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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焱臻，赵文武，刘焱序．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简述．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８）：　 ⁃ 　 ．

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
———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简述

侯焱臻１，２，赵文武１，２，∗，刘焱序１，２

１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５ 月 ４ 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ＩＰＢＥＳ）第七届全体会议在法国巴黎

召开，会议通过了 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自然衰退“史无前例”和物种灭绝率“加速”的局面，保护和恢复自

然需要“变革性改变”。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发布决策者摘要，核心内容包括：（１）自然及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的评估；（２）
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力分析；（３）全球目标和政策方案；（４）政策工具、选项和最佳实践等内容。 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为我国生态

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带来如下启示：（１）系统评估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现状；（２）探讨推动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变革性方案；（３）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与公众宣传。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ＩＰＢＥＳ；全球评估；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１］。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ＥＰ） 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的后续行动、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国际机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ＭｏＳＥＢ）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在巴拿马正式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ＰＢＥＳ），现有 １３２
个成员国［２］。 ＩＰＢＥＳ 是根据决策者的要求，评估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全球机构，旨在通过科学评

估加强政策和决策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３］。 ＩＰＢＥＳ 的运作方式与气候变化政府间委

员会（ＩＰＣＣ）相类似，科学评估报告由专家完成、再经政府审定后正式发布，督促国际社会制定相应政策，解决

生物多样性减退的全球问题［４］。 ＩＰＢＥＳ 评估报告对实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欧盟 ２０５０
战略性长期愿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等具有重要

意义。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５ 月 ４ 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ＩＰＢＥＳ）第七届全体

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上通过了全球评估报告，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公开发布决策者摘要（ＩＰＢ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ＰＢＥＳ 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ｔｓｏｎ 爵士指出“我们和所有其他物种所依赖的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只有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通过‘变革性改变’，在技术、经
济和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对整个系统的范式、目标和价值观进行重组，才能使大自然得到保护、恢复和可持续

利用” ［５］。 该报告引起全球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部门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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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国常设机构和政府间的机构，ＩＰＢＥＳ 为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经

济资源，但也会引发新一轮的环境、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博弈［６］。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正式加入 ＩＰＢＥＳ。 ２０２０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将由中国主办，并将为全球下一阶段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规划和方向。 积极参与和开展 ＩＰＢＥＳ 的评估与研究工作，一方面可

以在国际舞台上拓展全球生态治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１　 全球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全球评估的总体范围包括评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多尺度互动状态，研究了自然对人类

贡献及其相互联系的现状、趋势、驱动因素、价值观和应对方案等。 其中，对于自然的研究包括陆地、淡水和海

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等方面。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全

球评估决策者摘要的核心内容包括：（１）自然及其对人类重要贡献的评估；（２）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力分析；
（３）全球目标和政策方案；（４）政策工具、选项和最佳实践等内容［７］。
１．１　 自然及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的评估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良好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 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空间、时间和社

会阶层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在生产和使用中的权衡性。 自 １９７０ 年以来，随着人口增长、需求增长和技

术发展，农业生产、渔业产量、生物能源生产和材料产量的趋势不断增加。 但就生物多样性而言，物种内部、物
种之间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多样性快速下降。 在有详细评估记录的 ２１ 个国家的动植物种群中，平均约 ２５％的

物种受到威胁，驯化动植物的品种多样性下降，特有物种的多样性和功能丧失，陆基栖息地的本地物种平均丰

度下降了至少 ２０％，入侵外来物种数量增加了大约 ７０％。
１．２　 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力分析

迄今为止影响全球自然变化最大的五个直接驱动因素依次是：（１）土地 ／海洋利用的变化；（２）直接开发

生物，特别是过度开发和开采；（３）气候变化；（４）污染，包括空气、水和土壤污染；（５）外来入侵物种。 同时，
全球自然变化也受到社会价值观和人类行为等间接驱动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口与社会文化、经济与技

术、机构与管理、战争与疾病等。
就直接驱动因素而言，对于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来说，１９７０ 年以来对自然带来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利

用变化；其次是对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的直接过度开发。 对于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直接开发生物（主要是捕

鱼）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土地 ／海洋利用的变化。 气候变化影响海洋、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的物种分布、种群

动态、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等，同时加剧其他驱动因素对自然和人类福祉的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未经处

理的生产生活污染物等对土壤、淡水和海洋水质产生负面影响，并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 此外，外来物种也影

响着本土物种、生态系统功能和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
在间接驱动因素方面，过去 ５０ 年里，人口增长了一倍，全球经济增长了近 ４ 倍，全球贸易增长了 １０ 倍。

