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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球计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
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 “里约＋２０” 峰会) 上被正式提出的国际科
学计划ꎮ 该计划是整合原有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四大计划的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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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管理结构、 交流和参与战略、 教育和能力建设战略、 资助战略ꎬ 以及
实施设计等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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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变化

问题的不断恶化ꎬ 全球变化研究逐步兴起ꎮ 在过去的 ３０ 余年间ꎬ 由国际科学理

事会 ( ＩＣＳＵ) 主导先后成立了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

计划 ( ＩＧＢＰ)、 生物多样性研究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

计划 ( ＩＨＤＰ) ４ 个全球变化研究组织ꎮ 这些科学计划围绕地球各圈层全球变化

问题ꎬ 以及人类与这些变化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ꎬ 并建立了跨学

科、 跨区域、 跨机构的全球性合作研究网络ꎬ 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变化以

及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ꎮ

随着对全球变化问题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入ꎬ 原有研究计划逐步显现出研究对

象片段化、 研究方法单一化、 研究成果内部化等不足ꎬ 难以对作为复杂巨系统的地

球系统开展更为系统、 全面和深入的观测与研究ꎬ 制约了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推进

和持续发展ꎮ 为更好地推动全球变化的集成交叉研究ꎬ 从地球系统角度切入ꎬ 实现

对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认识突破ꎬ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ＷＣＲＰ 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四大计划

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全球变化科学大会ꎬ 成立了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ꎮ 该联盟以全球变化的四大研究计划为主ꎬ 集成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

(地区) 的科学理念与方法、 研究设施和人员ꎬ 重点关注地球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地球系统发生的变化ꎬ 以及这些变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ꎬ 以提高对复

杂、 敏感、 脆弱的地球系统的整体系统认识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ꎮ 但作为一

个缺乏有效约束力的 “松散型” 科学协调组织ꎬ ＥＳＳＰ 一直存在着组织体系不健

全、 工作人员配备不足、 缺乏足够号召力、 研究工作推动乏力等先天不足ꎬ 影响

了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ꎮ 为此ꎬ ２００８ 年ꎬ ＩＣＳＵ 对 ＥＳＳＰ 以及各计划组织了一次

全面评估ꎬ 系统梳理了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了加强协调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多条

建议ꎬ 并最终推动了 ＩＣＳＵ 对全球变化研究组织进行改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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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的 “里约＋２０” 峰会上ꎬ 未来地球计划正式推出ꎬ 全球环境

变化研究也由此掀开了全新的一页ꎮ 新的未来地球计划将全面运用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 工程学和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观点和研究方法ꎬ 综合视角ꎬ 多维思考ꎬ

加强来自不同地域的科学家、 管理者、 资助者、 企业、 社团和媒体等利益相关方

的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ꎬ 以催生深入认识行星地球动态的科学突破ꎬ 以及重大环

境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ꎮ

基于过去经验和对未来挑战的重视ꎬ 未来地球计划对其工作重点进行了全新

设计和重新定位ꎬ 原有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将停止或部分停止ꎬ 一些全球性和区

域性的研究工作将被移植到新的工作框架中ꎬ 一系列致力于动态行星地球、 环境

与发展问题、 可持续性转型战略与对策等的新的研究工作将依次有序启动ꎮ

在组织机制上ꎬ 未来地球计划更加重视自上而下的协调组织和自下而上的参

与对话ꎬ 并构建了管理理事会、 参与委员会、 科学委员会、 秘书处、 区域中心、

国家委员会、 项目科学指导委员会等多层级管理架构ꎬ 以确保其决策的科学性和

良好的执行力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蓝图已然绘就ꎬ 正紧锣密鼓地在全球铺开ꎬ

它所带来的新鲜活力呼之欲出ꎬ 令人振奋ꎮ

中国学者一直积极致力于全球变化研究工作ꎬ 除上述四大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外ꎬ 中国还是全球变化研究国际基金会 ( ＩＧＦＡ)、 ＥＳＳＰ 的联合研究计划和区域

活动的重要参与者ꎬ 在未来地球计划的设计与推进工作中ꎬ 中国科学家同样作出

贡献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 (ＣＮＣ￣ＦＥ) 在北京成立ꎮ 委员会

由来自自然科学、 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的四十余名专家组成ꎮ 中国委员

会将在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框架下ꎬ 紧盯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问题ꎬ 按照 “协同设计、 协同实施、 协同推广” 三个阶段逐步推进环境污染及

人类健康ꎻ 城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ꎻ 全球变化及关键区响应ꎻ 食品、 能源供给与

未来发展ꎻ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ꎻ 产业转型与绿色生产ꎻ 变化环境下的灾

害预警ꎻ 东亚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ꎻ 极区可持续发展ꎻ 地球系统观测及知识服

务ꎻ 季风区气候变异与人类活动ꎻ 地球系统模式、 气候经济模式与气候变化科学

决策等十二项优先研究工作ꎬ 相信随着相关讨论和工作的深入ꎬ 中国未来地球计

划的研究内容也将不断丰富并建立起专门化的科学体系ꎮ 中国未来地球计划的顺

利启动ꎬ 离不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高效组织领导ꎬ 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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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ꎬ 以及诸多专家和领导的大

力支持ꎬ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ꎮ

为了让国内学者更好地了解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理念和工作机制ꎬ 受未来地

球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委托ꎬ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全球变化研究信息

中心和中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组织精干力量ꎬ 对未来地球计

划发布的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进行了翻译ꎮ 该中译本的面世ꎬ 有助于推动

未来地球计划在我国落地生根ꎬ 顺利实施ꎮ 感谢所有参与翻译、 校对、 组织和出

版工作的同志对此所做的辛勤努力ꎮ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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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笔者第一次接触 “未来地球计划” 是 ２０１１ 年在罗马召开的 ＩＣＳＵ 全体大会

上ꎮ 当时ꎬ 还没有 “未来地球” 这个说法ꎬ 而是称为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ＥＳＳＩ)ꎬ 很明显仍带着 ＥＳＳＰ 的印记ꎮ

ＥＳＳＰ 作为包含全球变化四大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的联盟已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结束ꎮ

当今的科学研究正面临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和机遇ꎮ 科学研究ꎬ

应该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知识和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ꎮ 即使是基础性研

究ꎬ 也有最根本的社会需求ꎮ 大型科学计划从设计阶段就应有利益相关者ꎬ 即公

众、 媒体、 政府和资助机构等的参与ꎬ 而科学成果更应该是以 “知识” 或者

“解决方案” 的形式实现共享ꎬ 从而服务于社会ꎮ 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ꎬ “地

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 更名为易于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 “未来地球” 这一更强

调全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计划ꎬ 并在全球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ꎮ 从这个全新

的名字及其确定的三个主题: 动态行星、 全球发展、 可持续性转型ꎬ 可以窥见该

计划与以往不同的着眼点ꎬ 即希望在 “未来地球计划” 框架下突出面向全球可

持续性的研究ꎬ 并做到 “协同设计、 协同实施、 协同推广”ꎬ 实现研究力量可

合、 科学可释、 政府可用、 公众可知ꎮ

正是由于这个全新的着眼点ꎬ 笔者从 ２０１１ 年当选国际科联执行委员会委员

以后ꎬ 就一直关注未来地球计划的发展ꎬ 并且在多个场合呼吁应对其高度重视ꎮ

未来地球计划有两个方面值得中国科学家学习和思考: 一是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

学家、 “利益相关者” 协同设计、 协同实施的人员参与方式ꎻ 二是鼓励多学科融

合并发展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学科组织方式ꎮ 这两个方面是中国科学界在组织大

科学研究方面的短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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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下ꎬ 中国组织召开了 “未来

地球在中国” 研讨会ꎬ 会议邀请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席 Ｙｕａｎ￣ Ｔｓｅ Ｌｅｅ (李远哲)

教授、 国际科学理事会候任主席 Ｇｏｒｄｏｎ ＭｃＢｅａｎ 教授、 国际科学理事会执行主

任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ｉｌｓｏｎ 博士、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主席 Ｓｍｉｔｈ Ｍａｒｋ￣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博

士、 国际科学理事会亚太区域办公室主任 Ｎｏｒｄｉｎ Ｈａｓａｎꎬ 以及亚太地区已经开

展未来地球计划的国家和地区代表、 中国科学院支持的 ＭＡＩＲＳ 计划 (亚洲季风

区域集成研究) 主席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ｔｏｎ 博士等参会ꎮ 会议介绍了 “未来地球计

划” 的主题及其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推广与实施情况ꎮ 科学技术部 (简称科技

部)、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专家也介绍了中国全球变化研究、 中国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 城镇化和减灾防灾等的研究进展ꎮ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ꎬ 鉴于中

国在可持续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典型性和复杂性ꎬ 中国应该引领未来地球计划在

亚洲的实施ꎬ 这使笔者充满参与未来地球计划的信心ꎮ

会议期间ꎬ 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还接见了李远哲教授ꎮ 白院长在听完李远

哲教授的介绍后ꎬ 认为 “未来地球计划” 的主题契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ꎬ

中国科学院应积极参与到该计划中ꎮ 会后ꎬ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启动了为期三

年的 “ ‘未来地球计划’ 中国实施框架协同设计” 对外合作重点项目ꎬ 计划通过

与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及相关组织的合作ꎬ 吸纳并有效利用未

来地球计划的科技资源ꎬ 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ꎻ 通过 “协同设

计”ꎬ 为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战略性的框架设计和支撑ꎬ

推动未来地球计划在中国的实施ꎻ 同时推动更多中国科学家加入未来地球计划的

各项活动ꎬ 提升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ꎮ

为了让国内科学界、 公众、 政府部门、 媒体等更好地了解未来地球计划ꎬ 中

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全球变

化研究信息中心组织人员翻译了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发布的 “未来地球计划初

步设计” 报告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ꎮ 未来地球计划虽然一直在完善、 发展

中ꎬ 但 “协同设计” “提供知识和解决方案” 等关键理念是从这份 “未来地球计

划初步设计” 报告开始就一直坚持的ꎬ 可以说这份报告明晰了未来地球计划的宗

旨、 内容和研究方法ꎮ 所以ꎬ 这份报告的翻译出版对 “未来地球计划” 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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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有指导性的意义ꎮ 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也对中文翻译版本表示欢迎ꎬ 在组

织了独立审稿后授权出版ꎮ 在此ꎬ 感谢所有参与组织、 译校和出版工作的同

事们ꎮ

是为序ꎮ

　 　 国际科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ｉｘ

译 者 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２２ 日ꎬ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上ꎬ 未来地球计划成立ꎬ 这一全新的科学计划承载了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和可持

续发展行动推向新高度的历史使命ꎮ 在全球科学家和相关机构、 团体与个人的参

与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开展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ꎬ 并发布了 «未来地球计

划初步设计» 报告ꎮ 该报告对未来地球计划的任务使命、 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等

进行了详细介绍ꎮ

中国一直是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简称科协) 的领导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

(ＣＮＣ￣ＦＥ) 在北京成立ꎬ 并建立了中国委员会的组织机制ꎬ 以及面向未来地球

计划的 ３ 个研究主题ꎬ 确定了中国未来地球计划的首批优先研究领域ꎮ

为了让国内学者和全球环境变化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未来地球计划ꎬ 在未

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的组织下ꎬ 由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 中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

候￣环境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共同承担了 «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 中译本的

翻译出版任务ꎬ 经过参与人员的共同努力ꎬ 终于付梓出版ꎮ

本译著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 未来地

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相关机构的支持ꎬ 以及中国科协国际组织处秦久

怡先生、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周天军研究员等专家的帮助ꎮ 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副主席、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秦大河院士ꎬ 国际科学理事会委

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吴国雄院士拨冗为本书作序ꎮ 在此向所有对

本书翻译和出版工作给予重要支持的机构和人员一并表示感谢ꎮ

本译著的翻译出版还要感谢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 ‘未

来地球计划’ 中国实施框架协同设计”、 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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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全球典型干旱半干旱地区年代尺度干旱的机理及其影响研究” 和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编号: ＸＤＡ ０５１５０１００) 的共同资助ꎮ

译校人员信息如下:

主体部分:

翻译: 曲建升、 曾静静、 王立伟、 李明星、 陈亮、 古红萍、 郑子彦、 王勤

花、 董利苹、 王宝、 张世佳ꎮ 审校: 马柱国、 张志强ꎮ

附录部分:

大挑战: 面向全球可持续性的地球系统科学ꎮ 翻译: 严中伟、 贾根锁、 韩志

伟ꎮ 审校: 贾根锁、 古红萍ꎮ

未来地球: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文件ꎮ 翻译: 林征、 丹利、 张仁健ꎮ 审

校: 贾根锁、 李明星、 陈亮、 王宝ꎮ

ＩＳＳＣ 发起 “转向可持续发展” 计划ꎮ 翻译: 王宝ꎮ 审校: 王立伟ꎮ

迈向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的十年倡议ꎮ 翻译: 曾静静ꎮ 审校: 曲建

升、 郑子彦ꎮ

过渡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ꎮ 翻译: 曾静静ꎮ 审校:

曲建升、 郑子彦ꎮ

过渡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 未来地球计划ꎮ 翻译: 曾静静ꎮ 审校: 曲建升、

陈亮ꎮ

另外ꎬ 曲建升、 曾静静、 王立伟、 李明星、 陈亮、 古红萍等对全书进行了统

稿ꎬ 马柱国、 张志强对全书进行了终审校ꎮ

由于时间紧张和译校人员水平所限ꎬ 不足之外在所难免ꎬ 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ꎮ

本书译校工作组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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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向未来地球计划的过渡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复杂、 艰巨而鼓舞人心的任务ꎬ 这

项任务将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取得的重要认识的基础上ꎬ 通过吸引国际科学团体广

泛参与研究与合作ꎬ 来把握地球及其居住者未来所面临的紧迫性、 严重性和广泛

性问题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 “里约＋２０”

峰会) 上ꎬ 未来地球计划被列为科学与研究团体对世界作出的承诺之一ꎮ

笔者要衷心地感谢为这个报告和过渡小组的工作作出了贡献的个人和组织ꎮ

最需要感谢的是 ＩＣＳＵ 和贝尔蒙特论坛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Ｆｏｒｕｍ) 的工作人员ꎬ 他们组

织了与本书相关的会谈、 电话会议并且帮助起草了这份报告ꎬ 尤其是本书的科学

官员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Ｑｕａｄｒｅｌｌｉꎬ 还有 Ａｎｎｅ Ｓｏｐｈｉｅ Ｓｔｅｖａｎｃｅ、 Ｖｉｖｉｅｎ Ｌｅｅ、 ＲｏｈｉｎｉＲａｏ、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ｓ、 Ｏｗｅｎ Ｇａｆｆｎｅｙ、 Ｌｅａｈ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Ｍａｕｒｅｅｎ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ｌｅｎ、

Ｃａｒｔｈａｇｅ Ｓｍｉｔｈ、 Ｍａｒｉａ Ｕｈｌ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ｅｉ￣ Ｃｈｉｈ Ｙａｎｇ、 Ｇｉｓｂｅｒｔ Ｇｌａｓｅｒ 和

Ｄｅｎｉｓｅ Ｙｏｕｎｇꎮ 笔者也十分感谢过渡小组的成员ꎬ 他们自愿牺牲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创作这份报告ꎬ 并且参与了世界各地与本书相关的讨论与演讲ꎮ 笔者尤其感

谢工作组的领导们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ｉｓｂｅｃｋ、 Ｋａｒｅｎ Ｏ’ Ｂｒｉｅｎ、 ＲｉｋＬｅｅｍａｎｓ、 Ｐｅｔｅｒ Ｌｉｓｓ

以及 Ｒｏｈａｎ Ｄ’ Ｓｏｕｚａ 起草了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ꎻ 感谢执行组的其他成员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ｃａｍｏ、 Ｇｒｅｔｃｈｅｎ Ｋａｌｏｎｊｉ、 Ｔｉｍ Ｋｉｌｌｅｅｎ、 ＪａｋｏｂＲｈｙｎｅｒ、 Ａｌｂｅｒｔ ｖａｎ

Ｊａａｒｓｖｅｌ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ｏｎｆｒａｙ 和 Ｐａｕｌ Ｒｏｕｓｅꎬ 他们在过去的两年中指导了笔者的

工作ꎬ 感谢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Ｂａｌｓｔａｄ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分别对数据和教育部分提出的

建议ꎮ 过渡小组是基于协同设计这一研究议程的精神被挑选出来的ꎬ 因此包含许

多国家和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 资助者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利益相关者ꎮ 在过

去两年的讨论中ꎬ 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学习ꎬ 收获很多ꎮ ＩＣＳＵ 现任和前任的执行

委员会主席ꎬ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ｉｌｓｏｎ 和 Ｄｅ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 奔走于世界各地ꎬ 为本书相关资料

的积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笔者还要特别感谢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的执行委员会主席 Ｈｅｉｄｅ Ｈａｃｋｍａｎｎꎬ 他一直作为社会科学团体的代表自始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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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本书的工作ꎮ

本书要特别感谢全球环境变化 (ＧＥＣ) 计划 (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ＷＣＲＰ、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ＥＳＳＰ) 及其相关项目的建设性参与和对当前领导力不可估量的贡

献ꎮ 如果没有 ＧＥＣ 计划主任、 科学委员会主席以及项目领导的积极参与ꎬ 未来

地球计划不会形成如此强大的全球科学参与和科学集成的潜力ꎮ ＧＥＣ 计划目前

的全体员工、 科学委员会和项目办公室在该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深刻见解ꎬ 希望

这个报告能够反映他们的期望和关切ꎮ 过渡小组是 ＩＣＳＵ 致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地球系统研究远景规划和贝尔蒙特论坛制定的未来研究优先领域战略对话的产

物ꎮ 除了贝尔蒙特论坛外ꎬ 笔者还要感谢领导 ＩＣＳＵ 远景规划工作的任务小组ꎬ

包括 Ｗａｌｔ Ｒｅｉｄ (联合组长)、 Ａｎｎｅ Ｗｈｙｔｅ、 Ｈｅｉｄｅ Ｈａｃｋｍａｎｎ、 Ｋａｒｉ Ｒａｉｖｉｏ、

Ｊｏｈｎ Ｓｃｈｅｌｌｎｈｕｂｅｒ、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Ｋｈｏｔｓｏ Ｍｏｋｈｅｌｅ、 Ｙｕａｎ Ｔｓｅ Ｌｅｅ 和 Ｄｅ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ꎬ 他们为过渡小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过渡小组承担的任务包括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几项最迫切挑战提供解决方

案ꎬ 他们需要为确定优先领域、 研究主题和管理结构而付出努力ꎮ 这份报告反映

了达成的共识ꎬ 并且对许多不同赞助者的投入作出了响应ꎮ 这是在服务地球人类

方面的国际协同机制实现跨越式改变的开端ꎬ 也是进一步提升地球系统动力学认

识的重要的新尝试ꎬ 将有助于确定那些可为人类创造更好未来的积极转变ꎬ 为人

类的繁荣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知识和解决方案ꎮ

Ｊｏｈａｎ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Ｄｉａｎａ Ｌｉｖｅｒｍａｎ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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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未来地球计划发起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召开的 “里约＋２０” 峰会ꎬ 是一个为期 １０
年的国际研究计划ꎬ 该计划将提供社会所需的关键知识来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

战和识别全球可持续性转变的机会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回答下列几个基本问题: 全球环境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

化? 未来可能的变化有哪些? 这些变化对人类发展和地球生命多样性的影响是什

么? 该计划将确定减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的风险和脆弱性、 增强恢复力的机

遇ꎬ 为国际社会提供向繁荣和公正的未来转型的方法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在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包括经济、 法律和行为研

究)、 工程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不同学科研究工作的基础上ꎬ 提供最高质量的

科学方案ꎮ 该计划将由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学者、 政府、 企业和民间团体协同设

计和协同实施ꎬ 并吸纳来自于广泛的科学团体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 从细节到

总体的思想ꎬ 以及已有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项目和相关研究活动ꎮ

１ 地球系统研究逐步调整的必要性

人类活动对局地、 区域以及全球尺度环境的深远影响正在改变地球系统ꎬ 地

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也在威胁人类福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ꎮ 因灾难性

的和不可逆转的潜在影响ꎬ 人类社会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面临极为紧迫的挑

战: 一方面ꎬ 对地球人类繁荣构成威胁ꎻ 另一方面ꎬ 也为探索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的创新机遇提供激励ꎮ

２ 将社会挑战响应行动与研究活动结合起来

未来地球计划致力于解决粮食、 水资源、 能源、 健康和人类安全等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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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问题及它们间的关系ꎬ 以及满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需求ꎮ 该计划

将在管理、 临界点、 自然资本、 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活方式、 道德

和价值观等领域提供和整合新的深刻见解ꎮ 该计划还将探讨向低碳未来转变的积

极和消极的经济影响ꎬ 以及技术和社会转型的选择ꎮ 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建立更综

合的、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未来地球计划的探索重点ꎮ
地球系统研究的前瞻性挑战ꎬ 近年来主要表现在引导和支撑逐渐变化的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需求上①ꎬ 因此ꎬ 需要更多的学科和知识领域参与ꎬ 以形成协同学

科和跨学科的优势ꎮ 公共、 私人和志愿部门ꎬ 科学团体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紧

密的合作ꎬ 以鼓励科学创新、 提供政策需要ꎮ 同时ꎬ 这些合作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支持ꎮ 总之ꎬ 这些变化将有助于实现科学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 “社会契约” 以

加速了解社会需求中关于解决环境变化的知识 (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ꎬ １９９８)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 “里约＋２０” 峰会ꎬ 各国政府同意制定一系

列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ꎬ 这些目标集成了所有国家的环境和发展目标ꎮ 未

来地球计划将提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更广泛的综合科学

知识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依托和整合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 (ＧＥＣ) 计划ꎬ 该计划将

在已有的全球网络基础上显著扩大ꎬ 并吸引更多新的机构和研究者参与ꎬ 通过保

持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更广泛的学科和国家吸引最优秀的精英加入ꎬ 以确保其研

究优势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 互补能力建设和拓展活动将由广泛的研究团体 (包括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工程学和人文科学) 与政府、 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协同设计ꎬ 以弥补环境研究、 政策与实践的鸿沟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面向决策者需

求ꎬ 在研究更加可用和可获取方面逐步改进ꎮ

３ 概念框架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 (图 ０￣１) 是其研究主题和项目的概括性指导ꎬ 这

① 如 “向一个十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系统研究倡议———贝尔蒙特论坛联合声明ꎬ ＩＣＳＵ 和 ＩＳＳＣ”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Ｍａｙ２０１１ ｐｄｆꎻ “第三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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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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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框架体现了以下两点认识: 人类是地球系统动力学及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部

分———这一认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ꎻ 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跨越了不

同的时空维度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阐明了自然和人类驱动的变化和环境变化的结果与

这些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之间的基本联系ꎮ 这些联系发生在广阔的时空尺度ꎬ 并受

地球系统所能提供的条件的约束ꎮ 同时该框架强调了在地球系统的边界内认识和

探索人类发展道路的挑战ꎮ 对该框架基本的、 整体的认识是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案和转型方式的基础ꎮ

图 ０￣１　 未来地球计划概念框架示意图

４ 初步的研究主题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可指导面向解决关键研究挑战的未来地球研究ꎬ 表

现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主题:

(１) 动态行星———了解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对行星地球的影响ꎮ 重点观测、

解释、 了解和预测地球、 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 驱动力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ꎬ 以

及预测全球阈值和风险ꎮ 根据已有知识ꎬ 特别关注不同范围的社会和环境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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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ꎮ

(２) 全球发展———人类对可持续、 安全、 公正地管理食物、 水、 能源、 材

料、 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迫切需要的知识ꎮ 未来地球计划研

究主题的重点将集中在认识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福祉和发展之间的联系ꎮ

(３) 可持续性转型———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ꎬ 评估这些转变如何与人的观念

和行为、 新兴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路径联系起来ꎬ 并评估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全球

环境治理与管理战略ꎮ 该研究主题重点解决导向型的科学问题ꎬ 以从根本上实现社

会转型ꎬ 迈向可持续的未来ꎮ 该主题还将探索哪些制度、 经济、 社会、 技术和行为

的改变能使全球可持续发展更加有效ꎬ 以及这些改变如何能得到最好的实施ꎮ

以上三个研究主题将会是未来地球研究的优先内容ꎮ

５ 跨领域能力

未来地球计划将通过获取多个核心能力方面的进展ꎬ 来推进所提出的综合研

究主题ꎬ 这些能力包括观测系统、 地球系统建模、 理论发展、 数据管理系统和研

究基础设施ꎮ 未来地球计划还将支持和开展广泛而综合的交流和参与活动、 能力

发展与教育活动ꎬ 以及科学—政策界面的有效互动ꎮ 这些能力对发展全球环境变

化的综合科学以及为政策制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用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ꎮ 当

然ꎬ 其中的许多能力要求超出了未来地球计划倡议本身的范围ꎬ 属于国家和国际

的基础设施建设、 培训计划和学科问题ꎮ 为了共同的利益ꎬ 未来地球计划与这些

能力提供者的共同努力将是十分重要的ꎮ

６ 管理结构

未来地球计划的管理结构 (图 ０￣２) 包含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 (ｃ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ｅ) 的概念ꎮ 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作为资助方ꎬ 负责组建未来

地球计划ꎬ 并推动和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发展ꎮ 其成员包括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

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贝尔蒙特论坛基金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以及作为观察员的世界气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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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ＷＭＯ)ꎮ 未来地球计划由管理理事会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 领导并由两个

咨询机构———参与委员会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和科学委员会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支持ꎮ

图 ０￣２　 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结构示意图

管理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将会酌情代表全部利益相关者团体 (包括学术界、

资助机构、 政府、 国际组织和科学评估机构、 发展团体、 工商业界、 民间社团和

媒体)ꎮ

管理理事会是最终决策主体ꎬ 负责制订未来地球计划的战略方向和决策ꎮ 科

学委员会将提供科学的指导ꎬ 确保科学质量并且指导新项目的开发ꎮ 参与委员会

将提供涉及利益相关者的领导和战略指导ꎬ 在贯穿从协同设计到宣传的整个研究

过程中ꎬ 确保提供未来地球计划所需的社会知识ꎮ 执行秘书处负责未来地球计划

的日常管理ꎬ 以确保跨主题、 跨项目、 跨区域和跨委员会的协调ꎬ 并与关键利益

相关者保持联络ꎮ 秘书处将有望按区域分布ꎮ 未来地球计划国家委员会的发展也

将得到鼓励ꎮ

７ 资助战略

未来地球计划将需要创新的募资机制并且巩固已有的支持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

成功将依靠对必要的学科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支持ꎬ 并加强跨学科研究与协调



ｘｖｉｉｉ....

活动的资助力度ꎮ 联盟将和理事会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合作ꎬ 以确保增加新

的资金来源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贝尔蒙特论坛上已经发起了一个新的开放灵活机制ꎬ

通过年度多边对话来支持国际合作研究行动 (ＣＲＡｓ)ꎮ 贝尔蒙特论坛和全球变

化研究国际基金会 ( ＩＧＦＡ) 的成员将需要主动与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其他资助者

建立友好关系以获得足够的支持ꎮ 发展并加强捐赠者、 私营部门和慈善基金会的

合作将会是未来地球计划多样化资助战略的一部分ꎮ

８ 交流和参与的新模式

未来地球计划的定位是在全球可持续性方面提供独立创新研究的领导者ꎮ 它

将提供一个充满生机的、 动态的平台以鼓励对话、 加快知识交流和促进创新ꎮ 未

来地球计划将会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制定广泛而灵活的交流策略ꎬ 吸引所有相关的

用户与区域伙伴共同合作ꎬ 结合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专家信息、 更具包容性的反复

对话的分享方法ꎬ 以及探索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ꎮ 新的社会媒体和网络技术能

够提供良好的机会和专业知识ꎬ 并将其嵌入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ꎮ

９ 教育和能力建设

未来地球计划将与教育部门现有的计划和网络进行合作ꎬ 以保证研究成果及

其对全球可持续性影响的快速传播ꎬ 在各个层面上支持传统的 ( ｆｏｒｍａｌ) 科学教

育ꎮ 识别有效的伙伴ꎬ 以及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工作机制、 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

性ꎬ 这对确保未来地球计划在复杂领域的正统教育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ꎮ 加强同

已有科学与技术中心网络的合作也为非传统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教育部门作出贡献提供

了机会ꎮ

未来地球计划已经把能力建设作为其所有活动的基本原则ꎬ 并且将采取多层

次的方法进行科学能力建设ꎬ 包括专门的能力建设行动和嵌入所有活动和工程中

的能力建设ꎮ 专门的能力建设行动将包含建设强大的、 致力于国际学科间和跨学

科合作研究的国际科学家网络ꎬ 尤其关注年轻科学家和机构能力的发展ꎬ 着重增

强欠发达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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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概　 　 述

１ １　 为什么是未来地球计划

人类活动正在以威胁自身健康和发展的方式改变着地球系统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ꎻ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可以说ꎬ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一个 新 的 地 质 时 代———人 类 世 ( Ｃｒｕｔｚｅ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Ｚａｌ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许多人类活动显著影响了地球系统的总体进程ꎬ 并且与自然变

化一起导致了全球环境的恶化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朝全球可持续发

展方向转变是保证未来全球繁荣的需要ꎬ 而且也需要管理和发展范式的

重要转变 (Ｇａｌａ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Ｋａｎｉ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在日益联系紧密的

世界中ꎬ 人类的知识和独创性为应对这些变化ꎬ 以及为个人、 社区、 企

业和国家的繁荣创造新的机遇提供了创新的可能性 (ＷＢＧＵꎬ ２０１１)ꎮ
全球环境变化具有区域和局地影响ꎬ 可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ꎮ

人类活动、 地球系统的大尺度变化和局地影响之间的跨尺度相互作用

对人类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ꎬ 并导致人类社会面临众多的可持续性挑

战ꎮ 研究显示ꎬ 不论是在局地还是在全球尺度上ꎬ 全球可持续发展方

向是人类福祉的先决条件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０７ꎻ ＵＮＥＰꎬ ２０１２ａꎻ ＭＡꎬ ２００５)ꎮ
朝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失败将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全球环境变化

以及随之发生的区域和局地的影响ꎬ 如洪水、 干旱、 土地利用变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海平面上升ꎮ 这些灾难有可能限制人类的繁荣ꎬ 并

将造成一定的损害ꎮ 然而ꎬ 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世界ꎬ 局地的情况和

危机可能会因观念、 迁徙、 贸易、 经济和政策稳定性的影响而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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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尺度地放大ꎮ 因此ꎬ 应在解决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变化、 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可持续性挑战的同时ꎬ 提供基于知识的解决方

案ꎬ 以满足食品、 淡水和能源需求ꎬ 确保人类不仅能够生存ꎬ 而且可

以繁荣发展ꎮ
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术语已经在国际科学和政策界广泛流通ꎮ

被引用最频繁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布伦特兰委员会在 １９８７ 年提出

的———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

自身需求的能力”ꎮ 对许多学者和实践者而言ꎬ 可持续性包括三个支

柱: 环境 (或生态)、 社会和经济ꎮ 也有一些人士把可持续发展看作

是对自然、 人权和经济正义的尊重ꎮ ２０１２ 年的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

续性高级别小组报告写道ꎬ “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是对经济、 社会和自然

环境等相互联系的认识、 理解和行动ꎬ 着眼于整体图景———如食品、
淡水、 土地和能源之间的关系ꎬ 它确保人们今天的行为与其所希望的

未来结果保持一致” ( ＵＮＷＥＣＤꎬ １９８７ꎻ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７ꎻ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２)ꎮ

应对面向全球可持续性转型的挑战ꎬ 不仅在规模上是庞大的ꎬ 在

时间上也是紧迫的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气候正在变化ꎬ 一些重要

的环境服务正在退化ꎬ 地球系统面临跨越关键翻转点的风险ꎮ 这些变

化将为人类社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影响 (Ｌｅｎ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Ｓｃｈｅｌｌｎｈｕｂｅｒꎬ ２００９ꎻ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还有许多关于全

球环境变化、 可持续性和地球系统基本功能的重要未解之题有待解决ꎮ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ꎬ 可持续性方面几乎没有进展ꎮ 例如ꎬ ＵＮＥＰ

近期出版的 «全球环境展望 ５» (ＵＮＥＰꎬ ２０１２ａ) 评估了不同区域、 不

同部门和整个世界的环境状况ꎬ 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并没有实现可持续

性: ９０ 个指标中只有 ３ 个指标表现出了明显的改善ꎬ 其中发展指标表

现出一些改善ꎬ 但是还有大约 １０ 亿人仍然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ꎬ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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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正在遭受生计、 健康和福祉①的慢性威胁ꎮ
在 “里约＋２０” 峰会上ꎬ 世界各国一致同意制定整合环境和发展

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未来的方向ꎬ 大会还讨论了环境管理和公

平发展的其他选择和机遇ꎬ 并呼吁科学要为行动提供知识基础ꎬ 为当

代人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可持续的、 公平的和繁荣的未来ꎮ «我们期望

的未来» (ＵＮꎬ ２０１２) 作为 “里约＋２０” 峰会的成果文件ꎬ 就这一点

明确声明:
“我们认识到科学界和技术界对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ꎬ 我

们承诺将与学术界、 科学界和技术界共同工作ꎬ 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合

作ꎬ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ꎬ 以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

差距ꎬ 加强科学和政策互动ꎬ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研究合作ꎮ” (第
４８ 段)

在 “里约＋２０” 峰会之后和 ２０１５ 年后的进程中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

在提供科学建议和专业知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ꎬ 包括定义和监督可持

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高级别政治论坛”、 ＵＮＥＰ 内部的科

学—政策互动和持续评估流程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ꎬ
ＩＰＣＣ)ꎮ

国际研究团体拥有许多组织和网络ꎬ 它们促进了国际科学协调与

合作ꎬ 以及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原因及后果的理解ꎮ 这些组织包括现有

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ＷＣＲＰ、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ꎮ 这些计

划及其大量的研究项目在认识全球环境变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ꎬ
并且建立了重要的研究者网络和决策者联系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发布了 «阿姆斯特丹全球变化宣言»ꎬ
呼吁在全球变化科学的学科基础之上ꎬ 建立一个包含环境与发展、 自

然与社会科学主题ꎬ 跨学科、 跨国界的新的全球环境科学体系②ꎮ 基于

这一共识ꎬ 这四个计划联合成立了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ꎮ ２００８

①
②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ｇｏａｌ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０１ 全球变化阿姆斯特丹宣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ｓｐ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４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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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 ＥＳＳＰ 开展的评估工作建议 ＥＳＳＰ 应加强对政策和发展问题的研

究ꎬ 保持更广泛的科学关注ꎬ 拥有更多的研究资源ꎬ 对发展全球环境

变化集成方法ꎬ 以及建立统一的秘书处、 促进四大计划科学工作相融

合等管理措施承担起更多责任①ꎮ 随后的单个项目评估确认了变化的必

要性ꎮ ＩＣＳＵ 和 ＩＳＳＣ 随后发起了广泛的磋商ꎬ 以探索地球系统研究整

体战略的选择ꎮ 地球系统研究下一个十年的地球系统愿景进展报告

(ＩＣＳＵ / ＩＳＳＣꎬ ２０１０) 确定了解决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交叉的重

大挑战ꎬ 这些挑战包括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及其后果、 加强观测、 预测

颠覆性变化、 改变行为和鼓励可持续性的创新 (Ｒｅｉ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这一愿景的发展需要学科以及跨学科的研究ꎬ 并协调建立研究者、

研究资助者和用户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ꎬ 以促进协同设计研究ꎮ 同时ꎬ
一个研究资助者联盟发布了 «贝尔蒙特挑战»②ꎬ 旨在传播避免和适应

包括极端危险事件在内的不利环境变化行动所需的知识ꎮ 他们确定了

优先资助领域ꎬ 包括风险、 影响和脆弱性评估、 先进的观测系统和环

境信息服务、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互动ꎬ 以及有效的国际协调ꎮ
由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组织的 “压力下的行星 ２０１２” 会议强调了全

球环境变化领域科学和社会响应相协调的潜力和紧迫性ꎮ 大会宣言呼

吁建立更加综合的、 国际化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研究方法ꎬ 吸纳

现有的研究计划、 学科和南北问题ꎬ 以及政府、 民间团体、 地方组织、
研究资助机构和私人部门的投入③ꎮ 这项呼吁在 “里约＋２０” 峰会宣言

和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工作小组报告中得到了呼应ꎬ 随

后提出一个加强政策和科学之间交流的全球科学重大倡议 ( ＵＮꎬ
２０１２ꎻ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２)ꎮ

①

②

③

ＩＣＳＵ￣ＩＧＦＡ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回顾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ｅｓｓｐ￣
ｒｅｖｉｅｗ

“贝尔蒙特挑战: 可持续性的全球环境研究任务”  ｈｔｔｐ: / / ｉｇｆａｇｃｒ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地球现状宣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ｅｔ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０１２ ｎｅｔ / ｐｄｆ / 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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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什么是未来地球计划

未来地球计划是对国际化、 综合性、 协同化和方案导向型研究倡

议的响应ꎬ 以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挑战ꎮ 未来地球

计划被设定为一个基于地球系统科学的十年计划ꎬ 将汇聚全球环境变

化的研究者ꎬ 以进一步发展解决关键问题的跨学科合作ꎮ 未来地球计

划将开展以下研究与工作: 对自然和社会系统变化的深入认识ꎻ 对变

化动力学ꎬ 尤其是人类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观测、 分析和模拟ꎻ 风险、
机遇和危险的知识提供和预警ꎻ 变化应对战略的制订与评估ꎬ 包括制

订创新解决方案ꎮ 该计划为现有国际计划、 项目和倡议行动之内以及

之外的科学家提供了在统一框架下共同工作的机会ꎮ
下面的问题代表了未来地球研究有望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些领域:
(１) 如何为当今和未来的人口持续供应淡水、 新鲜空气和食品?
(２) 治理工作如何适应促进全球可持续性的需求?
(３) 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对生态系统造成空前压力的今天ꎬ 人

类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 跨越翻转点的风险有哪些? 会对人类社会、
地球系统功能和地球生命多样性产生怎样的严重影响?

