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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持续未来的生态系统服务
———２０１９ 年第十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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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十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Ｐ １０）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市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与实践前进中的十年：面向一个可持

续的未来”，旨在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研究、政策支持、实践等方面的热点问题，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并寻求未来可持续发展

的绿色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及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文对本次会议的开幕式、７ 场特邀

报告，４８ 个主题会场、１６０ 个海报展览等内容进行述评，大会内容围绕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领域展开，包括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与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区域政策分析与决策

支持、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等方向。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发展；管理政策；生态系统服务实践；会议述评

１　 会议背景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及其所维持的人类赖

以生存的自然效用［１］。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生态系统服

务的研究、实践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学者、国家及地区领导、机构负责人、商业界等都纷纷关注自

然资源的承载力与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是否还能为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支撑，这已成为当前世界

生态学研究与实践相关领域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
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ＳＰ）成立自 ２００８ 年，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性

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的交流平台，为世界各地生态系统服务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以及

企业届人员提供交流与合作基础。 自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组织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全球范围内的

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截至今年已经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等过成果举办过九

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可以认为是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面向未来可

持续发展要求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政策与实践，今年的大会主题设定为“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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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中的十年：面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６ 日在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召开，共
有来自 ６６ 个国家的 ７５０ 多人参加了本次大会，这是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第三次在德国召开，参与人数与会

议规模逐年提升，越来越彰显出当前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繁荣。

２　 会议概况与主题

第十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的主题是“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与实践前进中的十年：面向一个可持

续的未来”，本次会议由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 ＥＳＰ 主办，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自然地理与景观生

态研究所承办，支持单位与机构包括德国综合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德国生态系统服务创新网络、莱布尼茨生

态空间发展研究所、莱布尼茨农业景观研究中心、赫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莱布尼茨大学环境规划研究所等联

合承办，本次大会也得到了 Ｐｅｎｓｏｆｔ 公司、爱思唯尔公司、斯普林格集团等科学出版与传播集团的联合支持。
本次大会由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自然地理与景观生态研究所所长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教授担任本届大会主

席，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副校长 Ｐｅｔｅｒ Ｗｒｉｇｇｅｒｓ 教授、ＥＳＰ 主席 Ｒｕｄｏｌｆ ｄｅ Ｇｒｏｏｔ 教授，ＥＳＰ 共同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教授等共同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仪式。

大会历时五天，一共设置了 ７ 场主题报告以及 ４８ 个主题分会场（如表 ２ 所示），主题分会场报告包括 １０
个生物群落工作组分会场、１８ 个主题工作组分会场、６ 个部门工作组分会场、１０ 个综合主题分会场，讨论内容

涵盖生态系统服务的众多领域，在会议期间共有近 ４００ 个学术报告、１６０ 个学术墙报进行深度交流。 参会者

主要为来自全球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科学家、决策者、非政府机构人士、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针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具体研究、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未来实践等内容展

开讨论，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并寻求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３　 会议主体内容

（１）开幕式（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早 １０ 点召开了第十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的开幕仪式。 开幕式上，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教授代表 ＥＳＰ 向所有参会者致开幕词热烈欢迎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者、实践者齐

聚汉诺威。 ＥＳＰ 主席 Ｒｕｄｏｌｆ ｄｅ Ｇｒｏｏｔ 教授做了题为“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十年（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主题报告，详细回顾了 ＥＳＰ 成立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世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发展

状况，ＥＳＰ 以每次大会一个关键主题的形式，十年来在全世界各地举办了十余次世界大会及地区会议，生态系

统服务与自然资产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生态学报》经过多年的

努力已成为当前全世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发文量最大的五本期刊之一（图 １） ［２］。 ＥＳＰ 共同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教授以 “生态系统服务：为可持续的、令人向往的未来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探讨了当前以及未来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方向与挑

战，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认为可持续未来要求研究视角、工具与具体实施的三位一体的统一，自然资产通过生态系统服务

与社会资产建立内在的关系，最终共同实现可持续的福祉，为了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建立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１６７ 个具体目标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性框架、关系，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最后指出未来生态系统

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于多目标的权衡与评估、如何建立超越 ＧＤＰ 的评估与量化、综合的模型与情景规

