指标的可靠数据

中制定更知情、更有价值的决策、行动方案，并取得预期成果。

图 ４　 “地球边界”框架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气候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海洋酸化⁃Ｏｃｅａｎ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平流层臭

氧耗尽⁃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ｚｏｎ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氮循环⁃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ｅ， 磷循

环⁃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ｙｃｌｅ， 全球淡水使用⁃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土地使

用变化⁃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生物多样性丧失⁃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大气

气 溶 胶 负 载⁃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 化 学 污 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生物地质化学流边界⁃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３　 跨越“地球边界”

不仅仅地球生命力指数、生态足迹、水足迹警示人

们地球生态环境已经严重超载，其它很多指标和方法也

可以帮助研究者和公众了解人类对地球健康的影响，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提出的“地球边界”概念

（图 ４）就是其中之一。 “地球边界”框架基于现有最高

科学水准，识别出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调节地球生态

环境稳定性的 ９ 个环境过程（九个边界），并试图为每

个环境过程界定出安全边界。 超出这些边界，人类会进

入一个有可能发生消极突变的危险区。 尽管无法确定

地判断准确的转折点，但生物多样性丧失（ＬＰＩ 急剧下

降）、气候变化和氮循环三个“地球边界”已显示被打

破，并且对人类健康及人类所需要食物、水和能源产生

了明显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印证了气候变化造成

的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气候变化改变氮循环，三者是

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 最近研究表明，淡水

系统中的磷负荷已超过可持续发展水平。
“地球边界”为地球生命界定了一个“安全运行空

间”，为人类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个持续发展和创造繁荣的最佳机遇。 自 ２００９ 年提出以来，引起学术界广泛的

争论，这些争论促进了个人边界的科学评价，并影响了商业和政策议程。 从“全新世”期间了解并获益的世界

能否存续，依赖于现在作为地球管理员的人类所采取的行动。 正如必须把生态足迹下降到生物承载力范围

内，地球边界试图提出科学合理的措施，帮助人类重新调整发展策略、商业模式和选择生活方式，促进世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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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到可持续发展水平。

　 图 ５　 “乐施会”的甜甜圈———适合人类安全并公平运行的空间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Ｏｘｆａｍ ｄｏｕｇｈｎｕｔ———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乐施会甜甜圈（Ｏｘｆａｍ Ｄｏｕｇｈｎｕｔ，图 ５）将生物多样

性丧失、土地使用变化、气候变化、淡水使用、氮循环和

磷循环、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大气气溶胶负载、臭氧耗

尽等变化过程可视化地放在一起，将“地球边界”和“社
会底线”两个复杂概念糅合在一起，呈现一个适合人类

安全并公平运行的空间。 “地球边界”和“社会底线”之
间的空间是人类安全和公平发展的“甜甜圈”。 安全是

因为它为环境临界点留有足够的空间，公平是因为它确

保了每个人都达到一定的健康、富裕，得到一定的权利

和参与度。 地球边界概念还在“一个地球”观念基础上

提出有关公平与发展问题，正如超过环境承载力上线会

产生环境所无法承受的压力一样，低于“社会底线”标

准也存在人们无法接纳的人权剥夺问题。 乐施会甜甜

圈表明人类需要一个新的可持续经济模型，不超越地球

边界同时提高社会底层公民地位，世界经济必须改变一

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分布，人类

图 ６　 国家收入（２０１３）和地球生命力指数

Ｆｉｇ． 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ＬＰＩ

必须关注最需要经济增长的贫穷人，重新分配权力、财
富和资源。

４　 区域公平失衡

人类对地球压力已经超过几个地球边界，少数人使

用绝大部分资源，大多数人却为了少数人蓬勃发展和高

贵生活被排除在外。
４．１　 地球生命力指数与收入

图 ６ 显示国家收入水平不同，ＬＰＩ 变化趋势呈现明

显差异：高收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有所增加（１０％），中等

收入国家呈下降趋势 （１８％），低收入国家显著下降

（５８％）。 然而，这掩盖了 １９７０ 年以前欧洲、北美及澳大利亚等地区大规模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事实，反映高收

入国家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影响转嫁给低收入国家，这也是一种进口资源方式。 低收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下

降趋势是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作用于自然也作用于人类。
４．２　 生态足迹与收入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均已超过地球上人均可获得的生物承载力，依靠进口

其他国家的生物承载力弥补超载。 中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相对较小且增长很少，高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

迹是低收入国家的 ５ 倍。 为了维持全球生态平衡，必须减少生态足迹，而减少生态足迹的潜力随社会和经济

条件而异，特别取决于收入水平。 中低收入的国家没有减少资源利用的余地，因此只能提高自身的绝对收入

水平；高收入国家在保持和提高生活质量基础上，可以试图减少人均生态足迹。 世界上最贫穷人口是最易受

影响的弱势群体，但食物、水和能源安全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却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因此北美和欧盟国家在

道义上承担向贫困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技术的特别责任，协助世界经济过度至更具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前景。
４．３　 生态足迹与人类发展指数

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丰富的生物承载力和自然资源，但居民生态足迹全球最低，一直处于联合国发布经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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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