(４) 世界经济和产业如何转型以激励促进全球可持续性的创新

过程?
(５) 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今世界ꎬ 城市应如何设计以维持更多人的

高质量生活ꎬ 并拥有考虑到人类发展及其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 可持

续的全球足迹?
(６) 如何成功实现向确保全人类能源获取的低碳经济的快速

过渡?
(７) 人类社会如何适应全球变暖的社会和生态后果? 适应变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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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些障碍、 约束和机遇?
(８) 如何维持生态和进化系统的完整性、 多样性和功能ꎬ 从而为

地球上的生命和生态系统服务ꎬ 并公平地提升人类健康和福祉?
(９)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道德和价值观有益于环境管理和人类福

祉? 这些方面如何支持向全球可持续性的积极过渡?
(１０) 全球环境变化如何影响贫穷和发展? 世界如何减轻贫困、

创造有助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有意义的生活?
地球系统研究可以在很多方面促进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ꎬ 并找到

解决方案ꎮ 例如ꎬ 观测、 记载和预测地球系统组成的动力学和相互作

用 (包括社会因素)ꎬ 将提供评估地球状态、 了解人类可能走向何处

的风险与机遇ꎬ 以及探索未来替代方案所需的知识ꎻ 了解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将在维持自然所提供的服务 (如健康的土

壤、 干净的水、 清新的空气和遗传变异)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ꎻ 评估新

技术的潜力和风险ꎬ 能够识别人类发展和环境恢复的新选择ꎻ 分析不

同应对方案对环境变化的有效性ꎬ 识别与应对相关的较长期的社会转

型响应ꎬ 将有助于识别可持续发展路径ꎮ

１ ３　 什么是未来地球计划的新价值

未来地球计划通过强化以下工作ꎬ 意在为现有研究活动增加新的

价值ꎮ
研究和活动的协同设计: 未来地球计划旨在缩小环境研究和当前

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差距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邀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工程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工作的广泛的研究团体参与发展知识ꎬ 并与应

用这些知识的政府、 企业和民间团体协同设计ꎮ 这样的协同设计意味

着将通过研究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来明确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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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ꎬ 以提高研究的实用性、 透明性和卓越性ꎮ 这种方法包含科

学与社会之间的新的 “社会契约” 概念 (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ꎬ １９９８)ꎮ
国际和地区重点: 未来地球计划优先考虑需要国际间合作才能获

得成功的研究ꎬ 因为这样的研究和解决方案仅在国家层面很难实施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包括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或局地尺度

的比较研究ꎮ 未来地球计划必须具有包容性ꎬ 参与的研究人员来自世

界各地和需要能力建设的地方ꎬ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ꎮ 未来地球计划

认识到ꎬ 如果区域的共同问题、 挑战、 项目和方案能在国家集群内部

和国家集群之间ꎬ 以及在拥有共同的困难、 区域关注和文化视角的研

究人员之间得到很好的设计和实施ꎬ 那么区域研究合作将产生额外的

新价值ꎮ
决策支持和增强交流: 未来地球计划将促使科学研究对政府、 企

业和民间团体针对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解决方案更有用和

更可获取方面逐步实现改变ꎮ 除了协同设计原则外ꎬ 这意味着未来地

球计划应该制订最佳的实践方案ꎬ 以整合用户需求和研究认识ꎬ 使研

究可以为各方所用ꎬ 并沟通风险和不确定性、 开发和普及应用知识的

有用工具、 解决冲突、 尊重和吸纳当地的知识、 支持创新ꎮ
支持政府间的评估: 未来地球计划也会对重要的全球和部门评估

的研究需求作出响应ꎬ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０７)、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ＭＡꎬ ２００５)ꎬ 以及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发展评估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ＩＰＢＥＳ①)、 海洋评估方法评价 (ＡＯＡ②)ꎬ 以及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的新进展为研究人员通过未来地球计划的机制和网络作出贡

献和开展合作提供了另外的重要机会ꎮ 未来地球计划与定期提供关于

环境与发展报告的主要国际机构 (如 ＷＭＯ、 ＵＮＥＰ 和 ＵＮＥＳＣＯ) 结成

联盟ꎬ 也为确保未来地球计划对利益相关者的最新信息和高科学质量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ｂｅｓ ｎｅ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ｇａ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ａｓｋ＝ｖｉｅｗ＆ｉｄ＝１１＆Ｉｔｅｍｉｄ＝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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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需求作出响应和信息支持提供了机遇ꎮ
“里约＋２０” 峰会之后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通过增加国家、 学科和部

门之间的科学合作来提升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ꎬ 并为更有效的

科学和政策之间的交流提供依据ꎮ

１ ４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关键原则

未来地球计划将在该报告所制定的战略研究框架的指导下实施ꎬ
其研究和管理工作将会遵循以下原则ꎮ

促进科学成就: 这些关键原则的一个首要因素是未来地球计划支

持最高质量科学的承诺ꎮ
将地球系统研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未来地球计划不是

包含所有的环境和发展研究ꎬ 而是专注于综合的地球系统研究和全球

可持续发展ꎮ
国际视野: 未来地球计划关注需要国际协调开展研究的领域ꎮ
促进集成: 未来地球计划将借鉴自然和社会科学ꎬ 以及工程学和

人文科学 (如规划和法律) 等领域的专业知识ꎮ
鼓励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 研究议程和计划应该进行协同设计ꎬ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ꎬ 实现科研成果以知识的形式向研究人员ꎬ 以及政

府、 工商界、 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传递ꎮ
自下而上驱动: 在设计应对可持续性挑战的项目时ꎬ 未来地球计

划在工作方式上将突出来自研究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自下而上”
观点的重要性ꎮ

提供解决方案导向型的知识: 未来地球计划将提供变化和风险的

预测ꎬ 评估响应的有效性ꎬ 为新的创新和政策提供知识基础ꎮ
兼容并蓄: 在加强现有努力和提供新机遇的框架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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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吸纳现有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和项目以及相关的跨国行动和国家

行动ꎬ 区域参与、 地域和性别平衡、 能力建设和网络等也将得到关注ꎮ
积极应对和创新: 未来地球计划的管理和组织结构将秉承目标导

向ꎬ 并为适应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ꎬ 特别是在逐步改变可持续性研究

的知识传递方面ꎮ
对未来地球计划自身的环境足迹保持敏感性: 特别要考虑到未来

地球计划实施所导致的环境影响ꎮ 例如ꎬ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ꎬ 与业

务运行 (会议出差等) 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将会被追踪并最小化ꎮ

１ ４ １　 建立未来地球计划协同设计的方法

未来地球计划最具创新性和挑战性的一个方面是协同设计和实现

科研成果以知识的形式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的想法ꎮ 这需要研究人员和

利益相关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积极参与ꎮ 这种协同设计也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的 «我们期望的未来» 文件中得到认同 ( ＵＮꎬ
２０１２)ꎮ 该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的重要性ꎮ

将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与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相集成ꎬ 涉及许多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ꎬ 必须吸收社会规范、 价值观和发展远景的理解

(Ｋａｔｅｓꎬ ２０１１)ꎮ 但现实情况是ꎬ 迄今为止科学总是倾向于提供主要认

识ꎬ 而不是答案或综合的解决方案 ( Ｆｕｎｔｏｗｉｃｚ ａｎｄ Ｒａｖｅｔｚꎬ １９９０ꎻ
Ｋｌｅｉｎꎬ ２００４ａ)ꎮ 协同设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ꎬ 并已在科学和

政策交叉领域中表现出了它的价值和实用性ꎮ 协同设计和实现科研成

果以知识的形式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的经验已经在科学文献中详细讨论

(Ａｌｃａｍｏ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６ꎻ Ｌｅｍｏ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０５ꎻ Ｓｃｈｏｌ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
ｄｅ ｌａ Ｖｅｇａ￣Ｌｅｉｎ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Ｐｏｈ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ｃｈｏｌｚꎬ
２０１１ꎻ Ｌ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在发展研究中ꎬ 参与性的方法是常见的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ꎬ ２００２)ꎻ 在科学政策研究中ꎬ 已经形成不同的对话方式

(ｖａｎ ｄｅｎ Ｈｏｖｅꎬ ２００７)ꎮ 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研究有时候也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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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 (Ｋｌｅｉｎꎬ ２００４ａꎬ ２００４ｂ)ꎮ
在知识的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方面ꎬ 研究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

将参与ꎬ 但参与程度与责任有所不同 (图 １￣１)ꎮ

图 １￣１　 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科学知识的步骤和参与过程 (Ｍａｕｓ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３)

虽然科学方法是由研究人员负责ꎬ 但研究问题的确定和成果的传

播是联合完成的ꎮ 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正是基于对研究人员、 信息和

模型都是来自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ꎬ 体现了大学、 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ｓ) 和私营部门之间研究合作的巨大利益这一认识而提出的ꎮ 其

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并确保持续的参

与ꎮ 协同设计、 特别是协同实施的挑战并没有被过渡小组所低估ꎬ 过

渡小组认识到该计划将需要支持研究团体和利益相关者开发和共享必

要的技能ꎮ 过渡小组也认识到ꎬ 这种工作方法重点应该放在研究人员

和利益相关者团体所认为的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领域ꎮ

１ ４ ２　 未来地球计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

图 １￣２ 显示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的与未来地球计划有关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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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团体ꎮ

图 １￣２　 未来地球计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

对未来地球计划知识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团体可能是多样化的ꎮ
因此ꎬ 很难清晰地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组ꎬ 但总体来看ꎬ 利益相关者

可分为八大类别ꎮ
学术研究界: 这个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团体包括科学家个体、

研究机构和大学ꎬ 他们将提供实现未来地球计划目标所需的科学知识ꎬ
以及科学专业见解、 方法和创新工作ꎮ 研究人员及面向国际的研究机

构应当能够对未来地球计划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ꎮ
科学－政策界面组织: 处于科学－政策界面之间的组织将评估科学

证据的现状ꎬ 并将其转换为政策相关的信息ꎬ 包括综合评估ꎬ 如臭氧

评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ꎬ 以及最

近的生态系统服务平台等ꎮ 这些机构还包括其他各种的 “边界” 组织

和机构ꎬ 如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ꎬ 以及其他承担这一角色的主体ꎮ
研究资助机构: 国家研究资助机构是创新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重

要催化剂ꎮ 它们一般是相对独立的政府单元或者私人基金会ꎮ 资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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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支持同行评议的研究项目和研究基础设施ꎬ 它们还支持研究人员的

培训和职业发展ꎬ 并与研究人员合作ꎬ 鼓励年轻人与更广泛的公众一

起开展研究ꎮ 一些跨国的研究资助机构ꎬ 如最引人注目的欧洲委员会ꎬ
在区域层面上发挥了类似的作用ꎮ 作为研究人员、 政府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中间人ꎬ 资助机构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ꎮ
政府 (国家、 区域和国际机构): 政府负责管理和平衡居民、 企

业、 环境和资源的短期和长期福祉ꎮ 未来地球计划应该在跨国家和国

际层面开展工作ꎬ 并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ꎬ 以满足更多的当地需求ꎮ
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联合国组织、 计划和国际公约ꎬ 如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ＢＤ)»ꎮ
发展团体: 一些发展团体 (如世界银行) 关注促进欠发达国家的

社会经济发展ꎬ 也有一些发展团体在增加最贫困人口对影响其生活的

决策的话语权、 提高发展成效和持续性ꎬ 以及让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承

担责任方面发挥作用ꎮ 许多组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ｖｄｉｒ ｏｒｇ) 分担多种

发展工作ꎬ 包括民间社团、 学术研究机构、 政府、 基于信仰的组织、
原住民运动组织、 基金会和私营部门ꎮ

工商业界: 该部门支持世界上大多数的研究和开发活动ꎬ 是参与

未来地球计划的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ꎮ 不同产业包括多种分级

部门: 第一和第二产业 (如采矿业、 制造业、 农业和建筑业)、 金融

部门、 卫生部门和其他服务咨询业ꎬ 以及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部门ꎬ
如零售业和媒体ꎮ 一些行业组织 (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涵

盖了广泛的利益ꎬ 并且可能在未来地球计划的全球层面上代表这些

利益ꎮ
民间团体 (非政府组织等): 民间团体是独立于政府和政府机构

组织的团体ꎮ 民间社会团体自行组织起来ꎬ 以代表他们与政府或其

他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之间的利益ꎮ 非政府组织如今接管了一些传统

上属于地方或国家政府的责任ꎮ 这些成就增加了行动者与未来地球

计划的相关性ꎮ 本书中的民间团体包括原住民社团ꎬ 并意识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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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团体所能提供的重要知识以及他们在未来地球计划中能够发挥的

重要作用ꎮ
媒体: 这里所指的媒体是指利用传统与电子手段搜集和传播信息

的交流中介和组织ꎬ 是网络和关注的中心ꎮ 媒体代表了一种快速变化

的景象ꎬ 将在未来地球计划的生命周期内持续快速演变ꎮ 它不仅是交

流的出口ꎬ 而且可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团体开展自己的研究ꎬ 并有助于

在局地和全球尺度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信息ꎮ

１ ５　 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

未来地球计划是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的一项计划ꎮ 该 “联盟”
是一个通过科技应用解决全球可续性需求、 基于共同承诺的国际合作

伙伴关系ꎮ 联盟的愿景是: 一个依据最可用的科学证据作出决策的可

持续发展世界ꎮ 联盟的使命是鼓励和促进与利益相关者一起协同设计、
协同实施和协同推广 (ｃｏ￣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ｃ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ｃ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ꎬ 以解决

和寻求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途径ꎮ 未来地球计划是该联盟的第

一个倡议ꎮ 联盟以非正式机构运作ꎬ 包括来自研究和教育团体的利

益相关者、 研究资助者、 运营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ꎮ 其目前的成员

包括: ① 国 际 科 学 理 事 会 ( ＩＣＳＵ)ꎻ ② 国 际 社 会 科 学 理 事 会

(ＩＳＳＣ)ꎻ ③贝尔蒙特论坛 /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国际组织 ( ＩＧＦＡ)
(主要研究资助者团体)ꎻ 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ꎻ ⑤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ꎻ ⑥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ꎻ ⑦作为观察员的世

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ꎮ
随着未来地球计划进入实施阶段ꎬ 其他组织也表现出加入联盟的

兴趣ꎮ
一般地说ꎬ 联盟合作伙伴主要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 ①促进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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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国际科学、 技术与创新体系的活力ꎻ ②整合支撑成功的未来地球计

划所需的资源ꎻ ③鼓励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包括经济学和行为学)、
工程学和人文科学在制订综合解决方案方面的合作ꎻ ④在所有层面上ꎬ
以公平的、 可持续的决策和实践推动科学、 技术和创新的利用ꎬ 同时

考虑环境、 社会、 文化和地理的多样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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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框 架

本章主要介绍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及其系列研究主题ꎮ 未来

地球计划确定了一系列跨领域的能力建设任务ꎬ 如观测、 模拟和评估ꎬ
这需要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来实现ꎮ 该框架设计得比

较宽泛ꎬ 以激发科学界的灵感与创新ꎬ 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ꎮ

２ １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对人类是地球系统地理学和相互

作用的整体性组成部分①ꎬ 且在地球系统边界内运行这一认识进行设计

的ꎬ 该框架可引导其研究主题和项目的制定ꎮ 从局地到全球尺度ꎬ 人

类活动正在影响环境变化ꎬ 与此同时ꎬ 人类福祉取决于自然系统的功

能、 多样性和稳定性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总体框架聚焦社会－环境的相互

作用以及它们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ꎮ 过渡小组一致同意使用一个

简单的概念框架ꎬ 图 ２￣１ 对该框架进行了描述ꎮ

① 地球系统包括决定行星状态与运转的人类ꎬ 即环境耦合过程ꎬ 它被定义为综合的生物物理 (如气

候系统和水循环系统) 和社会经济过程 (如经济全球化)ꎬ 以及大气圈 (如碳循环和氮循环)、 水圈、 冰

冻圈、 生物圈、 岩石圈和人类圈 (人类事业) 在空间———从局地到全球———和时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ꎬ 决

定了地球在宇宙当前位置之内的环境状态ꎮ 人类事业是与地球系统完全耦合的相互作用部分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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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　 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

人类活动和发展产生了局地、 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环境影响ꎬ 并与

变化的自然驱动力相互作用ꎮ 全球环境变化 (如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

变化) 是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复杂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ꎬ
从局地到区域的环境影响可以产生反馈ꎬ 有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ꎮ
图 ２￣１ 说明了变化的自然和人类驱动力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ꎬ 由此产

生了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ꎮ 这些相互作用发生在一系列时

空尺度上ꎬ 并以地球系统所能提供的极限为边界ꎮ 这一根本性的全面

认识是推进转型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基础ꎮ
人类福祉取决于生态系统的许多功能与服务 (包括调节、 支撑、

供应和文化服务)ꎮ 食品、 水、 能源和材料的可持续供给ꎬ 以及自然灾

害、 疾病、 虫害、 污染和气候的管理ꎬ 都取决于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

之间的功能与相互作用: 生物圈 (陆地和海洋生命的多样性及其丰

度)、 大气圈 (气候系统、 天气模式和臭氧层)、 地圈 (自然资源和物

质流动) 和冰冻圈 (冰盖可以提供气候调节和生态栖息地)ꎮ
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也取决于其社会与环境的脆弱

性和恢复力ꎮ 因此ꎬ 认识全球环境变化对社会的影响需要从局地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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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生态系统、 进化系统和社会应对全球环境的自然变化率和人为变

化能力的相关知识ꎮ
人类通过减缓、 适应、 创新和转型等广泛的战略来应对全球环境

变化ꎮ 社会对观测到或者预测到的环境变化影响的响应方式取决于政

治、 文化、 经济、 技术和道德维度的复杂组合ꎮ 知识在服务社会变化

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ꎬ 不论是在提供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方面ꎬ 还是

在面临全球环境风险时提供新的适应和转型方案方面ꎮ
人类社会的响应和发展的改变将为环境变化提供新的驱动力ꎬ 这

可能会减少环境变化的风险ꎬ 有助于确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轨迹ꎬ 但

也可能带来额外的挑战ꎮ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将需要根本性的、 创新

性的长期转型ꎬ 这将需要新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动力学以及全球变化

管理的科学研究ꎮ 尽管概念框架强调未来地球计划聚焦全球环境变化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ꎬ 但也承认各组分之间跨尺度的相互作用、 相互依

存和反馈关系ꎮ
图 ２￣１ 说明了变化的自然和人类驱动力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ꎬ 以

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ꎮ 这些相互作用发生在

一系列时空尺度ꎬ 并以地球系统所能提供的极限为边界ꎮ 它突出了在

地球系统边界内理解和探索人类发展途径的挑战ꎮ 这一根本性的全面

认识是推进转型路径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基础ꎮ

２ ２　 初步研究议程

与概念框架一致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回答下列基本问题: 全球环境

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 未来可能的变化有哪些? 对人类发展和地

球生命多样性的影响是什么? 减少风险和脆弱性、 增强恢复力、 实现

向繁荣和公正的未来转型的机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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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小组建议ꎬ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围绕 ３ 个广泛、 综合的研究主

题组织开展: 动态行星、 全球发展和可持续性转型ꎮ 这些主题由概念

框架 (表 ２￣１) 衍生而来ꎬ 并响应了以下需求: ①了解地球系统如何

变化ꎻ ②提供知识以支持人类发展的优先事项ꎻ ③实现人类朝可持续

发展方向的转型ꎮ
提议的研究主题基于并整合了现有的研究议程和科学计划ꎬ 并纳

入调查的新领域ꎮ 主题和问题旨在以协同设计的模式促进讨论、 协商、
用户参与和研究规划ꎮ 它们将通过一些现有的和新的研究项目予以解

决ꎬ 一些项目将不限于为一个研究主题作贡献ꎮ 每个研究主题将解决

一系列基于未来地球计划总体概念框架的跨领域研究的问题ꎮ
研究主题内的科学问题将由一系列执行研究议程所必需的跨领域

能力进行支撑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 所需的跨领域能力———如观测、 模拟

和理论框架———将通过伙伴关系安排到未来地球计划之中ꎮ 过渡小组

还确定了重要的跨领域活动ꎬ 以支撑未来地球计划的交流和参与活动、
研究基础设施、 观测系统、 能力建设与教育、 科学—政策互动ꎬ 并对

评估报告作出贡献ꎮ

表 ２￣１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主题

序号 建议的研究主题

１
动态行星: 观测、 解释、 了解和预测地球、 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 驱动力和过程

及其相互作用ꎬ 以及预测全球阈值和风险

２
全球发展: 人类对可持续、 安全、 公正地管理食物、 水、 生物多样性、 能源、 材

料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迫切需要的知识

３

可持续性转型: 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ꎬ 评估这些过程如何与人的观念和行为、 新

兴技术ꎬ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途径联系起来ꎬ 并评估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全球环境治

理与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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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构成了未来地球计划研究最普遍的组织单元ꎬ 将作为综

合地球系统战略研究的宽阔平台ꎮ 这些研究主题是广泛的ꎬ 每一个主

题都倡导一系列研究领域和学科之间的合作ꎮ
本节所提出的研究主题由过渡小组制定ꎬ 并根据初期的咨询意见

进行了修改ꎮ 在一系列跨领域能力的支撑下ꎬ 这些研究主题提出了实

施未来地球计划的初步结构ꎮ 组织这些优先研究领域和主题有许多选

择ꎬ 如围绕人类的基本发展需求 (水、 食物、 能源和遗传多样性) 或

对地球系统的组成部分 (气候、 陆地和海洋) 进行选题研究ꎮ
所提议的研究主题被设计成: ①基于国际科学理事会 ( ＩＣＳＵ) /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愿景过程和贝尔蒙特论坛确定的议程ꎻ
②为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 (ＧＥＣ) 计划①提供机会ꎬ 使其与未来地球

计划相关联ꎻ ③应对新的、 迫切的研究需求ꎬ 以支撑发展和确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技术、 经济等其他转型ꎮ 尽管在描述研究主题时

提到目前的一些全球环境变化项目ꎬ 但是这不应该被认为是对现有的

全部活动的详尽分析ꎮ 过渡小组希望现有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框架以内

和之外的更多项目将相互联系ꎬ 并服务于这些研究主题 (由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ＷＣＲＰ 和 ＥＳＳＰ 资助的现有全球环境变化项目清

单)ꎮ
有关 ３ 个研究主题的描述如下ꎮ
１) 主题一

动态行星: 观测、 解释、 了解和预测地球、 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
驱动力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ꎬ 以及预测全球阈值和风险ꎮ

① 尽管在描述研究主题时提到了具体的项目ꎬ 但是它们不能提供与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及其合作伙伴

有关的所有全球环境变化项目的完整清单ꎬ 而是举例说明目前的活动如何启发未来地球的研究议程ꎬ 以及

这些活动如何在未来地球内部延续和加强ꎮ 附录 Ｆ 提供了更全面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与项目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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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行星研究主题将提供了解已观测和预测到的地球系统趋势

所需的知识ꎬ 包括自然和社会组成部分、 变化和极端值ꎬ 以及全球

和区域的相互作用ꎮ 它包括旨在观测、 监测、 解释和模拟行星状态

(包括人类社会和突然变化与可能发生不可逆转变化的潜力) 的研究

问题和项目ꎮ 动态行星研究主题有一个特别的目标ꎬ 即为行星地球

的状态与趋势的报告和评估提供科学依据ꎬ 为极端事件、 脆弱性和

阈值提供早期预警ꎮ
全球变化研究界对促进认识变化的地球将持续发挥作用———了解

地球如何及为什么发生变化ꎬ 并预测未来可能的情景ꎮ 研究界与其他

重要的合作伙伴合作ꎬ 将提供观测数据、 模型、 分析和预测ꎬ 帮助社

会和决策者认识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变化ꎬ 全球气候、 空气质量、 生

态系统、 流域、 海洋、 冰盖的相互作用ꎬ 以及环境变化的自然和人为

驱动力ꎮ 人为驱动力包括生产和消费、 土地利用、 自然资源开发、 人

口动力学、 贸易、 技术和城市化ꎬ 以及影响这些驱动力的价值观和

政策ꎮ

哪种类型的研究问题和项目可促进动态行星的研究主题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确定了以下首要的问题ꎬ 以说明可以

通过当前的、 更新的或者新的国际合作解决潜在的优先研究问题:
哪些方法、 理论和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地球和社会－生态系统的

功能ꎬ 了解这些机理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确定反馈和演化在这些系

统中的作用?
关键的环境组成要素 (如气候、 土壤、 冰冻圈、 生物地球化

学、 生物多样性、 空气质量、 淡水和海洋) 以及变化的人类驱动

力 (如人口、 消费、 土地与海域利用、 技术) 的状态与趋势是什

么? 它们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包括福祉、 公平、 健康、
教育和人类安全) 的状态和动力学相联系? 它们如何以及为什么

在不同时间、 空间和社会环境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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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与社会驱动力ꎬ 以及地球、 社会和生物系统响应的最

可能情景下ꎬ 预计将发生什么变化?
快速或者不可逆转变化、 跨越从区域到全球的阈值和行星边

界、 引爆翻转点以及由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社会－环境危机的风险

有哪些?
关键带和诸如沿海、 热带雨林、 干旱区或者极地地区等生物

群落的情况和未来可以被认识和预测的程度如何?
需要怎样的全球与区域综合观测系统和数据基础设施来记录、

模拟耦合的地球系统以及变化的人为驱动力和影响? 人们是否可

以开发可靠的监测系统、 模型和信息系统与服务ꎬ 对大规模的快

速变化进行预测并提供早期预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 评估报告»、 «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定期发布的 «全球环境展

望报告» (ＧＥＯ)、 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发布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ＧＢＯ)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世界

银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及粮食与农业组织 (ＦＡＯ) 等机

构的年度报告大量运用这些知识ꎬ 还揭示了在地理与时间观测、 系统

过程认识方面的重要差距ꎬ 以及观测和预测的确信度ꎮ 这些知识也有

助于建立和监测诸如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类的指标和目标ꎮ 评估报告中的信息被广泛用于构建人们的全球环

境变化意识ꎬ 提供未来情景ꎬ 支撑环境与发展谈判ꎬ 并指导针对环境

问题的行动ꎮ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人员提供了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的风险、
环境变化的社会脆弱性、 生物多样性丧失、 新出现的风险 (如臭氧空

洞、 海洋酸化或者疾病)、 关键带、 潜在的翻转点和阈值等方面的重要

预报和预警ꎮ 人类活动将引发地球关键系统发生快速或者不可逆转变

化的风险ꎬ 强调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认识翻转点的风险ꎬ 并解释、 绘制、
预测脆弱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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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球计划将特别强调开发针对突然变化和不可逆转变化的早

期预警系统的研究ꎬ 从而为决策者、 资源管理者和商业所用ꎮ 气候变

化只是这类预警系统的一个关注点ꎬ 也可以预报和预警森林覆盖率、
海洋环境、 生物多样性和水质的快速变化ꎮ 对减轻灾害风险研究界而

言ꎬ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主题中对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关注提供了一个与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人员一起工作的绝佳机会———尤其是那些关注于预

报极端事件和预测阈值ꎬ 以及研究脆弱性与适应的研究人员①ꎮ 历史分

析也为过去的全球环境变化及其与社会系统和生态制度的相互作用提

供了重要的见解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虽然未来地球计划关注国际范围的研究ꎬ 但是特殊地点和区域的

共同挑战也是相关的优先事项ꎮ 一些地区、 人群和生态系统比其他地

区、 人群和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ꎬ 因为他们所处

位置的变化最极端、 生物多样性最大、 人口较为敏感、 集中或者贫穷ꎬ
地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局地生态系统更接近阈值ꎮ 全球环境变化计

划集中于地球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

特定区域和生物群落ꎬ 包括亚洲季风区ꎬ 以及北极、 南极、 岛屿和山

区生态系统ꎬ 都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 (Ｈａｒ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Ｇｕｒ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Ｍｅｓｓｅｒｌｉꎬ ２０１２) ———也是大气和海洋系统的重要控制因

子ꎮ 特别值得关注的生物群落是热带森林ꎬ 它会对全球和区域的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和水文循环产生重要影响ꎬ 是农业、 伐木、 采矿和基础设施

压力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汇集地 (Ｍａｌｈｉ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２００４ꎻ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三角洲是另一个关键带 (Ｆｏｕｆｏｕｌ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城市是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动力学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Ｓｅｔ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ｅｔｏ ａｎｄ Ｓａｔｔ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ꎬ ２０１０ꎻ Ｓｅｉｔｚ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① 例如ꎬ 减轻灾害风险是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ＵＮＩＳＤＲ)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

(ＩＲＤＲ) 的关注点ꎬ 气候风险和脆弱性是气候变化脆弱性、 影响和适应研究计划 (ＰＲＯＶＩＡ) 的关注点ꎬ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ＵＮＥ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ＵＮＥＳＣＯ) 和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是其合伙人

(ｗｗｗ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ｐｒｏｖ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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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项目汇集观测和模型ꎬ 以监测和预测

地球系统的主要方面将如何变化ꎮ 未来地球计划希望借鉴并发展这些现

有的国际项目ꎬ 如地球系统的分析、 集成和模拟 (ＡＩＭＥＳ)、 过去全球

变化 (ＰＡＧＥＳ)、 气候变化率和可预测性 (ＣＬＩＶＡＲ)、 全球能源与水分

交换项目 (ＧＥＷＥＸ)、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ＳＰＡＲＣ)、 气

候与冰冻圈 (ＣｌｉＣ)、 全球碳计划 (ＧＣＰ)、 生物合成 (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生物发现 (ｂｉ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ꎮ 这些项目聚焦关键领域 (如海洋、 气候、
碳、 生物多样性和陆地) 或者关键地区 (如沿海、 山区和北极)ꎮ 其他

项目汇聚在一起ꎬ 产出关键的评估报告ꎬ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ＩＰＢＥＳ)ꎮ
除了测量变化外ꎬ 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分析了变化的人为驱动力ꎬ

包括人口、 消费、 工业和土地利用ꎮ 然而ꎬ 综合监测和模拟仍然是一

个挑战ꎬ 尤其是考虑到包括生物和社会进展的所有范围以及跨尺度的

动力学ꎮ 为了响应未来地球计划ꎬ 那些使用案例研究和局部分析来认

识地球和社会系统动力学的项目可以在初始阶段进行合作ꎬ 运用严格

的比较方法ꎬ 识别常见的驱动力和反馈ꎬ 确定鲜明的地域格局和问题ꎮ
未来地球计划还认识到从区域倡议中涌现的研究议程的重要性ꎬ 如美

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ＩＡＩ)、 全球变化研究亚太网络 (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ＰＮ)、 全球变化分析、 研究和培训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ＳＴＡＲＴ)ꎬ 这

些区域倡议都设法认识和预测特定的区域关注焦点问题ꎮ 例如ꎬ 关键

的生态系统与流域的现状和命运ꎬ 季风或者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动力

学、 土壤退化、 快速城市化ꎮ
对基础科学而言ꎬ 如果要转向预测和知情管理ꎬ 就迫切需要支持

这一主题ꎮ 准确地观测和模拟动态行星依赖于全球环境变化项目及其

合作伙伴开展的基本的地球、 生物和社会科学ꎮ 例如ꎬ 对遗传学和演

化的认识对预测生物多样性将如何响应快速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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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意义 (Ｈｅｎｄｒ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全面评估区域空气质量和大气成分对

于认识不同尺度的健康与气候非常重要 (Ｍｏｎｋ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 需要基

于不同植被类型的生态研究的生物圈－大气圈关联模型ꎬ 以了解人为气

候变化的生物正反馈或者负反馈 (Ａｒｎｅｔ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人类对海洋环

境影响的科学证据呼吁提高对海洋系统及其对地球和社会系统重要性

的认识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了解地球动态学所需的基本的地理、
生物和社会研究必须是未来地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综上所述ꎬ 动态行星研究主题汇集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人员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现有优势ꎬ 持续和进行新的尝试ꎬ 以了解、 记录和预

测地球系统及其社会生态相互作用是如何变化的ꎬ 再委托研究界将这

方面知识传达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ꎮ
２) 主题二

全球发展: 人类对可持续、 安全、 公正地管理食物、 水、 能源、
材料、 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迫切需要的知识ꎮ

全球发展研究主题将提供认识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福祉和发展之

间联系所需的知识ꎮ 在提出这项研究主题时ꎬ 未来地球计划认识到科

学与社会之间存在新的 “社会契约”ꎬ 注重获取人类发展最紧迫问题

的全球环境变化知识———为全人类提供安全、 充足的食物、 水、 能源、
健康、 居住地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ꎬ 而不破坏环境和地球系统稳定、
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ꎮ

与主题三相比ꎬ 主题二聚焦可持续发展和满足基本需求更直接的

挑战ꎬ 而主题三着眼于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更根本、 长期的转

型ꎮ 有必要强调的是未来地球计划聚焦人类发展与全球和区域环境变

化的交叉问题ꎬ 以及环境研究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方式ꎮ 未来地球

计划也认识到研究人员的独特贡献ꎬ 而研究人员已经是解决局地和区

域尺度发展问题ꎬ 以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优先事项和研究需求网

络的一部分ꎮ 这反映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和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等发起未来地球计划联盟的合作伙伴的使命中ꎮ 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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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针对未来地球计划的磋商中ꎬ 强调了一

系列区域研究的优先问题ꎬ 包括亚洲的沿海生态系统和城市问题、 非

洲的食品与水安全问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灾害

风险问题ꎮ 区域研讨会还强调了未来地球计划在应对多重目标、 各种

决策者和不同类型知识需求等方面面临的挑战ꎮ
全球环境变化影响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ꎬ 正如发展严重影响

全球环境ꎮ “人类世” 中的人类发展与土地、 水、 能源、 材料和自然

资源管理、 农业、 森林和海洋生态系统ꎬ 以及大气和海洋紧密相连ꎮ
国际社会呼吁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而大多数发展机构已经认识

到基础环境研究和应用环境研究的重要性ꎮ 还有一个在未来地球计划

概念框架中特别强调的需求ꎬ 即需要将全球尺度的变化与区域可持续

发展联系起来ꎮ 在追求人类发展的过程中ꎬ 需要认识这些复杂的社会

和环境动力学之间的跨尺度相互作用ꎬ 正如 ＩＡＩ 区域环境变化研究、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ꎬ ＩＲＤＲ) 计划、
生态系统变化与社会计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ＥＣＳ) 所反映的一样ꎬ 关注局地、 区域和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ꎮ 未来

地球计划将提升那些显示全球环境变化如何联系和支撑发展、 发展行

动如何增加全球环境问题ꎬ 以及环境变化如何涉及人类安全、 性别平

等、 土著文化和正义等问题的研究价值ꎮ
结合全球变化和发展团体的国际经验、 数据和见解ꎬ 主题二特别

响应社会需求ꎻ 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ꎬ 并会促

进农业、 水、 经济与技术创新等领域问题的解决ꎮ
全球发展主题建立在全球环境变化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 及

其包括的食品、 水和健康等项目ꎬ 以及未来地球计划联盟的其他组织

(如 ＵＮＥＰ、 ＵＮＵ、 ＵＮＥＳＣＯ) 付出的努力之上ꎮ 例如ꎬ 气候变化对粮

食系统的风险研究揭示了减少热带和温带农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ꎬ
以及削减粮食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许多机遇 (Ｉｎｇｒ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以研究为基础的管理与技术创新展示了如何通过中水回用、 市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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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权利、 行为改变和社会支持系统增加全社会的水供应 (Ｂｏｇａｒｄ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ＷＷＡＰꎬ ２０１２)ꎮ 有关环境影响以及不同能源分配效应的知

识可以支撑有关提供安全、 可靠能源的投资、 选址和政策的决策

(ＧＥＡꎬ ２０１２)ꎮ 研究表明ꎬ 空气污染和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受到气候

变化、 健康干预、 基础设施和贫穷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ꎬ 并且存在许多

的干扰点 (Ｋｏｖａ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ｔｌｅｒꎬ ２０１２ꎻ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ꎬ ２００９)ꎮ

哪种类型的研究问题和项目可促进全球发展的主题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确定了以下首要的问题ꎬ 以说明可以

通过当前的、 更新的或者新的国际合作解决潜在的优先研究问题:
基础的地球科学、 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哪些见解和创新对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最为重要?
公平、 可持续地利用资源与土地的方式、 权衡和选择有哪些ꎬ

如何确保当代和未来子孙可持续地获取食物、 水、 清洁空气、 土

地、 能源、 遗传资源和材料?
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有哪些ꎬ 包括气候变化对粮食、 水、 健

康、 人类居住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气候服务、 生态系统

管理和灾害风险评估如何减少这些影响和提高应对能力?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 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有什么

联系?
社会与环境效益、 效率和公平如何成为构思、 测量和实施发

展项目与举措的替代方法?
如何定义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以便实现世界发展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双重目标?
哪些选择可为所有人提供能源并减少环境影响ꎬ 这些能源选

择的社会影响有哪些?
商业和工业部门如何通过生产和供应链管理促进发展、 繁荣

和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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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的不同群体ꎬ 如土著居民、 妇女、
儿童、 自给自足的农民、 商人、 穷人和老人? 他们的环境知识如

何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
就生态系统恢复而言ꎬ 哪些选择可以用于恢复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基础?

