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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力指數 
是什麼？ 
世界各地的專家一直追蹤數以千計的動物物種，利用不同方法量度種群數量的
轉變，如統計草原上牛羚的數量、利用攝影器材監測虎貓（一種野生貓科動物）
在亞馬遜雨林的活動等。科學家將收集到的數據加以分析，整合為地球生命力
指數。 

地球生命力指數以1970年為基準，僅使用由1970年起任何時候至少被監測過
兩次的物種數據。 即便如此，地球生命力指數仍能夠追蹤5,230 個物種中近 
32,000 個種群的變化，其中包括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及魚類。這些數據
所呈現的模式，有助科學家更了解廣泛生態系統的健康。

《地球生命力報告》
是什麼？ 

《地球生命力報告》由世界自然基金會每兩年編制一次，並聯同一眾專家和團體
合作撰寫。 這份「地球驗身報告」為我們解釋大自然現時的狀況、現正面對的威脅，
以及對人類的影響。報告運用多項指數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結論和建議，而地球
生命力指數是其中至為重要的指標。 科學家研究這些 

變化的成因及影響

隔年公佈結果，

及政府提供指引
為保育、商界

公民科學

野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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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球

全球野生 生物種群

由科學 家監察 
野生生物 種群數量 
及活動模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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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的的活動模式
動物可能需要長途遷徙，穿越草原、海洋或河流，才能在
季節轉變中生存，並完成其生命週期。當受人類活動阻
礙，該種群可能會受到威脅，而依賴此活動模式的生態
系統也會受到破壞。其他物種需要大片區域來覓食或
捕捉足夠的食物，如道路或鐵路穿過該景觀，即使棲息
地總量沒有顯著減少，種群也可能難以生存。這現象稱為

「破碎化」，例如老虎需要廣闊的狩獵場地，但牠們生活
和狩獵的森林往往因道路而變得支離破碎，為牠們的
生存帶來問題 。

指生態系統中的各種生物。萬物相互依存，關係千絲萬縷，當
一個生態系統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時，通常更能適應變化或
問題，就算失去或損壞其中一環，每種生物都較有可能找到另
一種方式應對 1 。

自然過程
重要的自然過程例子包括水循環和土壤生產。

淡水系統可能會因水壩阻塞河流、家庭和農場過度用水，
以及樹木流失（樹木通常能減慢雨水到達地面的速度）
而中斷。

健康土壤是由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所製造，其中包括
微小的細菌、昆蟲、真菌和蚯蚓。僅僅一小撮土壤就可以
包含比地球人口更多的生物。當正常運作時，這些自然
過程會分解樹葉等已死的物質，並確保土壤富含營養和
氧氣。然而，在農田使用農藥會破壞土壤生態系統，而
砍伐森林會導致植物物質短缺，難以形成新的土壤；沒有
根的裸露土壤亦會被雨水沖走。

與我何干？
人類萬物得以繁衍，是因為我們身處的地球生生不息，提供清新的空氣、潔淨的淡水、
可呼吸的大氣層和種植糧食所需的條件，萬物相輔相承，形成一個生命系統。豐富的
生物多樣性對整個系統非常重要，若野生生物數量再減少、棲息空間再縮窄，或者
野生生物的活動模式或自然過程流程受到干擾，地球便無法正常運作。

過去數十年，人類活動破壞森林、
草原、濕地及其他重要生態系統，
對我們和野生生物的福祉造成極大
威脅，足證人類不可持續的活動為
地球帶來的傷害。

生物多樣性

大自然的衰落
地球生命力指數顯示，全球野生生物種群平均下降69%，
此趨勢亦未有緩和跡象。一些種群已急劇下跌——包括
許多淡水種群。人類活動是導致生物及棲息地減少的主要 
原因，例如砍伐森林、大規模耕作、污染，以及建造樓宇
及交通網絡。生命系統漸漸因人類活動而難以運作；而
隨着人口不斷上升，要滿足我們的需要亦變得愈來愈難。
地球生命力指數僅是顯示生物多樣性急挫的眾多指數
之一。

