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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7
确保环境的 
可持续能力

具体目标

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案，扭转环

境资源的流失

南美和非洲的森林正在快速消失，而亚洲却由 

中国领头出现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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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区域的组成与报告的其余部分不同。在这个图表中，大洋洲与
MDG地区相对的是大洋洲和澳大利亚的结合；欧洲在MDG地区中
是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北美和中美洲则分别包括在发达地区和拉美
地区。

自然原因造成的森林砍伐和森林损失速度，尽管仍然高

得惊人，但正在放缓。全球范围内，从20世纪90年代每

年估计的1 600万公顷，下降到最近十年每年约1 300万

公顷。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植树造林和森林的自

然扩张，已经在全球范围显著减少森林净损失面积。在

2000年至2010年期间，森林面积的净变化已从1990年至

2000年期间的每年净减少830万公顷降至每年净减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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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万公顷。然而，大部分森林损失仍然发生在

热带国家，而净增长主要出现在温带和寒带国

家。

2000年至2010年，森林面积净损失最大的地区

为南美洲和非洲。大洋洲也出现了净损失，主

要是由于澳大利亚在过去十年的严重干旱和森

林大火。另一方面，亚洲在过去十多年则出现

了每年220万公顷净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印

度和越南的大规模植树造林计划。林地快速转

换为其他用地的现象在该地区其他许多国家继

续发生。

由于全球毁林和森林退化以及原始林下降的速

度仍然很快，世界森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仍然

岌岌可危。但一个积极的趋势是保护区的增

加，自1990年共增加了9 400万公顷，据估计目

前覆盖全世界森林的13％。

森林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树

木吸收大气中的碳并储存在木材中，木材燃烧

或分解时碳被释放回到大气。据估计仅林业部

门就占所有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六

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森林砍伐造成。在2010

年年底，各国同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建立一个机制——所谓的REDD+机制，以鼓

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

放。到目前为止，已募集40亿美元用于尽早采

取行动。

此外，联合国大会确定2011年为国际森林年，

以提高可持续管理的意识，并保护和开发各种

森林。“森林为人民”是本年度的主题，突出

了森林与人类之间的动态共生关系。

尽管经济活动放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继续上升

0 5 10 15 20 25 30 35

30.1
21.8

全世界
13.9

15.0
发达地区

16.0
6.8

发展中地区
<0.1
<0.1
大洋洲

0.5
0.2
北非

0.5
0.5*
高加索和中亚

0.6
0.5
东亚，中国除外

0.7
0.5
撒哈拉以南非洲

0.8
0.3

南亚，印度除外
1.2

0.4
东南亚

1.3
0.6
西亚

1.7
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5

1.0
南亚

7.7
3.0

东亚

1990 2008

1990年和2008年，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10亿公吨)

* 高加索和中亚是1992年的统计数据。

全球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的最新统计报

告年度是2008年，这一年该项数据继续上升，

达到301亿公吨，比上年增加1.7%，增幅小于

2006-2007年（2.9%），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

特别是在发达地区，2008年一些国家排放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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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但整体排放量仍有所增加，突出了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迫切需要。据世界

气象组织每年发表的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

状况，2001年至2010年是全球平均温度自1880

年有记录以来最暖的时期，它比此前的十年即

1991年至2000年要更加暖和。

2008年的排放量大约比1990年高出38％。发达

地区的人均排放量仍最高，其2008年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为11.2公吨，相比之下，发展中地

区为2.9公吨，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为

0.8公吨。自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差距已有些

减少：1990年，发达地区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

量为12.3公吨，相比之下，发展中地区为1.7公

吨，撒哈拉以南非洲为0.9公吨。

发达地区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放量下降了超过 

36％，发展中地区下降约9％。2008年该指标值

显示发展中地区明显高于发达地区，单位美元

经济产出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为0.58公斤和0.38

公斤。

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会议，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际

谈判前进的重要一步。在这次会议上，国际社

会采纳了称为“坎昆协议”的一系列决定以共

同、全面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然而，

许多这些决定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以推动各

国采取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将这

些决定付诸实施将是进一步谈判的主题，预计

将于2011年12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下一届气候

变化会议上进行讨论。

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助于恢复臭氧层以及 

遏制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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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但还没有完

结的成功故事。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以确

保为这一代人和后代保护臭氧层。不过，议定

书缔约方自1987年以来的成就则是史无前例

的，这提供了一个国际合作所能达到的最佳范

例。截至2009年底，根据议定书控制的所有消

耗臭氧层物质的98%的消费量已被淘汰。

全球观测证实，这种物质的大气浓度正在下

降。随着议定书的规定得到充分执行，预计在

本世纪中叶，臭氧层将回到1980年前的水平。

该议定书还对气候产生了巨大的良效，因为消

耗臭氧物质也致使全球气候变暖。1990年，这

种物质达到最高水平，而1990年至2000年间这

种物质的减少量，相当于净减少了约250亿吨二

氧化碳加权的令全球气候变暖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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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减少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到2010年将物种