极端事件给发展带来显著威胁ꎬ 尤其是由于气候、 土地利用和全

球环境其他变化引起的风险转移ꎮ 通过更好地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与

减少灾害风险研究联系起来ꎬ 未来地球计划可以支持减少灾害脆弱性

与损失的行动ꎬ 并规划更安全的定居点ꎮ 气候界在预测极端事件和提

供气候服务方面作出很多贡献ꎬ 生态学家、 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具备

认识脆弱性的变化方式和减少脆弱性选择所必需的知识 (Ａｓｒ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ꎬ ２００９ꎻ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一个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制度意味着产品消耗在复杂的供应链之中ꎬ
包括碳、 水、 基因、 物种、 矿产资源和垃圾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ꎬ
其对全球环境、 福祉和人类安全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政策与管理措施

加以评估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Ｃａｎａ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Ｃｏｒ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全球商业链和价格波动也会将一个区域的气候或者灾害影响带

到其他许多区域ꎬ 造成新的脆弱类型 (例如ꎬ 紧随区域干旱或局地干

旱之后ꎬ 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小麦价格出现震荡)ꎬ 从而呼吁采取更加

创新的方法来提高抵御冲击的能力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土地利

用变化的政治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也存在于商品贸易和保护政策中ꎮ
例如ꎬ 将森林砍伐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ꎬ 或者引发对生物燃

料的新需求 [ Ｂａｎｓ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Ｆｏ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Ｍｅｙｆｒｏｉｄｔ ａｎｄ
Ｌａｍｂｉｎꎬ ２０１１ꎻ 全球土地计划 (ＧＬＰ)]ꎮ 生物多样性是发展的关键ꎬ
因为它为全面调动生态和进化系统功能提供了基础ꎬ 对人类福祉和经

济至关重要ꎬ 而生物多样性丧失会破坏发展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
Ｐｅｒｒｉｎｇ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淡水生物多样性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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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 (ａｇｒｏ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项目]ꎮ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表明ꎬ 对大气圈、 生物圈、 土地和水资源进行管理是避免全球环境变

化灾难性影响的核心ꎮ
虽然一些全球环境变化项目已开始关注粮食和水安全、 生态系统

服务、 减灾、 健康和能源问题ꎬ 但是未来地球计划提供了将这些项目

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内的更广泛努力联系起来的机会ꎬ
并为那些尚未考虑其研究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项目提供机会ꎮ 现

有项目和新项目可以合并在一起ꎬ 通过气候服务、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

应和社会脆弱性的解决来减少灾害风险的挑战ꎬ 探讨土地、 生物多样

性、 能源和水在确保粮食安全时的相互作用与权衡ꎬ 为重要的评估报

告和政府间进程 (如 ＩＰＢＥＳ 和 ＣＢＤ) 提供所需的综合知识ꎬ 开发科

学、 可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ꎮ 项目可以聚类的其他领域包括: 关注特

别脆弱人群在多种环境压力下的需求ꎬ 严格比较、 评估和系统分析发

展的环境基础的方法和模型ꎮ
全球发展主题将以协同设计的原则为核心ꎬ 与国际发展组织、 区

域和地方小组开展广泛讨论ꎬ 以确保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集中的研究

议程ꎬ 尊重这些团队现有的知识ꎮ 与发展机构和团体合作可以给未来

地球计划带来收益ꎬ 包括实地调研的国家网络、 参与式方法、 弱势群

体、 局地创新、 项目评估等实践ꎮ
综上所述ꎬ 全球发展主题汇集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人员现有的和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ꎬ 以及发展学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ꎬ 以识别、 解决

人类发展和安全的基本需求ꎮ
３) 主题三

可持续性转型: 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ꎬ 评估其如何与人的观念和

行为、 新兴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途径联系起来ꎬ 并评估跨部门和跨

尺度治理全球环境的策略ꎮ
面向可持续性转型研究主题超越了评估和实施目前的全球变化

应对、 发现发展需求差距ꎬ 以考虑更基本和创新的长期转型ꎬ 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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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未来ꎮ 这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知识差距ꎬ 特别是如何开发、
设计和实现这一转型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发展了解、 实施和评估这些

转型的知识ꎬ 可能包括政治、 经济和文化价值显著转变ꎬ 体制结构

和个人行为变化ꎬ 减缓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后果的速度、 规模和幅度

的大规模系统变化和技术创新ꎮ 在选择这一重大研究主题时ꎬ 未来

地球计划显示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界需要和乐意接受创新、 新技术

和全球治理与替代解决方案的挑战ꎬ 从而带领社会和地球系统迈向

更加可持续的未来ꎮ
理解人类响应和治理地球系统过程的许多反馈需要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 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密切合作ꎮ 例如ꎬ 预测能源政

策或者生态系统管理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ꎬ 或者

了解政策和国际协议如何形成持续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或者物种的需求ꎮ
评估不同管理和治理选择的成本或者收益是国际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

域ꎬ 并为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ꎮ 另外一个研究挑

战是通过创新和消费选择ꎬ 将工程、 技术、 商业的趋势和政策与它们

对促进更加可持续的个人和机构行为的行动影响联系起来ꎮ 识别不同

应对策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ꎬ 包括实际或预计的赢家和输家ꎬ 以及其

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ꎮ 评估合成生物学、 地

球工程、 大规模数据分析等领域发展的新技术和方法或者新能源系统

的潜力和风险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ꎮ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界有许多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项目ꎬ 已经解决了

有关可持续的地球系统转型和治理的问题ꎮ 例如ꎬ 产业转型 ( ＩＴ) 项

目研究了技术、 社会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因为它们与环境变化的

原因和替代解决方案有关 (Ｂｅｒｋ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Ｅｌｚ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ꎮ
全球环境变化的制度因素 ( ＩＤＧＥＣ) 试图在环境多尺度治理和地球系

统治理 (ＥＳＧ) 项目方面继续开展工作ꎬ 探讨政治解决方案和新颖、
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ꎬ 以解决地球化学系统目前面临的问题 (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ꎻ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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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ＣＨＳ) 研究了全球化、 贫困、 疾病和冲突等不同的社会过程与全

球环境变化结合是如何影响人类安全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这些

项目表明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不仅是各国政府的事情ꎬ 也是地方政

府和国际组织、 民间社团、 私营部门和个人的事情ꎮ 基于这一经验ꎬ
并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项目和机构工作相结合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重点

为解决方案贡献跨学科的见解ꎮ
主题三下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审视新的经济模型、 物种迁移或者气

候工程的伦理影响、 环境影响和技术挑战ꎬ 调查协商决策、 参与、 经

济评估和企业管理的新方法ꎮ 洞察过去的转型ꎬ 如生物大灭绝或者工

业革命和绿色革命ꎬ 以及一个成功的、 良好的、 道德的、 可持续生活

概念如何及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和跨文化的发展也成为相关的研究领

域ꎮ 这些活动借鉴现有和过去的研究、 过去的转型和突变或者针对经

济思维提出新方法的全球环境变化项目 [如过去全球变化 (ＰＡＧＥＳ)、
地球上人类的综合历史 (ＩＨＯＰＥ)、 产业转型、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

因素研究计划包容性财富]ꎮ 研究创新途径ꎬ 从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制度和工程设计方案ꎬ 到刺激增长战略的新思路ꎬ 也将是这一主题的

重点ꎮ

哪种类型的研究问题和项目可促进面向可持续性转型的主题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确定了以下首要的问题ꎬ 以说明可以

通过当前的、 更新的或者新的国际合作解决潜在的优先研究问题:
如何在不同水平、 问题和地方协调治理和决策ꎬ 以管理全球

环境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人们对在不同的尺度、 使用不同战

略管理全球环境变化的不同参与者的成功和失败了解多少?
技术可以为全球环境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解决

方案吗? 地球工程或者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的机遇、 风险和看

法有哪些? 技术和基础设施选择如何与机构和行为变化相结合ꎬ
以实现低碳转型、 粮食安全和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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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信念和世界观如何影响个人和集体行为养成更加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ꎬ 贸易、 生产和消费模式? 什么会引发和促进个

人、 组织与系统水平的审慎转型ꎬ 产生的社会—政治风险和生态

风险有哪些?
我们对地球系统的过去转型以及理念、 技术和经济性了解多

少ꎬ 这些知识和经验教训如何指导未来选择?
面向可持续的城市未来与成功、 可持续的 “蓝色” 社会和

“绿色” 经济的长期途径是什么?
物种与景观保护 (包括退化与迁移的逆转和恢复的可能) 对

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有哪些?
地球和社会系统会如何适应环境变化ꎬ 包括在 ２２ 世纪升温超

过 ４℃?
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 观念和发展实践可以提供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框架吗? 如果不能ꎬ 可以做些什么改变经济体制、
措施、 目标和发展政策ꎬ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治理和管理地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对科学观测、 监测、
指标和分析的影响有哪些? 需要怎样的科学来评价和评估政策ꎬ
促进转型合法化?

如何处理和分析大规模的地球物理、 生物和社会的新数据ꎬ
包括地方知识和社会媒体ꎬ 从而提供全球环境变化原因、 性质和

影响的新见解ꎬ 促进问题的解决?

主题三下的未来地球计划可以调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

案的新技术 (如地球工程和新能源) 的有效性和风险ꎮ 旨在密切联系

研究人员ꎬ 使其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重新思考经济体系和指标ꎬ 为民

主政治和方法贡献新思想ꎬ 探索社会实践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ꎮ 情

景研究以及使用模型探讨远期未来的研究可以为 ＩＰＣＣ 等评估报告作出

重要贡献ꎮ 可能未来的设想还可以使人文科学和艺术形成对全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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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文化响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２０１２)ꎮ
过渡小组认为当前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显得尤为迫切ꎬ 另外ꎬ 其与

新项目的整合十分重要ꎬ 并提出多个研究领域ꎮ
(１) 低碳社会转型ꎮ 未来地球计划可以为 ＩＰＣＣ 等能源和气候评

估报告提供更加综合的方法ꎬ 主要通过研究能源、 土地和气候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ꎬ 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选择和替代情景的影响ꎬ 不同能

源和土地利用选择方案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权衡ꎬ 以及气候变化减缓与

适应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权衡等来实现ꎮ
(２) 可持续的 “蓝色” 社会ꎮ 未来地球计划会推动认识全球变化

和海洋紧迫挑战的综合研究ꎬ 包括地球系统内的海洋动力学ꎬ 人类对

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ꎬ 全球和区域社会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性ꎮ
“蓝色” 社会如何与海洋更和谐地发展ꎬ 实现支持海洋可持续发展的

转型?
(３) 新媒体和可持续性转型ꎮ 探索交流和网络的新形式ꎬ 以及与

计算、 互联网和新媒体有关的信息量是当前信息、 技术和科学研究最

大转型之一ꎮ 如何利用这一丰富的信息和合作的新选择来监测和寻求

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研究的重点ꎮ 例如ꎬ 了解如何分析和共享大规模

数据和信息ꎬ 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了解ꎬ 另外ꎬ 提供全球变化的观

测结果ꎬ 确定、 扩大和交流解决方案对转型过程至关重要ꎮ
其他需要开展新合作的领域包括: 纳入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和财

富措施的经济学新方法研究ꎻ “绿色经济” 提议的研究与分析ꎻ 支持

减少全球环境变化风险并适应无法避免变化的城市与基础设施设计的

需求研究ꎻ 认识应对全球变化的地球工程解决方案研究ꎻ 消费模式和

生产系统研究ꎻ 环境变化如何影响或者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ꎮ
面向可持续性转型的研究主题需要建立研究可持续未来的广泛的

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ꎬ 包括社区、 企业、 人道主义与保护团体中的

成员、 精神与文化领袖等ꎬ 重新评价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子孙后代

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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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跨领域能力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愿景过程和贝尔蒙特挑战确定了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重

大挑战所需的核心能力ꎬ 包括模拟和观测ꎮ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确

定了推进全球环境变化科学以及将其转换成有益于决策和可持续发展

的知识所需的跨领域能力ꎮ 这些能力大多超越了未来地球计划倡议本

身的界限ꎬ 由国家和国际基础设施、 培训计划和学科决定ꎮ 未来地球

计划与这些互惠互利能力的提供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非常重要ꎮ
提议的未来地球计划研究主题关键取决于具备的能力ꎮ 这些能力

包括观测与数据系统、 地球系统模拟和理论发展ꎮ 其取决于高性能的

计算设施、 数据管理系统和研究基础设施ꎬ 以及合理的安排以便于访

问ꎮ 未来地球计划可能对现有系统提出新的要求ꎬ 并应就如何提高现

有平台或者建立新系统贡献见解和想法ꎮ
其他重要的跨领域能力包括范围界定 ( ｓｃｏｐｉｎｇ)① 研究和集成

(３ ３ ４ 节)、 交流和参与 (第 ４ 章)、 能力发展和教育 (第 ５ 章)ꎬ 以

及政府间评估的科学—政策互动活动 (第 ６ 章)ꎮ 这对于实现未来地

球计划的目标至关重要ꎬ 确保未来地球计划有利于社会ꎬ 并使世界各

地的科学家都参与其中ꎮ 本报告有专门的章节对这些内容进行更详细

的阐述ꎮ
跨领域能力可以为研讨会和合作研究计划提供更多的机会ꎬ 为国

际全球变化研究打造新的研究团队ꎮ

１ 观测系统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需要获得持续的能力ꎬ 以观察整个地球系统的

① 译者注: 范围界定 (ｓｃｏｐｉｎｇ) 作为一种研究工作过程ꎬ 主要通过研讨会和调研等方式ꎬ 了解有待

解决的问题及其范畴和边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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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ꎬ 发现未知的关系ꎬ 以驱动地球系统模型的发展ꎮ 这一事实表明ꎬ
许多关键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涉及自然变化率

和环境变化ꎬ 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利用情况ꎮ 观测需求的数量和

多样性都在不断增长ꎬ 因此需要新的观测和数据管理技术ꎬ 以提供必

要的时间和空间范围ꎬ 并管理由此产生的数据集ꎬ 从而最大限度地使

用它们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主要取决于国际系统ꎬ 如分布式全球对地观

测系统 (ＧＥＯＳＳ)、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ＧＣＯＳ) 和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ＧＯＯＳ)ꎬ 旨在响应这些观测需求ꎬ 以及国际和国家机构的系统观测ꎬ
如 ＦＡＯ 对粮食、 森林和农业的观测ꎬ ＷＨＯ 对健康的观测ꎮ 另外ꎬ 必

须支持国际系统在观测系统发展早期阶段的领域ꎬ 如生物多样性领域ꎮ

２ 数据系统

未来地球计划将需要访问数据ꎬ 并汇聚大量的环境数据、 生物数

据和社会数据ꎮ 由于观测、 调查和模拟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ꎬ 将加剧

访问和汇聚大量数据的难度ꎮ 未来地球计划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力量ꎮ
例如ꎬ 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数据系统 (ＷＤＳ)ꎬ 其旨在确保容易发现

和访问数据馆藏ꎬ 实现跨学科、 数据类型和全球数据存储 [全球生物

多样性信息网络 (ＧＢＩＦ)] 的无缝连接ꎻ 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科技数

据委员会 (ＩＣＳＵ￣ＣＯＤＡＴＡ) 可以在科学数据管理的政策面作出重要贡

献ꎬ 尤其是在促进数据的开放方面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鼓励尽可能实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通过公共资金访问研究数据的原则和

准则ꎬ 以促进更广泛的访问ꎮ
数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可公开访问的描述数据特征 (包括数据

质量信息) 的元数据ꎻ 数据访问、 处理和可视化的工具ꎻ 促进数据和

信息的全球性流动的政策ꎮ 因此ꎬ 有必要优先考虑同化方案的发展ꎬ
以综合不同数据类型ꎬ 从而面对数值模型输出的观测数据ꎮ 由于未来

地球计划将需要访问和汇聚大量多元化的环境数据或者社会数据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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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数据共享政策至关重要ꎮ 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可以发布这些政策ꎬ
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研究ꎮ 附录 Ｄ 提供了针对成功的未来地球计

划数据管理战略的建议ꎮ

３ 地球系统模拟

未来地球计划将取决于进入先进的地球系统的状态和综合评估模

型ꎬ 将有助于下一代模型的开发ꎬ 这些模型更好地捕获了地球系统中

的人－环境相互作用、 反馈和阈值动态性ꎬ 可以进行更长期、 详细的区

域尺度的风险与变化预测ꎬ 利用更多国家在计算能力和技能方面的优

势ꎮ 认识地球系统日渐成熟到可以实现开发有用的地球系统模型的程

度 [如地球系统分析、 集成和模拟 (ＡＩＭＥＳ)、 气候变率和可预测性

(ＣＬＩＶＡＲ)、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作用 (ＳＰＡＲＣ)、 国际大气化

学计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ＩＧＡＣ)]ꎮ 然

而ꎬ 挑战依然存在: 填补某些领域 (如大气对流或者国际贸易) 在环

境、 生物和社会方面的知识空白ꎻ 对生物圈或者过程描述的认识仍停

留在初级阶段ꎻ 找到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通常快速发生的耦合系统和

界面ꎻ 找到地球系统组成部分耦合模型计算最有效、 最灵活的方法ꎮ
数学家和系统分析员在协助开发、 完善和改进这些模型方面具有重要

的作用ꎮ

４ 理论发展

未来地球计划将需要涉及理论辩论ꎬ 从广泛的学科中探索自然系

统运转的知识ꎬ 以及社会、 经济、 政治行为和制度的基本解释ꎮ 这些

辩论会影响研究方法ꎬ 提供见解和解决方案ꎬ 鼓励或者阻止跨学科合

作ꎮ 本书对地球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认识由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基本

理论支撑ꎬ 并对社会、 经济和政治行为与制度的基本解释提出不同观



３６　　　 ....

未
来
地
球
计
划

初
步
设
计

点ꎮ 这些理论借鉴了不同学科ꎬ 从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ꎬ 到人类学、
经济学或者心理学ꎬ 而这些领域的新思想通常会对解释全球环境变化

产生重要影响ꎮ 例如ꎬ 不同理论视角对人类响应环境变化的解释有所

不同ꎬ 从社会科学角度假设人类基于经济理由作出自由理性的选择ꎬ
或者更多地受到话语权、 文化的影响ꎬ 以及强大利益的控制ꎮ 在生态

学中ꎬ 有关基本生态系统功能的理论可以构造生物多样性如何受到全

球环境变化影响的模型ꎮ 尽管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

发展经常涉及许多研究主题ꎬ 但有关社会或者生态理论等主题的交叉

研讨会会有助于主题的进一步发展ꎬ 促使更广泛的研究团队参与全球

环境变化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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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组 织 设 计

本章介绍了未来地球计划的管理结构ꎬ 并对如何组织未来地球计

划的研究提出建议ꎮ 该计划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管理理事会领导ꎬ
由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进行咨询指导ꎬ 并在不同区域建立专门的

秘书处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项目由研究团体围绕 ３ 个研究主题进行

开发和组织ꎮ 在未来地球计划实施的过程中ꎬ 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ꎬ
特别是在协同设计和区域参与的情况下ꎬ 所建议的研究方法可以被监

测并进行调整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最初提出的管理结构也可以在使用过

程中进行修正ꎮ

３ １　 管 理 结 构

图 ０￣２ 展示了所提议的未来地球计划的管理结构ꎬ 图中所示的各

部分内容在表 ３￣１ 与附录 Ｃ 中也进行了详细描述ꎮ

表 ３￣１　 未来地球计划中不同管理机构的任务与责任

任务 管理理事会 科学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

总体

任务

制定未来地球计划的总

体战略并对项目、 优先

领域与成功标准提供

指导

在科学问题方面ꎬ 对管理

理事会提供建议

就社会相关的优先领域

和确保利益相关者全程、

稳定参与的关键原则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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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任务 管理理事会 科学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

研究

议程

批准未来地球计划的研

究议程

通过与参与委员会的协商

及与科学团体、 其他利益

相关者组织的适当协商ꎬ

对未来地球的研究议程提

出建议ꎻ

监督研究主题的设计并建

议相关的指导委员会ꎻ

对待开发的项目科学议程

提供建议ꎬ 确保其与未来

地球计划的框架相一致

对研究议程提出反馈

参与

对宣传、 募资 (包括为

秘书处和研究主题)、

交流、 教育和区域活动

的发展战略进行决策ꎻ

促使关键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并巩固对未来地球

的高层次支持

主动与科学团体接触ꎬ 并

鼓励围绕未来地球计划研

究兴趣的自下而上的研究

思想ꎻ

针对宣传、 募资、 交流、

教育和区域活动的发展战

略提供反馈

对宣传、 募资、 交流等

提供战略指导ꎬ 确保基

于利益相关者需求驱动

的知识分享机制ꎻ

对利益相关者的咨询与

宣传提出建议ꎬ 确保自

下而上的输入机制

项目、

主题、

活动的

申请

审核新主题、 新项目与

其他活动的建议ꎬ 如果

需要ꎬ 对建议进行批准

提出新的研究主题、 研究

项目和其他活动的建议ꎻ

组织新项目申请并对申请

的项目进行评估

对相关项目的知识传播

提出建议ꎻ

向利益相关者公开发起

和征集未来地球计划活

动建议

监测与

评估:

标准

对未来地球计划的监测

与评估提供指导

与参与委员会一道为管理

理事会确定研究主题和项

目的评审过程和标准提供

支持

联合科学委员会ꎬ 为管

理理事会确定研究主题

和项目的产生过程和标

准提供支持ꎬ 并重点突

出协同设计的实现与总

体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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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任务 管理理事会 科学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

监测与

评估:

实施

安排未来地球计划的周

期性外部评审ꎬ 解决战

略与管理层面的问题ꎻ

对科学委员会与参与委

员会提交的研究主题和

项目进行评审ꎬ 如果需

要ꎬ 决定项目的终止

与参与委员会监督联合开

展研究主题进展和现有项

目贡献的监督与评估ꎻ 如

果需要ꎬ 就终止项目提出

建议

联合科学委员会ꎬ 监督

与评估项目主题与项目

的影响ꎬ 并重点突出协

同设计的实现与总体成

果产出

与秘书

处的

关系

对秘书处进行监督与

评估
对秘书处提供指导 对秘书处提供指导

成员

任命科学委员会与参与

委员会的成员ꎻ

确保研究主题层面的正

确领导

联合参与委员会ꎬ 组建领

导每一个研究主题的特设

小组 (必要时支持研究主

题委员会的建立)

联合科学委员会ꎬ 组建

领导每一个研究主题的

特设小组

预算
批准并监督秘书处与研

究主题预算的实施

其他

对未来地球计划研究的

数据政策、 研究主题与

项目的综合与集成提出

建议ꎻ

确定并推荐实现交叉能

力的方法

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建立了未来地球计划并将推动和支持其发展ꎮ 该联盟将

不断扩大并吸引更多必要的组织参与其中ꎬ 以确保未来地球计划的成

功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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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０￣２ 的左侧部分为未来地球计划的重要管理主体ꎬ 右侧部分为

主体结构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项目包括新设项目和现有项目ꎬ 以及国际

与区域项目ꎬ 这些项目通过与其他合作伙伴集成新知识以促进一个或

多个未来地球计划主题的发展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重点工作是研究工作

的综合与集成ꎬ 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ꎮ
管理理事会是未来地球计划的决策部门ꎬ 负责该计划包括战略方

向在内的所有方面的工作ꎬ 由诸多利益相关者组成ꎬ 包括科学家、 决

策者、 发展参与者、 商业与工业部门代表、 民间团体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ꎮ 所有成员将由全球可持续联盟组织选举和任命ꎮ
管理理事会的审议工作将由两个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协助ꎬ 即科学

委员会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与参与委员会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ꎮ
管理理事会、 科学委员会与参与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将在性别、 地域与

学科等方面进行平衡ꎮ 这些关键委员会的主席或联合主席将是从事全

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与管理的国际领导者ꎮ
基于科学委员会与参与委员会的建议ꎬ 管理理事会将发起与未来

地球计划的主题、 项目ꎬ 以及未来地球计划认同相关的活动ꎮ 同样ꎬ
管理理事会将在独立评估小组、 科学委员会与参与委员会的协助下ꎬ
评估与监测未来地球计划的活动进展 (参见 ３ ５ 节)ꎬ 并考虑建议由其

他组织承担的评估工作ꎮ
科学委员会将就计划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对管理理事会提供指导ꎬ

这将确保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工作具有较高质量ꎮ 科学委员会的主要

职能包括对现有项目的评审、 为管理理事会遴选新的科学主题、 项目

(包括现有项目的延续与终止)、 科学活动 (如范围界定研讨会、 开放

科学会议、 利益相关者论坛与项目集成) 或者新的优先研究项目ꎮ
科学委员会成员由管理理事会任命ꎬ 其候选人名单由全球可持续

性联盟的学术伙伴 (ＩＳＳＣ 和 ＩＣＳＵ) 通过公开遴选程序提出ꎮ
参与委员会在与科学委员会协商的基础上ꎬ 将为利益相关者提供

战略指导ꎬ 所参与的工作包括从协同设计到宣传的整个研究过程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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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未来地球计划所需的社会知识和未来地球计划各组成部分协同设

计过程的监督和实施ꎮ 参与委员会将制定关于企业、 社会公民和政府

的各种研究力量的参与机制ꎬ 以此确保该计划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ꎮ
同时ꎬ 参与委员会也将提出关于社会活动的相关建议ꎬ 包括宣传、 公

众参与、 相关区域的活动与能力建设ꎮ
参与委员会的成员经公开招募产生ꎬ 由管理理事会任命ꎮ
执行秘书处将组织实施经管理理事会批准的研究计划和活动ꎬ 执

行未来地球计划的日常管理工作ꎮ 秘书处的职责还包括鼓励跨主题、
项目和区域的集成工作ꎬ 协调交叉科学问题ꎬ 并为每个研究主题指定

科学官员ꎮ
管理理事会与全球可持续联盟伙伴将为秘书处寻求足够的资助经

费ꎬ 并鼓励国家或相关组织提供资助和支持ꎮ 按照计划ꎬ 秘书处将设

立一个全球总部以及若干区域节点ꎮ 在激励新研究活动的目标框架下ꎬ
大部分的未来地球计划人力和财力资源将投入倡议的创新活动和项目

(如协同设计的新方法、 跨主题集成和利益相关者论坛) 中ꎬ 这也意

味着执行秘书处预算的绝大部分将分配到这些活动中ꎮ
研究主题是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工作的主要战略组织单元ꎬ 最初由

执行秘书处专门的成员进行管理ꎬ 并由来自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

的特设小组进行监督ꎮ 外部专家也需要进入这些特设小组中ꎮ 随着未

来地球计划的演进ꎬ 将需要一些新的管理机构ꎬ 如研究主题或跨研究

主题层面的指导委员会的加入ꎮ 需要高度关注各主题的工作方法ꎬ 以

确保对主题集成工作投入足够精力ꎬ 以及跨多个主题的研究项目得到

充分支持ꎮ
研究项目服务未来地球计划的一个或多个研究主题ꎮ 项目的科学

指导委员会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ꎬ ＳＳＣｓ) 监督未来地球计划

研究主题的一个或者多个研究需求作出贡献的研究项目ꎬ 在需要的情

况下ꎬ 也可以由项目办公室进行管理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鼓励新的项目

并支持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项目ꎬ 以继续推进卓越研究ꎬ 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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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新的研究计划ꎬ 为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主题作出贡献 (参见

３ ４ 节)ꎮ 鼓励围绕未来地球研究主题相关的共同兴趣集聚发展研究项

目ꎬ 一些高度重叠的现有研究项目则可以考虑合并ꎮ 管理理事会和联

盟合作伙伴将确保对项目办公室工作的必要资助ꎮ
除组织结构设计中强调的关键职能之外ꎬ 未来地球的成功实施将

依赖于各委员会和理事会开放、 包容与坚定的领导以及各种不同表现

形式的学术与文化背景ꎮ 该报告建议未来地球计划的项目科学指导委

员会的成员应该从来自全球可持续性联盟、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ꎬ 以及

其他相关组织的广泛的专家群体中筛选ꎬ 如果条件允许ꎬ 也需要设立

联合主席以保持长久和平衡的领导ꎮ
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负责管理理事会联合主席与成员的任命ꎬ

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的成员由管理理事会任命 (在管理理事会组

建期间由联盟临时代行这一职责)ꎮ 对于次级的工作机构ꎬ 将采取职位

任命的一般原则ꎬ 以此确保决策的及时制定和相关专家的参与ꎬ 如研

究主题监督工作组成员可由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任命ꎬ 项目的科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既可以经由这些监督工作组的同意ꎬ 也可以制定规

则自行组织ꎬ 总之这些工作都应遵循审核与沟通的透明程序ꎮ

３ ２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主题和项目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 ３ 个方面ꎮ 研究工作管理结构

的设计可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确定新的活动ꎬ 以及未来地球计划各项

研究的管理和评价ꎮ

３ ２ １　 研究主题的领导与科学协调

未来地球计划建议科学委员会与参与委员会的特设小组从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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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每个研究主题进行监督ꎬ 并为研究主题层面的活动提供战略指导ꎮ
这些特设小组可以包括指定的外部专家ꎬ 并可获得来自特定研究主题

的专门科学成员的支持ꎮ 从长远来看ꎬ 管理理事会将决定是否为每一

个研究主题建立其他工作机构 (如学术委员会)ꎮ
每个研究主题层面的战略领导能力和科学协调职能包括:
(１) 监测主题的组合ꎬ 确定新的研究、 新的伙伴关系、 集成工

作、 能力建设与宣传活动的需求ꎮ
(２) 确保研究的质量并与研究主题保持一致ꎮ
(３) 监测研究主题的区域覆盖情况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ꎮ
(４) 为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报告研究主题、 项目与活动ꎮ

３ ２ ２　 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未来地球计划的主要创新是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协同设计和

协同实施ꎮ 该计划在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战略指导、 与参与委员会及科

学委员会协同设计、 为管理理事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建议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在研究主题层面ꎬ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可能包括: 召集利益相关

者团体共同开发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ꎬ 同时ꎬ 利益相关者团体也将

获得参与和修改未来地球计划研究议程以及提出研究新计划的机会ꎮ
利益相关者团体的组成可根据讨论的问题或符合条件的可参加人

员进行调整ꎮ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可以提议个人或组织参与到这些

咨询团体中ꎮ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展有效的合作ꎬ 过渡小组也建议

将符合条件的注册人员汇总为一个 “人才池”ꎬ 作为咨询团体的潜在

参与者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团体之间成功的、 富有成效的合

作是至关重要的ꎬ 不同利益相关者团体代表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

或特定人群的利益ꎮ 为了发挥这种代表性ꎬ 不同利益相关者团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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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讨论关于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能力以及代表这一群体的资格ꎮ

３ ３　 全球和区域尺度的链接

３ ３ １　 国家委员会的作用

当前的全球环境变化 (ＧＥＣ) 计划拥有独立的国家委员会 (可能是

一个整体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ꎬ 或是每个计划的独立的国家委员会)ꎬ
其在衔接全球环境变化计划与国家研究团体及其战略规划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ꎮ 这些国家委员会也可以帮助所在国家的研究人员获得资助ꎬ 并

将国际性研究转化为国家用户的产品ꎬ 这一点在国家政策研究方面尤为

明显ꎮ 不同的国家委员会在资助的额度、 成员的类型 (科学家、 决策者

和资助者)、 号召能力、 活动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ꎮ 当然ꎬ 还有

许多国家仍没有国家委员会ꎬ 尤其是在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邀请现有的 ＧＥＣ 计划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加入未来

地球计划国家委员会ꎬ 并在还未设立相应机构的国家鼓励发展新的国

家委员会ꎮ 这些国家委员会将在国家层面上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实施ꎬ
全球可持续性联盟鼓励将未来地球计划的区域性工作与其他国家委员

会进行整合ꎬ 并纳入区域节点或网络中ꎬ 如欧洲全球变化研究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就是建立在现有的国家

委员会之上的区域网络ꎮ 未来地球计划国家委员会的建立可能需要对

一些国家委员会进行重新设计ꎬ 共同构成一个有效的和可管理的网络ꎬ
以实现未来地球计划在集成与转型方面的愿景ꎮ 未来地球计划应通过

组织咨询程序促进这种转型的实现ꎮ
执行秘书处需要作出大量的努力以融入国家委员会ꎬ 通过开展必

要的对话ꎬ 推动国家层面的活动实现必要的改变ꎬ 以及建立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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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替代性的次级区域委员会或区域委员会)ꎮ 这一工作也得到全

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的鼓励ꎮ
未来地球计划提议的国家委员会有 ５ 个主要目标:
(１) 鼓励本国研究人员、 研究资助机构和用户参与未来地球计划

及未来地球计划优先领域的设计ꎮ
(２) 确保从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项目的国家体系ꎬ 向利用

并扩展现有国家能力和跨学科集成的未来地球计划委员会的平稳过渡ꎮ
(３) 发起并参与区域性活动和网络ꎮ
(４) 帮助协调国家研究战略 (包括资助机构) 和未来地球计划的

活动 (如综合集成的项目和社会活动)ꎮ
(５) 在国家层面上与国家研究团体、 决策者、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等重点用户交流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和其他成果ꎮ
未来地球计划每年邀请国家委员会向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和合适

的区域节点就他们的活动作报告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的国家委员会

需要在其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配以实质性的人力资源和相应工具ꎬ 尤

其应鼓励开发有助于合作的网络工具ꎮ

３ ３ ２　 支持国家参与

鉴于各国情况存在的差异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尽快采取行动ꎬ 召集

各方主要资助机构资助各国科学家协同设计向未来地球计划转型的共

同战略ꎮ 在各国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项目和关键的科学家的直接

帮助下ꎬ 由 ＩＧＦＡ /贝尔蒙特论坛成员组织各国召开未来地球计划的主

要潜在资助者启动会议ꎬ 这将对识别新的参与者具有重要意义ꎬ 尤其

是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团体ꎮ 这样的启动会议不仅要确定各国如何激

励未来地球计划活动ꎬ 而且要明确国家对区域网络或国际未来地球计

划项目和秘书处所作的贡献ꎮ 此外ꎬ 在区域层面也应该启动类似的会

议ꎬ 以吸纳那些缺少对国家委员会进行资源支持的国家的加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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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３　 区域节点

尽管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ꎬ 不同区域遭受着类似的环境挑战ꎬ 但

在全球不同地方其强度差别很大ꎬ 而且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制度水平和

社会环境的响应能力差别也很大ꎮ 应对全球变化挑战的区域性措施越

来越受关注ꎬ 这一点得到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ＩＰＢＥＳ) 的证实ꎮ ＩＰＢＥＳ 提议建立从区域关注到全球集成的研究ꎬ 这

在一些地方已经获得了成功ꎮ
这些区域性挑战和响应选择已经引领了区域行动计划机构和能力

建设的历史性发展ꎬ 如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 ＩＡＩ)、 全球变化

研究亚太网络 (ＡＰＮ)ꎬ 以及非洲、 亚太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的 ＩＣＳＵ 区域办事处均在区域背景下开发并实施了 ＩＣＳＵ 的优先项目ꎬ
ＳＴＡＲＴ 网络则关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的能力建

设ꎮ 这些机构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ꎬ 如 ＡＰＮ 或 ＩＡＩ 是政府间的ꎬ 而

ＳＴＡＲＴ 等则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ꎮ

区域网络案例: 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 ＩＡＩ) 为具有目标性和综合方法

的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ꎮ 其研究方式可以在项

目建议中得到体现: “申请项目的要求是优秀的学科科学、 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综合体ꎬ 要有国际合作、 清晰的沟通战

略ꎬ 以及培养下一代全球变化科学家的能力建设ꎮ” ＩＡＩ 认为ꎬ 能

力开发与扩展和科学应用是全球变化科学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ꎮ 每个项目建议都至少包括 ４ 个 ＩＡＩ 成员国ꎮ ＩＡＩ 的使命是促进

科学不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主导 (ｗｗｗ ｉａｉ ｉｎｔ)ꎮ

区域节点作为未来地球计划整体科学战略的一部分ꎬ 需要制定区域

参与战略以界定区域层面的活动ꎬ 这也是管理理事会的早期任务ꎮ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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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的执行秘书处将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这将需要密切协调

所有区域的活动ꎮ 这一战略也包括制定一个现有的区域网络目录ꎬ 通过

与现有网络的对话在每个地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新的发展模式ꎮ
分布式的区域秘书处可以识别并确认区域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开

发的产品ꎬ 以及为这些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工作计划ꎮ 同时ꎬ 也应

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机会以帮助区域网络识别未来地球计划能够

解决的研究差距ꎮ 这些利益相关者也应该参与未来地球计划与区域相

关的交流产品的开发ꎮ 区域联盟应积极协助未来地球计划向重要用户

分发这些产品ꎮ

３ ３ ４　 范围界定①、 集成和面向政策的科学

在未来地球计划背景下ꎬ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重要产出之一是范

围界定研究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即确定要研究的问题) 和特定领域科学

知识状况的集成ꎬ 这些产出应持续并继续得到加强ꎮ 未来地球计划活

动与正式的国际政府间科学评估不同ꎬ 但比后者更加灵活和快速ꎬ 并

在界定新兴科学问题、 确定现有知识的差距上显得优势尤为突出ꎮ 未

来地球计划在发展全球环境变化计划范围界定研究与集成工作中的潜

力是非常大的ꎬ 对于科学界而言ꎬ 这主要是 “内部” 的作用ꎬ 在该过

程中可以更加充分地融合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范

围界定研究和集成的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应作为不同研究主题和整体

项目的重要产品ꎮ
未来地球计划具有促进科学－政策对接的作用ꎬ 这超出了与决策者

共同参与政府间及政府活动来分析如何改善科学与政策的对接过程ꎮ
各层级的决策者积极参与和沟通的战略是必要的ꎮ 决策者能够接收不

① 译者注: 范围界定 (ｓｃｏｐｉｎｇ) 作为一种研究工作过程ꎬ 主要通过研讨会和调研等方式ꎬ 了解待解

决的问题及其范畴和边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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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来源的科学信息ꎬ 包括媒体、 非政府组织和行业的信息ꎮ 因此ꎬ 未