地球生命力指數的圖表顯示，自1970年起動物種群的
數量持續下降。要進一步扭轉劣勢， 我們都必須以實際
行動回應，以回復昔日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若我們能夠
理解不同生命系統之間的關係，立即採取行動，地球
將會變得生機處處、更健康、並有更強的復原力。

可持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完整指數
科學家現正監測全球不同地區
的整體生物多樣性，並計算與
已往相比尚餘有多少，此即生物
多樣性完整指數。若一個地區
的生物多樣性完整指數下降至
90% 以下，功能就會開始減弱，
為依賴該景觀的生物和人類
帶來問題。若指數下降至30%或
以下，剩下的生物多樣性將令
生態系統面臨崩潰的風險。
加拿大的生物多樣性完整指數
為89%，意即大自然損失的規模
可能開始影響生態系統的健康
運作，而英國的生物多樣性完整
指數已經下跌到50%。

聯合國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
「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 

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換句話說，地球根本無法持續
負荷，因此我們絕不能繼續耗用
大自然這個寶庫，否則自然環境
一經破壞，便不能滿足我們現在
和未來的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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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捕魚活動影響，全球鯊魚和鰩魚的種群數量在過去50年間下跌了71%。

2020 年，海洋中超過四分之三的鯊魚和鰩魚物種（31 個物種中的 24個品種）瀕臨絕種。

個案分析 ：

鯊魚和鰩魚是海洋食物網中的頂級捕食者，喪失鯊魚和鰩魚會給
其他物種帶來巨大的問題，令生態系統變得不平衡。

鯊魚對依賴捕魚為生的社區也極為重要。 鯊魚消失會導致其他物種
的行為產生變化，例如，有些物種原本會為了躲避鯊魚捕食而限制
活動，當鯊魚消失時，這些物種會成為更進取的捕食者，令食物鏈
下層的種群數量大幅減少，最終我們的漁網亦將空空如也。

鯊魚和鰩魚

你曾否在海灘上見過這樣的皮囊？這是一個「美人魚包包」，
是一些鯊魚和鰩魚卵鞘的俗稱。

不同種類的鯊魚和鰩魚繁殖方式各異，許多會生下幼胎 （即幼鯊），
但也有一些會在海藻中排放堅硬的卵鞘，胚胎在卵鞘中發育孵化，
直到破卵而出。

如發現卵鞘，你可以到www.sharktrust.org/great-eggcase-hunt記錄個案，
以助科學家監測鯊魚和鰩魚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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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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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遠洋白鰭鯊

現時在世界自然保護
的數量下跌了 

聯盟 《紅色名錄》中，
被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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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加劇 
將威脅生態系統

人類活動  
破壞生態系統

衰弱的生態系統  
吸收更少二氧化碳

人類活動

人類活動

雖然相比野生生物及棲息地喪失，氣候變化被提及得更多，但其實這兩大危機密
不可分。

海洋  
在生生不息的海洋生態系統中，浮游植物吸收大氣層的二氧化
碳， 封存到野生生物中，轉化成糞便和碎屑並沉到海底。 氣候 
變化會威脅支撐海洋生態系統的重要棲息地——例如珊瑚礁。

森林 
健康的森林會從大氣層中吸收二氧化碳（CO2 ），並封存到樹木及
泥土中。 氣候變化會增加森林大火及害蟲入侵的風險，對森林構成
傷害， 尤其是因人類活動而變得支離破碎的森林。

23,000隻

棲息地受破壞，對自然界造成傷害，削弱地球從大氣層
中吸收碳的能力。以往樹木或土壤能儲存碳，現在地球
則釋放出更多碳，排放更多二氧化碳到大氣層，加速
全球暖化。

氣候變化已經開始對自然界產生影響，如果全球氣溫
平均上升超過 1.5 度，氣候變化將對野生生物構成愈來
愈大的威脅。

除非我們同時正視這兩個問題，否則我們無法解決任何
其一。

使該國狐蝠數目減少了
近三分之一。

全球氣溫上升導致熱浪和乾旱
不斷，威脅許多物種。 在 2018 年 
11 月澳洲的熱浪中，

兩天內 
至少有

狐蝠死於
高溫，

全球雙重
緊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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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我們與
地球的關係
由這些問題……

