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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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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李源潮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受组委会的邀请，就生态系

统服务与生态系统管理与各位进行交流。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作汇报，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系统服务。我们通常说到，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生态系统应该是为全人类服务。所以说，生态系统服务，指的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各种惠益，包

括各种服务，生态系统给我们提供的各种食物、纤维和产品，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调节服务，包括清洁的水、清

洁的空气，以及文化服务。所以说，我们贵州的生态系统，给西江、长江提供了清洁的水源，而且有巨大的经济

价值，所以说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的福祉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目前是国际上研究环境管理的一个热点。联合国在2005年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结果显

示，全球生态系统有60%的功能项正在退化，而且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区域的生态安全。美国、英国等许多

国家把生态系统服务都作为他们与政策相关的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首要问题，启动了国际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的评估。目前已有105个成员国加入了政府间的组织，我们中国也加入了联合国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

与生物多样性的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评估，目前在研究方面更多关注生态系统过程和生态系统服

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多年来，科学家已经掌握了生态系统结构，我们更需要了解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

如何来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因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彼此的竞争和权衡，以及消长的关系。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生态系统服务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土地利

用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比如说，对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它具有较高的调节服务的功能，但是它生产的服务功能

相对比较低，但是它文化的服务功能又比较高。所以我们人类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可以规划、优化和提升生

态系统服务。比如说，我们通过生态的恢复可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同时在人类严重的破坏下，生态系统

如果一旦发生退化，它的服务能力就会极大的降低。另外，我们通过生态系统的管理，比如增加投入，提升它的

结构的完整性，来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和潜力。 

  第二方面，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目前生态系统的状况。我们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我们国家生

态环境的本底是相对脆弱的。我们国家自然条件比较复杂，自然资源的种类比较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但是

总体上我们生态环境的本底比较脆弱。比如说，我们有占国土面积52%的地区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64万平

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同时沙漠化地区占到90万平方公里，我们贵州就是个沙漠

化比较严重的区域。另外，我们国家人口总量大，环境压力大，人均资源量比较少，环境利用率比较低，而且随

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短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对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资

源分配不均衡，北方和南方不均衡。比如说，我们有64%的耕地是分布在北方，但是我们北方水资源又非常少，

只有20%多，我们有80%的水资源分布在南方，但是南方土地资源比较少。我们国家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往往

也是我们国家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这都加剧了对生态保护的需求和责任。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对生态的保护投入在加大，成效显著。比如说，我们在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方面，已经投

入了1万2千亿元，投入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自然保护区已经达到国土总面积的15.5%，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森林覆盖率已经由15.6%提升到了20%多，草地和湿地加速退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所以，中国进入到了一

个生态恢复的重要阶段。 

  生态系统服务仍然在退化。比如说，我国森林、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不强，森林的蓄积量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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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生产能力，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草地生态系统目前还处于一个退化的阶段，单位面积产肉量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30%。湿地仍然面临萎缩的危险，功能还在持续退化。 

  生态系统管理严重滞后。比如，我们重视生态系统产品的提供功能，而忽略了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支持功

能和文化功能。另外，我们重建设，轻管理。我们的管理分别为不同的管理部门，强调某一种生态服务的重要

性，而削弱了另一种生态服务的重要性。另外，生态系统管理的科技支撑还不够。 

  下面介绍我国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评估和情景分析。我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首先要进行一些生态的

区划，在生态区划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的现状，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和生态的服务功能进行分类、分区的评价。比

如说，我们对全国的土壤保持的重要性进行了评价，分作一般重要的地区、中等重要、重要地区和极重要地区，

进行分类。同时我们也对全国的防风固沙，从沙漠化减轻的角度，从不同的环境因子和它的植被覆盖的状况进行

评价，也分作四个等级，也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哪些区域是热点地区，哪些区域是重点地

区也进行了评价。同时我们对全国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从生态的调节功能，从全国产品提供的功能和人均环

境的保障功能进行了评价，确定了哪些区域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的主要的生态功能区。最后，对全国重要的生态功

能区进行了结合，提出了全国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区域，这已经纳入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在此

