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b No: DEW/1964/NA
ISBN: 978-92-807-3544-4



UNEP 旨在全球及其

自身的活动中推广对环境无害的

良好做法。本报告使用来自包括再生

纤维在内的可持续森林的纸张印刷。纸

张不含氯，油墨也来自蔬菜。我们的传播

政策旨在降低 UNEP 的碳足迹。 



全 球 环 境 展 望

GEO-6



ii

北美重要议题：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源转

型及城市创新
UNEPLive数据表明：人均CO2

排放增加11.5%
（1960-2012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重要议题：

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UNEPLive数据表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3%
的陆地和海洋区域

得到保护（2010年）

非洲重要议题：
土地管理与使用

UNEPLive数据表明：
总耕地面积增加了53%，但人

均耕地面积减少了59%
（1961-2012年）

西亚重要议题：
和平、安全与环境

UNEPLive数据表明：
2013年区域移民人口

达到近3000万
（2030万男性；

940万女性）

欧洲重要议题：
低碳资源节约型社会、

智能城市、改善医疗、适应
气候变化

UNEPLive数据表明：
总医疗支出从1995年的8%

提高到2013年的9.8%
（GDP占比）

亚太区域重要议题：
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

UNEPLive数据表明：
1990-2014年，自然灾害受灾
人群达到45亿，经济损失高

达1.076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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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chim Steiner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度脆弱；如不采取措施，其不良影响可以吞噬掉近期发展

取得的成果。

亚太区域已做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重大承诺。这一区

域几乎所有国家均在巴黎会议之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递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INDCs）目标》。事实上，较大的经济体有望采取额外的

转型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制定资源高效型发展方

案，超越其设定的INDC目标。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预计亚

太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将是大型和不断增加的。这也

为各国通过技术创新与区域合作机制跨越到更智慧的解决

方案提供机遇，实现韧性发展和持久繁荣。

我希望向为这本详实和解读性强的评估报告做出贡献

的广大政策制定者、领衔科学家和代表表示致谢。我诚邀

本区域的所有国家参与运用这本报告，并利用目前的机遇

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梦想转

换成为现实。

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GEO-6）亚太区域评估报

告在区域层面描绘一幅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

环境因素全景画卷。本评估报告以大量翔实可靠的最新科

学研究成果、区域磋商及充分的政府间过程为支撑，揭示

了亚太区域增长与地区基础服务改善情况，报告也凸显了

当前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相互交织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

的复杂性。

GEO-6亚太区域评估报告的发布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

间点。世界正走上一条新的路径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放开

行动和投资的束缚，迈向一个低碳、资源节约、更具韧性

和应对可持续的未来。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全世界所有人在星球生态极限内可以享受繁荣提供了明

确的道路。

亚太区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城市化

和生活方式改变。然而科学分析表明，亚太区域当前的发

展模式造成了显著的健康和环境代价。很快，这种发展模

式就将开始危害自身。此外，这个区域亦是对气候变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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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特别致谢

2016年5月，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联合国环境署

总部内罗毕召开，全球环境领域的最高决策者们围绕落实

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环境目标通过了一系列

行动纲领。期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其科学旗舰报告第

六次《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区域评估》报告及其它五大区域

报告。这是环境署首次出版区域评估报告。

区域评估报告以“健康星球、健康人类”为主题，分

析全球各大区域的环境现状和趋势，并对如何有效应对环

境变化以落实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给出建议。报告

系统评估区域环境焦点问题，描绘一幅环境对人类福祉贡

献的全景画面，以及政策制定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全球环

境目标。亚太区域评估报告编写过程得到来自亚太各国包

括中国环保部、中科院、研究所及大学专家的参与。

2012年以来，环境署与亿利公益基金会合作，翻译并

出版了《全球环境展望》系列报告中文版。本次亚太区域

报告的中文翻译与出版工作再次得到亿利公益基金会的大

力支持，环境署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再次感谢亿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

王文彪先生对报告给予的关怀。28年以来，他带领亿利资

源集团，创造了通向可持续发展方式与改善民生相结合的

荒漠化治理模式。在中国的第7大沙漠—内蒙古库布其沙漠

上，绿化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并改善了十多万当地

人民的生活，形成“库布其”发展模式。他本人在“里约

+20”峰会上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2011年环境与发展最佳

表现奖”，并获得联合国荒漠化公约组织的“全球治沙领

导者”、“土地生命奖”奖项。

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也对本

报告的翻译工作提供了相关支持，对此环境署表示衷心的

感谢。环境署感谢参与本报告编写工作的中方专家黄艺教

授、贾根锁研究员、葛察忠研究员对本报告的中文审校提

供了专业建议。

环境署还对为此报告付出辛勤工作的亿利公益基金会

与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协调

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对为本报告的中文翻译出版工作

付出努力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

组织协调：张世钢 贺鹏飞 石峰 蒋南青 张金华 李勇  
 窦瑞 鄢文静

中文版审校：黄艺 贾根锁 葛察忠 蒋南青 张金华 王衍

中文版翻译：周国梅 石峰 黄一彦

中文版编辑：时洞宇 张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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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科技大学）、Sri Ramachandra Murthy Manchiraju （尼
泊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MP Sukumaran Nair（印度
绿色技术与管理中心）、Shilpanjali Deshpande Sarma （
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

第2.3节：生物区与生态系统

协调首席作者：Yongyut Trisurat（泰国农业大学）

首席作者：Rajiv Kumar Chaturvedi（印度科技大学）、 
Leilani Duffy-losefa（保护国际太平洋岛屿计划，斐济）、 
Easter Catherine Galuvao（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
处，萨摩亚）、 Sri Ramachandra Murthy Manchiraju （尼
泊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张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

第2.4节：淡水

协调首席作者：Malini Balakrishnan（印度能源与资源
研究所）

首席作者：Samjwal R Bajracharya（尼泊尔国际山
地综合发展中心）、Vidya S Batra（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
所）、Muhammad Zia Ur Rahman Hashmi（巴基斯坦全球
变化影响研究中心）、Arun Bhakta Shrestha（尼泊尔国际
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第2.5节：海岸和海洋地区

协调首席作者：Poh Poh Wong（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
学）

首席作者：Leilani Duffy-losefa（保护国际太平洋岛屿
计划，萨摩亚）、Paul Anderson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
秘书处，萨摩亚）

第2.6节：废弃物

协调首席作者：Nguyen Trung Thang（越南自然资源
及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所）

首席作者：Sunil Herat（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Yas-
uhiko Hotta（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Prasad Modak 
（印度环境管理中心）

第三章：环境政策、目的和目标：政策响应评议

第3.1节：实现国际协定的环境目标

第3.2节：成功案例

第3.3节：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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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首席作者：Souvik Bhattacharjya（印度能源与资
源研究所）、Hoon Chang（韩国环境研究院）、Binaya 
Raj Shivakoti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第四章：大趋势、新兴问题与前景展望

第4.1节：重要区域展望回顾

协调首席作者：Mark Elder（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
所）、Sivapuram V.R.K. Prabhakar（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
究所）

第4.2节：大趋势

第4.3节：新兴问题

第4.4节：前景展望

第4.5节：转型路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协调首席作者：Mark Elder（ 日 本 全 球 环 境 战 略 研
究 所 ）、贾根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Bundit 
Limmeechokchai（泰国诗琳通国际理工学院）

在此，特别悼念在参加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2015
年7月22-24日召开的第二次作者会议期间去世的协调首席
作者Peter Kouwenhoven为本报告做出的贡献。

UNEP团队
统筹协调：Ananda Dias、Panvirush Vittayapraphakul 、

张金华

ROAP支持：Satwant Kaur、Isabelle Louis、Imae 
Mojado、Kaveh Zahedi （截止到2016年3月）

支持：Johannes Akiwumi、Joana Akrofi、Pierre 
Boileau (GEO办公室主任)、Elisabetta Bonotto、Jillian 
Campbell、Ludgrade Coppens、Gerard Cunningham、
Harsha Dave、Volodymyr Demkine、Priyanka DeSouza、
Sami Dimassi、Angeline Djampou、Philip Drost、Ngina 
Fernandez、Valentin Foltescu、Sandor Frigyik、Betty 
Gachao、Winnie Gaitho、Dany Ghafari、Loise Gichimu、

Virginia Gitari、Tessa Goverse、Caroline Kaimuru、Esther 
Katu、Fredrick Lerionka、Erick Litswa、Esther Marsha、
Elizabeth Masibo、Jacqueline McGlade、Patrick M’Mayi、
Pascil Muchesia、Pauline Mugo、Ruth Mukundi、Josephine 
Mule、Caroline Mureithi、Jane Muriithi、Onesmus 
Mutava、Nyokabi Mwangi、Monica Mwove、Joyce Ngugi、
Trang Nguyen、Victor Nthusi、Franklin Odhiambo、
Hanul OH、Brigite Ohanga、Thierry Oliveira、Evelyn 
Ongige、Samuel Opiyo、NeeyatiPatel、Christina Power、
Audrey  Ringler、 Pinya Sarassas、Gemma Shepherd、
Asha Sitati、 Simone Targetti Ferri、Mwangi Theuri、
Kaisa Uusimaa、Peninah Wairimu-kihuha、Josephine 
Wambua、 Jochem Zoetelief、Zinta Zommers

实践活动协调人：Carolina Adler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Simone Maynard （澳大利亚Simone Maynard咨询
公司）

联合国、政府、相关机构及审核专家：Neil Burgess（
英国UNEP/WCMC）、Elenita D a n o（加拿大侵蚀、

技术和集中行动组织）、Philip Drost（UNEP）、Valen-
tin Foltescu（UNEP）、Karin Fernando（斯里兰卡贫
困分析中心）、Yngvil Foss （UNEP）、Neil C. Hawk-
ins（陶氏化学公司）、Yuyun lsmawati（印尼BaliFokus/
IPEN）、Nawarat Krairapanond（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
部）、Byung Kook Lee（韩国环境研究院）、李金惠（中
国清华大学）、Ghulam Mohd Malikyar（阿富汗国家环境
保护局）、蔡满堂（中国北京大学）、Melchior Mataki（
所罗门群岛环境、保护与气象部）、Shahlla Matin（阿富
汗国家环境保护局）、Miak Aw Hui Min（新加坡环境与水
资源部）、Ong Choon Nam（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
所）、Simon Hoiberg Olsen（泰国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Kareff	limocon	Rafisura（泰国ESCAP）、Nilapha Rata-
navong（泰国AIT/RRC.AP）、N.H. Ravindrath（印度科
技大学）、Anshuman Saikia（泰国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Sunita Singh（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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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a Sinha（UNEP） Aree Suwanmanee（泰国自然资源与
环境部）、Eiji Tanaka（日本环境省）、王书肖（中国清华
大学）、张金华（UNEP）、Uchita de Zoysa（斯里兰卡环
境与发展中心）

环境信息网络大会参会人员：
政府代表：Ahmed Anwar Abdul Azeez（马尔代夫环

境与能源部）、Jay Ram Adhikari （尼泊尔科学、技术与
环境部）、MiakAw Hui Min （新加坡环境与水资源部）、 
Yeruult Bayart（蒙古环境、绿色发展与旅游部）、Jac-
queline A. Caancan（菲律宾环境管理局）、Hoon Chang（
韩国环境研究院）、Wacharee Chuaysri（泰国自然资源
与环境部）、Virasack Chundara（老挝自然资源和环境
研究所）、Himali De Costa（斯里兰卡马哈威利发展及环
境部）、Ariuntuya Dorjsuren（蒙古环境、绿色发展与旅
游部）、Gamini Gamage（斯里兰卡马哈威利发展及环境
部）、Abdul Hai （孟加拉国环境部）、Mazhar Hayat（巴
基斯坦气候变化部）、Ali G Holampour（伊朗驻泰国大使
馆）、Md. Afzal Hossain（孟加拉国环境与森林部）、黄艺
（中国北京大学）、Srisuda Jarayabhand（泰国自然资源
与环境部）、Nawarat Krairapanond（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
部）、Siosiua Latu （汤加气象、能源、信息、灾害管理、

环境、气候变化和通信部）、Carlos lopes Ximenes （东帝
汶商务、工业和环境部）、Nelson Madeira（东帝汶气候
变化部）、leila Mostafavi （伊朗环境部）、Nuke Mutika-
nia（印尼环境部）、Ibrahim Naeem（马尔代夫环境保护
局）、倪永（中国环境监测总站）、San Oo（缅甸环境保
护和林业部）、 Rungnapar Pattanavibool（泰国自然资源
与环境部）、Majid	 Shafie-Pour（伊朗环境部）、Pramod 
Simkhada （尼泊尔科学、技术与环境部）、Arkar San （缅
甸环境保护和林业部）、Vilaysook Sisoulath（老挝统计
局）、Wijarn Simachaya（泰国污染防治部）、Nonglak 
Sopakayoung（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Aree Suwan-

manee（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Tshering Tashi（不丹
国家环境委员会）、Do Nam Thang（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
部）、Karma Tshering（不丹国家环境委员会）、Sudar-
manto（印尼环境部）

专家：
Caroli na Adler（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edi gheh 

Babran（伊朗伊斯兰阿萨德大学）、Malini Balakrishnan（印
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Souvik Bhattacharya（印度能源
与资源研究所）、Anthony Capon（马来西亚联合国大
学全球健康国际研究所）、Hoon Chang（韩国环境研究
院）、刘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Daniel 
Clarke（泰国ESCAP）、Leilani Duffy-losefa（保护国际太
平洋岛屿计划，萨摩亚）、Mark Elder（日本全球环境战略
研究所）、Dida Gardera（印尼环境部）、Fereydoun Ghaz-
ban（伊朗德黑兰大学）、Rikke Hansen（泰国ESCAP）、

贾根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Peter King（泰国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Bundit Limmeechokchai（泰国诗
琳通国际理工学院）、Jane Lawton（瑞士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Simone Maynard（澳大利亚Simone Maynard咨询公
司）、MP Sukumaran Nair（印度绿色技术与管理中心）

、Simon Olsen（泰国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Sivapuram 
V.R.K.Prabhakar（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N.H. 
Ravindranath（印度科技大学）、Binaya Raj Shivakotl（日
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Vanisa Surapipith（尼泊尔国
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Nguyen Trung Thang（越南自然
资源及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所）、Frank Thomalla（斯德
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办事处，泰国）、Terrence Thomp-
son（菲律宾水与环境国际组织）、Yongyut Trisurat（泰国农
业大学）、George C. Varughese（发展更新公司）、Takako 
Wakimaya（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周国梅（中国-东
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国）

Credit: Maman Sukirma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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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估结果与政策建议
概述

GEO-6亚太区域评估以围绕成员国和利益相关者于

2015年4月27-28日在曼谷举行的地区性环境信息网络

（REIN）会议上确认的关键环境趋势展开的科学评审作为

基础。随后，首届亚太区环境部长论坛召开，达成了反映

上述关键环境趋势的优先环境行动共识。

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基础服务的获取

方式：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富足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

增长对资源和服务提出的更多需求正在对生态系统资源产

生越来越大的压力；

资源利用效率日益低下：资源利用与日俱增与资源利

用效率鲜有改善，这对矛盾正在造成广泛的环境退化、生

态系统服务丧失、过度浪费和额外的财政负担；

越来越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的影响：气候变

化和灾害的影响以及无规划发展和城市迁徙造成的脆弱性

将继续带来经济损失，并将抵消发展红利，加剧贫困与社

会不公等，威胁水和粮食安全；

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越来越高：尽管人类预期寿命有

所提升，但是大范围的的空气污染、有害化学品和重金属

污染、媒介传播疾病的出现与传染也给不同性别和年龄的

人群带来了多种健康威胁；

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旨在

解决现有问题的政策干预措施日益增多，但由于无效的政

策实施、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以及新兴环境问题层出不

穷，导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主要发现
利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DP-

SIR）对大气、土地、生物区与生态系统、淡水、海岸和海

洋以及废物等关键环境主题展开的分析显示出该区域普遍

存在的环境加速退化趋势及其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影响。评

估取得的主要发现如下：

大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有所下降，但臭氧与

细微颗粒（短期空气污染物（SLCP），例如黑炭）的环境

浓度持续上升。生物质开放式燃烧和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活

动造成的跨境烟霾污染正在成为东南亚的关键区域性空气

质量问题，凸显了多边解决方案和区域合作的紧迫性。燃

烧劣质燃料或生物质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在整个区域范围

内对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造成了影响。气候变化在一些海岸

区域和太平洋岛国对城市和基础设施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

响，极端气候事件正在成为该区域灾害的主要成因。

土地：该区域大部分区域出现的土地加剧退化使土著

居民流离失所，同时还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重要森林产

品减产。土地退化在土壤含水量和地下水补给等方面对水

源造成了更多的影响。1990年以来，亚洲区域的森林总面

积因植树造林活动而有所上升，但次区域差异显著。与此

同时，受耕地和城市扩张的影响，荒野、自然森林系统、

红树林以及其他自然系统的面积持续减小。 

生物区和生态系统：粗放农业、油棕和橡胶种植、水

产养殖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使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生物多样性都受到了威胁。作为公认的全球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域，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的天然森林面积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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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15年期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过去十年里，濒危哺

乳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数量分别上升了10%和18%。海洋岛

屿3/4的濒危鸟类也受到了入侵物种的威胁。1/4的针叶树和

苏铁科植物种类濒临灭绝，1/5的海洋哺乳动物物种也面临

着同样的困境。在海洋岛屿国家与小岛屿国家中，由于高热

应力，25%以上的硬温水珊瑚的颜色正在变淡，这些珊瑚也

受到了倾倒到海洋中的塑料碎片和微塑废弃物的影响。

淡水：该区域普遍存在水资源短缺和水质下降的问

题，尤其是东北亚和南亚。随着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尤其

是发源於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河流）产生的影响变得

愈发显著，洪涝和干旱事件将更为频繁和严峻。人畜污水

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问题；药品、个

人护理用品、纳米材料和有机氯化物造成的广泛的地下水

污染增加了该地区人类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妇女与婴幼

儿而言。与水有关的疾病和不安全的饮用水在该区域每年

造成180万人死亡，累计248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

海岸和海洋：用海岸带来作为居住地对人类来说具有

天生的吸引力，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又吸引了更多人口移居

到海岸带。到2050年，居住在海岸带的人口预计将增加

3.25亿。亚太区域有大约60%的海岸红树林因开发而消失，

超过80%的珊瑚礁处于风险之中。东南亚有1/4至1/3海岸线

受到严重的侵蚀。塑料碎片和塑料微粒造成的污染在该区

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废弃物：该区域每年产生的城市固体废物预计将从

2014年的8.7亿吨上升到2030年的14亿吨。电子垃圾、厨余

废弃物、建筑工地废料、灾害废弃物和海洋垃圾等新型复

杂废弃物流不断涌现。该区域主要的废弃物处置办法是不

加控制的倾倒，这导致了污染物沥出、沼气泄出、自燃以

及其他环境问题。不过,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近期出现的废

弃物转化为能源投资项目来提供更好的废弃物处置方式。

 未来展望：政策信息
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过上中产

阶级的富足生活,同时也改善了基本服务的获取途径。然而

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运行和人类健康却为这

些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压力造成了性别和经济不

平等，并破坏了区域经济增长本身。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和生态系统退化是新兴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人类

发展近期取得的成就出现倒退。

为了抵消导致环境退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当务

之急就是要进行特别是以经过改善的能源和交通系统以及

城市智能绿色增长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该区域41个国家

中有39个国家在巴黎会议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FCCC）提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IN-
DCs）计划》，以此彰显该区域对减缓气候变化所作的承

诺。该区域还可以为转型变革作出更大努力，旨在低排放

发展战略以实现比其在《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中承诺

更多的减排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助于摸索出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

的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保护方式。预计今后20至30年，该

区域新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因此可以乐观

的估计，区域各国将可以通过采用智能化更高的跨越式方

式实现恢复性发展和持久繁荣。

通过发展脱碳技术和提高资源效率向包容性绿色经济

转型。该区域采用的碳密集型发展道路所产生的排放将危

及生活安全并破坏全球气候。能源、基础设施、城市和交

通是脱碳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在通过能源需求管理、规章

和经济工具实现能源效率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向可再生

能源的过渡需要通过稳定的监管体制和能源系统的长期愿

景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部门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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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低碳政策、基于市场的工具和解决方案来确保发展的

环境可持续性。总体上看，脱碳战略将激发技术创新和商业

发展，创造就业，并为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该区域的矿物、矿石、化石燃料和生物质消耗量超过

了其他区域，正在造成区域资源的快速枯竭。向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实践的转型将有助于抑制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可

以利用一系列政策工具来改变资源利用模式。能够改变消

费者偏好并推动绿色投资和创新的税收与基于市场的工具

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以激励投资关键经济部门的绿色改

革，限制耗竭自然资本领域的开支。该区域有许多社区已

经步入具有生态意义上可持续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

发展进程中将得到保护。

保护并加强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完整性。该区域多

元化的生态系统以及丰富的生态多样性能够提供粮食、营

养、水源、清洁的空气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原料。确保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需要将自然资本纳入国民核算系统，并把生

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融入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需要

通过监管政策和激励性政策为自然资本提供保护。污染税

和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税等基于市场的机制是尽可能减小自

然资本压力的有效工具。监管政策包括为项目划分区域、

设立保护区以及开展环境影响评估（EIA）。政府还需要投

资于已退化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复原。让地方社区参与自然

栖息地和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是许多国家最有效的资源保

护工具之一，可以扩大规模和复制。

建设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恢复能力。该区域发

生的自然灾害和极端事件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气

候相关灾害的频率、量级和影响近期有所增加。保证人民

的安全并维持其生计、保护生态系统及其服务需要多管齐

下。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加强早期预警系统；并建设区域的

灾害管理、恢复和重建能力。生态系统方法以土地、水和

生活资源之间的关键联系为对象，可以为加强生态系统的

恢复能力和支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提供前景光明的策略。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式包括替代性生活方式、基础设施

升级、土壤保持和水量调度等。相关适应策略可以收获多

重发展效益。最大限度实现上述协同效应需要将适应气候

变化纳入到国家规划中来。

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广泛分布的污染和极端环境事件

产生的影响是造成疾病负担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对较低经

济阶层和妇女而言。室内和城市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

卫生状况不佳和媒介传播疾病等原因造成的死亡和患病风

险普遍存在。制定并执行空气和水质量标准，落实《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气候和灾害相关响应以及综合病

媒管理是该区域关键性的政策响应。减少污染需要通过监

管和经济手段加速提升所需的能源和资源效率，推广可再

生能源并发展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农林间作部门在

内的土地-水-废弃物综合管理是减少土地和水资源污染并控

制媒介传播疾病的传播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加强环境治理，多尺度实现有效政策扩散。该区域许

多国家仍缺乏充足的环境制度和机制，从而导致政策执行

不力、执法不到位以及多边环境协议实施不足。需要评估

并恢复这些国家机构的工作、运营安排和能力，从而使它

们能够有效履行其职责，同时在未来能够响应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更多需求，而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

力与果断的环境行动。由于政府部门的组织架构是按不同

行业部门设定的，各部门和政治领导需要根据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出的综合方式共同采用关于环境与发展（包括性别

层面在内）的新的思维模式。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

实还需要有力的科学-政策对话，有效的环境评估和监测，

以及财务和技术支持。各国政府还可以推动旨在提高环境

质量解决方案的公民社会与公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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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学政策对接与知识获取。环境问题及其与发展

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于这一关系的科学知识对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必须通过国家平台和其他

机制推动政府、企业和科学/研究界围绕国家环境问题展开

科学-政策讨论。各国应优先加强或确立定期向国家议会和

规划部门提交环境报告的机制。有必要通过教育或媒体机

构提高地方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的认识。针对国家行政部

门提供的教育将有助于组建公正合理、性别均衡的团队。

这些团队能够在所有经济和社会部门有效推广环境政策。

通过持续性的分析能力建设打造的更完善的监控和数据

管理系统能够为服务于决策的评估和研究行动提供必要

的支持。

加强国际/区域围绕气候、空气质量以及其他环境问

题开展的合作。该区域的国家加入了多个全球和区域层面

的多边环境协议。不过由于许多国家缺乏执行能力，这些

协议并没有落实到位。亟需加强有效落实这些多边环境协

议项下义务的能力，其中包括国别立法和法规的制定和执

行。就这一点而言，各国应优先落实《东盟越境烟霾污染

协议》。其他优先领域还包括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电子垃

圾管理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区域支持系统相关要素可

以为灾害响应和应急救援提供支持。由于灾害和极端气候

事件数量预计将有所上升，该支持系统需要进一步加强。

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通过支持知识分享，技术转让和技术

融资的国际合作机制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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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欢迎阅读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GEO-6）亚

太区域评估报告，UNEP秘书处及编著者将通

过这一报告客观评估和分析亚太区域的环境现状、趋势及

前景，以支持环境决策。该评估中结合了专家判断与现有

知识，以为政策相关问题提供科学可靠的答案。1这些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

•	 亚太区域的环境现状如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

•	 这对亚太区域的环境与人口带来了哪些后果？

•	 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

•	 未来环境前景如何？

•	 可采取哪些行动来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

2014年10月21-23日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磋

商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通过了开展地区评估的决议。与

会者要求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GEO-6）评估以“地

区评估”为基础，其采取的评估方式与全球环境展望评估

过程类似。2

2014年6月23-27日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1）在

内罗毕召开，出席会议的成员国在会议决议中提出：

“根据UNEP/EA.1/INF/14文件，执行主任在

工作方案和预算范围内，在UNEPLive的支持下编

制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GEO-6），通过透

明的全球政府间、多方利益相关者磋商会议确定

GEO-6的范围、目标和程序，形成科学可靠的、

经同行审议的GEO-6及决策者摘要，以供2018年

之前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进行审批”。

此外，成员国还倡议：

“执行主任将就UNEP各区域在全球评估中

的重要议题而同各区域分别展开咨询” 3。

根据以上倡议，2015年4月27-28日泰国曼谷召开的亚

太地区环境信息网络（REIN）大会上确定了亚太区域的首

要评估议题，并已用于指导本评估中开展分析。

1 UNEP，2015年，环境评估介绍，与UNEP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合作，2015年，

剑桥和内罗毕，http://apps.unep.org/publications/index.php?option=com_
pub&task=download&file=011945_en

2 UNEP/IGMS.2 Rev.2, 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磋商会议第六次全球环境
展望声明，柏林，2014年10月21-23日，http://uneplive.unep.org/community/
file/view/5731/geo-6-outcome-document			

3 UNEP/EA.1/10，首届UNEP联合国环境大会会议记录，内罗毕，2014年6月
23-37日，决议1/4第8段和第9段，http://www.unep.org/unea1/UNEA_Pro-
ceeding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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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评估报告主要分为以下四章节：

•	 审查REIN大会上确定的地区重要议题，并阐释每项议题

对该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	 从大气、土地、生物区、淡水、海岸和海洋地区及废弃

物六大主要议题着手，确立了该区域的环境现状，并分

别分析主要发展趋势；

•	 评估对这些环境问题做出的政策响应；

•	 审查未来影响该地区环境的主要趋势，分析为实现更可

持续的未来需采取的行动。

GEO-6亚太区域分为五个次区域，由41个国家构成：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和韩国；

•	 南亚：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马尔代

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	 东南亚：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

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东帝汶、泰国和越南；

•	 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斐济、基里巴

斯、马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

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UNEPLive（uneplive.unep.org）上可找到本评估报告

的数据。完整评估报告可以PDF或电子图书形式在UNEP 
Live上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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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2015年4月27-28日亚太区域环境信息网络（REIN）

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

（GEO-6）亚太区域评估于会上启动。90多位与会者出席了

会议，包括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老

挝、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

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东帝汶、汤加和越南等国家政府

代表；区域合作伙伴；由各国政府与合作伙伴机构提名、支

持评估工作的GEO专家等。

REIN大会与会者认识到亚太区域普遍的环境退化及其

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并就在编制本地区评估报告中需要考

虑的主要趋势达成了一致意见：

•	 环境退化加速；

•	 极易受到自然灾害与极端事件的影响；

•	 资源利用效率愈发低下；

•	 环境相关健康风险不断增加；

•	 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及基本服务获取不断变化；

•	 政策法律与实施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	REIN	大会后不久，首届亚太区域环境部长论坛于2015年

5月19-20日召开，会上确定了反映这些重要趋势的亚太

地区重要环境行动 4，本章将予以详细分析。

1.1	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1.1.1 亚太区域人口发展趋势

快速的人口增长是造成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驱动

因素。亚太区域庞大的人口数量引发了严峻的环境挑

战。2012年，亚太区域人口数量达到40亿，约占世界总人

口的60%（Seetharam 2012），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口总数

分别达到13.6亿和12.5亿，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到2014年年中，亚太区域的人口总数达到43.67亿（图1.1.1），

预计到2050年将增至50.8亿（UNESCAP 2014）。

4 提高适应力；实现经济脱碳；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污染的脱钩；重视和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应；管理化学品和废弃物；解决空气质量问题；

制定实现环境与健康的综合方法；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扩大环境行动。

•	 人口发展引发环境挑战，2030年区域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必须应对这一问题。

•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对亚太区域的迁移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造成了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环境

后果。

•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导致消费扩大和赡养老人负担加重，进而增加环境负担。

•	 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增加物质消费需求，推动土地利用变更及温室气体排放。

•	 不平等与贫困进一步加剧环境退化，同时对贫困人口与女性构成更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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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亚太区域人口密度，2015年

来源：UNDESA 2015

图1.1.2：亚太区域次区域的年均人口增长率，1961–2014年

来源：World Ban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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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0-2015年，亚太区域的整体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

0.98%，低于全球1.14%的年增长率，且在2045-2050年可

能下降到0.01%（图1.1.2）。预计从2031年起，中国人口

总数将呈下降趋势，到2040年，日本人口总数可能从现有

的1.27亿人减少到1.07亿人。亚太区域也是世界性别比例失

衡最高的地区（男性占多数）（UNESCAP 2014）。

到 2 0 1 4 年，约 有 4 2 % 的 亚 太 区 域 人 口 为 城 市 人

口，68%为农村人口，但到2050年，城市人口预计将增至

63%（UNDESA 2015）（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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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亚太区域城乡人口预测，2010–2050年

来源：UNDES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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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次区域间城市人口增长呈现显著差异，其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年增长率最低，仅为1.16%，而南亚年增

长率最高，达到2.66%。

在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28个特大城市中，有15个位

于亚太区域，其中东京（3780万）、德里（2500万）和上海

（2300万）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UNDESA 2014）。

城市化过渡过程中的人口变化及城市化本身带来的环境影

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区域未来25年甚至更长时间

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亚太区域不断变化的迁移模式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对亚太区域的迁移模

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造成了地方和全球环境后果。此

外，在过去的十年间，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每年导致数百

万人流离失所（1.3节）。

亚太区域有3000多万劳务输出务工人员，与以往不同

的是，女性占到50%左右（UNDESA 2013）。主要原籍

国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老

挝、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越南

（Castlesand Miller 2009）。



8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来源：World Ban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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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人口流动将产生地方性和全球性环境后果：

•	“农村-农村迁移将对自然资源产生直接影响，原因多在

于农业扩张破坏重要而脆弱的生态系统”；

•	“农村-城市迁移及相关生计变更往往带来消费和能源利

用模式变化，增加水源供给和废弃物管理压力，使城市环

境恶化，同时增加农村生产地区的土地压力”；

•	“国际迁移（汇款回国的情况下）可通过土地利用投资产

生直接影响，或通过增加肉类、乳制品和物质消费而产生

间接影响”（UNEP 2012）。

 

亚太区域老龄化加剧，出生率呈快速下降趋势

亚太区域正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过渡，并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影响。2010-2015年，亚

太地区的整体出生率下降到2.1人/妇女（图1.1.4）。下降的

出生率及增加的预期寿命将导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

2045-2050年，许多亚太区域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TFR），即每位妇女一生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预计将低

于2个的替换率。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

的总生育率已经低于2个的替换率（World Bank 2015）。

图1.1.4：亚太区域各次区域出生率，1950–2050年



地
区

背
景

与
重

要
议

题
9

1990-2012年间，亚太区域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52%，

这一下降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40年。2012年，南亚的婴儿

死亡率达到4.2%，是亚太区域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尽管亚太区域目前青年人口数已经超过10亿，占全球青

年人口的一半以上（UNFPA 2014），但根据预计，65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5年的3.12亿到2050年至8.34亿，将

占到总人口数的20%左右。2010-2015年期间，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约为71岁，到2045-2050年预计将增至76岁（UN-
DESA 2015）。此外，2012年亚太区域的粗死亡率（即每千

人死亡数）约为7.6，低于全球7.8的平均值。

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导致消费增加，使得环境足迹

呈增长态势，且用于环境修复和绿色技术投资的财政资源

分配也往往更少。

亚太区域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为了维持人类发展进程（图1.1.6），我们应关注人

类及其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亚太区域的整体目标

是，推动人类发展，减少人均生态足迹。亚太区域经济越

发达、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增加物质消费，

推动土地利用变化，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亚太区域的经济发展同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废弃物

产生相互交织。城市地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及能源消费导

致了大量污染和废弃物的产生，同时也对城市环境造成了

多重负面影响。

亚太区域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劳动人

口不断减少，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不断增加。随着工业

活动的扩展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盛行，大量的工业、固

体及有害废弃物正侵蚀着亚太区域的环境。

城市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由于消费增加而加大了环境压

力。亚太区域城市的能源消费占比达到67%，温室气体排放

量也达到80%（IEA 2014）。从交通来看，私人机动车数量

增长导致化石燃料消费增加，加剧了空气污染问题。

在亚太区域，肥胖与营养不良问题并存，这主要归咎于

显著的社会经济差距。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肥胖率最高的

国家（占总人口的14%），其次是泰国（8.8%），此外，

至少有10个西南太平洋岛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存在过重问题

（FAO 2015）。与之相比，越南（1.7%）和印度（1.9%）

的肥胖率最低（WHO 2013）。

近几十年以来，粮食供应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

这样一来，大多数次区域的人均粮食供给有所增加。FAO 
预估，“东亚和东南亚的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性提高了

约20%。由于这一增长，亚太区域仅有朝鲜目前的总粮食

供应量无法满足人们的平均膳食需求”（FAO 2015）。

与全球趋势一样，亚太区域的人均每日摄食量有所增

加，且预计将继续增长。2015年，东亚地区的人均每日

摄食量为12,812kJ，到2030年预计将增至13,356kJ，而 
南亚地区的人均每日摄食量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12,142 
kJ（FAO 2015）。然而，食品安全仍是亚太区域面临的一

大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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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亚太区域与全球年龄结构，1950–2050年

来源：UNDES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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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亚太区域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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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食品生产过程中杀虫

剂、激素、添加剂和防腐剂的不当使用；家庭中食品存储和

食用过程中的不当处理。亚太区域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难以解

决，原因在于许多贫困人口难以获得充足、安全、有营养的

食物，或缺乏足够的经济收入条件（ADB 2013）。千年发

展目标之一为“到2015年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MDG-
1c），尽管亚太区域已经实现了该目标，然而次区域层面

上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目前仍有4.9亿人处于慢性

饥饿中，全球营养不良的人口中近62%生活在亚太区域”

（FAO 2015）。

1.1.2 不平等与基本服务获取

环境、贫困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多重关系（图1.1.6）。

不平等与贫困造成了环境的进一步退化，环境风险对贫困

人口和女性构成不平等的威胁。解决极端贫困及提高人均

收入一直以来都是亚太区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整个亚太

区域有10亿多人的生活水平仅略高于极端贫困线，日收入

在1.25-2.5美元之间”（UNDP 2014）。一旦发生灾害或危

机，弱势群体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南亚地区的多

重贫困人口最多，其中有8亿多人为贫困人口，2.7亿多人为

接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71%以上。全球56%的贫困

人口生活在这一地区”（UNDP 2014）。

亚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问题。在这些国家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表现特征之一

便是顶层收入群体的扩大（Kanbur等 2014）。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亚太区域的人口加权平均基尼

系数（收入分配指标）从33.5增加到37.5（UNESCAP 
2014）。“缺乏高收入职业岗位，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

是亚太地区面临的一大挑战。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失

业率相对较高：如伊朗23%，印尼22%，斯里兰卡17%，

菲律宾和萨摩亚16%，东帝汶14%”（UNDP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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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面孔
来源：Shutterstock/Zzvet

妇女和女孩遭受更严重的不平等

尽管性别平等与女性赋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许

多妇女和女孩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食品安全无法保证，

遭受着各种歧视、暴力，不能享有孕产妇保健服务。“亚

太地区仅有30%的女性为非农就业人口，其中南亚地区仅

有20%，为世界最低”（UNESCAP等 2010）。“尽管亚

太地区40%的女性为农业人口，但拥有农场的女性屈指可

数”（Rodgers和Zveglich 2014）。

因此，女性贫困率往往高于男性。2014年的性别发展

指数（GDI）测量了148个国家中人类发展水平的性别差

距，结果表明，阿富汗是男女最不平等的国家，女性的人

类发展指数（HDI）仅为男性的60%。应将解决性别不平等

与女性赋权问题作为亚太区域当前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

的基础。

亚太区域的基本服务获取有所改善

为了加速发展，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有必要采

取以下行动：保护环境；改善健康与教育；改善基本基础

设施获取，如电力、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UNESCAP 
2015）。亚太区域政府承诺提供基础社会服务及社会保

障，以提高贫困人口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适应力。

显著的教育差距继续存在

亚太区域的教育获取实现了显著改善，然而《2014年人

类发展报告》指出，老年人群中文盲现象仍十分普遍，而更

年轻的一代中中学教育难以实现全面普及（HDR 2014）。

教育缺失意味着高失业率及低薪就业，进而导致年轻人陷

入贫困的循环（UNFPA 2014；UNESCAP 2015）。

医疗改善状况不一

尽管大多数亚太区域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来提供公共

医疗服务，但部分国家并未取得成功。在许多亚太区域国

家中，医疗服务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也是在降低产妇

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缺乏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UNDESA 
2015）。

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人们也可能无

力支付相关费用——“亚太区域的自费支出比例在0%（基

里巴斯和图瓦卢）-80%（阿富汗）之间。在亚太区域的13
个国家中，有50%的医疗支出来自家庭，这构成了人们获取

医疗保障服务的一大障碍”（UNESCA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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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获取
来源：Shutterstock/ Pcruciatti

图1.1.7：亚太区域基础服务获取：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条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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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条件与水资源安全改善不足

1992-2012年，亚太区域在增加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

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图1.1.7）。尽管如此，水资源安

全和获取仍遭受着多种威胁带来的压力：人口增长、城市

化、水污染加剧、地下水过度汲取、水源相关的灾害及气

候变化。2012年，该区域92%的人口可获得饮用水，但仅

有59%的人口拥有卫生设施（UNESCAP 2014；WHO和

UNICE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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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的自然资源消耗出现快速增长，对地方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影响。亚太区域许多国家的资源利

