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冯慧兰：

大自然的高回报 

  



 

 - 2 - 

意见领袖丨世界银行 

本文作者：冯慧兰（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气候变化，这些当今席卷世界的巨大挑战凸显出人、

地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在制定重振全球增长和实现绿色、韧性和包

容性发展的路径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些相互联系。自然——或者说生物

多样性和健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是这一努力的核心，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严重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也最容

易受到自然资源耗竭的影响。 

值此国际社会齐聚蒙特利尔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COP15）之

际，我们必须重申同时兼顾气候行动与投资自然的迫切需要。全球 GDP 的

一半来自依赖生态系统的部门，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三分之二的粮食

作物至少部分依赖动物授粉。 

但是这些重要的自然资产日益受到损害。近百万种动植物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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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60%至 70%的生态系统退化速度快于恢复速度。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

计，到 2030 年，即使只有少数生态系统服务出现崩溃，如动物授粉、来

自海洋渔业的食物和原始森林的木材，低收入国家每年就可能损失约 10%

的 GDP。 

自然的丧失也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两大危机相互叠加，可能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从而波及全球经济。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

功能强大的、生机勃勃的森林和健康的海洋来吸收二氧化碳。 

毫无疑问，自然对发展至关重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不仅对

环境有益，也是释放经济机会的关键，有助于社区蓬勃兴旺。据估计，到

2030 年，转向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生产方

式，每年可带来高达 10.1 万亿美元的商机，创造 3.95 亿个就业机会。到

2030 年，仅海洋经济就有可能翻一番，达到 3 万亿美元。 

为了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的丧失，需要在多个层面更

好地协调气候与自然环境目标：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对齐《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雄心；在国家

层面，通过更协调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及行动计划来体

现这些雄心；在地方层面，通过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比如有利于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与此同时为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带来长期利益。 

成功的关键是采取全经济的方式，让中央政府、财政和行业部门都参

与进来，支持开展改革解决市场、政策和制度失灵问题。政策激励的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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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然环境的服务功能贴上了负面价格标签；政府每年至少花费 8000 亿

美元用于可能对自然环境有害的财政支持。 环境政策往往与发展政策和战

略脱节，虽然存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自然的丧失是多部门造成的，但环境

政策的实施却可能由单一部门领导。 

在 COP-15 上，各国将开会讨论并商定一套新的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

即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有可能激励向这种全经济的模

式转变。 该框架具有广泛的目标，为解决自然丧失、气候变化和污染这三

重环境危机提供一个契机，同时也有助于减贫。必须填补知识和方法上的

空白，掌握数据、工具和衡量标准，以便整合各部门并量化行动的收益。 

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来弥补资金缺口，

估计在未来 10 年这一缺口每年将达 7000 亿美元。引入更多更好的私人融

资尤为重要。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整体方法，包括融资绿色化——将资金从

对自然有负面影响的项目转向对自然有积极影响的项目，以及绿色融资

——释放对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投资。 

世界银行集团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将自然、气候与发展纳入政策和

决策，包括通过直接投资物种和自然栖息地保护项目，并支持林业、渔业

和农业等依赖自然资本的生计。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多边融资机构，世行提供一系列促进绿色

投资的金融服务和工具。例如，塞舌尔在世行支持下发行了首只支持可持

续海洋和渔业项目的主权蓝色债券。该银行还推出了 1.5 亿美元的“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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