多样性丧失率显著降低

需要更加努力并创新以实现保护重点生态

系统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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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世纪，指定为保护区的全球生态系

统的范围已大大增加。2010年，超过15万个保

护区覆盖了12.7%的世界陆地面积和7.2%的沿

海水域（延伸出12海里）。除此之外，海洋保

护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只有3.5%的专属经济区 

（最多至200海里）和不到海洋总面积1.5%的海

域被指定为海洋保护区。

尽管受保护的生态系统整体上是上升的，但由

于现有保护地的管理不足以及距优先生态保护

的要求存在差距，生物多样性仍在下降。已经

形成两个全球网络，以保护以下领域，即重要

鸟区（11 000个重要的鸟类保护地）及零灭绝

联盟网站（588个地区支持一个或多个高度濒危

物种唯一现存的数量）。但是，只有26%和22%

的关键领域，能分别得到充分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3个缔约方于2010年通过的

新目标呼吁扩大全球保护区网络。目标区包括生

态走廊和由土著和社区管理的区域。到2020年，

根据新的目标，至少17%的土地和内陆水域，以

及10%的沿海和海洋地区将被保护起来，并包括

更多优先生态保护区。如果得到良好的管理和

支持，网点的扩大将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好处。

物种灭绝的全球浪潮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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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担心”类，因此预计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灭绝。红色
名单指数值为零表示所有的物种已经灭绝。

为衡量濒临灭绝物种比例的趋势，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和其合作伙伴已经编制了所谓的红色名单指

数，涵盖现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10 000种)、哺

乳类(4 500种)和两栖动物(5 700种)。最新的指

数显示，总体而言，物种的数量和范围正在减

少，并正走向灭绝，这将对人类赖以依靠的生态

服务产生影响。综合指数显示所有三个群组的平

均趋势。两栖动物受到威胁最大并以最快速度下

降，已知的趋势显示所有群组皆趋恶化。尚未编

入指数的其他类生物有可能亦反映此模式，有些

受到的威胁更甚（如苏铁，一种手掌般的热带植

物），其他一些则更快地消失（如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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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生物资源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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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捕捞渔业的全球产量在1996年达到8 630万

吨的高峰，并至此略有下降，2008年为7 950万

吨，且不同年份之间波动很大。鱼类资源中，

估计的被低度或适度开发的比例，已从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中期的40%降至2008年的15%。大约

同期，过度捕捞、资源枯竭或恢复的鱼类资源

的比例，则从10%上升至33%。充分开发的比例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约为50%，1985年至1997年的水平略低一些。

尽管一部分沿海国家采取了行动，且在某些情

况下进展良好，全球渔业整体下滑仍在继续。

对渔业资源最严重的压力依然是过度捕捞、污

染和丧失栖息地。采取政策和管理措施以保护

这些资源，必须把重点放在降低捕鱼船队的过

量捕捞能力，以及将重建海洋资源的计划与国

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整合起来。

西亚和北非已经超出了可持续水资源的极限

水资源匮乏已接近

水资源仍然充足

可持续的范围已超出

2005年左右，考虑到国家之间的正式条约，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提取占内部再生水资源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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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水资源使用的比例是一项复杂指标，

反映发展、国家水政策、以及水的物态和经济

上的稀缺性。在低发展水平上，增加总取水量

普遍是有利的。但超过一定的“转折点”，生

态系统将变得紧张，水的不同竞争用途不可能

使所有用户都能获得公平的份额。干旱年份可

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就很难以确定确切的

转折点，高于正常降水年份的情况也一样。

大部分地区的取水量少于其可再生水资源的 

25％。考虑到1960年以来使用趋势，在一段时

间内这些地区不会面临水资源紧缺的状况。然

而，西亚和北非两个区域，已远远超过75％的

界限，这意味着该地区水资源不再是可持续

的。其他两个地区也已接近60％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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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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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2015年仍可能无法获得饮用水，全世界可能超出 

饮用水的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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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获得清洁饮用水的进展一直非常强劲。就

全球而言，获得清洁饮用水的覆盖率从1990年

的77％上升至2008年的87％。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导的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