划、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尺度、经济范式的改变等［３］。
（２）大会特邀主题报告（Ｋｅｙｎｏ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本次大会共设有 ７ 个特邀主题报告，围绕着“持续推进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政策与实践，面向一个可持续

的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演讲者们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政策与实践的多方面的进展与挑战等内容

分别展开（表 １），探讨了当前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研究与实践的主要发展方向。 Ｅｌｅｎａ Ｂｅｎｎｅｔｔ 博士以语

音播放的形式做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来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的进展与挑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Ｓ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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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态系统服务二十年：我们走了多远？ 我们还需走多远？ （图片来源：现场拍摄）

Ｆｉｇ．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ＭＥＡ”的报告，介绍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来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并提出未来生态系

统服务仍面临的若干主要挑战，包括在持续变动的世界中不断推进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实践、生态系统服

务治理的量化与监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视角下资产的多种形式、生态系统服务的贸易以及其他远程

关系等方面。 德国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Ｐａｕｌｕｓ 博士做了“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产：生物

多样性政策的新范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的报告，深入

探讨当前德国在生物多样性政策与实践的多方面探索，从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产评估的角度，提供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新的实践路径。 １０ 月 ２４ 日英国环境管理小组的 Ｌｕｃｙ Ｅｍｅｒｔｏｎ 博士作了“建立生态系统服

务投资的经济和商业的案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从商业

与投资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如何最小化生态系统风险、抓住生态系统机会等展开讨

论。 １０ 月 ２５ 日欧洲环境局执行理事 Ｈａｎｓ Ｂｒｕｙｎｉｎｃｋｘ 作了“超越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到基本的可持续性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ｂ）ｕｓ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介绍了欧洲环境局近年来在生态系统服

务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应用、政策的关键举措、未来计划以及成果经验。

表 １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报告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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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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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ＭＥＡ Ｅｌｅｎａ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Ｐａｕｌｕ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ｉｍｅ：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ｕｉｓｅ Ｗｉｌｌｅ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ＰＢＥＳ：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ｎｅ Ｌａｒｉｇａｕｄｅｒｉ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ＰＢＥ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ｒｔａ Ｍａｒｔíｎ－Ｌóｐｅｚ Ｌｅｕｐｈ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üｎｅｂｕｒ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ｕｃｙ Ｅｍｅｒｔ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ＵＫ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ｂ）ｕｓ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ｎｓ Ｂｒｕｙｎｉｎｃｋｘ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３　 ２１ 期 　 　 　 王辰星　 等：面向可持续未来的生态系统服务———２０１９ 年第十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述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主题分会场报告（ＥＳ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主题分会场报告根据报告主题与组织工作小组形式分为生物群落工作组 （ Ｂｉ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行业 ／部门工作组（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主题工作组（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综合主题分会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１） 生物群落工作组分会场报告（Ｂｉ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ＳＰ 共有 １０ 个生物群落工作组，他们主要关注特定生态系统的整个生物群落或其内部亚群落的生态系

统服务。 本次大会有生物群落工作组中的海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森林与林地、地中海区域生态系统、
极地与高山、乡村景观、城生态系统工作组组织了主题分会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海洋、淡水、森林等自然生态

系统的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实践，典型区域如地中海区域、极低与高山的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服

务，农村景观与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讨论了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不同特定区域

的生物群落特征与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与联结，探讨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新方法与新

模型、政策制定与决策支持以及区域可持续性的新方向。

表 ２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生物群落工作组分会场报告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序号
ＩＤ

工作组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工作组主题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主席
Ｈｏｓｔ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１ａ 海洋生态系统 公海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绘
图和建模的方法进展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ａ Ｄｒａｋｏｕ，
Ｅｌｅｎａ Ｇｉｓｓ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ＵＡＶ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Ｂ１ｂ 珊瑚礁
从热带到两极：海洋文化生
态系统服务评估

Ａｎａ Ｒｕｉｚ⁃Ｆｒａｕ ＩＭＥＤＥＡ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Ａｖａｎｚａｄｏｓ） Ｓｐａｉｎ