来地球计划的科学政策战略一定是面向这些行业和整个社会的广泛参

与战略的一部分 (参见 ３ ４ 节)ꎮ
在面对政治和其他利益时ꎬ 科学如何保持其客观性和自主性是需

要特别关注的问题ꎮ 在科学－政策研究中ꎬ 由于对各种主张与科学建议

的紧张关系存在不同的见解和方案ꎬ 对话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 ( ｖａｎ
ｄｅｎ Ｈｏｖｅꎬ ２００７)ꎮ 而在研究中方法是否有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主

题、 对接机制、 文化背景以及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ꎮ 在许多情

况下ꎬ 科学的作用被限定为提供新的知识、 为不同后果提供评估和建

议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科学家多被视为知识经纪人而非问题倡导者

(Ｐｉｅｌｋｅꎬ ２００７)ꎮ 在其他情况下ꎬ 科学家可能在行动过程中得到决策

者和公众的强烈拥护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应该以政策问题而非政策

指令和应用工具 (如基于证据的情景设置) 为目标ꎮ
作为正式参与科学－政策过程的一部分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特别关注

超越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评估 (如 ＩＰＣＣ 和 ＩＰＢＥＳꎬ 以及海洋或陆地专题

评估)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参与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将对未来地球计划如

何参与这一过程ꎬ 以及新的机遇在哪里出现等进行监测ꎮ 未来地球计

划建议秘书处指定工作人员参与这一过程ꎮ 除了汇总经验、 产生综合

评估所需的跨学科知识之外ꎬ 评估工作也将为未来地球计划提供重要

的战略方向ꎮ

３ ４　 研究框架的发展机制

３ ４ １　 定义研究主题、 优先级和项目的指导方针

新的行动建议可能来自不同方面ꎬ 包括: ①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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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ꎻ ②利益相关者的磋商ꎻ ③科学家或科学界ꎻ
④区域组织 (如 ＩＡＩ 或 ＡＰＮ)ꎮ

关于新的研究主题或优先级的要求和建议可以直接通过执行秘书

处向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提出ꎬ 并将寻求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

会的建议和指导ꎮ 在管理理事会的年度会议上ꎬ 科学委员会将对正在

开展的研究主题进行评审ꎬ 并确认和讨论可能存在的差距①ꎬ 评审后将

讨论和评估新主题与优先行动的需求和建议ꎮ 如果发现合适的新主题

或优先行动建议ꎬ 则予以批准ꎮ 在新建议实施前ꎬ 应该与全球可持续

性科技联盟ꎬ 特别是贝尔蒙特论坛密切合作ꎬ 对资助的可能性进行

审查ꎮ
此外ꎬ 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应建议管理理事会评估正在开展

的主题、 项目、 跨领域活动和其他活动ꎮ 实时的报告和独立的评估

(参见 ３ ５ 节) 将明确指出各个项目的发展阶段 (如启动、 发展、 巩

固、 集成)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未来地球计划希望通过联系利益相关

者、 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ꎬ 或确保包括青年科学家或发展中国家

科学家的参与等措施ꎬ 实现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项目与未来地球计划

的目标和主题相结合ꎮ 如果全球环境变化项目的研究和组织不能按照

未来地球计划的目标和标准发展ꎬ 那么该项目应该停止ꎬ 或者未来地

球计划应终止对其的支持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任何项目和优先行动 (或新的研究主题) 的主要

筛选和实施标准有: ①创新、 及时和最佳的科学ꎬ 并得到同领域团体

和学术机构的认同与支持ꎻ ②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参与ꎬ 以此来界定更

广泛的研究需求ꎬ 阐明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ꎻ ③在科学家和用户之间ꎬ
实施适当的协同设计ꎬ 以确保提出和建立的解决方案在实际的社会环

境中获得接受ꎻ ④与其他研究主题或项目相比ꎬ 具有清晰的边界和新

的价值ꎮ

① 全球可持续性科技联盟成员的评述可以支持差距分析ꎬ 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 ２１ 世纪的 ２１
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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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内容外ꎬ 在未来地球计划的范围之内ꎬ 那些不太适合特

定和 /或个别研究主题的项目和活动也应该享有发展的机会ꎮ 这包括取

代或横跨一个或更多研究主题的特定活动ꎬ 如集成活动、 研究团体中

新增的短期活动 (如 ＩＧＢＰ 的快速跟踪行动)、 跨学科研究指导的开

发、 (区域) 能力建设、 开放的科学会议、 与利益相关者和国际公约

的交流ꎬ 以及未来进一步的整合等ꎮ
未来地球计划也将与传统上没有参与研究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团体

相接洽ꎮ 尽管未来地球计划在现有类似研究中获得了一定的研究经验ꎬ
但必须善于作出判断ꎬ 并从正在开展的项目中积累经验———收集和记

录成功或者失败进程的具体行动是非常重要的ꎬ 从跨学科科学中得到

的经验教训将成为未来地球计划对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ꎮ
积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需要大量人力、 机构和财政资源ꎬ 这应该得到

执行秘书处的扶持ꎮ 管理理事会应建立识别、 征求和支持此类活动的

程序ꎬ 也应为每一项活动界定明确的 “日落” 条款ꎮ

３ ５　 监测和评估进展机制

未来地球计划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及其内容组成是复杂、 重要的话

题ꎬ 但在未来地球计划的初步框架中ꎬ 如何安排实现这些职能不宜进

行过于详细的描述ꎮ 尽管如此ꎬ 一些共同点列举如下:
全球变化研究资助者将继续评估、 监测其支持的工作ꎮ 在可能的

情况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开展的评估工作应该得到国家或区域评估的

协助ꎮ
管理理事会应在早期即制定衡量成功的标准ꎬ 并将其贯穿到未来

地球计划活动的内部审核和项目的外部审核工作中ꎮ
在未来地球计划的最初十年ꎬ 对整个未来地球计划审查两次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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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ꎬ 如在第一个五年后和第一个十年后ꎮ 这些评审应由外部专家

完成ꎬ 并向管理理事会报告ꎮ
在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的指导下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向管理理

事会提交对研究主题、 新的和现有项目的定期内部评估报告ꎮ 所有的

未来地球计划活动应在其开始的时候即设立 “日落” 条款ꎬ 并在活动

结束或者更早的时候ꎬ 由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进行评审并报告管

理理事会ꎬ 由管理理事会决定是否关闭或革新ꎮ
对管理理事会而言ꎬ 对未来地球计划执行秘书处的运作与效果进

行周期性评估将是必要的ꎮ 因为作为一个计划ꎬ 未来地球计划的成功

将依赖于执行秘书处的领导工作、 职责及其产品的质量和相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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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未来地球计划的交流和参与战略

本章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ꎬ 以便为下一阶段未来地球计划的交

流发展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战略的制定给予指导ꎮ

４ １　 愿　 　 景

未来地球计划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挑战、 支

撑全球可持续性转型提供社会所需知识的国际平台ꎮ 在未来地球计划

研究的协同设计与产出方面ꎬ 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及其参与将有利于

向使用未来地球计划的人们传达更切合、 更相关及更有用的见解ꎮ 未

来地球计划的知识如何在更为广泛的世界发展与分享ꎬ 不仅对如何在

更广泛的社会与环境背景下定位研究有着根本的影响ꎬ 也对政策制定

者、 决策者以及思考全球可持续性ꎬ 并自始至终应对其挑战的大众有

着重要的影响ꎮ

４ ２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基本原理

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多样的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 “在项目或者实体中具有合法权益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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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团体ꎬ 或者将受到特定行动或政策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０７)ꎮ 未来地球计划认为其合理的利益相关者是对未来地球计划的工

作公开表明有兴趣或可能有兴趣的团体或者个人 (参见 １ ４ ２ 节中的

利益相关者团体名单)ꎮ
有证据表明ꎬ 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研究质量ꎬ 而且也可以

最大限度地促进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团体之间的相互学习与知识交

流ꎬ 有助于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战略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复杂的、 具

有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跨学科研究中的成功表现尤为明显ꎬ 如在

环境变化方面 (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ꎬ ２００７)ꎮ 有多种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未来

地球计划将从这种参与中受益ꎬ 例如:
(１) 在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形成政策、 评估或作为研究证据时ꎬ 增加

研究的合法性、 减少利益相关者对科学的怀疑 (Ｎｏｒ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ｅｒꎬ ２００５)ꎮ
(２) 帮助拓宽协调基础研究与规范研究①的路径ꎬ 而不削弱任何

一方面ꎬ 同时也有利于未来地球计划将其科学工作引导至为传播其战

略目标服务上ꎮ
(３) 在诸多有关环境变化研究普遍的不确定性辩论中ꎬ 加强与发

挥关键作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ꎮ
(４) 促进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团体的相互学习ꎬ 以获得更广泛

的研究支持ꎬ 同时也明确在信念、 认知、 环境变化响应与规划方面的

劣势 (Ｄ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ｇ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ꎮ

４ ３　 未来地球计划利益相关者参与的 ３ 个原则

在有关利益相关者的全面的科学政策和科学技术研究文献与大量

① 译者注: 规范研究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是指对问题情形进行研判的研究ꎬ 解决 “应该是怎样”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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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ꎬ 未来地球计划可以从中选择并借鉴ꎮ 这些方法都有一些共同

的元素ꎬ 特别是: 迫切需要利益相关者对从研究过程开始到得出结论

的全过程的参与ꎻ 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整个过程中ꎬ 寻求开放而非封

闭的各方对话ꎬ 是根本所在ꎻ 利用适合不同情况的交流方法极为重要ꎬ
包括各种不同的基于 Ｗｅｂ 的互动方法ꎬ 或者专注于知识共享和反思性

学习的方法ꎮ
鉴于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支持利益相关者参与和交流战略ꎬ 采用

３ 项重点原则: ①承诺科学性、 社会与经济影响ꎬ 以及独立性ꎻ ②从

计划运作阶段就开始协同设计ꎬ 促进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伙伴达成共识ꎻ
③未来地球计划的伙伴要同时承诺认可未来地球计划的价值观以及与

未来地球计划的资源关系ꎮ
除利益相关者参与作为研究过程本身的部分之外ꎬ 未来地球计划

还将支持使用全面的可获得的媒体进行更广泛的交流活动ꎮ 这项工作

将应用通用信息和定制信息以及两者双向交流的媒体ꎬ 集中向众多观

众以清楚的方式传播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成果和其他工作ꎮ

４ ４　 战 略 开 发

有适合于未来地球计划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众多模型ꎬ 每个模型

针对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结果都有相应的优点和缺点ꎮ 这些都将作为未

来地球计划的进展而进行评审ꎮ 该战略的核心是参与委员会和科学委

员会一起从战略监督方面促进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实现其目标ꎬ 告知设

计中的阶段变化ꎬ 使研究面向利益相关者关切的问题ꎮ
当前ꎬ 全球环境变化团体的交流实践往往集中在内部沟通ꎬ 即从科

学家到科学界和科学媒体ꎮ 这一直都是一个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单向信

息流模型ꎬ 而这种模型在受到任何影响之前都存在一个较长的、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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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差ꎮ 虽然许多项目在其活动中已经开发了用户参与模型ꎬ 但需要

朝未来地球计划的利益相关者更为互动、 更具针对性的方向转化ꎮ 在未

来地球计划的所有活动中嵌入这种方法是必要的ꎬ 这有助于确保最高质

量的研究得到支持ꎬ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ꎬ 并在最有可能支撑利益相

关者决策的多种途径上得到表达与传递ꎮ 但是ꎬ 这必须在不损害重要

的、 以传统方法进行的科学交流的前提下开展ꎬ 这些传统的科学交流方

式还需要继续保持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成功判断ꎬ 不仅要看科学的质量ꎬ
更要通过目标陈述中传递的明显的影响来进行判断ꎮ 这需要随着时间的

推移对未来地球计划进行仔细审议并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ꎮ
虽然ꎬ 在这个阶段没有遴选出单一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型ꎬ 但是

随着战略的发展ꎬ 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ꎬ 这种动态关系以多重信息流的往返为特征ꎬ 并在对话及自反

性环境中ꎬ 促使研究人员向利益相关者学习ꎬ 反之亦然ꎮ
在战略开发的准备阶段ꎬ 利益相关者的第一轮访谈是在 ２０１２ 年进

行的ꎮ 其职责是帮助未来地球计划了解如何吸引新的利益相关者的参

与ꎬ 以及这些利益相关者有哪些ꎮ 当前未来地球计划团体以外的利益

相关者———包括资助者、 企业、 公民社会和科学家等———都被要求提

出他们对未来地球计划概念的观点以及他们参与的可能性与性质等ꎮ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ꎬ 未来地球计划的愿景是强大的ꎬ 并明确了它的

贡献或者独特的亮点ꎬ 如: ①提供一个国际平台ꎻ ②提供独立的、 可

靠的、 公正而有较高可信度的信息ꎻ ③提供国际水平的专业知识ꎮ
研究还发现ꎬ 未来地球计划在构建一个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团体

时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全球环境变化团体核心圈以外的利益相关

者对如何参与及从事未来地球计划、 如何使用或者为未来地球计划的

研究作出贡献没有任何概念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在下一个阶段开发一个交流和参与模型: 即一个适

合未来地球计划特点的、 复杂的、 跨领域的全球计划ꎬ 这将使未来地球

计划不仅能真实地响应其伙伴关系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ꎬ 而且能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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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计划本身ꎮ 这将在承诺未来地球计划的所有交流与参与活动完全开

放、 鼓励科学知识、 数据与信息的自由获取的背景下来完成ꎮ 这是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前进的方向ꎮ
有使用基于网络的媒体的巨大机遇ꎬ 实时报告和利用社交网络的

潜力ꎬ 以搜集和发布信息ꎬ 并与用户直接接触ꎮ 虽然未来地球计划会

战略性地使用这样的资源ꎬ 同时也符合当前媒体零碎化的发展趋势ꎬ
但是ꎬ 意识形态驱动的信息和新闻来源的崛起使观众能够根据他们的

社会价值和个人偏好自主选择信息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也注意设法

接触利益相关者ꎬ 这些利益相关者以特定的视角或完全避开环境变化

议程的取向来进行自我选择覆盖ꎮ 交流与参与战略不仅将实现多媒体

和数字媒体的机会ꎬ 而且也将应对它们产生的部分挑战ꎮ
对人们来讲ꎬ 获得交流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权利是最重要的ꎬ 这

关系到从战略上进行资助与协调交流ꎬ 也关系到最优秀人才的招聘以

及在合适的时间与最合适的人交谈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必须提供一

个灵敏的、 灵活的且可以快速调整的结构ꎮ 在最佳状态下ꎬ 这可以帮

助研究组织定位为一个向公民社会、 商业、 政府和媒体提供新的、 可

信赖的可持续性知识的信息来源ꎮ

４ ５　 未来地球计划交流和参与的行动要点

未来地球计划交流和参与的新模式应该建立在现有全球环境变化计

划的核心力量之上ꎮ 新模式应加强现有良好的运行机制ꎬ 如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 (ＷＣＲＰ)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ＧＣＯＳ)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ꎬ 或生物多

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ＧＥＯ ＢＯＮ) —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ＩＰＢＥＳ) —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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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监测—评估—政策链ꎮ 此外ꎬ 它也将从一直努力解决这些同样

重要的挑战的科学领域 [如研究纳米技术、 转基因生物 (ＧＭＯｓ)、 核

能、 干细胞、 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 中吸取经验ꎮ
开发并应用一个新方法的真正困难不是学习如何使用这一新工具

或手段ꎬ 而是转变心态去接受一种新的交流与参与的方式ꎮ 在这一方

面ꎬ 体现出一种新的网络思维定式的未来地球计划领导力有助于促进

这种转变ꎮ 这意味着未来地球计划组织的运行将把网络意识嵌入其中ꎬ
并听取和培育这些网络以实现其影响ꎮ 这也意味着默认的共享机制以

及通过网络模式进行交流ꎮ
未来地球计划开发交流和参与战略的建议包括: ①在转型过程早

期ꎬ 任命一个专家参与委员会ꎬ 带头考虑参与和交流战略ꎻ ②未来地

球计划临时主任任命一个临时交流与参与主管ꎬ 以便指导参与和交流

战略的开发ꎻ ③委员会审查现有知识的有效性和无效性ꎬ 并思考如何

最好地实施研究、 参与和交流战略ꎻ ④建立新的激励机制ꎬ 以支持交

流和参与文化ꎻ ⑤组织一个内部交流的工作小组ꎬ 为未来地球计划秘

书处开发一项新的集中协调功能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秘书处将在项目

之间及其与秘书处的互动中开发项目的新价值ꎮ
针对交流和参与战略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应被告知ꎬ 以清楚认识未

来地球计划在框架结束时实现什么样的目标ꎮ 未来地球计划是否成功

的衡量标准应包括交流和参与ꎬ 而确定这些标准ꎬ 应该借助界定其愿

景、 目标与评价研讨会是否成功等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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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未来地球计划的教育和能力

　 　 　 　 建设战略

本章对未来地球计划的教育和能力建设战略的发展提出了初步思

考ꎮ 教育和能力建设是未来地球计划通过伙伴关系需要培养的核心功

能ꎮ 特别优先事项包括: ①有效而持续的跨区域合作ꎻ ②支持跨学科

的文化研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整体性思考ꎻ ③支持政策和实践对科学成果的吸收ꎬ 以推动各层面

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ꎮ
需要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和能力建设的现有举措进行回顾ꎬ 以制定

和聚焦未来地球计划战略ꎬ 特别是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ꎮ

５ １　 教　 　 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一个涉及广泛问题的综合方法ꎬ 同时需要培

养相应技能的教学方法ꎬ 以支持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 科学教育应该被

视为在更广泛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教育ꎮ
今天ꎬ 科学教育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场所ꎮ 传统上ꎬ 学生在正规教

育体制下的中小学、 学院和大学学习ꎬ 并接受教育工作者的指导ꎮ 而

非正规的学习场所ꎬ 如博物馆、 科学中心、 水族馆、 公园、 天文馆为

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机会ꎮ 除了这些 “以场所为基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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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外ꎬ 目前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也越来越多地通过质量参差不齐的

网上教育计划和资源进行在线学习ꎮ 其中有些资源与学习者参与其中

的、 正规的以场所为基础的计划连接到一起ꎬ 有些则与 “虚拟” 学校

相联系ꎬ 有的用以作为正式课程的补充ꎮ 在正规教育场所中ꎬ 非正规

教育是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ꎬ 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阶段ꎮ
科学教育也以非正式的方式发生ꎮ 例如ꎬ “公民科学” 项目ꎬ 其

参与者 (有时是家庭或社会团体) 是在正式的环境之外参与观测 (监
测) 和筹划活动ꎬ 以及科学和环境界协同设计的特别活动 (如国际极

地年、 世界水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世界地球日等)ꎮ
最后ꎬ 形式多样的媒体———印刷品、 广播、 有线电视以及电影等

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ꎬ 尽管教育内容的质量可能千差万别ꎮ
有些媒体提供优秀的科学教育类节目ꎬ 但也有质量很差的教育性的节

目ꎬ 而且经常传播错误信息ꎮ 在较不富裕国家ꎬ 由于需要访问互联网

和使用电力ꎬ 基于媒体的科学教育资源的获得是不均衡的ꎮ
未来地球计划必须注重有效利用其独特的功能ꎮ 它不会尝试自己

设计大型的教育计划ꎬ 但会寻求与既定计划和网络的合作伙伴关系ꎬ
并利用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的成果ꎮ 在该模型中ꎬ 伙伴组织是大多数教

育工作的主要推动者ꎬ 但它们也应该参加未来地球计划的连续协同设

计过程ꎮ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家是以专家、 顾问及资源 /数据供应商的角

色参与教育活动ꎮ 科学家可能更为直接地参与大学生和研究生能力建

设ꎬ 并与学生和青年专家在该层面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ꎮ

５ １ １　 优先受众和主要设想活动

基于受众需求和未来地球计划研究人员的强大合作伙伴的可用性ꎬ
下面的高效利用场所前景广阔: ①小学和中学教育ꎻ ②本科教育ꎻ
③在线教育用户和供应商ꎻ ④ 与青年人交流ꎬ 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ꎻ
⑤参与访谈、 纪录片、 印刷媒体以及经常性的公众参与行动ꎬ 如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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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的日子 (例如 “地球日”) 和每年的公民科学宣传活动 (并非关

注个别科学 “年”)ꎻ ⑥科学与技术中心 (如 “人类世” 展览)ꎬ 特别

强调社会—生态的综合观点ꎮ

５ １ ２　 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的教育工作人员

秘书处教育工作的范围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跨几个领域的教育

专业知识———一级、 二级、 三级和非正规教育ꎮ 秘书处与相关合作伙

伴共同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ꎬ 并在科学教育计划中安排未来地球计划

的主要工作和成果ꎮ

５ ２　 能 力 发 展

对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而言ꎬ 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教育是长期

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步骤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特别注重下一代研究者

关于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机制能力的培养ꎬ 以帮助其参与

国际合作ꎮ
作为一个同时关注局部和区域风险、 脆弱性以及适应能力问题的

全球性倡议ꎬ 未来地球计划必须涉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团体ꎮ 然而ꎬ
参与的能力和条件因地而异ꎮ 与相关合作组织一道解决这些分歧是未

来地球计划的主要功能之一ꎮ 这需要确保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全身心地

参与制定和实施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议程ꎮ 需要发展的能力包括: 知

识的生产和应用能力ꎬ 以及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国际合作能力ꎬ
是从社会—地理学的不同视角与方法获得概念的途径ꎮ 需要特别强调

的是欠发达地区的研究系统资源匮乏ꎮ 人才外流应通过 “开展问题在

哪里的研究” 而得到遏制ꎬ 并将建立和完善具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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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要任务ꎮ
了解研究能力发展的需要是制订增进未来地球计划内部相关知识

向社会传播的有效战略的核心ꎮ 遵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等组织的方法ꎬ «２０１０ 年世界社会科学

报告» (ＷＳＳＲ) 分析了 ３ 个层面的全球科研能力: 个人、 机构和研究

系统 (ＵＮＥＳＣＯꎬ ２０１０)ꎮ

５ ２ １　 个人层面

在该层面ꎬ 注重科学家个人能力发展是否具备必要的教育和专业

技能来开展研究、 制定研究问题、 建议汇总、 带领研究团队、 交流研

究结果、 支撑公开辩论以及提出政策建议ꎮ 从未来地球计划角度看ꎬ
学科领域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培训ꎬ 包括相关知识的协同设计、 协同

实施和协同推广ꎬ 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ꎮ 可以实施的举措包括针对

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设立培训课程和暑期学校ꎬ 开发国际博

士后项目和指导项目ꎬ 以增进来自不同地区资深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

之间的交流ꎮ

５ ２ ２　 机构层面

无论多么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ꎬ 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取决于在重要

方式上是否存在对技能的需求ꎬ 并在一个良好资源和丰富环境基础上

对其进行合理应用ꎮ 是否有一流的国家科研机构———特别是研究型大

学和科学院? 这样的机构是否有足够的研究职位ꎬ 以建立能够支持和

促进其专业发展的临界规模或科研实践社团? 基础设施供给是否充分ꎬ
并足以支持实地调研、 助理招聘、 出席会议、 花时间出国以及出版发

行? 通过注重合作和促进区域网络ꎬ 未来地球计划能够为青年科学家

的发展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ꎮ 就未来地球计划而言ꎬ 加强管理大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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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研究联盟和多层面资助支持的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ꎮ 倡议可包括国

际性发展与传播且具有区域适应性的地球系统课程ꎬ 在国际研究合作

中支持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或机构的领导权ꎬ 建立或支持知识和

优先共享的现有网络等ꎮ

５ ２ ３　 研究系统层面

对该层面分析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更广泛的政策框架和社会政治环

境背景下研究人员的研究活动ꎮ 国家战略是否反映了科学和技术发展

的明确路线? 是否有工商部门愿意投资研究和创新ꎬ 并愿意与研究界

共同应用所学知识? 对科学是否有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系统层面也包

括诸如研究人员薪金和工作条件等ꎬ 这通常与公务员制度联系起来ꎮ
能否为研究人员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提供充分的激励ꎬ 而不是使其加入

私营部门ꎬ 从事短期咨询工作ꎬ 或者寻找海外机会? 未来地球计划应

该支持国家 /区域的研究政策ꎬ 以促进未来地球计划所寻求的综合研

究ꎮ 应该改善的行动包括针对跨学科研究培养的学生的就业机会的发

展与交流ꎬ 特别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ꎬ 以及审查和奖励研究的创新机

制的定义ꎮ 后者尤其需要在社会－生态领域更好、 更一致地评估跨学科

研究ꎮ
特别要注意给予资源贫乏国家的研究和教育系统支持ꎮ 研究参与

者之间的网络通常不发达ꎬ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ꎬ 如果存在ꎬ 则需要依

赖捐助国强有力的 “节点”ꎮ 在开展国际合作时ꎬ 未来地球计划应该

把重点放在贫困地区 ( “南南” 合作)ꎮ 虽然这种锚定区域固定结构的

发展需要更长期的努力ꎬ 但是应该采取短期措施ꎬ 如上文提及的大学

之间的区域辅导网络 (如通过 ＳＴＡＲＴ 探索)ꎮ
能力建设在某些方面显然更具优势: 与留住他们相比ꎬ 培养研究

人员更为容易ꎻ 与建立一个研究团体相比ꎬ 建立一个机构更加容易ꎻ
与确保政府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更广泛支持相比ꎬ 促进国家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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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 (如有的话) 扶持政策和优先事项的讨论更为容易ꎮ 可持续能

力建设尽管有效ꎬ 但需要对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各级层面采取行动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计划不得不采用一种多层次的方法来应对全球可

持续发展研究能力建设ꎮ 这意味着ꎬ 首先要恪守承诺ꎬ 并将能力建设

作为整个未来地球计划行动的优先事项尽快实施ꎮ 换句话说ꎬ 就是需

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和科研系统的正能

量ꎬ 它们的嵌入对整个未来地球计划的运行极为重要: 新的全球研究

联盟的发展为科学交流和出版提供了国际性机遇ꎬ 特别是工作组和网

络的形成会更好地促进数据访问、 研究及通信技术的发展ꎮ
其次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促进和支持明确设计的活动ꎬ 以加强能力

建设ꎬ 特别是在个人和制度层面ꎮ 在个人层面ꎬ 可能会涉及培训活动

或先进机构、 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 研究奖学金计划、 辅导ꎬ 以及提

供参与和帮助发展强大的致力于国际学科间和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国

际网络ꎮ 在制度层面ꎬ 功能区域节点的开发至关重要ꎮ 这些节点能为

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合作提供平台ꎬ 并且有助

于发展新的国际科学领导中心ꎮ
最后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寻求制度层面的影响ꎬ 通过承诺协同设计

研究的理念ꎬ 与来自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

教育战略ꎮ 在能力发展的这一层面ꎬ 有效的交流和宣传活动ꎬ 以及促

进有效的科学－政策－实践的互动也同样重要ꎮ
为实现这些能力发展目标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需要与合作伙伴紧密

合作ꎬ 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资源和发起能力建设活动ꎮ 伙伴组织应

包括但不限于 ＳＴＡＲＴ、 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ＩＡＩ) 和全球变化

研究亚太网络 (ＡＰＮ)ꎮ 未来地球计划也将受益于———并且应该努力帮

助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科学和技术联盟成员的能力建设工作ꎮ 未

来地球计划秘书处关于这方面工作的职能是参与伙伴组织ꎬ 制定和传

达持续的、 协调的未来地球计划全球能力建设战略ꎮ 鉴于较不富裕国

家区域网络发展的重要性ꎬ 秘书处的区域节点将发挥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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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未来地球计划的资助战略

本章为未来地球计划发展资助战略提供了一些初步设想ꎬ 同时也

考虑到了临时运行阶段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并从总体上估计准备计划

的资金基础ꎮ 若要实现目标ꎬ 未来地球计划需要确保不同资金来源的

支持ꎬ 包括发掘目前尚未资助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组织ꎮ 出于这种考

虑ꎬ 未来地球计划应从一开始就吸引资助团体参与ꎬ 特别是贝尔蒙特

论坛 (贝尔蒙特论坛是一个环境研究资助者团体、 全球可持续发展科

学和技术联盟的创始成员ꎬ 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共同发起方)ꎮ
该论坛已经为未来地球计划的设计作出贡献ꎬ 并对协调未来地球

计划资助战略的开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将有助于确保其向全面

运行计划的平稳过渡ꎮ

６ １　 全球变化研究的全球资助格局

未来地球计划需要在目前全球环境变化资助水平的基础上按比例

加大资助力度ꎬ 以实现国际的、 科学的集成合作研究ꎮ 当前许多国家

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给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挑战ꎬ 但全球研究中相当一

部分也正在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ꎮ 关注现有资助机构和来源ꎬ 以不同

的资助目标、 宗旨、 假设和进程进行运作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会

为找到更综合的、 多方面的途径带来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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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的一个特设的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国际组织

(ＩＧＦＡ)①ꎬ 已在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启动和资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其中有两个资助机制非常成功: ①对全球环境变化秘书处的重要支持ꎻ
②通过交流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人员与资助者之间的最佳实践和战略重

点ꎬ 对国家计划内的优先事项和要求的部分对接ꎮ
此外ꎬ 新的研究方向已经推广至全球研究领域ꎬ 并激发许多成功

的全球环境变化申请材料提交到国家 “蓝天” 计划ꎮ 最后ꎬ 机构之间

的双边沟通有助于国际研究ꎬ 但除了在区域层面ꎬ 真正的多边沟通还

比较缺乏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ꎬ 世界各地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支持显著增加ꎬ

达到数十亿美元 /欧元ꎮ 然而ꎬ 在该过程中ꎬ 资源碎片化也通过跨学

科、 国家、 机构和组织而增加ꎮ 在有些情况下ꎬ 有相当多的综合行动

涵盖了大部分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ꎮ 例如ꎬ 侧重于气候变化研究以支

持学科研究、 新兴的国际性研究以及研究协调的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

划 (ＵＳＧＣＲＰ)② [２０１３ 财年为 １２ 亿美元ꎬ 不考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 (ＮＡＳＡ) 的贡献]ꎮ 这些类型的合作努力更多的是例外而非规则ꎮ
此外ꎬ 气候、 工程、 生物多样性以及社会科学倡议很少被集成ꎬ 尽管

有许多社会挑战导向性的研究计划ꎮ 欧洲国家一直以美国为榜样ꎬ 尽

管是一些即将到期的联合计划倡议ꎬ 如联合规划气候倡议③ꎬ 但其全球

变化研究资助仍然在欧洲委员会和 ２７ 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拨款之间平

分ꎮ 同样ꎬ 在其国家优先级设置过程及其相关的资助承诺之后ꎬ 需要

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正在迅速增加ꎮ
作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ꎬ 有关行动者都强调当前全球环境变化

研究 “资助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ꎮ 目前已启动一项集中审查工作ꎬ 作

为一项于 ２０１３ 年年初完成的快速跟踪行动ꎬ 可以为绘制全球环境变化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ｇｆａｇｃｒ ｏｒ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ｏ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ｉ￣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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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计划和项目的现有资助流向和来源提供帮助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借助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国际

地圈 － 生物圈计划 ( ＩＧＢＰ)、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和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
的成功ꎬ ２０１４ 年需要从目前的全球环境变化活动向未来地球计划明确

过渡ꎬ 以确保、 修订和扩展资助格局ꎮ

６ ２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 资助战略要素

该战略需要一套不同的融资手段ꎬ 以促进和协调世界各地的全球

环境变化研究ꎮ 由图 ６￣ １ 可以看出ꎬ 从利用 “蓝天” 计划资助机会

(Ｄ 级) 的基础科学研究ꎬ 延伸到可以通过国家层面更集中的项目或应

用项目 (Ｃ 级) 加以促进的战略研究ꎬ 再到国际研究 (Ｂ 级) 的跨国

支持和全球研究 (Ａ 级) 的协调ꎮ 与每个级别相关联的粗略的资助规

模也包括在内ꎮ

图 ６￣１　 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相关联的多级别公共资助原理图

未来地球计划资助战略应该共同以 ４ 个资助级别为目标ꎬ 以增加

可利用资金 (尤其是 Ａ 级和 Ｂ 级)ꎬ 同时也应加强纵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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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全球合作 (Ａ): 建立一个统一的地区和国际办公处的全球网

络ꎬ 由秘书处统一协调ꎬ 旨在促进研究团体、 资助者以及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合作ꎮ
(２) 跨国研究 (Ｂ): 针对复杂的不能由单独机构或国家层面解决

的研究对象ꎬ 保持跨国家和跨学科的研究队伍ꎮ
(３) 国家战略计划 (Ｃ): 在新兴领域开发前瞻性计划和相互联盟

计划ꎬ 包括学科间和跨学科研究问题框架和相应的研究行动ꎮ
(４) 基础科学研究 (Ｄ): 创建清晰可见的旗舰计划以吸引科学家

和研究活动ꎬ 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ꎬ 通过激发未来地球计划相关建

议来完善国家 “蓝天” 计划资助机制ꎮ
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将率先倡导资助ꎬ 并通过联盟所有成员

和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支持ꎮ 支持 ４ 个资助级别将需要常规方法和更

新颖方法的组合ꎬ 但在每种情况下按比例增加ꎬ 以满足未来地球计划

的需求ꎮ 例如:
(１) 将进行国际访问ꎬ 以支持分布在全球的未来地球计划秘书

处ꎮ 预计会设立总部和区域节点ꎬ 帮助获取管理未来地球计划所需的

智力和财力资源ꎮ
(２) 国际合作研究将继续由针对国际研究日程开展合作的研究人

员推动ꎬ 这些议程可能会影响国家和区域资助者的优先事项ꎬ 但这种

方法将得到推广ꎮ
(３) 将开发新的国际和区域资助工具ꎬ 如贝尔蒙特论坛国际机会

基金ꎮ
(４) 未来地球计划将接触新的资助者超越科学和环境部门 (如发

展、 卫生、 外交)、 发展机构、 私营部门、 基金会以及慈善组织ꎮ 例

如ꎬ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瑞典国际发展机构 (Ｓｉｄａ) 以及瑞典环境地球系统

科学秘书处 (ＳＳＥＥＳＳ) 正在努力建立发展与环境研究资助者之间的新

伙伴关系ꎮ
(５) 将鼓励新的资助和研究模式ꎬ 如国际极地年 ( ＩＰＹ) 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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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模式和广泛的研究经费来源ꎮ

６ ３　 贝尔蒙特论坛: 全球环境变化

国际研究资助综合方法新案例

为了面对这些复杂的资助挑战和促进一个更为适合的资助体系的

演变ꎬ 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国际组织 (ＩＧＦＡ) 参与者理事会、 贝尔

蒙特论坛①于 ２００９ 年成立ꎮ 该机构与 ＩＣＳＵ 和 ＩＳＳＣ 一起聚集了来自后工

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重要机构ꎬ 并制定和发布了 «贝尔蒙特挑

战 ２０１１»ꎬ “为减缓和适应不利的环境变化和极端灾害事件提供实施行动

所需的知识②”ꎮ 此外ꎬ 贝尔蒙特论坛在 ２０１２ 年发起了一个新的开放和

灵活的进程 (即国际机会基金)ꎬ 通过多边访问ꎬ 支持国际合作研究行

动ꎮ 贝尔蒙特论坛国际机会基金将有助于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实施ꎮ
尽管创立了贝尔蒙特论坛ꎬ 但仍然有相当多分散的全球环境变化

资助来源ꎬ 如上所述ꎮ 在国家层面ꎬ 贝尔蒙特论坛和全球变化研究资

助机构国际组织成员仅占各自国家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资助的 ５％ ~
２０％ ꎬ 因此ꎬ 需要一种协调方法ꎬ 联合现有的国家资助范围ꎮ 作为联

盟的成员ꎬ 贝尔蒙特论坛将帮助组织和推动这一进程ꎮ

６ ４　 下一步计划

无论是对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和项目ꎬ 还是未来地球计划秘书处ꎬ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ｉｇｆａｇｃｒ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ｈｔｔｐ: / / ｉｇｆａｇｃｒ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ｅｌｍｏ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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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ꎬ 贝尔蒙特论坛和 ＩＧＦＡ 成员建议利用复杂的 “资助生

态系统”ꎬ 以确保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临时运行阶段的平稳资助过渡ꎮ 由

于国家资助来源仍然锁定在年度国家层面的预算拨款中ꎬ 所以建议在

２０１３ 年召开各主要国家间的 “国家资助者会议”ꎬ 其目的是促使组织

向未来地球计划的平稳过渡ꎬ 具体指导方针如下:
(１) 由本地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国际组织或者贝尔蒙特论坛资

助者推进ꎮ
(２) 协调组织主要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和 /或项目ꎬ 以及国家委员

会和首席研究人员ꎮ
(３) 瞄准相关部门、 其他研究机构和组织、 基金会、 发展机构和

资助者ꎬ 发展支持者ꎬ 聚集过去 /现在全球环境变化资助者或潜在的资

助者ꎬ 以支持全球环境变化向未来地球计划过渡ꎮ
(４) 从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ꎬ 对国家 “资助生态系统” 进行合理、 积

极的调整ꎬ 以保证未来地球计划平稳过渡ꎮ
超越 “国家资助者会议” 的形式ꎬ 建议安排互补的 “区域资助者

会议”ꎬ 为包括更广大区域内的国家提供一个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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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未来地球计划的实施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已经制定了 «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ꎬ
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述ꎮ 本章简要介绍未来地球计划的实施ꎮ