方案，这种进步的速度足以满足并有可能超出在

2015年达到89％覆盖率的千年发展目标。

在1990年至2008年期间，92％的发展中国家

（112个国家中的103个）的饮用水覆盖率继续

增加或保持98％或更高的水平。只有13个国家

的覆盖率有所下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实现千

年发展饮用水的目标。在饮用水覆盖率方面，

东亚进步最大，从1990年的69％，上升至2008

年的89％。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使用改善饮用

水源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即从1990年的2.52

亿上升到2008年的4.92亿。该地区的覆盖率也

从1990年的49%上升至2008年的60%。

在所有地区，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要落后于城镇。 

2008年估计仍有1.41亿城市居民和7.43亿农村

居民继续依赖未改善的水源，以满足日常饮用

水需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个城市居

民使用改善饮用水源的可能性是一个农村居民

的1.8倍。

贫困的农村人口在获得清洁饮用水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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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城市地区

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调查数据的一项

分析表明，城市地区最贫穷的20%的人口依赖未

改善饮用水源的可能性，几乎是最富的20%的人

口的6倍。在城市地区，能享受住所管道饮用水

供应的便利和伴随的健康益处的可能性，最贫

困家庭要比最富裕家庭低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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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6亿人仍缺少抽水马桶和其他形式的

改善的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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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还远远不能达到卫生目标。事实上，按目

前的进展速度，要到2049年才能为全球77%的

人口提供抽水马桶和其他形式的改善的卫生设

施。发展中地区几乎一半的人以及全球估计26

亿人，在2008年还没有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

据估计，在2008年有11亿人没有使用任何设

施，仍然露天便溺，这对健康构成巨大威胁，

特别是对较穷的那部分人口，他们最容易暴露

在未经充分处理的人类排泄物的危险中。全球

范围内，露天便溺率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从  

1990年占人口总数的25%下降至2008年的17%。

几乎三分之二露天便溺的人居住在南亚。

北非是唯一已经超过了千年发展卫生目标的地

区，其覆盖率由1990年的72%提高到2008年的

89%。 

2008国际卫生年给有关卫生的讨论提供了急需

的推动作用。在各个地区，每年都举行的各种

卫生会议以确保卫生仍保留在政治议程中，并

得到应有的重视。

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卫生设施覆盖率的

差距正在缩小

199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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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善卫生条件而言，各个地区的农村人口都

处于不利地位，但与城市地区的差距在所有地

区都在下降。全球来看，城市居民使用改善卫

生设施的可能性是农村居民的1.7倍。最严重的

不平等出现在南亚，那里城市居民使用改善卫

生设施的可能性是农村居民的2.2倍。不过，自

1990年以来，这种境况也出现了显著改善，当

时城市居民使用改善卫生设施的可能性是农村

居民的4.3倍。

在南亚部分地区，改善的卫生尚未抵及最贫困的家庭

1995年和2008年，南亚根据卫生习惯和贫富五个等级划分的人口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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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至2008年期间，南亚三个国家的趋势分

析表明，卫生设施的改善不成比例地惠及富

人。最贫穷的40%家庭的卫生覆盖率几乎没有增

加，在贫富五个等级最低两个等级的人中，五

分之四的人继续露天便溺。最大的进展是在贫

富五个等级中较富的人群，而最富有的20％的

人群则保持了非常高的覆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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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

到2020年，显著改善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

的生活

不断增长的城镇化正在超过贫民窟改善的

步伐，需要设立新的且现实的国家和地方

目标

贫民窟人口(百万)
贫民窟的城市人口比例

(百分比)

贫民窟人口贫民窟的城市人口比例

1990-2010年，发展中地区，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口数量
和居住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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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中，生活在贫

民窟中的城市居民比例从39％下降到33％。这

些人中有超过2亿人可以用上改善的水、卫生设

施或耐用的较不拥挤的住房。但是，就绝对数

字而言，贫民窟居民人数继续增长，其中部分

原因是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步伐。城市居民生活

在贫民窟的人数，现在估计约为8.28亿，而相

比之下1990年为6.57亿，2000年为7.67亿。

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贫民窟最为常见。这

一地区6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其次是

南亚（35％）和东南亚（31％）。在受冲突影

响的国家情况尤其严重，这些地区生活在贫民

窟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4％上升到

2010年的77％。

需要加倍努力改善整个发展中地区居住在城市

和大都市贫民的生活。为此，2011年4月，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鼓励各国清点它们的

贫民窟人口数量，并为改善贫民窟居民的生活

设立现实的国家、地区和当地目标。这些目标

可能超出目前的千年发展目标，其最后期限为

2020年。在这些目标中，优先事项包括住房、

基本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如水、卫生设施、交

通、能源、健康和教育等。同时，各国还被敦

促要推进人民能得到负担得起并有确定使用年

限的土地，以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耕作并维

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