用效率有所提高，但区域整体并未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活动从资源节约型国家转移到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国家。

•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亚太区域的物质消费呈现急剧增长，约占全球消费的50%以上，但物质生产力并未有所提

高，仍为世界平均值的两倍。

•	 能源供应仍依赖化石燃料，尽管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显著增加，但可再生能源比例仍较低。

•	 亚太区域的耗水量占全球耗水量的50%以上，尽管耗水强度出现明显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两倍以上。

部分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但区域整体还未实现。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亚

太地区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出台有利政策来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

农村地区能源获取滞后

许多国家的农村人口仍无法获取基本能源服务，“亚

太地区至少有6.2亿人无法获取电力，同时有19亿人仍依靠

生物质来烹制食物”（IEA 2014）。当在室内燃烧时，生

物质将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因此，生物质的使用构成了

一大环境和健康问题，“由于室内空气污染，印度和中国

每年有100多万例过早死亡”（UNESCAP 2014；WHO和

UNICEF 2014）。“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是主要的生物燃料生产国；而中国和印度的煤炭生产量占

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然而，这两种能源的使用都会增

加水资源的压力，因为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水，

同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增加耕地需求，从而导致毁林。

（WWAP 2014）。

1.2	 自然资源使用不断增加，资源生产力日
趋下降

1.2.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亚太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意味着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并

确保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最小化。资源利用效率将推动生产

过程中消耗更少的自然资源。从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角度

来看，资源利用效率还意味着减少产品和服务生产消费对

环境的整体影响，包括从原材料获取到最终使用和丢弃的

全过程（UNEP 2010）。

在过去的45年里（1970-2015年），亚太区域经历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收入的增长、减贫及中产阶级的

不断壮大。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同时随着出口产业

的增长，国内消费也开始呈现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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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亚太区域与世界国内物质消费，1970–2015年（单位：百万吨）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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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亚太地区的自然资源

使用量急剧增加，这无疑是不可持续的低效发展，且将引

发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及自然资源耗竭等问题（UNEP 
2015）。

1.2.2 物质消费增长，但物质生产力并未有所
提高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亚太区域的物质消费呈现急剧增

长，2015年已占全球物质消费的50%以上。然而物质生

产力并未有所提高，仍保持较高水平，为世界平均值的两

倍。

亚太区域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物

等物质消费从2005年的263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464亿吨，

年增长率达到6.1%，显著高于4.9%的经济和0.9%的人口增

长率。

国内人均物质消费从1970年的2.9吨增加到2015年的

11.9吨（图1.2.1），年增长率达到5.2%，且目前超过了

11.2吨的全球平均值。

东北亚地区是亚太区域物质消费需求最大的地区，其

物质消费占比达到70%，且增长率最高。东北亚地区还是

人均物质消费排名第二的地区（20.5吨），仅次于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40吨）（图1.2.2）。 



16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0

20151990197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吨/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东北亚

南亚

东南亚

太平洋岛国

亚太区域

世界其它地区

世界

图1.2.2：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国内物质消费，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吨/人）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加速国内物质消费的主要驱动力是扩大的中产阶级，

人口增长也是贡献因素之一。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亚太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物

质强度出现显著增加（图1.2.3）。2015年，全球生产1美

元的经济产出平均需要1.35kg的物质，但亚太区域需要

2.75kg，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是世界其它地区平均

值的四倍（图1.2.4）。与此同时，环境影响加剧，部分原

因在于经济活动从资源节约型经济体转移到资源利用率较

低的经济体。

亚太区域拥有丰富的稀土金属（REMs），而高科技应用中

的REMs消费快速增加，尤其是新兴清洁能源技术。

REMs由17种化学元素组成，包括15种镧系元素（镧、

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和

镥）、钇和钪。它们有时被称为稀土氧化物，因为其中许多

稀土金属一般以氧化物形式出售（King 2015）。近几十年

来，亚太区域与全球的REMs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这主要由

于永磁体、金属合金和催化剂、电子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等行业应用不断增加。亚太区域的REMs需求比例最高，且

预计自2013年起将以9.1%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这主要是由

于中国的REMs需求快速增长，其当前的REMs消费在全球

消费中的占比达到60%。从供给侧来看，50%的REMs储备

位于中国（K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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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物质消耗强度，1970–2015年（单位：千克/美元）

图1.2.4：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物质消耗强度，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千克/美元）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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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亚太区域与世界一次能源总供应量，1970–2015年（单位：PJ）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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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经济并未耗竭自然资源，但新世纪以来，战

略物质的负担能力与及时可用性急剧下降，各经济体目前

极易受到降低的供应安全的影响。资源消耗的增加将对环

境、气候和人类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1.2.3 能源供给、强度和可持续性面临压力

1970–2010年间，亚太区域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

（TPES）增加了四倍之多，2015年，亚太区域的TPES占

世界总量的45%。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显著改

善，但仍为世界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1970–2015年间，亚太区域的电力、燃气和交通运输

燃料需求也增长了四倍之多（UNEP 2015）。年均能源消

费增长了5.7%，从1975年的430,000PJ增加到2015年的

277,000PJ（图1.2.5），且主要依赖于非可再生能源，以

煤炭为主。次区域间的年人均能源消费存在差异，2015年

尤为明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22GJ，东北亚为124GJ，

东南亚为44.5GJ，南亚为26.6GJ。这反映了南亚和东南

亚的低薪体力劳动力十分普遍，且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图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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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总供应量，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GJ/人）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随着生产活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加之这

些国家能源消费增加，过去四十年间整个亚太区域的能源

强度基本保持不变（图1.2.7和图1.2.8）。

近几十年来，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强度显著改

善，但从2015年数据来看，仍为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整体上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强度自2000年起有所增加，这主

要由于能源消耗的加速，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能源强

度低于世界平均值。

亚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出现快速增长，2014年占世界

总装机容量的40%。然而，可再生能源供应仍未赶上快速

增长的能源需求。

自2000年以来，亚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有所

增加。2014年世界总装机容量达1,839TW（1TW=1012W），

亚太区域占总量的40%（IRENA 2015）。2006-2014年间，

亚太区域的年均装机容量增长率达到9–12%，而全球平均

值仅为5–6%。2014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世界总投

资的30%（Frankfurt School-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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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的能源强度，1970–2015年（单位：MJ/美元）

图1.2.8：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能源强度，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MJ/美元）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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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中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和日本可再生能源供应及可再生能源在TPES中的比例（单位：PJ和%, 
1PJ=1015J）

1970 1990 2013
中国 水力 108 (0.7 %) 456 (1.3 %) 3 274 (2.6 %)

地热能 - - 189 (0.1 %)
太阳能/风能/其它 - - 1 342 (1.1 %)
生物燃料和废弃物 6 458 (39.4 %) 8 391 (23.0 %) 9 030 (7.1 %)

印度 水力 101 (1.6 %) 258 (2.0 %) 510 (1.6 %)
地热能 - - -
太阳能/风能/其它 - - 152 (0.5 %)
生物燃料和废弃物 4 010 (63.0 %) 5 588 (43.5 %) 7 891 (24.3 %)

印尼 水力 3 (0.2 %) 21 (0.5 %) 61 (0.7 %)
地热能 - 81 (2.0 %) 678 (7.6 %)
太阳能/风能/其它 - - -
生物燃料和废弃物 1 102 (75.1 %) 1 821 (44.1 %) 2 298 (25.7 %)

澳大利亚 水力 32 (1.5 %) 51 (1.4 %) 65 (1.2 %)
地热能 - - -
太阳能/风能/其它 - 3 (0.1 %) 53 (1.0 %)
生物燃料和废弃物 148 (7.0 %) 166 (4.6 %) 212 (3.9 %)

日本 水力 271 (2.5 %) 322 (1.7 %) 281 (1.5 %)
地热能 - 66 (0.4 %) 101 (0.5 %)
太阳能/风能/其它 - 49 (0.3 %) 83 (0.4 %)
生物燃料和废弃物 - 206 (1.1 %) 466 (2.5 %)

来源：IEA 2015

生物质、木材和废弃物等传统生物燃料在澳大利亚、

中国、印度、印尼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中仍占据最大比

例。2013年，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在中国能源供应中的占

比为1.2%，澳大利亚为1%，日本为0.9%，印度为0.5%。

目前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最佳示范国是印尼，2013年地热能提

供了7.6%的能源供给（表1.2.1）。

自2012年起，该地区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增长显著，其

中中国和日本贡献最大（Juan 2014）。日本在2012年7月

推出了上网电价政策，鼓励增加太阳能光伏投资（Japan 
METI 2011）。

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也从2000年的352MW（1MW=106W） 
增加到2014年的115,000MW（REEEP 2009）。2007年，

中国政府公布了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其中设定了

到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增至30GW（1GW=109W）的目标

（于2010年提前实现）。自那之后，中国的风电容量出现

了急剧增长（IE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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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亚太区域不同能源载体的一次能源总供应量，1970–2010年（单位：TJ）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尽管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可再生能

源发电基础设施可能带来其它环境挑战，如新设施导致金

属需求增加，用水量增加，危险化学品使用，土地利用改

变及栖息地丧失（SVTC 2014）。为此，减少太阳能光伏系

统有毒化学品的使用，建立负责任的回收系统及保护工人

安全应成为重中之重。

尽管呈现快速发展，亚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并未

能赶上快速增加的能源需求。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可再生

能源在TPES中的比例出现显著下降。1970年，亚太区域三

分之一的能源来自生物质燃烧，但到2015年，所有可再生

能源的比例下降到14%（图1.2.10）。

煤炭已成为最普遍使用的能源载体，其在所有能源中

的占比从1970年的32%增加到2015年的49%。1970-2015
年间，天然气和核电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8%和

9.6%）超过了煤炭（5%）（图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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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亚太区域和世界的用水量，1970–2015年（单位：立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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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尼和日本可再生能源
在TPES中的比例，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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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1.2.4 用水量不断增加，耗水强度居高不下

亚太区域的用水量占世界总用水量的50%以上，且呈

继续增长态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耗水强度显著下降，

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整个亚太区域的耗水强度为世界平

均值的两倍以上。

亚太区域的用水量从1970年的1.5立方千米增加到

2015年的2.1立方千米（图1.2.11）。亚太区域的整体总取

水量增长十分缓慢，1970–2010年间的年增长率仅为0.6%
（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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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人均用水量，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立方米/人）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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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经济耗水强度，1970–2015年（单位：升/美元GDP）

1970-1990年间，随着农业实践的改善和工业化的推

进，亚太区域的整体人均用水量有所下降（图1.2.12）。其

中，太平洋岛国和东北亚的人均用水量最少，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的人均用水量最多。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耗水强度快速下降，其中东

南亚、东北亚和南亚的年均耗水强度下降最显著，分别达

到4.4%、3.4%和3.3%，而世界其它地区的年均下降率为

2.4%。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地
区

背
景

与
重

要
议

题
25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3 500

1970 1990 201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东北亚

南亚

东南亚

太平洋岛国

亚太区域

世界其它地区

世界

升/美元

图1.2.14：亚太区域、次区域和世界经济耗水强度，1970年、1990年和2015年（单位：升/美元GDP）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用水效率的显著改善使得单位

GDP用水量减少了90%。然而，2015年，亚太区域的耗水

强度仍为世界平均值的两倍（图 1.2.13）。

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耗水强度较高，因为这两个

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图1.2.14）。

1.2.5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

一些亚太区域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

的脱钩：即GDP继续增长，而资源消耗速度放缓。但整体

而言，亚太区域仍未实现完全脱钩。

脱钩的目的是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的经济成果。有

大量的研究表明，能源系统脱碳及经济的去物质化可能对

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Schandl等 2015）。

然而，可采用不同的脱钩方式，包括结构性变革，增加物

质强度更低的服务业的国民收入比例，将物质和能源密集

型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采取政策行动等。

尽管部分国家已经实现了脱钩，但整个亚太区域的物

质和能源生产力并未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活动

在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国家消耗更多物质资源（Schandl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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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5：亚太区域，人均国内物质消费（DMC）、人均物质足迹（MF）及经济物质利用效率，1970–2015年（单位：

吨/人、千克/美元）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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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亚太区域很大一部分的物质、能源和水消

耗发生在亚太区域以外的其它地区。为此，整个亚太区域

的物质、能源和水足迹低于实际的物质、能源和水消耗，

因为产品出口到了世界其它地区。

为此，当根据亚太区域以外的其它地区的物质消耗进

行指标调整时，亚太区域经济的物质利用效率将略高（图

1.2.15）。

与其耗能量相比（TPES），亚太区域的能源足迹明显

更低，而这无疑突显了出口制造业的耗能量（图1.2.16）。

能源强度也是如此，但比物质强度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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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6：亚太区域人均一次能源总供应量（TPES）、人均能源足迹（EF）和能源利用效率，1970–2015年（单位：GJ/
人和MJ/美元）

来源：CSIRO 2015；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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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面对自然灾害与极端事件的脆弱性增加

1.3.1 亚太区域的自然灾害

亚太区域是世界上有报道的灾害数量最多的地区，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41%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一地区

（UNESCAP 2015；UNESCAP 2014），其中2005-2014
年，该地区报道的自然灾害数量达到1625起（UNESCAP 
2015）。2015年，亚太区域仍是世界上最易受自然灾害

影响的地区，共有160起自然灾害，占全球自然灾害总数

（344起）的47%（UNESCAP 2016）。

亚太区域的次区域受不同自然灾害和气候风险的影

响。1992-2011年间，南亚、中国东部及东南亚地区受

重大洪涝影响，导致了大量的人员和经济损失（UNEP 
2013a）。其中，2004-2013年间，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

尼和菲律宾，受到527起灾害事件的严重影响，死亡人数高

达35.4293万人（UNESCAP 2014）。同期，中国报道了

285起灾害事件。许多国家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该区域

释放了世界75%的地震能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经历了多

次大地震（UNEP 2013a）。印度和太平洋海岸线，包括东

北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东部海岸地区常常受到热带气旋的

影响，1992-2011年间，这里发生了大量引发暴雨和洪涝

的暴风事件（UNEP 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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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SA Earth Observatory 2011

来源：NASA Earth Observatory 2011

图 1.3.1：洪水淹没了泰国大城府和曼谷，2011年12月
（NASA）

图1.3.2：印度比哈尔邦河流泛滥，2011年10月（NASA）

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是世界上有报道的自然灾害数量最多的地区，灾害频率、强度和影响呈增加态势，灾害风险主

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	 受气候变化影响，加上灾害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或毫无规划，预计灾害风险将进一步增加。

•	 气候变化的最恶劣影响预计将发生在太平洋岛国、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岛国未来可能将无法居住，另
外一些国家可能由于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部分领土。

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灾害风险削减框架和路线图。然而，灾害风险削减策略和发展规划中往往未能充分
触及造成社会脆弱性的根源及灾害风险的驱动因素。

根据世界风险指数（ADW 2012），全球风险最高的15
个国家中有8个为岛国，其中汤加和瓦努阿图面临的风险

最高。在过去的几年间，发生在亚太区域的极端事件包

括：2011年的日本东部地区大地震和海啸，2011年的曼

谷洪涝事件（图1.3.1），2012年的萨摩亚热带气旋“埃

文”，2013年的菲律宾台风“海燕”，2011年的印度洪涝

（图1.3.2），2013和2014年的巴基斯坦洪涝，2015年影

响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图瓦卢、所罗门群岛和瓦努

阿图的热带气旋“帕姆”和台风“美莎克”，2015年的尼

泊尔地震及2015年的印度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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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亚太区域自然灾害事件，1970–2014年

来源：EM-DAT 2015

紧急灾难数据库（EMDAT）中的数据表明，自1960年

起，亚太区域报告的灾害数量急剧增加，但自2000年起有

所减缓（图1.3.3）。

气候变化的许多风险集中在城市地区，对人员、资

产、经济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IPCC 2014b）。这些风险

包括：热应激、极端降水、内陆和沿海洪水、山体滑坡、

空气污染、干旱和缺水。重要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住房

质量低下及生活在灾害易发区均将增加风险。海平面上升

预计将导致以下负面影响：淹没、海岸洪水和沿海和低洼

地区侵蚀等。

极端事件将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UNDESA 2010）。各次区域的灾害及相关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尽管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灾害强度和人员损失更

高，但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遭受的财产损失最高

（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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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亚太区域各次区域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1970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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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M-DAT 2015

表1.3.1：亚太区域由于旱涝、滑坡、地震、森林火灾和风暴引发的灾害事件及损失，1970年-2015年8月

参数 太平洋岛国 东南亚 南亚 东北亚
澳大利亚&新

西兰
1 死亡人数（总人口占比） 0.02 0.09 0.08 0.04 0.005
2 总损失（十亿美元） 75.31 118.87 152.97 923.06 72.68
3 损失（人均美元） 59.22 5.79 2.77 15.03 75.88
4 强度（每千平方公里发生的事件数量） 0.06 0.29 0.30 0.10 0.03

Source: EM-DAT 2015

1.3.2 造成脆弱性的原因及增加风险的驱动因素

由于亚太区域呈现地理、环境、气候、社会、经济和

政治上的多样性，这一地区的脆弱性、灾害类型和特征及

灾害影响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其地理环境特征，山区、海

岸地区及小岛屿等社会生态系统尤其面临风险（LealFilho 
2014）。与此同时，政治和治理、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选

择等社会经济特征也将决定脆弱性和韧性程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4c）指出，气

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干旱、风暴、火灾和虫害等生态

系统扰动频率或强度的增加（中等置信度）。气候变化与极

端事件的影响特征及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气候相关灾害，还

取决于人类和自然系统的暴露性和脆弱性（IPCC 2014a）。

贫困和边缘化人群、高风险区域居民、女性、青年、

老年和残疾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更易受到灾害的影响。其中

包括：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降低的流动性和/或心理、

生理或认知能力，缺乏灾害信息、沟通及其它技术和基础

设施、政治权力和代表等资源、财政手段来应对灾害事件

并进行灾后恢复（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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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SA地球观测站 2011

图 1.3.5：中国珠三角发展，1988–2014年

图 1.3.6：亚太区域热带气旋经济暴露

来源：UNEP 2013b

亚太区域海啸经济暴露
图例

数值（美元）

来源：UNEP 2013

图 1.3.7：亚太区域热带气旋物理暴露

岛屿 海岸 高地 山区序号 参数

 1 暴露性

 2 敏感性

 3 应对能力

 4 适应能力

 5 可预测性

 6 技术应用

 7 沟通

 8 跨境影响

表 1.3.2：不同地理区域确定灾害风险和脆弱性的参数

注：（箭头：向上-高，向右-中等，向下-低）

来源：EM-DAT 2015

高: 2072219800

低: 0

亚太区域面临风险及社会经济影响的一个重要驱动因

素是风险暴露（图1.3.5、图1.3.6、图1.3.7、图1.3.8、图

1.3.9）。风险暴露的增加主要源于人口增长、无规划的城

市化及高人口密度（IPCC 2012）。由于相互孤立，海拔较

低，人口集中在海岸地区，且灾害响应和灾后恢复能力较

低，太平洋岛国和地区（PICTs）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SPREP 2012）。

图例

数值

高: 300650

低: 0

亚太区域热带气旋物理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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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EP 2013b

图1.3.8：亚太区域洪涝物理暴露

来源：UNEP 2013b

图1.3.9：亚太区域干旱物理暴露

亚太区域洪涝物理暴露

图例

数值
高: 377816

低: 0

亚太区域干旱物理暴露
数值

图例

高: 2275950

低: 0

ESCAP（2014）预估，1970-2010年间，暴露于每年

洪涝灾害的平均人数从3000万增加到6400万，生活在受气

旋影响的地区的人口数量从7200万增加到1.21亿人。尽管

居住在贫民区的城市人口整体比例有所下降，但绝对人数

从1990年的4.1亿增加到2000年的4.7亿。

最恶劣的气候变化影响预计将发生在太平洋岛国、南

亚和东南亚地区。2011年，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十大

国家中，有6个国家位于亚太区域（UNEP 2013a）。从

2050年面临海平面上升风险的人口来看，在十大最脆弱国

家中，有7个国家位于亚太区域（UNEP 2013a）。其中，

印度约有4000万人面临风险（排名第1位），孟加拉国有

2500多万人面临风险（排名第2位），中国和印尼有2000
多万人面临风险（分别排名第3和第4位），菲律宾有近

1500万人面临风险（排名第5位），越南和日本有近1000

万人面临风险（分别排名第7和第8位）。其它排名前20位

的亚洲国家包括韩国（排名第12位）、缅甸（排名第13
位）、马来西亚（排名第16位）和泰国（排名第20位）。

1.3.3 亚太区域的灾害影响

自然灾害造成数百万人伤亡，威胁人类安全、身心健

康和福祉，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破坏生态系统、财产、基

础设施及重要文化和娱乐场址，威胁生计和经济（UNEP 
2013b；IPCC 2012）。2005-2014年间，亚太区域有14亿

人受到灾害影响，占全球受灾总人数的80%（UNESCAP 
2015）。2015年，亚太地区有5930万人受灾，不包括干

旱、热浪和森林火灾等慢发性灾害（UNESCAP 2016）。



地
区

背
景

与
重

要
议

题
33

表 1.3.3：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区域风险

次区域 主要风险 驱动因素

亚洲 频发的河流、海岸和城市洪涝对基础设施、生计和住区造成了大面积
破坏（中等置信度）

极端降雨、破坏性气旋、海平面上升

高温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高置信度） 升温趋势、极端气温

干旱相关的水和粮食短缺造成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高置信度） 升温趋势、干燥趋势、极端气温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珊瑚礁系统的群落组成和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高置信度） 破坏性气旋、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洪涝灾害频发，对基础设施和住区造成的破坏强度
加大（高置信度）

极端降雨

随着预期海平面的上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沿海基础设施与低地生态
系统遭受大面积破坏的风险增加（高置信度）

破坏性气旋、海平面上升

太平洋岛国 生计、沿海住区、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服务及经济稳定性损失（高置
信度）

干燥趋势、极端降雨、破坏性气旋、

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

21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与高水位事件将威胁低洼的沿海地区（高
置信度）

破坏性气旋、海平面上升

来源: IPCC 2014a

亚太区域记录的灾害死亡人数从1994-2003年的20
万增加到2004-2013年的75万，且大部分出现在亚洲地区

（UNESCAP 2014）。2015年，记录的死亡人数达到1.6
万（UNESCAP 2016）。近几十年来，全球和各区域天气

和气候相关灾害导致的直接和保险损失出现急剧增长。然

而，UNEP（2011）指出，相对风险，即人口或GDP占

比，保持相对稳定，死亡人数比例甚至有所下降。

自然灾害是导致被迫迁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份

2011年的报告（IDMC和NRC 2011）预估，2010年，各国

90%的灾害迁移归咎于气候相关灾害。2010-2011年间，亚

太区域有4200多万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背井离乡。

气候引发的迁移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亚太区域是最

易受灾害影响的地区，也是人口最多的地区，此外，这一

地区的大量人口迁移还受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驱动，而气候变化预计也将产生重大影响（ADB 

2012）。由于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及海平面上升，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地岛的人口迁移也呈增加趋势。由

于海平面上升，未来一些岛屿可能不再适宜人居住，其它

岛屿还可能丧失全部领土（UNEP 2014）。

亚太区域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从上世纪70年代的520亿

美元增加到了2005-2014年的5230亿美元，占全球总经济损

失的45%（UNESCAP 2015）。2015年，亚太地区报告的

经济损失（不包括慢发性灾害损失）超过451亿美元（UN-
ESCA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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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人口因素，包括老龄化和人口密度，将对人类健康产生定量和定性的影响，包括总疾病负担。决定人类健康的

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食品安全和营养，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获取，减少空气污染。

•	 亚太区域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且区域人口呈老龄化发展态势。

•	 亚太区域的水和卫生设施造成了严峻的卫生和疾病风险。人类和工业废物导致的水源污染问题是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面临的一大挑战。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地下水污染尤其对淡水资源供给有限的小岛屿国家构成威胁。

•	 农药及其它毒素造成的食品污染影响着农村贫困和弱势群体。不良的畜牧业实践导致了动物源疾病的区域性暴

发，如非典和禽流感等。

•	 生物质和煤炭燃烧引发的大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农村贫困女性和弱势群体中情况尤其严重。跨境雾霾是突出的

区域空气质量问题之一。

气候变化和资源消耗为新涌现的问题，其与城市化共同导致亚太区域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增加。新疾病的出

现，或已知疾病以新形式出现（如寨卡病毒）或出现在新区域（如疟疾、日本脑炎），可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使

近期取得的区域发展成果付之一炬。

地震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最多，其次是风

暴和洪涝。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导致8000多人死亡，2.2万

人受伤，10万多人流离失所，50万处房屋被摧毁，30万处

房屋被损坏。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显著（UNEP 2014；SPREP 
2012），1970-2010年间的平均损失预计超过GDP的1-8%
（IPCC 2012）。

1.4	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

1.4.1 引言：决定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因素

社会经济和环境（包括生态）因素将对人类健康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对环境的一些定义也包含社会因素，但本

节不会讨论社会健康影响，如基于性别、地位、宗教、文

化和族裔等因素产生的歧视。此外，本节也不会讨论受教

育程度、营养、女性赋权、医疗体系，及影响以下有害健

康行为的文化态度：吸烟、缺乏锻炼、膳食、饮酒和暴力

等。本节将着重讨论污染、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等物理环

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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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亚太区域的人口和预期寿命，1960–2012年

来源：World Bank, HALE Collaborators 2015；GBD 2013 DA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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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包括老龄化和人口密度，将对人类健康

产生定量和定性的影响，包括总疾病负担（Campbell等 
2007）。近几十年来，亚太区域的发展对健康产生了十分

积极的净影响（图1.4.1）。尽管亚太区域的非传染性疾病

（NCDs），包括心血管障碍、关节炎、癌症、糖尿病和痴

呆症等负担有所增加，但这一论述经过年龄标准化5 后是否

属实仍不清楚。由于幼儿营养提高、吸烟减少，经过年龄

标准化后的大多数NCDs的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中国男性患

的肺癌及南亚的所有癌症可能为例外情况。重要的是，合

成有机污染物、放射性材料、纳米材料和塑料微粒等新兴

物质6，及儿童时期减少负重锻炼等行为，可能影响未来人

口健康。 

决定健康的环境因素包括：食物、营养、水、空气、基

础设施、气候、生态系统及其它自然资源。调整社会经济状

况后，绿色和蓝色空间—如城市环境中的水体景观—往往有

益心理健康。然而，亚太区域缺乏高品质的此类证据。

工业废物及合成和自然污染物将通过污染空气、土

壤、食物、淡水和海洋而危害人类健康。例如，重金属和

有机氯等污染物将在食物链中累积，包括鱼类和海洋哺乳

动物，其它污染物则可能扰乱内分泌系统且可能为致癌物

质。重要的污染物包括：地质中进入地下水中的砷；煤炭

燃烧导致汞在鱼类体内累积；生物质和煤炭燃烧导致的颗

粒物污染。温室气体，包括来自化石燃料燃烧、毁林及过量

肉类摄入等也将引发健康问题（Watts等 2015；Whitmee等 
2015）。

5 年龄标准化是一种用于比较不同年龄人口的方法。

6 http://www.anthropocene.info/pb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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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亚太区域的水和食品污染

卫生设施及净化水不足是导致卫生状况不佳及水源性

疾病的主要原因（World Bank 2013）。据预估，约有30%
的南亚和东南亚人口使用受排泄物污染的饮用水（Bain等 
2014）。由于领土面积狭小、人口增加及海平面上升，许

多太平洋岛国面临饮用水污染及饮用水不足的问题。许多

亚洲国家的淡水压力也不断增加，加剧了疥疮和沙眼等水

洗病的蔓延，而提供充足的清洁水源可帮助减少相关疾病

的爆发。

许多地质脆弱区域（包括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印度和缅甸的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受到砷污染。而

人类和工业废弃物也可能污染地下水，在中国开展的一项

研究发现，58个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抗生素污染（Zhang等 
2015），是导致耐药性增加的原因之一。

农药、黄曲霉毒素或微生物毒素，及有时加入食品

中欺诈消费者的三聚氰胺等将对食品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Guan等 2009）。

1960-2012年间，亚太区域的人口规模和预期寿命显著

增加。此外，健康调整的预期寿命（1990–2013年）也有

所提高。

1.4.3 大气污染、慢性疾病和老龄化

大气污染，主要的全球环境健康风险因素之一（Smith
等 2014），是亚太区域，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面

临的重要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主要有两大来源：室内为出于烹饪和供暖目

的煤炭和生物质燃烧；室外大气环境下为出于交通运输和

发电目的化石燃料燃烧。2012年，大气污染造成全球700万

人过早死亡，其中约有53%死于室外空气污染（Lelieveld 
等 2015）（表1.4.1）。

2015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大大加剧了季节性火灾的影

响，其中大部分为印尼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及其他地区每

年为扩充农业用地而故意纵火，烟霾蔓延到了文莱、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火灾的影响导致上万胎儿死亡，也大大影

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弱势群体（Jayachandran 2009）。

在亚太区域，大多数非传染性疾病的总负担有所增加，

但如果将老龄化因素考虑在内，则大多数疾病的发病率和严

重程度均有所下降（Beaglehole等 2011），应主要归因于幼

儿营养的提高。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中国肺癌是最常见的

癌症，也是癌症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非常可能是由大气污

染和吸烟所导致（Chen等 2015；Chen等 2016；Mandel等 
2015）。

然而，我们不可因当前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通过

减少环境及其它风险，尤其是大气污染和吸烟，未来有望

大大改善人口健康状况。以不会产生大气污染的清洁燃料

取代煤炭和生物质燃烧也将减缓气候变化，进而帮助改善

健康状况，此类双赢往往称为协同效益。以此类推，优化

城市结构及公共交通系统也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减缓气

候变化，同时还可能通过步行、扩大社交互动等带来健康

效益。尽管许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预期寿命呈增加趋势，

但肥胖和糖尿病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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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亚太区域影响大气、土地、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的环境健康问题的解释性示例

媒介：主要原因/机制 亚太区域示例 临床表现

大气：来自以下来源的烟雾、颗粒物吸入及地
面臭氧暴露：出于发电和供暖目的燃烧化石
燃料，尤其是煤炭，或出于烹饪目的燃烧生物
质；森林火灾及出于开垦土地目的故意燃烧植
被；机动车地面臭氧和氧化亚氮排放；工业事
故毒废和石油副产物

全球约有70%的疾病负担（大气污染）发生
在亚太区域（http://www.healthdata.org/gbd/
data-visualizations）；博帕尔甲基异氰酸甲酯
中毒（印度，1984年）（Sharma 2005）；四
日市（日本，20世纪60年代）；天津爆炸（中
国，2015年）（Chan等 2015），加里曼丹、

苏门答腊及印尼其他地区的火灾，厄尔尼诺年
则更加严重（例如1978、2015年）（Marlier等 
2015）

肺病和心血管疾病，包括中
风；肺癌；死亡，神经性疾
病和其他后果，包括哮喘和
慢性肺病

生态系统：毁林及其它因素导致栖息地丧失，

致使蝙蝠成为病毒储库，可能加剧后果；灌溉
和集约型耕种和畜牧

疟疾；日本脑炎（尼泊尔、斯里兰卡）、非典（起源于中国）、亨得拉病毒（

澳大利亚）、禽流感、尼帕病毒（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98年）（McMichael
等 2013）

土地：带有寄生虫的粪便和工业废物导致土壤
污染

煤灰洪水导致尾矿坝坍塌，越南（2015年）；

铬污染，中国（Gao和Xia 2011）
癌症，未知

淡水：由人类和动物粪便、盐、农药、工业废
物和抗生素、天然砷及过量氟导致的污染

粪便导致的水污染仍是南亚、中国及一些太平
洋岛国面临的一大污染问题

因营养不足、皮肤损伤和癌
症（砷）引发的反复腹泻导
致的胃肠炎、痢疾、霍乱、

血吸虫病及发育迟缓

海洋：燃煤燃烧和工业产生的汞，重金属和内
分泌干扰物在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体内累积

水俣（日本，20世纪50-60年代），汞和一些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
（Karagas等 2012）

神经症、出生缺陷

1.4.4 农业集约化和生态系统变化

不断增强的畜牧业集约化管理有助于提高食品生产的

资源利用效率。然而，较差的动物福利、过度使用抗生素

导致耐药性、传染性疾病（可能蔓延到人群中）等均为集

约化畜牧业存在的缺陷。较之于粗放饲养的牲畜，肉类营

养质量更差，脂肪更多，营养密集度更低。动物源病指可

经由动物向人体传播的疾病，其中通过牲畜传播的有：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可能由人工养殖貉和麝

猫传播，通过禽类传播的高致病性禽流感（McMichael等 
2013）。事实上，一些动物源病有时还将造成严重的经济

损失。集约化种植的作物可能引发人类健康问题，包括疟

疾和日本脑炎等媒传疾病。但是，充分采取公共健康措施

可有效减少此类媒传疾病风险。

亚太区域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农田、

水产养殖业和种植园等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出现净增

长，但约束、文化类的生态系统服务减少，如有助于减少

侵蚀的整片森林等，同时也导致许多人所重视的生态多样

性逐渐丧失（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部分重大疾病由生态系统变化所引起，如艾滋病病毒及艾

滋病（HIV/AIDS）。亚太区域的例子有：澳大利亚的亨得

拉病毒，蝙蝠以马为媒介传播给人类；尼帕病毒，蝙蝠传

播给人类，有时以猪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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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4.1：日本和新加坡的登革热

日本和新加坡都是高度发达、人口稠密的国家。即便如此，其也遭受了登革热的侵袭。2014年，东
京爆发了本地传播的登革热，这是日本至少70年内首次爆发的登革热（Kutsuna等 2015）。气候变化为蚊

虫提供了适当的温度，使得登革热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日本北部。然而，由于日本属于温带气候，这意味
着每年有较长的时间不适宜登革热传播，加上改善的公众健康状况，这意味着即便未来日本本土爆发登革热，

其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然而，在新加坡，登革热疾病可能全年传播。尽管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成功地将蚊
子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仍无法彻底消除传播媒介，登革热病继续出现。尽管该疾病目前在儿童中并不常见
（Ooi等 2006），但由于存在许多其它病毒性感染，年龄稍大的儿童实际上可能染上这一疾病。

1.4.5 气候变化与健康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威胁着全球

健康，尤其当全球平均增温超过工业前水平2ºC以上时

（Watts等 2015；Butler 2014）。早期对气候变化和健康

的担忧主要侧重于热应力及媒传疾病范围的变化，尤其是

疟疾。然而，气候变化与更间接的健康影响之间的关系（包

括通过食品生产、冲突和迁移）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King等 2015；Butler 2014）。与此同时，人们还逐渐意

识到，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的热应力将有损职业生产力，且

将增加受伤风险（King等 2015）。老年人、贫困人口及患

有心理疾病和慢性疾病的人群，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痴呆

症的人群，也面临过热风险，尤其当发生在夜间，且持续

数天时（Oudin Åström等 2011）。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灾害

也将危及健康，且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亚太区域的许多

城市和地区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因为这些城市和地区

的许多非正式住区位于海岸线和主要流域等脆弱环境区

域。

尽管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气候变化及其它环境变化极

有可能加大了控制疟疾、登革热、切昆贡亚热和寨卡病毒的

难度（专栏1.4.1）。气候变化（及其它人为因素）加剧的洪

涝灾害将增加细螺旋体病风险，一种啮齿动物携带、趟过洪

水即将染上的疾病，盛行于菲律宾和泰国一些地区。太平洋

岛国出现的雪卡毒素鱼中毒与高海水温度及风暴有关（Bar-
rett 2014）。气候变化还可能改变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频率

和强度，其产生的后果包括：加剧东南亚地区的旱涝和火灾

事件（Marlier等 2013；Miriam等 2015），削弱印度季风，

增加对农村社区的压力，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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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零干预措施来应对现有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律法

规的制订、市场化手段的应用及自愿方法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状况的改善。然而，政策及其实施之间的

差距不断拉大，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实施不力，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新的环境问题不断涌现。

•	 由于政策重点不同，各国解决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问题的政策制定参差不齐。

•	 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和急剧增长的能源消耗导致环境问题处理不力。

•	 亚太区域多边协定和条约的使用具有很大潜力，但执行和实施仍不协调。

•	 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能力来资助和支持政策制定和执行。

构建强有力的机构和制度尤为重要，包括将环境纳入其它政策领域，采用综合政策方法，推动协作治理，促

进公众参与决策过程，通过加强司法制度来优化政策执行。

1.4.6 综合环境健康风险

尽管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与健

康之间的关系，McMichael（1993）提出了一种新的环境

风险类别，即破坏文明的生命保障机制的风险。这一概念

与传统的环境健康问题，包括许多新涌现的问题，有着根

本区别。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其规模，及暴露与影响之间

的长因果链。例如，寨卡病毒是太平洋岛国近期出现的一

种病毒媒传疾病，其可能导致头小畸形及其它出生缺陷。

然而，寨卡病毒并没有破坏文明及摧毁人类健康的因果潜

力。与此相反，气候变化、超出临界阈值（尚未确定）的

生物多样性丧失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除非找到替代来

源）却有这种因果潜力（McMichael和Butler 2011；Whit-
mee等 2015）。

 

1.5	政策及其实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本节讨论了以下两者之间的分歧：亚太区域出台了相

关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但这些政策往往实施不力。各国

在有效应对环境挑战方面的能力差异部分源于亚太区域各

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亚太区域的环境

政策也有一些亮点，这主要是因为亚太区域对解决愈演愈

烈的环境问题的完善措施的社会需求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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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政策制定

环境绩效概述

环境绩效指实际实施的政策的整体成果。为了评估政

策实施的环境绩效，制定和采用了环境绩效指标（EPI）
（Malaysia, NRE and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2015）

和环境民主指标（WRI 2015）。

2014年的环境绩效指标表明，亚太区域是环境管理方

面表现最差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Hsu 
等 2014）。亚太区域整体较低的环境绩效指标明显反映了

环保目标愿景与政策实施效果之间的差距。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绩效和主要环境问题方面

存在差异，因此难以概括整个亚太区域的政策实施差距和

问题。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有

很长的发展历史。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将经济

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直至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后才开始实施环境政策，且有效政策实施仍为这些国家面

临的一大挑战。

政策制定不协调

为了响应多边环境协定和评估结果，亚太区域各国制

定了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应对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类环

境问题。由于面临资源限制和压力，亚太区域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重点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澳大利亚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当前主要关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国家