Ｂ２ａ 淡水生态系统 淡水湿地
河流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评价方法

Ｍａｕｒｏ Ｃａｒｏｌｌｉ，
Ｊａｎ Ｈ． Ｊａｎｓｅ

Ｌｅｉｂｎｉ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üｒ Ｇｅｗäｓｓｅｒöｋ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Ｂｉｎｎｅｎ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ｉ， ＰＢＬ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ｔ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２ｂ 河流与湖泊
基于自然的河流景观规划
和实 施 解 决 方 案 的 前 沿
进展

Ｓｔｅｆａ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Ｂ３ 森林与林地
半天然林和人工林：面向土
地利用和气候变化的生态
系统服务与权衡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Ｇｉｍｏｎａ，
Ａｍéｌｉ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ＨＩ， ＵＭＲ ＣＩＴＥＲＥＳ （ＣＮＲ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ｕｒ

Ｂ５ 地中海生态系统
地中海社会生态系统：生态
系统服务动力学的综合方
法合

Ｊｏｓｅ Ｖ． Ｒｏｃｅｓ⁃Ｄｉａｚ Ｓｗａｎｓｅ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８ 极地和高山区域
山地和北极社会生态系统
的全球变化

Ｕｔａ Ｓｃｈｉｒｐｋ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ｌｐ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ｕｒａ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９ ／ Ｔ１８ｃ 乡村景观
生态系统服务治理的城乡
协同：科学与决策的桥梁

Ｍａｒｉａ Ｐａｒｔｉｄａｒｉ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ｅｃｎｉｃ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Ｌｉｓｂｏａ

Ｂ１０ａ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复杂性和
挑战 Ｕｒｂａｎ

Ｌｕｉｓ Ｉｎｏｓｔｒｏｚａ Ｒｕｈ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Ｂｏｃｈｕｍ

Ｂ１０ｂ 城市生态系统
提升城市可持续性与生态
系统服务的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

Ｒｏｙ Ｒｅｍｍ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１０ｃ 城市生态系统
推进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评
估使城市更具包容性和公
平性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 Ｂａｒó ＩＣＴＡ⁃ＵＡＢ

Ｂ１０ｄ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影响城
市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和 不 利
因素

Ｎｉｎａ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Ｊｏｅｒｇ
Ｐｒｉｅｓｓ，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Ｈａａ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１０ｅ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和城市周边开放空间
生态系统服务的治理途径

Ｍａｒｃｉｎ Ｓｐｙｒａ，
Ｓｉｌｖｉａ Ｒｏｎｃｈｉ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ｌｌｅ，
Ｐｏｌｉｔｅｃｎｉｃｏ ｏｆ Ｍｉｌａｎｏ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 行业 ／部门工作组分会场报告（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ＳＰ 共有 １０ 个行业 ／部门工作组，主要

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与特定的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旅游、农业、渔业、食品生产、能源部门等。 本次大

会中有农业产品生产、商业、自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循环经济工作组组织了分会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与调控、商业中的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应对气候变化与

自然资源、环境退化的循环经济模型研究等，探讨不同部门与行业中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相应的行业特定问题

的解决途径。

表 ３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行业 ／部门工作组分会场报告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序号
ＩＤ

工作组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主席
Ｈｏｓｔ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１ 农业生产
农业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土壤
健康管理，持续提供农业生态系
统服务

Ｅｄｍｕｎｄｏ Ｂａｒｒｉｏｓ， Ｍｉｇｕｅｌ
Ｃｅｂｒｉáｎ⁃Ｐｉｑｕｅｒａｓ，
Ｂａｒｔｏｓｚ Ｂａｒｔｋｏｗｓｋｉ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ＡＯ ），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ＵＦＺ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６ 商业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企业行动
中的应用：增加影响力，释放机
会，通过 ＥＳＰ 业务跟踪推动创新

Ｍａｔｔ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ｇｅ Ｌｉｅｋｅｎ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ａｎ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ｖａｎ Ｗｅｅｌｄｅｎ

ＪＮＣＣ， ＶＩＴＯ， ＲＶＯ， ＦＳＤ

Ｓ８ａ 自然保护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
Ｊａ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Ｓｃｈäｇｎｅｒ， Ｋｌａｒａ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Ｂｅｒｇｈöｆ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Ｆöｒｓｔｅｒ