氣候變化
自前工業時代起，地球氣溫已經上升攝氏
1.2度，而現時人類活動和政治承諾將無法
阻止地球升溫2度。1.5度 以上的全球暖化

將給人類和大自然帶來沈重的問題 2 。

污染
每年有三至四億噸污染物被傾倒到 

淡水生態系統中 3 。

自 1980 年起，海洋中的塑膠污染物已 
增加了十倍，現時影響超過267 種物種，

其中包括86% 的海龜 4 。

喪失棲息地
地球上75%的無冰地表面已被人類改變，

主要是為了製造生產糧食的農田。全球
90%的濕地更已喪失殆盡。每年大約有 

100,000 平方公里的森林消失，即大約
每兩秒失去一個足球場的面積 5 。

野生生物絕種
100 萬種物種在未來幾十年內

面臨絕種的威脅6 。

棲息地破碎化
陸地、海洋和淡水中的棲息地變得支離 

破碎，導致自然過程受到破壞。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2021年宣布，世界各地人人都有權生活在清潔、健康和
可持續的環境。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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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
連接全球受保護和得以修復的
棲息地，有助野生生物移動和 

確保自然過程運作正常。

人類
公平、公正地管理自然資源，以確保每個人

都能獲得健康的食物和穩定的環境。

由原住民審視和領導保育。

受氣候變化和喪失大自然而影響最為 
嚴重的社區，可參與和他們生活尤關的 

決策，並得到支援，以適應轉變。

氣候
轉用可再生能源和採納可持續政策， 

從而減少全球碳排放。

全球暖化限制在 1.5 度。

野生生物及
氣候 數據

……到一個生機盎然
的地球



亞馬遜擁有世上最大的熱帶雨林，覆蓋 
拉丁美洲九個國家 670 萬平方公里，按
水量計亦是世上最大的河流。亞馬遜對 
全球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是地球上至少
10%動植物物種的家園，亦為人類擔負
重任——不僅關乎居住在該處3000 萬人
的福祉（包括大約 300 萬原住民），更是
全世界人口所要仰賴的重要生境。
亞馬遜提供食物、木材和藥品，並從大氣層吸取碳，以穩定氣候。
亞馬遜地區的樹木每天還向大氣層釋放 200 億噸水，驅動關鍵
的天氣系統，為全球景觀輸送淡水。

因砍伐樹木以作木材或將森林轉變為農田，亞馬遜地區現已喪失
17% 的森林總覆蓋率，另外17%亦已經退化 。當樹林並未完全
砍伐 ，但土地已失去一些植被，不再像以往一樣能支撐生態系統
時，此現象稱為「退化」7。

科學家指出，如果我們繼續以此速度破壞亞馬遜，我們很快就會
達到一個臨界點，屆時森林將不能再以同樣的方式運作。整個
地球都將失去亞馬遜帶來的益處，亞馬遜將逐漸變成一個類似
於熱帶草原（樹木稀少的草地平原），更乾旱、生物多樣性更少的
生態系統。

每天有 200 億噸水 
排放到大氣層中

土地轉為耕地 760 億噸碳封存在 
亞馬遜森林中

17%的 
森林消失

17% 的 
森林退化

非法採伐

水壩

採礦

是指觸發不可逆轉的重大變化的時刻，如在山頂上滾動一塊大石，大石到達某一點時
便會開始從另一邊滾下來，並且可能無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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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和鐵路

10% 的物種 
可以在亞馬遜 

地區找到

個案分析 ：
亞馬遜

代表 511 個國家和盟友的亞馬遜原住民組織呼籲達成一項全球
協議，至 2025 年永久保護 80%的亞馬遜地區。這是制止我們觸發
亞馬遜毀滅臨界點所需的緊急行動，以及避免對地球造成嚴重
問題 9。