７ １　 初步路线图和主要优先事项

在完成初步设计后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进入一个预计持续约 １８ 个月

的临时运行阶段ꎮ 这将以联盟承担临时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事会

的角色ꎬ 任命未来地球计划常设科学委员会担任计划的科学领导ꎬ 成

立初期参与委员会和建立临时秘书处为标志ꎮ 其目的是未来地球计划

将从 ２０１４ 年中期开始全面运行ꎬ 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和其他规划的治

理机构ꎮ
虽然初步设计已经完成ꎬ 但应该认识到未来地球计划描述了一项

非常大的事业ꎬ 旨在吸引新的团体ꎬ 以应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

挑战ꎮ 全面实施需要花费时间ꎬ 其目标是使计划相对较快地到位 (包
括目前计划的转变)ꎬ 未来地球计划全部目标的实现将需要更长时间ꎮ
也应认识到拓宽科学社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地球计

划的必要性ꎮ ２０１２ 年在非洲、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举行了一系列区域磋商ꎬ 计划于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在欧洲、 北美、 中东和

北非进一步磋商ꎮ 未来地球计划继续资助主要社团会议 [如 ＡＧＵ、 欧洲

地球科学联盟 (ＥＧＵ)、 ＡＡＡＳ]ꎬ 国家级大会由社团安排ꎬ 并在 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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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召开所有全球环境变化项目的代表会议ꎮ 基于２０１２ 年由全球环境

变化计划联合资助的大型会议——— “压力下的行星” 的成功ꎬ 反映了人

们对反映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广度的科学会议的强烈愿望ꎮ
虽然未来地球计划的全面实施还需要一些时间ꎬ 但逐渐明晰早期

参与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ꎮ 除上述会议外ꎬ 新的举措已开展 (如

ＩＣＳＵ / ＩＳＳＣ 青年科学家综合科学网络会议和贝尔蒙特论坛合作研究行

动)ꎮ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和秘书处需要确保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并

不断加强ꎮ 例如ꎬ 考虑由国际极地年所倡导的研究模式ꎬ 作为加大未

来地球计划研究和参与的方式ꎮ 该计划还需要确立一套与大量要求

“加入” 未来地球计划的倡议建立伙伴关系的机制ꎮ
未来地球计划需要吸引比可直接参与结构化的主题和项目、 甚至

研讨会和会议更大的科学家团体的有效机制ꎬ 以便汲取全球社会广泛

而多样化的专业知识ꎮ 这些机制需要灵活性ꎬ 可能会借助新的和新兴的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优势ꎮ 这些进程中的活动将是相对短期的 (从几个月

至两年)ꎬ 以自下而上推动为主ꎮ 它们将有可能解决具体问题ꎬ 激发创

造性思维ꎬ 为以前没有一起工作的人们建立新的合作网络ꎬ 并希望在多

种情况下涉及广泛的背景和专业知识ꎮ 它们可能会促使论文的发表ꎬ 或

新项目、 新主题的产生ꎮ 这些机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对作出建设性

贡献的任何人都是开放的ꎬ 因为相关研究人员几乎不需要到场就可以参

与其中ꎮ 组织和实现这些机制ꎬ 需要将秘书处的资源用于维护开发、 促

进、 监测和报告与研究团体和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伙伴关系ꎮ
总之ꎬ 临时运行阶段的实施里程碑包括:
(１) 当前: 完成初步设计并被联盟采纳ꎮ
(２) 短期 (６ 个月): 遴选科学负责人 (科学委员会)ꎻ 遴选临时

主任和秘书处ꎻ 同意建立管理理事会、 参与委员会和常设秘书处的流

程并实施ꎮ
(３) 中期 (１８ 个月): 适当的常设管理和秘书处ꎻ 合并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ꎬ 项目过渡接近完成ꎻ 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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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实 施 进 程

目前的计划和项目结构向未来地球计划全面实施的过渡还存在许

多问题ꎮ 出于这种考虑ꎬ 该联盟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成立了一个实施管理项

目ꎬ 制定和监督过渡时期的安排ꎮ
实施管理项目是由项目委员会监督ꎬ 并向联盟进行报告ꎮ 该委员

会由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ｉｌｓｏｎ ( ＩＣＳＵ) 和 Ｊａｋｏｂ Ｒｈｙｎｅｒ (ＵＮＵ) 共同主持ꎬ 其成

员包括联盟、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和项目的少数代表ꎮ 目前ꎬ 已经确定

项目的五个核心工作包ꎬ 以及连同每个任务的一组草案ꎮ
招募临时主任ꎬ 在临时运行阶段负责计划的行政领导工作ꎬ 并由

临时秘书处支持 (由一个专门团队和联盟成员与现有全球环境变化计

划秘书处组成)ꎮ
临时运行阶段的一些主要任务包括: ①建立未来地球计划常设秘

书处ꎻ ②吸引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用户和资助社团参与ꎬ 进一步发展

未来地球计划ꎻ ③支持现有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和项目并入未来地球计

划ꎻ ④创造早期资助机会ꎬ 以支持对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ꎬ 发展中长

期资助基础ꎬ 包括吸引新的潜在资助者ꎬ 如发展捐助者、 基金会和企

业慈善家ꎻ ⑤界定监测进展和评估成功的指标ꎮ

７ ２ １　 现有核心项目向未来地球计划的过渡

目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约有 ３０ 项核心项目ꎮ 核心项目将提供

未来地球计划所需的基本知识ꎮ 随着未来地球计划的发展ꎬ 可能需要

启动新的核心项目ꎻ 这些可能是针对特定的研究主题ꎬ 或者可能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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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研究主题ꎬ 甚至有可能需要新的独立的核心项目ꎮ 然而ꎬ 其目的

是未来地球计划的核心项目将尽可能紧密地集成到研究主题中ꎮ 目前

的全球环境变化核心项目和联合项目的初步分析表明ꎬ 当前所有的项

目都至少有助于未来地球计划的一个主题ꎮ 应当认识到ꎬ 许多项目不

止有助于一个主题ꎬ 这再次强调了需要跨主题的协调工作ꎮ 也应该认

识到ꎬ 在未来地球计划优先事项的总体框架设置内ꎬ 通过围绕共同利

益集群ꎬ 项目之间有合作的机会ꎮ
目前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所有核心项目和联合项目已受邀成为未

来地球计划的一部分ꎮ 项目立项和结题标准的审查程序将由未来地球

计划科学委员会设立ꎬ 将与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目前的科学委员会及其

项目负责人进行密切协商ꎮ 因此ꎬ 单独的全球环境变化核心项目和联

合项目之间必须有良好的互动和反馈ꎮ 基于科学委员会的建议和研究

主题研究委员会的部分审查ꎬ 由管理理事会作出维持或改变核心项目

进程的决定ꎮ 这将确保核心项目满足未来地球计划团体的需求ꎮ 在未

来地球计划的初始阶段ꎬ 如果从现有全球环境变化科学或工程委员会

招募部分科学委员会成员ꎬ 可以确保现有全球环境变化项目有效地纳

入未来地球计划ꎬ 并可减少过渡问题ꎮ

７ ２ ２　 开发新项目

有必要建立一个清晰的流程ꎬ 以征求新建项目和活动的建议ꎮ 对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来说ꎬ 开发和建立这一流程是一个重要的高

优先级任务ꎬ 并得到秘书处的支持ꎮ 尽管本书不再详细阐述ꎬ 但一个

可能的进程可能涉及基于 Ｗｅｂ 的系统ꎬ 以促进更公平的与全球相关性

或更多区域重点有关的想法产生ꎮ 该系统还应借鉴所有不同的想法ꎬ
并将它们与现有的知识和正在进行的活动相联系ꎮ 这有助于进一步考

虑一个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ꎬ 想法的产生和评价来自比通常的研究团

体更广泛的支持者ꎬ 以及相关利益者团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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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ꎬ Ｆｅｎｇ Ｙ ２００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４３: ３７￣５０

Ｒｅｉｄ Ｗ Ｖꎬ Ｃｈｅｎ Ｄꎬ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Ｌ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３０: ９１６￣９１７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Ｋ Ｓ ２０１２ ２３１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ｒｂｉｔ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Ｊꎬ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Ｗꎬ Ｎｏｏｎｅ Ｋ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Ａ ｓａｆ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４６１:

４７２￣４７５

Ｓｃｈｅｌｌｎｈｕｂｅｒ Ｈ Ｊ ２００９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Ｎａｔ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１０６: ２０５６１￣２０５６３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Ｅ Ｌ Ｆ ２００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１: １６￣３０

Ｓｃｈｏｌｚ Ｒ Ｗ ２０１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ｏｌｚ Ｒ Ｗꎬ Ｌａｎｇ Ｄ Ｊꎬ Ｗｉｅｋ Ａ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７: ２２６￣２５１

Ｓｅｉｔｚｉｎｇｅｒ Ｓ Ｐꎬ Ｓｖｅｄｉｎ Ｕꎬ Ｃｒｕｍｌｅｙ Ｃ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ｉｓ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ＭＢＩＯꎬ ４１: ７８７￣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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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ｏ Ｋ Ｃꎬ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Ｒꎬ Ｆｒａｇｋｉａｓ Ｍ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３５: １６７￣１９４

Ｓｅｔｏ Ｋ Ｃꎬ Ｓａｔｔ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 Ｄ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 １２７ꎬ １２８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Ｗꎬ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ꎬ Ｔｙｓｏｎ Ｐ Ｄ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Ｐｌａｎ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ＩＧＢ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４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Ｗꎬ Ｐｅｒｓｓｏｎ Åꎬ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ＡＭＢＩＯꎬ ４０: ７３９￣７６１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Ｍ Ｃꎬ Ｃｏｎｎｏｒ Ｓ Ｊꎬ Ｚｅｂｉａｋ Ｓ Ｅ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ｅ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４７１: ４４０￣４４２

Ｕ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 / ＣＯＮＦ２１６ / Ｌ１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Ｅ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１２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 Ｎａｉｒｏｂｉꎬ Ｋｅｎｙａ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１２ｂ ２１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ＥＰ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ａｉｒｏｂｉꎬ Ｋｅｎｙ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ＳＣＯ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ＵＮＥＳＣ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ｅｔ: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ｔｈ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ꎬ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ＷＥＣ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７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ａｎ ｄｅｎ Ｈｏｖｅ Ｓ ２００７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ꎬ ３９: ８０７￣８２６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Ｓ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Ｂ Ｍꎬ Ｉｎｇｒａｍ Ｊ Ｓ Ｉ ２０１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７: １９５￣２２２

ＷＢＧＵ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ｒｌｉ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ＷＡＰ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Ｙｏｕｎｇ Ｏ Ｒꎬ Ｋｉｎｇ Ｌ Ａꎬ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Ｈ ２００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ＵＳ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Ｚａｌ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Ｊ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Ｍꎬ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Ｗ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Ｅｎｖ Ｓｃｉ ａｎｄ

Ｔｅｃｈ ꎬ ４４: ２２２８￣２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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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专业术语表

边界组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介于科学与政策之间的组织ꎬ
其职能之一是评估科学证据的真实性并将其转变为相关的政策信息ꎮ

协同设计 (ｃｏ￣ｄｅｓｉｇｎ): 研究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鉴别与界定

研究议程的框架和优先研究的问题ꎮ
协同实施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研究界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设计研

究框架、 参与研究过程ꎬ 并共同将研究成果投入应用ꎮ
核心计划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全球环境变化项目 (ＧＥＣ) 的大部分研

究主要是通过核心计划开展的ꎬ 目前全球环境变化项目下约有 ３０ 个核

心计划ꎮ
地球系统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由物理、 化学、 生物和社会组分、 过程

和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ꎬ 它们共同决定地球的状态和动态变化ꎬ 包

括生物界和人类ꎮ
全球可持续性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全球可持续性是将 “可持

续发展” 应用于全球范围或地球系统ꎬ 是对 “可持续发展” 这一专业

术语的拓展ꎮ 布伦特兰委员会 (１９８７ 年) 将 “可持续发展” 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ꎬ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展”ꎬ 可持续发展通常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 环境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

持续发展三部分ꎮ 与之类似的是全球可持续性主要包括人类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ꎬ 考虑到社会、 地缘政治、 制度、 地球系统进程

(从当地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到地球生物物理学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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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人类发展对地球系统产生的压力ꎬ
本书强调在全球及星球尺度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ꎬ 以保障地球系统

在其他所有尺度上的发展机遇ꎮ 全球可持续性强调在地球系统的承载

能力下改善民生ꎬ 并兼顾全球、 区域和地方尺度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ꎬ 包括了解当地生态系统和环境过程的稳定性和功能ꎬ 如区域尺

度上的季风和全球范围内的气候ꎮ
学科源的跨学科研究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涉及几个不相

关学科的研究ꎬ 鼓励研究者在共同的研究目标下跨越学科界限创造新

知识和新理论ꎮ
联合项目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直到 ２０１２ 年年底)

牵头的一个核心项目ꎮ 该联合项目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直接相关的

ＧＥＣ 研究议程ꎬ 该项目特别强调 ４ 个重要的根本性问题ꎮ 总之ꎬ 该项

目旨在阐明 ＧＥＣ 在碳动态、 粮食、 水、 卫生等方面面临的挑战ꎬ 并针

对这些问题了解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活动产生的影响ꎮ 该联合项目将

直接解决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ꎮ
利益相关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在项目或实体中拥有合法权益或可能

受到某些特定行动或政策影响的人或组织 (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０７)ꎮ 在未来地

球计划背景下ꎬ 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学术研究群体、 科学政策

互动组织、 研究资助机构、 政府 (国际、 国家和区域层面)、 开发机

构、 工商业者、 社会民众和媒体ꎮ
研究者源的跨学科研究 (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来自互不相

关学科的研究者和非学术参与者的学术整合研究ꎮ 例如ꎬ 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ꎬ 决策者、 民间社会团体和企业代表一同创造新知识和新

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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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缩 略 词 表

英文简写 中文名称

ＡＡＡＳ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

ＡＧＭＩＰ 国际农业模型比较和改进项目

ＡＧＵ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ＡＯＡ 评估方法评价

ＡＰＮ 全球变化研究亚太网络

ＣＢＤ 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ＣＡＦＳ 气候变化、 农业和粮食安全项目

ＣＧＩＡＲ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ＣＩＦＯＲ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ＣｌｉＣ 气候与冰冻圈

ＣＬＩＶＡＲ 气候变化率和可预测性

ＣＭＩＰ 耦合模式比较计划

ＣＯＤＡＴＡ 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ＣＲＡ 国际合作研究行动 (贝尔蒙特论坛旗下)

ＣＳＤ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联合国旗下)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ＥＧＵ 欧洲地球科学联盟

ＥＮＳＯ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ＥＰＳＲＣ 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ＥＳＧ 地球系统治理

ＥＳＳＰ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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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写 中文名称

ＥＵ 欧洲联盟

ＦＡＣＣＥ 全球范围内倡议的农业、 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联合研究项目

ＦＡ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旗下)

ＧＢＩＦ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

ＧＣＯＳ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ＧＣＰ 全球碳计划

ＧＥＣ 全球环境变化

ＧＥＣＨＳ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研究项目

ＧＥＯ 地球观测组织

ＧＥＯ ＢＯＮ 地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ＧＥＯＳＳ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ＧＥＷＥＸ 全球能源与水分交换项目

ＧＬＰ 全球土地计划

ＧＯＯＳ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

ＨＬＰＦ 高级别政治论坛 (联合国)

ＩＡＩ 美洲国家间全球变化研究所

ＩＣＳＵ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ＧＡＣ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ＩＧＢ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ＦＡ 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国际组织

ＩＨＤＰ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ＯＰＥ 地球上人类的综合历史

ＩＯＦ 国际机会基金

ＩＰＢＥＳ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ＩＰＣＣ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Ｏ 国际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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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英文简写 中文名称

ＩＰＹ 国际极地年

ＩＲＤＲ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

ＩＳＳＣ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Ｔ 产业转型计划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子项目)

ＬＯＩＣＺ 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研究计划

ＬＵＣＣ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计划

ＭＤＧ 千年发展目标

ＭＡ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ＮＡＳ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ＧＯ 非政府组织

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ＰＥＣＳ 生态系统变化与社会计划

ＰＵＰ 压力下的星球

ＳＤＧ 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ＳＥＥＳＳ 瑞典环境地球系统科学秘书处

Ｓｉｄａ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

ＳＯＬＡＳ 上层海洋—低层大气研究

ＳＴＡＲＴ 全球变化分析、 研究和培训系统

ＴＴ 过渡小组

ＵＮＤ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ＯＷ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

ＵＳＧＣＲＰ 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ＷＢＣＳＤ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ＷＢＧＵ 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事会

ＷＣＲＰ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ＤＳ 世界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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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ＭＯ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ＴＯ 世界贸易组织

ＵＮＥ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ＵＮＦＣＣ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Ｃ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合作伙伴及项目

附表 Ｃ￣１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及其合作伙伴

首字母缩略表 全称 主办单位、 赞助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ＩＵＢＳ)

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ＳＣＯＰＥ)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ＧＢ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ＩＨＤＰ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

人文因素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ＷＣＲＰ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海洋学委员会

(ＩＯＣ￣ＮＥＳＣＯ)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ＥＳＳＰ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保障未来地球计划正常运行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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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Ｃ￣２　 全球环境变化项目

首字母缩略表 全称 主办单位、 赞助者

ａｇｒｏ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农业生物多样性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ＡＩＭＥＳ
地球系统分析、 集成与模拟

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ｂｉ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生物发现计划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生物进化计划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ｂｉｏ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生物可持续性计划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ＣｌｉＣ 气候与冰冻圈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ＣＣＡＦＳ 气候变化、 农业、 粮食安全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ＣＬＩＶＡＲ
气候变化率和可预测性研究

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ＥＳＧ 地球系统管理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ｅｃｏＨＥＡＬＴＨ 生态健康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ｅｃ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服务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淡水生物多样性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ＧＣＰ 全球碳计划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ＧＥＣＨＨ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ＧＥＣＨＳ 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ＧＥＷＥＸ 全球能量和水循环试验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ＧＬＰ 全球土地计划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ＧＭＢＡ 全球山地生物多样性评估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ＧＷＳＰ 全球水系统项目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ＩＴ 产业转型计划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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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略表 全称 主办单位、 赞助者

ＩＨＯＰＥ
集成人在地球上的现在和

未来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地球系统

分析、 集成与模拟计划、 过去全球

变化研究计划

ｉＬＥＡＰＳ
陆地生态系统—大气过程集

成研究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ＭＢＥＲ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

海洋生态系统综合研究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海洋研究

科学委员会

ＩＲＧ 综合风险防范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ＧＡＣ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大气化学

与全球污染国际委员会

ＬＯＩＣＺ
海岸带海陆相互作用研究

计划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ＭＡＩＲＳ 季风亚洲区域集成研究计划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ＰＡＧＥＳ 过去全球变化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ＰＥＣＳ 生态系统变化与社会计划
国际科学理事会ꎬ 联合国教育、 科

学及文化组织

ＳＯＬＡＳ 上层海洋—低层大气研究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 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大气化学与全球污染国际委员会

ＳＰＡＲＣ
平流层过程及其在气候中的

作用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ＵＧＥＣ 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 ８７　　　

　 　 　 　 　 　 　　
　

　
　

　 　　　　　　　
　

　
　

　
　

附
　
录

Ｄ　 初步设计阶段概述

１ 过渡小组的组成和职责

过渡小组由来自科学界、 资助机构、 用户和运营服务商社区的高

水平科学家和专家组成ꎬ 为未来地球计划初步设计提供了宝贵的意见ꎮ
为期 １８ 个月的过渡小组的主要职责如下:
(１) 制定研究战略ꎮ 整理 ＩＣＳＵ 远景规划过程、 贝尔蒙特论坛白

皮书和联盟其他主要合作伙伴战略的成果ꎬ 以评估面临的研究挑战、
优先研究主题的筛选和亟须提升的能力、 预期成果、 有影响力的成功

措施以及研究进展ꎮ
(２) 识别合作伙伴关系的缺口ꎬ 联系潜在的合作伙伴ꎬ 并鼓励他

们加入这一倡议ꎬ 并获取必需的政府、 企业、 民间团体高层的承诺ꎮ
(３) 寻求巩固现有能力和投资的途径ꎮ 制定规模更大、 更高效的

ＧＥＣ 拓展计划ꎮ 过渡小组将可能被目前地球系统科学联盟的科学委员会

逐步取代ꎮ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结果ꎬ 针对ＧＥＣ 计划和项目的整合方案ꎬ 过

渡小组将展开磋商ꎬ 以确保在过渡期现有承诺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的连续性ꎮ

(４) 提倡开放、 灵活的融资机制ꎬ 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①关于资

金来源ꎬ 采取保障研究需要、 促进科学界快速发展的融资机制ꎬ 包括

双边、 多边或协调行动ꎻ ②关于网络资源的利用ꎬ 基于用户需求和现

有区域活动的优势和弱点ꎬ 首选网络设计ꎬ 并开发识别网络可能区域

“节点” 的流程ꎻ ③关于知识管理体系ꎬ 互联网将实现所有利益相关

者群体之间高性价比的互动和信息交流ꎮ
(５) 针对前 ３ 年的倡议制订研究方案和实施计划ꎬ 并确定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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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研究领域ꎮ 根据该战略举措ꎬ 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ꎮ 筛选优先领

域 /方向是该行动计划的第一步ꎮ 另外ꎬ 该实施计划还应该包括交流

战略ꎮ
(６) 提出倡议管理建议ꎮ 过渡小组的生存期为 １８ 个月ꎬ 之后将被

常设治理机构取代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代表全球可持续发展科技联盟的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及贝尔蒙特论坛委任的过渡小

组成员 (附表 Ｄ￣１) 进行了第一次会晤ꎮ

附表 Ｄ￣１　 过渡小组成员

成员

Ｔａｎｙａ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 南非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Ｂｅｒｔｈａ Ｂｅｃｋｅｒ 巴西联邦大学名誉教授

Ｒｏｈａｎ ＤＳｏｕｚａ 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学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Ｋａｒｌ Ｊｏｎｅｓ 澳大利亚韦莱集团亚太地区和澳大利亚大型灾害管理中心执行董事

Ｒｉｋ Ｌｅｅｍａｎｓ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Ｐｅｔｅｒ Ｌｉｓｓ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教授

Ｄｉａｎａ Ｌｉｖｅｒｍａｎ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

Ｈａｒｏｌｄ Ｍｏｏｎｅｙ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Ｎｉａｎｇ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教授

Ｋａｒｅｎ ＯＢｒｉｅｎ 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Ｒｅｑｕａｒｄ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ａｃｈａ Ｄａｅｕｂｅｒ

德国西门子医疗保健部首席执行官

Ｊｏｈａｎ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瑞典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执行董事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Ｓａｎｃｈｅｚ 墨西哥城市与环境学学院教授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ｉｓｂｅｃｋ 教授ꎬ 德国亥姆霍兹基尔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物理海洋学委员会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ｔｓｏｎ
廷德尔中心战略发展部门主任ꎬ 英国环境、 食品和农业事务部首席

科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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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成员

Ｔａｎｄｏｎｇ Ｙａｏ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Ｚｅｂｉａ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气候中心主任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ｃａｍｏ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ＵＮＥＰ) 首席科学家

Ｈｅｉｄｅ Ｈａｃｋｍａｎｎ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执行董事

Ｇｒｅｔｃｈｅｎ Ｋａｌｏｎｊｉ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自然科学助理总干事ꎬ 联合国高级协

调员ꎬ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项目专家ꎬ 负责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评估和科学文化组织工作

Ａｌｂｅｒｔ ｖａｎ Ｊａａｒｓｖｅｌｄ 贝尔蒙特论坛主席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ｏｎｆｒａｙ 贝尔蒙特论坛主席

Ｊａｋｏｂ Ｒｈｙｎｅｒ
欧洲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副校长ꎬ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

所主任

Ｐａｕｌ Ｒｏｕｓｅ 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 (ＥＳＲＣ) 委员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ｉｌｓｏｎ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主任

检查员

Ｇｈａｓｓｅｍ Ａｓｒａ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主任

Ａｎａｎｔｈａ Ｄｕｒａｉａｐｐａｈ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执行董事

Ａｎｎｅ Ｌａｒｉｇａｕｄｅｒｉｅ 生物多样性科学国际项目执行主任

Ｊｅｒｅｍｉａｈ Ｌｅｎｇｏａｓａ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副秘书长

Ｓｙｂｉｌ Ｓｅｉｔｚｉｎｇｅｒ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 主任

２ 最初设计的协商过程

在初始设计过程中ꎬ 通过公开演讲、 磋商和讨论的方式收集了有

关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框架和管理模式的思想和反馈建议ꎻ 广泛召集

了正在开展 ＧＥＣ 计划和项目研究、 熟悉网络的科学家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ꎬ 围绕未来地球ꎬ 建立了广泛的社区ꎬ 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激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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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兴趣ꎬ 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ꎮ 针对建立未来地球计划的愿

景过程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 的方案、 措施和策略的磋商ꎬ 包括与科学界

的协商全方位推进了地球系统研究ꎮ 这一愿景规划过程以及其他相关

的联盟倡议共同决定了未来地球计划的创造性ꎮ
本报告已充分考虑了过渡小组的协商结果ꎬ 以下为未来地球计划

最初设计阶段的主要事件时间表 (附图 Ｄ￣１)ꎮ

附图 Ｄ￣１　 主要事件时间表

未来地球计划运行的中期阶段ꎬ 还规划了一些其他协商活动ꎬ
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大会

(ＥＧＵ) 未来地球分会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 １４ 日在巴黎召开的未来地球欧洲会议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 ８ 日在塞浦路斯召开的未来地球北非和中东会议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 ２７ 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两次未来地球北美网络

会议ꎻ
２０１３ 年年底ꎬ 召开了 ＧＥＣ 项目第二次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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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未来地球计划和后续的 “里约＋２０” 峰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召开的 “里约＋２０” 峰会最显著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一

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ꎮ 与消除极端贫困及发展中国家相关社

会弊病的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比较ꎬ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各国的

国情和能力ꎬ 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及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ꎬ 寻求

全球性的经济、 社会及环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ꎬ 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一致好评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联合国大会提名成立了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 (ＯＷＧ)ꎬ 其职责为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制

定一套 ＳＤＧＳ 评价体系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提交联合国大会审批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和监测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ꎮ 由于 ＳＤＧＳ 具有跨学科性 (涉及环境、 社会、 经济等领域)ꎬ 因此

其实施过程需要基于跨学科的基础知识与监测ꎮ 基于 ＳＤＧＳ 的全球性ꎬ
未来地球将作为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接口ꎬ 在区域和国家差异化的目标

基础上对现有目标进行补充ꎬ 最终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目前这

一工作已由未来地球 ＳＤＧＳ 的一个合作伙伴完成ꎮ
另外ꎬ “里约＋２０” 峰会决定建立一个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ＳＤ) 的 “高级别政治论坛”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ꎬ ＨＬＰＦ)ꎮ 在 “里约＋２０” 峰会成果文件的

第 ８５ 段描述了新机构的工作职责ꎮ ＨＬＰＦ 为科学与政策提供了一个汇

集分散的信息ꎬ 评估 «全球可持续发展» 报告在内的文件的互动平

台ꎮ 目前ꎬ 联合国大会还在思考这一新组织的正式名称、 职能和运行

机制ꎬ 所以ꎬ 目前还不清楚关于该新组织有怎样的科学改进建议ꎮ 为

了促进 ＨＬＰＦ 的发展ꎬ 鼓励运用未来地球计划中相关的专业知识构建

ＨＬＰＦ 工作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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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里约＋２０” 峰会上ꎬ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的另一个关

键决定即改善科学与政策交互联系的界面ꎬ 这也是未来地球可以参与

的联合国另一个关键进程ꎮ 虽然这些改善仍需进一步确定ꎬ 但未来地

球可能会在提高跨学科的科学咨询建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ꎮ 未来几年ꎬ
未来地球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ꎬ 以确保在 ＵＮＥＰ 的科学与政策交互联

系的界面中发挥作用ꎮ

Ｆ　 不同机构的职能

１ 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

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一般由 １５ ~ ２５ 名在科学界具有很好的代

表性的利益相关者组成ꎮ 作为具有未来地球计划的整体战略眼光的决

策机构ꎬ 理事会由未来地球联盟的合作伙伴任命ꎮ 科学委员会和参与

委员会主席也是管理理事会成员之一ꎬ 研究主题指导委员会主席将作

为当然成员 (ｅｘ￣ｏｆｆｉｃｉ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ꎬ 在管理理事会中当然成员可以代表联

盟合作伙伴)ꎮ 其他群体可以包括资助机构 (不包括贝尔蒙特论坛ꎬ
如发展机构)ꎬ 企业、 行业、 民间团体和政府的代表ꎮ

管理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ꎬ 为了满足更加频繁的会议需要ꎬ
允许成立较小的执行理事会ꎬ 并选举相应的主席ꎮ 较之更大的管理理

事会ꎬ 执行理事会具有相同的责任ꎬ 这有利于更好地举行年会ꎬ 以及

与执行秘书处保持更加密切的沟通ꎮ
管理理事会职能包括:
(１) 阐明未来地球计划的整体战略ꎬ 并提供有关目标和优先事项

的指导ꎻ
(２) 考虑、 评估和批准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的建议ꎬ 并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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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提交研究主题指导委员会ꎻ
(３) 为未来地球计划的秘书处和特定研究主题制定筹资策略ꎻ
(４) 批准、 监督执行秘书处和研究主题经费的预算与执行ꎻ
(５) 监督秘书处ꎬ 包括任命其董事ꎬ 并评估秘书处ꎻ
(６) 任命科学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和研究主题指导委员会的

成员ꎻ
(７) 批准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议程ꎻ
(８) 对未来地球计划的监测和评估标准提出指导意见ꎻ
(９) 安排未来地球计划的定期外部评估ꎻ
(１０) 支持新项目或新的研究主题ꎬ 并拥有强制终止现有项目或

研究主题的权利ꎻ
(１１) 必要时ꎬ 可批准新的研究主题ꎮ

２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

为了确保未来地球计划的最高质量ꎬ 基于 ＧＥＣ 项目长期发展的卓

越性ꎬ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将为未来地球计划提供科学指导ꎬ 并

负责处理突发事件ꎬ 将工作报告递呈管理理事会ꎮ 必要时ꎬ 未来地球

计划科学委员会可以针对项目、 其他科学活动 (如区域研讨会、 开放

型科学会议、 利益相关方论坛和综合性会议)、 新的研究课题提醒管理

理事会考虑其科学问题ꎮ 该委员会成员首先由联盟 (即 ＩＣＳＵ 和 ＩＳＳＣ)
的学术合作伙伴提名ꎬ 最终由管理理事会任命ꎮ 科学委员会的职权范

围包括自然、 社会、 工程、 人文科学以及其他领域 (如政府及工业)
在内的全球环境变化科学ꎮ 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大约有 １８ 名成

员ꎮ 特别是在早期阶段ꎬ 科学委员会负责将 ＧＥＣ 计划的项目和活动与

未来地球计划相整合ꎮ 科学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ꎬ 理想情况下ꎬ
可以与参与委员会会议同时举行ꎮ 在适当的情况下ꎬ 科学委员会会议

可邀请专家参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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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盟代表的 ＩＣＳＵ 和 ＩＳＳＣ 将提名科学委员会成员ꎬ 并将名单

呈交管理理事会审批ꎮ 选择科学委员会成员考虑的主要条件是科学成

就和社会地位ꎬ 性别、 年龄、 地域是需要兼顾考虑的条件ꎬ 另外ꎬ 还

需要考虑学科以及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平衡ꎮ 与参与委员会相似ꎬ 科学

委员会原则上作为管理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ꎬ 有权针对管理理事会

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由于科学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科学的质量

和完整性ꎬ 所以科学委员会的建议与活动独立于管理理事会ꎮ 科学委

员会的职责决定了其独立性ꎮ
为了确保未来地球所有成果在科学质量、 独立性和公信力方面具

有最高水平ꎬ 科学委员会将进行下列活动: 每年举行两次会议ꎬ 主要

职责是搜集研究、 教育和区域活动等方面的反馈信息ꎬ 保证科学研究

的质量与完整性ꎮ 具体职责如下:
(１) 针对管理理事会的科学问题提出建议ꎻ
(２) 针对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议程提供参考建议 (考虑指导委员

会、 项目、 广泛的科学界和用户ꎬ 包括参与委员会在内的自下而上的

贡献ꎬ 完善研究议程)ꎻ
(３) 监督研究主题的投资组合ꎬ 并向相关领导提出建议ꎻ
(４) 必要时ꎬ 可提名新项目、 其他活动或新的研究主题ꎻ
(５) 联合参与委员会ꎬ 为管理理事会提供研究主题审查程序和标

准制定方面的支持ꎻ
(６) 基于研究团体提交的信息ꎬ 与参与委员会监督和评估研究主

题的进展ꎻ
(７) 监测和评估现有项目ꎬ 并提名需要延续、 合并或结束的

项目ꎻ
(８) 针对扩展宣传、 资助、 交流、 教育和区域活动提供战略

反馈ꎻ
(９) 在未来地球与相关机构 (如 ＣＯＤＡＴＡꎬ 即国际科技数据委员

会) 的合作研究中ꎬ 针对数据政策提出建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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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会同参与委员会ꎬ 制定未来地球能力建设战略ꎻ
(１１) 向管理理事会提交科学委员会提议的研究课题和项目供其

审议ꎻ
(１２) 针对未来地球计划整个主题和项目的综合与集成提出建议ꎮ

３ 未来地球计划参与委员会

未来地球计划参与委员会作为战略咨询小组ꎬ 主要目的是确保未

来地球计划成为一个为社会提供亟须的知识的平台ꎬ 聚焦国际活动与

战略ꎬ 建立国际评估流程和机构的正式联系ꎮ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未来

地球知识平台ꎬ 参与委员会将针对如何鼓励非传统的全球变化社区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提供意见及建议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通过最终用户的协同设计研究、 利益相关者有

效的参与ꎬ 可确保向未来地球计划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解决

方案ꎬ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在全球变化领域ꎬ 未来地球计划参与委员会负责较为新颖的工作

进程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其功能和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ꎮ 其主要职能

如下:
(１) 针对社会研究重点ꎬ 特别是通过评估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群

体之间知识差距的方式ꎬ 向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和管理理事会提

供意见及建议ꎮ
(２) 同意并监督未来地球的参与和交流策略ꎮ 特别是在利益相关

者参与、 交流和宣传方面提供战略指导ꎮ 寻找培育文化参与和合作的

新方法ꎬ 包括在国际评估和研究过程 (如 ＩＰＣＣ、 ＩＰＢＥＳ、 ＳＤＧｓ) 中提

供战略指导ꎮ
(３) 为资助活动及资助战略提供建议ꎮ
(４) 确保相关重大国际进程的投入ꎬ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５) 遵循计划和项目的协同设计原则ꎬ 与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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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密切合作ꎮ
(６) 提议、 支持并启动利益相关者呼吁的未来地球计划活动ꎬ 这

种活动将作为未来地球的一部分ꎬ 并可能发展为利益相关者群体广泛

参与的一种模式ꎬ 这些活动包括报告、 快速跟踪研究以及与私营部门

实体合作开展的联合研究ꎮ
(７)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为私营部门提供技术指导ꎬ 促进并确

保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协同设计ꎬ 以及保障协同设计

的应用比例增加ꎮ
(８) 发展区域、 流程、 评估或主题任务组或工作团队ꎮ
(９) 为国家层面的资助者、 政策制定者、 研究者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提供战略指导ꎬ 并将指导意见提交未来地球计划国家委员会ꎮ
(１０) 参与委员会与科学委员会具有相同的地位和优先级ꎬ 这两

个机构将密切合作向管理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ꎮ 这将有助于科

学委员会通过可持续的、 双向信息交流的方式保障不同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联系ꎬ 最终达成目标ꎮ
(１１) 参与委员会 (与科学委员会一样) 将直接向管理理事会汇

报工作ꎮ
(１２) 参与委员会可以质疑科学委员会的建议ꎬ 但无权否决任何

科学的建议ꎬ 而管理理事会拥有建议否决权ꎮ
(１３) 参与委员会通常每年举行两次会议ꎬ 并且为了确保协调和

对话ꎬ 一般与科学委员会会议同期举行ꎮ

４ 未来地球计划执行秘书处

未来地球计划执行秘书处作为一个枢纽ꎬ 其日常工作主要是确保

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批准的战略和活动得以顺利实施ꎮ 秘书处作

为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决议的执行机构ꎬ 主要职能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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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政职能

(１) 通过必要的日常管理工作 (规划和运作ꎬ 包括提名和任命过

程ꎬ 召开管理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等) 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
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的工作ꎮ

(２) 在联盟和其他有关专家的帮助下ꎬ 落实管理理事会资助策

略ꎬ 包括协调保障新思想发展的种子资金ꎮ
(３) 向管理理事会提交准备执行秘书处的预算ꎬ 管理资金并编制

财务收支审计报告ꎮ
(４) 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监测和评估过程ꎮ
(５) 与课题及项目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ꎬ 统筹安排并协调未来地

球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ꎬ 保障其连贯性和协调性ꎮ
(６) 策划活动、 综合管理并监督未来地球计划跨 (多) 主题研究

进展ꎮ
(７) 通过加强区域联络点ꎬ 保障与国家委员会的联系的一致性和

协调性ꎮ
(８) 设计和管理创新机制ꎬ 促进新思想、 新理念的产生 (如快速

跟踪研究、 基于 Ｗｅｂ 平台的研究等)ꎮ
(９) 组织科学委员会和参与委员会讨论新项目或新的研究主题和

新思想、 新理念ꎬ 提交未来地球计划管理理事会审批 (水平扫描)ꎮ
(１０) 通过未来地球研究主题、 项目和数据发布等活动ꎬ 特别是

通过获得世界数据系统 (ＣＯＤＡＴＡꎬ ＧＥＯ / ＧＥＯＳＳ)、 观测系统、 研究

资助者和其他人 (如试用者) 支持的方式ꎬ 支持未来地球计划数据政

策的设计及执行ꎮ
(１１) 通过未来地球计划的正常运行 (包括秘书处、 项目办公室、

采购、 差旅、 科学委员会业务、 管理理事会和联盟等) 推动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实施ꎮ
２) 沟通、 参与和科学政策评估

