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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和生态环境危机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ＵＮＥＰ 与自然和谐共处报告简述

尹彩春１，２，３，赵文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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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图》。 报告指出：气
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三大环境紧急情况；人与自然关系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加剧环境风险、
遏制环境恶化的全球承诺尚未兑现、环境风险威胁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多重挑战；全球亟需开展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

的系统变革，加快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重点行动，改革资源环境和经济系统，提高粮食、能源和水系统的环境友好性与可持续

性，加强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健康的协同保护，进而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 该报告结合全球环境评估的

最新进展，强调了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我国社会⁃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有如下启示：（１）创新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集成研究，探寻不同发展路径和气候变化情景下社会⁃生态系统时空演变特征与趋

势；（２）注重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撑以及与国际重大议程的衔接，探索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下降； 环境污染； 可持续发展

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 ２１ 世纪的两大重要科学议题和挑战，而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

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风险源。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到来之际，联合国环境署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发布了其首份综合报告《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对气候、生物多

样性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图》 ［１］。 该报告集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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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组织（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Ｏ）等
机构最新的全球环境评估成果，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状与挑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旨在协同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三大危机，推动实现 ２０３０ 年议程及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

１　 人与自然关系的现状与挑战

１．１　 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加剧环境风险

受人口增长、城市化以及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的影响，以生态系统退化为代价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加

速，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消耗量大幅增加。 １９７０ 年以来，全球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和贸易分别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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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５ 倍和 １０ 倍［２］，使得原材料的开采以及一次能源和粮食的生产都增加了两倍多［３］。 人类正在加速改变自

然生态系统，全球一半的土地处于人类主导的半自然状态；２５％的土地已被彻底转换为农田、建设用地和其他

人为景观；只剩下约 ２５％的土地保持着几乎未受人类干扰的自然状态［３］。 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人口预计将从目

前的 ７８ 亿增加到近 ９０ 亿，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巨大需求，能源产量将增加约 ５０％［４］，粮食产量增加约

７０％［１］。 高强度的资源使用和废弃物排放不仅会威胁当地的生态环境安全，还会在国家间和大陆间流动，进
而加剧全球环境变化。 土地退化也面临难以逆转的危机，预计到 ２１ 世纪中叶，近自然状态的土地将缩减至

１０％，而退化的土地将超过 ２０％。 尤为重要的是，生态系统状态的改变将导致生态过程和服务的退化，目前六

分之一的人为改造土地已经出现了与人类福祉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３，５］。
社会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基础，以及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生态系统服务。 然而，目

前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将自然的价值及其退化的代价排除在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之外，尚缺乏促进可持续利用

和保护自然的激励措施。 传统的核心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忽视了自然资源等生态资产的价值

和收益，也未能考虑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和成本。 此外，由于目前的大部分经济核算体系强调量的

“增长”，而未能充分反映质的“发展”，加上短期、既得利益对不可持续性投资方向的驱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

展模式正在加剧全球环境风险［６］。
１．２　 遏制环境恶化的全球承诺尚未兑现

世界还未走上控制全球变暖的正轨。 ＩＰＣＣ 指出，全球变暖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１—２℃时，气候系统的状

态可能逼近临界点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７］。 《巴黎协定》要求，气候变暖幅度应当被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的 ２℃以内，并且全球应为升温幅度不超过 １．５℃而努力［８］。 然而，各国对控制全球变暖做出的努力参差不

齐。 与 １９ 世纪末相比，目前地球近地表平均温度已经上升 １℃以上。 按照目前的速度，全球变暖幅度将在

２０４０ 年左右达到 １．５℃，在 ２１００ 年至少会上升 ３℃ ［９］。
保护地球生物的全球行动未充分落实。 在 ２０ 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只有 ６ 项目标得以实现［１０］，例

如，增加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面积。 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背景下快几十到数百倍，全球约 ８００ 万种动

植物中有 １００ 万种濒临灭绝。 １９７０ 年以来，野生脊椎动物和昆虫物种的数量分别下降了 ６８％和 ５０％［３］。 由

于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
治理环境污染还需加快步伐。 世界对臭氧层的修复富有成效，如果各国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协议

继续对消耗臭氧层的化学品进行生产和消费上的限制，到 ２１ 世纪中叶，臭氧层就可能恢复到 １９８０ 年前的水

平［１１］。 然而，目前的环境污染治理依旧面临众多挑战。 全球每年有多达 ４ 亿 ｔ 的重金属、有毒污泥和其他工

业废物被排入水域；海洋塑料污染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增加了 １０ 倍［１２］；近几十年来大气污染问题在高收入国家有

所改善，但大多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继续恶化，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暴露于严重的大气污染环境中［１３］。 因

此，全球依旧亟需加快减轻环境污染和安全管理废弃物的行动。
１．３　 环境风险威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１７ 项 ＳＤＧｓ 是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包容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全球发展愿景，然而，目前和预计未

来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ＳＤＧ １３—１５）使 ＳＤＧｓ 的进展面临巨大阻碍（图 １）。 全球变暖伴随着极端天