是指一個地區的第一批人類居民，
他們擁有與景觀相關的傳統和文化，
有着幾代人的歷史。原住民並非單一
民族，而是包括許多不同的群體。

原住民的參與對保護野生生物非常
重要，因為他們最了解生態系統，以及
如何在不破壞大自然平衡的前提下從
景觀獲益。他們通常最容易受到不可
持續使用景觀資源的影響，但不應為
這些做法和由此產生的問題負責，
因此除了保護野生生物外，我們還
必須尊重和促進原住民的權利。

自 2007 年以來，全球已有 140 多個 
國家同意尊重和保護《聯合國土著
人民權利宣言》中訂定的原住民權利 8。

原住民
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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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現時在地球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必須作出改變。但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無人能定。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塑造想要的世界——以對所有人公平的方式，滿足人和
大自然所需。

人類是地球上有史以來最佳的問題解決者。解決氣候變化、喪失生物多樣性和塑膠污染
等問題並不僅僅代表必須犧牲我們今天所享受的東西。如果我們運用想像力並共同努力，
我們可以重新構想與地球的關係，不損害共享此地的野生生物和人類，在美麗的環境中
享受美味的食物、旅行和興趣。

我們不是無助的！我們可以加快改變的速度，塑造我們想要的美好將來。

你的影響力比想像中更大。試想想那些可能會受到你的言行影響的人，他們可能是你的
家人、朋友和社交媒體關注者，然後想想你可以影響的系統——你的學校、本地商業，甚至
是你的社區、城市或國家的政策。每個受你啟發而採取行動的人，都會透過自己的影響
力，泛起改革的漣漪。記住——如果你能和其他有同樣感受的人並肩作戰，就會有更大的
聲音、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大的迴響。

當你明白影響我們地球的問題及其原因時，便
可以選擇作出對人類和大自然有益的行為、
消費模式和飲食。花點時間查看包裝說明，了解
裏面含有什麼、成分來自哪裡，以及是否以對
地球友好的方式生產。 如含有棕櫚油，那棕櫚油
是可持續採購的嗎？如果不是，該產品可能包含
清除熱帶雨林後，在肥沃土壤上種植棕櫚樹而
產生的棕櫚油。

無論你住在市中心、海邊還是郊區，你生活的地區都與景觀相互連接，
當景觀支撐野生生物時，整個世界都會受益。 你可去看看哪些野生
生物與你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中，並記錄下來，以助科學家監測地球
的健康狀況。你亦可看看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本地野生生物繁衍
生息。你可使用Seek by iNaturalist免費應用程式來識別、記錄和
提交你的野生生物目擊紀錄，以助科學家監測全球生物多樣性。

每個工作崗位和組織均可且必須變得可持續。不斷增進和提高可持續發展
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你便可選擇對自己和地球都有益的職業，發揮所長。

編寫網誌、為本地報紙撰稿，或與決策者和
商界分享你的想法，都可影響他人。受你啟發
的人可能會透過他們的選擇和行動產生比你
更大的影響 。

1

3

4

2

面對這些大問題時，我們通常會感到非常渺小，這可能
令人擔憂。但我們並不無助，亦不孤單。

每個人都可以為人類和大自然塑造一個美好將來，你
當然可出一分力！

我們可以 
循三方面
着手變革：

作出明智的抉擇

向大自然伸出援手

規劃可持續的職業生涯

公開發表意見

世界正在甦醒，我們可能希望
加快改善或認為理應及早改進，
但各國領導人現正討論如何解決
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且逐漸明白 
科學根據，知道我們必須盡早
作出改變。我們所有人都有機會
採取行動，扭轉形勢，塑造一個讓
人類和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未來。

值得記住 
的是，你並
不是孤軍 
作戰。

這對我來說
意味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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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註腳
本報告提供科學研究所證明的事實，並將參考資料列為「註腳」。當你閱讀或聽到可能影響你言行的事實時，檢查該事實是否來自可靠
來源且有證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當你見到為支持文章、演講、影像或社交媒體帖中論點而分享的「事實」時，應時刻警惕。如果沒有
列出資料來源，或資料來源沒有卓著的科學根據，你便應自行檢查該事實是否真確，以決定接受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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