经济刺激措施会扩大经济活动，推动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进而造成环境损害。 与此相对应，局地、区域、国家

和全球不同尺度通过实施支持政策，可以取得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例如为消除环境负面效应提供

补贴，将提升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纳入经济奖励，实施可持续的土地 ／海洋利用管理和执行相关法规等措施。
１．３　 全球目标和政策方案

报告指出目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退化趋势无法满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界的需求，难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 在 ２０ 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只有 ４ 个取得了良好进展，与贫困、饥饿、健康、水、城
市、气候、海洋和陆地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１、２、３、６、１１、１３、１４ 和 １５）的 ４４ 个具体目标中，有 ３５ 个可

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的进展较差。 从情景预测的结果来看，除了实行“变革性改变”的情景外，在土地 ／海洋利

用变化、生物开发和气候变化的驱动下，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自然对人类许多贡献的退化趋势将持续到

２０５０ 年及以后。 预计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影响效应将变得愈发显著。 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仅仅是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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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影响全球自然变化的驱动因素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引自 ＩＰＢ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７］ ）

一个环境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安全、社会和道德问题。 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及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亟待通过经

济、社会、政治和技术领域的变革来实现。
１．４　 政策工具、选项和最佳实践

政策行动和社会倡议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自然影响的认识，进而保护当地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并恢复退化地区。 为推动当前全球发展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变，报告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变革的途径

（图 ２）：政府、科学和教育组织以及私营部门等决策者需要采取创新的治理方法，针对五种干预措施（“杠
杆”）以及八个变革性改变的“杠杆点”，通过解决造成自然恶化的潜在间接驱动因素来实现变革性改变。 创

新的治理方法结合了现有方法，具有综合性、包容性、知情性和适应性，有助于解决许多部门和政策领域共同

面临的治理挑战，并为实现变革性改变创造条件。 国家的发展背景不同导致转型的特征和轨迹将不同，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需求也各不相同。 因此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地方知识和当地的管理制度，“因
地制宜”开展环境治理。 此外，报告还强调，人类生活、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互补的、相互依存的，可以通

过可持续农业、调节水产养殖和畜牧系统等进行生态恢复，保护本地物种和栖息地。

２　 全球评估的意义

全球评估为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提供了决策所需的知识，加强了从地方到全球不同空间尺度的生

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科学政策互动。 是自 ２００５ 年出版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来，
又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

（１）影响范围广。 这是一份关于自然状况、生态系统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最新全球综合报告，是第一次

３　 １８ 期 　 　 　 侯焱臻　 等：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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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可持续发展变革的途径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引自 ＩＰＢ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７］ ）

根据优先事项进行的全球评估，也是 ＩＰＢＥＳ 第一份政府间报告［８］。 报告受到各个国家和组织的广泛关注，由
来自 ５０ 个国家的 １４５ 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国际专家编写，并已经通过包括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民间社会

团体、原住民和社区代表在内的数百名外部专家的两次审查。
（２）数据和模型的可利用性强。 报告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等 ４４ 个组织的数据和技术支持。
可以提供协商一致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知识库，提供对全球资产进行多维评估的情景和模型，为未来十年的政

策制定提供支撑。 此外，在涉及多尺度的政策时，可以利用原住民和地方知识来补充信息，最大可能地完善情

景和模型，减小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８⁃９］。
（３）跨地点、跨系统和跨组织合作。 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变革的途径，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审查了与

环境有关的国际计划发展目标和指标，加强了国际合作与区域相关措施的联系。 认识并强调每个行动者在改

善自然和生态系统条件方面的作用，号召所有行动者（包括个人）广泛参与资助保护、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利用

行动。 同时强调对多部门协调治理，以及跨区域决策的重要性［１０］。
（４）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标志着 ＩＰＢＥＳ 第一份工作方案的

圆满完成。 该方案将在“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大背景下，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区域评估、土地

退化和恢复评估一起，为审议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参考。

３　 对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启示

过去 ４０ 年来，中国进行了 １６ 个旨在提高环境与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不仅给中国的自

然环境与人民的生活环境带来益处，为其他国家在设计和实施重大生态工程时提供经验，也帮助世界上其它

国家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１１］。 研究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我国食物生产、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固碳、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７ 项生态服务中，有 ６ 项在 １０ 年中得到明显改善，只
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下降［１２］。 将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适当的方式纳入 ＩＰＢＥＳ 开展的各项评估中，会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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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重大工程评估的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在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领域，规范与整合知识和信息系统弥补研究空缺，从而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管理水平，为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保障，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１３］。 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在科学研究与实践结合的