则更多关注地方污染问题，而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

经解决了这些问题。此外，亚太区域各国之间采取的政策

手段及环保措施的实施进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的环保政策制定进程加

快。这部分源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及

急剧增加的能源消费使得中国和印度在所有环境绩效指标中

垫底（Hsu等 2014）。中国快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不

断涌现的环境问题。其中，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政

策蓝图——十二五规划（2011–2015），被视为是中国迄今

为止最环保的规划（Seligsohn和Hsu 2011）。

印度在环境立法方面有很长的追溯历史，包括1927年

的《印度森林法》；197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1981年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86年的《环境保护法》；2002
年的《生物多样性法》。2006年出台的“国家环保政策”

力求整合以往的环保政策。2010年，印度根据《2010国家

绿色法庭法》设立了国家绿色法庭，以便有效、快速地处

理环境保护、森林及其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案件。

1.5.2 关注政策无效性

近几年来，亚太区域各国起草了越来越多的政策，但

政策需求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环境问题变得愈发

紧迫，多边环境协定有所增加，这些因素加大了亚太区域

采取有效政策干预措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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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策尚未充分发挥其效用

亚太区域各国的许多环境政策尚未充分发挥其效用。

例如，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法规，但由于机构协调

不足、实施不力及根深蒂固的态度，这些环境法规并未得

到有效实施（Mohammad等 2011）。许多因素影响着政策

制定和实施。机构结构和协调对于环境法规的有效实施至

关重要。

政府和政策专家提倡采用综合全面的政策制定方法，

因为不科学的政策设计往往将导致实施不力。环境问题复

杂性与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往往削弱了许多环境政策的效

力。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用资源密集型增长策略，在产生

大量污染后才转而采取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Berkhout等 
2010）。亚太区域各国存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科学和

政策空白，且其普遍能力不足，缺乏推动社区参与的策略

（Avishik等 2012）。

制度障碍是造成各国政策实施不力的共同因素之一。

亚太区域各国几乎都有官方环境管理部门，但各国环境管

理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环境

职责往往分配给多个政府部门，这显然不利于综合环境问

题处理方法的制定（Zhang 2008）。此外，在发展中国家

环境机构多设立较晚，能力与资源有限。

资源不足是造成各国政策实施不力的另一个共同因

素。资源支持存在多种形式，包括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

及支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资金资源。在发展中国家新建

立的环境管理部门中，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往往十分短

缺。为此，这些环境管理部门往往将环境政策研究和制定

任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

由于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环

境领域的投资及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支持逐渐增加。例如，

中国政府专门预留了一部分的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政策制定和实施。作为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

的一部分，中国制定了水体污染控制专项研究，该举措至

少将延续到2020年。与此同时，UNEP、世界银行及亚洲

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预计将为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政策制定能力建设提供重要支持。

政策评价和评估是确定某一政策干预措施效果的重

要手段，但各国政府往往更多关注政策制定过程。评价

和评估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过程，需要采取综合方法，

且需要经过适当培训的、具备相关经验的人员开展。

亚太区域各国逐渐认识到绩效评估的重要性的一个积极

标志是，各国开始制定次区域环境绩效指标来完善政策

实施追踪进程。例如，马来西亚制定了国家环境绩效

指标的两种迭代方法。中国和越南完成了可行性评估来

识别次国家层面现有测量框架、监测系统和政策的缺陷

（Zomer和Hsu 2015）。2012年，印度规划委员会发布

了首个国家环境绩效指标，即对各邦环境质量和政策进

行评估的多重指标。印度环境绩效指标采用16个指标来

追踪5种类别下的绩效。印度环境绩效指标的最重要结果

是，官方政府渠道目前正在收集和分析全国环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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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政策无效性

亚太区域出台了许多环境法律、规划、法规和政策，

亚太区域各国还是许多多边环境协定及其它环境合作机制

的成员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存在很大差异。其

中一些措施带来了部分有益成效，存在许多良好实践范

例，但整体来说，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足以扭转环境退化加

剧的趋势。

一些政策的实施力度有待加强，一些政策仍停留在

纸上谈兵层面，未得到有效实施，还有一些政策则相互矛

盾。转型变革需要加强政策制定、政策一致性及政策实

施。主要投资应基于生命周期方法从不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和交通运输转移到更清洁的生产模式、发展和设计。

在法规政策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市场化或激励方

法为公私主体发送正确信号。例如，中国正采取多种方法

来加强环境法规与管理。2013年起，中国发起了7个省市排

放权交易试点项目，并计划在2016-2017年推广到全国市场

（IETA和CDC 2015）。2014年，结合这些市场化方法，中

国首次修改了于1973年制订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对违规企

业的处罚，加强环境法庭，赋予公民社会组织更大的发言

权（Wubbeke 2014）。

由于涉及公共产品（如空气）及污染等外部影响，许

多环境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由于政府部门监测不足、制度

低效、资金缺乏、能力降低，且认为环境问题处理成本过

高，而经济发展才是重中之重，这些环境挑战往往难以得

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其中设定了各国到2030年实现的17个新目标及167
个子目标）加大了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

1.5.3 新政策方案

应对新挑战的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关注这些

新涌现的环境挑战的政策重点也不断变化，为此，需要持

续评估政策实施进展。这表明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应对新

的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政策将帮助确定政

策重点，同时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来系统、全面地解决环境

挑战及相关驱动因素。

例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个政策发展

阶段。中国的政策重点从末端治理转为全过程管理，从点源

治理转为点源和非点源综合治理，从仅重视污染防治到同等

重视污染和生态保护，从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转为总量控制

（Wang 2010）。随着政府更加重视解决环境问题及追求可

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国际层面积极做出进一步承诺。2014
年11月，美国和中国达成气候协定，中国提出了在2030年之

前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The White House 2014）。高煤炭

消耗导致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威胁着公众健康，而这也是中

国政府出台气候政策的主要驱动力（Liu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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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科学可行的政策方案

新涌现的环境问题及现有环境政策的缺陷均需要科

学、可行的措施得以解决。亚太区域需要采取各种潜在措

施来解决新涌现的环境问题，包括环境制度改革、强有力

的执行、市场化手段的应用及积极的公众参与。这些措施

还可用于构建有效的环境政策平台。

通俗易懂的、可在线获取的、人性化环境管理措施最

为受到发展中国家广大公众的欢迎。环境信息披露工具在

环境改善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例如，印尼多年来一直深受

环境质量下降问题的困扰，为此，其编制了环境治理指数

（EQI）。2015年，印度采用国家空气质量指数来监测空气

质量，同时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构建强有力的机构和制度尤为重要，包括将环境纳入

其它政策领域，采用综合政策方法，推动协作治理，促进

公众参与决策过程，通过加强司法制度来优化政策执行。

尚未建立强有力的环境机构的国家需要充分调动人力及其

它资源来建立健全的环境部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环境机

构的国家则需要根据环境挑战和国家工作重点的变化来制

定和调整政策。

各国还必须将环境保护纳入宏观经济决策中，实现环

境保护的主流化，尽管这一概念的落实面临重重困难。与

末端治理方法相比，这种主流化方法将保护更多的资源，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前预防各类环境问题。应对经

济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其环保知识和

意识。

各国政府应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和监测、自然资本

强化及治理创新等角度来开展环保行动。不断涌现的环境

挑战需要更多的筹资和创新融资机制及新的财政手段。加

强能力建设和宣传教育是完善的环境管理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加强区域合作有助于处理跨境问题，尤其是与重要

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战略性的环境评估将帮助完善这些

联合行动，但开展环境评估的成本可能比较高昂。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不断完善政策评价和评估。加强

政策评价和评估有助于确保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各国政府应首先制定策略来提高公众对污染成本及健康环

境效益的认识。这种方法应以公开的环境信息和数据、有

效的科学-政策对话及基于自然资本、环境核算和成本效益

分析等创新概念的标准为支撑。这些仅仅是亚太区域国家

用于解决全球不断增加的环境挑战的初期行动。



44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第二章

状态与趋势



状
态

与
趋

势
45

GEO-6评估总体遵循传统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
响-响应（DPSIR）框架；每项综合环境评估均从

区域背景角度考虑这一框架下的各要素。亚太区域环境变

化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区域重要议

题中还强调了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即不可持续的消费

和生产，其将影响能源和采矿业，及商业和个人消费。

本节分析了环境状态的近期趋势及环境变化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考虑了相关驱动力及环境面临的压力。主要围

绕以下六个环境议题展开分析：

•	 大气，包括常见和有毒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

•	 土地，包括土地破碎化和退化；

•	 生物区，包括动植物多样性；

•	 水，包括淡水数量和质量；

•	 海岸和海洋地区，包括沿海和海洋污染；

•	 废弃物，包括化学、工业和城市固体废物。

2.1	大气—空气和气候

2.1.1 引言

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

来源，如交通运输、化石燃料的提取及燃烧等，既是主要

大气污染源，也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大气污染物对

气候变化有着双重影响，部分导致增温，部分则有降温效

应。地面臭氧、甲烷和黑炭等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较

之于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作用时间较短的温室气体，是

导致全球增温的主要因素。鉴于室内空气质量和有毒大气

污染物同性别差异化暴露、持续风险、监测不足及相关法

规等之间的联系，需要引起亚太区域的高度重视。

2.1.2 驱动力

引起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包括：交通运输、室内和室

外生物质燃烧、工业生产、发电、供暖及涂料和溶剂等产

品的使用。此外，大气污染的产生也有自然因素，如火山

爆发、沙尘暴及植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排放等。

亚太区域空气质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力与人口和经济趋

势、交通运输、能源和农业需求及家庭消费有关：

•	 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不断增长，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及中

等收入家庭数量、能源强度和废弃物持续增加。如不采取

措施降低人均排放水平，人口增长将导致排放的继续增

加。

•	 经济活动、全球的市场导向型生产、集约型工业化导致了

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愈发不健康、具备污染

性、碳足迹高。

•	 陆上交通运输增加了流动性，但公共交通系统不足或效率

低下、许多老旧机动车缺乏保养、全方位的监管缺失等导

致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加，其中公交车、私人汽车、卡车和

摩托车的尾气和颗粒物排放增加。

•	 亚太区域收入增长及廉价航空的出现使得空中出行次数和

流动性增加，加剧了跨境排放问题。

•	 燃油质量标准较低。亚太区域的燃油质量/标准低于世界

其它地区，且许多国家管制不足。

二氧化碳、甲烷和地面臭氧等温室气体浓度日益增加

（Dlugokenck和Tans 2015；Akimoto等 2015）。臭氧和黑

炭往往被视为是地方污染物，但也是推动气候变化的重要驱

动因素之一。其它地方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SO2）和

氮氧化物（NOx）也可影响气候，许多二氧化碳排放源与地

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相同，包括机动车尾气、工厂烟囱、

能源生产和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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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Shutterstock/ Ethan Daniels

关键信息	

因人口和经济增长、交通运输、能源和农业需求及家庭消费等因素引起的空气质量下降和气候变化是亚太区域

面临的主要问题。

•	 在亚太区域，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有所减少，但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居高不下，呈继续增长态势。

•	 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多环芳香烃（PAHs）和重金属尤其威胁着人类健康。

•	 对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而言，烟霾污染是最重要的跨境问题。

在亚太区域，大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十分显著，其将引发心脏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癌症，导致发病率增

加和过早死亡。此外，室内空气污染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女性肺癌发病率较高。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还将导致冰

川融化、海洋酸化，增加亚太区域媒传疾病的风险。

近几十年来，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呈增长态势，只在

2014年有所减缓。前四大排放国/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继

续增加，在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中占比达到61%以上：其

中，中国为30%，美国为15%，欧盟为10%，印度为6.5%
（PBL 2015）。

较其他次区域来说，亚洲整体及人均层面上的经济发

展速度均较快，因此尽管单位产出排放能效提高最显著，

但人均排放增幅最大（Blanco等 2014）。此外，亚洲人口从

1970年的19亿增加到了2014年的44亿，而在过去的四十年

间，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也增长了六倍。大多数增加的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和工

业生产。此外，全球人均食品供应和畜禽产品消费也有所

增加，亚洲地区尤甚（FAO 2014b）。

大气污染的另一个驱动力是自然灾害，如，每年发生

在干旱和沙漠地区、造成巨大损失的干旱、火山爆发及沙

尘暴事件。沙尘暴对许多亚太地区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许多亚太区域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当

出现长期干旱，表层土壤彻底干燥，风速加大时，便将产

生大规模的沙尘暴。

2.1.3 压力

不当土地利用实践导致跨境烟霾污染

东南亚的跨境烟霾事件主要由大规模的植被破坏所导

致，如加里曼丹、苏门答腊、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越南

不受控制的生物质和泥炭地燃烧。由于烟霾将导致广泛的经

济、气候、生态和公众健康影响，因此受到了区域和全球社

会的广泛关注（Pentamwa和Kim Oanh 2008；Heil和Goldam-
mer 2001）。例如，1997–1998年印尼发生的森林大火造成

了9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额外医疗

成本，而旅游业损失也超过1亿美元（Bappenas 1999）。东

南亚地区2015年（也是厄尔尼诺年）发生的森林大火造成了

16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World Ban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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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用水导致荒漠化和沙尘暴

沙尘暴是东北亚（中国北部、韩国、蒙古）和南亚

（伊朗）地区频发的一种现象。伊朗东部省份尤其深受沙

尘暴的侵袭，面临严重的水短缺和频繁的干旱威胁（Rash-
ki 等 2015）。

东北亚地区的沙尘暴事件一般发生在春季（3-5月）。

亚洲沙尘中的大多数微粒为可吸入颗粒物，直径小于或等于

10微米（PM10），主要由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严重沙尘暴中

的尘土或矿物颗粒组成。中国、韩国、日本及其它国家在

世界气象组织的框架下正在开发沙尘暴预测系统（WMO 
2016）。

不当的废弃物处置导致露天焚烧及填埋场址起火

未加控制的倾倒仍是亚太区域所采用的主要废弃物处

置方法（第2.6节）。2010年印度国家环境工程研究学会开

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孟买约有2%的市政固体废弃物在街上

露天焚烧，另外1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则在垃圾填埋场焚

烧。这不仅导致了黑炭等颗粒物排放到大气中，还导致了

二噁英和呋喃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排放，后者

具有致癌性（NSWAI 2015）。

2.1.4 状态

短期气候污染物

世界卫生组织（WHO 2015）强调迫切需要减少黑炭、

臭氧和甲烷排放，这些短期气候污染物每年导致全球700多

万例过早死亡，对于西太平洋的中低收入国家及东南亚国

家而言，每10万人中就分别有102人和51人死于大气污染

（WHO 2012）。在亚洲地区，传统的砖窑和炼焦炉被认为

是在尼泊尔加德满都（Joshi和Dudani 2008）及孟加拉国达

卡引发不良呼吸症状的主要罪魁祸首，每年约导致750例过

早死亡（World Bank 2011）。

室内空气质量

一项针对不抽烟人群开展的肺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亚

洲女性的肺癌发病率尤其较高（Bruce等 2015）。颗粒物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主要归咎于暴露于吸烟烟雾、室内供暖和煮

饭燃料燃烧产物及烹调油烟等环境中（Lan等 2012）。

有毒大气污染物

有毒大气污染物包括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铅、重

金属、石棉和致癌的碳氢化合物（苯、甲苯、1,3丁二烯和

多环芳香烃）。2010年，亚洲的人为大气汞排放量约占全

球的一半。为此，应加强全球各国在监测、数据共享和模

型开发方面的协作和交流，以评估未来大气汞趋势（Ebing-
haus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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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人为大气汞排放全球分布，2010年

来源：UNEP 2013

汞排放，2010年（单位：克/平方千米）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亚太区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这些污染物被大量用于农业或工业活动，以支撑亚洲地区

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同时用于控制疟疾和虫害，尤其

是在热带地区。此外，工业和废物处理中的化学反应或焚

烧、高温过程产生的无意识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污染

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健康。自2004年斯德哥尔摩公

约生效以来，太平洋地区、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一直在开

展监测活动，但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南亚地区仍缺乏类似数

据（UNEP-Stockholm Convention 2015）。

当前，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棉使用地区，占全球总

消费的三分之二，年使用量超过100万吨。尽管石棉对呼

吸道系统的危害众所周知，但一些国家仍继续使用这种材

料。亚洲石棉使用量在全球的占比从1920-1970年的14%增

加到2000-2007年的64%。2011年，全球约20%的石棉生

产量来自中国，而最多的使用量则分布在中国、印度和印

尼（Leong等 2015）。截止目前为止，仅有日本和韩国是

国际劳工组织（ILO）安全使用石棉公约（1986年）的签署

国，该公约致力于预防和控制职业性接触石棉对健康造成

的危害，保护工人不受此危害（Le等 2011）。

就有毒大气污染物而言，由于亚太区域的多环芳香烃

（PAHs）浓度较高，其有毒大气污染物的毒性当量浓度

（TEQs）也普遍高于欧洲地区（表2.1.1）。澳大利亚、中

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有暴露于这些有毒物质

的风险，或将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害影响，引发了人们的普

遍担忧（Pongpiachan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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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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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亚太区域采用燃油质量标准的时间线

来源：Hart Energy 2016

提高燃油质量、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改善燃油经济将

带来协同效益，既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能改善大气污

染。效益的取得不仅来自汽油和柴油，还来自生物燃料、

液化石油气（LPG）、压缩天然气（CNG）和氢燃料等

替代燃料。生物燃料并不一定更环保，特别是那些通过焚

烧植被开垦土地等不可持续的方式获得的。因此，亚太区

域需要在生物燃料标准及执法层面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此

外，亚太区域各国和地区采用相关标准的时间并不相同

（图2.1.2）。 

表2.1.1：亚太区域和欧洲的毒性当量浓度

TEQ[ng/m3
亚太地区 欧洲

平均 标准差 平均 标准差
气相 4.51 5.48 2.54 5.54

PM2.5 6.67 5.36 2.44 2.18

PM10 3.67 3.10 6.65 13.07

总悬浮颗粒物 13.80 26.01 4.83 6.36

来源：Pongpiachan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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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亚太区域及全球柴油硫含量限值

来源：Hart Energy 2016

道路用柴油硫含量
最高限值

在过去的十年间，亚太区域在淘汰含铅汽油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到2016年1月，亚太区域各国均有无铅汽油提

供（UNEP 2016）。然而，柴油和汽油中的硫含量情况则

参差不齐（图2.1.3、图2.1.4）。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

新西兰等国已经采用了超低硫柴油标准（50 ppm），其它

国家还远未实现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国家公布将柴油中硫

含量减少到50 ppm以下的计划时间。

亚太区域的生物燃料混合和质量趋势也有很大差异。

乙醇和生物柴油已在印尼生产，需求量较大，泰国生物柴油

大受欢迎，在印度乙醇得以广泛推广。硫含量已经不再构成

问题，但燃料中的VOCs是生成臭氧的前体物，需要予以关

注，燃料的质量也仍需严格把控。尽管《京都议定书》的清

洁发展机制（CDM）中突出了替代燃料的作用，但这些替

代燃料对空气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仍在开展当中。

大气质量评估以监测数据为支撑。目前亚洲大陆、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已设有400多个地面监测站点（World Air Qual-
ity 2015）。然而，太平洋岛国仍缺乏统一的监测框架，这无

疑限制了获取准确、最新的大气环境状况及长期趋势信息的

能力（SPREP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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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亚太区域及全球汽油硫含量限值

来源：Hart Energy 2016

道路用汽油硫含量
最高限值

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二氧化硫年排放从前工业化

时期（1850年）的0.4Tg（1012g）增加到了2010年的

34.1Tg。东亚地区的黑炭排放在1850–1980年间呈继续增

长态势，但在1990–2000年间有所放缓，在2000–2010年

间恢复加速增长。黑炭年排放从1850年的 0.3 Tg 增加到了

2010年的2.7Tg（Li等 2013）（图2.1.5）。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自2000年起开展的卫

星气溶胶光学深度（AOD）测量结果表明，亚太区域的颗

粒物呈现季节性变化趋势。数据集持续提供最为全面的大

气气溶胶信息，不过目前仍在开展研究，以期改善运算法

则，将卫星数据与地面测量数据进行对比，进而在亚太地

区提供更可靠的监测服务。

全球监测臭氧试验仪（GOME）、大气吸收光谱扫描

成像仪（SCIAMACHY）、NASA臭氧监测仪（OMI）的卫

星观测数据表明，1996–2012年间，中国东部地区观测到

了对流层二氧化氮（NO2）浓度的显著提高（Lalitaporn等 
2013），而中国的二氧化硫浓度自2008年起已呈下降趋势

（Yan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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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部分亚洲次区域二氧化硫和黑炭排放，1850 –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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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i等 2013

尼泊尔气候观测塔（NCO-P）位于喜马拉雅山昆布

谷，海拔5.1千米（Bonasoni等 2008），塔上观测到了臭氧

和黑炭物质。根据后向轨迹分析，这些臭氧和黑炭物质是

在季风期之前受欧亚大陆气流的影响（对流层上层/平流层

下层影响）被移动到这里的。6月中旬，臭氧和黑炭从邻近

的人为排放源向东移动，到达印度-巴基斯坦边境附近地区

（Dentener等 2010）。

一项关于冰川物质平衡和冰水再分配模型研究表明，

珠穆朗玛峰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主

要受黑炭影响（图2.1.6）。模拟的1961-2007年间的冰川

面积变化范围为−101.0±11.4平方千米，较之初始范围下降

了约20%。CMIP5、RCP4.5和RCP8.5情景下暖/干和湿/
冷端元中的异常气温和降水将造成冰川持续的冰量损失，

这意味着穆朗玛峰的冰川量到2100年可能将减少70%-99%
（Shea等 2015）。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将密切观测亚洲季风不断变化

的模式和频率（NCAR 2015）。印度夏季风向西偏移，造

成了东南亚降水的变化及雨季的到来。雨季预计将延迟15
天左右，而这将对亚太区域的财政、基础设施和食品安全

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Loo等 2014）。

据报告，自工业前时期以来，全球增温至少达到0.85℃

（IPCC 2013）。亚太区域自20世纪70年代起快速变暖（图

2.1.7），但这一区域并未出现明显的异常降水趋势（NOA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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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模拟的冰川量对异常气温和降水的敏感性，2015–2100年

来源：Shea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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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大气空气质量

颗粒物

颗粒物（PM10）是亚洲城市地区面临的一大空气质量

问题（CAI-Asia Center 2010）。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

2000–2013年的长期测量结果表明，其颗粒物浓度超过了世

卫组织20µg/m3的年度空气质量指导标准（图2.1.8）。2013
年印尼城市的测量结果也表明了类似情况，其24小时颗粒

物平均浓度为50µg/m3。世卫组织数据库还表明，在年均颗

粒物浓度达到100µg/m3以上的117个城市中，有97个城市位

于亚洲国家（WHO 2014a）， 在颗粒物浓度最高的10个特

大城市中，有9个位于亚洲地区（图2.1.9）。

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是燃料燃烧产生的标志性污染物。2000-2013
年间，一些东北亚和东南亚城市的测量结果表明，中国、

印尼和泰国的年二氧化氮浓度超过了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

导标准。对二氧化氮的长期测量反映了持续增加的燃料燃

烧趋势。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监测结果，印

尼的二氧化氮浓度每年呈+0.002ppm的显著增长趋势（Re-
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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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亚洲地面温度异常情况，1915–2015年

来源：NOA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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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煤炭和柴油等燃料中的硫成分。城

市地区的二氧化硫浓度一般较低。1993–2007年的数据表

明，尽管一些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高于世卫组织空气质量

指导标准，亚洲地区的整体二氧化硫浓度有所下降（CAI-
Asia Center 2010）。雅加达2003–2013年的测量结果表

明，其二氧化硫浓度普遍较低，尽管年均值出现小幅增长

（Republic of Indonesi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14）。

臭氧

东北亚地区的年均臭氧浓度有所提高，尽管其前体物

质——氮氧化物和非甲烷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有所下降。研

究人员对中国、日本和韩国1999–2010年间的臭氧浓度进

行了测量（Akimoto等 2015）（图2.1.10）。



状
态

与
趋

势
55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Jinyunshan (中)

Ochiishi (日)

Banryu (日)

Imsil (韩)

Weishuiyuan (中)

Tappi (日)

Yusuhara (日)

Bangkok (泰)

Weishuiyuan (中)

Sado-seki (日)

Hedo (日)

Samutprakarn (泰)

Hongwen (中)

Happo (日)

Ogasawara (日)

Khanchanaburi (泰)

Xiang Zhou (中)

Ijira (日)

Kanghwa (韩)

Chiang Mai (泰)

Rishiri (日) Oki (日) Cheju (韩)

PM
10

浓
度

(µ
g/

m
3 )

年份

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导标准

图2.1.8：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城市年均PM10浓度

来源：EANET 2015

2.1.6 影响

人类健康影响包括：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疾

病，恶化的媒传疾病、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慢性病）、

癌症、中风，增加的发病率、过早死亡和医疗成本。长期

暴露于大气污染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Yama-
moto 2014）。世卫组织发现，全球有370万例过早死亡归

咎于室外空气污染，其中亚太区域的过早死亡人数达到267

万，占全球过早死亡人数的72%（WHO 2014）。这反映了

大气污染在导致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中的重要影响。

近期的研究记录了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持

续影响。观测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导致许多物种（包括

植物）的地理范围、分布和物候发生比预期更快的变化

（Staudinger等 2012；Chen等 2011）。



56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图2.1.9：亚洲城市年均PM2.5浓度排名

来源：WHO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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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间，一些太平洋岛国海岸地区和基础

设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岛屿受到严重改造和大面

积的开发，大大增加了其应对自然气候变化、极端事件

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截止目前，由于缺乏相关试验

来证实海洋酸化与珊瑚破坏及其它潜在影响之间的关联，

太平洋大国和领地附近并未发现海洋酸化现象（SPREP 
2012b）。 

农作物产量极易受到收获季节降水量的影响。收获期

间或收获后的大量降水将对作物产量及农民生计造成很大

破坏。同时，该地区干旱发生的概率也有所增加，印度的

半干旱地区尤为严重（IMD 2010）。



状
态

与
趋

势
57

图2.1.10：日本大气臭氧（O3）趋势，1990–2010年--TMA
表示日本首都圈，NA表示名古屋地区，OKA表示大阪/京都
地区，FA表示福冈地区

来源：Akimo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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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受到人口增长及不断变化的人口经济状况的驱动。然而，亚太区域土地所有制和享有

权相关的土地资源获取问题导致收入和性别不平等加剧，加大了土地资源管理压力。

•	 自1990年起，亚洲地区的森林总面积继续增加，尽管次区域层面存在一定差异。湿地管理业面临巨大压力，东

北亚和东南亚的湿地流失问题尤为严重。

•	 毁林、过度放牧及将草地和林地转化为棕榈油生产及其他用途的实践对土壤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土壤污染、土

壤侵蚀、荒漠化和盐渍化影响了土地的农业适用性。

•	 土地退化对水资源也将产生额外的影响，包括土壤水分和地下水补给。

大规模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影响包括：土著民族移民安置、生物多样性流失、重要林产品减少、土地所有制和

享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加剧。此外，亚洲地区土地退化引发的迁移预计将增加。

从中国中部地区来看，1961-2011年间，黄土高原的平

均和极端气温和降水趋势均十分显著。增温速率从黄土高

原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增，许多地区雨日的总降水量有所减

少，尤其是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地区。整体而言，在气温和

降水变化的共同作用下，黄土高原的西南部地区出现的气

候变化最显著（Sun等 2015）。

2.2	土地

2.2.1 引言

土地在确保人类福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维护

土地资源的最佳状态对于亚太区域而言至关重要。尽管已

经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但亚太区域快速涌现的社会、人

口和经济变化继续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本节将按照

驱动力、压力、状态、趋势和影响（DPSI）框架展开分析

（图2.2.1），本报告第3章将对响应内容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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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亚太区域，土地资源相关的驱动力、压力、状态、

趋势及影响概述

来源：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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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驱动力

本报告第一章描述了亚太区域的驱动力及影响土地资

源的多个驱动力。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仅列出了最重要的

几个驱动力。

1. 人口：亚太区域的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呈现快速增长。

区域差异包括发展中国家快速的人口增长，及发达国家人

口增长停滞或开始下降。

2.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亚太区域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许

多制造和服务业活动开始转移到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为

数百万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此外，区域一体化在过

去的十年间顺利推进。

3. 经济增长：亚太区域各国出台了相关政策，为其快速经济

发展铺平道路，同时将人口纳入经济增长规划中。为此，

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显著壮大。

4. 生活水平：亚太区域在减贫、医疗保健和教育获取、减少

饥饿和营养不良、优化交通运输和沟通设施及改善水和卫

生设施获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亚太区域居民饮食特

征的变化对食物生产和消费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2.2.3 压力

第一章中讨论、第2.2.2节中强调的不断增长的人类需

求，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亚太区域的需求正

通过不可持续的方式得以满足。土地面临的主要压力包括：

出于娱乐、污染、地质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原因，以农业、城

市化、水产养殖、能源生产、采矿、交通运输和生物资源利

用开发形式呈现的住宅和商业土地开发，其中生物资源利用

开发包括物种提取、服务走廊、毁林和相关土地利用变化、

人类入侵和干扰（Baldwin 2010；Salafsky 等 2008）。

由于数据分散且质量较低，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

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同时缺乏对不同条件下相关

压力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因此，难以量化施加于土地上的

人为压力（Geldmann等 2014；图2.2.2）。整体而言，亚太

区域土地的人类压力继续增加。就次区域趋势来看，东南

亚地区土地的人类压力增长最大，其次是欧亚地区（Geld-
mann等 2014），尤其是东南亚的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受到

多重压力，包括转化为农业用地、城市扩展、物种入侵及

水相关威胁（UNEP-WCMC 2014）。表2.2.1简要描述了

次区域层面土地资源状态和趋势方面的多样性。

粮食需求

亚太区域的粮食生产对土地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压

力。2013年，亚洲的谷物产量达到13.4亿吨（FAO 2015c），

但到2030年，预计粮食需求将随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和收

入增长而增加（FAO 2009）。从当前的粮食生产增长率来

看，如果不扩大农业面积或进一步加强垂直集约化生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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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亚太区域，人为因素导致土地资源压力增加

来源：Geldman等 2014

高

中

低

压力

将加深对土地资源的压力），那么亚太区域可能面临粮食

短缺问题。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而采取的行动已经

对农业土壤施加了巨大压力，造成土壤侵蚀、盐渍化、酸

化、压实和污染。

不断变化的饮食模式也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影响。亚洲

地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饮食偏好导致了饮食的多样化，

包括谷物、肉类、乳制品、水果和蔬菜（ADB 2013）。2000-
2013年间，亚洲地区的畜牧数量和肉类生产分别增加了

22%和50%（FAO 2015）。到2030年，全球牛肉和家禽的

年消费量预计将在2000年基础上分别增加2540万吨和6030
万吨，其中约有一半增长出现在亚洲地区（FAO 2011a），

对饲料用地产生了显著影响。

亚太区域农业集约化进程不断推进，但耕地扩展面积

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增加。从次区

域层面来看，东北亚和南亚是化肥使用最严重的地区，每

公顷化肥施用量分别达到445和150.38 kg（FAO 2014）。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农药施用量有所减少，

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国家的农药施用

量有所增加（FAO 2015）。这些土地管理趋势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用地的扩展；但这些趋势，尤其是化学

肥料的过度施用，可能导致土壤压实、污染、营养失衡、

盐渍化和酸化，进而导致农业土地质量持续下降（Nkonya
等 2016）。为此，需要通过可持续的农业土地管理实践

来应对南亚地区农业土地生产力下降的问题（Kumar等 
2008）。

燃料需求

亚太区域的燃料需求呈现快速增长，部分需求通过农村

地区的生物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生物燃料得以满足（Elder
等 2008）。2009年，亚洲地区的生物能约占一次能源总供

应量的15%（FAO 2009）。住宅部门，大多数为农村住宅

部门，消费了88.7%的能源用生物质，其次是工业、商业和

交通运输部门。亚太区域的油棕榈种植园面积出现显著扩

展，其中印尼扩展最多（2014年是2000年的3.7倍），其次

是马来西亚（1.5倍）、菲律宾（3.4倍）和泰国（2.9倍）

（FAO 2015）。这一快速扩展增加了油棕榈生产国一些脆

弱的林地和泥炭地生态系统的压力（Colchester 和 Ch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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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亚太区域，次区域 土地覆盖面积相关的状态与趋势

次区域 主要问题 趋势 严重程度 临界阈值
东北亚

净林地变化 & *** O
城市化 & **** ---
土地所有制 “ **** ---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 ---
荒漠化 & **** X
沙尘暴 & **** O
草地退化 & **** O
农业面积 ( ** X
农业土地质量 ( **** X

南亚
净林地变化 “ *** O
城市化 & *** O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 O
荒漠化 & *** O
沙尘暴 & **** O
土地所有制 S *** ---
农业面积 ( ** X
农业土地质量 ( **** Y

东南亚
净林地变化 ( ***** O
城市化 & *** O
农业面积 & *** O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 O
农业土地质量 ( ** X

太平洋岛国
净林地变化 ( ** O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 O
土地所有制 “ *** ---
农业土地质量 ( **** X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净林地变化 ( ** X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 ** X
农业土地质量 ( ** X

来源：UNEP
注：以上所有趋势均是作者根据文献趋势做出的专家判断。

趋势：&显著增长；(显著下降；“无明显变化；S趋势不明显
严重程度：* 不严重；** 有些严重；***比较严重；****很严重；*****极其严重
临界阈值：表示在不采取重要措施的情况下，问题难以恢复常态，在现有知识和资源的基础上，难以逆转趋势，恢复到以往状态。

X 否；O是；--- 如果不立即解决，则很有可能接近临界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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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和土地所有制

亚太地区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对土地资源产生了影

响。1990-2000年间，亚太区域的人口加权平均基尼系数

（收入或财富差距指数）从33.5提高了37.5。城乡地区、男

女及不同种姓、种族和语言群体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

（UNDESA 2014）。例如，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南亚地

区女性拥有的土地少于男性（FAO 2016），这些差距要求

人们重新审视土地管理及受益者，因为其将对女性赋权和性

别不平等产生直接影响（FAO 2011a）。收入不平等还将对

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权产生显著影响（Kanbur等  2014），土

地所有制和土地享有权逐渐集中在富裕的社会阶层，带来了

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将影响土地利用方式。

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权的集中化将对土地所有人、土地利用方

式及土地生产力产生显著影响（Ghatak 和 Roy 2007；Law-
ry等 2014）。

不断增加的木制品需求

亚太区域的木制品和林产品需求呈现惊人的增长，包

括纸质、家具、建筑材料和服务等。2013年，亚洲地区消

费了4.401亿立方米的工业圆材（FAO 2015c），而木制品及

相关产品的需求到2100年预计将继续增长（WWF 2011）。为

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亚洲地区的工业圆材生产自2006
年起增长了137%。然而，这仍不足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亚

太地区2013年进口了6450万立方米的工业园材。印度和中

国占全球热带硬木进口的80%，同时也是重要的木制品出

口国。

由于原材料需求及加工木制品出口增加，中国快速的

经济增长对亚太区域的林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Katsigris 
等 2004）。2010年，1300万公顷的热带林木被砍伐（FAO 
2011a），尽管木制品的需求很大，但这些热带林木的砍伐

大多受到棕榈油商品和牛肉生产利益的驱动（Boucher等

2011）。采用全球林产品模型对2060年之前不同木制品需

求的预测结果表明，与2010年相比，建筑木材、胶合板和

家具，新闻用纸、纸巾、纸板和信纸等纸制品的需求有所

增长。

城市化

根据预估，每天约有12万人迁移到亚太区域的各城

市。到2050年，亚太区域的城市居民数量预计将增加到33
亿人，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63%。除了土地需求，城市化

导致的垃圾填埋场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及工业有害废物管理

需求也将增加（Pariatamby和Tanaka 2013）。随着大型制

造区的发展，工业设施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土地利用需求也

呈现显著增长。为此，往往通过开垦城市外围地区的林地

和休耕地来满足这些需求。事实上，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特

别经济区（SEZ）与国家制造区（NMZ）都是通过农业或

林业用地转换而来。土地征用（有时涉及很大规模，且治

理水平较低）是亚太区域越来越常见的一种现象。

人口不到50万的小城镇代表着亚太区域一半以上的城

市人口（54.4%）（UNDESA 2014）。为此，城市地区人

类住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占这一地区土地总面积的2-3%（Col-
lins 2011），产生的后果包括平均地表温度、土壤污染、毁

林及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增加，包括农业用地减少。随着快速

的城市化及不断蔓延的消费主义趋势，亚太地区2014年产生

了8.7亿吨城市固体废物（第2.6节），其中大多城市固体废

物被送至垃圾填埋场，占用了很大一部分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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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波动和变化

亚太区域预测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水资源短缺、大面

积的土地退化及加剧的荒漠化。亚太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

包括：高海拔和高纬度自然植被类型的变化及生态系统的

相关变化（Mendelsohn 2011）。Shang 和 Long（2005）指

出，气候变化引发的冰川消融是导致草地退化的直接原因，

尤其导致中国西藏嵩草属草地等高海拔地区的侵蚀加剧。

尽管冰川消融将对水文，尤其是下游水用户产生影响，但

冰川消融将如何影响草地条件目前尚不得知。此外，气候

变化将导致沿海人口迁移到内地，进而对内地的土地资源

造成更大压力。就太平洋岛国而言，人口迁移可能对其它

国家的土地资源造成压力（Wyett 2014）。

过度放牧

亚太区域的草地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蒙古，及从

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干旱和半干旱草原到北澳大利亚

热带阔叶林地的部分澳大利亚地区（Smith等 2007）。公

路、铁路、管道和灌溉渠等基础设施建设扰乱了畜牧和野

生动植物的移动模式，加剧了栖息地的破碎化。增加的交

通运输设施为放牧开放了新的区域。上个世纪的牛羊放牧

活动覆盖了很大一片的地理区域，造成了环境、社会系统

和政策的变化。

采矿

亚太区域的采矿活动日益增加（USGS 2012），产生

了包括土地资源退化在内的各种环境后果，其中澳大利亚和

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矿产品生产国（Fong-Sum等 2014）。

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铝土矿、煤、钴、铜、钻石、金、铁矿

石、铅、锂、锰、矿砂、钽和铀储备。中国拥有大量的锑、

砷、铝土矿、矾土、煤、氟、金、石墨、铁矿石、镁、稀

土、锶、锡、钨和锌储备。印度也是世界上主要的矿产品生

产国之一，其拥有大量的铝土矿、铝土矿、铬、铁矿石、锰

矿、稀土和盐储备。随着矿物、金属和能源资源需求的不断

增长，采矿活动预计也将呈增加趋势，进而造成严重的土地

资源环境后果（SNL 2015）。

2.2.4 状态与趋势

林地

亚太区域的林地约占世界林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占亚

太区域土地面积的25%，或7.22亿公顷（Wilkie 2009）。图

2.2.3显示了亚太区域的林木覆盖情况（DiMiceli等 2011）；

各地区的林木密度存在差异，其中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林木

密度较高。湄公河和恒河等流域的林木密度高于亚太区域

的其它区域。

整体而言，自1990年以来，亚洲地区的林地总面积呈

持续增加趋势（FAO 2015c）。次区域趋势各有不同。其中，

东北亚和南亚有所增加，东南亚有所减少（FAO 2015a）。

东北亚地区的林地面积和碳储量继续增加。尽管毁林的速

度有所放缓，但东南亚地区毁林率高于其它地区。南亚和

东南亚地区的局部林冠盖度损失（森林退化指标）最高。

尽管毁林率较高且森林覆盖面积有所减少，但南亚地区林

地管理覆盖的森林面积比例仍高于其它地区，这可能有助

于阻止未来森林覆盖面积的继续减少（FAO 2015b）。

亚洲地区拥有1.34亿公顷的私有林地，且私有林地

面积还在继续增加，其中东南亚地区的私营林地比例最高

（FAO 2015a）。尽管亚太区域的大多数林地为公有林地，

但林地的私有化可能对未来林地的维持和管理造成严重影

响。尽管有一部分林地由土著民族管理而这有助于为子孙

后代保护森林资源（WHRC 和 EDF 2015），但土著民族拥

有的林地面积最小（FAO 2006），且呈继续下降趋势（FAO 
2015a），这无疑将对森林保护产生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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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的不明晰，尤其是土著民族林地

