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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水足迹是指为全部国民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所消
耗的淡水资源总量，其中也包括取自本国以外的水资源（图
22）。除了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水资源消耗外（即蓝水），维

持生态系统功能及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也需要消耗水资源(即
绿水）。水足迹总量在许多地区呈上升趋势，许多国家通过
进口耗水量大的商品，从而把本国的水资源压力转移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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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950-2010年间塑料制品总量，单位：百万吨。继2008-2009年塑

料制品总量微降之后，世界塑料制品总量在2010年突破新高，达到2.65

亿吨。近年来，海洋塑料垃圾已成为近年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

资料来源：PlasticEurop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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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1990-2007年间不同地区城市废弃物回收量。其中，非洲地区数

据不足。废弃物收集量最大的当属欧洲，其次是亚太和北美地区。关于

有害废弃物及其他废弃物的产生、收集和处理过程，全球多数地区仍然

缺少可靠的数据。

资料来源：GEO数据门户，UNSD（2011）EPA（2012）汇编

图24：2000年地下水消耗量全球分布图，单位：mm/年。亚太部分地区、西亚和北美仍然是地下水消耗最严重的区域。数据来源：Wade等（2010）

未获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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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区（Mekonnen 和 Hoekstra 2011）。主要耗水行业首
先是农业，其次为工业和生活用水。

人类水足迹的发展也体现在地下水的开采量上。1960-2000
年间，地下水使用量稳步增长（图23）。2000年地下水消耗
图显示出，一些地区地下水开采量超过补给量，并导致地下
水量的枯竭（图24）。地下水位降低和补给量不足可能导致
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处于干涸的危险境地，并影响生态系
统的调节功能及其他功能。

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印度达拉维，约有80%的干废物如塑料、废纸和

废金属得到分选和循环利用。资料来源：Cristen Rene

化学品和废弃物

进入全球环境中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的总量正在不断增
长。在以往的联合国环境署年鉴中也讨论过，倒入

海洋中的塑料碎片因其潜在的化学危害而备受关注（UNEP 
2011d）。塑料制品的生产，往往是意味着大量的塑料碎片
最终可能出现在排水管道和海洋中（图25）。要解决该问题
及其他废弃物问题，需依赖于更好的废弃物管理条例。遗憾
的是，关于废弃物的产生、收集和管理缺少可靠的、可比较
的数据，且不同地域间的差别也很大。目前关于危险废物及
其他废物产生的相关数据收集工作已有进展，但不同地区及
全球层面上的废弃物情况并没有明确的发展趋势。除了非洲
以外，我们可以根据其他各地区经由市政部门收集的废弃物
情况进行比较（图26）。城市废弃物收集量最高的是欧洲，
在2007年就达到5.52亿吨左右。参照2002至2009年间收集
的废物平均值，其他地区的废弃物收集量相对较少。而非洲
地区则没有相关数据。

环境治理

国际环境治理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
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2012年

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里
约+20）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多边环境协定（MEAs）则是
致力于解决气候、生物多样性、化学品和其他问题的主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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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1971年至2011年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缔约方数量。多边环境协定和许多其他公约的缔约国数量正在达到最大化。以14个多边环境协定为

例，2011年，这些协议的缔约国比例达到了89％。建立并签署这样的协议只是环境治理工作上迈出的重要第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之前提到的环境问

题就能立即得到解决。数据来源：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编译（见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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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1998-2010年ISO 14001环境管理认证的数量。ISO14001环境管理

认证表明，企业和其他组织已致力于采用环境管理系统来确立自身政

策。认证的总数在2010年超过250万，其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

的认证数量最多。

资料来源：ISO（2011）

段。这些协定和公约的缔约国数量都在显著增加（图27）。

一项国际协定或协议的签署和批准，并不意味着适当的措施
已落实到位，或者说环境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仅仅表明，我
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重要问题并对此做出了承诺。一些协议取
得了很大的成功，如关于臭氧层破坏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均是全球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
国，甚至一些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国在数量上已达到最大
值，接近200。整体来说，自上一个多边环境协定（《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在2003年生效以来，14个MEAs的缔约
国数量比例已从2003年的69%增长到2011年的89%。

从更商业化的角度来看，对环境管理的认证，如ISO14001，
将可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图28）。企业和其他组织应遵循
ISO 14001认证的措施和标准，来尽量减少其活动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并且提高其环境绩效。这些认证也体现了与企业自
身制定的环境政策的符合程度，但它并非意味着环境绩效提
高或者环境影响的降低。ISO 14001认证数量增长迅速，2010

年已达到1999年的18倍以上，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组织承
诺采用环境管理系统。

展望未来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国际贸
易、信息和通信技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同时，环境

领域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气候发
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地球造成了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不断丧
失且很多物种已经灭绝、陆地和土壤环境不断恶化、内陆水
域和海洋环境也出现进一步恶化现象。环境和其他一系列指
标，使我们能够追踪环境状态。这些指标可以在即将到来的
里约+20峰会（Rio+20）上用来展示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UNCED）里约峰会后，全球在环境领域所取得的
进展（UNEP 2011c）。

1992年之后取得的进展包括，破坏臭氧层物质使用量显著减
少、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增加，并引
入新的机制如碳交易和产品认证机制。然而，这些主要环境
指标所呈现的整体状况并不乐观。例如，对于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冰川融化和渔业等领域，如何解决其诱因并扭转
趋势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加强环境治理，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有效的环境治理对环
境保护的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至关重要。对于新兴的环
境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面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优先解
决主要环境问题。据此，已经建立了一些积极的响应措施，
包括解决臭氧空洞问题、建立保护区、创建市场机制和认证
计划以使环境问题成为经济考量和政策决策的核心。