(１) 与科学委员会、 参与委员会共同制定交流战略、 能力建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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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教育战略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战略ꎮ
(２) 与上述相关合作伙伴协调制定交流、 能力建设、 教育与利益

相关者群体参与等实施策略ꎮ
(３) 确保未来地球在国际科学政策界面 (如推动 ＳＤＧｓ 进程等)

发挥重要作用ꎮ
(４) 组织并管理宣传活动 (如会议、 讨论、 利益相关者论坛、 创

建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平台等)ꎮ
(５) 欢迎来自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开发互联网的工作ꎬ 尤其鼓

励青年科学家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参与ꎮ
(６) 未来地球计划的科学投入将整合到评估过程中ꎬ 如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 ( ＩＰＢＥＳ) 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ＩＰＣＣ)ꎮ 秘书处主任有权任命秘书处的其他成员ꎮ 为了支持其他

治理结构的设置ꎬ 秘书处应在过渡期结束后全面投入运作ꎮ 可以设想ꎬ
现在的 ＧＥＣ 秘书处或将发展为未来地球中期的秘书处ꎮ

Ｇ　 未来地球计划的数据资料

以下成果主要基于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Ｂａｌｓｔａｄ (美国气象学会 «气象、 气候

与社会» 总责编ꎬ 哥伦比亚大学环境决策研究中心) 提交给过渡小组

的意见ꎮ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ꎬ 数据重要性已被普遍认同ꎬ 但在制定、 实施

与完善数据的管理方案、 及时搭建基础设施以满足预期目标方面仍然

存在很大障碍ꎮ 例如ꎬ 数据的开放获取、 数据资料长期管理、 满足支

持研究和应用的需要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ꎮ 在国际极地年计划

的数据挑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ꎮ
未来地球计划在主动鉴别关键数据需求、 协调数据开发、 搭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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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管理数据资源、 制定资助策略、 支持社区扩展、 有关数据的

其他活动诸多方面面临着挑战ꎮ 此外ꎬ 未来地球计划还将面临目前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数据综合分析的挑战ꎮ
在未来地球过渡期的过程中ꎬ 在实际研究和观测开始前就必须建

立数据政策和制度ꎮ 在未来地球的早期阶段ꎬ 相关影响跨领域科学数

据管理的策略、 标准和方法的数据组织和项目 (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和 ＩＣＳＵ￣ＷＤＳ) 的适当参与是必需的ꎮ 开展关键数据计划和活动之间

的积极互动和有效的协作可以保证未来地球计划数据作为遗产得到妥

善的管理和保存ꎮ

１ 数据资料是地球系统科学的战略组成部分

数据资料是未来地球计划内部具有挑战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虽然

未来地球计划是一项科研计划ꎬ 旨在促进多学科科学家 (包括现在的

和未来的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 工程师等) 之间的合作研究ꎬ 并

架起了科研界与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之间的桥梁ꎬ 这将加速公共部门

及私营部门包括管理者、 消费者、 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科研成果的转

化ꎬ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ꎮ 但由于受众的广泛性和多样性ꎬ 在未来地

球计划实施前ꎬ 针对符合科学家与利益相关者双方需求的数据进行规

范是必需的ꎮ 例如ꎬ 数据和信息的保存、 数据资料的质量、 查阅和传

播途径等ꎮ
在未来地球计划的初步设计阶段ꎬ 数据已被确定为未来地球计划

的战略组成部分ꎬ 地球系统愿景五大挑战之一是观测ꎬ 这也是未来地

球计划数据和信息系统的迫切需要ꎮ ＩＣＳＵ 第一次报告引发了目前过渡

小组的形成ꎬ 报告强调ꎬ 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数据和信息系统ꎬ 该系

统应聚集几世纪的数据和知识、 新的观测和模型模拟数据ꎬ 并能够提

供一系列集成化、 跨学科的数据集ꎬ 指标化、 可视化、 场景化的信息

产品ꎬ 以确保过去和未来数据可以被广泛地访问ꎬ 尤其是在社会层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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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ＩＣＳＵꎬ ２０１０)ꎮ
第二大挑战是预测ꎬ 预测是一项基于大量数据的活动ꎮ 未来地球

计划将更加强调建模和综合预测ꎬ 因此需要使用长时间尺度上的社会、
经济、 生态系统和地球物理数据ꎮ 如果借鉴 ＩＰＣＣ 过去的经验ꎬ 可能也

会招致公众质疑ꎬ 公众可能请求公布科学和公共信息来源、 未来地球

假设、 数据和模型输出方面的信息ꎬ 而未来地球计划数据和信息系统

将作为重要指标ꎬ 评估未来地球计划是否已具备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ꎮ
另外ꎬ 一些其他方面的巨大挑战 (不确定性挑战) 也影响着未来

地球计划的数据战略ꎮ 例如ꎬ 如何识别、 分析、 跟踪社会—环境系统

的阈值和不连续性? 通过未来地球发起的数据业务ꎬ 这一系列活动将

取决于对量化指标、 模型、 可视化、 其他数据和信息产品的综合能力ꎮ
总之ꎬ 作为未来地球计划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和重要的研究手段ꎬ

数据信息资料是未来地球计划研究的驱动者ꎮ 本部分内容主要从数据

信息在未来地球计划中的作用和数据政策两方面展开ꎬ 另外ꎬ 本附件

的最后一节是数据政策建议概要ꎮ

２ 为什么数据信息在未来地球计划中至关重要

首先ꎬ 未来地球计划内部倡议包括规划数据在内的广泛的科学数

据信息的参数必须是科学而实用的ꎬ 未来地球计划的目标是: ①在全

球变化的大背景下创建科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愿景ꎻ ②提出应对挑战

的方法措施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ꎻ ③动员科研界和决策者解决这些

问题ꎬ 在规划过程中将数据和信息作为协调的重点是至关重要的ꎮ 在

某种程度上ꎬ 该倡议将培养以下两方面的能力: 跟踪未来可持续发展

变化的能力ꎬ 甄别并创造基线数据集的能力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无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ꎬ 未来地球计划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测和研究 (新
的和现存的) 数据在多个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变化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ꎬ 数据库正迅速成为全球科学体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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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对未来地球计划来说的确如此ꎬ 因为数据库是

其他科学活动的基础ꎮ 未来地球计划在不同时空尺度 (如全球、 国家

或省级尺度) 上跨学科、 跨领域整合数据信息的难点就在于解决研究

的可信度问题ꎬ 而可信度取决于数据资料是否被有效整合ꎮ 因此ꎬ 未

来地球应在开展可持续发展实质性研究之前ꎬ 或与之同时开展数据的

搜集和整合研究ꎮ
数据信息将成为未来地球计划的关键ꎬ 并将通过未来的公共和科

研用户体现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以数据信息的形式定期向社会、 广泛的

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用户推送研究成果ꎬ 使受众了解跟踪其管辖范围

内特定数据信息的变化ꎮ 基于双方的积极努力和与未来地球计划相关

的科研工作ꎬ 未来地球计划在结束时还将为这些用户提供正式的开放

式访问数据平台ꎮ
最后ꎬ 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成果还将以数据信息的形式被永久保

存ꎬ 并不断地被访问ꎬ 使其不仅可被今天的科学家使用ꎬ 也可以被未

来的科学家及其学生使用ꎮ 在许多国际科学计划中ꎬ 科学数据就是计

划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遗产之一ꎮ

３ 未来地球计划将产生或使用怎样的数据

数据的产生和分析是未来地球计划数据管理方面的一个挑战ꎮ 因

为未来地球计划注重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影响ꎬ 所以必须考虑该

计划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数据资料的持续需求ꎬ 并且应该保证这些

数据既可以单独使用又能够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数据结合使用ꎮ 在科学

数据获取、 分析、 维护、 管理和传播过程中ꎬ 自然 /物理科学和社会 /
行为科学方面的科学家在各自的学科内均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ꎬ 然而ꎬ
其在这两大领域的跨领域数据资料整合方面的经验是很有限的ꎮ 为了

理解未来地球所需的数据广度带来的挑战ꎬ 对社会经济数据的类型作

简要描述ꎬ 并讨论社会经济和物理 /自然科学数据在整合研究和建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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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ꎮ
社会经济数据的来源与其他类型的科学数据有着显著的差异ꎮ 社

会经济学数据通常是由政府部门按照政治或行政管辖区ꎬ 如国家、 省、
州、 地方政府进行收集的ꎮ 其中ꎬ 第一种形式是人口统计数据ꎬ 包括

出生率、 死亡率、 发病率、 迁移率等ꎬ 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数据

在对个人数据的涵盖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ꎮ
第二种形式是官方统计数据ꎬ 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普查数据、

劳动力数据 (就业和失业)、 消费数据、 个人、 企业和政治辖区内的

经济数据、 健康和疾病数据、 农业生产数据及其他ꎮ 区域间这些数据

的可用性是不一致的ꎬ 较之发展中国家ꎬ 发达国家的数据资源更加丰

富ꎬ 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数据可以通过发展中国家整群抽样调查数据

估算ꎮ
第三种数据被归类为行为和交易数据ꎮ 这些数据是对单独交易或

活动的记录ꎬ 包括互联网搜索频率记录等被大肆鼓吹的谷歌流行数据

集ꎬ 这种数据反映了普通人的行为ꎮ 然而ꎬ 这类数据范围远比互联网

数据广泛ꎮ 它还包括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用以判断行为模式、 区域

和经济行为差异ꎬ 甚至包括个体健康特征的采购、 旅行、 模式、 水和

能源使用量ꎬ 以及其他广泛活动的数据信息ꎮ
第四种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调查数据ꎬ 即通过正式的概率抽样调

查获得的数据ꎮ 这些数据可为态度、 观念、 意向及行为自我评估报告

提供有关信息ꎮ 其中涵盖了大量关于政治态度及选举行为的数据ꎬ 包

括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态度和行为数据ꎮ 而其他新涌现的数据源包括

连续的时间过程数据、 计算机程序化的自我评估报告及采购数据ꎮ
各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数据均可用于对行政管理、 空间、 时间或文

化进行分析ꎮ 分析对象可以是个人或家庭、 语言、 经济、 宗教团体、
政治或行政区域、 个人活动、 政策行动、 集体活动ꎮ 这些数据也可以

通过系统的组合形成指数ꎬ 如由预期寿命、 教育程度、 收入措施组合

起来形成的联合国著名人类发展指数ꎬ 该指数可以实现国家层面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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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比较ꎮ 另外一个指标是用于追踪各国在环境问题方面表现的环

境绩效指数ꎮ
社会经济数据方面的少量研究数据表明ꎬ 科学家进行多学科研究

时正在面临着新类型数据整合与分析的问题ꎮ 例如ꎬ 很难将一组城市

数据与气象或水文数据结合起来ꎮ 另外ꎬ 是否能将基本分析单元定为

个人或家庭? (个体可作为最小单元ꎬ 而家庭可用作终端消费的基本单

元ꎮ) 在此ꎬ 和许多区域一样ꎬ 具体情况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本质ꎮ 关于

数据的访问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ꎬ 如数据搜集工作量大小、 个人微数

据使用的法律限制ꎬ 甚至有些政府还存在为了达到其政治、 社会及经

济目的试图捏造数据的问题ꎮ 由于不同国家或区域个体和集体行为

(如家庭、 种族、 政治或宗教群体的行为) 截然不同ꎬ 很难利用搜集

的某一国家数据绘制未来地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概况ꎮ 因此ꎬ
社会经济数据的搜集必须具有范围的广泛性和广阔的包容性ꎬ 同时ꎬ
获得全球或区域尺度上足够的基准数据过程耗资大且费时ꎬ 并且还需

要与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合作者共同工作ꎮ
另外ꎬ 鉴于个人隐私及机密需要保护ꎬ 搜集到的个人数据往往受

到法律及监管控制ꎮ 这些法律法规通过强制研究者实行其他额外步骤

来掩饰个人反应或微观特征ꎬ 从而导致了数据分析过程的复杂化ꎮ 但

如果隐私及机密控制不到位ꎬ 或公民对隐私及机密控制的实施失去了

信心ꎬ 他们常通过掩饰自身的反应和行为来保护自己ꎮ 显然ꎬ 这将导

致数据扭曲ꎬ 同时削弱科研力量ꎮ 然而ꎬ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ꎬ 在国

家层面可通过政治干预控制国家支持的数据搜集及传播过程ꎬ 使公民

或外部组织获得的人口信息是可用的或可以接受的ꎮ
该项目侧重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科学研究ꎬ 而社会经济数据

对于该研究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ꎮ 较之物理和自然科学数据ꎬ 这些数

据在气候、 环境、 全球变化研究社区方面的特征更加鲜为人知ꎮ 正因

为如此ꎬ 鉴别社会经济数据与其他类型的科学数据之间的差异ꎬ 将有

利于完成未来地球计划研究、 分析及建模过程中社会经济数据及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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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数据整合方面的艰巨任务ꎮ 同时ꎬ 强调项目数据整合本身也

是一个研究课题ꎮ

４ 数据政策: 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国际计划方面的经验

在开展跨国研究项目过程中或之后ꎬ 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制定和实

施数据及信息政策方面已有几十年的经验ꎮ 国际科学理事会在鉴别科

学项目中政策和程序数据的有效性方面ꎬ 通过举办国际地球物理年、
国际极地年和其他项目ꎬ 以及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ＣＯＤＡＴＡ) 积累

了很多经验ꎮ 与会科学家及下属团体也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了在

公共数据政策与策略方面达成共识的重要性ꎮ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意识

到ꎬ 当数据存档、 数据质量、 数据传播及数据保护方面存在广泛被接

受的标准时ꎬ 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得到了改善ꎮ 据国际科学理事会所知ꎬ
当科学家们正在实施或更糟糕的是已经完成了某一项目研究之后ꎬ 就

很难通过数据管理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了ꎮ
因此ꎬ 在未来地球过渡期ꎬ 国际科学理事会期望国际研究计划在

研究开始前制定数据政策及制度ꎮ 若对数据缺乏预期ꎬ 将很难说服科

学家及资助机构支持研究后期的数据活动ꎮ 另外ꎬ 对于全球性科学活

动方面的有效数据政策而言ꎬ 还需要培养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访问及数

据管理能力ꎬ 培养潜在科学数据新用户 (尤其是非科学家)ꎬ 并为其

数据识别活动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ꎮ 识别能够倡导数据政策的机构和

合作伙伴也尤为重要ꎮ 数据政策应解决 ４ 个主要问题ꎬ 包括存档和质

量、 保存、 查阅和传播及成本ꎮ
存档和质量: 数据管理包括数据存档ꎬ 数据存档才能方便其他人

使用ꎬ 而数据存档需要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ꎮ 数据存

档属于专业活动ꎬ 但在研究团队中却经常分配给科学家的学徒处理ꎮ
要将数据正确存档ꎬ 就必须由专业数据管理者负责收集、 分析ꎬ 并由

该研究数据的科学家严密监督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将被后代科学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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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应更好地存档ꎮ 数据存档过程耗资巨大ꎬ 但对于资助者来说ꎬ
在研究经费中提供数据存档资金是很有必要的ꎮ

保存: 数据保存包括短期或长期数据保留ꎮ 数据保存还涉及保护

科学数据免于随时间推移发生退化ꎬ 并及时依赖新技术和数据协议完

善科学数据ꎮ 为了研究事物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ꎬ 在科学研究中

制定数据保存政策对于数据使用尤为重要ꎮ 要做好数据保存ꎬ 需要制

度支持ꎬ 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ꎬ 以保障数据文件的广泛传播ꎬ 并

制定科学家提交用于归档的数据时应遵循的操作性标准ꎬ 为数据的存

档、 保护及存储搭建先进的技术平台ꎮ 该技术平台还应具备支持当前

或未来科学家、 数据提供者及公共数据用户公开访问的功能ꎮ
查阅和传播: 科学界、 公众访问及传播未来地球数据对于实现项

目目标具有重要意义ꎮ 由于现今访问及传播已成为电子活动ꎬ 与发展

中国家相比ꎬ 在发达国家和高科技国家访问及传播更容易实现ꎮ 较之

公共及私营政策部门ꎬ 科学界人士更容易查阅和传播数据ꎮ 正因为如

此ꎬ 未来地球可能将建立独立的数据管理系统ꎬ 分别为科学家和公众

提供不同的访问路径ꎮ 另外ꎬ 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数据访问能力培训也

将有利于数据的查阅和传播ꎮ
国际科学理事会政策对于未来地球计划而言非常重要ꎬ 该政策将

保障所有潜在用户 (科学界及公众) 拥有平等的数据访问权利ꎬ 同时

数据的获取成本应该最小化ꎬ 并建议未来地球采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使用公共资金支持研究数据访问的原则ꎮ 为避免限制数据访问过程

中的知识产权问题ꎬ 未来地球研究中搜集或修改的数据为未来地球及

研究者共同所有ꎮ
成本: 数据存档、 保留、 访问及传播活动的成本高ꎮ 通过预期这

些活动的消费结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ꎬ 保存及传播科学数据

的财政支持及制度性承诺可能会下降ꎮ 未来几十年ꎬ 相对丰厚和广泛

的资金投入将促进科学及其机构基础设施的繁荣发展ꎬ 届时ꎬ 数据存

档、 保留及传播系统也将逐渐建立起来ꎬ 但该系统可能是不可持续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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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地球需要在创新合作伙伴关系中联合其他组织ꎬ 以确保现在

或未来的科学家、 教育家及决策者能访问项目获得的数据及信息ꎮ
数据管理各个步骤的成本导致科学家们完成研究后容易忽略数据

的存档及保留ꎮ 未来地球必须试图改变诱因ꎬ 以避免这种关键科学资

源的损失ꎮ 支持未来地球研究的国家资助机构、 多边组织及基金会应

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研究数据由科学调查者转移给数据中心

或档案馆ꎬ 并再次承诺为研究数据管理提供财政支持是未来地球的组

成部分ꎬ 应在项目的开始阶段厘清ꎮ

５ 国际观测系统、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ＧＥＯＳＳ) 及政府信息

公开的数据链接

由于建立独立的未来地球数据存档、 保留及访问系统成本高且复

杂ꎬ 并且目前已存在出色的组织及机构致力于这些活动ꎬ 该项目应该

尽可能试图与现有数据组织及机构进行合作ꎮ 在本节及下一节ꎬ 将探

索如何基于现有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重建未来地球数据库ꎮ
国际科学研究计划的研究表明ꎬ 鉴别大规模数据需求、 必要数据

的获得与研究主题的选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ꎮ 显然ꎬ 个别研究者会

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寻找所需数据ꎮ 然而ꎬ 较之单独行动的科学家ꎬ
国际重大计划的好处之一是能为科学家提供可利用的资源 (资金、 科

学和数据)ꎮ 目前ꎬ 由于研究主题仍在讨论中ꎬ 研究计划尚未开始ꎬ 尚

不可能确定未来地球需要的数据ꎮ 当过渡时期完成及正式方案被启动

时ꎬ 对于未来地球计划的研究者而言ꎬ 鉴别研究所需的基准线及其他

数据将变得非常有价值ꎮ
在过去ꎬ 广泛合作能够显著地推进数据获取的实际过程ꎮ 未来地

球应该制定与观测系统及 ＧＥＯ / ＧＥＯＳＳ 合作的计划ꎬ 以鉴别甚至可能

校准有关全球可持续性研究所需的数据集ꎮ 这将需要国际科学理事会

和未来地球针对观测系统及 ＧＥＯ / ＧＥＯＳＳ 建立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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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未来地球可通过 ＧＥＯ / ＧＥＯＳＳꎬ 与在实际中决定数据搜集的各国观

测系统进行合作ꎮ
确定所需的社会经济数据也同样重要ꎮ 与物理或生态观测系统相

比较ꎬ 社会经济 “观测系统” 的运行往往通过不同机构合作得以实

现ꎮ 大部分现有的社会经济数据是由政府统计机构搜集或赞助获得的ꎬ
其中一些数据是由联合国机构、 国家发展机构及世界银行整合的ꎮ 由

于交易数据集对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ꎬ 鉴别这一数据集是

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ꎬ 但目前人们在这方面还未达成共识ꎮ 同时ꎬ 与

现有多边组织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鉴别所需数据并促进数据的搜集ꎮ

６ 数据中心在世界数据系统中的作用

用于未来地球数据管理、 维护及传播的数据中心的财政支出已超

出预算ꎬ 而寻求现有科研、 大学及数据中心的合作将节约很大一部分

费用ꎮ 并且现有科学数据中心ꎬ 如国际科联世界数据系统 ( ＩＣＳＵ￣
ＷＤＳ) 的丰富经验、 资金和制度保障将促进未来地球更好地发展ꎮ 因

为世界数据系统 (ＷＤＳ) 已经系统地搜集了地球科学方面的数据ꎬ 未

来地球应该鼓励世界数据系统继续拓展ꎬ 鼓励重点建设诸如可持续性、
社会经济及自然科学跨学科研究主题的新数据中心ꎮ

未来地球数据计划应包含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数据中心ꎮ 有些数

据中心成立于国际地球物理年 (早于世界数据系统)ꎬ 在社会科学数

据存档、 保存及传播方面历史悠久ꎬ 并在与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项目

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ꎮ 因此ꎬ 未来地球领导阶层有必要了解这

些档案ꎬ 以便于项目洽谈并实现潜在的合作ꎮ
与现有数据中心进行合作的优点之一是这些中心数据处理方面的

专业人士的相关专业技术水平较高ꎬ 能出色地处理数据存档、 保存及

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技术问题ꎮ 是否能将该数据储存在云库中? 如果可

以ꎬ 应由数据中心决定ꎬ 而不是由搜集或分析数据的科学家们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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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球应构建而不是使用其他的方式拥有自己的元数据目录ꎬ 自身

元数据目录对未来地球具有一定价值ꎬ 应保证持有未来地球数据的所

有数据中心都拥有未来地球元数据目录ꎮ

７ 未来地球计划的数据问题

有些数据问题应作为过渡时期的一部分议题来进行讨论ꎮ 对研究

而言ꎬ 应讨论如何根据时间及地点筛选所需数据、 搜集和整合跨学科

数据的方法及在科学研究及建模中数据的应用ꎮ 新数据来源可能包括

“有机” 数据 (创建于其他意图ꎬ 用于研究用途的) 及精心设计专门

搜集的两类数据ꎮ 新数据来源也同样包括来自当代和历史行政和事务

资料的数字化数据ꎮ 第一工作组应该鉴别关键基准数据集在未来地球

中的可用性ꎮ 假如这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ꎬ 可以通过广泛讨论与合

作来确定未来地球的基准数据集ꎻ 同时也需要资金支持ꎮ 因此ꎬ 应该

在早期规划过程对未来地球所需的基准数据集进行讨论ꎬ 包括与观测

系统及 ＧＥＯ / ＧＥＯＳＳ 进行讨论以确定该过程中的合作伙伴ꎮ
第一工作组在考虑未来地球可持续发展集成研究分析事宜时ꎬ 应

该考虑数据可用性及必要数据的发展ꎮ 在方法论上ꎬ 该项目可能需要

鉴别在记录匹配和数据挖掘中需要改进的数据ꎮ 另外ꎬ 还需要第一工

作组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探索将特定场地的社会经济、 生态数据与全球

范围内的物理、 气象数据整合起来的方法ꎬ 在区域、 国家及科学领域

层面观测和搜集数据能力发展不均一的情况下ꎬ 探索整合数字和非数

字资源数据的方法ꎮ
对于非研究性问题ꎬ 汇总和整合截然不同类型的研究数据ꎬ 需要

考虑国家的隐私与保密限制ꎮ 最后ꎬ 必须平衡当前研究数据需求目标

与长期未来地球数据遗产 (包括科学、 教育、 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数

据) 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ꎮ 另外ꎬ 在当前和以后至关重要的非研究问

题都将是未来地球数据系统的资金来源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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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作组将专注于制度设计问题ꎮ 以往经验表明ꎬ 若研究人员

和学生可应用或访问科学数据ꎬ 必须将数据的存档、 质量、 传播及长

期保存制度化ꎮ 然而ꎬ 数据的搜集经验ꎬ 数据管理、 传播与保存能力

在不同区域、 国家及学科间分布极不均匀ꎮ 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

下ꎬ 则默认模式下的数据管理将发展为工业化国家科学家的责任ꎮ
公平及科学可持续发展成为突出问题ꎮ 未来地球研究数据 (物理、

生态系统及社会经济数据) 来自许多国家及区域ꎬ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

家应该深入参与研究和数据搜集ꎮ 由于科学家对国家有关机构和个人

具有访问权ꎬ 所有国家科学家的共同参与将有利于数据质量的提高ꎮ
但是ꎬ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不愿意免费为其他地方的科学家提供

历史的和实时更新的数据集ꎮ 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数据交换将有利于

本国发展ꎬ 其可能更愿意与他国科学家协作ꎮ 正因为如此ꎬ 建议未来

地球除了致力于在每个国际科学理事会区域中心建立至少一个新数据

中心外ꎬ 应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数据中心ꎮ
第三工作组很少直接参与数据问题ꎬ 其主要负责教育、 通信ꎬ 与

利益相关者互动ꎮ 由于数据对于科学培训、 教育、 公共教育、 监督及

政策来说至关重要ꎬ 该工作组对确保未来地球数据的持续可用性有强

烈的兴趣ꎮ 同时ꎬ 还应考虑促进地方及国家层面全球可持续发展信息

系统的发展ꎮ 未来地球利益相关者将利用这些信息系统访问获得相关

的监测及观测数据ꎮ 第三工作组负责的教育和培训ꎬ 应包括对发达国

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搜集及管理进行必要的培训ꎮ

８ 未来地球计划数据建议概要

(１) 建议与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ＷＤＳ 合作ꎬ 共同制定未来地球

计划数据搜集、 维护、 管理及传播相关政策ꎬ 并且这些政策必须在项

目开始前到位以保证所有参与者在未来地球计划的网站上可以公开访

问这些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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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未来地球数据政策应针对未来地球研究项目的数据归档问题

作出强制性要求ꎬ 并且未来地球网页上元数据目录中应提供元数据

链接ꎮ
(３) 在可能的情况下ꎬ 现有数据中心和档案应被用作未来地球数

据ꎮ 依托 ＩＣＳＵ 的区域中心建立区域一体化的数据运行维护体系ꎬ 并且

集中对数据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ꎮ
(４) 如果科学家没有将可供研究的数据进行立即归档ꎬ 国际科学

理事会世界数据系统应该负责帮助科学家进行数据归档ꎮ
(５) 数据存档及转移到数据中心的资金支持应该安排在未来地球

研究项目的起始阶段ꎬ 同时应该被当作研究项目资助的常规部分来给

予支持ꎮ
(６) 数据记录与存档工作应该在研究项目结束一年内完成ꎮ
(７) 在未来地球支持下ꎬ 应该公布所有研究搜集、 修改的数据为

研究者和未来地球共同所有ꎮ 在保障公平性和不超出数据成本的情况

下ꎬ 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申请获得ꎮ
(８) 应制定网站建设条款规定ꎬ 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用户提供专门

的数据访问端口ꎬ 并向这些非科学用户提供数据库使用说明及未来地

球研究链接ꎮ
(９) 建议把数据集成当作未来地球计划研究项目中一个公认应获

资助的研究课题ꎮ
(１０) 在最初规划过程中ꎬ 应与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和世界数据

系统讨论未来地球计划各个主要研究领域的数据需求ꎬ 基准数据集一

旦被认为有用ꎬ 就应该加以鉴别ꎮ
(１１) 有效的全球科学数据还需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访问和

管理能力ꎬ 培训发展中国家潜在的数据用户ꎬ 尤其是非科学家用户ꎬ
识别有益的数据活动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ꎮ 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和

世界数据系统能帮助鉴别该领域的机构合作伙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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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未来地球计划过渡时期实施的 ５ 个工作包

１ ＷＰ１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框架的最初设计 (研究框架的构建、 制

度及宣传策略的制定过渡工作)

(１) 总体构思和研究框架制定ꎻ
(２) 制定制度并兼顾制度的区域特色ꎻ
(３) 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 教育和交流方面的框架ꎻ
(４) 最初设计阶段结束时ꎬ 撰写报告总结经验ꎬ 并提出建议ꎮ

２ ＷＰ２ 过渡办法 (确保基础管理到位)

(１) 为高水平未来地球计划的愿景和成果产出提供或创造一切必

要的条件ꎻ
(２) 明确过渡期后联盟在未来地球计划的任务ꎻ
(３) 定义未来地球计划中联盟、 过渡小组以及相关的外部参与者

(如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的工作模式ꎻ
(４) 鉴别个别合作伙伴的角色、 职责和资源ꎬ 使合作伙伴全身心

地投入未来地球计划的设计及早期实施中ꎻ
(５) 聘任全球环境变化现有的共同发起人和主要资助者ꎬ 支持未

来地球计划项目ꎮ

３ ＷＰ３ 资金 (确保过渡阶段和初始运行阶段所必需的资金ꎻ 规划

维持业务正常运转的资金)

(１) 制定全球环境变化活动 (秘书处、 国际项目办公室、 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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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资金决算ꎻ
(２) 预算并保障未来地球计划过渡阶段的资金需求ꎻ
(３) 预算并保障未来地球计划初期运行所需的资金ꎻ
(４) 预算并保障未来地球计划早期用于资助研究的资金需求ꎻ
(５) 为未来地球计划的全程实施进行资金预算、 制定融资战略ꎬ

并制定财务管理制度ꎻ
(６) 加大现有投资承诺ꎬ 确保资金安全ꎻ
(７) 创造融资机会ꎬ 发掘潜在资金来源 (鼓励外部专家支持这项

工作)ꎻ
(８) 聘任潜在的新投资者介入ꎮ

４ ＷＰ４ 管理 (未来地球过渡期以来的管理转型)

(１) 长效管理ꎻ
(２) 定义管理机构的职权范围ꎬ 考核该机构的适宜性ꎻ
(３) 建立未来地球计划科学委员会 (提名、 召集、 选择)ꎻ
(４) 建立未来地球计划利益相关者管理委员会 (提名、 召集、 选

择)ꎻ
(５) 建立未来地球计划执行秘书处 (与资助者对话、 召集、 洽

谈、 招聘)ꎻ
(６) 建立所需的任何其他治理机构ꎻ
(７) 统筹规划管理区域ꎻ
(８) 建立临时管理机制ꎻ
(９) 甄别所需的管理机构ꎬ 制定可供机构参考和考核的标准ꎻ
(１０) 将建立供过渡期使用的临时秘书处纳入规划 (认同其角色

和职责ꎬ 制定运行标准)ꎻ
(１１) 建立临时理事会ꎻ
(１２) 建立其他需要的临时管理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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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ＷＰ５ 建设未来地球计划社区 (鉴别关键利益相关者、 鼓励其参

与ꎬ 并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１) 鉴别关键利益相关者ꎻ
(２) 制定过渡时期实现与利益相关者交流、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

的策略ꎻ
(３) 策划全球及区域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活动ꎻ
(４) 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以支持未来地球

的发展ꎻ
(５) 在过渡时期制订并实施宣传计划 (压力下的地球、 “里约＋

２０” 峰会以及其他)ꎮ

Ｉ　 酝酿成立未来地球计划的相关文件

Ｉ１　 大挑战: 面向全球可持续性的地球系统科学①

１ 引言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倡议动员国际全球变化科学界ꎬ 借此史

无前例的十年研究ꎬ 支持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ꎮ 为此ꎬ ＩＣＳＵ
寻求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和其他伙伴的密切合作ꎮ 当前ꎬ 人

为引发的全球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人类的预期ꎬ 对人类社会和

福祉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威胁ꎮ 国际科学界亟须拓展知识来预告这些威

① 严中伟、 贾根锁、 韩志伟译ꎻ 贾根锁、 古红萍校ꎮ 本文件由国际科学理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发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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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ꎬ 并对其作出有效应对ꎬ 以促进全球公正并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ꎮ
全球变化研究团体在理解地球系统及其中人类活动影响的机理方面扮

演了核心角色ꎬ 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承诺ꎮ 实现这一承诺必须把重

点放在新的优先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的开展和应用上ꎬ 以解决全球、 区

域、 国家和局地不同尺度的需求ꎮ 本文是 ＩＣＳＵ 及其合作伙伴领导的一

支国际团队合作的产物ꎬ 旨在: ①确认针对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系统科

学中普遍接受的大挑战ꎻ ②确认应对这些大挑战所必须开展的优先研

究ꎻ ③动员各个学科 (社会、 自然、 健康和工程) 和人文领域的学者

共同推进这项研究ꎮ

２ 相关机构

ＩＣＳＵ———国际科学理事会ꎮ 国际科学理事会成立于 １９３１ 年ꎬ 是一

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ꎬ 它的成员包括国家级科学联合会 (１２１ 个成

员代表ꎬ １４１ 个国家) 和国际科学协会 (３０ 个成员)ꎮ ＩＣＳＵ 大家庭还包

括 ２０ 多个针对特定研究领域成立的跨学科组织ꎬ ＩＣＳＵ 主办或协办的跨

学科组织包括 ４ 个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

素计划 (ＩＨＤＰ) 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ꎮ 借助此国

际化网络ꎬ ＩＣＳＵ 协调跨学科研究以应对有关科学和社会的重大问题ꎮ 此

外ꎬ ＩＣＳＵ 积极倡导科学行为自由ꎬ 推动科学资料和信息公平获取ꎬ 促进

科学教育和能力建设ꎮ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ＩＳＳＣ———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ꎮ 按照 １９５１ 年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

文化组织的大会决议ꎬ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成立于 １９５２ 年ꎮ 这是首个

全球社会科学组织ꎬ 是代表世界上主要的社会、 经济和行为科学的机

构和团体ꎮ ＩＳＳＣ 的使命是推进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的质量、 创新性和实

用性ꎬ 并确保其具有全球代表性ꎮ 为了提升全球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和

权威性、 容纳能力和连通性ꎬ 该理事会将作为催化剂、 促进者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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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 把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学者、 投资者和决策者联系在一起ꎮ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ｒ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远景规划方法及任务小组ꎮ 通过与 ＩＳＳＣ 协作ꎬ ＩＣＳＵ 正在主导三

个步骤的咨询工作ꎬ 促使科学界探讨可以鼓励科技创新和应对政策需

求的地球系统研究整体战略的各种可能性ꎬ 并提出实施步骤ꎮ 第一步

的重点在于确定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ꎻ 第二步的重点放在支持研究策

略所需的机构框架ꎻ 第三步将探讨如何从目前的科研方法过渡到所需的

科研方法ꎮ 远景规划工作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并由一个任务小组指导ꎬ 该小

组成员包括: Ｊｏｈａｎ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主席ꎬ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始)、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ｅｉｄ
(主席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 ９ 月)、 Ｈｅｉｄｅ Ｈａｃｋｍａｎｎ ( ＩＳＳＣ)、 Ｋｈｏｔｓｏ Ｍｏｋｈｅｌｅ
(２００９ 年９ 月前)、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öｍ (２０１０ 年２ 月始)、 Ｋａｒｉ Ｒａｉｖｉｏ (ＩＣＳＵ)、
Ｈａｎｓ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ｃｈｅｌｌｎｈｕｂｅｒ 和 Ａｎｎｅ Ｗｈｙｔｅꎮ (ｗｗｗ ｉｃｓｕ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ｒｇ)

３ 概述

地球系统特指决定地球 (包括其中的生物群和人类) 状况和动态

的社会和生物物理分量、 过程及其相互作用ꎬ 而地球系统的研究已来

到一个转折点ꎮ 过去二十年来ꎬ 人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解地球系统

的功能ꎬ 特别是人类活动对该系统的影响ꎮ 科学发展到今天ꎬ 人们对

人类的行为如何改变全球环境有了基本的了解ꎬ 并对这些变化将如何

影响人类社会和福祉有了更多的认识ꎮ 这些研究在了解决定地球的功

能和适应力的生物物理过程、 地球系统各部分的敏感性、 人类活动引

发的全球环境变化加速的证据、 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ꎬ 以及如何

应对这些挑战的人文因素等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ꎮ
这门科学还告诉人们ꎬ 目前全球环境变化的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

的反应能力ꎬ 因此ꎬ 当前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ꎮ 由于缺乏积极的

行动来减缓危害全球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并提高社会的适应力ꎬ 人类

已到达一个历史关头ꎬ 即那些发生在气候、 水循环、 粮食系统、 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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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其他因素方面的变化将阻碍人类

的发展ꎬ 导致人类遭受与饥饿、 疾病、 移民和贫穷有关的大灾难ꎮ 如

果不加以控制ꎬ 这些变化将延缓甚至阻碍人类广泛共享的经济、 社会、
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实现ꎮ

现有知识为人们采取重要行动以应对这个转型世界的特定部分和

要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ꎬ 但是还不足以达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ꎮ 如

何才能改变人类行为ꎬ 重塑政治意向ꎬ 促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

实现ꎬ 进而避免具有危害性的气候变化? 人类社会如何才能最有效而

又公平地应对正在发生的全球变化? 如何在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的同

时达到环境可持续的目标?
国际科学界承诺传播用以解答这些关键问题所必需的知识ꎮ 但为

实现这一承诺必须重新聚焦优先研究领域ꎬ 重新定位新的研究前沿领

域ꎮ 人们将不得不面临双重挑战ꎬ 即一方面要发展应对全球变化的方

案ꎬ 另一方面要加深了解地球系统的功能及其关键阈值ꎮ 这需要新的

研究方式ꎬ 更好地将科学与社会联系起来ꎬ 以应对全球、 区域、 国家

和局地等尺度上的决策者和公众的需求ꎮ
在未来的十年里ꎬ 全球科学界必须迎接挑战ꎬ 传播支持全球环境

变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知识ꎮ 为进一步认识人类面临的社会－
环境风险ꎬ 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提供科学支持ꎬ 需要面向解决