ＥＣ，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ＦＺ

Ｓ８ｂ 自然保护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与生态系
统服务之间的联系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Ｃｏｈｅｎ⁃Ｓｈａｃｈａｍ，
Ｓｉｍｏｎｅ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ＩＵＣ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Ｓ１０ 循环经济
循环生物经济———应对气候变
化、减少自然资源和环境退化等
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案？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Ｔｈｏｍｓｅｎ Ａａｒｈ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 主题工作组分会场报告（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ＳＰ 共有 １８ 个主题工作组，分别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应用、实践等方面的多个或特定的具体主题，如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模型、方法、制图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与公众健

康、生态系统服务流等方面，本次大会中，共有 １９ 场主题工作组的分会场报告举行，涵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

实践的各个方面，主题围绕生态系统服务如何更好地通过评估制图、方法与模型创新、政策与决策支持、经济

手段、政策手段、政府部门工作支持等方面，对区域乃至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支持。

表 ４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行业 ／部门工作组分会场报告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序号
ＩＤ

工作组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主席
Ｈｏｓｔ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２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服务

定量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服务之间的关系

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 Ｂｏｄｅｇｏｍ， Ｍａｒｉａ
Ｆｅｌｉｐｅ⁃Ｌｕｃｉ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３ 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科学与现实的结合：制定适合
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ａｎ Ｏｕｄｅｎｈｏｖｅｎ，
Ｂｅｔｔｉｎａ Ｍａｔｚｄｏｒｆ，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Ｓｃｈｒöｔｅ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ａ Ｄｒａｋｏｕ

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ＺＡＬＦ ）， ＵＦＺ⁃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　

Ｔ４ａ 生态系统服务制图 时代在变化：动态生态系统服
务的静态制图

Ｌｏｕｉｓｅ Ｗｉｌｌｅｍｅｎ，
Ｍｉｇｕｅｌ Ｖｉｌｌｏｓｌａｄａ

ＩＴ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 Ｅｓｔｏｎ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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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ＩＤ

工作组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分会场主席
Ｈｏｓｔ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４ｂ 生态系统服务制图 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制图：利用
社交媒体评估文化价值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Ｌａｎｇｅｍｅｙ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ＣＴＡ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Ａｕｔòｎｏｍａ ｄ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ＵＡＢ）

Ｔ５ 生态系统服务建模 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模型⁃促进
建模科学和应用

Ｒｏｙ Ｒｅｍｍｅ，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 Ｖｉｌｌａ，
Ｍａｒｉａ Ｐｅｒｅｖｏｃｈｔｃｈｉｋｏｖ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ｓ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ＢＣ３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Ｔ６ａ 生态系统服务的综
合评估

评估人类纪时代的海洋生态
系统服务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ｓａｎ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ｅｌａ

Ｔ６ｂ 生态系统服务的综
合评估

时代在变化：动态生态系统服
务的静态制图

Ｋｌａｒａ Ｊ．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Ｓｈａｍｉｋ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ｓ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８ 文化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与多维健康之
间的联系：自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以来，我们取得了怎样的
进展？

Ｊｏｒｇｅ Ｃ．Ｌｌｏｐｉｓ，
Ｊｕｌｉｅ Ｇ． Ｚａ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ｎ

Ｔ９ 生态系统服务与公
共健康

文化服务与城市公共健康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Ｍａｒｓｅｌｌｅ，
Ｓｊｅｒｐ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ＦＺ ＆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Ｄｉｖ），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１０ 生态系统权衡与工
程评估

权衡模型是否提供了完整的
情况或者利益相关方能够说
明一切？ 模型的互补性和参
与方法 Ｄ

Ｉｎｇｅ Ｌｉｅｋｅｎｓ ＶＩＴＯ

Ｔ１１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
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Ｓ Ｆｌｏｗｓ

通过从区域到全球范围的生
态系统服务流实现远程耦合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ｏｅｌｌｎｅｒ，
Ｍａｒｉａ Ｆｅｌｉｐｅ⁃Ｌｕｃ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ｙｒｅｕｔｈ， ｉＤｉｖ

Ｔ１２ 生态系统服务与灾
害风险减缓

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生态
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
和非经济影响