所有制和所有权的缺乏，是造成土地退化和森林退化的最

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恢复土著民族的林地所有制和所有

权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Sunderlin等 2008）。所有生态

系统不同程度地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环境危害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间，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孙德尔本斯红树林继

续茁壮成长，未受到很大影响（UNEP-Stockholm Conven-
tion 2015）。

农业用地

亚太区域拥有世界40%的农业用地，其中31%为耕

地，4%为稳定优势农作物用地，65%为永久性草地和牧

场。区域差异如下：东南亚的农地面积少于其它次区域，

占次区域土地总面积的20%，东北亚的农地面积尽管在过

去的十年间显著减少，但是依旧最大，占次区域土地总面

积的60%以上（FAO 2015c）。

从1970年到2007年，亚太区域的农业用地出现显著

扩展，从47%增加到53%（FAO 2009），年均增长率达到

0.8%，而全球年均增长率仅为0.1%。亚太区域农业用地面

积的变化主要受到该地区快速经济发展、技术进展、基础

设施项目和人口增长及流动的驱动（Schandl等 2009）。然

而，在过去的十年间，亚太区域的农业用地扩展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World Bank 2015），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

等发达国家及斐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

内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用地

面积甚至有所下降。与此相反，孟加拉国、不丹、中国、

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农业用地面积有所增加

（Friedl等 2010）（图2.2.4）。林农轮作等农业实践继续

对亚洲的森林资源产生不良影响。亚太区域迫切需要重视土

地所有制问题，因为持续的土地改革并未获得任何明显改

善，而这将对土地生产力产生不良影响（Lawry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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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亚太区域的林木覆盖率，2010年

来源：DiMiceli等 2011

未来的农业用地需求将继续增长，预估数据表明，到

2050年，扩展的农业用地将带来20%的必要粮食增产量

（FAO 2009）。

草地

在亚洲地区，草地为牲畜提供大量的牧草，并为数百

万农村社区提供生计，例如，蒙古80%以上的土地面积为

牧民所使用（Reading等 2006）。中国约有40%的土地面

积（或4亿公顷）为草地，其中西藏的草地面积最大，其次

是内蒙古和新疆（Sheehy等 2006）。哈萨克斯坦有70%的

土地面积为草地，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出现持续减少，这

主要归咎于农业开垦、过度放牧、不断变化的畜牧管理实

践及气候变化等其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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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亚太区域的耕地变化，2001–2012年

来源： Friedl等 2010

湿地

湿地是亚太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亚洲有302个湿地登记在《拉姆萨尔公约》中，其中日

本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和印度（《拉姆萨尔公约》秘书

处 2010）。世界56%的热带泥炭地位于东南亚，世界42%
的红树林位于南亚和东南亚（Gopal 2013）（图2.2.5）。

亚洲和太平洋岛国分别有140万和68万公顷的内陆湿地被列

为拉姆萨尔公约保护区。不同地区的湿地破坏情况不一，

其中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湿地流失较为显著，年流失率达到

1.6%。对于水产养殖、过度捕捞及风暴灾害比较严重的地

区，湿地破坏率可能高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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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亚洲和大洋洲拉姆萨尔湿地趋势，1974-2016年

来源：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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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影响

对土壤质量和生产力的影响

亚太区域的土地资源受到毁林、过度放牧及草地和林

地开垦的显著影响。土壤污染、侵蚀和盐渍化问题需要引

起迫切关注。印度及中国北部地区的土壤侵蚀问题比较普

遍（FAO 2014）。由于灌溉面积扩大，淡盐水使用的增

加，北亚和中亚（2.117亿公顷）、南亚（8410万公顷）和

东南亚（2000万公顷）深受盐渍化问题的影响，此外，有

1000万公顷的土地受到土壤压实的影响（FAO和 ITPS 
2015）。在印度，预估有1100万公顷的土地受到风力侵蚀

的影响，698万公顷的土地受到土地酸化的影响，另有670万

公顷的土地受到盐渍化的影响（ICAR和NAAS 2010）。仅中

国就有近2000万公顷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影响（FAO和

ITPS 2015），由于经济活动增加，亚太区域的污染土地面

积可能进一步扩大。氨肥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东北亚和南亚地

区的土壤酸化（FAO和ITPS 2015）。气候变化、土地退化

和土壤质量变化的多重压力将对土地的农业适用度产生混合

影响（Zabel等 2014）。 

澳大利亚的农业适用土地面积预计将出现净减少，东

南亚少数地区的农业适用土地面积将增加。土壤盐渍化是半

干旱和干旱地区，及排水设施不足的灌溉区域面临的一大严

重问题。全球农业的盐渍化成本预估每年达到120亿美元，

且这一数值还在不断增长当中（Pitman和Läuchli 2002）。

土地退化将通过土壤水分和地下水补给对水资源造成显著影

响。森林火灾也可能影响土壤质量（Certini  2005），考虑

到多种因素导致森林火灾增加（Goldammer等 2004），未

来几年森林火灾将对土壤造成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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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工业化正不断加剧垃圾填埋土地污染。尽管

垃圾填埋场通过使用底部衬垫和渗滤液收集系统来容纳污

染物，但往往发生泄漏，且污染物可能进入地表和地下水

体。工业产生各种有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废物，包括重金

属（汞、锌、铅）和农药（如，艾氏剂和狄氏剂）。这些

物质来源包括工业、农地、商业、医院、人类住区和核发

电厂。

社会影响

亚太地区有近12%的人口生活在土地退化区域（UNDP 
2013），且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Foresight: Migr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造成显著的社会

影响。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直接影响包括：土著

民族的不断迁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及重要林产品的减

少。土地退化将对亚太区域的人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Ah-
rends等 2015）。土地开垦往往导致永久性的毁林，进而导

致土壤肥力下降，加速土壤侵蚀（VanVliet等 2012），威

胁人类生计（Lindenmayer等 2012）。集约化的土地资源

利用正对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造成严重的社会物理影

响。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退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联系，而

土地退化尤其是造成短期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Shah 
2005）。预计未来几年内，亚洲地区土地退化引发的人

口迁移将有所增加（ADB 2012；Foresight: Migr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大规模的土地征用

已经成为人口迁移和经济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Siciliano 
2012）。

尼泊尔Koshi Tappu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每年

带来160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每户982美元（Sharma
等 2015）。亚太区域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机制，授

权地方社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并帮助其从中受益，但这些

政策和制度机制往往很少得到有效落实。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认识到土地利用变化和退化及其对相关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土地利用

及相关压力对亚太区域的地方物种丰度造成了严重破坏

（Newbold等 2015）。东北亚的草地资源为青藏高原的当

地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生态服务，并为其提供生计支持（Harris 
2010），但过度放牧、政策变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这些

草地资源不断退化（Xiong等 2008）。Visconti等人（2015）

提出，马来西亚半岛和东南亚岛屿上的多种物种可能由于

人工林开垦和天然林采伐等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而到2050
年面临濒临灭绝的高风险。

荒漠化

在亚洲20亿公顷的旱地中，有一半以上受到荒漠化的

影响。中国北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不断加剧的沙

尘暴现象，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导致的风相关荒漠化影响

（Wang等 2013）。干旱地区土地退化评估（LADA）项目

表明，1981–2003年间，全球24%的土地生产力呈现持续

下降趋势，其中主要集中在赤道以南的东南亚、中国南方

及澳大利亚中北部地区（Bai等 2008）。亚太区域各国在全

球排名中最高，其中中国受到的影响最大（4.57亿公顷），

其次是印度（1.77亿公顷）、印尼（8600万公顷）和孟加

拉国（7200万公顷）。沙尘暴是亚热带纬度和干燥热带草

原，及中纬度干旱地区常见的现象。旱地、沙尘暴及人为

土地扰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持久的干旱导致土壤表面

水分流失，加上强风天气，则极易引发严重沙尘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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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由于粗放型农业、棕榈油生产和橡胶种植园的扩张，加上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水产养殖和不可持续的资

源利用等，生物多样性发展趋势堪忧，且可能进一步恶化。

•	 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在亚太区域各国和各次区域中分布不均。

•	 在过去的十年间，濒危的天然哺乳动物和植物物种分别增加了10%和18%。

•	 大洋岛上四分之三的濒危鸟类面临入侵物种的威胁。

•	 亚太区域的捕捞渔业随着过度捕捞和徊游鱼类种群而转移，尤其是太平洋岛国。

•	 约有四分之一的硬温水珊瑚受到威胁，这主要归咎于海洋中的高热应力及塑料碎片和微型塑料有害废物的倾倒。

生物区和生态系统退化将影响亚太区域各国50-80%依赖林产品和渔业资源的农村居民的生计。

2.3	生物区与生态系统

2.3.1 引言

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也是

亚太区域农村人口的生计来源。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持续的

人口增长，加之扩大的农业和工业活动，及不可持续的资

源利用等，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在全球3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中，有13个生物多样性热

点位于亚太区域，这里发现了最多的地方物种，但其栖息地

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CEPF 2015）。其中，热带雨林区的

毁林行为尤其威胁着物种生存。许多地区的种植园面积不断

扩大，但其往往缺乏物种多样性，且无法取代流失的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

除了森林，亚太区域的社会福祉和繁荣还依赖于海

洋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此，健康的海洋和海岸

环境不仅关系着食品安全，还将影响减贫、可持续经济增

长、传统文化保护及贸易便利性。然而，人类活动正削弱

着许多海洋生态系统继续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

第五次《全球环境展望》（GEO-5）描述了生物多样

性状态和趋势，分析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6项政策。本节将

按照DPSIR框架分析造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压力的关

键驱动指标。此外，GEO-5中还分析了压力与生态系统状

态/趋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对生物区、生态系统及社会的

影响（图2.3.1）。第三章将讨论关键政策响应。与GEO-5
一样，本节将通过最新的可用报告及科学文献综述来支持

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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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亚太区域生态系统和生物区DPSIR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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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驱动力

农业和基础设施开发的土地需求

亚太区域的土地面积约占世界土地面积的30%，但其人

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UNESCAP 2011）。亚太区域

约有一半国家需要188%的生物容量来支撑其人口（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15）。亚太区域庞大的人口依附于有限

的资源；2011年，亚太区域的人均鱼类消费足迹为世界平均

值的94%，耕地足迹为80%，林业足迹为63%，放牧足迹为

31%，建筑足迹为112%，这些均造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退

化。详情可参见第一章和第2.2节。

	全球林产品需求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木制品需求和消费是造成森林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亚太区域自2005年起成为世界最大的木材进口地区（FAO 
2009）。此外，亚太区域的非法野生动植物和木制品贸易

值预估每年达到25亿和170亿美元（Oswell 2010）。其

中，象牙的贸易额最高，高达2亿美元，其次是穿山甲、犀

牛角、熊产品和老虎器官。东南亚大陆发现的暹罗红木（又

称黄檀木或者花梨木）的需求量由于抬高的市价及中国的高

需求而大大增加。原产地的红木价格约为1000–2000美元/
立方米，但到中国终端市场的价格增至50,000美元/立方米

（Singh 2013）。为了控制暹罗红木的国际贸易，第十六

次缔约方大会已将暹罗红木列入《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

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二中（CIT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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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亚太区域各国家与地区的捕捞渔业生产量及相对比例

国家与地区 产量（吨） 区域产量%

中国 15 665587 33.1

印尼 5 384 418 11.4

印度 4 694 970 9.9

日本 4 141 312 8.7

缅甸 3 063 210 6.5

菲律宾 2 615 753 5.5

越南 2 420 800 5.1

泰国 1 827 199 3.9

韩国 1 745 971 3.7

孟加拉国 1 726 586 3.6

马来西亚 1 437 507 3.0

中国台湾 851 505 1.8

柬埔寨 490 094 1.0

巴基斯坦 453 264 1.0

斯里兰卡 437 468 0.9

新西兰 436 640 0.9

合计 47 392 284 100.0

来源：Funge-Smith等 2012

不断增加的海洋资源需求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累积影响威胁着亚太区域沿

海和海洋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尽管近海的渔业资源利用

对于地方社区的生计和收入至关重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

间，人类人口不断增长，渔业进一步商业化，这些均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亚太区域过去与现在一直是世界最

大的渔业生产区域，捕捞量达到4740万吨。中国占亚太区

域渔业总产量的32%，其次是印尼（11%）和印度（10%）

（Funge-Smith等 2012）（表2.3.1）。

近海渔业资源对于沿海社区的生存、食品安全及生

计尤为重要。过度的需求导致了高度机械化船队的过度捕

捞，及手工渔业的过度开发，进而对海洋栖息地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UNEP 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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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研究表明，某些气候机制与特定的植物群落或功能类型

有关（Walter 1985）。气候变化将改变陆地和海洋生态系

统的结构。然而，与仅以单一或少数物种为主的退化、破碎

化林地和种植园相比，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林地受到的气

候风险影响相对更少（Trisurat等 2014）。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可能引起以下

严重问题：由于风暴和海水温度上升导致海草草场和海草

床的减少；热带上层鱼类和其他海洋物种迁移到水温更低

的海水区域；珊瑚鱼和珊瑚依赖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海

洋酸化导致海洋食物链面临风险，可能对渔业造成影响

（FAO 2011a）。气候变化引发的增温导致的高热应力已经

导致亚太区域的珊瑚礁受到珊瑚白化的影响（图2.3.2）。

2.3.3 压力

毁林

毁林不仅将减少适宜栖息地面积，还将导致栖息地的

破碎化，减少斑块大小和核心区域，分离适宜栖息地，并提

高灭绝率。栖息地的破碎化首先将导致大型哺乳动物的灭

绝（Sodhi 2010）。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起，热带雨林

向油棕单一种植的大规模转化已经导致苏门答腊岛和加里

曼丹猩猩等生物多样性的丧失（Cramb和Curry 2012）。然

而，2000-2010年间，中国（186万公顷）和越南（17.7万

公顷）通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20万公顷/年）大大逆

转了这一情况（FAO 2015a）。

在三种近期趋势情景下，泰国北部的森林覆盖面积预

计将从2002年的57%下降到2050年的45%，但在综合管

理和保护型土地利用情景下，其森林覆盖面积可能保持在

50%-55%的水平。土地利用变化的预测趋势将增加森林斑

块的数量，减少平均斑块面积，进而加剧林地的破碎化。

与此相反，保护型情景将维持类似的林地景观模式。为此，

在三种近期趋势情景下，平均物种丰度（MSA-从0（低）

到1（高））预计将从2002年的0.52分别下降到2050年的

0.45、0.46和0.48（Trisurat等 2010）。

	过度捕捞和海洋资源的利用

在海岸和海洋环境下，海洋栖息地的丧失主要归咎于

破坏性的捕捞实践，不良的农业土地利用及不当的海岸开

发。这些实践可能降低渔业生产力、导致侵蚀、降低海

岸生态系统健康、威胁生计。海岸开发和填海造成的

栖息地破坏产生的沉淀可能导致严重影响（Halpern等  
2012）。过度捕捞导致一些国家境内水域的鱼类种群，包

括一些洄游和跨界鱼类种群出现显著减少。非法、不报告

和无管制（IUU）捕捞活动使得这些鱼类种群面临威胁。亚

太地区每年的IUU捕捞活动捕捞的鱼类总重量达340-810万

吨（APEC 2014）。

为太平洋岛国海滩提供大多数沙子的珊瑚礁的健康面

临以下各种威胁：多年的毁坏；表层水温上升；海平面上

升；海岸开发导致海水更浑浊；红树林的流失；营养物排

放增加；化学污染及极端自然事件导致的破坏（SPREP 
2012a）。危险化学品和营养物污染通过污水、倾倒、暴

雨径流、污物和风吹尘等形式进入到海洋环境中，尤其破

坏海草床、珊瑚礁和红树林等沿海海洋育苗区。淤积、油

污、毒药和塑料垃圾桶等均造成了近海海洋环境的巨大破

坏。所有这些活动威胁着海洋生态系统生态产品和服务的

提供。



72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图2.3.2：亚太地区珊瑚白化的严重程度及亚太地区高热应力区域，1998-2006年 

来源：礁石基地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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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化，1990–2012年（单位：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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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RI 2015

土地利用变化和毁林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可帮助吸收亚太区域的温室

气体，1994年帮助减少了大气中3.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温室气体，占总排放量的4%（UNFCC 2005）。然而，201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和毁林已经成

为净排放来源：1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温室气体总排放

量的6.2%（FAOSTAT）。这主要归咎于1990-2012年间大

规模的毁林活动：印尼，2410万公顷；澳大利亚，520万公

顷；柬埔寨，280万公顷；巴布亚新几内亚，280万公顷；

马来西亚，110万公顷（FAO 2010）。与此相反，中国、

印度、日本和越南近几年由于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而成

为二氧化碳吸收国（图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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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亚太区域各次区域林地面积，1990 –2015年

来源：FAO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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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状态与趋势

剩余的林业覆盖面积

亚太区域剩余的森林覆盖面积约为7.22亿公顷或占其

总土地面积的24.67%（图2.3.4）。2000–2015年间，中国

的林地面积增加了3130万公顷。2015年，森林覆盖面积达

到2.08亿公顷或占其土地面积的21.67%，其中1.19亿公顷

为天然林，7900万公顷为人工林，是世界人工林覆盖面积

最大的国家（FAO 2015a）。

印度32.6%的林地（共639万公顷）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碎化，印度高度破碎化的区域蕴藏有大量的地方物种，

其中一些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需要加强保护（Roy等  
2013）。尼泊尔冈仁波齐圣地景观土地覆盖率的变化及林

地的破碎化正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面的影响（Uddi 
等 2015）。

模型评估结果表明，2000-2030年，由于有效的保护和

经认证的林业管理实践的实施，亚太区域的森林覆盖率将

保持相对稳定（Eitelberg等 2015）。然而，澳大利亚、中

国和印度等国预计将通过高强度的耕地、交错带农田和草

地系统进行粮食生产（图2.3.5）。

对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

海岸生态系统对于亚太区域各国和各地区均至关重

要，因为海岸区域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和可达性。红树

林、海草床、珊瑚礁，甚至开放海域之间存在的功能联系

意味着，某种栖息地的退化将对相邻栖息地的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世界45%的珊瑚礁位于亚太区域，其中大多数位于东

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中西部海岸。珊瑚礁、河流、红树林产

卵场和其他近海渔业（尤其是这些位于城市地区和村庄的

区域），已经受到过度捕捞和退化的威胁。例如，海参、

马蹄螺、活珊瑚、活珊瑚鱼、观赏鱼贸易增加，大型鱼类

的脆弱聚集产卵和小物种的季节性迁徙深受影响，据报

告，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末，79%的聚集产卵出现下降

（DeMitcheson等 2008）。这对近海渔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

击，大量营养级物种消失或濒临经济和生态灭绝（SPREP 
2014）。许多鱼类物种的继续捕捞主要与商业捕鱼作业有

关，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导致捕捞压力增加。海洋巨型动物群

无法支撑不断增加的捕捞压力，例如，仅2011年就有5645
艘商业船只在太平洋中从事捕捞活动（Harley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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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预测的土地利用系统，2030年

来源：Eitelbert等 2015

人们越来越担心，不断增加的进入海洋中的塑料碎片

和微型塑料有害废物将对海洋生物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没

有进入到亚太区域海洋环境中的海洋废弃物数量，及具体

生物区影响的最新信息（第2.6节）。

大多数的海洋污染来自于陆地工业、农业或家庭排放

源。其中一个例外是，海底油气的开采。深海矿物开采是

一个潜在的未来威胁，尤其与以下相关的开采活动有关：

库克群岛、基里巴斯、纽埃和图瓦卢的锰结核开采；斐

济、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所罗门群岛、汤加和

瓦努阿图的富钴结壳开采；及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

国、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和图瓦卢的海底块状硫化物矿

床开采（SPREP 2014；Halpern等 2012）。

物种流失（丰富度和多样性）

亚太区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濒危物种（图2.3.6）。2015
年，有4,071种植物和5,250种脊椎动物（哺乳动物、鸟类、

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被归为濒危物种，其中印尼排名

首位，有186种濒危哺乳动物。亚太区域的整体濒危哺乳动

物数量呈稳定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1,031种增加到2015
年的1,138种。在太平洋岛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鲨鱼和鳐

鱼，25%的硬（造礁）温水珊瑚，五分之一的海洋哺乳动

物及四分之一的松柏类和苏铁植物面临威胁。濒危无脊椎

动物物种数量从2008年的824种增加到2015年的1,025种

（Pippard 2008；IUCN 2015）。此外，亚太区域的濒危

植物物种从2006年的3466种增加到2015年的4114种或18%
（IUCN 2015）。全球34%的珊瑚礁位于东南亚地区。然

而，该地区70%以上的珊瑚礁受到过度捕捞、破坏性捕鱼

实践及土地活动沉淀的威胁（Burke 等 2002）。

尽管这一地区报告的濒危物种及灭绝率较高，由于栖

息地多样化，这里也发现了新的物种。例如，1997-2010
年间，大湄公河区域（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

和中国云南省）发现了1584种的植物和脊椎动物（WWF 
2011）。此外，2009-2014年间，喜马拉雅山东部新发现了

133种植物、26种鱼类、10种两栖动物、1种爬行动物、1
种鸟类及1种哺乳动物物种（WWF 2015）。这些新发现表

明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分类学家和资金在这一地区的偏远

地区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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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38 (19%)

14 184 (25%)

14 249 (21%)

2 493 (13%)

187 (11%)

0 0.0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0.15 0.25 0.35 0.45 0.55 0.65 0.75 0.85 0.15 1

EX EW CR EN VU NT DD LC

非洲

美洲

亚太区域

欧洲-中亚

其它

#物种
（濒危物种%）

注：EX-灭绝；EW-野外绝灭；CR-极度濒危；EN-濒危；VU-脆弱；NT-没有受到威胁；DD-数据不足；LC-最少关心

来源：IUCN 2015

图2.3.6：2015年世界各地区红色名录物种

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模型（GLOBIO3）表明，亚太地

区的平均物种丰度（MSA）值从2000年的0.63下降到2030
年的0.57。中国和印度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将出现较高的物

种丰度流失（Alkemade等 2009）。大洋洲和日本的MSA
值将由于气候变化而略有下降（2000年为0.78）。泰国的

MSA值明显更低（0.37），但老挝和中国云南的MSA值更

高，分别为0.65和0.67（专栏2.3.1）。

入侵物种和外来物种引进

许多国家通常采用孵化场生产的鱼种来加强近海渔业

资源，一些国家则采用外来物种鱼种。对本土鱼种遗传质

量/属性的控制不足，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天然鱼种的遗传

多样性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入侵外来物种的使用可能导

致与本土物种形成竞争，并对其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Lym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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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模型（GLO-
BIO3）旨在评估环境压力因素与生物多

样性之间的关系。模型中包含的压力因

素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农业、林业和

住区）、气候变化、基础设施、破碎化

及氮沉降。通过汇总个体因素的结果，

从平均物种丰富度（0（完全破坏）到

1（原始））及生态系统范围角度计算

生物多样性的整体变化（Alkemade等

2009）。

来源：Alkemade等 2009

专栏2.3.1：2030年预测的平均物种丰富度（M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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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种导致了全球，尤其是亚太区域岛屿上一半以

上的已知鸟类灭绝。研究表明，由于以下原因，全球大洋

岛上四分之三的濒危鸟类受到入侵物种的威胁：鼠、猫、

猫鼬和野狗等引进入侵哺乳动物的捕食；山羊、牛和猪取

食和栖息地退化；引进和入侵微生物体的疾病传播（UNEP
即将发布）。此外，通过货物直接从关岛运至太平洋岛国

的棕树蛇的引进对原生种鸟类产生了重大影响（Rodda和

Savage 2007）。

全球做了1,086次尝试来消除岛屿的入侵脊椎动物，其

中924次（85%）尝试取得了成功，且大多数成功尝试（584
处）发生在太平洋岛国（Island Conservation等 2014）。

鸟类太平洋伙伴关系处理了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

新喀里多尼亚和帕劳30个岛屿的五种引进哺乳动物（Bird-
Life International 2008）。

栖息地转变和生产力下降

物种和植被类型的地理分布预计将随气候变化而发

生显著变化。植被建模研究表明，本世纪末及以后将出现

大量的森林枯死，尤其是热带、寒带和山区（Fischling等 
2007；McClean等 2005；Miles 2002）。在温度更高的地

区，随着土地生态系统在本世纪后期转化为净二氧化碳排

放源，作为碳汇的森林当前提供的减碳服务可能完全流失

（Seppälä等 2009）。在2080年IPCCA2和B2气候变化情

景下，印度约有77%和68%的森林植被将发生变化（Ravin-
dranath等 2006）。

持续的增温可能导致高程范围收缩及物种灭绝，尤其

是山顶区域。Trisurat（2015）报告指出，未来气候变化将

毁灭最适宜湿地鸟类的栖息地，包括柬埔寨、老挝和泰国

边界翡翠三角林区的丹顶鹤、大鹮和秃鹳。

1999–2008年间，中国的活木蓄积量和森林蓄积量分

别净增长了11.3亿立方米和11.2亿立方米。此外，在采取

保护和荒漠化防治措施后，中国草地生态系统的生物质生

产力也从2005年的9400万吨增加到了2012年的1.06亿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RC 2014）。

海岸地区的过度捕捞及近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

能对太平洋岛国的保护工作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然而，本

地管理的海洋区域（LMMAs）等举措（图2.3.7）能够有力

地逆转当前的过度捕捞趋势。

2.3.5 影响

依赖于林业和渔业资源的社区生计

非木材林产品对偏远林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至关重要。

这些林产品为亚太区域的数百万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例

如，为印度和老挝分别创造了49%和45%的家庭收入。收

获的非木材林产品主要用于食品、营养和医疗保健，为以

森林为生的社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了重要贡献（Hans-
da 2009）。

渔业为湄公河下游流域的居民提供重要的营养来源。

鱼类是动物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多种微量营养

素，尤其是钙和维生素A的主要来源。年人均渔产品消费约

为34公斤，或46公斤鲜鱼当量。目前尚没有食物可替代湄

公河下游流域居民饮食中的渔产品，因此，从湿地生态系

统中捕捞的鱼类对于食品安全和居民收入极为重要（Lymer
等 2008）。农业和湿地服务占老挝XeChamphone居民收

入的80%（MRC 2015）。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灭绝将

对地方居民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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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太平洋管理的海洋区域，2015年

来源：SPREP 2015

国家经济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009）报告称，1990年，亚太

区域的林业创造了近900亿美元的GDP，占总GDP的1.4%。

尽管1990-2006年间的总增加值增加了290亿美元，林业生

产部门的比例下降到了区域GDP的1%。

2000-2010年，亚太区域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50%。

凭借着绵长的海岸线及多样化的海洋活动，APEC经济体

积极发展其海洋产业，在其国内经济的很大一部分。2014
年，中国的海洋生产总值（GOP）达到9620亿美元，占其

GDP的9.4%，其中旅游业、渔业、交通运输业和造船业也

做出了重大贡献（Ebarvia, M.和Corazon, M. 2016）。捕捞

渔业和水产养殖收入是亚太地区许多岛国的主要外汇收入

来源，包括基里巴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

岛、图瓦卢和瓦努阿图（Lymer等 2010）。

	生态系统对地方和区域气候变化的潜在响应

陆地生态系统由气候决定，但也将影响气候。季风

降水变化强度取决于毁林的位置，偏远影响大于地方影

响。1700-1850年间的大面积毁林导致印度和中国的降水

量分别减少了30%和10%（Takata等 2009）。Devaraju等

（2015）发现，北部中高纬度大规模毁林的远距离作用力

使得热带辐合带向南转移。这导致北半球季风区的降水量

显著减少。南亚季风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其中印度的降水

量减少了18%。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预示出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的

潜在影响：削弱信风、海表温度上升（SPREP 2012b）。

此类影响将增加太平洋中部的金枪鱼捕捞量，减少远西部

的捕捞量（Lehodey等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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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水短缺和水质退化从不同维度影响着服务和安全，包括人类健康、饮用水、卫生设施、粮食生产和生态系统

服务流失。

•	 不安全的卫生设施、未经处理的污水处置、农用化学品径流等对地表和地下水源造成污染，进而加剧水生疾病在

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的传播；

•	 气候变化对水安全的影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变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造成降水模式及滨海含水层的卫

生状况的改变，在小岛屿国家和三角洲地区尤为严重；

•	 药品和个人护理产品、纳米材料和有机氯的广泛使用正污染着各种水源，增加了人类面临的健康风险。

2.4	淡水

2.4.1 引言

水是满足人类需求，开展农业和工业生产活动及保护

生态系统的重要资源。亚太区域的内部可再生淡水资源约占

世界总量的30%，但各次区域的人均可用量存在极大差异：

南亚地区低至1179立方米，太平洋岛国则高达31669立方米

（FAO 2014a）。为此，需要合理监测、保护和利用亚太地

区的水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

2.4.2 驱动力

庞大的人口、农业扩张和集约化、快速城市化、工业增

长与气候变化等因素大大增加了亚太区域的水资源压力。

亚太区域拥有全球60%的人口，其粮食和能源需求量

居高不下。2007年，亚太区域的农业用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53%，较之1970年增长了6%，而世界其它地区同一时期仅

增长了1%（UNEP 2011）。农业的需水量也很高，南亚和

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的农业需水量占其总取水量的90%以

上（FAO 2014b）。

2010年，亚太区域的一次能源需求达到49.85亿吨油

当量，未来25年预计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1%，高于预估的

1.5%的世界年均增长率（ADB 2013a）。核电和煤电厂的耗

水量达到75–450立方米/兆瓦时（IEA 2012）。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的耗水量也极大：甘蔗种植的耗水量为88.38立方米/
兆瓦时，乙醇加工的耗水量为0.522立方米/兆瓦时（Spang
等 2014）。

2010年，亚洲的城市化率达到43%，到2050年预计将

提高到63%，接近67%的全球平均值（ADB 2012）。2013
年，在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22个特大城市中，有13个位

于亚洲（UNESCAP 2013），2014年增加到15个（联合国

人居署和UNESCAP 2015）。这些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庞大

人口急需获取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各次区域的水资源需求随城市化程度而异。南亚、东

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需水量占其总取水量的82%，城

市和工业部门均占总取水量的9%（Frenken 2012）。中国

工业部门的用水比例较高（23.2%）。澳大利亚、日本和

新西兰的农业用水比例在62–67%之间，城市和工业部门的

用水比例分别在15–21%及13–23%之间（FAO 2015e）。

亚太区域的水生产力（以年度总取水量除以2005年可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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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GDP）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生产力

（53美元/立方米）高于马尔代夫以外的其它南亚国家（2美

元/立方米）（World Bank 2013）。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尤其反映在亚洲地区，因为

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发源的河流是世界上最依赖冰雪融

水的系统。这一地区（3,500公里）是十大亚洲水系的发

源地：阿姆河、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恒河、

印度河、伊洛瓦底江、湄公河（澜沧江）、萨尔温江（怒

江）、塔里木河、长江（金沙江）和黄河，为13亿人（即

20%的世界人口）提供水资源。仅雅鲁藏布江、恒河和印

度河流域就为近7亿人提供水资源（Eriksson等 2009），其

中印度河流域的灌溉面积达144,900公顷，恒河流域的灌溉

面积达156,300公顷，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灌溉面积达6,000公

顷（Immerzeel等 2000）。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导致洪涝灾

害频发，积雪减少直接导致河流流量的减少，降水量和降水

模式的变化，及水体由于增温而出现的高化学反应率，这些

均加剧了水安全问题。

2.4.3 压力

农业、生活和工业需求量的增加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

开采。加剧的水短缺和降低的水安全将对人类福祉和经济

发展产生影响。此外，湿地等依赖水资源的生态系统可能

超过其临界点，进而导致不可逆转的环境影响。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及区域经济的继续发展，未经处

理的污水释放、农业径流、工业污水及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等因素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蔓延。海平面上升加剧了

沿海地区由于海水倒灌导致的淡水资源的盐渍化现象。基

于溶解氧、酸度、导电率、总氮和磷的水质指数表明，亚太

地区的水质存在很大差异（Esty等 2008）。对于100的目标

值，亚太区域的水质在34.0–99.4范围内，其中新西兰的水

质最优。

2.4.4 状态与趋势

表2.4.1汇总了亚太区域的水相关问题，如洪涝、飓风

和干旱的易发性、增加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风险及卫生设

施获取不足。

水量

2014年的人均总可再生水资源地图表明，东北亚和

南亚地区的水可用量较低（图2.4.1）。基线水分胁迫（即

总年度取水量在总年度可再生水资源供应量中的比例）表

明，阿富汗、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蒙古、巴基

斯坦、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水分胁迫程度处于中等和高水平

（评分：3–5）（WRI 2013）。每月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消耗

量表明，中国的塔里木河和永定河，印度的科弗里河、印

度河和彭纳河等人口密集流域每年面临8-12个月的严重水

短缺问题（Hoekstra等 2012）。

气候变化、增温及降水变化将导致蒸散增加，季节性极

端天气及冰川体积的变化（Bolch等 2012），及冰雪消融的

变化（Lutz等 2014），所有这些均改变着兴都库什喜马拉

雅山水系的水文状况。新西兰（UNEP 2008）和中国（Ives 
2012）也出现了冰川融化现象。1978年，新西兰的冰川覆盖

面积约为1,160平方千米，其中冰量达到53立方千米。1977-
2005年间，新西兰的冰量减少了11%（UNEP 2008）。天

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冰川融化使得

中国的塔里木河等水系受到影响（Ives 2012）。

水坝和水库将导致河流的破碎化，进而影响其流量和

互通性。一项有关破碎化对大水系影响的研究发现，亚太

地区的许多大水系受到中等程度或以上的影响（Nilsson
等 2005）。其中受到显著影响的河流包括中国的长江和海

河。



82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表2.4.1：亚太区域各国面临的水相关问题

国家
加剧的水

短缺威胁
高水耗

水质

退化

水质和水资

源禀赋低

洪水

多发

飓风

多发

干旱

多发

增加的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风险

饮用水获

取不足

卫生设施

获取不足

阿富汗 X X*** X*** X*** X*** X X

澳大利亚 X

孟加拉国 X X X X

不丹 X

柬埔寨 X X X X X X

中国 X X X X

朝鲜* X X

印度 X X X X X

印尼 X X X X X X

老挝** X X X X X X

马来西亚 X X X X

马尔代夫 X X X

缅甸 X X X X X

尼泊尔 X X X

太平洋岛国 X X X

巴基斯坦 X X X X

巴布亚新几
内亚 X X X X X X

菲律宾 X X X X X X

斯里兰卡 X

泰国 X X X X X

越南 X X X X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个人沟通

来源：WWAP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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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亚太地区，人均总可再生水资源，2014年（单位：立方米/人/年）

来源：FAO 20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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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农业是亚太区域的一大重要部门，占总耗水量的

90%以上。印度和中国的地下水灌溉面积最大，分别为3900
万公顷和1900万公顷（Siebert等 2010），这导致了地下水

源的过度开采。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的地下水用水量约占世界地下水总用水量的50%（IGRAC 
2010），其中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中国北方的地下水位有

所下降（ADB 2013b）。地下水补给还受到毁林、农业扩张

及城市增长的进一步影响，快速的径流无法为渗入提供充足

的时间。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全球37个最大的蓄水层（其

中7个位于亚太区域），并计算了可再生地下水压力，即地

下水使用量和地下水可用量之间的比值（Richey等 2015）。

在亚太区域的7个蓄水层中，其中有5个蓄水层受到过度压力

或不稳定的压力，另外2个蓄水层则未受到压力。

水质

亚太区域常见的污染物包括：有机物、营养物（氮和

磷）、溶解盐、重金属、农药及来自工业活动的化学物质。

这些污染物的排放源为未经处理或仅经过部分处理的污水、

农业径流、工业污水及垃圾填埋场渗滤液、营养物及暴雨冲

刷退化土地产生的沉积物。恒河、海河、淮河、印度河和黄

河流域等多个河流流域，及印度南部的一些河段的有机污染

浓度较高（UNEP 2015）。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增加的盐渍化

等其它污染也将进一步加剧水污染。

导致水污染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卫生设施不足，包括

户外排便，有机物、营养物和大肠菌群细菌导致地表水和

地下水源污染。2015年，全球有68%的人口使用改善的卫

生设施（UNEP 2015），从亚太区域来看，2012年，所

罗门群岛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达到29%，而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则达到100%（World Bank 
2012）。2015年，南亚（阿富汗、印度和尼泊尔）、东南

亚（柬埔寨和东帝汶）和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巴布亚新

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卫生设施覆盖率低于50%（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印度仅有30%的城市污水得到处

理（CPCB 2012），而日本的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100%
（Ueda和Benouahi 2009）。从下水道泄露的未经处理的