角度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１）系统评估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现状。
ＩＰＢＥＳ 基于数据共享平台，在评估的基础上运用情景和建模分析，从生态系统（供给）和人类系统（需求）

层面，围绕评估框架探索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和影响机制、服务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理［１４］。 生物多样性研究

需要大数据支撑，我国有较多典型的评估案例，如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综合监测与评估［１５］和全国生态环境十年

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遥感调查评估［１６］等。 同时，我国已经组建了系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监测网

络，如中国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格局数据库、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ＲＮ）、中国大型样地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Ｆｏｒ Ｂｉｏ）和科技部支持下的“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ＳＩＩ）
［１７］等。 但是，现有数据平台系统性相对不足，应统一规划协调中国已有的研究网络，搭建适合多学科的共享

平台，促进学科间交流，强化数据共享。 另一方面可以将现有的数据成果与 ＩＰＢＥＳ 的数据库相结合，并根据

ＩＰＢＥＳ 下一个工作方案“２０３０ 前工作方案”开展评估合作。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与亚洲各国之

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丰富的文化差异和地方知识。 可以将其纳入 ＩＰＢＥＳ 地方知识体系，并合理

利用地方知识补充分析由于多样化的自然及人文环境造成的对政策和管理需求的区域差异性。
在分析自然对人类的贡献中，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是重要的工具。 目前，常见的生态系统服务模型有

ＩｎＶＥＳＴ、ＡＲＩＥＳ 和ＭＩＭＥＳ 等。 这些模型多侧重于对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或流向流量进行定量化评估，在
情景分析、关联关系挖掘、决策优化等环节比较薄弱［１８］。 为探索中国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的政策影响和优化而

设计的 ＳＡＯＲＥＳ 模型加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情景构建，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规划和管理决策优化方法［１９］。
我国学者提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框架适用于中国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与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２０⁃２１］，但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以及供—需关系分析模型尚有待进一步研发。
故可以参考 ＩＰＢＥＳ 的情景和模型的方法和结果，结合中国现状，模拟未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趋

势，从而制定积极的策略应对未来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２）探讨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方案。
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发现自然对人类的贡献降低，且在当前趋势下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决策者摘

要中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变革的途径”。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分别在跨部门合作、实施环境法等、制定奖

励措施等方面体现了变革性方案中干预措施（“杠杆”）的思想，有利于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方案。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整合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和国家林业局

等多个部门的职责，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形成了包括

《环境保护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

障体系，保障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制定了生态补偿制度，向生态保护者或因生态损害而受损者以支付金

钱、物质或提供其他非物质利益等方式，弥补其成本支出以及其他相关损失。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得到国际组

织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和支持。 因此，我国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可以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

变革的途径”中的“杠杆点”采取措施，充分考虑直接和间接驱动力的影响，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

关系。 在科学决策方面，可以参考 ＩＰＢＥＳ 的全球评估报告结果和 ＩＰＢＥＳ 的科学与政策互动的运作过程，根据

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政策需求制定工作方案，由科学专家及相关人员获取相关知识并进行评估，最后以交付

成果的形式提供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５　 １８ 期 　 　 　 侯焱臻　 等：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ＩＰＢＥＳ 全球评估报告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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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与公众宣传。
高等教育机构被认为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社会可持续文化的最佳场所［２２］。 过去二十年来，许多国

家对可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文化中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经建设可持续性研究或可持续发展

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位［２３－２４］。 根据我国 ２０１９ 年硕士专业目录查询结果，我国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专业方

向仅 ３ 个，且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分别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建筑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管理。
可持续性科学是指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研究自然和社会之间动态关系的科学，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基础和技术手段的横向科学［２５］。 因此，建议设置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围绕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结合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培养更多具有可持续发展专业素养

的人才和科研力量。
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可以促进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行动。 ＩＰＢＥＳ 通过举行的科学与政策衔接的

研讨会，在线资源、指南、学习材料的共享，举办讲习班、培训及行为体对话等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以及

参与度。 对此，我国可以建立整合多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平台，利用网络、社区及公共场所的宣传橱窗、新
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公开发行相关知识宣传册，请专家对相关知识向公众做深入浅出的讲

解等，提升公众的认知水平。 另一方面应加强可持续发展的体验活动，吸引和鼓励更多的本地公众参与当地

政府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更有效的达成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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