Ｚｉｔａ Ｓｅｂｅｓｖａｒｉ， Ａｎｎｅ Ｎｏｂｅ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ｓｓｅ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１４ｂ 生态系统服务在规
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评估景观结构对景观规划和
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在
细节和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Ｈｅｒｍｅｓ， Ａｎｎａ Ｃｏｒｄ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ＦＺ，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１４ｃ 生态系统服务在规
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服务和变化的驱
动力

Ｌｕｋａｓ Ｅｇａｒｔｅｒ⁃Ｖｉｇ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ｌｐ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ｕｒａ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１４ｄ 生态系统服务在规
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利用空间自然补偿措施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进
行补偿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ｅｎｄｅ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１６ 生态系统服务的财
政机制 （ 如生态补
偿）

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现状
和挑战

Ｂｅｔｔｉｎａ Ｍａｔｚｄｏｒｆ Ｌｅｉｂｎｉｚ⁃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ＡＬＦ）

Ｔ１７ 生态系统服务审计
与绿色经济

生态系统服务核算：应用时
间 Ａ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 Ｎｏｔｔｅ ＥＣ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１８ａ 政府与机构的角度 生态系统服务条款治理创新：
法律方面、经济手段和政策的
组合

Ｌａｓｓｅ Ｌｏｆｔ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ＡＬＦ）

Ｔ１８ｂ 政府与机构的角度 ＴＥＥＢ 的政策影响激发关于自
然资本价值评估的研究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Ｂｅｒｇｈöｆｅｒ ＵＦＺ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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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综合主题分会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本次大会中除三个工作组分别组织的分会场报告之外，还有 １４ 个综合主题分会场报告，分别关注生态系

统服务研究、应用、实践等方面的多个或特定的具体主题，包括一个开放主题分会场，面向特定区域如加勒比

和南大西洋小岛屿国家、欧盟海外及小岛屿国家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的教学策

略、知识的形成以及自然⁃社会关系知识的应用等，还包括了如何撰写和发表文章以及游戏在生态系统服务概

念推广中的效用等前沿问题，综合主题分会场的讨论更加贴近当前生态系统服务实践与政策制定的前沿，探
索新的社会形态、新鲜事物、新的理念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中的作用与意义。

表 ５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行业 ／部门工作组分会场报告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１０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序号 ＩＤ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Ｇ０ 开放主题会场

Ｇ１ ＩＰＢＥＳ 评估的意义：；联结多元价值与看似美好的未来

Ｇ２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与共存：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方法与工具

Ｇ３ａ 利用自然资本促进加勒比和南大西洋小岛屿的可持续发展

Ｇ３ｂ 欧盟海外及小岛屿发展国家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与制图

Ｇ５ 实施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的准则、工具包、数据库和标准

Ｇ６ａ 有效的教学策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概念与社会相关

Ｇ６ｂ 玩游戏拯救地球？ ⁃游戏能否更广泛地推广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

Ｇ７ａ ＹＥＳＳ：把早期的职业研究放在生态系统服务领域

Ｇ７ｂ 如何发表：从审稿人和编辑的角度

Ｇ８ ＥＳＰ 亚洲论坛：连接科学和政策，在亚洲实施生态系统服务方法

Ｇ９ 使土地管理经济学成为政策、战略和决策的组成部分

Ｇ１０ａ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在自然⁃社会关系的知识

Ｇ１０ｂ 系统回顾：描述知识的状态并确定科学和决策的差距

４　 结语与展望

本次大会是世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领域的一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大型学术会议，汇集了全球生态

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研究人员，聚焦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全球变化背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

践面临的重要挑战，共同研究、探讨如何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推进区域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对策、工
具与方法。 通过对本次大会特邀报告、主题报告、学术墙报的总结，当前世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研究与实现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１）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与模型、气候变

化、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区域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等仍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

实践领域的前沿与热点；２）各国政府机构更加关注如何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从评估到政策支持的过程，即如何

将纸上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的关系结果真正落实到地区及国家的政策手段、经济手段等方面；３）生态

系统服务的研究与实践涉及多个学科的交互与融合，不仅是当前生态学界的研究热点，更是多国政府部门、企
业等的关注焦点，需要不断构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合作机制，融合多学科、多领域、多国籍科学家共同的努

力来实现可持续未来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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