污水导致曼谷、雅加达、马尼拉等城市地下水的硝酸盐浓度

较高（Umezawa等 2009）。人类和牲畜污染导致的微生物

污染蔓延到了太平洋岛屿海湾和爪哇海海岸地区等河流和海

岸地区；同时还对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水产养殖产生影响

（UNEP 2006）。

富营养化，即藻类的过度生长，是由水体中氮和磷等营

养物过多所导致，其将导致水质降低、氧气消耗及有害藻华

的生长（图2.4.2）。营养物来源包括：化肥尿素、各种塑

料和化学品生产、未经处理的污水、农业径流及雾霾天气期

间营养物的大气干湿沉降（Sundarambal等 2010）。为了

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印度、菲律宾和泰国往往过度施用化

肥，这导致了营养物的高度积聚（Novotny等 2010）。富营养

化现象还可能导致海岸水域更易受海洋酸化的影响（Cai等 
2011），同时影响水库中汞的生物循环，因为汞将粘附在

水藻上（He等 2008）。蓝藻（蓝绿色藻类）的微囊藻属中

含有可引起肝癌和大肠癌的藻类毒素（Davis等 2009）。有

害藻华的强度和频率预计将加剧富营养化和气候变化的后果

（O’Neil等 2012）。

金属倾向于在河床沉积物中累积，河水分析表明，西

爪哇省河流中的铝和锌浓度较高，蒙古额尔登特河流中的

铅浓度较高，孟加拉国达卡和日本河流中的锰、铁和铬浓

度较高（Sikder等 2013）。重金属污染源为制革厂和金属

表面处理设备未经处理的工业排放，及公路径流。重金属

是中国80%的城市河流中的主要污染物，其中还包含有不

同量的氮、磷和有机化合物（Qu和Fa 2010）。

孟加拉国和印度常见的地下水砷污染也困扰着中国、

伊朗、蒙古、尼泊尔和巴基斯坦（Rahman等 2009；Win-
kel等 2008；Mukherjee等 2006）。另一种污染物是天然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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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EP-DHI和UNEP 2016

图2.4.2：2015年亚太地区流域营养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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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4.1：新涌现的药学活性化合物和纳米材料污染

新涌现的一类污染物是因药品和个人护理产品的广泛使用而出现的药学活性化合物（Zhang等 2015），及农

业、药品、环境修复和各种消费者中使用的工程纳米材料（Keller等 2013；Gottschalk和Nowack 2011）。未经处

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导致印度的许多河流中的药物浓度较高（Mutiyar和Mittal 2014；Shanmugam等 2014）。城市

污水处理厂的细菌对多种抗生素产生抗性，是一种二次水源污染源（Huang等 2012）。通过分析从中国、印度、印

尼、日本、韩国、菲律宾及越南等多个国家收集的贻贝，研究人员发现亚太区域的海岸水域普遍存在合成麝香和苯

并三唑类紫外线稳定剂（BUVSs）和多溴联苯醚（PBDEs）和有机氯（OCs）（Nakata等 2012；Ramu等 2007）。

从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海滩收集的聚乙烯颗粒取样器取样中也发现了有机氯（OCs）（Ogata
等 2009）。工程纳米材料存在于废水和污泥中（Keller等 2013），但亚太区域的污染程度还有待证明。

化物，影响着印度南部和西北部（Amini等 2008；Jacks等 
2005）、斯里兰卡及中国中西部的许多人群（Wetzelheut-
ter 2013）。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日本、马尔代夫、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越南及包括斐济和关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

和领土均面临海水倒灌问题，这主要归咎于海岸侵蚀及大

面积的地下水抽取（Faneca Sanchez等 2015；Berthe等 
2014；Baharuddin等 2013，Morgan等 2013， Bergqvist
等 2012，Benjakul 2009）。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到

2050年，预计孟加拉国西南海岸的河流盐渍化程度将加剧

（Dasgupta等 2014）。

2.4.5 影响

糟糕的水质、较低的可用性及卫生设施的缺乏等均将

引发水源性疾病。据预估，亚太区域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腹

泻和霍乱等水源性疾病（WHO 2008）。盐水入侵，强度更

大、更频繁的风暴加剧的浑浊度及毁林导致的侵蚀等，在

热带河口为引起霍乱的弧菌等细菌提供了有力的生长条件

（Lara等 2009）。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相关的其他

疾病包括肠道线虫感染、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沙眼、血

吸虫病、淋巴丝虫病、疟疾和登革热。亚太区域每年由于

不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导致流失的伤残调整生

命年总计达2478万（Anand 2012）。

水污染影响人类健康的另一个因素是重金属在食用性

植物中累积。许多研究分析了砷、镉、铜、铅、汞等重金

属在蔬菜、大米及其它食用植物中的累积情况（Arunaku-
mara等 2013；Lu等 2015）。生物累积程度取决于灌溉方

法，与持续的漫灌方法相比，采用喷灌方法栽培的大米中

的砷累积明显更少（Spanu等 2012）。



状
态

与
趋

势
87

饮用内陆水源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受到水污染影响：

全球预估有24%的哺乳动物及12%的鸟类受到水污染威胁

（Pacific	 Institute	 2010）。淡水鱼和两栖类动物也面临灭

绝风险。由于基础设施开发导致的河流流量变化将影响下

游营养物的运输，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可提

供750多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其也受到水质问题的威胁

（Pacific	 Institute	 2010）。水坝导致的河流破碎化在影响

人类的同时，还将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导致漫

滩渔业和洪水衰退农业损失（Nilsson等 2005）。

土壤侵蚀，固体废物在河流中的积聚，土地利用模式

的变化将影响冲积平原和径流水量，加剧洪涝风险。

由于频繁的严重旱涝灾害，亚太区域的水安全受到水

污染和水量可用性减少的不良影响。

快速的城市化导致需求量和地下水抽取增加，尤其当地

表水受到污染时。地下水抽取是导致沿海城市地面沉降的主

要原因之一（Deltares 2015），包括曼谷、胡志明市、雅加

达和马尼拉。地面沉降增加了洪涝风险，同时将对重要基础

设施和建筑造成巨大破坏。

水安全是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亚太区域面临的一大问

题，气候变化可能引发加剧有限水资源竞争的相关冲突。

2.5	海岸和海洋地区

2.5.1 引言

亚太区域的海岸线（表2.5.1）有多种海岸类型。亚太

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群岛国家（印尼和菲律宾）的所

在地，也是世界五大环礁岛国家所在地（基里巴斯、马尔

代夫、马绍尔群岛、托克劳和图瓦卢）。

全球45%的红树林位于亚太区域的热带和亚热带海

岸上，全球40%的珊瑚礁区域位于东南亚地区（Hijioka等 
2014）。570万平方公里的珊瑚三角区（覆盖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

汶海域）（Hijioka等 2014）被公认为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

性中心，拥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和产品服务价值（APEC 
2014）。在南太平洋地区，15个岛屿国家覆盖近4000万平

方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的专属经济区（EEZs）及相连公海，

是世界上最大的保护区（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2010）。

珊瑚三角区和太平洋海域将为海洋管理带来重要的政策启

示。海洋和海岸资源为重要行业和经济部门提供支持，包

括亚太区域的渔业和海岸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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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群岛国家（印尼和菲律宾）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五大环礁岛国家所在地。全

球45%的红树林及40%的珊瑚礁区域均位于亚太区域。

•	 到2025年，预计有3.25多亿人生活在海岸地区。

•	 新兴经济体将影响珊瑚礁、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及海藻林，东南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海岸线受到严重

侵蚀。

•	 亚太区域约有60%的红树林由于海岸开发被砍伐，而80%以上的珊瑚礁也面临威胁。

•	 海表增温、海洋酸化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正加剧着海岸和海洋退化。

•	 亚太区域的沿海及近海地区存在严重的过度捕捞现象，且捕捞鱼群日益减少。

太平洋岛屿社区面临能源安全、污水管理及自然资源

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问题（UNU 2015）。太平洋岛国是

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及海洋和海岸退化影响的地区，其

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1.5公里的海岸带上。这些小型岛

屿国家的国际机场、省会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也均位于

海岸带或小型珊瑚岛上（APEC 2014）。

2.5.2 驱动力

气候变化

海表增温、海洋酸化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正

不断增加亚太区域海岸和海洋系统的压力。海表增温、大

洋环流的变化及降水模式的突然变换，均对太平洋岛屿经

济体产生显著影响。气旋和洪涝等水文气象灾害导致亚太

地区自然灾害频发（APEC 2014）。

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最大风险的十大经济体中，

有6个经济体位于亚太区域，包括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岛屿经

济体（APEC 2014）。亚太区域的海岸系统及低洼区域将

由于海平面上升而受到淹没、沿海洪灾和海岸侵蚀等负面

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及太平洋

岛国是最易受影响的地区（Wong等 2014）。与其它地区

相比，亚洲的人口和财产面临最大的暴露风险。从全球来

看，按照沿海低洼地人口划分的前五大亚洲国家为孟加拉

国、中国、印度、印尼和越南（Wong等 2014）。

不断增加的大气二氧化碳排放将导致海表增温及海洋

酸化，进而加速方解石、镁-方解石和霰石，及海洋生物壳

和骨头基本成分的溶解（Pörtner等 2014）。到21世纪中

期，亚太区域当前海表温度及海洋酸化趋势的延续将导致

珊瑚礁的大面积减少（Hijioka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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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亚太区域：海岸线长度（>500千米）

国家 海岸线长度，km
印尼 54 716
菲律宾 36 289
日本 29 751
澳大利亚 25 760
中国 16 799
新西兰 15 134
印度 7 000
密克罗尼西亚 6 112
所罗门群岛 5 313
巴布亚新几内亚 5 152
马来西亚 4 675
越南 3 444
泰国 3 219
珊瑚海群岛 3 095
瓦努阿图 2 528
法属玻里尼西亚 2 525
朝鲜 2 495
伊朗 2 440
韩国 2 413
新喀里多尼亚 2 254
缅甸 1 930
帕劳群岛 1 519
北马里亚纳群岛 1 482
斯里兰卡 1 340
基里巴斯 1 143
斐济岛 1 129
巴基斯坦 1 046
东帝汶 706
马尔代夫 644
孟加拉国 580

来源：CIA 2016

与2012年相比，在A1和dB2特殊排放报告情景下

（SRESIPCC），到2100年海洋酸化引发的珊瑚礁流失相

关的年经济损失额预估将分别达到8700亿美元和5280亿美

元（Gattuso等 2014a）。对于依赖珊瑚礁的许多海岸地区

或小型岛屿经济体而言，这些趋势意味着极大的GDP损失

（Gattuso等 2014b）。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周期

的区域变化将对太平洋岛国的渔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Hoe-
gh-Guldberg等 2014）。

海平面上升受到全球不同地区气候波动自然模式的

影响，因此存在时空差异。在过去的100年间，亚洲已经

有许多位于三角洲和沿海平原的大型城市出现沉降：东

京东部：4.4米；上海：2.6米；曼谷，1.6米（Wong等 
2014）。

对于岛屿和环礁岛上地势较低的海岸地区而言，海平

面上升是众所周知的气候变化威胁之一。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年海平面上升率预估约为0.77毫米和1.5毫米（UN-Habitat 
2015）。1993-2009年间，大量小岛屿社区集聚的热带西太

平洋地区的年海平面上升率达到12毫米，约为全球平均值

的四倍（Nurse等 2014）。与1986–2005年相比，到本世

纪末，中等低排放情景下小岛屿地区的海平面上升情况预

测如下：太平洋和印度洋将上升0.5–0.6米；北印度洋将上

升0.4–0.5米，与全球0.4–0.7米的上升幅度类似（Nurse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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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亚洲最脆弱的三角洲

来源：IPCC 2007

沿海三角洲人口的相对
脆弱性

极度

高

中等

自然灾害

亚太区域是世界上最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之一，从

1971–1980年到2001–2010年，在受到严重灾害影响的新增

人群中，有90%来自亚太区域（APEC 2014）。近几十年

来，洪涝、暴雨等水文气象灾害及干旱等气候灾害（不包括

地震和火山爆发）一直呈增加趋势（Thomas等 2013）。

在易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的全球人口中，有90%来自亚

洲地区。到21世纪70年代，按照暴露于海岸洪灾的人口排

列，前九大亚洲城市分别为：曼谷、达卡、广州、海防、胡

志明市、加尔各答、孟买、上海、仰光（Hijioka等 2014）。

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五大城市中，有三大城市（德里、上海

和东京）位于高风险洪涝区（Hijioka等 2014）（图2.5.1）。

孟加拉国及亚太区域三角洲区域（图2.5.1）的海岸洪

灾主要由暴雨和台风和飓风登陆所导致。6个东南亚国家的

海平面上升幅度超出全球平均值（Wong等 2014）。如果

不采取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那么海岸洪灾预计将影

响数亿人，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图2.5.2），而土

地流失则将推动这些人口和财产的迁移，其中大多来自东

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Wong等 2014）。

与大陆沿海地区相比，许多亚太区域的岛屿更易受到

自然灾害的影响，因为这里为火山和地震多发区（Terry 和 
Goff 2012）。其中，太平洋岛国（图2.5.3）尤其易于受到

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如飓风、洪涝、地震和海啸等（SP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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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2：按照暴露于海岸洪灾的财产（单位：十亿美元）排列的全球前十大城市，21世纪70年代

来源：Nicholls等 2008

图2.5.3：太平洋岛国，由于热带气旋、地震和海啸导致的
经济损失

来源：World Bank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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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可能对生计产生负面

影响。对于暴露于飓风和台风的海岸地区，贫困人口由于

居住在危险地区而更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UNESCAP 
2013）。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和气候波动及海平面上升

将加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多重贫困。到2050年，孟加拉

国、中国、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的风暴潮区预计共有超过

5800万人面临风险（Olsson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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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旅游业

热带海岸旅游业是亚太区域的一个主要产业，为经济

增长和当地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区域的早期海岸旅

游业发展大多未经过正式规划，为此造成了有害的环境和

社会文化影响（Wong 2013）。然而，海岸旅游业逐渐意识

到保护海岸生态系统的必要性，尤其是生态和潜水旅游的

优势区域（Wilson和Tisdell 2015）。泰国龟岛是世界上获得

潜水证书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澳大利亚大堡礁地

区的凯恩斯（Wongthong和Harvey 2014）。

东南亚地区较之其它地区更具优势，其中印尼、马来

西亚和泰国是成功的海岸旅游目的地，而柬埔寨、菲律宾

和越南也具有巨大潜力（Mazumder等 2013）。尽管邮轮

旅游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旅游活动之一，亚太区域在全球

市场中的比重（6%）却很低，仍处于产品引进阶段（UN-
WTO 2012）。

海岸旅游业继续极易受到极端天气和气候及海平面上

升的影响。珊瑚礁旅游也极易受到海表温度上升及海洋酸

化的冲击。依赖于海岸旅游业的热带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国家最易受到当前和未来极端天气和气候、未来海平面上

升及珊瑚白化和海洋酸化等影响（Wong等 2014）。

船运和港口开发

海上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亚太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驱动

力，亚太区域各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也有所增加。亚太地

区有两条主要的海上交通线，其中一条途经中国南海进入
印度洋和中东地区，另一条则途径日本海进入太平洋和北

美太平洋海岸。

2013年，亚洲仍为全球主要的船运装卸区，其船运装

卸量分别占全球总装卸量的41%和58%。在全球海上贸易

中，干散货运输的占比最高，达到70.2%，其次是油轮贸易

（UNCTAD 2014）。2011-2013年，世界前20大集装箱港

口有15个位于亚洲地区。其中，前十大港口均位于亚洲地

区，前20大港口中的11个是中国港口（UNCTAD 2014）。

与此相反，太平洋岛国由于面积、距离、自然灾害

风险及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等因素，面临船运相关的挑

战。因距离全球主要的贸易线路较远，从成本和时间上来

说均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作为开放的小型经济体，太平

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还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

击（UNCTAD 2014）。

深海采矿业

深海采矿业是亚太区域水域的一大新驱动力。多个太平

洋岛国境内发现了三种主要的深海矿物资源（图2.5.4）：海

底硫化物矿床、锰结核和富钴铁锰结壳。

许多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大量的硫化物矿床，

这对于在深海采矿业领域涉世不深的太平洋岛国而言既是

机遇又是挑战。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创了深海采矿租赁项

目——Solwara1项目（SPC 2013）。巴布亚新几内亚西北

岸俾斯麦海的采矿规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合作伙伴

方将于2018年起开始采矿作业（Goddar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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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EP 2014

图2.5.4：太平洋深海矿物

深海矿物
多金属硫化矿

富钴铁锰结壳

多金属结核

专属经济区

2.5.3 压力

沿海人口增加

尽管极易受到各种影响，沿海地区一直都是人们理想

的定居点（Costanza等 2011），越来越多的人在沿海地区

定居，充分利用陆地和海洋资源。亚太区域持续的城市化

将吸引更多人口流入沿海地区。

中国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就与快速的人口沿海迁移

密切相关（McGranahan等 2007）。越南80%的增长最快

速的工业部门位于海防至胡志明市的沿海走廊地区。沿海

城市群聚集着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其制造和服务基础设施

处于不断发展当中（Chun 2015）。

到2025年，亚洲人口预计将增长25%，其中将有3.25
亿人迁往沿海地区（表2.5.2），为此，沿海地区可能面临

最大的环境影响（Schwartz 2005）。

海岸带区域退化

东南亚是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亚太区域

正面临各种形式的海岸区域退化压力。亚太区域的新兴经

济体对生物多样性，及珊瑚礁、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及

海藻林等栖息地（这些对于亚太区域而言具有巨大价值）

造成巨大压力，且目前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

降低的生态韧性及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海岸生态系统的

退化（APE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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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2：亚太区域，海岸100公里以内的沿海人口变化， 
2000-2025年

国家

2000–2025年海岸100公里

以内的沿海人口变化（单

位：千人）

增长率

澳大利亚 4 574 27

孟加拉国 28 315 40

柬埔寨 1 376 52

中国 48 991 16

斐济 322 38

印度 85 062 32

印尼 60 110 29

日本 -4 892 -4

朝鲜 5 642 26

韩国 5 650 12

马来西亚 9 092 42

缅甸 8 967 37

新西兰 1 118 30

巴基斯坦 10 274 72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674 57

菲律宾 30 157 40

新加坡 1 325 37

所罗门群岛 400 90

斯里兰卡 5 113 27

泰国 3 326 14

越南 24 474 37

来源：Schwartz 2005

大多数亚洲的热带和温带沿海生态系统已经面临严

峻压力，甚至难以察觉气候变化的附加影响。对于沿海地

区，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当考虑气旋频

率或强度变化，或开放水域季节气旋停滞不前（北极地

区）等情况时（Hijioka等 2014）。

污染和海洋垃圾

最小含氧区（OMZs）自然存在于许多栖息地，包括海

洋沉积物，但由于人为影响而逐渐扩大。未来增温将加速缺

氧区的蔓延，尤其是温带和亚极地地区（Pörtner等 2014）。

在亚洲地区，海岸地区快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及不

断增加的工业生产、消费及食品能源贸易，对海岸生态系

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其中，缺氧区的蔓延对河口和

海岸海洋系统产生了最显著的影响。当前，缺氧区主要位

于发达国家，但预计未来缺氧区数量的最大增长将出现在

亚洲南部和东部地区（STAP 2011）。

伴随着上世纪40年代的大规模生产，塑料废物开始在

海洋中积聚，其中一些为船舶倾倒的废物。半个世纪以后

的1988年才制定了禁止在海洋中处理废物的国际协定。

塑料微粒这种塑料废物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GESAMP 
2015）。海洋中发现的大多数废物（无论是被冲上岸还是

在漩涡中旋转）均来自陆地来源（图2.5.5）。根据2010年

海岸50公里内人口产生的塑料废物数量排列，亚洲前五大

海洋塑料废物陆地来源依次为：中国、印尼、越南、菲律

宾和斯里兰卡（Jambeck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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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前十大塑料废物来源

来源：Parker 2015

大洋塑料废物，

单位：百万吨

2.5.4 状态与趋势

生态系统丧失和海岸侵蚀

亚太区域约有60%的原始红树林出于海岸开发、水产

养殖活动及填海等目的而被砍伐（APEC 2014）。东南亚地

区的红树林破坏主要归咎于咸淡水养殖（Macusi等 2011）。

由于缺乏充足的海岸地区管理规划及场址布置，许多国家的

居民引发了土地和水资源冲突（FAO 2014）。食物及集约

化水产养殖场的粪便和代谢废物，导致河流和沿海海湾的

富营养化现象（WOR 2013）。

快速的人口增长、破坏性的捕鱼实践、富营养化和沉

积及自然气候波动等使得珊瑚礁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图

2.5.6）（Macusi等 2011）。在亚太区域，80%以上的珊瑚

礁均面临风险，其中有56%的珊瑚礁面临高风险。在南亚地

区，大多数的珊瑚礁受到珊瑚白化和海表增温的负面影响

（APEC 2014）。在太平洋岛国，约50%的濒危珊瑚面临的

威胁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最大增加（Burke等 2012）。

近几十年来，亚太区域的珊瑚礁遭到大面积破坏，且

海表温度显著提高（Hijioka等 2014）。然而，影响程度取

决于珊瑚礁对热应力的适应性及多重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

（Pörtner等 2014）。1985-2012年间，热带气旋、珊瑚捕

食者及热应力相关的珊瑚白化和死亡导致大堡礁珊瑚覆盖

面积减少了51%。气候相关的驱动因素——海表增温、海

洋酸化、海平面上升及更猛烈的热带气旋和暴雨事件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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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6：2012年各次区域面临综合地方威胁的珊瑚礁面积（单位：平方千米）

来源：WRI 2012；Burke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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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响将加速非气候相关驱动因素的影响（Hoegh-Guld-
berg等 2014）。

2009年，东亚海域沿岸国家的海岸侵蚀问题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六个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海岸线出现

严重（每年1-5米）和极其严重（每年5米以上）的侵蚀

（UNEP 2012a）。挖掘海岸泥沙或海岸防护等人类活动将

加剧海岸侵蚀。如果没有充足的新鲜泥沙，红树林、盐沼

和海草床将大大减少或向内陆迁移。

过度捕捞

由于海洋生物生活在有限的温度范围内，且对极端温

度较为敏感（Pörtner等 2014），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鱼类捕

捞潜力的大规模重新分配：高纬度地区将大幅增加，热带

地区大幅下降（Hijioka等 2014）。即便是1–2°C的相对较

低增温，也可能威胁许多海岸自然系统。

亚太区域的海岸地区存在过度捕捞现象，且鱼群数量不

断减少（Macusi等 2011）。在中西太平洋海域，大多数的

鱼类资源被充分开发或过度开发。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也存

在过度开发现象（WOR 2013）。IUU捕捞则加剧了过度捕

捞问题，威胁着渔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生计。中西太平洋

海域是IUU捕捞率最高的地区（占总捕捞量的34%），仅次

于西非（WOR 2013）。

海底采矿、航行和捕鱼等人类活动不断威胁着国家管

辖区（ABNJ或公海）以外的海域。韩国、新西兰和俄罗斯

是亚洲地区的主要深海捕鱼国。约有70%的船只采用可深

达海底2000米的拖网。这种海底捕捞做法对冷水珊瑚或海

底山的生态系统将产生严重影响，当渔网与底部接触时，

这些珊瑚和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鱼类种群也将快速灭

绝（WOR 2013）。

 海水倒灌

在亚洲海岸地区，包括孟加拉国和东南亚的大多数海岸

地区，海平面上升将导致滨海含水层的盐渍化，进而影响饮

用水源和海岸生态系统（WWAP 2015a）。到2050年，气

候变化预计将导致孟加拉国西南海岸地区河流盐度的显著变

化。其中，预测5–10 deciSiemens/米的中等-高盐河流区域

的盐度将提高8-27%，10 deciSiemens/米以上的高盐河流区

域的盐度将提高35–40%（Dasgupta等 2014）。

过度开采威胁着地下水源。曼谷、马尼拉、天津等城

市的蓄水层水位下降了20–50米，许多其它城市的蓄水层水

位也下降了10–20米（Hijioka等 2014）。过度地下水开采

还可能导致海水倒灌。胡志明市的所有蓄水层均受到了盐

渍化的影响。曼谷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地下水中的氯

化物和总溶解固体浓度增加（WWAP 2015b）。

太平洋岛国的海水倒灌问题尤其严重。越浪和涌浪将

对淡水资源产生巨大影响，且将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而更加

频发。对于环礁岛而言，人口、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及地

下淡水供应均易受到极端潮汐、海浪和风暴事件及海平面

上升的影响。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

题是，淡水短缺及愈演愈烈的干旱和暴雨可能导致卫生设

施和环境卫生日益恶化（Nurse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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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影响

环境影响

海岸地区的持续人口增长及快速发展对亚太区域的海

岸地区和海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环境影响，且气候变化和

海岸灾害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鱼类

捕捞潜力的大规模重新分配：高纬度地区将大幅增加（包括

亚洲的俄罗斯），热带地区大幅下降（尤其是印尼）（Hijioka
等 2014）。

近几十年来，海表增温导致了珊瑚礁的大面积破坏。到

21世纪中期，亚太区域当前海表温度及海洋酸化趋势的延续

将导致珊瑚礁的大面积减少（Hijioka等 2014）。然而，影

响程度取决于珊瑚礁对热应力的适应性及多重驱动因素的相

互作用（Pörtner等 2014）。大堡礁地区尤其易于受到海表

增温及海水酸化的影响，珊瑚白化现象频发且日益加剧，患

病率及死亡率也呈增加趋势（Reisinger等 2014）。

生计影响

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可能对生计产生负面

影响。对于暴露于飓风和台风的海岸地区，贫困人口由于

居住在危险地区而更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随着亚太地

区人口的继续增长，更多人生活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尤其

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UNESCAP 2013）。有证

据表明，气候变化和气候波动及海平面上升将加剧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的多重贫困。到2050年，孟加拉国、中国、印

度、印尼和菲律宾的风暴潮区预计共有超过5800万人面临

风险（Olsson等 2014）。

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群包括那些以海岸地区（农业、捕

鱼和旅游）为生的人群，因为他们无法或不愿意迁往内陆

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本均位于海岸地

区，因此这些国家面临较高风险（CRED 2015）。

2.6	废弃物

2.6.1 引言

亚太区域面临严重的废物管理问题。然而，亚太区域
各国采取了许多举措来促进综合固体废物管理实践。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

发展，亚太区域产生的废弃物也不断增加。亚太区域面临

以下问题：垃圾分类不足、收集率较低、不安全的非正规

垃圾回收及不受控制的处置（UNEP和ISWA 2015；Par-
iatamby和Tanaka 2014）。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常

见，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土地承载力有限，

且生态系统脆弱。此外，亚太区域各国对废弃物的定义不

一，因此急需建立统一、系统的废物管理数据库和完善的

国家报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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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废物产生总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废物管理不足将导致严重的人类健康影响、污染和环境退化、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重要土地管理问题及温室气体排放。

•	 2014年，亚太区域的城市固体废物占世界城市固体废物总量的43%，且预计到2030年年增长量将达到14亿吨。

亚太区域涌现了新的复杂废物流，包括电子垃圾、餐厨垃圾、建筑/拆迁废料、灾害废弃物和海洋垃圾。

•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废物避免和削减措施仍不足；废物收集率处于中低水平，且缺乏适当的源头垃圾分离措

施。

•	 亚太区域的垃圾回收率较低，且往往由非正规部门实施。

•	 不受控制的倾倒仍是亚太区域采用的主要废物处置方法，而这将引发渗滤液径流、甲烷排放和其他环境问题。然

而，可通过进一步加强近期开展的垃圾焚烧发电投资项目来优化废物处置。

亚太区域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废物管理国家报告系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太区域采取了各种举措来

推广综合固体废物管理、清洁生产、3R（减少-再利用-再
循环）、零废物、材料-循环型社会及循环经济等概念。日

本2004年发起了3R举措，并于2009年与联合国区域发展

中心（UNCRD）建立了亚太区域3R论坛。除了许多国家

的推广举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于2009年采纳

了“2010-2015年太平洋地区固体废物管理战略”，并于

2014年采纳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加速行动模式

路径”（SAMOA）。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亚太区域还实

施了许多多方利益相关者废物管理举措，包括亚太区域社

区废物管理（Anschütz 1996）。此外，亚太区域开发和采

用了机械生物处理（MBT）、堆肥、垃圾填埋场开采和回

收和垃圾焚烧发电等技术。

2.6.2 驱动力

人口增长、快速经济发展及快速城市化是亚太区域废
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亚太区域的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50年将

增至50亿人。亚太区域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其GDP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而这主要得益于日本、韩国和

澳大利亚等制造大国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在这一经济发展背景下，亚太区域的人均收入有所增加，

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例如，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从

1990年的21%增加到2008年的56%（ADB 2010）。与此

同时，亚太区域还是世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2014年

约占全球城市人口的48%，且预计到2050年将提高到63%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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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世界不同地区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预测，2010–
2100年（单位：吨/天）

来源：UNEP和ISW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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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压力

消费的增长，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的增长，资源
利用效率低下及城市基础设施缺乏是亚太区域废弃物管理
面临的主要压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

消费也呈现增长趋势，但仍依赖于不可持续的低效资源利

用模式。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亚太区域的物质消费急剧增

长，2015年占世界总消费的50%以上（第1.2节）。然而，

亚太区域的物质消费相对于其经济生产力并未得到显著改

善，仍保持在极高水平，2015年为全球总值的两倍，为世界

其它地区平均值的近四倍。

此外，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往

往伴随着基础设施开发不足，废弃物管理设施缺乏，或废

弃物分离、收集、转移和运输、处理和处置及回收能力不

足等问题。

2.6.4 状态与趋势

废弃物产生

亚太区域的废弃物产量呈不断上升趋势，新的复杂废
物流也不断涌现。

根据《全球废弃物管理展望》，全球年废弃物产量达

到70-100亿吨，其中城市固体废弃物（MSW）产量约为20
亿吨（UNEP和ISWA 2015）。2014年，亚太区域日人均废

弃物产量为1.4公斤，年度城市固体废弃物总产量约为8.7亿

吨，占世界总量的43%。

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与国家的收入水平有很大的关

系：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高于低收入国

家。2010年，东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的日人均城市

固体废弃物产量为1.4公斤，是世界上日人均城市固体废

弃物产量最高的地区，但仍显著低于OECD成员国（2.4公

斤）（图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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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不同地区日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预
测，2010–2100年（单位：公斤/人/天）

2030年之前，亚太区域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预计将继续

增长，日人均产量可能达到1.6公斤或年总产量达到14亿吨

（图2.6.2和图2.6.3）。

就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构成来看，低收入国家（50– 
70%）的有机废弃物比例高于高收入国家（20–40%）。纸

质废弃物比例也与收入水平成正比，高收入国家为23%，

中等收入国家为19–11%，低收入国家为7%。然而，与其

它废弃物类型相比，塑料废弃物比例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

较弱，整体在8-12%左右。

对于所有收入群体而言，家庭有害废弃物在城市固体

废弃物中的比例不到1%，但其加大了某些管理方法的实施

难度（图2.6.4）。

除了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的增加，亚太区域目前还出

现了复杂的废弃物流，包括电子垃圾、餐厨垃圾、建筑/拆
迁废料、灾害废弃物和海洋垃圾。

电子垃圾

从全球来看，随着人口的增长，2013年的电子垃圾达

到4000万吨，且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5000万吨。亚太区域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制造地区，其中中国、日本和印

度位居世界前五大电子垃圾生成国之列（另外两个国家是

美国和德国），其2014年的电子垃圾绝对产量分别为600万

吨、220万吨及170万吨（Balde等 2015）。

餐厨垃圾

随着消费的增长，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的增长，餐厨

垃圾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区域更发达的经济

体（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FAO 2011b）。亚洲发展中国家日人均餐厨垃圾产量约为

11公斤，而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日人均餐厨垃圾产量

约为80公斤（APO 2006）；其中，韩国和印尼的餐厨垃圾

产量约占亚太区域总产量的一半（图2.6.4）。

建筑及拆迁废料

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建筑/拆迁废料不断增加，

而亚太区域各国目前均缺乏可用的土地资源来处置此类大

容量材料。中国和印度每年分别将产生3500万吨和5310万

吨的建筑/拆迁废料（ADB 2015；Somvanshi 2014）。新

西兰的建筑/拆迁废料约占其总废弃物产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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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EP和ISWA 2015

图2.6.3：各国和不同收入群体城市固体废弃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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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97个国家的数据（22个非洲国家；14个亚太区域国家；35个欧洲国家；19个拉美/加勒比海国家；2个北美国家；5个西亚国家）。数据日期为1990-2009
年。“其它”指的是其它无机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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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4：各国预估食物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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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5：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灾害废弃物

来源：UNEP和ISWA 2015

灾害废弃物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预计

将继续增加，在破坏财产的同时也将产生大量的灾害废弃

物。作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之一，亚

太地区的灾害废弃物也不断增长。例如，2013年的海燕台

风导致菲律宾产生了100万吨的灾害废弃物；2011年的日本

地震产生了2800万吨的灾害废弃物；而随之发生的海啸仅

对石卷市就造成了615万吨的垃圾，相当于正常情况下该城

市103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图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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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

陆地和海上人类活动产生的海洋垃圾是一个新的环

境问题。全球每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就有18,000件塑料垃

圾，每年进入海洋中的塑料垃圾预估达到480-1270万吨

（UNEP和ISWA 2015），其中大多数的塑料垃圾从五大

亚热带海洋环流区收集而来，形成了漂浮垃圾带（UNEP 
2006）。亚太区域的海洋面积很大，因此面临海洋垃圾

不断增加的问题，且主要为塑料垃圾。在澳大利亚周边水

域，70%的海洋垃圾沉积在海底，90%的漂浮海洋垃圾为

塑料或聚苯乙烯。仅印尼海底每平方公里就发现了690,000
件垃圾，而海岸线每平方米就发现了29.1件垃圾（绿色和平

组织，未注明日期）。

废弃物管理

废弃物避免和削减尚未得到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应
有重视。

废弃物避免和削减是综合废弃物管理方法的第一要

素，其次是再利用、回收和处置。与世界许多其它地区一

样，废弃物避免和削减并未获得亚太区域各国的充分重

视。21世纪以来，全球涌现了清洁生产、3Rs、环境设计、

扩大生产者责任、循环经济和绿色增长等概念。然而，目

前仅有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经济更发达的国

家取得了一定进展（UNEP和ISWA 2015），而亚太区域的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实施末端处理，主动或防范性

措施是近期才涌现的方法。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废弃物收集率仍处于中低水

平，而亚太区域的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分离和收集率达到最

高水平。

废弃物分离和收集是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中推广源头分离及高效收集系统，在废弃物回

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废弃物收集效率随地区及各国和城

市的收入水平而异。根据《全球废弃物管理展望》，低收

入国家的平均废弃物收集率为36%，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

废弃物收集率为64%，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废弃物收集

率为8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废弃物收集率则达到100%
（UNEP和ISWA 2015）。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废弃物收集率处于40-80%的中

等水平，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新加坡等更发达经济

体的废弃物收集率达到100%（Waste Atlas 2015）。发达

经济体一般采取资本密集型和机械化的废弃物收集模式，

而发展中国家仍采取劳动力密集型的废弃物收集模式，且

往往缺乏完善的中转站系统（UNEP和ISWA 2015）。更发

达国家普遍采取废弃物源头分离方法，而中低收入国家则

采用非正式的废弃物分离方法，即单独收集不同的废弃物

输送到废弃物处理设施并进行回收利用。

亚太区域具有巨大的废弃物资源回收潜力，但其回收
率普遍较低，且主要由非正式部门开展。

由于废弃物产量不断增长，且涌现了电子垃圾、餐厨

垃圾、建筑/拆迁废料等新的废弃物流，亚太区域拥有极高

的废弃物回收潜力。整体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废弃物回收

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呈逐步增长态势，而低收入国家的非

正式部门往往只能实现20-3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回收率

（UNEP和ISWA 2015）。

亚太区域通常回收利用生物质废弃物。后院堆肥是许

多乡镇长期存在的一个传统；猪和家禽养殖户定期收集来

自家庭和餐馆的餐厨垃圾作为饲料，一些大城市也建立了

机械堆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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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纸张和塑料等次生性

物料的回收利用率也较高，中国在这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中国废铝、废纸和废塑料的进口量分别占全球总进

口量的60%、70%和56%（UNEP和ISWA 2015）。

电子垃圾中包含金、铜、铅、镉、汞和塑料等物质，通

常回收电子垃圾主要是为了减少纯净物料的开采。2014年，

全球的电子垃圾回收率约为84%，而全球电子垃圾的内在物

质价值约为600亿美元（Balde等 2015）。电子垃圾回收在

许多亚太国家中都很常见，包括中国、印度和越南。

亚太区域的许多国家推出了扩大生产者责任机制，因

此致力于推广回收利用实践，目前更发达国家的许多行业

正在开展回收利用实践。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可回

收利用废弃物通常由拾荒者收集，由其运输到家庭规模的

回收设施，而这些回收设施往往不实施或实施有限的环保

管理，非正规和不安全的回收利用方法十分普遍。

高收入国家中的建筑/拆迁废料回收率最高，例如，日

本和新西兰的回收率可能高达99%，而中国（2013年5%）

和印度（2014年50%）等国由于质量、执法不严和模糊法规

等问题而导致回收率相对较低（UNEP和ISWA 2015）。

不受控制的倾倒仍是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主要
废弃物处置方法。亚太区域目前涌现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投资。

不受控制的垃圾填埋及露天焚烧是亚太区域最普遍采

用的废弃物处置方法（图2.6.6）。尽管中高收入和高收入

国家中的废弃物处置率可达到95-100%，低收入国家的废

弃物处置率往往低于50%，且大多数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废

弃物处置控制（UNEP和ISWA 2015）。然而，随着经济的发

展，泰国、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一些国家也逐渐建设了经

过精心设计和经营的卫生填埋场（UNEP和ISWA 2015）。由

于可用土地资源有限，废弃物处置是太平洋岛国的许多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亚太区域的许多国家

目前正推广3R措施，以期增加垃圾填埋场的废弃物分流。

垃圾焚烧是一项资本密集型实践，需要富有经验的运

维人员，因此，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更发

达经济体中很受欢迎。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考虑到

其高投资成本及严格的空气排放控制要求，这种方法主要

用于处置有害废弃物。

考虑到能源需求的增长及温室气体减排的必要性，亚

太区域目前涌现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投资，包括生物燃料

和沼气发电，其中，2015年，日本、印度和中国的垃圾焚

烧发电技术投资分别占世界总投资的7%、5%和4%（ISWA 
2015）。亚太区域可再生城市废弃物的发电量从1990年的

988GWh增加到了2013年的4952GWh，增长了近5倍之多

（Asia	 Pacific	 Energy	 Portal	 2016）。据预估，2014年，

全球有765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其年废弃物容量达到8300
万吨，其中中国有150家垃圾焚烧发电厂（UNEP和ISWA 
2015）。2012年，泰国的沼气发电量达到193.40MW，越

南则安装了130,000台家庭沼气装置（Biogas	 Asia	 Pacific	
Forum 2013）。此外，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还在生产过

程中采用了适当的废料以便回收能源和/资源，例如，通过

水泥窑协同处理废弃物（Huang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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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6：全球不受控制的废弃物处置