气事件的频发和旱涝格局的改变，阻碍着减贫、粮食和农业安全、人类健康和供水安全等目标的进展（ＳＤＧ
１—３、６），并使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面临威胁（ ＳＤＧ ９、１１）。 环境退化可能加剧性别间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ＳＤＧ ５、１０），特别是在人口生计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农村地区，妇女难以平等获得资源、土地、教育等权利；由
于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农业等气候敏感部门，这些国家也承受着最沉重的气候变化压力。 能源和生

产消费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体面工作（ＳＤＧ ７、８、１２）的进展将受到自然资本流失和气候变化的阻碍，全球约

３２ 亿人已经受到土地退化的不利影响，仅 ２０１８ 年，气候相关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达 １５５０ 亿美元［１４］。 此

外，环境危机可能加剧移民和自然资源竞争，全球因此引发的冲突目前已超过 ２５００ 起［１５］，严重危及和平与包

容社会的发展（ＳＤＧ １６、１７）。

７３５９　 ２３ 期 　 　 　 尹彩春　 等：应对气候和生态环境危机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ＵＮＥＰ 与自然和谐共处报告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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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环境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根据参考文献［１］修改）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２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路径

２．１　 推动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的系统变革

以 １７ 项 ＳＤＧｓ 为框架，协同推动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在价值观念、政策、教育、技术、经济、协
作、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并综合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由于短期和既得利益的驱动以及现有

基础设施和已投入资本的惯性，面向绿色转型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与变革往往受到阻碍。 对此，需要加

强政治领导、媒体宣传和公众监督来营造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环境，使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产业部门无法

通过外部化环境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奖惩激励机制等措施的导向作用；
加强跨部门的协作管控，系统规划和管理自然资源；完善法律法规和司法程序，保证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环境保

护要求。 此外，知情、公平和参与式的治理体系是系统变革的基础，需要加强政府、国家部门等领导核心的调

控作用，并激励非政府组织、科学教育机构、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媒体、社会团体和家庭在各自的领域内发起

倡议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行动。
２．２　 加快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重点行动

由于地球圈层间强大的连通性，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污染等危机往往相互交织，通过级联作用

被不断放大。 为了协同应对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挑战，需要探索并落实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ｂＳ），减轻多维环境脆弱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权衡并促进协同。 例如，修复天然林、植树造林

等生态修复措施，可以同时发挥固碳释氧、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和净化水源等多种效益。
控制气候变化，亟需深化并加快减排行动。 要使全球变暖幅度不超过 １．５℃，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需要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比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减少 ４５％，并在 ２０５０ 年之前达到零排放［１６］。 减排需要对能源、工业、基础设施

和土地管理等部门进行彻底的绿色变革，并加快研发二氧化碳捕获、储存的技术和设备。 减少臭氧、甲烷等气

体的排放量对减缓气候变化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利于改善大气污染、保护公众健康、保障作物产量和粮

８３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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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 为了提高气候变化下的适应性和弹性，各国政府应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以适应变率增大

的温度和降水模式（如极端干旱、洪涝灾害、海平面上升等）。 此外，通过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海绵城

市、农林复合和水土保持等工程，不仅可以保护和修复生态，在减排和控制气候变暖中做出 ３５％—４０％的贡

献，也能够产生多种社会经济效益［３］。
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明晰并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根植

于人类发展的需求之中，维护生物多样性需要融入对解决贫困、改善生计以及可持续利用粮食、能源等资源的

系统变革中。 市场转型和消费观念的提升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使其免受贸易和供需链的影响，例如，取消

对不可持续性农业、渔业、采矿业的补贴，严格生产标准管理、产品溯源和认证，并加强消费引导与教育。 此

外，土地和海洋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水污染以及物种入侵等因素直接驱动了生物多样性的下降，遏制生物多

样性下降需同时解决此类环境问题；加快构建更大范围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网络，增加对自然保护区监督、执
法和修复方面的投资，并加强对全球保护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和改造，使其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退化

危机。
控制环境污染，需要加强法律法规管控，以及科学研究成果与政策的衔接。 各国需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和环境科学研究，为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基础；加强法律法规管控并发展净化技术，减少污染物排入大气、
土壤和水域；此外，为了加强对环境质量的全球统一评估和管理，需要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制定一套明确的污

染物排放和化学品管理指标体系与标准。
２．３　 改革资源环境和经济系统

改革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是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各国应逐步建立自然资本账户，
在国民核算体系中纳入自然资产核算［１７］，并对环境保护和破坏行为采取奖惩分明的政策和监管措施。 例如，
对污染性的和不可持续的开发建设和生产行为采取关停或征税措施，对低碳和自然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和技术

提供补贴或经济奖励。 此外，政府和企业需要在其管理系统和供应链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并将自然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贡献纳入经济衡量指标。 根据社会和环境因素（如污染治理成本）对 ＧＤＰ 的核算进行修正，使
ＧＤＰ 在衡量经济发展时更具包容性，能够考虑到支撑社会经济运转的自然资本、环境质量和其他代表发展质

