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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世纪
的大自然

  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保护自然的全球评估，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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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城市化世纪的大自然
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保护自然的全球评估，以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人类福祉

本世纪将以城市化世纪而载入史册。我们这一代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城
市化发展。到2050年，全球将新增24亿人城市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当于每７
周就可以建造一座人口规模相当于伦敦市的城市。人类城市面积将大于哥伦比
亚的国土面积，达到120万平方公里（图1）。城市一直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
发明，这种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包括提高经济生产力、促进创新、
为教育及个人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机遇、且使人类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能
源。因此，城市化世纪为人类带来巨大的机遇。然而，城市化世纪也通过城市
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城市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直接或间接使全球环境面临严峻
挑战。

城市增长是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必须
应对这一问题，才能实现其宏伟目标。政府必须为我们的城市化世纪构想一个
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未来，即在适当的地点进行可持续的城市增长，同时周边
的自然也得到保护、修复和改善。城市内部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对维持生物多
样性及保障人类福祉均至关重要，因为人类福祉依赖于大自然提供的诸多益处
才能得以实现。

本报告提出了一个“一切照旧”的情景，在假设目前的城市增长趋势持续进行
的前提下，量化分析城市增长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本报
告也对自然栖息地对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最后我
们着重介绍了一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有助于避免“一切照旧”情景下所
预测到的负面影响，帮助各级政府为城市化世纪规划与构建一个具有良好自然
环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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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总体增长面积（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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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本报告指出，若不妥善规划，当前快速的城市化步伐可能会对自然栖息地造成
极大程度的破坏，并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图）。截
至目前，在CBD进程中，城市增长被关注的相对较少。然而，防止栖息地开
垦和加强土地保护是“爱知目标5和目标11”的关键目标，并且这两个目标的
实现都将继续受到城市增长的影响。城市增长也将影响与“爱知目标”相关的
更多其他问题，比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爱知目标14”）与生态系
统弹性（“爱知目标15”）。

城市化世纪的大自然：报告分析结果
城市增长率： 沿海的复原力：

碳储存：

（根据“一切照旧”假设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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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栖息地有助于降低风暴
期间的沿海洪水、侵蚀等沿

海灾害风险。

预计到2030年，低洼沿海
地区的城市面积将增加一倍
以上，总面积达23,000平
方公里，自然栖息地在减少
沿海灾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这使得沿海地区更依赖自然
生态系统的城市居民人数增

加到超过3.31亿人

自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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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导
致全球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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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栖息地

29%的重点保
护区与城市地
区相距不足
50公里

城市增长会破坏可储
存约为43.5亿公吨二氧
化碳的自然栖息地 

全球若能成功避免因城市
发展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所
释放的碳，将创造1828亿
美元的社会价值

这相当于9.31亿辆汽
车在道路上行驶一年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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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29万平方公
里的自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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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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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能丧失的自然栖息地及数量？

城市增长历来一直是自然栖息地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直接阻碍“爱知目标
5”——全球自然栖息地丧失率至少减半的实现进程。本报告显示，1992-
2000年间，城市增长导致全球丧失了19万平方公里的自然栖息地（图2），占
此期间全球丧失自然栖息地总面积的16%。因城市增长而造成大量自然栖息地
丧失，受此影响的生物群落包括温带森林、沙漠和旱生灌丛以及潮湿热带林
等。今后，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尤其是潮湿热带林。我们的报告表明，到2030
年，城市增长可能会对29万平方公里的自然栖息地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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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化造成栖息地丧失的相对风险（按生态系统类型）。

由于城市化发展，美国、巴西、尼日利亚及中国等国家预计已有大量的自然栖
息地丧失（>1万平方公里)（图３）。尽管这些国家预计丧失的自然栖息地面积
最大，但是全球还有许多其他国家预计会丧失较大面积的自然栖息地。减缓因
城市化发展所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对各国能否履行其《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承诺而言极为关键。

城市对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地方特有性的地区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在空间上
呈集聚分布（图4），这也明确指出了需要重点开展城市保护行动的区域。例
如，仅对4.9万平方公里栖息地采取的保护行动，就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关
键区域（KBAs）免遭城市增长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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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增长趋势延续到2030 年情况下的全球栖息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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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物多样化重要区域