该图显示了不受控制的场址处置或焚烧的总废弃物比例；颜色越深，表示不受控制的场址处置的废弃物越多。

来源，UNEP和ISWA 2015

不受控制的废物处置

2.6.5 影响

废弃物管理不足可能导致严重的人类健康影响，尤其
是非正式的回收部门及露天垃圾场。

废弃物作为废弃物质往往是不卫生的，而电子垃圾等

有害废弃物中可能包含有毒物质。废弃物中也包含腐烂物

质，尤其是有机物，其是引发疾病的多种病毒媒介。如果

不加以收集，废弃物可能在城市河流和排水渠中积聚，进

而引发霍乱和登革热等疾病。在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中，

不受控制的垃圾倾倒，采用原始和过时的技术进行的非正

规回收利用，已经对工人、拾荒者及附近居民的健康产生

了有害影响。

此外，垃圾场发生的洪涝或滑坡等事件可能对地方居

民产生严重影响，2000年菲律宾的垃圾场就发生了类似的

滑坡事件。

废弃物处理不足可能导致污染及环境和生态系统退
化。

如果不进行适当收集，废弃物可能腐烂，并导致空气

污染，产生臭味，同时污染土壤、地表和地下水及生态系

统。鸟类和海洋物种常常因为卷入或误食海洋中的塑料垃

圾而受伤或死亡。塑料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本消耗每

年至少达到130亿美元（UNEP和ISW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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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7：亚太区域废弃物部门温室气体（GHG）排放，1990–2011年（单位：千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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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数据不全，印尼排放数据没有包含在内。

来源：UNEP 2015a

采用原始和过时的技术进行的非正规回收利用活动可

能导致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陆地垃圾场可能污染地表和

地下水源，尤其当其位于河岸或海岸时。以往的垃圾场，

尤其是这些包含有害废弃物的垃圾场，是主要的污染场址

（UNEP和ISWA 2015）。垃圾焚烧可能导致空气污染，尤

其当在不受控制的熔炉中焚烧有害和尼龙废弃物时。

不受控制的垃圾填埋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与能源、农业、工业过程、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及林业（LULUCF）一样，废弃物管理也是温室气体排放源

之一。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490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IPCC 2014），其中固体废弃物管理占3%，或

14.7亿吨，且大多来自于不受控制的垃圾填埋场甲烷排放

（UNEP和ISW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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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8：亚太区域四大排放国废弃物板块的温室气体排
放，1990–2012年（单位：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注：数据摘自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数据库或WRI网站

来源：WRI 2015

来源: Shutterstock/Chungking �

参见第二章的参考文献

由于废弃物不断增加，且不受控制的倾倒行为十分普

遍，亚太区域废弃物板块的绝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

3.1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到2010年的4.19亿吨（印尼未统

计在内）。然而，亚太区域废弃物板块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

从1990年的4.4%下降到了2011年的2.6%以下（图2.6.7），

这主要是因为其它板块，尤其是能源和工业加工领域的温室

气体排放出现显著增长，此外也同发展中国家废弃物管理改

善有关。图2.6.8表明，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废弃物板块温室

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在日本则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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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的和目标：政策响应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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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Shutterstock/John Bill

关键信息

•	 多重全球环境目标的出现明确表明，必须逆转全球各地区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趋势。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千年

发展目标（MDGs）已经成功表明了采用目标导向型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的成效。

•	 灾害、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相关的新的或修订的协定，及绿色增长理念，为2015年后集

中解决多重环境挑战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目标。

•	 然而，这些协定的实施对于许多国家将构成巨大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目前尚未有实施可补充现有全球或区域协 
定的有效政策和计划的记录。

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GEO-6）区域评估包

括评估各区域对环境问题的政策响应程度。完

成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分析，做出

补充。除了评估政策响应的程度，还有必要评估其效果，

或换言之，即响应因素如何改变压力、状态或影响。本节

开展的政策效果评估为：

•	 评估是否实现了国际环境目标；

•	 回顾特定的政策成功案例；

•	 评估环境政策取得成功的促成条件。

这一方法强调政策响应本身并不是终点，相反，必须

持续评估政策效果，且当其无法对影响环境状态的压力造

成预期的效果时，对其进行适当调整。

3.1	 实现国际协定的环境目标

土地、水、大气、海洋和生物多样性等环境主要状态

的持续恶化表明，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策效

果低下。尽管对退化的环境状况的政治意识有所增加，强

调这些情况的区域和全球协定增加，对抗环境质量威胁方

面的实际进展仍远不尽如人意。各国积极签署各种双边、

区域或全球环境公约和协定，其中均包含有改善环境可持

续性的目标，但却缺乏可衡量的具体目标。作为这些协定

的签署国，各国应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和次国家政

策和计划中，进而逆转多个领域的环境退化趋势，解决共

同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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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各国是许多重要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签

署国，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特别是作

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也称为《拉姆萨尔公

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京都议定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2015-2030
年仙台减灾框架》、《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

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

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水俣汞公约》及《国际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此外，例如孟加拉国、

菲律宾和泰国等许多国家设立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推

动各发展部门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主流化。多边环境协

定及国家层面采取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将构成综合的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然而，如果不为现有的或新的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机构建立强有力的问责机制，那么这些多边环境协定

将无法取得显著成效。

亚太区域的区域性和双边环境协定也有所增加：例如

1986年《保护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也称

为《努美阿公约》）、1995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

作协定》、《印度和孟加拉国分享恒河水协议》（1977
年和1996年）及《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此外，许多

国家还采取了成功的政策来响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和区域协

定，或制定了相关国内政策，但独立于全球或区域协定。

示例包括：柬埔寨、斐济和蒙古的“绿色发展 /增长政

策”；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部、巴基斯坦

气候变化部等专门部委；泰国普密蓬国王的自足经济理念

及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包含具体的指标体系）等倡议。

在过去的15年间，千年发展目标对亚太区域的发展和

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3.1.1）。在此期间，重要的多

边环境协定与“千年发展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同步实施。本节将参照千年发展目标7来评估亚太区域的环

境绩效，同时分析前沿的全球和区域多边环境协定。

在八大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基础上，千年发展目标

更多关注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政策及资源分配。亚太区域各国政府已将千年发展目标框

架纳入其国家发展规划中，并从中获益颇丰。

尽管亚太区域各国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来实施千年

发展目标，但亚太区域在许多目标实现方面已偏航，尤其

是千年发展目标7下的那些具体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7分为3个具体目标和10个指标。其

中，“具体目标7.A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

案，并扭转环境资源的损失”是一个囊括政策整合和实施

的整体性综合目标。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规划中对

于各国而言相对比较容易，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当前存在政

策实施差距，因此往往难以实施和评估扭转环境资源损失

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一具体目标为象征性的、方向性目

标，旨在提醒各国在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应忽

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维度。其它具体目标则

有时间和议题限制，包括“具体目标7.B减少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到2010年显著降低丧失率”；“具体目标7.C到

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

比例减半”；“具体目标7.D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

民的生活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或联合国水十年（2005-2015年）等多边环境

协定或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其中一些目标。此外，还使用10
个指标以监测和评估与这些具体目标相关的绩效。 



 政
策

、
目

的
和

目
标

113

图3.1.1：亚太区域各国发展指标进展

来源：UNESCAP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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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气候与大气

千年发展目标7下监测两个具体的气候和大气指标：二

氧化碳排放，包括总量、人均及单位GDP排放；消耗臭氧

层物质。

区域和全球层面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是千

年发展目标中一个关键的偏离指标。亚太区域经济的繁荣

发展及全球生产基地的地位以开发自然环境及增加温室气

体排放为代价。亚太区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贡献者，

主要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及其它新兴经济体（图

3.1.2）。排放增长趋势表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UN-
FCCC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现有政策

进程的影响较弱。2005年签署的UNFCCC《京都议定书》

及后续的缔约方大会（COP）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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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a和b：亚太区域二氧化碳排放，199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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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起草了一系列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相关的举措和协定。

《京都议定书》还提出建立碳市场来推广清洁发展机制

（CDM），最初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在2008年金融危

机后，推广清洁技术的势头一落千丈。在2008年后的情景

下，碳减排信用额交易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或者被其它国

内或双边市场机制所取代。COP进程成效受到主要排放大

国政策响应不足，及缺乏强有力的承诺来达成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定等因素的影响。COP21协定的最新目标是，“

到2100年，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

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

作为一个重大转折点，2015年，UNFCCC COP21上提出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及《巴黎协定》预计将促成更

强有力的承诺，达成更宏伟的协定及实施框架，进而推动

全球碳市场及其它法规工具的建立和实施，促进二氧化碳

减排技术创新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同时过渡到低碳社会。

这些协定将刺激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促进能源部门与温室

气体排放的脱钩，刺激工业、交通运输及建筑行业的可再

生能源和能效投资，及中国等经济体的结构转型。目前，

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正利用低油价来减少化石燃

料补贴，而中国、韩国和泰国则在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印度和日本还出台了碳税政策，日本还在推广共同额度机

制，以促进低碳技术的推广。

亚太区域各国已经提交了《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
DCs），为实施《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亚太区域各国

在INDCs中提出了一系列自愿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以供

COP21进行讨论。截止到2016年2月28日，亚太区域有39
个国家提交了其INDCs（表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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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
其它国家

伊朗：586 599

韩国：589 426.2

印尼：563 984.6

澳大利亚：369 039.5

泰国：303 370.9

马来西亚：225 692.8

越南：173 210.7
巴基斯坦：163 452.9

来源：UNDESA （未注明日期）

亚太区域各国提交的大多数INDCs中提出的相对于基

准年或基准情景的减排目标并未达到40%以上，只有当获

得国际支持时，它们才会提高相应的减排目标。然而，一

些太平洋岛国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电

力的目标。中国也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56–60%的减排目

标，但以GDP为基础。印度和新加坡也正采用单位GDP减



116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表3.1.1：亚太区域，《国家自定贡献预案》提交状态

 国家 减排（无条件） 减排（有条件） 基准年 目标年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 澳大利亚* 26–28% 2005 2030
2 新西兰* 30% 2005 2030

太平洋岛国

3 库克群岛* 到2020年，38%（电力） 到2030年，81%（电力） 2006 2020,2030
4 斐济 10% 30% BAU （2013-） 2030
5 纽埃岛* 到2020年，38% （电力） 到2025年，80%（电力） 2020,2025

6 基里巴斯 到 2 0 2 5 年，1 3 . 7 %；到
2030年，12.8% 61.8% BAU（2000-2014） 2025,2030

7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32% 到2030年，低于2010年水
平的45%（参考 值）

2010 2025,2030

8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8% 35% 2000

9 瑙鲁 相当于0.6MW太阳能光伏
系统 基于确定的减排行动 BAU 2020-2030

10 帕劳
能源板块减排22%
可再生能源目标45%
能源效率目标35%

2005 2025
2025
2025

1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00%（电力） BAU 2030
12 萨摩亚* 100%（电力） 2014 2025

13 所罗门群岛* 12–30% 27–45% 2015（(BAU 预测采用
1994–2010年数据）) 2025,2030

14 汤加
到2020年，50%可再生能源发电；到2030年，提高能效
70%，在18%的基线基础上，减少9%的输电损耗

2010 2025,2030
2020

15 图瓦卢

16 瓦努阿图 30%（能源），100% （电力） BAU（2010-） 2030

排强度目标。这些目标看似宏伟，但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

行动，那么全球提交的INDCs恐怕仍不足以实现“到2100
年，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

内”的目标（IEA 2015）。从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各国之

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大多数INDCs将能源、交通运输和林业

作为主要的减排领域。除此之外，还需要定期审查INDCs 
的实施情况，并提出2030年以后需要实现的更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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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减排（无条件） 减排（有条件） 基准年 目标年

东北亚   
17 中国* 60–65%（单位GDP） 2005 2030
18 日本* 26% 2030 2030
19 韩国 37% 2030 2030
20 蒙古 14% 2030 2030

东南亚    

21 柬埔寨 27%（+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及林业）

2030 2030

22 文莱

能源：降低65%的能耗，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10%
陆路交通：降低40%的机动车早高峰CO2排放
林业：将公布的森林保护区的总面积在总土地面积的比
重从当前的41%提高到55%

BAU

BAU

2035
2035

2035
23 印尼 29% 41% BAU(2010) 2030
24 老挝* 活动相关目标 2000-2015 2015-2030
25 缅甸 确定了减排部门，但未给出具体的减排目标

26 马来西亚 35%（单位GDP） 45%（单位GDP） 2005 2030
27 菲律宾 70% BAU （2000~年） 2030
28 新加坡* 36% （单位GDP） 2005 2030
29 泰国 20% 25% BAU （2005~年） 2030
30 越南 8% 25% BAU （2010~年） 2030

南亚     
31 阿富汗 13.6% BAU （2005~年） 2030
32 孟加拉国 5% 15% BAU （2011~年） 2030
33 不丹 继续实现碳中性 2030
34 印度* 33–35%（单位GDP） 2005 2030
35 伊朗 4% 12% BAU （2010~年） 2030
36 马尔代夫 10% 24% BAU （2011~年） 2030

37 尼泊尔
- 到2050年实现80%的可再生能源电气化
- 维持 40% 的森林覆盖率

38 巴基斯坦 一旦获得峰值排放的可靠数据，就提出达到峰值排放后的具体承诺

39 斯里兰卡 7% 23% BAU （2010~年） 2030
* 未采用基准情景（BAU）作为减排基准的国家。.

来源：UNFCC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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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亚太区域消耗臭氧层物质减少，1990–2013年（单位：消耗臭氧层潜力加权吨—ODP吨）

来源：UNDESA 

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费是千年发展目标7下监测的另一个

重要指标。减少和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是千年发展目

标中为数不多的各国进展顺利的指标之一（图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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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为《蒙

特利尔议定书》）旨在逐步淘汰造成消耗臭氧层的卤代烃

的使用，其对全球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做出了巨大贡献。

《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其缔约方，包括亚太区域的缔约

方，提前实现减少98%以上的消耗臭氧层化学品的特定目

标（UNDG 2010）。亚太区域的一些国家甚至开始消除存

货，尤其是全氯氟烃（CFCs）。此外，工业部门带头开

展的技术创新及向环保替代产品的转移也为全球减少消耗

臭氧层物质做出了贡献。《蒙特利尔议定书》还对气候变

化减缓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许多消耗臭氧层物质也是导

致全球增温的化学品。然而，作为CFCs替代品的氢氟烃

（HFCs）也是气候活跃和长寿命物质，因此需 要管制，尤

其考虑到亚太区域城市化的预期增长。

3.1.2 森林与生物多样性

千年发展目标7下将监测3个指标来评估森林和生物多

样性进展。森林覆盖率指标旨在评估森林状态。亚太区域

各国在扭转自然资源流失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但森林覆

盖率除外，2000-2010年间，亚太区域的森林覆盖面积年度

净增长了220万公顷（UN 2015）。这主要得益于各国，特别

是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采取的其它良好举措，包括林地分散化和明确的林地所有

制、替代就业机会、联合森林管理、社区森林管理和森林

用户群体等（UNDG 2010）。然而，森林覆盖面积的净增长

被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持续高净流失所抵消，包括柬

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

和东帝汶（图3.1.4）。亚太区域工业化植树的崛起及土地

利用变化可能导致侵占泥炭地和保护价值/蓄量森林等碳汇

区域。如果主管当局不进行适当的土地利用管理，同时执

行严格的可持续林业和泥炭地管理，那么这一问题将继续

存在。

未来的政策响应有必要通过实施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政策

来应对提高碳储量和抑制毁林及原始森林退化的双重挑战。

与此相类似，亚太区域必须抑制毁林及原始森林退化，保

护可提供水、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旅游机会及清新空气等重

要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系统。此外，通过森林管理政策，实现

UNCCD、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UN-
REDD）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等其

它环境目标和举措的主流化。

在安全生态环境范围内的鱼类资源比例是另外一个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指标。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库目前并没有

鱼类资源的相关数据，其它数据来源表明，亚太区域严重依

赖捕捞鱼类及水产养殖作为食物来源。自2006年以来，亚太

区域一直在捕捞渔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占全球份额的50%
以上（Funge-Smith等 2012）。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报告，亚太区域的很大一部分捕鱼产量未达到种级，被记录

为“未列入的海洋/淡水鱼类”（Funge-Smith等 2012）。不

断增加的未列入渔业产量暗示着小型低价值物种的捕捞趋

势，而这可能掩盖过度捕捞对高价值物种幼苗的影响。对中

国南海和泰国湾、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 苏禄-苏拉威西海

和东帝汶阿拉弗拉海不同物种群开展的鱼类资源评估发现，

大多数海域的大多数鱼类资源或物种群存在充分捕捞或过度

捕捞现象（Funge-Smith等 2012）。

有多个涉及不同鱼类的国际和区域协定（表3.1.2）。

这些协定通过渔区分区、捕鱼船只分类和盘查等方法推动

捕鱼管制（Funge-Smith等 2012）。然而，国际层面仍需要

采取更多措施来补充鱼类种群和打击过度捕捞行为，因为

捕捞鱼类的需求受到全球而非地方因素的驱动。



120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0 2005 2000 1990

澳大利
亚和新
西兰 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太平洋岛国

阿
富
汗

孟
加
拉
国

不
丹

印
度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马
尔
代
夫

尼
泊
尔

巴
基
斯
坦

斯
里
兰
卡

文
莱

柬
埔
寨

印
度
尼
西
亚

老
挝

马
来
西
亚

缅
甸

菲
律
宾

新
加
坡

泰
国

东
帝
汶

越
南

中
国

朝
鲜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大
韩
民
国

蒙
古

日
本

瓦
努
阿
图

库
克
群
岛

斐
济

基
里
巴
斯

马
绍
尔
群
岛

密
克
罗
尼
西
亚
联
邦

瑙
鲁

纽
埃

帕
劳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萨
摩
亚

所
罗
门
群
岛

汤
加

图
瓦
卢

新
西
兰

澳
大
利
亚

图3.1.4：亚太区域，森林覆盖率变化（%），1990-2010年

来源：UNDESA

来源：Shutterstock/JohnBill �

“受保护的陆地和海洋面积比例”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生物多样性指标，亚太区域在这一指标方面取得了逐步改

善。亚太区域保护区的覆盖面积日益增加，多个国家受保

护的陆地和海洋面积比例正接近或超过25%，尤其是澳大

利亚、不丹、文莱、柬埔寨、新西兰和帕劳（图3.1.5）。

然而，进展滞后的国家必须加倍努力来实现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11，即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

及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建立有效而公平管

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连通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

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陆

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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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亚太区域，鱼类有关的国际协定现状

 UNCLOS UNFSA FAO FAO港口国 CBD CITES MARPOL 附录V
签署国 Rat Acc Sign Sign Rat Acc Acc Sign Acc Rat Acc Rat Acc Ac Acc

南亚

阿富汗 1982 2002 1985
孟加拉国 1982 2001 1995 2012 1994 1981 2002
不丹 1982 1995 2002
印度 1982 1995 2003 1994 1976 2003
伊朗 1992 1998 1996 1976 2002
马尔代夫 1982 2000 1996 1998 1992 2012 2005
尼泊尔 1982 1998 1993 1975
巴基斯坦 1982 1997 1996 1994 1976 1994
斯里兰卡 1982 1994 1996 1996 2011 1994 1979 1997

东南亚

文莱 1984 1996 2008 1990
柬埔寨 1983 1995 1997 1994
印尼 1982 1986 1995 2009 2009 1994 1978
老挝 1982 1998 1996 2004
马来西亚 1982 1996 1994 1977 1997
缅甸 1982 1996 1994 2010 1994 1997
菲律宾 1982 1984 1996 2014 1993 1981 2001
新加坡 1982 1994 1995 1986 1999
泰国 1982 2011 2004 1983
东帝汶 2012 2007
越南 1982 1994 1994 1994

东北亚

中国* 1982 1996 1996 1993 1981 1988
日报 1983 1996 1996 2006 2000 1993 1980 1983
朝鲜 1982 1994 1985
韩国 1983 1996 1996 2008 2003 1994 1993 1996
蒙古 1982 1996 1993 1996 200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 1982 1994 1995 1999 2004 2010 1993 1976 1990
新西兰 1982 1996 1995 2001 2005 2009 1993 198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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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OS UNFSA FAO FAO港口国 CBD CITES MARPOL 附录V
签署国 Rat Acc Sign Sign Rat Acc Acc Sign Acc Rat Acc Rat Acc Ac Acc

太平洋岛国

库克群岛 1982 1995 1999 2006 1993
斐济岛 1982 1982 1995 1996 1993 1997
基里巴斯 2003 2005 1994 2007
马绍尔群岛 1991 1995 2003 1992 1988
密克罗尼西亚 1991 1995 1997 1994
瑙鲁 1982 1996 1997 1993
纽埃岛 1984 2006 1995 2006 1996
帕劳 1996 2008 1999 2004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82 1997 1995 1999 1993 1975 1993
萨摩亚 1984 1995 1995 1996 2009 1994 2004 2002
所罗门群岛 1982 1997 1997 1995 2007 2004
汤加 1995 1995 1996 1998 1996
图瓦卢 1982 2002 2009 2002 1985
瓦努阿图 1982 1999 1996 1993 1989 1991

其他国家

1982 1996 1996 2003 1996** 2010 1994 1978 1981
哈萨克斯坦 1994 2000 1994
塔吉克斯坦 1997
英国 1997 1995 2001/2003 1996** 1994 1976 1986
美国 1995 1996 1995 2009 *** 1974 1987
乌兹别克斯坦 1995 1997
区域合计**** 35 36 19 25 6 6 41 31 24

注：n=47；sign=签署；rat=批准；ac=加入；acc=接受
*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
**通过欧盟
***美国1993年签署了CBD，但未批准/加入公约
****在亚太区域41个国家中（不包括法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英国、美国及乌兹别克斯坦，参见以上*）。欧盟2009年签署了《港口国措
施协定》，并于2011年批准了该协定。

来源：修改自Funge-Smith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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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亚太区域陆地和海洋保护区在国家领土面积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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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通常在一国的法律管辖区范围内，其对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保护区一般受到《生物

多样性公约》、UNESCO《世界遗产公约》及《拉姆萨

尔公约》等国际协定的认可。尽管亚太区域通过千年发展

目标等持续努力逐渐改善了保护区，但国家和跨国行动应

更多关注其可持续管理，包括通过社区参与、公平服务获

取、维持物种丰度和生态健康，尤其是考虑到持续的人类

破坏及气候变化影响，此外，还应利用税收收入来支持重

要的管理任务。

濒临灭绝物种的比例是另外一个生物多样性目标，

亚太区域国家在这一方面缺乏进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表明，所有分类群下的濒危

物种数量有所增加（IUCN 2015）（图3.1.6）。许多示例表

明，通过以下具有针对性的保护行动可将濒危物种从灭绝边

缘拉回，并改善其状况：圈养繁殖、补饲、栖息地管理和预

防非法偷猎和贸易（UN-MDGs 2015）。

许多亚太国家是CITES的签署国，其有权限制甚至禁止

可能威胁物种的国际贸易。然而，对国际需求和非法贸易的

控制不力继续构成巨大威胁。必须通过维持森林覆盖率或保

护保护区等措施来预防栖息地的流失。爱知战略目标C—通

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

况及其目标12、13和14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5之间的协同有

效实施，对于实现进展至关重要。此外，还建议对2015年后

的相关目标及具体目标进展开展持续监测。

3.1.3 水资源、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由于缺乏可用数据，“水资源总量使用比例”是最难

评估的指标之一。在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间，整体水资源

管理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大多数的焦点放在饮用水

和卫生相关的目标上。亚太区域各国在生成、更新和分享

水资源信息方面比较落后。根据有限的可用信息，亚太地

区各国的水资源可分为丰富，即仅利用可使用资源的20%
以下；到接近稀缺，即利用了25%-60%的可利用水资源；

到稀缺，利用了超过60%的可利用水资源（图 3.1.7）。

然而，仅这一信息并无法阐明亚太区域水安全挑战的

分布情况。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不可持续使用、污染和气候

变化是亚太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亚太区域各国并未控制其

河流污染，80%以上的河流处于不健康状态（ADB和APWF 
2013）。亚太区域各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水资源政策，并设立

了专门的部委和部门来开展水资源管理工作。然而，由于地

方、国家、跨境和国际层面的实施能力存在差距，水资源管

理相关的所有政策响应并不协调。一项全球调研发现，亚太

区域仅有15%的国家充分实施了综合水资源管理，而这对于

成功管理国家和跨境水资源至关重要（UNEP 2012）。除了

1995年的《湄公河协定》，亚太地区相邻国家没有其它跨境

协定来开展联合规划、监测和评估活动，同时也有对湄公河

开发的关注，包括水电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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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亚太区域濒危物种

来源：IUC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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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

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也是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一项

具体目标。亚太区域2010年就实现了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目

标。到2015年，大多数亚太区域国家90%以上的人口均可

获得改善的饮用水（图3.1.8）。然而，这掩盖了城乡、男

女、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低于区域平均

值，但阿富汗、柬埔寨和老挝在过去的15年间取得了显著

进展。

与此相反，尽管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了各种行动，但卫

生设施目标方面的实施进展严重滞后（图3.1.8）。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响应，大量的资金用于实



 政
策

、
目

的
和

目
标

127

图3.1.7：亚太区域各国水资源使用量，1990–2015年

来源：UND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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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关目标。亚洲开发银行及世界银行等资金机构将水资

源和卫生作为其重点投资领域。此外，联合国建立了专门

的水和卫生咨询委员会（UNSGAB），向联合国秘书长提

供水与卫生领域的决策咨询，以及委托一个有关供水和卫

生的联合监测项目（JMP），以编辑、分析和传播高质量

的、最新的、一致的、具有统计意义的全球、区域和国家

目标进展信息（JMP 2015）。印度等国设立了单独的部委

来应对面临饮用水和卫生的挑战。如果要完成尚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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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亚太区域，获得安全饮用水（下）和基本卫生（下）的人口比例

来源：UNDESA

任务，那么供水和卫生设施无疑将继续成为2015年后发展

议程的重要议题，而且还有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而必须应

对的更多挑战，如卫生、污水管理（包括再利用、资源回

收和温室气体减排）、污染控制及清理污染河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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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亚太区域，贫民窟人口比例（左）及2014年贫民窟人口净变化（右）

来源：UNDESA（未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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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的目标提前10年实现。然而，由于快速城市化及不断增长

的农村向城市迁移趋势，大多数国家的贫民窟居民数量实

际上有所增加，但印度、柬埔寨和老挝例外，其贫民窟人

口呈现净减少（图3.1.9）。为此，许多落后的国家需要采

取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不断增长的贫民窟居民的状况（UN 
2015）。

 

3.1.4 其它跨领域协定

除了千年发展目标，一些重要的区域举措在确保环境

的可持续性及未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创造公平的环

境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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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东北亚和东南亚，部分现有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框架 

协定 范围 备注

ABC
大气棕色云团
•	全球/区域

•	包括大气和气候

EANET
东亚酸沉降监测网
•	东北亚和东南亚

•	主要为监测
•	范围较小

联合论坛
亚太区域大气环境联合论坛
•	整个亚洲

•	合作网络（UNEP）

TEMM
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
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

•	定期会议
•	征集项目

LTP
东北亚空气污染物长距离跨境传输
•	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

•	研究项目
•	范围较广（但不包括气候）

NEASPEC
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
•	东北亚（6个国家）

•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区域办事处（UN ESCAP-SRO）提
供秘书处服务
•	以项目为基础

CAA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前身为CAI-Asia）
•	整个亚洲

•	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伙伴关系

AP-CAP 亚太区域清洁空气伙伴关系
•	合作网络（UNEP）
•	空气质量科学小组

来源：Elder和Zusman 2013

《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是东南亚各国就控制森林

燃烧导致的烟霾而采取的联合行动达到的一项协定。该协

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威慑预防而非惩罚性措施，开

展密切的区域和双边合作，呼吁土地所有人和企业提高透

明度和加强问责。2015年，印尼批准了《东盟跨境烟霾污

染协定》。为了应对本国日益增加的火灾问题，印尼重新

发布了全国森林禁采令，以防止授予新的许可来开垦重要

林区。

表3.1.3中汇总了亚太区域处理空气质量问题的重要计

划和协定。

这些区域协定和INDCs的实施对于气候变化减缓及预

防短期气候污染物与其它有毒污染物（如汞、多环芳烃）

导致的公共健康损害至关重要。

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TEMM）创立于1999
年，其在东北亚区域高层环境合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TEMM的首个行动计划于2000-2014年实施，2015年通

过了一项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九大重点领域，如

空气质量改善、水和海洋环境及气候变化响应等。TEMM讨

论了扩大绿色市场及推广绿色经济和环保城市等领域的国

际合作。TEMM还开展了能力建设项目，包括中国西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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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联合环境教育项目、三方环境教育网络及淡水污染

预防项目。

千年发展目标及许多相关协定（包括《巴塞尔公约》、

《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及UNFCCC）中并未

涉及资源使用及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导致

了全球层面改善资源使用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政策响应的滞

后。亚太区域的区域多样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为

大量的生产和消费集中在几个亟需资源的经济体中，包括澳

大利亚、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泰国

和越南（UNEP 2013）。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出于经济原因实

施了单边资源节约战略和计划，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保护

本国环境。

199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1世纪议程》及《约

翰内斯堡实施计划》中提出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承诺，及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10YFP）的通

过，可视为全球社会认识到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性。

可持续废弃物管理、推广减少、再利用和循环（3Rs）、可

持续生活方式及生命周期方法的采纳是亚太区域各国不同

层面采取的一些政策工具。在发生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

追求绿色经济已经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其是里约+20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我们想要的未来》中提出的一项重要

会议成果。东盟+3、TEMM、南盟（SAARC）、环孟加拉

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大湄公河次

区域（GMS）、太平洋岛国论坛（PIF）、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经济合作组织（ECO）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等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可作为加强区域绿色一体化

的正式机制。

在亚太区域，绿色增长议程正鼓励各国政府转变不可

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些政策可能以不同形式呈现，

但其本质上暗示着通过以下途径来减少环境压力和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3Rs；全民使用可持

续能源；低碳路径；采取低影响生活方式；及向循环经济

过渡。表明区域重点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转移的示例包括： 
2010年《亚太环境与发展部长宣言》；《2013–2023年亚

太地区可持续3R目标》；2009年《亚洲绿色工业马尼拉宣

言》；及2007年《东盟环境可持续性宣言》。

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的快速过渡，要求遵守所有协

定，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尽管亚太区域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的法律框架制定工作和国际合作不断推进，政策实施

和系统运营方面仍然面临挑战（IGES 2012）。资源利用效率

概念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新兴经济

体的国家战略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但其尚未制定类似于中

国、日本或欧盟成员国的具体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政策（Ao-
ki-Suzuki 2016）。绿色政策可提供激励机制，如节能汽车带

来的新的市场机遇，同时也可以起到对低效的生产体系的

限制作用；同时降低市场风险，例如，推出新型违规税收

及特定原材料开采和运输限制。此外，绿色经济概念可能

涵盖环境和社会因素，如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或企业社会

责任相关的因素。

亚太区域的极端事件和灾害呈上升趋势，气候变化使

得这些极端事件成为新常态。考虑到破坏性的自然灾害的

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亚太区域的的政策制定者正在起草

高水平的政策响应。其中，《2005-2015兵库行动框架》

（HFA）旨在推动更系统的行动来识别灾害风险，提高国家

和地方韧性，进而降低脆弱性。

2013年，报告HFA实施情况的国家数量增加到36个。

亚太区域各国政府日益重视降低对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

的脆弱性，通过制定国家和区域计划，各国在灾害风险削减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5年起，《2015-2030年仙台减灾

框架》（UNISDR 2015）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成为实施减灾

措施的新驱动力。灾害风险在UNFCCC进程中获得了广泛关

注。在以往的COP决议基础上，COP21《巴黎协定》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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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适应和损失/损害这两大重要领域，其旨在提高各国应

对气候变化并从气候变化负面影响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3.1.5 2015后转型议程

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变革及加强的区域合

作等，推动了观念和方法的交流与转移。此类互联互通的

改善为亚太区域各国提高环境意识、采取联合行动创造了

条件。亚太区域在环境政策和计划的制定方面取得了明显

改善，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专门的部委或部门来处理环境问

题，包括监测发展计划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制定法规预

防不良的环境问题。然而，一些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

在环境意识及解决现有的及新的环境问题的行动方面仍存 
在较大差距。

2015年后，各国应高度重视资源的协调和高效调动，

因为有必要重新评估环境目标和具体目标，同时从长远来

看，需要以综合方法作为未来规划和实施的基础。此类综

合机制应尽量采用新的理念，如绿色经济、基于生态系统

的方法、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协同效益（如通过地

下水补给减缓洪涝灾害）、低碳政策及加强区域共同环境

问题合作，如跨境大气和水污染、海洋资源保护、产品开

发生物安全法规、转基因作物和动物产品开发和交易的生

物安全法规、供应链资源利用效率及3Rs。

许多多边环境协定、次区域和国家协定及政策也强调

自然资源相关的特定问题，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及2011-
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 
目标”、1986年《努美阿公约》、2007年《东盟环境可持 
续性宣言》、亚太水论坛、UNCCD、2002年《东盟跨境烟

霾污染协定》及UNFCCC。这些协定的缔约方一般采取单

独的国家政策和实施机制来管理自然资源。单个国家将相

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纳入其现有自然资源管理

计划和战略的能力，对于扩大相关政策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还有必要充分调动资金和资源来 
提高亚太区域各国的环境统计能力，提高多个领域统计能

力所获得的分配资金不到1%。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亚

太地区综合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网络（SDplanNet-AP）

等机构在提高各国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联合国机构亚太办事处，如UNEP和UNES-
CAP亚太区域办事处，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高

效、有效实施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应充分调动市

民和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促进其参与政府部门或联合国计 
划和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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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富有前景的举措来应对环境挑战，这些举措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推广和复制。

•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政策焦点在于，提供改善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食品安全，并

减少极度饥饿和营养不良。

•	 通过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举措来实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

•	 不断增加采用市场化手段来应对各类环境挑战。

•	 联合森林管理委员会和社区森林管理等措施成功修复了森林生态系统，同时维持了贫困人口和边缘化人口的生计。

•	 提升及建设防灾减灾意识的活动十分普遍。

•	 这些成功案例的持续性取决于亚太区域创新发展政策与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

3.2	成功案例

第3.1节列出的国际和区域协定与亚太区域的集体政策

意向声明都极为重要。然而，单个国家采取的政策也同样

很重要。表3.2.1列出了国家层面发起的一些有效的可持续

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

3.2.1 改善基本服务获取

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有助于显著提高生活水

平。泰国实施的“全民覆盖健康计划”成功减少了个人的

医疗费用，尤其是贫困人口，且覆盖率达到99%（UNDP 
2012a）。公共医疗保健支出在政府医疗保健总支出中的比

例从2001年的56%提高到了2010年的75%（T. Mongkhon-
vanit等 2016）（图3.2.1）。

马来西亚政府投资了商业医疗保健部门，以指导有限

的医疗保险资源流向更贫困的市民。政府补贴在医疗保健

总支出中的比例预估达到55%（WHO 2013）。印度的“全

民农村健康计划”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资源，以加强最后

一英里的医疗服务交付，培训人力资源，并采取创新干预

措施来满足各邦的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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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列表

国家/地区 部门 政策/项目名称 影响/成功之处

孟加拉国 食品 国家食品安全政策 提高产量、降低进口依赖性

柬埔寨 医疗与卫生（农村） 社区主导的全面卫生设施 减少随地大小便

中国 能源与环境 《循环经济促进法》 降低能源强度、单位生产工业耗水量、提高工业固体
废弃物回收率

印度 林业 1980年《森林保护法》 减少毁林

印度 可再生能源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家太
阳能计划

太阳能光伏发电容量显著增加

太平洋岛国 环境 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
员会

提高技术知识、改善灾害风险金融和保险

韩国 能源与环境 《低 碳 绿 色 增 长 框 架 法
案》

降低能源强度、增加绿色技术投资

新加坡 建筑施工 绿色建筑总体规划 30%的建筑获得绿色标识

泰国 健康 全民覆盖健康计划 提高覆盖率、减少自费费用

来源：UNEP

不丹的国家医疗保健政策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突出

位置，其医疗保健支出占其政府总支出的7-11%。该政策旨

在改善医疗服务交付，相关人力资源、医疗研究和信息的

提供，及医疗产品、疫苗和技术的获取，医疗保健筹资、

领导及治理（Bhutan, Ministry of Health 2012）。老挝推出

了四项不同的医疗保健筹资计划，包括面向私营部门受薪

专业人士的社会保障组织计划；面向公务员的省级社会保

障主管部门；面向非正式部门职工的社区医疗保险；及面

向贫困人口的医疗公平基金（WHO 2014）。

柬埔寨通过社区主导的全面卫生设施举措，调动市

民建设自己的卫生基础设施，而非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支持

（UNDP 2012a）。菲律宾发起了“贫民窟儿童及其环境的

家庭行动”项目，促成了为社区和城市家庭提供卫生解决

方案的目标和行动。居住在15个贫民窟的600多个儿童成为

直接受益人，其生活质量提高了20%-80%。2009年，该项

目推广到了86个村庄及另外16个城市（UNDP 2012b）。

马尼拉大都会发展委员会推出的“Lingap sa Barangay
计划”旨在与地方政府部门携手改善其管辖区内社区的生

态平衡（ANMC 2015）。孟加拉国的扶贫和性别敏感粮食政

策帮助消除了极端贫困。孟加拉国还制定了推动农业来应

对食品和营养安全的投资计划（UND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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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泰国政府医疗保健支出及医疗保健总支出

GGH=泰国一般政府医疗保健支出. OOP=自费. THE=医疗保健总支出. 
GGH等以2005年固定美元为基础。

来源：Hanvoravongcha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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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2011年推出了“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政策”，

以通过妇女人力开发来改善性别平等（Bangladesh, Ministry 
of Planning 2012）。斐济教育部推出了免费巴士举措，以

鼓励低收入群体的父母送其孩子上学。这一举措使得许多

偏远地区的儿童受益，有助于帮助斐济实现普及教育（Vai-
nerere 2010）。

3.2.2 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

中国通过“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2006–2010
年）推动了更可持续的增长及资源的高效利用（World 
Bank 2009）。十一五规划中设定了以下目标：降低20%的

能源强度；每年减少10%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减

少30%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耗水量；及将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回收率提高到60%。中国在其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

中继续扩展了这些目标。

日本推出了一系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和法律，

如，3Rs，《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2003），日本2025
年环境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及日本可持续社会战略（2007）
（Bahn-Walkowiak等 2008）。