量的非货币因素［１８］。 此外，还需要增加公共和私人筹资，并引导资金流动和投资方向。 优化激励措施，提供

低成本的融资机会和投资基金，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方向更具有吸引力。
２．４　 提高粮食、能源和水系统的环境友好性与可持续性

粮食、能源和水是支撑人类生存发展最基础的资源，也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关键服务，提高粮食⁃能
源⁃水系统的可持续性对于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１９］。 建设有弹性、可持续的农业系统，需要对

粮农产业进行合理的补贴和投资，为绿色消费模式和可持续农业实践提供动力；提高农业结构多样性，形成多

功能农业景观，开发适应盐碱土等条件的品种，加强对有机农业、农林复合、水土保持、病虫害和灌溉等方面的

投资与管理；改善消费和饮食习惯，特别是在肉类和奶制品市场巨大的发达国家，不仅可以减少肉类生产对能

源和水的大量消耗，还可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压力。 此外，减少食物和水的浪费至关重要，这需

要在从提取、生产、储存、分配基础设施到个人消费观念等领域进行全面的检修与改革。 实现可持续用水，需
要提高水利用效率、增加储存水量、促进水源地保护；优化对城市用水和其他用水主体的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以减少水污染、改善水质、可持续开采地下水；加强对供水基础设施和废水资源回收项目的投资；增加对气候

和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的水量储存；在区域间公平分配水资源还需要跨区协议和政策的引导。 能源生产和消

费需向清洁能源和低碳模式转型。 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 １．５℃的控温目标，对能源转型的投资需要比目前增加五至

六倍［５］。 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转型的关键

举措。 政府应完善政策法规和激励措施，加快淘汰在发电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化石燃料使用。 此外，需要审

慎规划陆地和海洋上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装置，以免对生态系统以及对粮食和水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２．５　 加强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健康的协同保护

落实“一个健康（Ｏ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策略，协同促进人体健康和环境健康［２０］。 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是保障

９３５９　 ２３ 期 　 　 　 尹彩春　 等：应对气候和生态环境危机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ＵＮＥＰ 与自然和谐共处报告简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人类生存安全与身心健康的基础，控制气候变化可以降低极端天气事件、水媒疾病等风险发生的频率，从而减

少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威胁；扭转生态系统退化有助于保障粮食和水安全，获取药材和生物遗传资源，并降低人

畜共患疾病爆发的风险；减少环境污染是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关键。 城市是极端高温、洪水、
大气污染、水污染、传染病等环境危机与人体健康之间矛盾最突出的区域，预计未来 ２０ 年城市将大幅扩

张［２１］。 各国需要加强城市规划，增强城市弹性；遵循 ＮｂＳ 的理念，既要保障人类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求，
也要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人畜共患病频发等危机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向低碳经济转型、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扩大绿色基础设施等；沿海城市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和改造，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入侵淡水系统带来的

风险。

３　 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与自然和谐共处》报告，旨在揭示目前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呼吁各方积极行动以促

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更重要的是，该报告揭开了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系列加速行动和重大议程的

序幕（图 ２）。 ２０２０ 年 ＳＤＧｓ 交付十年之际，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成为人类思考和谋划可

持续未来的窗口期［２２］。 人类发展的持续高压威胁着生态系统安全；而退化的生态系统及其病毒外溢效应可

能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２３］；在疫情封锁下，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停滞的空隙中得以暂时修复。 这表明生

态系统稳态一旦在人为扰动下突破其临界点，便可能诱发灾难并触发其自适应机制，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

可持续发展［２４］。 在全球经济萧条、环境退化的危机下，后疫情时期成为协同推进经济复苏与自然修复的巨大

机遇。 我国系统及时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的蔓延，并率先走上了社会经济复苏的正轨［２５］。 在疫情影响下的

新阶段，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向可持续的模式转型。 发展低碳经济，加快“碳中和”部署，促进非化石能

源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完善环境污染治理体系，加强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加强

对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

图 ２　 联合国 ２０２１ 年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的主要议程

Ｆｉｇ．２　 Ｋｅｙ ＵＮ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１

从联合国主要议程来看，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愈发受到关注，人地关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仍

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高强度资源开发和污染物排放也威胁着生态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２６］。 我国科研工作者需要深化不同时空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并构建发展模型，开展自然过程与人文

过程中的多要素、多尺度、多过程、多学科和多源数据集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和气候变化情景下，探
讨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适应性、承载边界等问题；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等连接自然⁃社会经济

０４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系统的纽带，量化其供需变化以揭示人地耦合关系演变的机制［２４］；在不同发展路径和情景下，预警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等人类发展需求超越地球界限及社会界限的可能性，并提出调控优化策略［２７⁃２８］。

我国近些年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诸如，倡导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念［２９］；组织全国各省份编制“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３０］；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与核算工作，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

国民核算体系［３１］；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家创新示范区，打造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上特色高效的可持续

发展范本［３２］。 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我国科研工作者要注重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撑，加强与国际生态⁃
社会系统研究动态和议程的衔接，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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