方案的、 战略性的和跨学科的长期研究ꎮ 人们迫切需要加深了解地球

系统在人类活动压力下的运转机制ꎬ 提高预测未来风险模式的能力ꎮ
人们需要充分发挥并集成各类学科 (社会、 自然、 健康和工程) 和人

文领域的专业优势ꎬ 并将其应用于有关人类和地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社

会－环境耦合研究ꎮ
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全球社会－环境研究的焦点和尺度转型的关

头ꎬ 同时一系列相关单一学科及其研究过程也急需转型ꎮ
从自然科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有广泛的科学和人文领域参与的研

究ꎮ 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就是地球系统研究的一部分ꎬ 但要解决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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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重大挑战ꎬ 还需进一步在科学体系中强化社会科学、 健康科学、
工程和人文领域的介入和整合ꎮ 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ꎬ 有效应对迅

猛的全球变化的途径ꎬ 只能来自于整合科学和人文领域的需求ꎬ 正是

这些需求将导致所涉及的现行单一学科发生显著的变革ꎮ 转型还需吸

纳局地的、 传统的乃至土著的知识ꎮ
从单学科主导的研究转变为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研究ꎬ 以及从

依赖单学科专长到一个促进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整体方案的研究ꎮ 要解

决重大挑战ꎬ 必须植根于专业研究ꎬ 但专业研究本身还不够ꎮ 很多优

先研究课题只能通过有效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加以解决ꎮ 进一步地ꎬ 毋

庸置疑ꎬ 研究进展以及科学成果在社会和决策者中的有效应用都易于

通过跨学科研究而得以强化ꎬ 即要强化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介入研究

过程的程度ꎮ 如果优先研究是通过成果的潜在应用者积极参与而形成

的ꎬ 或者研究是在科学家和用户信息双向交流中开展的ꎬ 那么该研究

通常也是最有用的ꎬ 其成果也最易于被用户所接受ꎮ 广泛的利益相关

者的参与实践ꎬ 有助于有效应对全球环境变化ꎮ
上述提议的多学科集成及其研究过程转型是必需的ꎬ 因为它们将

引入更多专家意见以制定和提出优先研究课题ꎬ 确保优先研究与利益

相关者有关ꎬ 并且研究问题的答案更明确ꎮ
鉴于这些紧迫的需求ꎬ 围绕未来的 １０ 年研究计划ꎬ ＩＣＳＵ 倡议动

员全球研究人员来应对那些重大挑战ꎮ 寻求重大挑战和优先研究共识

的努力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 ８ 月的一次互联网咨询①ꎮ 这次网络咨询收到了

来自 ８５ 个国家的专家、 学者所提出的 ３００ 多个地球系统优先研究课题

建议ꎮ 基于所提出的这些研究命题ꎬ ＩＣＳＵ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召开了一次

研讨会ꎬ 参与者包括高级研究人员、 青年科学家、 科学政策专家和研

究基金会的代表ꎮ 研讨会就选择标准、 重大挑战、 优先课题ꎬ 形成一

① 关于咨询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ｗｗｗ ｉｃｓｕ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ｏｒｇ /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ꎮ 这一互联网咨询吸

引了来自 １３３ 个国家的 ７０００ 多名访问者以及来自 ８５ 个国家的 １０００ 多名注册用户的参与ꎬ 他们提出问题、
参与讨论ꎬ 并就问题投票表决ꎬ 最终有 ３２３ 个优秀地球系统研究问题被提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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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草案ꎬ 并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期间进行专家评审ꎮ 本

文采纳了来自 ４６ 个机构和 ２００ 多名专家、 学者的评议ꎮ
本文介绍一个被广泛认可的、 针对未来十年的地球系统科学优先

领域的展望ꎮ 其目的包括: ①动员国际科学界更加高效地参与ꎬ 特别

是号召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界的参与ꎻ ②激励创新研究并指导科学家、
研究基金会代表和政策制定者优化研究命题ꎻ ③向潜在用户传达可能

来自科学研究的新发现ꎬ 包括类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ꎬ 以及私企和政府决策者的技术顾问ꎮ 本文的读者还包括那些

利益相关者的代表ꎬ 他们曾参与文件的制定ꎮ

４ 入选标准

采取如下标准来筛选重大挑战及相关优先研究课题ꎮ
(１) 科学重要性ꎮ 它是解决前沿性研究的挑战ꎬ 即如果解答了此

课题ꎬ 将在下个 １０ 年内显著提高人们对于全球变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ꎮ
(２) 全球协调性ꎮ 为解答该课题ꎬ 是否需要协调国际或全球来自不

同地区、 不同领域的众多研究者的协作?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ꎬ 则该问题

在此不予考虑 (即使对特定领域很重要ꎬ 也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ꎮ
(３) 决策关联性ꎮ 对于该课题的解答可能有助于促进行动以满足

紧迫的全球社会和生态需求ꎬ 即推进可持续发展、 减少贫困、 帮助应

对全球变化中的最脆弱者ꎮ
(４) 杠杆效应ꎮ 该课题的解答蕴含某种科学或技术突破ꎬ 抑或其

将产生某种易于解释的理论、 模型、 情景、 预估、 模拟或叙述ꎬ 以帮

助诠释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系统科学中的多元问题或其他挑战ꎮ
上述标准被用于筛选主要挑战及优先领域ꎬ 但在遴选五个重大挑

战时还考虑了第五项标准ꎬ 即各重大挑战是否获得科学界以及研究基

金 (即便是那些并非直接介入相关研究的) 的广泛支持? 本文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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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重大挑战都是易于被大众预见的到的、 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所

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ꎮ 对于优先科学命题的遴选ꎬ 本文也增加了一

条关于研究可行性的标准ꎬ 即是否可能在未来 １０ 年解答问题? 当前人

类社会已具备解答本文述及的每个优先课题所需的科学基础和方法ꎬ
但要成功ꎬ 尚需更充分的资源和有效的国际学术界的协调以确保集中

力量解决问题ꎮ

５ 大挑战

与其他科学领域采用大挑战的概念一致ꎬ 本文认为地球系统科学

中全球可持续性的重大挑战要求通过科学创新或新认识来清除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ꎮ 本文列出 ５ 个大挑战ꎬ 而且在每个挑战里面列

出几个必须在下个 １０ 年解决的研究重点问题ꎬ 在解决大挑战提出的问

题上取得重大进展ꎮ 列出的研究重点问题虽然不够详尽也不一定充足ꎬ
但是本文认为为了取得最快的进展必须优先解答这些问题ꎮ 几乎所有

情况下ꎬ 那些筛选出的优先研究领域已经有相当深的研究和知识储备ꎬ
因而完全有可能在不到 １０ 年的时间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ꎮ 然而ꎬ 所有

问题都得到解答是很难做到的ꎮ 有一些大的和困难的问题需要一个集

中的、 多学科的和集成的研究以增加成功的概率ꎮ
所筛选出的挑战来自不同领域ꎬ 但都可以视为一个系统方法的要

素ꎬ 用于探讨这个社会－环境耦合系统如何变化 (包括人和环境的动

态反应)ꎬ 以及什么行动和干预可以改变环境和社会 (附图 Ｉ￣１)ꎮ 大

挑战采用的方法是一个从研究视角出发的系统方法ꎬ 即完整的社会－环
境全球系统而不是系统中某个单独的部分ꎮ 它们采用的另一个系统方

法是研究如何指导行动才能实现全球可持续性ꎬ 即任何一个挑战的解

决都必须依赖于在解决其他挑战方面取得的进展ꎮ
所以ꎬ 这 ５ 个重大挑战是不可分割的ꎬ 而且这些议题在重大挑战

中没有哪个更优先ꎬ 任何一个挑战和研究问题的进展都是迫切需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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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具有找到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的能力ꎬ 但他们需要与本学科以

外的同行一起努力ꎮ

图 Ｉ￣１　 地球系统科学中面向全球可持续性的大挑战

注: 同心圆代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开展的涉及社会、 自然、 健康和工程科学以及人类

学的跨学科研究ꎮ 连接大挑战的线表明要在解决任一挑战方面取得进展将要求在每个

挑战的解决上都取得进展

挑战 １: 预测

提高未来环境预测的实用性和对人类的贡献ꎮ
优先研究问题:
(１) 哪些显著的环境变化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 这些变化如

何影响人类ꎬ 以及人类如何应对?
(２) 全球环境变化给脆弱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什么样的应对

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那些群体的伤害?
本文认为一个 “有用” 的预测是在时空尺度上顺应社会和决策者

需要的、 及时的、 准确的和可靠的信息ꎮ 人们对于复杂多样的人类社

会与同样复杂的自然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有限的预见能力是及时有效

的决策行动的巨大障碍ꎮ 虽然人们从未准确预测超过几十年的社会－环
境耦合系统ꎬ 但完全有可能利用情景模拟来有效预测一系列人类活动

或状态 (人口规模、 消费水平、 温室气体排放、 森林采伐、 扩张的农

业生产) 对全球和区域气候以及生物、 地球化学和水文系统产生的影



.... １２１　　

　 　 　 　 　 　 　　
　

　
　

　 　　　　　　　
　

　
　

　
　

附
　
录

响ꎮ 因此ꎬ 评估这些环境变化对人类的潜在影响 (经济、 健康、 食品

安全、 能源安全等) 和人类对这些变化的潜在应对能力现在仍有待提

高ꎮ 这种预测和评估必须针对可能受影响人群的需求和问题ꎬ 并且对

于预测的不确定性必须定量化并清晰表述ꎮ
回答这里提出的研究问题主要需要新的科学行动来建立预测地球

系统变化的能力ꎮ 它包括发展一套新的可以预测人类在全球、 区域、
局地对地球系统影响的地球系统模式ꎮ 这将要求对高度关联的地球生

物物理系统及其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耦合 (驱动和影响) 的集

成分析必须取得重大的科学进展ꎮ 这将依赖于地球系统研究的持续进

展和地球观测系统的改进和加强ꎮ
科学目前还不能有效地预测地球系统应对耦合的社会－环境复合体

产生的压力ꎮ 总的来说这是人类的一大困境ꎮ 人类正把地球系统推向

一个可能导致突发的、 潜在不可逆转的和灾难性变化的风险ꎮ 尽管地

球系统科学在过去的十年有重大进展ꎬ 但人为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仍然很高①ꎮ 人类继续沿着一条不确定和有风险的昏暗之路发

展ꎬ 如果科学界不加提醒ꎬ 决策者和整个社会都会设想这个星球的稳

定还会继续ꎮ 目前的科学证据预示着继续走这样的发展道路太危险了ꎬ
人们迫切需要增强分析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变化风险的能力ꎮ
人们判断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有可能显著改进集成模式以有效预测地球

系统对人为压力的响应ꎬ 但在未来十年国际学术界必须为此共同努力ꎬ
以应对这一重大挑战ꎮ

我们需要大大提高预测的能力以在可能框架内实现一系列进展ꎬ
包含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应对ꎬ 提供合适的时空尺度上的结果以评

估对经济、 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影响ꎮ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将要求进一步

理解和模拟基本物理现象ꎬ 进一步提高模拟能力 (包括发展超高性能

① 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加倍会引起全球平均温度提高 １ ５ ~ ４℃ꎬ 尽管大气圈和平流层的研究已经有

了很大的进展ꎬ 并且全球气候模型中包含了水圈和生物圈ꎬ 但是气候对二氧化碳敏感性的不确定性以及范

围在过去的 ２０ 年仍然居高不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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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基础设施)ꎬ 引入古气候和关于社会和行为应对的历史信息和一个

更多学科分析网络ꎮ 通过应对这些挑战ꎬ 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的模拟

和分析研究就可能在全球和区域尺度ꎬ 在政治和管理决策的典型时间

框架内为政府决策和管理提供直接的支持ꎮ
全球环境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将因为影响的地理位置不同和群

体脆弱性的差异而产生区域和社会的差异ꎮ 预测能力改进中必须要重

点关注什么样的群体最易受到全球变化的危害ꎬ 全球变化对那些群体

会产生什么威胁ꎬ 以及不同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带来的潜在后果ꎮ 这些

群体将受到全球变化带来的最大的影响ꎬ 所以ꎬ 要求科学界为决策者

和社会减轻这些影响的行为提供指导ꎮ
这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 年代尺度上区域气候将如何变化?

其他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如氮、 磷) 或增加的有毒污染物将对环境和

健康产生哪些影响? 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社会、 经济和健康影响如何

在不同区域和社会之间变化? 需要什么适应对策以减少对全球环境变

化的脆弱性? 何时人类的个体行动能聚合以对更大区域或地球系统产

生影响?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将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和人类福祉? 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存在什么相互抵消关系以及是否有

政策会减少这种相互抵消带来的不利后果? 需要何种和什么层次的生

物多样性来减缓环境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挑战 ２: 观测

发展、 改进和集成必要的观测系统以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ꎮ
优先研究问题:
(１) 在耦合的社会－环境系统中ꎬ 为了应对、 适应和影响全球变

化ꎬ 人们需要观测什么ꎬ 在什么尺度观测?
(２) 一个适用于观测和信息交流的系统的特征是什么?
大量的投资正被用于建立更有效的全球和区域观测系统并纳入有

效的国际协调体系 [通过如全球对地观测系统体系 (ＧＥＯＳＳ) 的管

理]ꎮ 但是这些系统ꎬ 除了提供一个基准外ꎬ 仍缺乏人们所需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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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ꎮ 现在为全球尺度上社会－环境系统和信息决策系统的管理所提供

的信息还不充分ꎮ 用于理解耦合的社会－环境系统和预测变化的理论、
模式、 情景、 预测、 模拟或集成对比的进展受制于有限的数据ꎬ 而这

些数据是设定参数和检验预测结果所必需的ꎮ 而且ꎬ 缺乏关于社会－环
境系统变化的经验数据会严重影响决策者和公众建立适当的应对突发

威胁的措施和解决弱势群体的需要ꎮ
为了应对挑战ꎬ 需要一个强大的数据和信息系统ꎬ 它可以合成过

去几个世纪以来获得的数据和知识以及新的观测和模拟结果以提供一

系列、 集成的多学科数据集、 指标体系、 可视化数据产品、 未来情景

和其他信息产品ꎮ 保证过去和未来的ꎬ 特别是社会学范畴数据的广泛

使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挑战ꎮ
观测、 数据存储和信息系统需要: 自然和社会特征ꎻ 有足够高的

分辨率来探测系统性的改变ꎻ 评估脆弱性和恢复力ꎻ 包括多种信息来

源 (定量的、 定性的和描述性的数据和历史记录)ꎻ 提供直接和间接

驱动变化的信息ꎻ 研究中包含多重利益相关者ꎻ 全球和局地有效的决

策支持ꎻ 作为适应决策过程的重要部分ꎻ 提供完全开放的数据使用ꎻ
有效的投入产出ꎮ 它们将包括关键性的数据需求ꎬ 如丰富的关于变化

的时间序列信息: ①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ꎬ 生物系统ꎬ 空气质量ꎬ 气

候和海洋ꎻ ②地下和地表淡水量和质量的空间分布和变化ꎻ ③生态系

统服务的经济价值、 存量和流动性ꎻ ④感知的和实际的人类因素的变

化趋势 (特别是那些传统上无法度量的ꎬ 如市场定价的自然物品)ꎻ
⑤社会－经济指标ꎬ 包括人口分布、 经济活动和流动性ꎻ ⑥人类对于政

策、 技术、 行为和实践的改变的应对方式ꎻ ⑦应对策略有效性的经验

性估量ꎮ 这样一个系统的设计需要回答以下问题ꎬ 即局地和区域变化

如何能被准确和有效地测量以提高对全球变化的评估能力ꎬ 反之亦然ꎮ
整体设计应该包括一个过程和制度管理以使观测系统通过评估和政策

改进来不断调整和完善ꎮ
这个挑战既是研究的挑战也是科技政策的挑战ꎮ 根本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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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可以满足管理者和决策者需求的有效的系统设计中解决ꎮ 另外ꎬ
这个系统的实施不是一个研究挑战ꎬ 但是要取得成功ꎬ 依然需要科学

界持续和共同的努力ꎬ 甚至超越本文计划的时间跨度ꎮ
挑战 ３: 规划

决定如何预见、 认识、 避免和管理破坏性的全球环境变化ꎮ
优先研究问题:
(１) 社会－环境耦合系统中的哪些方面具有有害后果的显著的正

反馈风险?
(２) 人们如何识别、 分析和追溯是否接近阈值ꎬ 以及社会－环境

耦合系统停止运转的临界值?
(３) 什么样的预防、 适应和变革策略可以有效应对突发变化ꎬ 包

括大规模连锁的环境事件?
(４) 如何有效增进关于全球变化风险的科学认知ꎬ 以及最有效地

利用这些认知来促进和支持决策者和公众采取合适的行动?
人为干预将越来越有可能触发全球环境高度的非线性变化ꎮ 这种

变化可能是突发的或是缓慢的ꎬ 但在所有情况下都将改变有关的生命

支持系统的特性ꎬ 并且在人类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转的ꎮ 例如ꎬ 区域

气候的重要转变、 冰原的迅速瓦解、 与冻土融化和海洋变暖相关的甲

烷释放、 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上不连续的转变ꎮ 反过来ꎬ 上述变化以

及降雨的减少和土壤肥力的降低最终导致产生环境难民ꎬ 这样逐渐积

累的环境变化会导致社会系统中破坏性的变化ꎮ 此外ꎬ 一个联系愈加

紧密的世界在能源、 财政、 食物、 健康、 水和安全这些似乎不相干的

范畴里产生相互联系的趋势和突发事件ꎮ 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

设计很少会考虑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渐变和质变ꎮ
一个迫切的科学挑战是了解其中的非线性动力学ꎮ 这将特别要求

未来环境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结合ꎬ 这两个领域迄今已经各自得到很

大的发展ꎮ 为了将全球变化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ꎬ 人们必须找到和

追溯地球变化的阈值 (如海洋酸化的临界值)ꎮ 而为了避免累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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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终导致系统进入危险状态①ꎬ 人们必须找到最佳的办法以提高对

破坏性变化的恢复力ꎮ 研究的一个焦点必须是更好地确定针对社会－环
境系统的预防、 适应或变革策略以适应由于速度、 尺度、 非线性、 累

积性影响、 自我扩增性或不可逆性导致的危险变化ꎮ 这样的研究还可

以指导社会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提高对于自然和人类导致的灾难的恢

复力ꎮ 对于适当的应对和适应政策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 “最佳” 方案

研究ꎬ 而是要增进对于政治和社会动态反应的认识ꎮ 例如ꎬ 尽管分析

人士为确定预防危机的最佳政策做了最大的努力ꎬ 但危机发生时政策

被迫改变的现象绝不少见ꎮ 这对设计和促进应对决策意味着什么? 另

外ꎬ 一个最令人激动的任务将是找出是否存在确定的社会临界点ꎬ 即

可以将经济引擎和社会动力学带入可持续性的开拓性行动ꎮ
挑战 ４: 应对

确定什么样的制度、 经济和行为的改变可以有效达到全球可持

续性ꎮ
优先研究问题:
(１) 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对于平衡局地、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

社会－环境系统中的各方利益是有效的ꎬ 如何实现?
(２) 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ꎬ 经济系统中怎样的变化将对全球

可持续性贡献最大ꎬ 如何实现?
(３) 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ꎬ 对生活方式或行为进行怎样的改

变可以对改善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大贡献? 如何实现?
(４) 制度管理如何能优化和动员有效社会资源以在快速变化和多

种多样的环境条件和全球环境面临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减缓贫困、 解决

社会不公和满足发展需求?
(５) 控制全球环境变化的需求如何与其他相互联系的全球政策相

互支持和集成ꎬ 特别是那些与贫困、 冲突、 公正和人类安全相关的全

① 这些都不是危险的全球变化的唯一类型ꎬ 长时间、 线性的、 微小的全球环境变化都将会给人类带

来危险的影响ꎻ 大挑战 １ 和大挑战 ４ 适合于解决这些影响ꎻ 大挑战 ３ 负责解决多个不连续的或突变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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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政策?
(６) 如何在多重尺度上动员有效的、 合法的、 负责任的和集体智

慧的环境解决方案? 需要什么来促进对相应的制度、 经济和行为变化

的接受?
全球变化暴露出社会制度的缺陷ꎬ 包括行政和经济系统对出现的

全球 (和局部) 问题的响应ꎮ 全球变化的时空尺度与人类过去业已习

惯的问题完全不同ꎮ 目前决策者偏向短期和个人的利益胜过长期和集

体的利益ꎮ 解决全球变化的问题ꎬ 包括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 全球共

有资源污染、 由于人口和人均消费的增加而导致的资源需求增长、 不

断加深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ꎬ 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等ꎬ 要求科

学界进行深刻变革以解决管理、 经济系统和行为中的根本问题ꎮ
为有效应对全球变化ꎬ 需要对全球环境变化、 全球贫困和发展需

求、 全球公正和安全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更好的理解ꎮ 例如ꎬ 全球变化

将如何影响人们实现防止和根除贫困、 饥饿以及改善人类健康的目标?
全球变化如何改变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决定如何实现社会组织、 制度管理和人类行为的变化很重要ꎬ 而

认清人们需要何种变化同样重要ꎮ 许多情况下ꎬ 成功的制度变化是由

应对挑战的集体社会行动带动的ꎮ 如何在空前的、 多样的地理和地缘

政治尺度上采取适时的行动ꎬ 在这里问题的性质决定了利益相关方高

度的多样化ꎮ 这种多样化表现在道德、 情感、 精神信仰、 信任程度、
利益和权力等方面ꎮ 人们如何更好地理解社会中个体的决定对整个群

体决策的影响? 如何更好地理解影响个人行为、 价值和感受的因素以

及这些价值和感受如何影响与全球变化和潜在集体行动有关的个人行

动? 必须认识到个体的行为和决定与群体决策在环境响应和决策方面

同样重要ꎬ 这意味着新的科学知识在基层的广泛传播尤为必要ꎮ 这样

的信息可以影响个体ꎬ 而这些个体会将这些信息与其他因素ꎬ 如制度

和政策ꎬ 合并来作出决定ꎬ 然后一起影响社会和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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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５: 创新

鼓励在技术发展、 政策和社会响应方面的创新 (配合有效的评估

机制) 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ꎮ
优先研究问题:
(１) 需要何种激励机制来加强技术、 政策和机构创新的系统以响

应全球环境变化ꎬ 有什么好的激励模式?
(２) 如何在以下关键领域满足创新和评估的迫切需求?
如何完全通过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全球能源安全ꎬ 同时对全球可持

续性的其他方面具有中性影响ꎬ 以及在什么时间框架内实现?
如何在未来半个世纪满足人类对紧缺的土地和水的竞争性需求ꎬ

同时显著减少土地利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ꎬ 保护生物多样性ꎬ 并维

持其他生态系统?
如何在全球可持续性框架内使生态系统服务满足提高世界最贫困

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人民的生活的要求 (如安全饮用水和废弃物处理、
粮食安全和日益增加的能源消费)?

需要在交流方式上做哪些改变来加强反馈和学习过程ꎬ 以提升公

民和官员的能力ꎬ 同时提供面向科学家的快速有效的反馈途径ꎬ 以便

用观察到的地方实际情况来验证其研究发现和理论的可应用性和可

靠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地球工程措施的潜力和风险是什么ꎬ 以及需要设

立何种地方和全球机构来监督他们?
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有新的快速的创新响应ꎮ 很多重大挑战

对面向解决方案的研究提出需求ꎬ 而事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ꎬ 全球环

境变化的尺度和潜在影响使人们有必要在不同层面上考虑完全新型的

技术、 机构和政策ꎮ
为此ꎬ 在几个方面特别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ꎮ
第一ꎬ 很显然需要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彻底改革以避免危险的

气候变化ꎮ 需要通过研究来确定和开发能源生产、 计量和消费的新系



１２８　　 ....

未
来
地
球
计
划

初
步
设
计

统ꎬ 并评估这些系统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ꎮ
第二ꎬ 基于目前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和用水效率的提高情况ꎬ 很难

在未来半个世纪满足如下需求: ① 不断增长的人口 (以及富裕人口)
的食品需求ꎻ ②不断增加的农业和城市对淡水的需求ꎻ ③ 减少土地利

用和农业生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ꎻ ④ 生物燃料生产的潜在增

加需求ꎻ ⑤ 减缓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的损失的需求ꎻ ⑥ 提升生态系统服

务的需求ꎮ 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案是什么? 可以采用的各种政策、
技术或者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策略的成本、 效益和风险是什么?

第三ꎬ 解决贫困问题与解决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它

们同等重要并且紧密耦合ꎮ 贫困人口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危害最大ꎮ 必

须强调的是ꎬ 解决全球环境变化的同时有助于预防和消除贫困ꎬ 反之

亦然ꎮ
第四ꎬ 为了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作出快速反应ꎬ 必须切实提高

人类的学习能力ꎬ 而这需要更有效的多尺度反馈循环机制ꎮ 其中一个

加剧了全球环境变化挑战的因素是ꎬ 人类影响全球环境的时间尺度

(从年到世纪) 不提供针对公众和决策者的即时反馈信息ꎮ 必须建立

一种机制来实现全球变化慢变量和人类响应快变量之间的反馈ꎮ 同时

需要良好的沟通和反馈以促进快速的解决方案的实施以及各个社区和

社会的相互学习ꎮ 而科学界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促进研究成果

在现实世界的应用ꎮ
最后ꎬ 目前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以探索诸如地质工程和绿色能

源技术的创新方法ꎮ 如何富有责任感地促进这些创新? 如何充分评估

这些全球环境管理的风险? 虽然需要整体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政

策、 机构和行为变化ꎬ 但更加需要关注各种有关地球工程的成本、 效

益和风险ꎬ 以及实施这些措施所必需的监管和评估机构安排ꎮ
在这些重大挑战指导下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基础ꎮ 这个知识基础以及开发的过程ꎬ 应该对

减少全球贫困和增进全球公平作出重大贡献ꎬ 同时不会显著加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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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ꎮ 这些研究也会产出如下具体成果ꎮ
提高对区域和次区域尺度上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潜在后果以及为

减轻或适应这些变化的不同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科学认识ꎮ (挑战

１ 和挑战 ２)
提高对区域和次区域气候、 食品安全、 健康和环境风险ꎬ 以及可

利用水资源的预测精度ꎮ (挑战 １ 和挑战 ２)
加深对减缓和适应战略的潜在后果、 成本、 效益和风险的科学理

解ꎮ (挑战 １ 和挑战 ２)
确定地球系统中有关地球物理、 化学、 生物和社会等变量观测的

优先需求ꎬ 并设计一个传递这些信息的系统ꎮ (挑战 ２)
一个预测与全球变化相关的高强度、 突发性或者非线性变化发生的

可能性、 地理位置、 驱动力、 剧烈程度以及风险性的框架ꎮ (挑战 ３)
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变化作出有效响应的实践和机构选择ꎮ (挑战 ３

和挑战 ４)
进行机构、 规程和实践方面的设计ꎬ 来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ꎬ 关

注势力不对等问题ꎬ 进而推动一致的行动ꎮ (挑战 ４ 和挑战 ５)
促进与全球环境变化管理有关的社会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与实践选

项ꎮ (挑战 ５)
探索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替代战略的成本、 效益和风险的方法ꎮ

(挑战 ５)
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包括集成研究手段、 合作共享的实践与协

作) 和成果交流方法ꎬ 可以有效地让有关各方通过科学研究过程获得

采取行动的必要能力、 信息和积极性ꎮ (所有挑战)
增强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ꎬ 包括培养能够用系统手段

来研究全球可持续性挑战的新一代学者ꎮ (所有挑战)

６ 行动呼吁

本文是一个设定议程的咨询工作的成果ꎬ 旨在指导和激励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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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未来 １０ 年全球变化和全球可持续性研究ꎮ 因此ꎬ 这是一份 “具
有生命的报告”ꎬ 它会随着新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而不断改进和完

善ꎮ 随着这个设定议程过程的不断推进ꎬ 不仅需要来自各界对于具体

科学问题的意见和建议ꎬ 而且需要加强创新手段ꎬ 包括对研究机构的

日常管理和决策过程进行变革ꎬ 以便更加适应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

需要ꎮ
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未来 １０ 年中在迎接上述挑战和优先研究方向上

取得重大进展ꎬ 但前提是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研究框架以促进交叉学

科研究ꎬ 打破科学领域壁垒ꎬ 强化研究的区域性特征ꎬ 同时加强与决

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引导科学问题和传播研究成果方面的有效互

动ꎮ 而且ꎬ 实现进展必须依靠广泛的资源———比起过去 ２０ 年的工作具

有更广的视野和对各类研究机构的更大包容性ꎮ
这需要来自研究机构和研究支撑部门的共同承诺ꎮ 在接下来的一

年中ꎬ 参与这个咨询工作的专家们将寻求建立一个科学家、 科学研究

机构和科研资助部门的同盟ꎬ 以便跨学科和跨地域系统性地协同工作ꎬ
来共同探讨大家公认的对这个星球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优先研究问

题ꎮ 这个合作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讲可能是充满变革性的ꎬ 而其目

标将远远超越科学本身ꎮ

７ 背景

１) 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

在启动第一个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３０ 年后的今天ꎬ 人们发现地球正

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ꎮ 过去的研究已经在理解地球系统的复杂性

和脆弱性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ꎬ 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科学界需

要更加关注在不同尺度上影响全人类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相互关系ꎮ 科

学研究发现地球环境正在发生全方位的变化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人类活动的驱动ꎮ 这些重大科学发现绝大多数来自于积极参与全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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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化几大计划的科学家ꎬ 这些计划包括: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

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ꎬ 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①ꎮ ＩＣＳＵ 是这四

大计划唯一的共同发起组织ꎬ 并且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有着悠久

的历史②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这四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联合在地球系统科

学联盟 (ＥＳＳＰ) 的旗帜下ꎬ 以期在几个关键领域ꎬ 包括碳、 食品、 水

和健康ꎬ 推动国际交叉学科的研究ꎮ 四大计划和 ＥＳＳＰ 在规划和协调国

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方面的领导地位得到广泛认可ꎮ
对 ＥＳＳＰ、 ＩＧＢＰ、 ＷＣＲＰ、 ＩＨＤＰ 一系列最新的评议充分肯定了其在

国际研究和政策评估方面的重要贡献ꎬ 尤其是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领

域ꎮ 这些由主要发起机构共同完成的评议清晰地指出ꎬ 科学界必须向

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通盘战略迈出坚实的步伐ꎬ 以促进科学创新和满

足决策需求ꎮ 直接推动这个 «面向全球可持续性的地球系统科学: 重

大挑战» 报告的 ＩＳＣＵ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科学展望 (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过程

正是源自这些评议ꎮ
通过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和其他伙伴的配合ꎬ ＩＣＳＵ 正在

根据其大会的决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来引领一个广泛的征询意见过程ꎬ
以制定地球系统研究的总体框架ꎮ 远景规划的过程分 ３ 个步骤ꎬ 其侧

重点分别为:
(１) 主要针对但是不限于科学界ꎬ 征询关于未来 １０ 年研究战略和

①

②

本附录的范围仅限于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办或协办的机构会务组织ꎮ 他们不是唯一的实施、 协调和

监控全球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组织ꎮ 更广泛的机构将在本文中所描述的研究的实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国际科学理事会 ( ＩＣＳＵ) 与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共同发起了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ꎬ

发起并于 １９８０ 年成立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ꎻ １９９３ 年ꎬ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

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ＩＯＣ) 也成为其中一个发起人ꎮ 基于科学委员会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早

期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ꎬ １９８６ 年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发起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 ＩＧＢＰ)ꎮ 国际全球

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ꎬ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在 ２００７
年成为共同主办方ꎮ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最初由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 ＩＵＢＳ)、 环境问

题科学委员会 ( ＳＣＯＰＥ) 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 ＵＮＥＳＣＯ) 于 １９９１ 年共同发起ꎬ １９９６ 年ꎬ
ＩＣＳＵ 作为共同主办组织加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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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领域的建议 (２００９ 年)ꎮ
(２) 征询关于未来推动以上优先研究的机构框架的建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ꎮ 这次会议邀请了全球环境变化几大计划的共同发起机构和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ꎬ 以及计划内外主要的资助机构和重要人物ꎮ
会议之前还组织了公众开放论坛ꎮ

(３) 实现由现有计划框架向一个更满足需求的框架的过渡 (２０１１
年)ꎮ 在科学展望意见征询过程中 ＩＣＳＵ 没有任何预设立场ꎬ 其最终目

的是推动整个可持续性科学界共同聚焦到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上ꎮ
２) 定义

社会－环境耦合系统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ｏｃｉ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一个由

社会和生物物理子系统紧密结合的系统ꎬ 系统的状态和对外力的响应

都取决于两个子系统的协同ꎮ
地球系统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由物理、 化学、 生物和社会组分、 过程

和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ꎬ 它们共同决定地球的状态和动态变化ꎬ 包

括生物界和人类ꎮ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人类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ꎬ

包括提供物质 (如食物和水)、 调节服务 (如洪水和疾病控制)、 文化

服务 (如精神和旅游)ꎬ 以及支撑服务 (如维持地球生命的氮循环)ꎮ
食品安全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拥有用于满足其积

极健康生活所必需的充足、 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时ꎬ 食品系统达到的

状态ꎮ
全球变化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由自然因素或者人类活动导致 (或者

强烈影响) 的生物物理环境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 机构和人类福

祉的变化ꎮ 这些变化要么产生在全球尺度ꎬ 要么产生在局地尺度ꎬ 之

后扩展为全球现象ꎮ
全球环境变化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由自然因素或人类

活动导致 (或者强烈影响) 的生物物理环境变化ꎮ 这些变化要么产生

在全球尺度 (如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ꎬ 要么产生在局地尺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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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扩展为全球现象 (如土壤退化)ꎮ
人类福祉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取决于具体情形的一种状态ꎬ 包

括满足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 自由和选择、 健康和身体福祉、 平

等和互信的社会关系、 安全ꎬ 以及平和的心态和精神体验ꎮ
交叉学科研究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多个互不关联的研究学科以一

种跨学科界限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开展研究ꎬ 以创造新知识和新理论来

实现共同的研究目标ꎮ
缓冲性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生态系统能够在一定阈值内面对扰动自我调

节以保持结构和功能的能力ꎮ 缓冲性取决于生态动力学以及理解、 管

理和响应这些动力学的组织和制度的能力ꎮ
可持续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满足当代和当地人的需求ꎬ 不以牺

牲未来几代人和其他地区人们需求为代价的一种状态ꎮ
系统方法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将各个单独组分看作一个整体系统

中的部分的研究方法ꎬ 它假设一个系统的各个组分被放在相互关联的

体系中比孤立地研究更容易加深理解ꎮ
跨学科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将互不关联的研究学科的学者以及决

策者和公众集成在研究过程中ꎬ 以创造新知识和新理论来实现共同的

研究目标ꎮ
脆弱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对风险和压力的暴露性ꎬ 以及克服这些

外来影响的难度ꎮ

Ｉ２　 未来地球: 全球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文件①

１ 一个紧迫的挑战

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风险ꎮ 地球系统的社会和环境组分

① 林征、 丹利、 张仁健译ꎻ 贾根锁、 李明星、 陈亮、 王宝校ꎮ 本文件由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发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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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正在发生更为迅速和复杂的相互作用ꎬ 表现为重大气候变化、 生

物多样性减少、 污染负荷和其他关键因素的显著变化ꎮ
有证据表明ꎬ 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

代———人类世ꎬ 即人类对地球系统影响的规模构成行星尺度上变化的

主要驱动力ꎮ 人类对我们生存的行星的影响可能大到不可逆转的程度ꎬ
可能发生的地球系统的突变会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产生严重的影响

(Ｃｒｕｔｚｅｎꎬ ２００２ꎻ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９ꎻ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７)ꎮ
但是科学研究只能部分地了解这些风险ꎬ 如它们将如何影响不同

的区域ꎬ 以及人们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风险ꎮ 在这个日益互联的世界ꎬ
人、 货物还有想法都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ꎬ 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在社

区或国家尺度上解决诸如贫困或水获取问题ꎬ 而不考虑全球环境变化

对经济、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ꎮ 政府、 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地

认识到ꎬ 尽管全球环境变化为繁荣和安全带来了风险ꎬ 但它也为创新

和安全的生计提供了机遇ꎮ 应对从家庭到国际层面的全球环境变化的

决策正在被制定ꎬ 研究人员需要与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一道去完成ꎮ
要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社会ꎬ 要求人们不仅要理解地球系统功

能如何判定的过程、 进展功能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如何驱动ꎬ 而且要知

道怎样去管理和掌控自身的行为ꎬ 从而达到和保持全球可持续性ꎮ 人

们需要实现一个超越逐步增量变化的全球性转变ꎬ 并解决世界 ７０ 亿人

口中 ４０ 亿生活在贫困中的主要的公平性挑战ꎮ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许多人渴

望更长寿并增加他们的消费ꎬ 有可能再增加 ２０ 亿人口ꎬ 而在一些不可

能避免的全球环境变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ꎬ 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适

应和转变ꎮ
人类并没有得出答案来回答在这个新的人类世中如何维护繁荣和

发展ꎮ 最新地球系统的研究表明ꎬ 全球可持续性是在这个新纪元中实

现人类福祉的先决条件ꎮ 当下ꎬ 需要一种与社会协同产出以及社会和

自然科学无缝集成的新型研究ꎬ 以支持全球粮食和水安全、 减灾、 能

源公平和安全、 扶贫以及健康问题ꎬ 实现向全球可持续性人类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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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转变ꎮ 与此同时ꎬ 人们仍然面临全球风险和地球系统如何运行的