为了鼓励环保建筑设计和建设，新加坡政府实施

了“绿色建筑总体规划”，并于2005年发起了“绿色标识

计划”。新加坡设立了到2030年80%的建筑达到绿色标识

标准的目标。截止到2016年初，已有30%以上的建筑达到

建设局绿色标识标准。 

3.2.3 改善环境质量

印度为《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MLF）资助的

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的项目提供国内生产和进口

资本货物关税和消费税豁免。此外，印度还将这一政策延

伸到非MLF资助的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项目（Indi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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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印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年增长，2007–2015年

来源：India, Ministry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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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消费。此类受控物质的进出口须获得许可证，而包

括氯氟烃（CFCs）、卤化物及含溴氟烃（HBFCs）在内的

某些禁止物质只有当用于再出口目的时才允许进口（Singa-
pore,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2015）。

3.2.4 市场化工具

中国设定了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45%的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增加4000万公顷的森林覆盖

面积的宏伟目标。2012-2015年，亚洲新建了9个碳排放交

易体系（ICAP 2015）。中国的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体系将

帮助其在2016年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Andersen等

2012）。韩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自2015年1月起生效，是

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碳排放交易体系。马尔代夫计

划到2020年实现碳中性（Nachmany等 2015）。2010年，

伊朗发起了化石燃料补贴改革项目，减少了600亿美元的补

贴额。

印度2010年发起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

划，提出到2022年实现20GW的太阳能发电量，并在2015
年重新提出达到100GW的目标。同样是在2010年，印度政

府建立了国家清洁能源基金来推广可再生能源，提出对国

内生产和进口煤炭征收50印度卢比（约0.8美元）/吨的税

收，并在2015年修改为200印度卢比（约3.2美元）/吨（In-
dia, Ministry of Finance 2015）（图3.2.2）。

亚太区域各国正采用综合环境绩效评估来创建次区域

环境绩效指标（EPI），以加强对政策实施进展的追踪。例

如，马来西亚制定了国家环境绩效指标的两种迭代方法。中

国和越南完成了旨在识别次国家层面现有评估框架、监测系

统及政策差异的可行性评估（Hsu和Zomer 2015）。2012
年，印度规划委员会发布了首份国家环境绩效指标报告，对

各邦环境质量和政策开展多指标评估。

3.2.5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许多国家，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建立了联

合森林管理委员会、社区森林管理及可持续森林管理林业

用户组，实现了森林生态系统流失与经济发展的脱钩。UN-
REDD项目将开展资质认证、报告及验证工作，帮助小岛屿

国家从更新的地理信息和数据管理系统中获益，提高其能

力，促进其加入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共同解决气候变化

等森林相关的问题。

越南林同省（图3.2.3）通过基于森林生态系统的补偿

计划，来帮助改善4万多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同时帮

助保护20多万公顷的森林。森林生态系统补偿计划向运营

商和下游用水机构和公司收取费用，用于上游水调节、土

壤保护和景观保护。将这一计划成功推广到越南其它省份

将帮助加强其国家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同时鼓励

地方社区的 参与（UNE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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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越南林同省改善森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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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SAI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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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珊瑚礁、渔业和食品安全的珊瑚礁三角洲动议

（CTI-CFF）所采取的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可帮助保护

大面积的印度-太平洋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获得了相关政

府的大力政治支持。健康的海岸生态系统对于水产养殖、

渔业和林业均十分重要，其还将通过生态旅游和农业为沿

海人口提供收入来源。此外，海岸生态系统在发生极端天

气事件时还可作为潜在的缓冲带，预防海岸侵蚀和海水倒

灌。绿色海岸项目就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

和泰国实施的此类举措之一，其目标是修复生计，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力。

加尔各答东部湿地是印度东部一个面临威胁的拉姆萨

尔湿地。根据Biorights模式，印度扭转了该湿地的退化趋

势，同时预防了栖息地流失（Dey 2010）。

2007年，文莱、印尼和马来西亚发起了“婆罗洲之

心”倡议，旨在保护作为世界上最大岛屿之一的加里曼丹

岛的生物多样性，其热带森林占全球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

的6%。以热带森林为生的居民从该计划中受益，同时还有

助于林业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管理（WWF 2015）。

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发起了核心环境项目，旨在应对

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亚洲开发银行负责执行该项

目，但由相关环境部委负责管理，同时成立了项目工作组，

以确保环保和气候适应性目标的有效实施（ADB 2015）。

湄公河委员会还创立了气候变化与适应计划（CCAI），以

加强湄公河流域各国的适应能力和适应力（Mekong River 
Commission 2015）。

为了促进共享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孟加拉国、印

度、印尼、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

等八个国家发起了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该项

目获得了全球环境基金（GEF）、FAO及其它国际组织的

支持（BOBLME 2015）。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发起了一项长期的大规模植

树造林项目，以预防戈壁沙漠的蔓延，并对抗中国北方的荒

漠化，该项目将于2050年完成。中国在北方4500公里内成

功种植了3600万公顷的新林木，由于种植树种的多样性，积

极成效正在显现出来。沙尘暴并未有明显减缓，且过度使用

了干旱地区的地下水源（O’Connor和Ford 2014；Wang等 
2010）。

南亚的印度恒河平原采取了新的农业实践（相对环

保）来帮助保留水源和土壤养分，并支持生物土壤过程，

目前，印度各邦农业院校和部门正在推广这些新的农业实

践。此外，印度农民对免耕及维持土壤残茬覆盖的益处的

意识有所提高（Hobbs等 2006）。有机农业获得了印度农

民的强烈反响，例如，有机农业面积从2003年的42000公

顷增加到了2010年的100多万公顷（India, Ministry of Agri-
culture and Famers Welfare 2015）。

3.2.6 解决脆弱性问题

宣传国家和地方减灾计划

亚太区域的许多国家根据《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

架》成功制定了国家减灾框架和路线图（图3.2.4），同时

在多灾害管理和公众宣传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例如，泰

国制定了“干旱防灾减灾总体规划”和“2010-2019年国家

减灾战略行动计划”。中国、印度、伊朗、日本和韩国等

国则将减灾内容纳入到了各级教育体系的学校课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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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东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减少灾害风险

来源：USAI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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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更加关注社会经济损失

开展地方层面的减灾举措十分重要，因为其有助于完

善国家灾害管理政策。2012年发起的地方政府自评工具

（LG-SAT）是审查和规划减灾行动的重要工具（UNISDR 
20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秘书处在部分亚洲国家联合开展了一项试点项

目，以确定相关指标及说明性的减灾目标。这一试点项目为

目标和指标在确保有效协调千年发展目标与2015年后减灾框

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认识（WWF 2015）。

3.2.8 减少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

世卫组织（WHO）提出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HiAP）的策略在泰国得到成功实施。这是一种可用于

应对与大气污染和农药污染相关的健康问题的有效工具

（UNEP 2015）。

为了应对未来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柬埔寨于2006年

发布了《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计划》。其主要目标是，

基于部委、部门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原则，为指

导、协调和实施适应计划提供框架。该行动计划还有助于

优先选择项目。“国家健康战略”也旨在减少疟疾病例

及相应的死亡人数（Cambodi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2006）。

菲律宾的“国家环境健康行动计划”旨在促进社区

之间在减少环境健康影响方面的合作。主要的部门问题包

括：固体废弃物、水和大气污染、有毒和有害物质的使用

及其影响、职业健康、食品安全和卫生设施（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3.3	有利条件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区域近期逐渐成为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对各行业造成了大规模的环境

影响。快速的城市化引发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包括大气和

水污染，城市拥堵，土地、森林及其它自然资源的退化。

亚太区域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将面临威胁，除非各国能够应

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后果，并逆转环境影响不断加剧的

趋势。尽管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充足的政策和治理机制，但

其实施却面临重重挑战。

在环境治理机构、法律法规及公众决策参与方面，区

域内差异较大。亚太区域多元化的政治结构往往面临集中

和分散方法失衡、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参与不足及区划政策

缺乏灵活性的问题。由于以下一些原因，区域倡议往往无

法达到预期成果：人力资源能力不足；资金资源有限；实

施不力；未将相关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发展和减贫政策框架

下。区域倡议外部资助的短期性（2-5年）也极大限制了对

实现长期目标、制度性变革的支持。

各国在各类环境、社会和经济指标方面的实施进展存

在巨大差异，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这种悬殊可能

产生很大影响，其中一些国家严重滞后或毫无进展。这些

差异，包括亚太区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区域

和环境问题，同时忽略重要的跨境影响。资源共享、大气

污染及水资源管理等跨境问题需要引起亚太区域各国的充

分重视。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脆弱性和气候变化等长期

问题也将对各国带来更多挑战，为此，需要各国采取有效

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来克服人类生命和生计、作物和生计、

私有财产及公共基础设施面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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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亚太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往往将导致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为此，需要加强次区域

合作。

•	 许多国家成功建立了充足的政策和治理框架，但政策实施结果仍不尽如人意，需要各级层面开展持续工作及能力建

设活动。

•	 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分析将为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和合作机制。

•	 强有力的治理和制度能力是制定包容性框架的另一重要条件。

•	 对跨境问题的强有力的集体行动需要充分、全面的资源调动。

3.3.1 鼓励将气候变化适应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柱

重视地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尽管亚太区域在国家层面成功制定了许多气候变化政

策，但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人类活动，大多数亚太次区

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UN 2015）。绿色经济

倡议、清洁发展机制、低碳城市、《京都议定书》和《蒙

特利尔议定书》等许多全球和区域计划，大多旨在鼓励国

家层面的低碳发展及减排，但推动次区域或地方层面制定

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是亚太区域面临的一项新挑战。

为了推动地方层面成功实施和采纳此类政策，需要

建立一系列的混合支持机制，包括有效政策、提高制度能

力、完善治理机制、财政激励及科学专业知识。大多数国

家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修改和建立新法，而政府部

门之间的权力分化往往不利于将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

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中（Zhang 2015）。

需要更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及强有力的制度

能力

由于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存在明显

的关联，亚太区域未来15年出台的发展政策将成为应对环

境挑战的主要驱动力。多样化的现有自然和人类环境可能

不利于一些国家的协调合作，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或修改

现有的推动集体行动、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计划来

改善亚太区域的环境质量（UN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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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为开发和共享可靠的科学知识和分析提供
平台

为识别多风险危害提供更好的科学基础

影响人类福祉的多风险危害变得越来越复杂。《2005-
2015兵库行动框架》下的有限国家进展报告提及了多风险

危害，但地方层面涉及不足。由于地方层面对灾害影响的

感知最强烈，因此必须更加关注如何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区

域层面的主流化问题。地方减灾办公室应与国家减灾办公

室开展合作，持续了解地方情况，制定地方计划，同时考

虑复杂的地方现实。国家减灾办公室还需要更准确地获取

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相关的信息，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及

其它国家分享这些信息。此外，还有必要加强政府和非政

府组织，包括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捐助方和私营部

门等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合作，以避免差异、重复和独断

决策，实现主流化影响的最大化。《2005-2015兵库行动

框架》将多危害潜在影响，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工

业事故和冲突等，纳入了气候变化适应、减灾和可持续发

展相关的协定中。在2015年后议程中，《2015-2030年仙

台减灾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涵盖自然和人为灾

害）的实施，将为各国提供应对社区风险、提高冲击适应

力和恢复力的更有效方法。

整合或综合管理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自然灾害往往将跨越国界，超出单个国家的控制能

力。大多数亚太区域国家的财政资源和物理顺应力十分有限

（UNISDR 2014）。此外，各国之间的预备和预防水平也

存在差异，区域合作明显不足。考虑到这种高脆弱性，及许

多亚太区域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面积相对较小，

各国亟需在群众防护及灾害预备预防领域开展合作。为了降

低东南亚次区域对灾害的脆弱性，世界银行和UNISDR通过

全球减灾基金，与其它国际合作伙伴共同为《东盟灾害管理

应急响应协议》（AADMER）的实施提供支持，以推动东

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AADMER是一项区域性的对东盟成

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旨在推动灾害损失削减及加强

联合应急响应方面的区域合作与协调。

3.3.3 确保各级政府部门治理的一致性

促进和支持跨部门的综合土地利用管理

在过去的十年间，亚太区域的毁林压力持续加大，为

此，需要加强各级层面的跨部门综合土地利用管理。极少

有国家拥有充足的制度能力或财政和人力资源来完善跨部

门的土地利用规划，本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亟需应对不断加剧的土地冲突。此类冲突的驱动因

素包括：在面临贫困及不确定的粮食供应和燃料安全的背

景下，希望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非

法砍伐和土地转化；促进可持续资源利用的必要性。为了

解决这些冲突，有必要制定综合的土地利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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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hutterstock/ DeVisu

处理重大环境问题的集体和包容性方法

由于经济活动将对各类自然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和间接

的影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存在紧密关联，且涉及动态的人

类问题。这些旨在应对自然资源退化问题的跨部门政策对于

亚太区域而尤其将发挥着重要作用（UN- REDD 2011）。

绿色经济倡议是一种旨在通过高效的资源利用及能效

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方法。然

而，国家或地方层面极少有这种集体性的绿色经济计划。

糟糕的空气质量严重影响着亚太区域的人类健康，

为此需要通过集体性的、包容性的政策工具来实现显著改

善。此外，还需要对空气质量开展一致、系统的监测与评

估，针对室内空气制定建筑材料控制指导意见与土地利用

相关的法规，并确保法规和政策的适用性。同时，将适当

的交通运输规划与燃料管理政策纳入室外空气质量管理

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估一般在跨部门

和区域层面开展，因此应鼓励制定区域大气污染物削减合

作计划，并与其它密切相关的部门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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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三章的参考文献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问题，亚太区域必须持 
续地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及相关政策出台，同时辅以

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此外，还需要创造有利的创业环境

及研发可推广的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技术。可持续城市和社

区的智能电网的开发与可持续应用是亚太区域最具前景的

趋势之一，尤其以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和新加

坡为代表。与此同时，还必须积极推广这些良好范例，加

强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来扭转加剧的空气污染趋势，减缓

气候变化影响。

减少水资源压力的综合系统地方管理工具

良好的水资源管理对于确保水资源总量、质量及高

效使用至关重要。水资源部门的政策不仅适用于水资源供

需；这些政策工具必须与其它部门的政策相整合，包括土

地利用规划、农业和能源政策。本地化的水质和污染管理

必须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同时还有必要促进利益相

关者和决策者的积极参与，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WWWAP 2012）。

联合国水资源方案、UN ESCAP、亚太水论坛、亚洲

开发银行（ADB）、UNEP、全球水伙伴关系、亚洲江河流

域组织网络和亚洲水环境伙伴关系等重要区域组织，可通

过区域合作（包括跨境举措和跨机构工作组）、传统知识

的使用及推动社区参与等形式，协助亚太区域各国促进安

全淡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获取，水资源保护、再利用和回

收，雨水收集，可持续地下水开采；改善污水管理技术；

修复和加强生态系统服务，进而保障水安全。水-粮食-能源

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三种资源的协同效益和权衡，是一种有

效的水-粮食-能源管理方法。将气候变化政策与自然灾害政

策相整合，对于跨境共享水资源及遭受频繁洪涝灾害的国

家而言尤为重要（Middleton和Dore 2015；ADB 2012）。

此外，还需要制定政策工具来鼓励法律对话和能力建设，

形成区域性公约，并提供可确保透明度和安全的共同管理

体系（Brander等 2012）。

亚太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

题往往将导致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为此，需要加强次区

域合作。各种多边环境目标表明必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

施。实现这些目标的响应措施好坏参半，各国面临各类实

施挑战。然而，新的协定和成功案例将为各国缩小政策及

实施差距创造机会并提供方向。这些成功案例的持续性取

决于亚太区域创新发展政策与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

全球化、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变革及不断加强的区域

合作等，促进了观念、方法及政策工具的交相重叠与跨界分

享。资源的调动不应局限于财政资金，还应包含技术、技能

和专业知识等方面（IGES 2012；SPREP 2012）。改善互

联互通、提高环境意识、采取联合行动在过去已使亚太区域

获益颇丰，在未来将继续推动区域发展，保持活力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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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新兴问题与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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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Shutterstock/Ozphotoguy

关键信息

•	 亚太区域各国逐渐意识到健康的环境对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	 然而，加速的环境退化及自然资源消耗正削弱着亚太区域实现这一目标的潜力。

•	 亚太区域各国的多样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适应力的提高及为当代和后代创造可持续的繁荣创造了机会。

•	 这些机会包括：智能城市、可再生能源、数据革命等解决方法，及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综合方法。

与以往各期的《全球环境展望》（GEOs）一样，

在环境和政策响应评估完成后，还有必要分析

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的潜在政策路径。鉴于2015年末国际层

面取得的近期进展，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巴黎

协定》的通过，目前更容易定义这一可持续的未来。

GEO系列报告从第一期到第四期逐渐变得更具定量

性；第五期首次包含区域政策评估；第六期则首次包含区

域展望。本展望报告采用与第五期类似的定性方法，但关

注区域层面。

本章包含5节内容。第4.1节回顾了以往类似的展望；

第4.2节则对人口、自然资本、基础设施开发及自然灾害与

风险相关的压力及展望开展了宏观讨论；第4.3节分析了重

要的新兴问题；第4.4节回顾了区域和次区域展望；第4.5节

则讨论了转型路径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4.1	重要区域展望回顾

亚太区域相关的主要展望回顾表明，经济因素是环境

后果的主要驱动力。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世纪展望》中

提出了两种路径：1）亚洲世纪，即假定已经实施最佳全球

实践的快速增长经济体将继续保持这一发展轨迹，而经济

增长较慢的经济体到2020年也将实施最佳全球实践；2）中

等收入陷阱，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未来5-10年将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尤其是按照拉丁美洲国家的模式，停留在较低

的增长率水平上，或在经历爆发式增长后进入经济萧条甚

至经济衰退时期。

粮食安全有五种情景：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大米自给

自足；提高大米自给自足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大米

自给自足的同时，对主要大米出口商征收报复性关税；影响

土地生产力的自然灾害（Strutt和Nelg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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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1
GEO-2
GEO-3&4
GEO-5 2050年联合国全球水未来

ADB亚洲世纪
（仅经济）

FAO 2020年预测

增加的
环境福祉

减少的
经济福祉

增加的
经济福祉

减少的
环境福祉

图4.1.1：部分环境展望情景的整体方向

来源：UNEP

贸易协定展望与环境

多个展望研究了贸易协定及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例如，Zenn（2015）近期研究了中国新丝绸之路的未来情

景。Kenichi（2014）分析了亚太区域正在谈判的区域贸易

协定，其中的6个贸易自由化情景发现APEC经济体出现显

著的收入增长。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NIES）使用亚太一

体化模型（AIM）来分析亚洲其它政策响应的影响。大多数

情景表明，亚太区域应将可持续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纳入

贸易当中，以保护环境。

安全展望与环境

亚太区域还编制了安全展望。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IDSA 2010）制定了如下三种情景：暴雨，局势突然变紧张；

彩虹，多边合作化解冲突；龙火，随着各国进入后现代化阶

段及进一步开放边界而出现快速变化。Swaine等（2013）

提出了以下五种情景：有限的冲突；减缓的威胁；亚洲冷

战；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中日对抗。这些情景均表明需要

推动区域合作来解决冲突，包括与资源及护卫环境相关的

冲突。

能源展望与环境

有许多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和区域情景研究都

包括了亚太区域。国际能源署评估（IEA 2015）使用了三

种情景：INDCs情景，代表全球34%的二氧化碳排放；450
情景，将增温限制在工业前水平以上2℃内，峰值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450 ppm；过渡情景，提高能源、减少燃煤电厂、

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补贴、减少油气生

产甲烷排放。APEC《2014年能源展望》（APEC 2015）

提出，到2035年，在2005年基础上至少降低45%的能源强

度，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APEC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增加

一倍。

环境展望

图4.1.1中给出了八大环境展望的基本方向。这些展望

从基准情景（BAU）开始，探究了更强有力的政策或其它

干预措施如何影响经济和环境。图4.1.1表明，基准情景在

其中两种情况下将对经济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另一种

情况下，其将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将对环境产生负面

影响。在所有情况下，情景逐步评估了可改善经济和环境

的强有力的假定干预措施。换而言之，这些情景表明环境

福祉的提高也将加强经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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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GEO-2根据趋势分析确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

景：时间所剩无几及继续成功。尽管报告认可了新兴环境政

策举措，但这些举措并不足以逆转水资源和土地退化、森林

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城市大气污染等领域的不良趋势。

GEO-3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模拟了2002–2032年的四个

情景。其中介绍了人口统计、经济、大气、人类发展、科学

技术、管理、文化及环境领域的全球和次区域影响。不同次

区域的影响也不同。GEO-4继续采用GEO-3中的情景。

GEO-5通过更定性的讨论分析了这些情景，其中回顾

了人口、收入、消费、大气、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等驱

动力相关的文献，同时强调了转变思想观念、规则和激励

机制及适应性治理等有利条件。

气候变化展望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采用了多个社会经济情景。A1情景为市场化情景，各国的

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较快；A2情景下，区域经济体力求维持

地方特征，且其人均增长在四个情景下最低；B1情景关注

一体化的服务型经济体；B2情景利用地方快速技术开发解

决方案。这些情景预测了快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采用典型浓度路径（RCPs）来

预测和描述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气污染物

排放及土地利用等四种不同路径。RCPs包含1个严格的减

排情景（RCP2.6），2个中等情景（RCP4.5和RCP6.0）及

1个极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8.5）。RCP2.6情景旨在

实现将全球增温保持在工业前水平以上2°C内的全球目标。

所有情景均表明，累积二氧化碳排放与全球增温之间存在

强有力的关联，且多个情景表明，到本世纪末，相对于

1850–1900年，全球地表增温可能超过1.5°C（高置信度）

（IPCC 2014a）。

资源消费展望

UNEP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发表的一份

资源利用效率报告（UNEP和CSIRO 2011）指出，需要开

展新的产业革命，以便仅以现有系统20%的人均资源消费

来满足人类需求。“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制定了5
个长期全球水资源情景，其中全球意识情景下的水压力最

低，常规世界恶化情景下的水压力最高。

根据FAO报告《2020年亚太区域森林和林业》，在高

经济增长和恢复情景下，林业将受到负面影响；在社会和

生态稳定情景下，林业部门将出现净正增长，这主要得益

于绿色经济措施及联合国削减毁林和森林退化计划（REDD
和REDD+）的实施。通过增加低碳技术投资，亚太地区的

多个发达国家采取了重大措施来实现绿色增长情景。一些

发展中国家则发起了这一领域的重大举措，主要侧重于能

源、绿色和智能城市。

为此，许多展望和情景表明，环境保护措施对于亚太

地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至关重要。尽管这些展

望和情景仅反映对潜在未来的当前思考，有必要进一步分

析相关假设及实现优化情景下提出的改善成果所需的实际

政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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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大趋势指的是，将影响亚太区域未来状况的全球大趋势。其中许多为区域趋势，但将对其它地区产生显著影

响。

•	 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41个人口数量突破1000万的特大城市，其中70%的新增特大城市将位于亚太区域。随

着城市地区的不断扩张，生态系统和环境质量面临的压力也将继续加大。

•	 与全球平均状况相比，亚太区域的气候变化存在空间异质性。亚太区域是极端气候事件增加较为显著的地区，且

这 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或将延续。

•	 随着亚太区域各次区域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对各部门的累积影响也不断增加，地方事件往往也将造成区域性甚

至全球性后果。

•	 亚太区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呈增加态势，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将推动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透明的变革。

4.2	大趋势

在过去的几年间，亚太区域涌现了多项重要的大趋

势。其中许多大趋势为区域趋势，但也将对其它地区产生

显著影响。区域专家在UNEP区域规划会议上识别了主要的

大趋势，并根据数据分析和文献综述对这些趋势进行了优

先排序和补充。

 4.2.1 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亚太区域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趋势可能延续到2030
年以后。加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全球经济重心从北大西洋转

移，这使得亚洲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南

南贸易也不断加强（ADB 2014）。亚洲发展中国家预计将

继续主导GDP增长率，南南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预计

也将从当前的13%增加到2030年的26%。

亚太区域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全球工业产品需求

的驱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仓库。到2030年，全球市场

或将继续成为亚太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国

内市场预计将快速增长，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中产阶级不

断壮大。在强有力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区域和次区

域共同市场预计将推进。2015-203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年消费支出预计将增长7.3%。由于受到不断增长的全球需

求和国内市场的压力，预计未来将产生更大的环境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亚太区域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和政

策教训，亚太区域有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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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的空中列车轨道交通

来源：Shutterstock/ladywewa

随着数百万人从小城镇和乡村迁移到这里，中国成都的老旧房屋正被
高楼公寓所取代

来源：Gensuo Jia

2010年11月20日日本东京涩谷人行道；该人行道日人流量达到250万人

来源：Shutterstock/Thomas La Mela

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可能增加25亿，而90%的

人口增长来自亚太区域（World Bank 2015）。尽管其当

前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全球53%的城市人口位于亚洲地

区。2014年，全球有28个特大城市，其中包含有4.53亿人

口或世界12%的城市人口；全球有16个特大城市位于亚洲

地区。其中，日本东京为最大城市，其人口达到3800万，

其次是印度德里和中国上海。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41
个人口数量突破1000万的特大城市，其中70%的新增特大

城市将位于亚太区域。

这种大规模的城市扩展预计将对生物多样性、碳收支

（Seto等 2012）及亚太区域的气候（Jia等 2015）产生直

接的影响。为此，这些地区需要采取适当的城市群规划及有

序适应方法来应对相关挑战（Georgescu等 2014）。与向

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类似服务相比，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地

区提供公共交通、住房、电力、水资源和卫生设施所花费

的成本往往更低，且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为此，未来城市

化将为亚太区域各国更好地管理其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

转向低碳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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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压力不断加大

亚太区域城市和农业用地的增长将继续受到快速的经

济增长与更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需求的驱动。适当的城市

化规划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且可能减少自然生态系

统的压力。例如，在中国农村地区，新废弃的村庄和农田

上重新恢复了数百万公顷的自然植被。与此同时，随着城

市群的继续扩展，不断变化的气候及不断增加的用水量

可能导致2050年出现严重的淡水短缺问题（McDonald等

2011）。2050年，亚洲地区将有9400万城市居民面临长期

的水短缺问题。

热带森林面临的压力也继续加大，通过避免毁林来实

现减排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在东南亚地区，2005-2015
年，年均毁林面积超过100万公顷，每年导致上亿吨的二氧

化碳排放。由于亚太区域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面临极高的

经济压力，到2030年大大减少亚太区域毁林所需的碳价可

能为全球平均值的两倍（Kindermann等 2008）。

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生态系统和环境质量面临的压

力也将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环境压力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流动而增长（Lambin等 2011）。与基准情景相比，与亚

洲能源节约型城市化相对应的城市化减缓过程可能减少25%
以上的城市耗能（Creutzig等 2015）。人均GDP在10,000
美元以下的城市的用能量比高于这一阈值的城市少近三

倍，而大多数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低于这一阈值。

增加的自然资源和化石燃料消费对自然资本造成了巨

大压力。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的增长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影

响，但可通过各类政策举措来减缓相关影响。全球中产阶

级快速壮大，尤其是在当前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发展中

国家。在未来二十年内，全球的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将从当

前的近20亿增加到50亿，且大多来自亚洲新兴经济体。由

于其对耐用品和服务的高收入弹性，中产阶级是经济增长

的重要驱动力，OECD预测，中产阶级的全球支出可能从当

前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6万亿美元。而其中80%
的需求增长预计来自亚太区域，而这无疑将对自然资源产

生更大压力。有证据表明，新兴中产阶级往往具有更高的

环境意识，有时能够带领地方社区转而采用更环保的生活

方式，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

沿海地区和太平洋岛国面临城市化、海平面上升及加

剧的极端事件（如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多重压力。一

些岛屿正接近重大损失的临界点（Keener等 2013）。海平

面上升将增加海岸洪水的概率，破坏沿海基础设施，减少

濒危物种栖息地，及威胁浅礁系统。当长期气候变化相关

的海平面上升遇到高潮位、年际和年代际海平面变化和风暴

引起的浪潮时，便会出现极端高水位（Keener等 2013）。

泰国曼谷和越南胡志明市等一些特大城市也由于海平面上

升和地面下沉而濒临重大后果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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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气候变化与增加的灾害风险

与全球平均状况相比，亚太区域的气候变化存在异质

性。亚太区域是极端气候事件增加较为显著的地区，且这

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或将延续（IPCC 2013）。在过去的

三十年间，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由于气候增温导致的极端降

水事件也呈上升趋势（Lehmann等 2015）。

有证据表明，亚太区域许多极端事件的强度和/或频

率出现显著增长，包括热浪、热带气旋、持续干旱、强降

水、雪崩和严重沙尘暴。在上个世纪，亚太区域由于自然灾

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及损失分别占世界总量的91%和49%。大

多数的全球和区域气候预估表明，到2050年，亚太区域各

次区域和不同的经济部门遭受的气候变化影响存在巨大差异

（IPCC 2014b）。

气候模式预估到2030年，亚太区域增温约为0.5–2°C，

此外，全球海平面预计将上升3–16厘米，且亚太区域可能

面临更强烈的热带气旋，及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重要气候

变化模式的变化。亚太区域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5亿）

为主要依赖于雨养农业糊口的农民。此类灾害影响包括饥

饿，疾病易感性，生命、收入或生计损失。气候变化逐渐 
成为亚太区域首要的发展问题（AASA 2012）。

极端气候事件预计将成为新常态，未来几十年内，极

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飓风和台风逐渐

从热带地区向两极方向转移，热带风暴不再像30年前那样

集中在热带地区。相反，高纬度地区的风暴强度达到最高

值（Kossin等 2014），风暴每十年向两极方向分别移动61
千米和53千米，大约1个纬度。其中，最大的风暴移动出现

在太平洋和南部印度洋。更多的飓风和台风到达东北亚东

海岸和北美北纬40º以上。2015年夏，中国北部、日本和韩

国遭遇了三大台风，向北移动距离惊人。与此同时，全球

2960万平方公里（25.3%）的植被覆盖区域的火灾天气季

节延长，这导致全球平均火灾天气季节延长了18.7%。研究

表明，在研究期的下半段时间里，全球6240万平方公里

内（53.4%），受延长的火灾天气季节（超出历史平均值

41天）影响的全球可燃区面积增加了一倍（108.1%的增

长），且全球频率有所增加（Jolly等 2015）。

增加的气候风险及高度城市化和基础设施风险导致灾

害损失成倍增长。亚太区域遭受的灾害损失超过世界其它

地区。在21世纪发生的前十大最恶劣的自然灾害中，有七

大自然灾害发生在亚太区域。在未来几十年内，伴随着人

口的增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预计将延续。随着

人口的增长，快速的无规划城市化发展，加上气候变化、

极端粮食价格波动、金融冲击及脆弱的治理系统，灾害影

响也可能继续增加（Alcantara-Ayala等 2015）。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154

 G
EO

-6
 亚

太
区

域
评

估
报

告

4.2.4 互联互通的亚太地区

亚太区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能对不同地区产

生截然不同的后果。随着亚太区域各次区域之间的联系不

断加强，对各部门的累积影响也不断增加，地方事件往往

也将造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后果。愈演愈烈的点源大气污

染物相互交织，并通过大气环流，进而对更大空间地理范

围内的社会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

处理的影响正逐渐从地方层面拓展到次区域，甚至区域层

面，而这部分受到一体化经济和城市化的驱动。

许多气候和环境问题都紧密交织着，且这种相互关联

将随时间而加强。其中一个此类区域问题是，黑炭污染物

与高山冰川消融、下游生态和水文影响之间的空间联系。

在南亚地区，打柴和植被破坏就与许多农村社区的大规模

燃料使用有关。此类大规模的薪柴和木炭燃烧可能是亚太

地区黑炭排放的主要来源，加速了亚洲山区的冰川融化过

程。冰川融化相关的水文机制的变化及增加的极端事件，

反过来对亚洲内陆低洼地区的作物产量和生计产生了重大

影响各次区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与气候问题之间

的关联。如果不考虑其潜在关联，那么各部门和各国实施

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或将以失败告终。各次区域和区域层

面的各部门需要更加协同的适应策略。

随着全球化及共同市场的继续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

强烈感受到不断增加的环境压力。APEC各国正在建立亚太

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在亚太区域打造出以创新发展、互联

增长与利益共享为特征的开放经济体（APEC 2014）。

区域合作机制和宏观跨境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取得的重

大进展将提高亚太区域各国应对共同的区域和次区域环境

问题的能力（ADB 2014）。连接大多数亚洲国家与欧非各

国的古老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发现和开发或将推动

亚太区域及其周边的重大基础设施改善。

创立于2015年的东盟（ASEAN）经济共同体（AEC）

构想了一个完全融入全球经济的地区愿景。AEC的合作领

域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专业资质认可；更密

切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磋商；贸易融资措施；加强基础

设施和沟通互联；通过e-ASEAN发展电子交易；推动亚太

地区产业融合，促进区域采购；促进私营部门参与AEC建

设。AEC计划实现东盟地区产品、服务、投资和高技能劳

动力的自由流动及资本的更自由流动。

4.2.5 通过合作和新技术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亚太区域各国积极开展合作，力求寻找到应对其面临

的共同重大次区域和区域环境问题的更优解决方案。未来

10-20年内，亚太区域将出台重要的政治协议和金融机制，

而这预计将加速多边合作，推动亚太区域重要环境问题的

解决。与此同时，新兴技术，包括具有成本效益的可再生

能源、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等，将进一步为协同的解决方案

创造条件。

亚太区域具有成本效益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呈增加

趋势。全球和区域能源系统正经历转型，各部门的可再生

能源比例也日益增加（Dangerman等 2013）。2010-2012
年，亚洲占全球能源接入和清洁能源目标进展的60%，远远

超出了其在全球能源消费中的比例（World Bank 2015）。

到2050年，亚太区域将面临最大的低碳能源供应需求，主

要的政策方案包括：通过技术转移来管理需求增长；提高社

会群体对不断变化的能源供应来源的接受度（IE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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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国家自定贡献预案情景下的全球一次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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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EA 2015

可再生能源技术（不包括水电）在全球发电中的比重

从2013南的8.5%提高到2014年的9.1%，可再生能源对世

界新增发电容量的贡献达到48%。到2030年，全球化石燃

料消费将下降到2014年水平的50%，其中煤炭消费将减少

60%以上。与此同时，清洁能源的使用量将为2014年的两

倍，其中太阳能的比重最高（IEA 2015）。到2030年，亚

太地区预计将主导这一能源消费的结构性变革。然而，按

照当前0.6–0.7%的年均增长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

总发电中的比重仅能将达到20%（图4.2.1）。这一变革速

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融资挑战；能源市场监管改

革不足，无法推动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大规

模整合；继续实施化石燃料补贴；碳价机制实施不足或缺

乏碳价机制。

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将推动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透

明的变革，例如，手机公开报告、污染事件预警和监测。

东南亚热带森林结合采用卫星地球观测与大数据来追踪和

预测非法伐木和狩猎。无人飞机被广泛用于监测生物质燃

烧和土地利用变化。小小的太阳能电池和微型计算机已经

对印度偏远山村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和教育的大

爆炸正不断改善着人们的生活（Mahbuban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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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区域开始遭遇新的且往往创下新的历史记录的极端气候事件，气候驱动的大灾害开始出现在新的区域、新的

时期和季节。

•	 曾一度作为局部现象的大气和水污染正快速突破城市、国家和次区域边界。

•	 环境治理变革正受到大规模移动通信、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驱动。

•	 亚太区域正涌现出更大、更智能的城市，其绿色城市交通和建筑及城市绿地面积不断增加。

关键信息

4.3	新兴问题

4.3.1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尽管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但亚太区域的整体消费和

生产模式逐渐以当地知识为基础，且可能更具可持续性

（AASA 2012）。在过去的五年间，中产阶级加速扩展，

这一趋势至少将延续到20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规模预

计将从2009年的18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及2030年的49
亿。主要增长将来自亚洲地区，与2009年的28%和23%相

比，其将代表全球66%的中产阶级人口及59%的中产阶级

消费（OECD 2012）。

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主

体，其有望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Kerschner和Huq 2011）。这些新兴中

产阶级主要来自亚洲各国，到2020年亚洲各国的新兴中产

阶级人口预计将增加到17亿。到2030年，亚洲各国的中产

阶级人口预计将达到30亿。这将比北美多出十倍，比欧洲

多出五倍。新的全球中产阶级可能要求加强环境保护，提

高政府重大环境问题处理方法的透明度，尽管社会观和个

人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全球正趋于达到临界点，未来几年

内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将大大增长。这是当前全球经济环境

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对电力供应情景开展的综合生命周期评估证实，大规

模风电、光伏和聚光太阳能发电（CSP）的应用可减缓发

电污染相关的环境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淡水污染、富

营养化及颗粒物污染等。与化石燃料发电厂的直接排放相

比，对这些技术的更高材料需求导致的污染将更小。与这

些材料的现有生产速度相比，大宗材料需求似乎仍在可控

范围内（Hertwich等 2015）。

电子商务和采购快速推广到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甚至

受到老一辈人的欢迎，而这也将对能源消费和环境足迹产

生一定影响（ADB 2014）。基于地方知识的行业创新正在许

多亚洲发展中国家涌现（Reardon等 2012）。亚洲的超市变

革受到其它地区相同因素的驱动：收入增长、城市化、直

接外商投资、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竞争性的国内

投资、旨在降低成本的现代化采购体系。然而，这些趋势

在亚洲各国表现得愈加明显。目前正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

小型生产商与超市的互联。其中一些为亚洲的独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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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风能的快速发展

来源：Gensuo Jia

4.3.2 变化的极端气候模式和灾害

亚太区域开始遭遇新的极端气候事件，例如，热带地

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湿润区多年期严重干旱，北部高纬

度地区的持续性热浪。很明显，全球，尤其是亚太区域的

极端气候模式及相关灾害的时空变化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AASA 2012）。

如，连接农民与现代市场的政府资助界面和服务。这种模

式业已证明十分环保。其它新兴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包括，

快速在主要城市传播的共享经济和奢侈品租赁。从生产侧

来看，3D打印可能导致大型工厂落伍，尽管目前尚未开展

相关的生命周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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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基于多个卫星监测结果观测到的热带风暴路径，包括近几十年来向极低地区移动的热带风暴等

来源：NASA 2013

极端气候事件突破历史记录。与前80年相比，1981–
2010年间，全球创纪录的降水事件数量增加了12%，其中

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最明显，达到56%。这些创纪录的极端

降水事件与增温趋势保持一致（Lehmann等 2015）。2015
年2月西澳大利亚发生的火灾事件（宣称为全国性灾害）烧

毁了80,000多公顷的土地。2013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经

历了极端炎热的夏天。2015年夏，极端热浪席卷了印度和

巴基斯坦。这些极端事件研究表明，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

变化提高了这些热浪的发生概率，尽管将具体的极端事件

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仍受到争议。夏季季风降水在6月提前

到达，导致了印度北部的强降水，这被视为百年一遇的事

件。然而，对观测和模拟的6月降水开展的分析表明，人为

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提高了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Kossin
等 2014）。

