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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SPA计划

生态系统服务与扶贫（ESPA）计划是一项全球性的跨学科研究计划，旨在为决策者和自然资源使

用者提供其所需要的证据，以实现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和有效减贫。生态系统服务支持人类

社会：从淡水流量和土壤质量到渔业生产和气候调节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文化和精神价值。

英国政府于2010年成立了ESPA研究计划，计划面对诸多棘手的难题勇挑重担，例如：生态系统服

务是否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安全网？生态系统服务能否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生计选择和安全多样化

的同时也增强其身心健康的其他方面？在发展中应如何优先考虑环境产品和服务，使其能够为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作出贡献？是否存在不可避免的地方和区域生物物理限制和

阈值及如何识别它们？

八年后的今天，ESPA计划开展的各项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及时、切实和中肯。ESPA计划

将于2018年告一段落，本执行摘要阐述了ESPA计划开展的各项研究为我们提出的重要政策建议，

旨在帮助全球各地的决策者和自然资源管理者在做决定的时候以更公平和更平等的世界为出发

点，并为当代人类和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健康的环境。

ESPA计划的网站www.espa.ac.uk刊登了本报告更详细版本（英文版本为44页），其中引用了相关

源文件和ESPA的其他研究成果，也有本执行摘要的孟加拉语、法语、印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

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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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环境所具有的支持人类生活和福祉的能力

ESPA计划的科学家们提供的详尽科学证据警示说，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

已出现了严重退化，已无法提供人类生存和福祉所需的部分关键功能。比

如中国的洱海湖等地区环境退化的情况可被描述为生态系统崩溃；而其他

地区（其中某些地带覆盖数百平方公里之广，如某些热带三角洲）的生态

系统正步入“危险区”，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并保护人

类的生命。覆盖人口高达4000万的恒河 – 雅鲁藏布江 – 梅格纳三角洲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与环境相关的决策给资源依赖型人群带来的影响

ESPA计划开展的研究得出的首要建议是，毋庸置疑，如果不给与适当的

评定和关注，与环境资源利用相关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不仅会影响到人类

福祉，甚至可能还会给人类造成隐形成本。人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些影响

以及任何可能存在的成本，并通过公开、公正和民主的程序予以明确坚

定的处理。

ESPA计划开展的研究或是毫不含糊地指出或是暗示了如下假设，为了创

造“安全和公平的空间”1使人类生存在地球的界限中2，3，社会成员必须就

所需的最低限度社会基础达成一致。这意味着：环境资源的管理方式需要

避免过高及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风险，避免伤害生活在贫困中的脆弱社会

群体，并努力确保环境和发展干预措施能够使弱势群体摆脱贫困。

ESPA计划开展的研究表明，涉及环境资源获取和使用的发展政策和计划

的设计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干预措施如何影响社会中最脆弱的和资

源依赖型人群。而那些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政策和计划，例如保护区

和固碳项目等标榜“发展第一”的干预措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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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计划开展的研究得出的重要政策建议是，毋庸置疑，如果不给与
适当的评定和关注，与环境资源利用相关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不仅会影
响到人类福祉，甚至可能还会给人类造成隐形成本。人们必须充分理
解这些影响和任何可能存在的成本，并通过公开、公正和民主的程序

予以明确坚定的处理。

特别重要的是，旨在提高粮食和纤维产量的土地利用集约化往往会对粮食

安全和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贫困人口而言，这是意料之外的。

土地利用集约化常常损害了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而正是这些服务起到

了调节环境和维持其健康及人类福祉的作用。

决策者必须要鉴定出在特定的地区内环境所提供的服务是如何维持当地人

民的生活和福祉的，从而避免无意中伤害或破坏了这些利益。ESPA计划

的科研成果敦促决策者在设计和交付基于环境资源的政策和计划时必须要

考虑到社会中最弱势和最边缘化群体的需求。

可喜的是，精心设计的干预措施能够奖励当地人民采取的那些既可以产

生（地方上的、区域内的和全球范围的）环境效益，又可增加令当地人

民受益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活动。

这一研究成果的奠基石在于ESPA计划对“福祉”的关注：当地的资源依赖

型人群赋予环境资源的价值可能与外界各方有所不同（见专栏1）。现有

充足的决策支持和管理工具及框架来帮助决策者识别这些考虑因素，从而

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本报告更详细版本以及我们的网站www.espa.ac.uk

上载有这些工具和框架的示例。

在过去十年中，有关“概念化和衡量人类福祉并将其付诸于学术和政策实践的倡议激增”。4   ESPA展开的科

学研究强调，不同社会群体（女性和男性、青年和长者、不同民族、富人和穷人）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和给予

的价值大相径庭，决策中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福祉是个动态的多维现象，涵盖客观、主观和关系的各个

方面。5

尽管贫困的衡量尺度通常是家庭收入和生计手段，但更为复杂的度量方法也开始逐渐被采用，如人类发展指

数9及最近引用的多维贫困指数，这些指数反映了教育、健康及生活水平其他方面的数据。 ESPA计划开展的

研究运用了上述度量方法，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衡量手段。例如，ESPA研究人员应用的方法之一是全球人