主要知识空白ꎮ 新的研究需要提上议程ꎬ 从而在加深我们的知识的同

时集成理解和寻求转型的解决方法ꎮ 这个新的集成研究需要新的人

类—环境相互作用概念化方式和全球观测系统的更多支持———以监测

和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生物物理学过程和社会变化ꎬ 以及地球系统动

力学、 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和世界发展的研究ꎮ
一个新的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的全球努力是必要的ꎬ 这将

加深对人类面临的全球风险的理解ꎬ 并有助于探索与用户研究、 转型

变化、 创新、 经济发展以及提高人类安全伙伴关系的新机遇ꎮ 国际研

究社团都有责任应对这一挑战ꎮ “未来地球计划” 倡议ꎬ 注重对全球

可持续性的研究ꎬ 力求通过新的研究者、 科学组织和将会加入协同设

计集成研究议程的研究用户联盟来应对这一挑战ꎬ 以培育新的研究项

目ꎬ 协调研究资助ꎬ 并为全球社团提供知识解决方案ꎮ

２ 未来地球计划的背景

通过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联

合国机构共同资助的独立研究人员、 国家科学日程、 国际全球变化研

究计划所产生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ꎮ 这些计划

为全球环境是如何变化和为什么变化、 应对这些变化的成功和失败的

经验以及为什么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关键转变是迫切需求等问题提供

了大量的证据ꎮ
ＩＣＳＵ 及其合作伙伴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的最新评估结果ꎬ 认

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主要科学成就ꎬ 也认为应对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

统研究未来挑战需要一项新的重大的和综合性的倡议ꎬ 与 ＩＳＳＣ 和

ＩＣＳＵ 一起来承担这个地球系统愿景规划ꎮ 经过广泛的协商过程ꎬ 已确

定了这一倡议的 ５ 个优先事项:
(１) 预测: 提高对未来环境状况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后果的预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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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ꎮ
(２) 观测: 开发、 加强和整合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所需的观

测系统ꎮ
(３) 规划: 确定如何预见、 避免和管理破坏性的全球环境变化ꎮ
(４) 应对: 确定什么样的体制、 经济和行为变化是迈向全球可持

续性的有效步骤ꎮ
(５) 创新: 鼓励技术、 政策和社会响应的创新以及完善的评估机

制ꎬ 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ꎮ
与此同时ꎬ 全世界的主要研究资助机构联盟———贝尔蒙特论

坛———确定了国际科学界开发和传递知识来支持国家和国际政府行动

以减缓和适应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的挑战ꎮ 贝尔蒙特论坛为避免和适

应不利的环境变化行动提供研究所需的知识ꎬ 包括极端危险事件ꎮ 贝

尔蒙特论坛确定的几项关键活动包括: ①通过区域和年代际尺度分析

和预测风险、 影响以及脆弱性评估ꎻ ②通过先进的观测系统分析环境

状况信息ꎻ ③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互ꎻ ④增强供应商对用户的环境信

息服务能力ꎻ ⑤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ꎬ 最初聚焦海岸脆弱性、 淡水安

全、 生态系统服务、 碳排放预算和最敏感的社会ꎮ 他们确定了参与的

利益相关者为高优先级ꎮ
研究界和资助者之间想法的融合为新的倡议提供了发展的机会ꎬ

这个新的全球综合倡议需要探求目前人类面临的全球可持续性挑战ꎮ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愿景规划和贝尔蒙特论坛进程都认识到综合研究、 跨学科

(自然和社会科学) 以及科学、 政策和实践的联系的新的重大投资是

必需的ꎮ 他们也认识到能力发展的巨大需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以及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和对社会交流的新见解ꎮ 两年愿景规划和贝尔

蒙特论坛进程产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和研究工作扩展路线图ꎬ 通过紧迫

性动机回答对于人类和那些决定的人类世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ꎮ 该路

线图要求在协调和领导力方面的转变ꎬ 为响应社会需求研究提供全球

协调能力ꎬ 以及提高弥补政策和实践研究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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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达成协同设计一个新的 １０ 年计划的倡议ꎬ 认识到有必要对

学科和知识体系作出更深层次的整合 (自然、 社会、 经济、 卫生、
工程、 人文)ꎬ 以及对为科学提供成果的能力作出重大改进ꎬ 以应对

社会需求ꎮ

专栏 １　 “未来地球计划” 联盟

未来地球计划汇聚了一个在环境、 科学和可持续性的国际研

究合作中具有长远利益和专门知识的合作者联盟ꎮ 国际科学理事

会 ( ＩＣＳＵ) 包括纪律联盟和国家成员ꎬ 通过一些计划来关注全球

环境变化ꎬ 如ꎬ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国际地圈—生物圈

计划 ( ＩＧＢＰ)、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 ＩＨＤＰ) 和国际生物

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ꎬ 并致力于关注气候、 海洋和陆地观

测系统、 减少灾害风险、 生态系统和海洋ꎮ 全球环境计划还共同

创建了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ꎬ 以及一系列联合和具体项目ꎮ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和代表社会、 经济以及行为科

学的主要国际机构的参与也代表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联盟ꎬ 所包

括学科和专业ꎬ 如法学、 经济学、 人口学、 社会学、 地理学、 心

理学、 政治学和人类学ꎮ
该联盟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

文化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和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的参与而得到进一

步加强ꎬ 这些组织带来了气候、 生态系统、 有害废物、 政府、 局

部知识、 水资源、 生态和海洋的研究和监测计划ꎮ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ꎬ 凭借其在气候、 地球观测和天气方面的资源和专业知

识ꎬ 拥有联盟的观察员身份ꎮ
该联盟包括的贝尔蒙特论坛、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

(ＩＧＦＡ) 基金理事会ꎬ 对增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资助的合作与协

调是非常重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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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联盟必将成为国际研究社团、 资助者、 运行服务提供商以

及全球环境变化科学的一个突破性战略合作伙伴ꎮ 它为建立和支

持一个协调和前沿的研究议程、 通过科学家、 资助者以及用户对

环境知识进行协同设计ꎬ 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遇ꎮ 其目标旨在建

立一个应对共同优先领域的联合战略ꎬ 即创建和使用社会所需的

适应和减缓全球环境变化危害的知识ꎮ 该联盟将以近几十年形成

的能力作为支撑点ꎬ 实现真正地不能由一个单一国家完成的跨学

科目标ꎮ

该联盟由研究人员、 全球变化研究的资助者和服务提供商组成ꎬ
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贝尔蒙

特论坛、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 (ＵＮＥＰ)、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ꎮ 联盟在 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过渡小组负

责新倡议的规划工作ꎬ 并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举行的 “压力下的行星” 会

议上被提出ꎬ 由科学、 技术和创新论坛联合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里约＋
２０” 峰会上共同发起ꎬ 并在 ２０１３ 年正式开始运行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 过

渡小组和联盟将 “未来地球—可持续性研究” 作为新倡议的名称ꎬ 简

写名称为 “未来地球”ꎮ

３ 未来地球的目标和宗旨

当今世界ꎬ 迫切需要开展科学研究来为全球可持续性的快速转变

提供证据ꎬ 这也有助于为成功的转变提供机会ꎮ 未来地球计划的总体

战略目标是开发有效应对风险和全球环境变化机遇的知识ꎬ 并支持面

向全球可持续性的转型ꎮ 其目的是为全球和区域尺度提供社会需要的

有效地解决全球变化的知识ꎬ 同时满足经济和社会目标ꎮ
这意味着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通过地球系统研究方面的一个主要的

全球国际科学合作 １０ 年倡议来实现这一总体目标ꎬ 具体的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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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一道协调和聚焦国际研究ꎬ 解决由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愿景

规划和贝尔蒙特论坛进程提出的大挑战ꎬ 以有效利用人力和财力资源ꎻ
建立并延续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ꎬ 解决关键的全球环境变化问题ꎬ

这需要地球系统研究广泛的国际合作ꎻ
培养来自不同领域的新一代研究人员ꎬ 包括社会、 经济、 自然、

卫生、 人文和工程科学领域ꎬ 并增进其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ꎬ 以确保

将来的使用和研究工作的成功ꎻ
策略性地协调各种利益相关者ꎬ 以寻求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ꎻ
不仅在科学努力上ꎬ 而且要在科学—政策—实践的对接上ꎬ 以及

在支持发展和人类的潜力、 服务提供、 通信和能力发展研究上ꎬ 促进

重大转变ꎻ
为科学的倡议和全球可持续性的支持研究提供一个加强的全球平

台和区域节点ꎬ 增强综合、 评估和观测的协同合作能力ꎮ

４ 制度的设计基础

未来地球计划战略ꎬ 依据国际科学理事会 (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

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的愿景规划和贝尔蒙特论坛挑战提出ꎬ 假设该倡议

是通过所有科学家和利益相关者建议一个总体结构ꎬ 并遵循一个全面

的概念研究框架和一系列激发科学积极性和社会参与的研究问题ꎬ 从

而最终产生ꎬ 那么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是: 通过统一的顶层体制框架ꎬ
制订一个加强的全球协调方案ꎬ 为世界各地研究人员之间的多层面倡

议和自组织科学努力提供最大支持ꎮ 未来地球将包括地球系统研究领

域内的学科、 学科间和跨学科的研究ꎮ 这将建立一个联合战略: ①支

持现有和新学科的研究ꎻ ②启动和支持大型的综合全球变化研究ꎮ
为地球系统研究之下 ＩＣＳＵ 及其合作伙伴的国际协调提供一个新的

架构ꎮ 例如ꎬ 包括当前所有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ꎬ ＩＧＢ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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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ＨＤＰꎬ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ＳＳＰ)①ꎬ 并将为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

划 (ＩＲＤＲ) 和生态系统变化与社会计划 (ＰＥＣＳ) 等开放ꎮ 这很可能

是几个现有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综合ꎮ
以现有的由国际科学理事会 ( ＩＣＳＵ) 发起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研

究项目为基础ꎬ 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战略研究合作和用户参与研究的

全球平台ꎬ 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ꎬ 从而支持来自研究团体和

机构的倡议ꎮ 未来地球计划将与其他共同发起方和合作伙伴建立密切

的伙伴关系 (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ＰｒｏＶｉａ 倡议②)ꎬ 以确保互补性和

协同效应ꎮ
在研究计划发展初期要给予从事研究的用户特别的关注ꎮ 例如ꎬ

包括利益相关者咨询委员会ꎬ 并寻求增强研究界的理解和与企业、 政

府、 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之间的实践ꎬ 以确定研究的优先领域ꎬ 并寻

求全球环境挑战的解决方案ꎮ
通过战略性地为可持续性提供指导ꎬ 不仅需要融入新加入组织的

愿景和使命ꎬ 而且还需要体现在规划、 运行、 项目开发、 资金、 会议、
研究以及其他活动等阶段ꎮ 通过可持续性嵌入各个阶段的最佳实践ꎬ
未来地球计划才可以更为可信地帮助开发新的模式、 标准和政策ꎮ

资助需要一个转型性的增长ꎬ 既有灵活的机构性资助又有竞争性

的研究资助ꎬ 为采取战略性的全球研究倡议提供帮助ꎮ

５ 过渡小组活动

过渡小组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界、 主要

研究组织和资助者以及私营部门ꎬ 还包括曾在学术界、 政府、 国际机

①

②

四大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和 ＷＣＲＰ)ꎬ 由国际科学理事会提供或共同

提供资助ꎬ 负责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规划和运行协调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他们创立了地球科学系统联盟

(ＥＳＳＰ)ꎬ 制定了共同的活动ꎮ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影响和适应的研究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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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非政府组织供职和具有多种学科背景的人员ꎮ 许多成员都与现有

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密切联系ꎬ 但小组的每位成员都被要求作为一个

独立专家ꎬ 而不是代表任何特定的计划或项目ꎮ 该小组的观察员包括

来自现有的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代表ꎮ 过渡

小组成员组成 ３ 个工作组: ①研究战略ꎻ ②制度设计ꎻ ③教育 /沟通 /
与利益相关者互动ꎮ 该小组的工作人员由国际科学理事会－贝尔蒙特论

坛秘书处共同组成ꎬ 并且由一个执行小组负责整个进程ꎬ 包括过渡小

组的联合主席、 联盟的成员以及每个工作组的一名或两名代表ꎮ 执行

小组会议包括每月的电话会议和已安排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和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和 １１ 月的会议ꎮ

专栏 ２　 过渡团队的职责

借助 ＩＣＳＵ 愿景规划进程成果、 贝尔蒙特论坛白皮书和联盟其

他主要合作伙伴的战略ꎬ 为倡议制定一个研究战略ꎬ 列出关键研

究挑战、 所需的主题优先事项和能力、 预期成果、 影响、 成功的

措施ꎬ 以及如何评估进展ꎮ
确定伙伴关系的差距ꎬ 然后拓展潜在的合作伙伴ꎬ 以鼓励他

们加入这一倡议ꎬ 并确保来自于政府、 企业和民间社团的高级别

承诺ꎮ
寻找利用现有能力和投资的方法ꎬ 包括更大更有效的集成全

球环境变化计划ꎮ
确定侧重于开放、 灵活的资助机制和交付模式ꎬ 包括使科学

界更快地向前推进的流程和机制ꎬ 并提供更有效的研究、 网络设

计和开发ꎬ 包括网络可能的区域 “节点”ꎬ 并检查知识管理系统的

选项ꎬ 这将使成本效益的互动和信息交流跨越网络ꎬ 并超越广泛

的研究用户和供应商的利益相关者群体ꎮ
为方便该倡议起初三年的研究和实施计划的设计ꎬ 用一小部

分优先领域 / 方向列出初期阶段优先领域和具体行动计划包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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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和交流策略ꎮ
为倡议治理提出建议ꎮ

过渡小组通过参考条款 (专栏 ２) 中的准则概述来指导工作ꎬ 小

组和联盟合作伙伴经过讨论已被细化ꎮ 这些条款包括:
(１) 重点关注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的研究ꎻ
(２) 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作为目标ꎻ
(３) 延续有成效的和受推崇的现有国际合作的全球变化项目ꎬ 包

括新倡议在内的项目ꎬ 以获得新的财政资源、 制度支持及政策联系来

实现这一目标ꎻ
(４) 研究如何能够提供全球环境风险的早期预警ꎬ 确定应对策

略ꎬ 并能够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的新机遇ꎻ
(５) 研究旨在在从经济学到行为变化及治理的各个层面提出解决

方案和过渡途径ꎻ
(６) 建立研究、 组织、 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合作关系ꎬ 提供对决策

者有用的、 响应优先发展领域的以及公众容易接受的知识ꎻ
(７) 由代表联盟的合作伙伴协同设计研究ꎬ 汇集自然、 社会、 人

文以及应用 /专业 /工程科学的综合磋商和投入ꎻ
(８) 这是一个开放灵活的流程ꎬ 使合作伙伴尽可能地广泛参与ꎬ

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协调平台和国际层面的资助ꎬ 从而排除了独立

合作伙伴的决策自主权和管理的利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ꎻ
(９) 注重加强区域节点、 地理与性别平衡、 能力建设与合作ꎮ
集成平台的概念框架如下:
过渡小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集成平台开发概念框架ꎬ 使主要研

究传统与重大政策和人类发展关切接轨ꎬ 并且可用来确定未来地球计

划的优先研究问题ꎮ
过渡小组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ꎬ 部

分源于 ＩＣＳＵ 愿景规划和贝尔蒙特挑战ꎬ 也有部分源于 ＩＣＳＵ 和其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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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合作伙伴的重点项目ꎬ 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人类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关

切ꎮ 在该框架下ꎬ 开发出了 ３ 个嵌套模型 (附图 Ｉ￣２)ꎬ 这 ３ 个模型都

以全球环境变化和社会、 政治、 经济转型需求为中心ꎬ 并实现一个可

持续的未来ꎮ

附图 Ｉ￣２　 嵌套的概念框架

第一个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关于全球环境变化、 驱动力、 作用

力及其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概念模型 (附图 Ｉ￣３)ꎮ 第二个模型提供了一

个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团体的核心知识关切的概图 (附图 Ｉ￣４)ꎮ 第

三个模型包含最重要的人类发展关切ꎬ 这些问题是人与社会所关心的

问题ꎬ 易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ꎬ 其响应研究可能为问题决策提供资

料 (附图 Ｉ￣５)ꎮ

附图 Ｉ￣３　 ＧＥＣ 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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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Ｉ￣４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附图 Ｉ￣５　 与全球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人类关切及其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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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全球环境变化过程的简单概念模型始于一系列驱动力ꎬ 包括自

然强迫的因素ꎬ 如太阳、 火山爆发ꎬ 和社会经济强迫的因素ꎬ 如经济、
人口、 技术、 文化和政治的变化ꎮ 这些潜在力量体现在更直接的活动

上ꎬ 如改变土地利用、 资源管理、 能源利用ꎬ 这些变化驱动地球系统

的环境变化ꎮ 全球环境关注的问题包括相互关联的气候、 水、 生物多

样性、 空气质量、 海洋、 土壤质量的变化ꎮ 反过来ꎬ 这些变化通过接

近人类的需求ꎬ 如食物、 水和能源以及生活、 卫生、 价值观、 财富、
安全、 社会赋权的综合条件等影响人类ꎮ 在人类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对

人类福祉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时ꎬ 他们就会作出改变地球和人类－环境

系统驱动力的决定ꎮ
过渡小组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知识架构 (附图 Ｉ￣４) 旨在围绕许

多现有计划的主要活动ꎬ 并包括一系列广泛而综合的社会科学和工程

学研究主题ꎮ 问号表示在向未来地球计划研究议程过渡的阶段中ꎬ 人

们不希望这是一张最后结果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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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３　 ＩＳＳＣ 发起“转向可持续发展”计划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发起了一项新

① 王宝译ꎻ 王立伟校ꎮ 本文件由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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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研究资助计划: “转向可持续发展”ꎮ 该计划将促进社会变革对

基础和创新过程研究的需求ꎬ 以确保有效、 公平和持久地解决一些全

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最迫切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丧失、 水和粮食安全、 能源消费以及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ꎮ 同时该计

划旨在为未来地球计划作出重大贡献ꎮ

１ 计划目标

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研究与深度社会变化的诉求关系越来越密切ꎮ
社会变化是一个多维度的、 涉及多方的、 以不同的速率和规模发生的、
可能是故意的或者超出预期的、 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ꎮ “转向可持续发

展” 计划所资助的研究领域为转型知识网络ꎬ 支持关于社会转型的研

究ꎬ 涉及在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发生的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重要

问题ꎮ
“转向可持续发展” 计划的目标在于促进面对全球变化和可持续

性时对变革性社会变化的科学认识ꎬ 具体包括: ①提高社会科学的贡

献度ꎬ 帮助制定关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的更加有效、 持久和公

平合理的解决方案ꎻ ②提高政策制定者、 从业者、 私营部门、 公民和

活动家使用这些知识的利用率ꎮ
除了达到这些目标外ꎬ 该计划还需要达到: ①发起更广泛的社会

科学家群体参与全球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导向型研究ꎬ 并为此充分利

用社会变化与转型的社会科学知识ꎻ ②帮助这些科学家充分融入重要

的国际行动中ꎬ 如 “未来地球”ꎬ 将社会转型知识融入其他 “未来地

球” 和贝尔蒙特论坛支持项目ꎻ ③开发和测试新的方法ꎬ 用于可持续

性研究解决方案导向型知识的合作设计和合作研究ꎻ ④为构建创新性

的知识扩散多重利益相关者网络和转型变革过程中长期合作的相互学

习提供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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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划的范围与安排

该项目将支持来自社会学、 行为学以及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在发展

中的国际转型知识网络中发挥带头作用ꎬ 主要包括: ①专注于具体应

用背景下的社会转型需要和机遇ꎻ ②联合不同学科和科学领域ꎬ 以及

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ꎻ ③建立国际研究合作能力ꎬ 并支持社会学

家职业生涯早期规划ꎮ
该计划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为种子基金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启

动ꎬ 共资助约 ３０ 个 ３ 万欧元的项目ꎻ 第二批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启动ꎬ 接

受关于转型知识网络的完整申请ꎬ 以每年 ３０ 万欧元 (共 ３ 年) 的额度

资助 ３ 个项目ꎮ

３ 种子基金资助内容

种子基金用于社会科学家构建必需的合作关系ꎬ 与其他学科和领

域以及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构建合作网络ꎬ 找到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并

与其建立联系ꎬ 将他们作为知识伙伴协同设计提案以发展变革性知识

网络ꎮ
当前种子基金已开始接受申请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截止ꎮ 支持

的活动和费用包括: ①经济舱旅行与住宿ꎬ 用于与提案工作有关的交

流访问ꎻ ②研习会ꎻ ③不超过总预算 １５％的管理费用ꎮ
另外种子基金获得者还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参与一个在德国波茨坦举

办的转型知识研习会ꎬ 目的是为了调查和讨论关于社会转型的社会科

学思想ꎬ 鼓励思想交流和基金获得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ꎬ 帮助激发相

关知识ꎬ 为正式的转型知识网络提案作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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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４　 迈向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研究的十年倡议①

世界的未来由自然和人类环境变化相结合的、 紧密联系的驱动力

所决定ꎬ 包括极端自然灾害、 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安全水平降低、 技术

创新的驱动ꎬ 以及消除贫困的需要ꎮ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增强繁荣

的同时ꎬ 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持续提供水、 粮食和能源ꎬ 并在一个资源

有限且环境面临挑战的世界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ꎮ
近几十年来ꎬ 围绕人类如何改变世界环境ꎬ 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

响人类与社会福祉ꎬ 全世界研究界已经发展了有价值的理解和预测ꎮ
对 ２１ 世纪而言ꎬ 基于结合自然与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ꎬ 社会迫切需要

针对这些挑战的创新的解决方案ꎮ 依靠和集成世界所有地区认识过去

和现在的许多方法见解的针对性知识和预测ꎬ 对告知社会其公民和经

济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是必不可少的ꎮ 这种集成知识将使决策者能够

发展基于科学的战略ꎬ 以管理风险、 保护生命和财产、 评估不同社会－
经济管理措施之间的权衡 (权衡不同社会－经济管理措施之间的利

弊)ꎬ 使向可持续的经济和文化转型成为可能ꎮ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的规模和紧迫性ꎬ 需要前所未有地动用围绕全

球可持续性的跨学科研究的共同的、 连贯战略的国际资源ꎬ 需要协调

和合作的逐步变化:
聚焦自然、 社会、 健康科学、 人文、 经济和工程研究团体的共同

努力ꎻ
在全球平台上运作ꎻ
与使用者、 创新和变化的关键驱动力ꎬ 包括政策和商业团体ꎬ 努

力共同确定优先领域、 协同设计研究战略、 共同发展新知ꎮ

① 贝尔蒙特论坛 、 国际科学理事会 ( ＩＣＳＵ) 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 ＩＳＳＣ) 意向的联合声明ꎬ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发布ꎬ 由曾静静译ꎬ 曲建升、 郑子彦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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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ꎬ 国际研究界、 资助者和运营服务提供者团体独立明确了这

种逐步变化的必要性ꎬ 并开始组织响应它的活动ꎮ
认识到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和贝尔蒙特论坛愿景之间相似之处ꎬ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和贝尔蒙特论坛同意联合建立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和研究伙伴

的新 “联盟”ꎬ 以动用必要的知识、 财政资源和基础设施ꎬ 实现这一

变化ꎮ
联盟是一个有关全球环境变化科学的国际研究界、 资助者、 运营

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里程碑式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

共同愿景ꎬ 并就创造和使用社会适应与减缓危险的全球环境变化所需

知识的共同的优先领域一起工作ꎮ 联盟旨在通过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

统研究的十年倡议来应对这些挑战ꎮ 该计划将在未来 １８ 个月由联盟

“过渡小组” 设计ꎬ 并在 ２０１２ 年 “压力下的行星” 会议和 “里约＋
２０” 峰会上启动ꎮ

Ｉ５　 过渡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①

新任命的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过渡小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 ２３
日在法国召开了第一次会议ꎮ 此次会议的目标是为地球系统可持续性

倡议设计一个为期 １８ 个月的过渡阶段ꎬ 该倡议由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贝尔蒙特论坛②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发起的联盟

共同创立ꎮ

①

②

曾静静译ꎬ 曲建升、 郑子彦校ꎮ 此为临时性工作使用名ꎮ 本文件由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发布ꎮ

贝尔蒙特论坛是全球环境 变 化 研 究 国 际 主 要 资 助 机 构 的 高 等 级 组 织ꎬ 相 关 信 息 参 阅:
ｗｗｗ ｂｅｌｍｏｎｔ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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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联盟和倡议

根据 “联盟” 提出的 “协同设计”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全球战略举

措的全新概念ꎬ 该 “联盟” 被设定为一个有关国际研究界、 资助者、
运营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里程碑式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联盟目前已发

展到包括对科学与可持续性有极大兴趣的联合国机构ꎬ 如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 (ＵＮＥＰ) 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ꎬ 以及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 都出席了会议ꎮ 作为行业领袖的研究和运营服务

提供者ꎬ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也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ꎮ
过渡小组由 Ｄｉａｎａ Ｌｉｖｅｒｍａｎ 和 Ｊｏｈａｎ Ｒｏｃｋｓｔｒöｍ 共同担任主席ꎬ 将

代表联盟开展工作ꎬ 以领导这个十年倡议的设计阶段和早期实施的工

作ꎬ 并对其长期的管理结构提出建议ꎮ 过渡小组由具有广泛的区域视

野的国际知名科学家、 商业部门代表、 科学－政策界面组织代表ꎬ 以及

联盟的所有合作伙伴的成员组成①ꎮ
贝尔蒙特论坛挑战与 ＩＣＳＵ￣ ＩＳＳＣ 地球系统愿景过程之间的融合ꎬ

有助于确定地球系统研究的需求和优先领域ꎬ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

旨在:
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传递社会有效应对全球变化并同时实现经济和

社会目标所需的知识ꎻ
协调和聚焦国际科学研究ꎬ 以解决来自 ＩＣＳＵ 愿景和贝尔蒙特论坛

的大挑战ꎻ
吸收社会、 经济、 自然、 健康和工程学的新一代研究人员参与全

球可持续性研究ꎮ
完成这些宏伟目标和紧张而有效的设计阶段工作对地球系统可持

续性倡议至关重要ꎮ 过渡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讨论了将从设计阶段的

① 过渡小组的所有成员信息可参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ｗｈａｔ￣ ｗｅ￣ ｄｏ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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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计划解决的任务ꎬ 以便使成员意见一致ꎬ 并提出向前推进的下

一步计划ꎮ

２ 过渡小组的优先任务

制定研究战略: 研究工作将是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的核心ꎮ 通

过提出全球环境变化与社会之间的明确联系ꎬ 过渡小组将确定一组令

人关注的研究问题ꎬ 进而解决主要社会挑战并吸引不同使用者参与地

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ꎮ 整体研究战略将通过整合贝尔蒙特论坛与地球

系统愿景的大挑战来进行设计ꎻ 将全球环境变化与基本的人类问题

(如与食物、 水安全、 健康等相关的问题) 更明确地联系起来ꎻ 更有

效地整合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议程的因素ꎻ 强调地球系统方法ꎮ
识别合作伙伴关系缺口: 尽管资助者、 使用者和研究者都是协同

设计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的合作伙伴ꎬ 但这一群体需要进一步促进

世界银行、 民间社团、 发展机构、 私人基金会和媒体的参与ꎮ 这种参

与应该发生在不同的层面ꎬ 即作为过渡小组成员、 更广泛的磋商ꎬ 以

及作为广泛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ꎮ
寻求基于现有能力的方法: 这一新的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将借

鉴和基于现有的结构、 资助和横跨全球环境变化宽广景观的方法ꎮ 现

有全球环境变化计划关键成员的参与将是至关重要的ꎬ 并将通过许多

活动ꎬ 与计划、 项目和合作伙伴领导人进行密切对话ꎬ 以确保与地球

系统可持续性倡议的最佳协同ꎬ 并有序过渡到新的框架ꎮ
识别资助 /传递模式: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需要支持跨国家和跨

学科工作机制的高效组合ꎬ 这将是前所未有的ꎬ 而且是创新的方法ꎮ
依靠现有的机遇ꎬ 并构建大规模、 多样化的方法将是务实工作的开始ꎮ

３ 过渡工作的设计: 下一步计划

为了推进设计阶段的工作ꎬ 过渡小组设立了三个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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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数据和知识系统团队ꎻ
制度设计团队ꎻ
交流、 教育及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团队ꎮ
会议期间ꎬ 与会者分别加入各工作团队ꎬ 并开始明确各自的工作

计划ꎮ 工作团队的人员组成ꎬ 以及外部专家和共同主席都将很快确定ꎮ
工作团队将迅速启动运行工作ꎬ 并向由过渡小组的一小部分成员组成

的执行团队①提交报告ꎮ 执行团队每月将通过电话会议碰面ꎬ 以监督各

工作团队的整体进展ꎬ 且还将通过与更大规模的团队进行报告的回复ꎬ
和进一步反馈的接收等互动工作ꎬ 确保设计阶段的成果产出ꎮ

预计整个过渡小组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 １０ 日在旧金山举行第二

次会议ꎮ 之后ꎬ “压力下的行星” 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将提供一个展

示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研究战略草案的平台ꎬ 预计一个与贝尔蒙特

挑战优先领域合作的新国际资助组织也将由贝尔蒙特论坛启动ꎮ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２０”

峰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上呈现给世界各地的广大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ꎮ
与会者同意在会上提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新契约的概念②ꎮ 作为 “里
约＋２０” 峰会进程中科学与技术主要团体的两个协调员之一ꎬ ＩＣＳＵ 和

其他感兴趣的联盟合作伙伴将在契约的范围内ꎬ 共同探索如何实现政

府资助的进一步承诺ꎬ 以及全球可持续性研究的延续ꎮ 为了加强科学

与社会之间的合作ꎬ 将需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一方面ꎬ 关注建设绿

色经济ꎬ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ꎻ 另一方

面则是研究团体的参与ꎬ 他们拥有建立这一伙伴关系所需的知识ꎮ

①

②

执行团队的所有成员信息可参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ꎮ

如需历史文献参考ꎬ 可参阅 Ｊａｎｅ 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 有关社会与科学契约的建议: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７９ (５３５０): ４９１￣４９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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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６　 过渡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 未来地球计划①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②过渡小组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 １０ 日在旧

金山举行第二次会议ꎬ 以推进倡议设计ꎬ 预计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底、 为期

１８ 个月的过渡阶段结束之后完成ꎮ 由合作伙伴的广泛联盟建立的地球

系统可持续性倡议将动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努力协调和聚焦研究ꎬ 以发

展有效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风险与机遇的知识ꎮ 由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和贝尔蒙特论坛资助机构创建

的联 盟 现 在 已 经 扩 大 到 包 括 联 合 国 教 育、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ＵＮＥＳＣ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和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ꎻ 世

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为观察员ꎮ
会议通过特邀专家④参与设计ꎬ 主要讨论了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

议⑤的总体框架、 研究战略、 制度设计和交流战略ꎬ 并且还涉及数据与

教育ꎮ 制度设计讨论由过渡小组部分成员和更广泛的全球环境变化研

究人员⑥参加的为期一天的头脑风暴会议所支撑ꎮ
本纪要总结了过渡小组第二次会议的主要成果ꎮ

１ 未来地球计划已经诞生

得到联盟的认可ꎬ 过渡小组同意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将被称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曾静静译ꎬ 曲建升、 陈亮校ꎮ 本文件由未来地球计划过渡小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发布ꎮ
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基于为时两年的地球系统愿景咨询、 «大挑战: 面向全球可持续性的地球

系统科学»ꎬ 以及贝尔蒙特论坛的工作而提出ꎮ
过渡小组的所有成员信息可参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ꎮ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Ｂａｌｓｔａｄ (数据)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教育)ꎮ
由过渡小组成员组成的三个工作团队负责推进研究战略、 制度设计、 教育 / 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

交流等的设计ꎬ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ꎮ
１２ 月 ８ 日ꎬ 由 Ｓａｒａ Ｆａｒｌｅｙ 和 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ｓｅ (全球知识倡议) 发起并召开了头脑风暴会议ꎬ 除了过

渡小组成员外ꎬ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ＳＳＰ) 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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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球计划———全球可持续性研究”ꎮ “未来地球计划” 取代 “地
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 的暂定名称ꎮ

２ 面向未来地球计划框架的发展

过渡小组讨论了未来地球计划的概念框架ꎬ 聚焦全球环境变化研

究、 充分利用 ＩＣＳＵ 愿景和贝尔蒙特挑战、 联系人类发展议程和决策者

关心的问题ꎬ 如粮食、 水、 能源ꎮ 未来地球计划研究将通过理解环境

变化ꎬ 强调以转型为重点ꎬ 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它的驱动力、 这些

驱动力的响应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ꎮ 在结构上ꎬ 未来地球计划将通

过跨学科方法解决ꎬ 并依托学科优势代表一个具备一系列集成的宏大

主题总体框架ꎮ
为了将这些要素呈现给广泛的团体ꎬ 以 “压力下的行星” 会议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和与 “里约＋２０” 峰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相关的科学技

术论坛②为开始ꎬ 过渡小组决定:
起草一份短期愿景声明ꎬ 提出引人注目的未来地球计划 １０ 年

计划ꎻ
分享一份框架文件ꎬ 描述会议所讨论的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的

雄心、 目标、 范围和总体概念框架ꎬ 作为过渡的工作文件ꎻ
推进具备一系列涉及框架的、 首要的、 宏大主题问题的研究战略ꎻ

推进为未来地球计划的管理确定关键要素和选项的制度设计ꎮ

①

②

关注全球可持续性挑战的解决方案的主要国际会议信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ｅｔｕｎｄｅｒｐ ｒｅ￣
ｓｓｕｒｅ２０１２ ｎｅｔꎮ

国际科学理事会和一些国际合作伙伴组成了论坛活动ꎬ 旨在为科学家、 政策制定者、 主要团体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跨学科的科学讨论和对话机会ꎮ 论坛将于 “里约＋２０” 峰会之前的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 １５
日举行ꎮ 请参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ｒｉｏ２０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ｕ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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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强化设计

过渡小组和联盟强调了加强过渡的重要性: 外部分享一个具有明

确里程碑的更加清晰的路线图ꎻ 制定一个全面的交流战略ꎮ

４ 资助机会

在这次会议上ꎬ 以贝尔蒙特论坛为代表ꎬ 将于 ２０１２ 年发布一些新

的资助研究机会ꎬ 同时表示对促进核心资助有兴趣ꎮ 这些核心资助将

基于开放、 竞争的秘书处进程ꎬ 支持未来地球计划的综合秘书处ꎮ 即

将召开的第五次贝尔蒙特论坛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将为贝尔蒙特论坛

成员开始有关此事的对话提供一个极佳的机会ꎮ

５ 加强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参与

为确保与全球环境变化格局的关键参与者的有效合作ꎬ 联盟同意

从现有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①邀请一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加入过渡小组ꎮ
这种在国际研究的协调与规划中总结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将有助于实现

一个联合的、 长远的目标ꎬ 以及未来地球计划设计ꎮ 全球环境变化计

划已经对这一进程作出建设性贡献ꎬ 如果可以确保一个精心规划的过

渡ꎬ 以承认一个新的共同身份在整个全球环境变化界发展ꎬ 国际生物

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 和国际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原则上也表示愿意加入一个新的

单一组织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第四个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ＷＣＲＰ) 将是一个独立的合作伙伴ꎬ 通过从战略上和智力上支持未来

① 四大全球环境变化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ＩＧＢＰ、 ＩＨＤＰ 和 ＷＣＲＰ)ꎬ 由国际科学理事会提供或共同

提供资助ꎬ 负责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规划和运行协调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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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计划ꎬ 并动员该计划的专家积极参与地球系统可持续性倡议ꎬ 促

进它的实施ꎮ

６ 从联盟获得大力支持和战略指导

联盟的代表在其当然权力中也属于过渡小组ꎬ 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第一

次举行了正式会议ꎮ 他们大力鼓励过渡小组利用其势头发展一个创新、
灵活的框架ꎬ 从而利用联盟伙伴及其相关团体的能力和条件ꎮ 在若干

优先领域中ꎬ 联盟强调加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需要ꎻ 加强全球南方国

家 (发展中国家) 的参与ꎻ 在未来地球计划内部利用新兴的信息技术

潜力开发用户界面平台ꎮ 联盟将在整个过渡阶段继续为过渡小组提供

战略指导和建议ꎮ

７ 下一步计划

过渡小组和联盟同意推进这一进程的下一步计划ꎬ 包括:
邀请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的一名代表作为观察员 /专家加入过渡

小组ꎻ
在即将召开的贝尔蒙特论坛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上ꎬ 与贝

尔蒙特论坛成员就支持未来地球计划新的综合秘书处进程开展对话ꎻ
代表过渡小组向全球环境变化格局的所有项目发送信息ꎬ 以强调

新倡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所带来的新机遇ꎻ
发布建立未来地球计划的路线图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ꎻ
在 “压力下的行星” 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上提出未来地球计划的

概念框架与愿景声明草案ꎬ 以吸引更广泛团体的参与ꎻ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２０” 峰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上提

出未来地球计划ꎬ 作为有关可持续发展重大挑战的国际科学合作与协

调研究机制建议的一部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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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举行联盟合作伙伴的电话会议直到过渡阶段结束 (这些会议

将与执行小组①会议一起组织)ꎮ
过渡小组第三次会议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伦敦举行ꎮ 有关未

来地球计划过渡的最新消息ꎬ 请参阅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 ꎮ

① 执行团队是过渡小组会议的组成部分ꎬ 代表过渡小组定期监督设计ꎬ 请参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ｓｕ ｏｒｇ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