亚洲地区聚落形态、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也

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趋势和暴露风险产生了影响。在

许多沿海地区，增加的城市住区也影响了自然海岸系统有

效响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使得其更易受到相关极端事

件的影响。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中国、印度和

泰国等一些国家预计未来将面临更高的极端事件风险，尤

其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中国广州和上海、孟加拉国达

卡、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缅甸仰光、泰国曼谷、越南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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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市和海防市到2070年面临海岸洪水风险的人口最多。

其中许多城市已经遭遇了海岸洪水事件，由于城市位置固

定，其采取适应措施的能力有限。

气候驱动的巨灾开始出现在新的区域、新的时期和季节

（Kelly等 2013）。为此，各国政府和市民往往难以做好充

分防备，在应对这些全新的现象时也是面临重重挑战。

4.3.3 跨境问题：基础设施和共同市场建设

曾一度作为局部现象的大气和水污染正快速突破城

市、国家和次区域边界。许多东南亚国家在作物收获季节

的残余生物质燃烧每年导致整个地区出现延续数周的烟霾

现象，进而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Marlier等 2013）。印

尼2015年的森林火灾对空气质量、人类健康、气候及生物

多样性产生了多重影响。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近期发现，

逆风区生物质燃烧释放的黑炭在亚洲的高山冰川处快速累

积，加速其融化过程（Xu等 2009）。

在地缘政治和金融机制的推动下，目前正逐渐涌现出

新的区域环境解决方案。近期加强了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环

境合作平台，包括APEC、ASEAN+3、南亚环境合作协会

（SACEP）、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NEASPEC）、中日

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防止危险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

亚洲网络、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及南太平洋

区域环境署（SPREP）。

4.3.4 环境治理：大数据强化系统

处理环境治理问题的一个潜在方法是，各部门和地理

边界协同适应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包括地球系统方法、

强有力的科学政策交流及协同评估和适应行动。气候变化

与灾害风险往往存在紧密联系，许多灾害相关的损失由极

端气候事件所导致。全球适应行动、资金资源、气候变化

和灾害风险政策之间的协调往往不足，但在2015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框架及《巴黎协定》下，这一情况可能有所改

变。与此同时，将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焦点放在化石燃料

上，往往将导致忽略森林大火和干旱等增加的灾害释放的

大量二氧化碳。灾害风险减缓可成为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也逐渐涌现更有效的协作。联合国

气候变化公约与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碳汇目标存在潜

在的协同效益。未来，全球和区域层面需要加强这些公约

方面的协调，同时优化相关治理。

移动通信、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正推动着环境

治理领域的变革。过去几年间，这些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新的

环境灾害预警系统提供了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整合大

数据容量与脆弱群体的移动设备，当前可更准确地定位受潜

在灾害事件直接威胁的人群。通过将信息技术与自然和社会

科学相结合，目前出现了全新一代的预警系统。

各国政府和市民越来越认识到有限的自然资本和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

值也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将地球工程作为气候变

化减缓工具；然而，其大规模的环境后果尚未得到充分认

识。在地球工程充分发展成为实用的解决方法之前，有必

要对其潜在的环境影响开展地球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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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更大、更智能的城市

当前更大规模的城市群正对亚太区域产生新的气候和生

态影响。城市热岛效应一度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地方现象。然

而，随着许多城市群相互交融，边界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

与此同时，自然植被和城市绿地也逐渐成为建成区之间的孤

立地块。后果是城市气候影响可能超出地方范围，进而蔓延

到更广阔的次区域和区域层面（Jia等 2015）。

城市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消耗着全球75%的资

源，同时产生类似比例的废弃物。为此，城市绿化可能是

减少资源使用和保护环境的最有效方式。高人口密度使得

基础市政服务提供过程更高效且更具成本效益。然而，如

果城市发展未获得可持续的管理，则城市增长可能导致大

气污染、贫民窟急剧增加，加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增加

能源浪费及环境退化。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亚洲城市目前

尚未对城市发展开展可持续管理。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

的一项报告指出，全球约有一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位于亚

洲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化石燃料机动车和发电厂导致的高

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它污染物排放（WHO 2014）。

智能城市技术是亚太区域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要

素，其有望大大提高生活水平并减少贫困。许多国家正在制

定鼓励智能城市技术的政策。一些国家在低碳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节能建筑、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绿色

空间、回收及其它环保措施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亚太区域的发展中城市和发达城市均在探索各类旨

在解决支持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改善等主要问题的非传统

方法。解决方案提供商团体也不断增加且呈多样化发展趋

势，中国和印度企业采用智能城市策略，并走出国内市

场，与日本、韩国及其他全球技术企业开展合作（Guan等

2014）。Navigant Research预测，到2023年，亚太区域的

年度智能城市技术投资将翻两番，达到113亿美元。

亚太区域的许多国家逐渐涌现了绿色城市交通和建

筑，及城市绿地。许多城市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出现快

速发展，特别是用于公共交通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技术

（Kennedy等 2014）。主要汽车制造商正与电池提供商开

展合作，推动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技术的创新，到2030年，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数量预计将增至三倍。与此同时，国家

和市政府正为环保机动车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并加速充

电站的安装部署。中国北京-上海之间的电动汽车环保公路

走廊是一项颇具前景的绿色交通项目，到2019年，在这条

14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每隔50公里将安装一个充电站。亚

洲开发银行正为菲律宾的一个项目提供3亿美元的经费，该

项目计划到2017年底，以清洁节能的电动三轮车取代10万

辆燃油三轮车。与此同时，亚太区域逐渐推出电动城市公

交车，一些城市则完全使用电动公交车。为了减少城市能

源消耗及能源生产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必要快速增加

相关绿色技术投资。随着近期高容量、低成本电池的创新

开发，及政府和消费者的广泛接受度，到2030年，绿色交

通有望成为全区域层面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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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亚太区域呈现高度多样化，因此难以确定具体的区域影响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议题。

•	 对于亚太区域各次区域而言，环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相互交织，因此需要采用综合方法，尤其是综合的资源管理方法

来实施这些目标。

•	 可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虑实施手段，包括融资、能力建设、技术、科学政策交互及数据变革。加强治理是充分

调动所有实施手段的关键。

4.4	前景展望

4.4.1 区域和次区域展望概述

亚太区域呈现高度多样化，一些展望可能具有误导

性。这里的展望指的是至少延伸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期（即2030年）及到2050年的未来预测。亚太区域可分为

以下五个次区域：

(i) 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和韩国；

(ii) 东南亚：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新加坡、东帝汶、泰国和越南；

(iii) 南亚：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马尔

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iv) 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

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岛、帕劳、巴布

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

瓦努阿图；

(v)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为了方便回顾区域展望，本节选取了整体区域重要议

题来确定三个次区域的整体重点议题：太平洋岛国与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东北亚和东南亚、南亚、同时承认各次区域之

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表4.4.1）。各次区域需要做出选择，通

过描述性情景来阐述潜在方案可能有助于阐明其影响。

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主要的未来议题是

气候变化，因为海平面上升、增加的暴风强度和频率、海洋

酸化及渔业损失等影响是关乎许多岛屿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

题。这一议题包含在增加的自然灾害和极端事件脆弱性这一

区域重点领域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主要的发展合作

伙伴及潜在的环境难民目的地，将提供重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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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次区域情景回顾

次区域重要议题 情景1

（基准）

情景2

（未来局部改善）

情景3

（未来完全改善）

情景4

（可持续发展）

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气候变化

沉没水底 人口下降，岛民迁到
安全地带

社会经济技术适应气
候变化和极端事件

萨摩亚路径，整合蓝绿色经济、技
术跨越、岛社区凝聚力和韧性，并
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

东南亚和东北亚：加速的
环境退化

无规划的城市化和
工业化

工业生态和局部区域
合作

结构紧凑、节能又安
全的城市和工业区

包容性的、安全的、有抵御灾害
能力的、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及
次区域的物理和经济互联

南亚：健康和基本服务
获取

干旱和不健康 农业主导用水 工业和城市主导用水 全民享有水资源和卫生设施

注：SAMOA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强化行动模式

来源：UNEP

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议题是，加速的环境退

化，这部分归咎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发展

及低效的资源利用模式。

南亚则从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及不断变化的人口结

构、生活方式及基本服务获取等方面来界定环境后果。

各次区域治理等其它跨领域的区域重要议题已纳入路

径描述中。将从2030年和2050年这两个时间框架来定性地

描述四个潜在情景。这些情景将阐述一些政策方案或发展

选择；它们并不是严格制定的定量情景。

各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陆地和海上大通

道、区际贸易和增加的劳动力流动均将产生环境影响，而这

些环境影响往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被人们忽略。

 各次区域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政治差异，与环境或生

态因素关系并不大。此外，在讨论各次区域的过程中，很

容易忽略它们之间的重要融合方面，如跨境生态系统。

4.4.2 太平洋岛国次区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

情景1：沉没水底（土地流失、迁移、鱼类资源流失

及旅游资源减少）。澳大利亚资助的“太平洋岛国气候变

化科学计划”提供了基准情景下潜在气候变化影响的信息

（PCCSP 2015）。太平洋岛国区域气候评估（PacificRI-
SA 2012）预测，大量的气候难民可能被迫迁往澳大利亚、

新西兰或别处。岛屿经济体将举步维艰，贫困和粮食安全

问题加剧。大面积的土地将沉没水底，或长期受到暴风潮

或地下水盐渍化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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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2：人口下降，岛民迁到安全地带。多个面临高风

险的太平洋岛国正在别处购买土地来迁移本国人口（Blue-
and GreenTomorrow 2014）。其它岛国的大批居民则涌向

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它国家。在该情景下，人口迁移将

加速，一些岛国由于人口不足而难以有效维系本国经济。

情景3：社会经济技术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在

该情景下，人口将留在原地，并继续增长。气候将继续变

化，尽管较之情景1速度有所放缓，但太平洋岛国将通过不

同技术来适应这些变化，包括采用耐盐粮食作物、高跷住

房和耐候性基础设施等相关技术。亚太区域适应网络的网

站（APAN 2015）上列出了潜在的适应技术。

情景4：萨摩亚路径（UNDESA 2015），整合蓝绿色

经济（基于严格的海洋和海岸资源管理的可持续经济）、技

术跨越、岛社区凝聚力和韧性，并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

为了实现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太平洋次区域制定

了韧性发展战略（SPC Geoscience 2015），其中包含以

下三个战略目标：加强综合风险管理，提高气候和灾害韧

性；低碳发展；及加强灾害预防、响应和恢复。这一路径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其中目标13.1：“加强各国对付与气候有

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和适应能力”对于太平洋

次区域尤为重要。

4.4.3 东南亚和东北亚次区域

情景1：无规划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亚洲世纪情景

下（ADB 2011），东南亚和东北亚各国将继续扮演世界工

厂的角色。如果亚洲“继续遵循其近期的轨迹，则到2050
年，其PPP人均收入可增长六倍，并新增30亿的富裕亚洲

人口”（Kohli等 2011）。根据ADB研究，“1980-2010
年，亚洲城市吸引了十亿多新居民，且到2040年将继续吸

引十亿多新居民”，其中一半以上的全球特大城市位于亚

洲地区（AFP 2012）。然而，这一无节制增长的环境后果

十分明显，且将恶化，尤其是亚洲的特大城市。

情景2：工业生态和局部区域合作。规划的工业发展和

区域合作，如废弃品的协调区域贸易，可充分利用亚洲地

区的要素禀赋（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创业）（Kojima和

Michida 2013）。这一情景也被称为工业共生体（SWITCH-
Asia 2015），是循环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Cheam 2015）。

情 景 3 ： 结 构 紧 凑 、 节 能 又 安 全 的 城 市 和 工 业

区。ADB（ADB 2011）指出，“到2050年，亚洲将完成转

型，其城市人口将从16亿增加到20亿。亚洲城市，占其经

济产出的80%以上，将成为高等教育、创新和技术开发中

心。城市地区的质量和效率将决定亚洲的长期竞争力及其

社会和政治稳定。为此，亚洲必须充分利用其在城市化发

展曲线上的超前优势，促进结构紧凑、节能又安全的城市

建设”。然而，亚洲城市的质量仍无法因此得到保障，还

需要采取其它措施。

情景4：包容性的、安全的、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

续的城市化进程及次区域的自然和经济互联。这一情景下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子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11：“建设

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尤其是目标11.6：“到2030年，减少每个人对城市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弃物

和其它废弃物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12：“采用可持续

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目标12.4：“到2020年，根

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弃物在整个生命

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大减少它们排入大气以及渗漏

到水和土壤中的机会，以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目标12.5：“到2030年，通过预

防、减排、回收利用和再利用，显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Lindfield和Steinber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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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南亚次区域

情景1：干旱和不健康。“南亚地区的人口约为16亿，

南亚各城市面临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压力。在印度的32个城

市中，估计有22个城市面临日常水短缺问题。在尼泊尔的首

都加德满都，许多地方居民习惯于排上数小时的队，从城市

古老的石头排水口获取饮用水。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电

力和水短缺引发了抗议和全市的骚乱”（Surie 2015）。

情景2：农业主导用水。在《2050年全球水未来》的冲

突世界情景下，“为了确保粮食自给自足，各国将继续扩展

农业用地。这一强劲驱动力（包括边缘和脆弱土地的利用）

将加剧毁林，侵占自然生态系统，增加农业化学品污染，影

响河道水质及蓄水层。另一方面，由于整体经济的不稳定趋

势，工业污染蔓延将有所减缓”（Gallopin 2012）。

情景3：工业和城市主导用水。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
合尔的地下水位在2003-2011年间下降了45米。“海德拉巴

地下水中的硫酸盐浓度高达>400mg/升，某些场址的深层地

下水中的氟化物浓度已超出允许限值”（WWAP 2015b）。

在《2050年全球水未来》的技术世界情景下（资本主义发展

达到极致），“水资源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最难以克服的

限制因素。取水量达到峰值；所有可进入的河道受到管理，

地下水抽取量超出可持续限值。整体水压力达到不可持续的

阈值水平的这一现实，促使高度重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然而，这些成果并不足以维系全球经济增长”。

情景4：全民享有水资源和卫生设施（通过适当定价

和保护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该情景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

理”有关，尤其是目标6.1：“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

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及目标6.2：“到2030年，

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消除露天

排便习惯，特别关注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然

而，所有目标均适用于该次区域的水质、水利用效率、跨

境合作、生态系统管理和社区参与等议题（Asia Foundation 
2015）。“亚太区域的可持续性与以下内容密切相关：安

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获取进展；满足不同用户水需求，减

缓并发污染量；改善地下水管理；及提高对抗水旱灾害的

能力”（WWAP 2015a；UNDESA 2015）。

4.4.5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亚太区域的重要议题

环境在亚太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为其将提供维持经济和人类健康所需的资源。如

果没有健康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则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改善人类福祉。具体来说，气候变化、陆地生态系

统、海洋、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水和能源等目标与环境直

接相关。环境保护对于其他目标的实现也很重要，包括减

贫和改善健康。为此，有必要采取综合方法来实现所有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表4.4.2中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环境相关的目标，

并提供了与亚太区域有关的示例性（非全面或系统的）环

境问题。

目标之间的各种联系构成了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中，大多数的非环境目标包括一些环境相关的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子目标中均有提及污染和生态系统服务。

这一融合可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应对主要压力及环境

退化的驱动力，鼓励不同层面的环境可持续性。

由于亚太区域极具多样化，因此，难以探究具有的

区域影响或亚太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议题，各个国

家关注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这么做的话可能事

与愿违，因为各目标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水

与贫困、饥饿、能源、气候变化、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性

别、城市等均有关联。这种复杂性便要求采取综合方法来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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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环境相关目标及亚太区域面临的问题

SDG 环境相关目标（直接和间接） 亚太区域问题
1.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

的贫穷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者，享有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以及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
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遗产、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供资在内的金融服务(1.4)；到2030年，增强穷人和处境弱
势者的复原力，减少他们面临和易受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以及其它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灾害影响的风险(1.5)

y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加
剧贫困

2. 消 除 饥 饿、实 现 粮 食 安
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
续农业

到2030年，保证建立可持续农业生产系统和落实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业做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能
力以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它灾害，并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2.4)；到2020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得到妥善管理和多样化经营的种子和植物库等方式，维持种子、植物培育、养殖和驯养的动物及其有关野生物种的遗传多
样性，确保按国际商定原则，获取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2.5)；按照多哈发展回合规定
的任务，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包括同时取消一切形式的农业出口补贴和具有同等效果的所有出口措施
(2.b)；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发挥正常功能，便利于及时获取包括粮食储备在内的市场信息，以帮助限制粮
食价格的极端波动(2.c)

难以买到安全的食品；

化学品使用导致的健康
问题；过度捕捞

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
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和患病人数(3.9)；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毒、结核病、
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流行病，防治肝炎、水传播的疾病和其它传染病(3.3)

大气、水、土壤污染；

废弃物和卫生设施；电
子垃圾

4. 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
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
学习机会

到2030年，确保所有学习者均掌握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除其他外包括通过教育了解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促进和平和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识、了解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4.7)；到2020年，
在全球范围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包
括职业培训、信息和通信技术、技术、工程和科学学科可获得的奖学金数目提高x% (4.b)

增 加 的 繁 荣 和 中 产 阶
级；人们可能受到可持
续发展教育的影响

5. 到2020年，在全球范围
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发达
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接
受高等教育，包括职业培
训、信息和通信技术、技
术、工程和科学学科可获
得的奖学金数目提高x%

根据国家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它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金融服
务、遗产和自然资源(5.a)

性别和环境问题；

室内空气污染/炉灶

6.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和可持
续管理水和环境卫生

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6.1) ；到2030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消除
露天排便习惯，特别关注妇女、女童和处境弱势者的需求(6.2)；到2030年，改善水质，为此需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弃物现象、
最大程度地减少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比例减半、将全球回收利用和安全再利用的比例增加x% (6.3)；到
2030年，在所有各部门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并大大减少缺水人数(6.4)；到2030
年，在各级执行综合水资源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界合作(6.5)；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区、森林、
湿地、河流、含水层和湖泊(6.6)；到2030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助，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环境卫生
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括集雨、咸水淡化、用水效率、废水处理、回收利用和再利用技术(6.a)；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
和环境卫生管理(6.b)

水污染健康影响；严重
水短缺；水-能源-食品
联系

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到2030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组合中所占份额(7.2)；到2030年，把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7.3)；到2030年，加
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究和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并促进对能源基础
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7.a)；到2030年，扩大基础设施和提升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普及现代和可持续能源服务(7.b)

能源获取；能源使用；
增加的可再生能源和能
效提高

8. 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促进实现充
分和生产性就业及人人有
体面工作s

直到2030年逐步改善消费和生产中的全球能源效率，按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十年方案框架，由发达国家带头，努力使经济增长与环境
退化脱钩(8.4)；到2030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业的各项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8.9)；增加向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援助支持，包括通过《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强化综合框架》提供这方面支持(8.a)

资源节约为一项重要议
题；绿色就业

9. 建 设 有 复 原 力 的 基 础 设
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
持续产业化，并推动创新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界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为人类谋福利，重点是人人可获
得负担得起的公平机会(9.1)；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产业化，到2030年，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大幅提高产业在就业和国内总产
值中的份额，将最不发达国家的此项份额翻一番(9.2)；到2030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增加资源利用的效率、更多
采用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以提升基础设施和改造工业(9.4)；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升产业
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2030年鼓励创新，将每100万人口中的研究和开发人员人数提高x%、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费用支出
(9.5)

应可持续地满足亚洲大
型基础设施需求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的不平等

促进人们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徙和流动，包括执行有计划和管理良好的移徙政策(10.7)（有环境原因和影响） 有害废弃非法贸易；土地
退化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11. 建设具有包容性、安全、
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城市
和人类住区

到2030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无障碍、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运输系统，改进道路安全，特别是扩大公共交通，要特别关注处境
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11.2) ；到2030年，在所有国家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化，以及加强参与性、综
合和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11.3)；在2030年前，显著减少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受影响人数，将由
此造成的与国内总产值有关的经济损失减少x%，重点是保护穷人和处境弱势群体(11.5)；到2030年，减少每个人对城市环境造成
的负面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弃物和其它废弃物管理 (11.6)；到2030年，普遍提供安全、包容性、无障碍和
绿色的公共空间，尤其是供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享用(11.7)；加强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支持城市、近郊区和农村地区之
间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联系 (11.a)；到2020年，把采取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以实现融合、资源使用效率、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具有抗灾能力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数目增加x%，并根据即将实施的《兵库框架》，在各级建立和落实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
(11.b)；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建造可持续的抗灾建筑 (11.c)

亚洲特大城市；严重的
城市大气污染；气候变
化风险抗御能力为重中
之重；提高城市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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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环境相关目标（直接和间接） 亚太区域问题
12.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

式（SCP）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能力，所有国家采取行动，并由发达国家带头实施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10年方案框架(12.1)
；到2030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有效利用(12.2)；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程度减半，并减
少生产和供应链整个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损失 (12.3)；到2020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弃物在
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大减少它们散入空气以及渗漏到水和土壤中的机会，以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
成的不良影响 (12.4)；到2030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利用和再利用，显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12.5)；鼓励各个公司，特别是
大型公司和跨国公司，采取可持续做法，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的报告周期 (12.6)；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促进可持续的
公共采购做法 (12.7)；到2030年，确保世界各国人民对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具有相关信息和认识 (12.8)；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12.a)；开发和利用工具，监测可持续发展对创造就业机
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的可持续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12.b)；r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合理调整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
贴，消除扭曲市场的做法，包括调整税收，逐步取消现存的有害补贴，以反映其环境影响，其中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
求和条件，尽可能减少对其发展可能的不利影响，同时注意保护穷人和受影响社区 (12.c)

SCP为重中之重；严重
的废弃物处理问题；高
化石燃料补贴；清洁生
产措施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影响

加强各国对付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和适应能力(13.1)；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13.2)；提升关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减少影响和预警方面的教育、认识以及人员能力和机构能力(13.3)；履行《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发达国家缔约国的承诺，在切实开展减缓行动和提高执行工作透明度的背景下，实现到2020年每年从各种来源共同
筹资1 000亿美元，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目标，并尽快利用绿色气候基金，将其充分投入运行(13.a)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重
中之重；适应为重中之
重；海平面上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2025年之前，防止和显著减少所有类型的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养料污染(14.1)；到
2020年，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避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包括加强其复原力，并采取行动帮助其恢复，以促进
健康和富有生产力的海洋(14.2)；尽可能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影响，包括为此在各级加强科学合作 (14.3)；到2020年，有效管
制捕捞、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并实施基于科学的管理计划，以期在鱼类种群
生物特点所决定的最短可行时间内，使其恢复到至少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4)；到2020年，依照国内和国际法，并根
据现有的最佳科学资料，保存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14.5)；到2020年，禁止某些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消
除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各种补贴，并避免出台新的这类补贴，同时承认适当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
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4.6)；到2030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通过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可持续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14.7)；考虑到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的规定，增加科学知识、开发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以便改善海洋的健康，加强海
洋生物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14.a.)；确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充
分执行《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包括在适用的情况下，确保现有的海洋和海洋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区域和国际制度的制定方
充分执行这些制度(14.c)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重
中之重；增加的海洋垃
圾 ； 污 染 对 鱼 类 的 影
响；珊瑚礁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
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
续 管 理 森 林、防 治 荒 漠
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
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到2020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确保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特别是森林、湿地、
山区和旱地(15.1)；到2020年，促进执行所有类型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制止砍伐森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并在全球把植树造林和
重新造林的比例增加x%(15.2)；到2020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并努
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15.3)；到2030年，确保保护山区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性，以便加强其能力，以产生
惠益，这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5.4)；采取紧急和重大行动减少自然生境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2020年之前，保护
和防止受威胁物种的灭绝 (15.5)；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源 (15.6)；采取紧急行
动，制止偷猎和贩运受保护的动植物种群，解决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需问题(15.7)；到2020年，采取措施防止引进并显著减
少外来入侵物种对土地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或消除优先保护物种 (15.8)i到2020年，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国
家和地方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和账户(15.9)；从所有来源调集并大大增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15.a)；从所有来源和各个层面调集大量资源，为可持续森林管理提供资金，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奖励推动这方面的管
理，包括促进保护和重新造林( 15.b)；加强全球支持的力度，努力打击偷猎和贩运受保护物种行为，包括增强地方社区的能力，
以追求可持续生计的机会 (15.c)

印尼森林和湄公河；中
国和蒙古的荒漠化；尼
泊尔山区；东南亚和中
国的生物多样性；非法
狩猎（区域）

16.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和平和包容性社会、为所
有 人 提 供 诉 诸 司 法 的 机
会、在各级建立有效、负
责和包容性机构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法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16.3)；到2030年，大大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回
和返还被盗资产，并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16.4)；显著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16.5)；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
明的机构(16.6)；确保各级决策具有敏感性、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 (16.7)；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协议，确保公众获得信息，并
保护基本自由(16.10)；促进和执行非歧视性法律和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 (16.b.)

资源冲突；治理问题

17. 加强实施手段、重振可持
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加强国内资源的调动，包括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支持，改善国内税收和其他税款的征收(17.1)；发达国家充分履行其官方发
展援助承诺，包括将占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其中0.15%至0.20%应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17.2)；从
多种来源调动额外财政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 17.3)；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获得这三面机会方面加强南北、南南和三角区域和
国际合作，加强关于共同商定的条件方面的知识共享，包括通过现有机制之间，特别是联合国一级已改进的协调，以及一个商定
后的全球技术推动机制(17.6)；以有利条件，包括彼此同意的减让和优惠条件，促进开发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传播和推广无害环
境技术(17.7)；促成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库和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机制到2017年全面投入运行，加强利用赋能技术，特别
是信息和通信技术(17.8)；加强国际社会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有效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支助的力度，以支持实施各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为此进行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17.9)；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一致性(17.14)；加强促
进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以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作为补充，调动和分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支持所有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7.16)；在伙伴关系经验和资源配置战略基础上，鼓励和促进有效的公-私部门和民间社
会的伙伴关系(17.17)；到2020年，加强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能力建设支助，大大增加提
供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族裔、移徙状况、残疾、地理位置和与国家具体情况有关的其他特征分列的高质量、及时和可靠
的数据(17.18)；到2030年，利用现有的各项举措，制定可持续发展进展情况的计量办法，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并支持发
展中国家建设统计能力(17.19)

所有这些均与亚太区域
有关

来源：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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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通过一系列的基本环境政策及实施手段，可推进转型和绿色路径。各国应加强和充分实施这些政策，如果没有，

则应采纳相关政策。

•	 应确保转型路径的实施手段。这不仅包括融资，还包括加强人力和技术能力及科学-政策交互。

•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低碳策略、环境因素等应纳入国家预算和发展战略中。

•	 低碳策略及更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可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如能源安全、适应力和健康。协同效益还将大大提高这

些措施的成本效益。

•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应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从一开始，投资就应考虑可持续性问题。

多个跨领域问题可采用综合方法得以解决。首先，可

持续发展目标应从环境的角度来处理四个跨领域议题：污

染、生态系统服务、脱碳和适应力。这些议题分布在所有

目标中，尽管并非系统分布。其次，可根据可持续生产和

消费的原则来重组经济。第三，需要采用综合的资源管理

方法，包括土地、水、能源和大气。第四，可持续发展教

育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但其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主要手段

之一。第五，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实施手段，包括资

金、能力建设、技术、科学政策对接及数据变革。最后，

强有力的治理对于调动所有实施手段至关重要。

经济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将环境与人类福祉

联系起来，通过就业来调动人员的参与，将资源转化为产

品和服务，并为人类分配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其繁荣。经济

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类发展的手段。当前的经济

组织结构并无法充分实现人类发展、减贫或改善健康的目

标，但其破坏着人类发展的环境基础。此外，可持续发展

目标1-5中提出的平等和包容性经济是创造健康环境和社会

福祉的前提条件。平等相关目标的实现将大大推动环境目

标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为经济提供了核心的组织概念。改变经济衡量标准、关注自

然资本，是转变整体思维方式的关键。资源利用效率不仅涉

及能源，还包括水和土地等其他基本资源，这是实现目标的

关键第一步，但最终的经济繁荣和人类福祉应与资源使用脱

钩。与资本密集型资源开采相比，劳动力密集型回收等可持

续的经济实践可创造更多就业。由于污染减少，更可持续的

经济还将有助于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4.5	转型路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5.1 转型和绿色路径

迈向转型和绿色路径的第一步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目

标及其他重要环境议题和承诺的实施手段。全球层面就各

类实施手段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及强有力的科学-政策联系。此外，还需规划数据变革来追

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后者将通过可持续发展高

级别政治论坛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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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斯亚贝巴行动纲领》（AAAA）为可持续发展

融资提供了新的路线图。AAAA中提及的新增融资较少，但

强调发达国家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强

调有必要增加国内融资渠道。在亚太区域，许多新兴经济

体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使得其能够增加国内可持续发展资

金，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已经成为发展援助的捐助国。在为

最贫困人群提供补偿的情况下，消除有害环境的补贴，尤

其是化石燃料补贴，有助于释放额外的资金资源。例如，

印尼目前已经向这一方向推进（IISD 2014）。

环境因素应纳入现有的政府支出预算中。融资申请可

基于环境及更广泛的可持续性因素来开展评估。这些想法

与绿色预算有关。亚太区域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实施绿色政

府采购，相关指南可延伸到更广泛的私营部门采购。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及计划、项目和政策的战略环境评估均应进

一步扩展。 

协同效益概念强调，综合的环境问题处理方法比现有

的竖井式方法更具成本效益（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 Change 2015），因为许多相关的

环境问题有着共同的成因。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是亚太区

域最突出的例子。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等许多解决方案直接

同时应对这两个问题，进而实现了成本的协同效益（ACP 
2014）。其他相关领域包括建筑、交通和废弃物（DeO-
liveira等 2013）。

能力建设与融资一样重要。亚太区域的许多国家不同程

度地缺乏充足的能力来增加国内融资、加强相关政策或实施

现有政策，而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解决其他环节问题

的关键。如果不具备有效利用相关资金的充足能力，那么简

单的追加资金或转移更多技术恐怕也是无济于事。

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可视为实施手段，因为目标之间

的互补性将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更

广泛的成果的潜力。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来看，每个目标

也是其他目标的实施手段。例如，实现水资源相关的目标

和子目标将减少贫困和饥饿，改善健康，减少土地退化，

促进性别平等，创造就业，促进可持续产业化及推动更可

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整体而言，环境保护是实现减贫及改

善健康和福祉的必要条件，而减贫和更大的繁荣反过来可

帮助减缓环境退化。教育是其中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但

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这其中包括狭

义上的环境教育，还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目前，迫切需要迈向转型路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亚太区域各国可根据其自身情况，加强或采纳各类基

本环境相关政策。实现转型变革的重要第一步是，各国加

强和充分实施现有基本政策，如果没有，则采纳相关政

策。这其中包括大气及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他旨在

预防和控制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的相关政策，包括确保健

全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的政策。支持生物多样性、维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确保人类福祉的基本要求。脱碳经济

也是一项重要议题，目前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措施可用于解

决这一问题，如可再生能源、能效和可持续交通（UNEP 
2015a）。单个来看，这些基本措施不仅具有变革性，且如

果亚太区域各国采取一致的实施方法，那么将产生令人意

想不到的结果。

综合的资源管理方法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启示

之一。例如，生产能源需要水、土地和空气，而生产供人

类使用的水将耗费大量的能源。减少贫困和饥饿离不开农

业，而农业也需要土地、水、能源和空气。气候也可视为

一种资源，且与所有其他资源密切相关。很明显，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人类福祉将需要所有资源。环境提供重要

的生态系统服务，而污染和过度使用正破坏着生态系统。

如果不进行综合管理，则将出现资源退化、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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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人类福祉和繁荣也将受到影

响。然而，综合方法的实施并非易事，其需要某一国家的

不同部委之间开展合作，为此，有必要考虑如何实现这一

目标的问题。

经济转型是亚太区域走上转型路径的关键。可持续发展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应作为经济转型

的核心内容。各国已经协定了《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

年框架方案》（10YFP）。常规GDP之外的绿色经济业绩

指标也十分重要。亚太区域的多个国家已经提出了新的概

念，如日本的物质循环型社会、中国的生态文明、泰国的

自给自足经济和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UNEP的

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识别了加强金融体系可持续

的方式，如，可持续银行业（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及股

票的可持续性报告要求（UNEP 2015b）。

亚太区域的经济趋势或将延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预计将出现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从一开始就应

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各国应避免进行长期的高污染、资源

密集型投资。亚太区域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应跳出落后

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尽管不是大目标，但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亚

太地区的自然灾害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些与气

候变化有关（SDG 13）。这些将威胁人类福祉，包括导致

贫困和饥饿（SDG 1和2）。目前，亚太区域更强调对自然

灾害、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相关冲击的抵抗能力。维持生态

系统服务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可帮助提高适应力。

这些措施将需要大多数国家提高人力和技术能力。所

需的能力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环境监测、执法和评估领域，

还设计环境部委和主管当局。国家绿色预算和税收制度及

绿色公私采购等也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提高相关能

力。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等过程对于政府和大多数市民而

言都是全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环境政策的实

施和监测将需要提高整体的机构能力。

实施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变革还需要数据收

集和管理能力建设方面的变革。这是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收集数据和追踪许多发展

指标，但往往面临数据不足或不规范及可比性差的问题。近

期评估表明，亚太区域是各类发展指标数据覆盖率最低的地

区，且报告频率也相对较低（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lutions Network 2014）。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数据要

求很庞大，远远超出了当前收集数据的范围。另外一个普遍

的问题是数据的可靠性。许多国家缺乏充足的多种形式数据

收集能力，如入户调查或实时危机信息。

加强治理是调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手段的必要

条件。治理研究提出的共同建议包括：促进利益相关者参

与，加强不同政策领域的协调与融合，加强监测和问责机

制。此为，还需要优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获取渠道，以促

进其更有效的参与。

区域组织应在实施这些转型路径中发挥重要作用。区

域可持续发展目标问责框架可帮助加强数据和信息收集、

法律框架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框架，如国家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此外，还应促进区域和国家层面公民社会组织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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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迈向低碳亚洲的跳跃式发展情景，2050年及以后

蛙跳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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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apan, NIES 2014a

4.5.2 向可持续的低碳发展过渡

经济增长、能源消耗量和强度的增加是导致亚太区域

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了确保将全球增温控

制在2ºC以内，需要长期减少化石燃料消费及相关排放。为

此，需要制定目标宏伟的政策，如提高能效和低碳能源系

统。从短中期来看，随着亚太区域的快速经济增长趋势继

续延续，天然气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2050年之前实现

转型变革，需要大幅减少亚太区域的化石燃料能源消费及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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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域仍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环境政策措施来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以便在2050年之前实现低碳经济。世界能源

理事会（WEC）报告称，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供应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发达国家达到1390亿美元，

其中中国投资额达到833亿美元（WEC 2015）。尽管中国

近期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亚太区域仍需要更有效的能效

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亚太综合模型（AIM）采用定量方法调查了亚太区域促

进低碳发展的转型路径，其中设定了到2050年在1990年基

础上减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图4.5.1），此外，

在这一研究中，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网络（Japan, NIES  
2014a）在建模过程中采用了自下而上（AIM/Enduse）
（Japan, NIES 2013）和自上而下（AIM/CGE）（Japan, 
NIES 2012）的方法。此项研究从国家层面分析了多个相

关的地方情景及低碳发展政策路线图，如中国、印度、印

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越南，地方层面则强调了与

政策制定者开展合作。转型路径还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具

体情况，并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之前实施具体的措施。

亚洲可持续低碳社会（Asia LCS）平台创建于2004年

（日本NIES 2014a），旨在为协调低碳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全

球目标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地方科学知识和路线图做

出贡献。Asia LCS平台报告称，与参考情景相比，到2050
年，低碳措施有望帮助亚洲减少69%的温室气体排放（图

4.5.2；NIES 2014b）。

4.5.3 低排放发展战略

UNDP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只有实现到2050年在

1990年基础上减少5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才

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UNDP 2010）。为此，发达国家在

2050年之前必须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的温室气体

排放，而在2020年之前减少20-30%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

大型发展中国家排放源来说，建议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20
年达到峰值，并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的温室

气体排放。

此类转型变革将需要制定低排放发展战略。然而，各

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工作焦点，因此难以为所有国家

制定统一的低排放发展战略。

低排放发展路径将为各国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如改善

能源安全，提高对能源价格冲击的适应力，通过减少地方污

染物排放以改善健康，及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土地利用效率。

为此，协同效益分析是制定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

有效的低排放发展路径国际合作，可帮助调动资金和

技术资源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低排放发展战略，如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

及UNFCCC框架下的 INDCs，应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

（Boos等 2014；UNFCCC等 2013）。为了到2050年实

现低碳经济，避免固定排放，亚太区域应提早做出规划。

其中一个示例是碳和城市气候登记系统（cCCR），这是

地方政府制定的一项旨在促进地方气候行动报告的全球机

制（IISD 2014）。图4.5.3显示了向cCCR系统报告气候行

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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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2：低碳亚洲温室气体减排情景，2005–2050年(单位：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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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CLEI 2015                                  

图4.5.3：向碳和城市气候登记系统报告气候行动的城市，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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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3Rs reduce, reuse, recycle
AAAA 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AADMER ASEAN Agreement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Emergency Response 
AASA Association of Academics of Sciences in Asia
ABC atmospheric brown cloud
ABNJ Marin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s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W Alliance Development Works
AEC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M	 Asia-Pacific	Integrated	Model	
AOD aerosol optical depth 
APAN	 Asia-Pacific	Adaptation	Networks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O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WF	 Asia	Pacific	Water	Forum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ia LCS Asia Sustainable Low Carbon Societies 
AQICN Air Quality Instant-Cast and Now-Cast
BAU business as usual 
BIMSTEC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OBLME Bay of Bengal Large Marine Ecosystem
BUVSs benzotriazole ultraviolet stabilizers 
CAEP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China
CAP Clean Air Policy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 
CCAI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itiative 
CCCR Carbon and Cities Climate Registry 
CDC Climate Research Centre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EPA Center for Poverty Analysis, Sri Lanka 
CEPF Critical Ecosystem Partnership Fund
CFC	 chlorofluorocarbon
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GIAR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CMS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CNG compressed natural gas 
CO Carbon Oxide
CO2 Carbon Dioxide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PCB Central Pollution Control Boar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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