本章中的主要环境指标仅仅对全球环境提供了一个简要说
明。数据差异和测量过程中的缺陷严重影响了某些指标的有
效性。只有少数指标能在全球和区域范围上，对主要环境问
题提供可靠的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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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度的环境统计调查问卷着重收集国家层面的水和废物

的数据。为了避免重复，此数据收集工作涵盖没有参与经合组

织/欧统局问卷调查的国家及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构没有纳入

的环境问题。

最近的2010年，向172个国家和地区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87

个国家和地区（回收率为51%）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反馈。其中5

个国家和地区表示还未收集到有效数据。问卷回收率最高的

是东欧地区（79％），其次是美国（62％）和亚洲（57％）。非

洲的问卷回收率仅为44％，而大洋洲没有任何反馈。在反馈了

有效数据的82个国家中， 66个国家提供了水和废水两部分数

据，而另外16个国家只提供了其中一部分的数据。

经过完成和有效性分析后，我们选择了质量相对较好的、地

理覆盖率较高的数据（由经合组织/欧统局的数据补充后）作

为环境指标的一部分和国家的环境简介网页，并由联合国统

计局公布（UNSD 2012a, b）。完整的数据和补充说明已经上

传到国家档案网（UNSD 2012c）。环境署将这些数据，连同

区域和次区域汇总资料，收录到GEO数据门户网站（UNEP 

2012b）。同时，在联合国的数据录入点对水和废弃物的统计

数据进行更新（UN 2012）。

水和废弃物统计数据对充分展现全球和区域的水与废物发展

趋势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实力欠缺的国家，收集水和废物相

关数据仍然存在巨大挑战。下一次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数据收集工作将于2012年展开。

专栏1： 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环境统计的调查问卷

由于数据匮乏，以及某些区域缺少有效数据或长期监测结
果，部分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在此不能很好地展示出来，甚
至完全不能呈现。对于其他问题，由于没有最近更新的数

自1992年起，环境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可再生能源利用、碳交易

和产品认证等新机制的建立。

资料来源：FSC - Germany

据，在此尚无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提供。

针对主要环境指标和潜在的数据问题，并提高数据质量，国
际上已经设立了大量的倡议和网络系统。它们包括千年发展
目标（MDGs）、地球观测系统及其一系列系统、各种全球监
测系统、秘书处间环境统计工作组等。为填补环境数据的空
白，联合国统计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目前正合作进行一项
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该工作以两年一度的环境统计调
查问卷形式展开，以环境为主题，目的是收集国际机构未曾
涉足的国家有关环境问题的相关数据，以此培养发展中国家
数据收集能力。（见专栏1）。

这些在获取数据上付诸的努力对评价全球环境状态是至关重
要。联合国环境署年鉴每年将继续提供最新的有效信息，以
此为政策制定和更早地鉴别环境发展趋势提供基础。主要环
境指标的最新数据将附于本章末（表1），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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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指 标 最近记录
年份

全球 非洲 亚洲和
太平洋
地区

欧洲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海地区

北美洲 西亚
地区

度量单位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量 2010 43 292 2 559 29 971 103 5 199 2 165 3 295 百万吨臭氧消耗
潜值

氢氟烃排放量-包含所有的
气体

2008 651 748 2 146 237 395 140 251 14 882 255 602 1 471 千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8 32.11 1.14 13.69 6.61 1.65 6.01 1.04 十亿吨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8 4.8 1.2 3.5 8.0 2.9 17.4 8.3 吨/人

森林面积净变量 2005-2010 5.6 -3.4 0.5 0.9 -3.9 0.4 百万公顷/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面积/总
面积

2010 12.0 10.1 9.9 10.2 19.3 9.5 17.1 总陆地面积百分比

城市垃圾收集量 2000-2007 271.2 537.9 130.8 20.2 百万吨

人均国民生产值的水足迹-蓝
色水

1996 
-2005

167 94 181 109 110 380 345 立方米/人·年

人均国民生产值的水足迹-绿
色水

1996 
-2005

1 087 1 167 780 1 259 1 924 2 689 426 立方米/人·年

享有公共卫生设施人口 2010 61.0 39.9 57.4 90.9 80.1 100.0 78.3 总人口百分比

ISO14001标准认证数量 2010 251 000 1 700 131 700 103 700 7 231 5 500 1 200 个数

表1 主要环境指标数据

2010年动植物贸易
野生动物数量（百万）

人工繁殖物种 321. 2

野生物种 344.5

2009年一次能源供应
石油当量（十亿吨）

原油和原料 4.10

煤炭和煤炭制品 3.30

天然气 2.54

可燃可再生能源和废料 1.24

核能 0.70

水能 0.28

地热能 0.06

太阳能/风能/其他 0.04

总供给量 12.26

2011年多边环境协定
缔约国数量

巴塞尔 176

卡塔赫纳 161

生物多样性公约 193

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175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116

遗产 188

京都 192

臭氧层 196

拉姆萨尔公约 160

鹿特丹 142

斯德哥尔摩 176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19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6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5

2009年可再生能源供应指数
（1900=100）

太阳能光伏 86 650

太阳光热能 674

风能 7 033

生物燃料
—生物汽油和生物柴油

6 347

www.who.int/phe/health_topics/outdoorair/databases/en/
WHO/UNICEF (2012). Joint Monitoring Programme for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http://www.wssinfo.org/
WMO (2009). 2000-2009, the warmest decade, Press release no. 869.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http://reliefweb.int/node/336486
World Bank (2011).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11.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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