　 Ｆｉｇ． 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ｈｉｇ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６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０

不平等因子修正后的“人类发展指数”榜尾。 从长远

看，刚果人民要满足自身需求并改善发展前景，唯一方

法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 旨在为高收入国

家不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能源的 Ｖｉｒｕｎｇａ 石油开采，给
少数人带来短期利润，但不可能实现真正发展：因为在

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自发现石油以来，贫穷和不平等指

数已呈现比以往更糟糕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看，一个国

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均生态足迹必须小于地球所提

供的人均生物承载力，同时保持体面的生活标准。 前者

意味着人均生态足迹必须小于 １．７ｇｈａ（在全球各国适用

而不导致全球生态超载的最大值），后者可定义为联合

国经过不平等因子修正后的人类发展指数（ＩＨＤＩ）高于

　 图 ８　 生态足迹与经过不平等因子修正后的人类发展指数（最近

一年）
Ｆｉｇ． 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ＨＤＩ （ ｌａ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一个圆点表示一个国家，颜色代表不同的地理区域，大小代表人

口规模。

或等于数值 ０．７１，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同时达到这两个标

准，处于图 ８ 右下角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象限内。 然而，
一些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发展道路因不同国家

而异。 一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大幅提升，而生态足迹

增长较小，而另一些国家在保持较高发展水平的同时实

现了生态足迹下降。 其中，中国和美国表现出令人惊讶

的态势。 中国最近十年随着资源利用加速，促进发展水

平提高。 美国在遭遇最近一次经济危机后，人均生态足

迹急转直下。 每个国家都在为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在人

类发展指数提高或维持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成为地球

上每个国家必须面临的挑战。 低收入国家生态足迹最

小，生态系统却遭受最大破坏，高收入国家较高的人类

发展水平是以高生态足迹为代价，如何转变这一关系是

全球面临的关键挑战。
４．４　 人口增长与生态超载

全球人口快速增长是地球超载的重要原因。 世界

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全世界 ２５％的国家承担着 ９０％的

人口，这些地方最不发达国家也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区

域。 据预测，未来一半的人口增长发生在八个国家：尼日利亚、印度、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乌干

达、埃塞俄比亚和美国，仅美国人均生态足迹位于世界前列，其他七个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均很小。 不发达国家

人口增长大，在生物承载力一定情况下，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相应增大。 发达国家高生态足迹换取的高速

发展，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承受着较大生态赤字的负面效应。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和灌溉提

高每公顷生产用地（尤其耕地）平均产量，地球生物承载力总量由 ９９ 亿 ｇｈａ 提高至 １２０ 亿 ｇｈａ。 然而，同期全

球人口由 ３１ 亿增至近 ７０ 亿，致使人均生物承载力由 ３．２ｇｈａ 减少至 １．７ｇｈａ，人均 ＥＦ 由 ２．５ｇｈａ 增至 ２．６ｇｈａ。 所

以，尽管生物承载力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加，但现在已经不够分配了。 随着世界人口预计在 ２０５０ 年和 ２１００
年分别达到 ９６ 亿和 １１０ 亿，可供每个人使用的生物承载力还将进一步缩水。 土壤退化、淡水短缺和能源成本

上升，也促使未来生物承载力的持续上升更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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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一个地球”生活

ＬＰＩ 下降和生态超载不是不能克服，现在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法在地球生物承载力范围内使

用和分享自然资源，这种方法涉及环境、社会和经济利益。 ＷＷＦ 指出必须“一个地球”生活，提出保护自然资

源、提高生产效率、转变消费模式、引导资金流向和公平管理资源等一系列解决方案，并提供了“一个地球”视
角在行动的大量案例：（１）ＷＷＦ 正在与智利当地社区、渔民和水产养殖者、政府、金融机构、零售商等合作伙

伴密切合作，致力于建立一个沿智利沿海，跨越智利海域，延伸到公海、至少覆盖智利沿岸海域 １０％的海洋生

态网，保护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包括蓝鲸、鲑鱼生产和社会公平的海洋保护系统。 （２）上
海推出举措鼓励都市农业发展政策，鼓励家庭和商业楼屋顶装置太阳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就业机会；
ＷＷＦ 与四川和陕西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合作，积极推广周边农村社会节柴灶项目，大幅提高燃具效率，减少碳

排放，促进保护区森林植被恢复。 （３）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风力发电提供了丹麦用电量需求中的 ５７．４％，作为几十

年创新与政策支持取得的成果，丹麦政府奖励风力发电长期投资，大规模利用风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４）
乌干达和卢旺达建立世界极危物种山地大猩猩自然保护区和发展生态旅游业，部分收入用于支持社区主导的

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生计等项目，提高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使当地社区受益，也促进了山地大猩猩种群数量

的恢复，当地居民对保护森林有了更大动力。 其他如南非保护湿地的种植园农业、刚果民主共和国 Ｖｉｒｕｎｇａ
国家公园、伯利兹珊瑚礁和红树林等海岸管理计划、澳大利亚保护大堡礁的高效甘蔗种植、地球一小时城市挑

战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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