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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生态系统评估的核心

李文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生态学不仅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同时

也正成为政府决策和公民行为的重要科学基础[1 ] 。

我国政府对生态问题愈来愈重视 ,适时提出了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这不仅为我国今后经济

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对生态学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生态系统服务关乎人类福祉
生态系统功能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它侧重于反映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 ,而生态系统服

务则强调了人类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利用。联合国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们从

生态系统获取的效益。生态系统服务的来源既包括

自然生态系统 ,也包括人类改造的生态系统 ,包含了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形的和

无形的效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 ,只有对自然

与人文资源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 ,才能构建一个可

持续的未来[2 ] 。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祉的源泉 ,在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的推动下 ,以生态系统服务为核心的生态

系统评估已成为当代生态学的前沿领域。近年来 ,

美国科学界组织了 150 名科学家 ,利用 103 项生态

指标 ,对美国农田、森林、草地、流域、城市和海洋等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全面评估 ,并连续发布美国《国

家生态系统状况报告》[3 ] ,为引领政府和公众全面认

识生态系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2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亟待加强
在过去几年里 ,我国学者在生态系统服务及其

价值评估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为开展生态系统评

估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缺乏战略

安排 ,使得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很难进行有效的对

比。因此 ,我国科学家应当在科学、公正、综合、实用

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强生态系统评估的总体设计与

动态跟踪 ;重视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的保育以及生

态补偿机制的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反映生

态系统的重要属性以及生态系统提供的物品和服

务 ,生态系统的状态以及人类活动、行为对生态系统

造成的压力 ,为决策者了解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提供

科学信息 ,为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退化生态系统的

恢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等提供决策支持。

此外 ,在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方面 ,有几个方面

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的代

价没有合理扣除 ;对生产方式转型的潜在效益估计

不足 ;生态建设的经济效益的外部性与生态系统服

务的非市场部分缺乏科学估算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的旧债没有还清 ;生态效应的滞后作用尚未弄清 ;

经济核算和管理考核制度存在着导向性错误等。

3 　开展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势在必行
截止目前 ,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建设的中国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 (CERN) 生态站已达 36 个 ,基本覆盖

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农业、森林、草原、荒漠、湿地、

湖泊、海洋等各类生态系统 ,并建立了水分、土壤、大

气、生物、水体等 5 个分中心和 1 个综合研究中心 ;

其它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建立了一批不同针对生态系

统类型的定位站 ;一些地方研究机构和国家自然保

护区、国家公园等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观

测和定位研究。可以说 ,在生态系统研究的网络化

建设与管理上 ,我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同时在

研究设备、研究手段和人才储备上得到了加强 ,为开

展生态系统评估奠定了基础。今后应紧密结合我国

实际 ,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 ,在生态系统评估领域不

断探索 ,勇于创新 ,切实满足国家对生态系统状况进

行科学评估的迫切需求 ,为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做

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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