其他生物多样化重要区域

图 4  紧邻城市地区的全球生物多样化重要区域。

将会对保护区造成何种影响？

若任由目前的城市增长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可能会严重影响全球保护地网络及
其带来的诸多益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若保护地与城市间的距离不足50公
里，那么城市对保护地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更加屡见不鲜。城市周边保护地受到
的负面影响包括：偷猎、非法采伐、践踏或其他损害植被的行为将大幅增加，
火灾频率等干扰体系将发生变化，以及非生物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气温上
升和空气污染物浓度升高等。我们的分析显示，在1992年，29%的重点保护地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I-IV类自然保护地）与城市地区相距不足50公里。
到2030年，我们预计这些数字将会显著增加（图5），将有40%的重点保护地和
二分之一的非重点保护地距离城市地区50公里以内。这一距离的缩小不仅会导
致紧邻城市地区的保护地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而且也会增加管理
者设法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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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紧邻城市地区的全球自然保护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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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保护地管理技术既可减缓城市化对保护地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又
能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例如，IUCN城市保护策略专家小组对管
理城市周边保护地提出的指南。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城市地区也可以对自身
的发展进行规划，以避免生态退化，并维持不同自然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通
过主动规划如何管理在城市地区的保护地，各国可以保障其在保护地上的投
资，并继续在其CBD承诺上取得有效进展。

气候行动之影响

自然栖息地通过将碳固定并储存在生物至内，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我们对现在至2030年期间因城市增长造成自然栖息地丧失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城市按照“一切照旧”的情景
进行发展，预计会破坏储存约11.9亿公吨碳或43.5亿公吨二氧化碳的自然栖息
地（图6）。这相当于9.31亿辆汽车在道路上行驶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巴
西、美国和尼日利亚将因城市增长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成为最大的碳排放潜力
国。假设按照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碳排放社会成本（42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计算，估计全球避免因城市增长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所释放的碳，其社会价值为
18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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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预计城市化可能导致的碳损失。

无论位于城市地区内部还是周边，自然栖息地都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了多种至
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例如降低洪涝风险、在热浪期间降低城市地区
气温。本报告聚焦于一项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滨海栖息地在减少海岸
带灾害风险（如风暴期间的海岸带洪水和侵蚀）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到2030
年，预计在沿海低洼地区的城市面积将翻倍，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而沿
海低洼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却提供着高水平的灾害风险降低服务。更多城市居
民将居住在这些区域，依赖这些灾害风险降低服务的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与
此同时，如果规划不当，城市增长可能会破坏滨海栖息地，并削弱这些减灾防
灾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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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世纪的行动号召

世界各国政府需要为一个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未来进行规划，一个在城市蓬勃
发展的同时，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也得到妥善保护的未来。如果我们要把握
这独一无二的时刻，那么以下行动的落实是至关重要的：

• 从开始就将地方政府融入国家规划过程：各国利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NBSAP）来描绘将如何在实现CBD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在下一轮国
家、次国家和地方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迫切需要妥善考虑城市增
长的影响。各国政府应将地方政府融入规划过程并调拨适当资源，以支持地
方政府实施这些计划。各国对城市保护做出的财政和资源承诺，应当与城市
发展规划不当对达成CBD目标带来的挑战规模相匹配。

• 助推城市打造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未来：城市发展规划需要将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考虑在内。《城市化世纪的大自然》完整版报告中
的“探索解决方案”章节提供了工具和指南，支持城市有效制定城市发展“
绿图”。这些“绿图”规划了如何保护、修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至关重要的现存栖息地，以及创造可实现相同目标的新自然特征（例如
公园、行道树）。根据当地不同城市利益相关方的偏好，可采用参与式方法
来构建美好未来。各级政府应授权城市和大都市区制定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计划。 

• 充分利用国际机构：国际机构在影响未来城市设计和资助方面将发挥关键作
用。我们呼吁主要的多边或双边机构在制定资助决策时，更全面地考虑城市
增张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带来的影响。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
候基金等主要的国际资金来源，应直接寻求合适的资金用于减缓城市增长对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尤其应侧重于可能受影响最大的关
键优先区。同样，双边捐助方应致力于资助那些减小城市增长对关键优先区
影响的项目。

• 为城市化世纪建立CBD：我们呼吁CBD缔约方以现在至2020年为时间周期，
来规划所需的城市保护投资，以应对城市增长对CBD目标带来的挑战。这需
要各方齐心协力，确保将城市问题完全整合至爱知后续目标中。这可通过设
定城市目标，或通过明确制定出能够衡量当前“爱知目标5和目标11”进展的
相关城市指标来实现（“爱知目标5”：栖息地丧失率减半；“爱知目标11”
：致力于保护至少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海岸带和海洋区域）。我
们希望，在2020年的下届CBD会议上，CBD各缔约方将在保护城市化世纪的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方面做出重大承诺。

 我 们 呼 吁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缔 约 方 以 现 在 至
2 0 2 0 年 为 时 间
周 期 ， 来 规 划 所
需 的 城 市 保 护 投
资 ， 以 应 对 城 市
增 长 对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目 标
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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