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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秘书处的说明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千年评估)于 2002 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启动，评估秘书处由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由一个多利害相关方理事会管理，该理事会包括国际机构

以及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土著人民的代表。千年评估的目的是评估生态系统

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并为采取必要的行动奠定科学基础，以加强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并使其对人类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缔约方会议第 19/COP.6 号决定请秘书处继续密切注视生态评估活动，特别是促

进缔约方的参与，使评估工作考虑到缔约方的需求和关注。秘书处参加了千年评估

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的会议，包括有关报告的起草。秘书处还从名册上提名专家担

任千年评估报告的评审员，关于千年评估进展情况的资料已酌情送交各联络点。  

 千年评估编写了一份报告，题为“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荒漠化综合报告：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这份综合报告以对科学证据妥善总结为基础，申明务必

着手处理荒漠化问题，以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荒漠化必须在各级同时治理，

但这场战斗必须地方一级赢得最后胜利。有证据表明能够赢得胜利。但同时，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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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现在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已陷入殃及全球的链锁反应之中，其影响已远远

超出受影响地区。荒漠化是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  

 本报告围绕最初向千年评估提出的核心问题谋篇布局：  

• 荒漠化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  

• 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谁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 荒漠化今后会如何影响到人类的福祉？  

• 在避免或逆转荒漠化不良影响方面有哪些办法？  

• 我们如何能加强了解荒漠化及其影响？  

 千年评估秘书处已备有这份拟将出版的报告，将在第七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分发

给缔约方。千年评估秘书处的一名代表还将向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介绍该报告。此外

还为决策者编写了一份概述，现已交委员会审议。委员会不妨酌情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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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荒漠化综合报告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供决策者阅读的概述  1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荒漠化界定为“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

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土地退化又被

界定为旱地生物或经济生产率降低或丧失。本报告评估旱地，包括极旱地区荒漠化

的情况，它提出尖锐的问题，并完全根据千年评估产生的报告提供答案。  

 2.  除南极洲以外，所有大陆都发生荒漠化，影响数百万人、包括一大部分旱

地穷人的生计。全世界的旱地都发生荒漠化，一地、一国、一区域乃至全球都感受

到它的影响。旱地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41%，居住着二十多亿人口，即在 2000 年占

全人类的三分之一。旱地包括地球上这样一些区域，那里因缺水而使作物、饲料、

林木和生态系统供应的其他食用原料的生产受到限制。千年评估的定义正式包括凡

是其气候被列为干性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或极干旱的所有土地。关于它们的地理

和人口情况，详见附录 A。  

 3.  约 10-20%的旱地已经退化(中等程度肯定)。根据这种粗略的估计，荒漠化

地区居住着约 1-6%的旱地人口，而有更多的人正受到荒漠化加剧的威胁。未来发展

的一些推测表明，如果不加限制，旱地的荒漠化和生态系统功用的退化将威胁到将

来人类福祉的改善，还可能使有些区域入不敷出。因此，荒漠化在当今环境挑战中

位列前茅，是旱地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主要障碍。  

 4.  由于缺水、功用的密集使用和气候变化，造成生态系统功用的供应量的持

续大幅度减少，其威胁在旱地要比非旱地系统大得多。特别是，据预测，气候变化

造成淡水稀缺加剧，将对旱地造成更大的压力。如果放任而不予减缓，这种压力将

使荒漠化进一步加剧。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撒哈拉以南和中亚旱地。例如在非洲的

三个主要区域(萨赫勒、非洲之角和东南非)，平均每 30 年发生一次严重干旱。  

 5.  荒漠化是旱地生态系统功用的供需长期不平衡所致。在提供食物、饲料、

燃料、建筑材料以及灌溉和卫生用水等功用方面，旱地生态系统的压力日增。引起

                                                 
1  按秘书处收到的原稿印发，未经格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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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力增加的原因，既有人的因素，也有气候因素。人的因素有间接因素，如人

口压力、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也有全球化现象，如国际粮食市场扭曲；还有直接

因素，如土地使用方式和做法以及与气候有关的进程。令人关注的气候因素有干旱

以及据预测全球升温引起的淡水供应量减少。这些因素在全球和区域的相互作用问

题非常复杂，但还是可以在当地范围内予以认识的。  

 6.  荒漠化的程度和影响各地差别很大，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差异受

到干旱的严重程度以及人对生态系统资源的压力所驱使。但是，我们对荒漠化进程

及其成因的了解和观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更好地界定荒漠化，就能在受荒漠化影

响的地区采取费用低效益高的行动。  

 7.  衡量生态系统发挥功用能力持续下降，为土地退化的量化，从而也是对荒

漠化实行量化的一种健全而可操作的方法。这种量化方法之所以健全，是因为这些

功用可以受到监测，而且其中有些功用已经在受到日常监测。  

 8.  荒漠化也对非旱地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有时，受影响地区可以在荒漠化

地区的数千公里之外。生物物理影响包括尘暴、下游洪水、全球固碳能力受损以及

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社会影响主要涉及人的迁移和经济难民，造成贫穷和政治不

稳定加深。  

 9.  针对干旱程度，制定了一些干预和适应措施，用于防治荒漠化，并在必要

时恢复旱地生态系统发挥功用的能力。加强对土地和水的统一管理，是防治荒漠化

的一个关键办法。当地社区在采取有效的土地和水的管理政策并取得成功方面发挥

主要作用。在这方面，它们需要具备体制和基础能力，能进入市场，获得资金。同

样，加强统一使用放牧地和农业用地，也是环境可持续的避免荒漠化的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将游牧改为牧场定耕，则可能助长荒漠化。总之，如果是处理荒漠化问

题，预防是一种有效得多的途径，如果事后去恢复荒漠化的地区，成本很高，而且

效果往往有限。  

 10.  减少对旱地生态系统的压力，也能够避免荒漠化。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

途径。第一，采用对旱地资源的影响较小的代用谋生手段。这种谋生手段利用旱地

的独特优势：一年四季可获得太阳能，风景优美，荒原面积巨大。第二，在市中心

和旱地外围地区创造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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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未来发展的推测表明，荒漠化地区可能增加，减轻对旱地的压力与减

轻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或多或少肯定：人口增加和粮食需求增长，将促使耕

地扩大，而且往往是以林地和牧场为代价。这样，荒漠化土地的范围很可能扩大。 

 12.  千年评估的推测还表明，处理荒漠化问题及其有关的经济情况，如利用超

前的管理方法，可能更有效。超前的土地和水管理政策能有助于避免荒漠化的不利

影响。一开始，这种方法可能会因技术开发和部署而成本较高，也可能会使环境改

善的速度放慢。全球化趋势中的加强合作和资源转让，能促进长期实行这种方法。 

 13.  总体说来，防治荒漠化，当地和全球都获益诸多，也有助于减少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减缓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为防治荒漠化、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而采取环境管理办法，在许多方面相互关联。因此，联合落实主要的环境

公约，能加强协同效应，提高效益，使旱地人民得益。  

 14.  有效地处理荒漠化问题，能减少全球贫困。解决荒漠化问题，对成功地达

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必须向旱地人民提供可行的代用办法，使他们能够在不

造成荒漠化的情况下维持生计。这些代用方法应该成为国家扶贫战略和防治荒漠化

的国家行动方案的组成部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