类生成福祉指数，它允许村落成员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以及采用多维度的福祉衡量方法，来表达其所感受到的

环境保护措施产生的影响。这一指数曾在马达加斯加被使用，参与者被要求选择五个最能影响生活质量的领

域，评价他们在每个领域的切身体验，并排列比较这五个领域的相对重要性。

专栏1：着眼于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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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道理，尽管某些环境相关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导致不可调和的权

衡取舍，但这些工具和框架通过明确确定这些取舍成分为更强有力的决策

制定奠定牢固的基础，从而促进开诚布公的讨论，并可能为付出代价的群

体提供公平的赔偿。

大量证据表明，不平等现象在导致贫困持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

说，贫困群体在决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方面缺乏发言权，并且在这些资源的

利益分配方面缺乏公平性，ESPA计划已引发了社会对平等的需求及以权

利为出发点的工作方法的重视（见专栏2）。

鉴于在作为ESPA计划研究对象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大量环境资源已处

于濒危状态；显而易见，应对这些问题的工作既具有挑战性又错综复杂、

利益攸关，没有自满的余地。有必要不断投资于持续监测生态健康和人类

福祉，并在成功的管理和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6 

囊括认可、流程和分配等方面的环境正义性框架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手段，用以理解有关环境管理和变化

议题的多元观点。它强调了整体社会如何感受由环境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和收益，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看待

环境。这种方法恰如其分地阐明了权衡的性质和程度，并表达了贫困和边缘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而常规的环

境管理框架往往不能充分代表这些群体。

尽管在政策制定中越来越频繁地提及平等议题，但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特别是对于最贫穷的

村落成员和少数文化群体而言。ESPA计划和其他项目在制订公平治理体系所应具备的原则及特征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进展，包括突出环境干预措施附带的“隐形成本”，并协助解决权衡问题。7

专栏2：平等和公正与环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4 

为明智且公平的环境资源决策提几点建议

1.	决策者必须识别给社会最贫困阶层带来的“隐形”成本1. ，并在获取和

使用环境资源的计划和政策中做出的权衡，从而确保最脆弱群体的福

祉不会因我们的疏忽大意而每况愈下。针对发展干预措施及环境保护

计划所作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往往不够全面。评估必须考虑到当地

群体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及其获取和使用环境资源受限时可能产生的

影响。在明确了这些成本后，如果项目和计划被认为会给当地人民造

成伤害，则可能会被否决或彻底重新设计，从而能够有效地造福于当

地的贫困人口。

2.	共同发现、创造知识的工作方法可以帮助识别资源依赖性和权衡取舍，这

种现象在地方和区域决策过程中特别常见（尽管在全球决策层面可以使

用受决策影响群体的代言人）。如欲充分理解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

联，就需要将科学知识与受环境决策影响群体所拥有的现实知识结合起

来。理想情况下，决策奠基石知识库的“消费者”应该成为这一共享知

识的积极共同创造者。

3.	明确了权衡取舍后，决策者必须有意识地掌控这些干预措施，以避免伤害

最贫困人口，并确保他们受益。尽管所有解决方案都应适用于具体国家

和地区，但ESPA计划开展的研究依然强调一系列普遍适用的健全环境

治理和管理核心原则。贯彻这些原则可以确保识别成本和权衡取舍，

并以不造成损害的方式来掌控它们，从而帮助最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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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和管理环境资源使用的核心原则如下：

v.	 认可和授予权利：受影响的当地群体必须有获得、管理和治理环境

资源的法定权利——其中官方认可的土地使用权是最重要的。男女

不平等的土地使用权仍然是最顽固的不平等权利之一，尽管所有社

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利也必须仔细审核和处理。

vi.	 在不同治理层面对受影响的人口负责：政策和计划的设计应具备有

效的机制，以确保参与到环境资源开采和使用等各层面（地方、国

家和全球）的人员都能对受影响的当地人口负责。

vii.	 透明度：应以透明方式向所有群体传播发展和保护干预措施的预期

成果和受益者，并应定期进行监测和沟通。

viii.	参与：应该授权和积极支持社会边缘化群体参与环境决策。

ix.	 能力开发：不仅只是受环境资源使用影响的当地人口需要支持才能

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方案设计和实施，方案管理人员本身也常常需

要支持和培训来培养必要的技能，以开展有效的、参与性高的和包

容性强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而且他们需要支持才能确保掌握生态和

社会知识。

x.	 认可和奖励当地的管理工作：必须在决策过程的早期充分认可当地

人民对环境资源的管理以及他们以各种方式为保持生态系统服务流

量的产生做出的贡献，并确保他们获得充分的回报。有条件现金转

移和实物偿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但可能需要采取其他的

补充认可和奖励方式。

xi.	 适应过程和学习：在不断地衡量和监测资源使用的物理可持续性同

时，也必须衡量和监测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

变的动态世界中，当地情况不断变化，国家、地区和全球事件及压

力所产生的地方性后果也日新月异。这意味着必须经常审核使用和

获取环境资源的机构和治理安排，包括谁受益，谁可能会受到这些

安排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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