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 

执行概要 

 

  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得的裨益极其丰富多样，如食物、纤维、清洁的

水、健康的土壤、碳捕获等等。虽然我们的幸福完全依赖于这个“生态系统持

续不断的服务”，原则上它却属于无价无市的公共货物，因此极少显示在我们

目前的经济罗盘上。这一现象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系统的持续退

化，而我们也正自食其果。 

  受《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启发，我们发起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

经济学”（TEEB）倡议，目的是增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经济价值的理解

并提供包含对这一价值的正确认识的经济手段。我们相信，这一工作将为制

定更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项目标作出

贡献。 

  TEEB 包括两个阶段。本中期报告对第一阶段的结果加以总结。它显示

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展示了如果不采取行动使目

前的破坏和损失得以逆转，人类的福祉将受到怎样的威胁。第二阶段将在这

一基础上加以扩展，显示如何运用这一知识制定正确的措施和政策。 

 

第一阶段 

  世界已经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遭受了很大损失。近期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价

格的上涨显示了这种损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紧急的补救措施极为重要，因

为物种的消失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与人类的生活直接相关。而且经济增长和对

1 



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农业改造的趋势无疑将会继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限制国

家和个人对经济发展的合理追求。但是保证在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自然生

态的实际价值同样不能忽视。这对经济和环境管理而言都具有核心意义。 

  我们在本报告的前两章作如下描述：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措施，目前的生

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将会继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加

速—部分生态系统可能会遭到无法补救的破坏。报告显示，如不采取行动，

听之任之，那么到 2050 年我们将面对严重的后果: 

• 2000 年尚存的自然地域中的 11%可能消失，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用

地、基建扩张和气候变化； 

• 目前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农业用地中的近 40%将转为集约型农业用地，

给生物多样性带来进一步损失； 

• 60%的珊瑚礁甚至肯能在 2030 年以前就会消失，原因在于渔业、污

染、疾病和外来入侵物种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珊瑚白化。 

  目前陆地和海洋上出现的趋势显示出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使人类的健康和

幸福面临严重的威胁。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加严重。和气候变化一样，生物多

样性的持续减少使世界上贫穷的人们面临最大的危险。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依赖最强。而生态系统服务却因为有缺陷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中的错误

遭到破坏。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使他们的决策

体现对生态系统服务真正价值的认识。因为生态系统经济学仍是一门正在发

展的学科，我们在第三章中描述在研究和运用适当的方法论方面的主要挑

战。特别是在这一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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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之间需要作出的那些关乎伦理的选择。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千年发展

目标便无法实现。 

  不少颇有前途的政策已得到实践。第四章中我们介绍一些已在部分国家

实施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效法或扩大应用。这些范例虽然

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发展传达了

一些共同的信息： 

• 重新考虑当今的财政补贴政策以反映未来的重点； 

• 奖励那些目前尚未被承认的生态系统服务，确保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造

成的经济损失能够通过开辟新的市场和推行恰当的政策得到解决； 

• 分享保护带来的利益； 

• 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和利益。 

 

第二阶段 

  我们在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经济探索将建立在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

及其服务的了解之上并具有区域针对性。我们还将考察生态系统及其有关的

服务对某个特定措施的可能反应。考虑伦理与公平的因素以及自然过程和人

类行为中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极为重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益处多为无法标价的公共货物。解决这个问题

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可以通过奖励维护这些公共货物的流通的政策或者推

动建立“政策市场”（compliance markets）为这类服务的提供或使用贴上可

供交易的价签。其中一个例子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PES）。由此产生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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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纠正危害生物多样性和妨碍可持续发展的那些不平衡现象。第二阶段

将对 PES 的投资项目及其它新的和创新型的机制进行考察。 

  支持和回报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市场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功

取决于建立起恰当的机构框架、提供物质刺激、资金筹措和管理：简而言之

即投资和资源。以前人们常认为负责管理生态系统的只有国家。而现在大家

都清楚地知道，市场也可起到应起的作用，甚至常常可以不动用公共资金。 

  这里基本的要求是开发出一个比 GDP 更有效的衡量一个经济体系的效

益的标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当包含更多的方面以衡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对人类的重大意义。如果国民经济核算中不再无视这些价值，它将帮助

决策者为保护生态系统采取正确的措施、设计适当的筹资机制。 

  国家、企业和个人需要了解使用地球的自然资本的实际成本，了解个人

或集体的政策和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承受能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

相信，如果政策能够更好地反映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真正价值，它

会有助于保证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食物和水）以透明的和社会公

平的方式提供给人们，从而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将不仅为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及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保护，还将增进这一代和后代人类

的福祉。 

  如果我们想达到宏伟的目标，就必须汇集全球国家、国际组织、学术

界、企业和民间的知识、技能和才干。我们希望共同的工作能够更为坦率、

灵活和富有建设性，也希望在 2009 年和 2010 年见到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