基础上，我们通过一些计算和模拟来看，从1980年到2000年，我们把它设计为情景一，就是一切照常的情景；情

景二，就是我们的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进行一些规划，基于规划的情景；第三个情景是基于生态系统

服务优化的情景。通过在各个生态区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八类土地利用的类型，森林、草地、荒漠、湿地等等

类型进行情景的模拟，拿森林生态系统来说，如果按照1980年到2000年的趋势来说，我国在2030年和2050年具有

少量的增长趋势。如果按照林业部门规划的情景来说，它增长的趋势更大，但是我们进行了适当的优化。相对一

切照常情景，我们的部门规划情景有所优化，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我们的土地供应不足，各类规划被重

复计算，需降低森林面积目标的设定，从而保护其他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某些地区和某些生态系统面临更多的问

题，亟需更多投入（如西北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应该由拓展生态系统的面积向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质量转变。 

  最后一方面，谈一下我国目前生态系统管理战略。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措施，比如加大投

入，使我国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我

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国家未来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和有限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我国生态系统管理也将面

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第一方面，我们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这是我国生态系统管理的必由之路。伴随着

城市化的过程，建设用地将会大幅度增加，我国已经确定了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耕地的面积相对稳定。

而我们近一半未利用的土地根本不可能改造成森林或者草地，比如我们西北地区大面积分布的自然的沙漠等等，

因此只有11%未利用的土地，尚有转变成森林、草地或湿地的可能。就土地利用而言，增加一类生态系统面积，

势必要减少其他生态系统的面积。目前，我国草地和湿地仍然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和威胁。因此，我国森林、

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必须尽快实现从“以增加面积为主”转向“以提高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为

主”的战略转变。 

  我们提出的建议如下：第一，制定新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

建设和国土空间优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各类生态系统和建设用地、耕地和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全国一盘

棋”的国土空间优化和生态系统建设。指导思想应体现生态系统服务和管理的理念，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健康与

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明确生态系统管理的量化目标和任务，确定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的优先区域，健全国家战略

的制定和实施机构和政策保障。 

  第二，分类管理，突出重点，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生态系统管理中，要平衡不同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

的关系，调节供给服务与调节、文化服务间的关系，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决策并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应当由注重覆被率的提高，转变为在关注覆被率提高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系统

的集约经营，迅速提高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开展退化草地恢复，提高防风固沙和防治沙尘暴的能力。保

护天然湿地，提高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服务。改善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提高生物多样性。 

  第三，加强政府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综合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生态系统管

理与协调机构，理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和大流域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在省级政府层面，

确立省级人民政府对生态系统负总责的制度，在生态建设规模大、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市、区）建立省级生态系

统管理和协调机构，使其成为生态建设、规划和管理的决策主体。提高县域层面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的统筹管理

能力，提高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努力提高企业、社区和公众对生态系统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

他们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作用。 

  第四，推进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继续实施已有的国家生态建设工程和农户补贴政策。在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

实施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工程。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应该加大生态补偿投入，使他们保护我们的生态，因为生态服

务是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另外，要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广大乡村地区实行“以奖促治”的财政激励政策。要

建立生态建设项目的多元化投资融资机制，培育生态建设产业和市场。 

  第五，提高生态系统管理的科技支撑能力。要建立国家层面的生态系统监测研究网络。中国科学院在1988年

开始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目前涵盖了42个生态站，国家科技部也在支持建立生态系统的监测和研究网

络，但是目前投入的力度，生态系统的类型和涵盖面还远远不够。另外要开展国家生态系统状况与变化的周期性

调查与评估。英国、美国基本上都是五年进行一次全国生态的调查和周期性的评价，我们国家这方面的资料非常

缺乏，所以我们应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便我们掌握生态系统的变化状态。另外要推动气



候变化与生态系统适应性的长期监测，试验与研究，开展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管理的试点示范。开展生态系统

管理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的理念引入到学校教育的教材，提升我们全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

理念的认识，并且要通过各级党校等等渠道，向国家、省级和县级的领导干部提供培训，提供生态系统的服务，

它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生态文明的一个基础。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