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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大自

然曾演化出惊人的

资源财富。但 3 千

年前第一个使用煤

炭的人可能没想到，

在未来某天，人类竟

几乎将这些资源消耗殆尽。

人类生存需要1.75个地球

7年前，国际环保组织——全球足

迹网络设立了“地球生态超载日”，每

年根据联合国提供的生物资源消费和

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数据，测算出人类

对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的需求 (支出)
和地球的生态承载力 (收入)两者之间

的差值，可用简单的公式表明：[地球的

生态承载力（地球当年能生成的生态

资源量）/人类的生态足迹（人类对生

态资源的需求）]×365。据此可推算出

当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

6 月 27 日，全球足迹网络发布通

知，2019年地球生态超载日提前至 7月
29 日。该组织主席马西斯·华可瑞格

尔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这意味着在

今年 7 个多月内，人类的碳

排放量已超过海洋、森林 1
年内的可吸收量，鱼类捕捞、

树木砍伐、水资源消耗多于

地球同期生产量。人类已用

完本年度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总量，地球进入生态赤字状

态，接下来开始透支。

早在 1970年 12月 29日，

人类的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已

开始让地球“无力供养”，出

现了生态超载。历年来，地

球生态超载日总体呈现提前

状态，比如 2016 年为 8 月 8
日，2017 年为 8 月 2 日，2018
年为 8月 1日……

“即使维持现状，超载日

不再提前，人类也会攫取未

来资源，深陷生态债务之

中。”马西斯表示。从目前

看，生态资源“库存”不断支

出、大气二氧化碳的累积等

都预示超载日期会越来越

早。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

峰表示，今年的超载日是有

史以来最早的一天，这意味

着人类使用生态资源的速度

是地球生态系统自然更新速

度的 1.75 倍。也就是说，维

持人类生存需要 1.75个地球。

超载状态难以为继

为保护生态资源，“全球足迹网

络”提出“延后计划”，即如果每年生态

超载日可以延后 5 天，到 2050 年，地球

便能负担人类每年消耗的资源。“目

前，人类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争

取‘日期延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明

白保护生态的重要性。”马西斯说。

周晋峰表示，如今人类已经开始预

支下一代的资源。在生态系统开始退

化并可能崩溃之前，超载状态只能维持

有限的时间。如果不尽早控制，会导致

森林萎缩、渔业资源衰退、土地退化、淡

水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气

候也会更加恶劣。

保护地球需中国的“生态文明”

生态足迹指人、城市、国家乃至整

个人类对自然生态环

境产生影响所留下的

痕迹，可衡量人类对地

球刻下的“伤痕”。为

减少人类的生态足迹，

马西斯提出了几个解

决方向。

饮食：多吃素食少

浪费。肉食需耗费大

量饲料和水资源，加上

运输成本，生态足迹远

高于素食。如果全球

肉类消费量减少 50%，并通过素食代

替，地球生态超载日将推迟 15天。中

国计划在 2030 年前，降低 50%的肉类

消费量，这一举措可使超载日延后 3
天。此外，食物越健康，对生态的影

响越小，营养均衡的素食往往更环

保。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表

明，世界上约有 1/3的食物（约每年 13
亿吨）被丢弃、浪费，日常生活中居民

应做到按需购买，避免食物的浪费。

城市：主打节能重低碳。预计到

2050 年，70%~80% 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智能城市规划有助于避免资源过

度使用，例如紧凑型城市、节能建筑、

有效公共交通等。如果世界范围内汽

车里程数减少 50%，并且 1/3被公共交

通工具取代，其余用自行车或步行代

替，生态超载日将延后 11.5天。

由于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二氧

化碳排放量已超过生态系统的吸收能

力。如果人类的碳足迹减少 50%，超

载日会延后 93天。马西斯表示，目前

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 2050
年前彻底摆脱化石能源，转为使用可

持续能源。

此外，城市可多发展当

地产品，节省运输资源浪

费。居民要尽量使用太阳

能热水器等清洁能源产

品，多搭乘公共交通出行，

外出自带水杯，少用塑料

制品，用维修代替丢弃。

地球：重造森林。重造

3.5亿公顷的森林将使超载

日延后 8 天。森林可吸收

二氧化碳，调节气候，是保

持地球宜居必不可少的条

件。重造热带森林或海岸

红树林有三重益处，即增

加生物多样性、隔离二氧

化碳、为热带和亚热带沿

海城市提供防洪屏障。再

生农业可增强土壤肥力及

流域健康，捕获土壤中的

二氧化碳。可持续捕捞能

保持海洋整体健康，为后

代继续服务。

马西斯还强调：“人类

需要改变目前的发展模

式，遵循中国倡导的方式：

生态文明。”着力解决环境

突出问题，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

监管体制，为后人“乘凉”

而“种树”。▲

生态超载日不断提前 下一代财富连年预支

受访专家：全球足迹网络主席 马西斯·华可瑞格尔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周晋峰

本报记者 王冰洁

猪骨属于干垃圾，鸡骨属

于湿垃圾……自垃圾

分类实行以来，很多市民对

厨 余 垃 圾 的 投 放 非 常 困

惑。厨余垃圾的不同投放，

主要是为了配合后端处理

设施，一方面有利于将垃圾

中可回收的部分资源化利

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垃圾减

量化，方便后端处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介绍，日本将垃圾分

为“可燃”和“不可燃”，是由

于后端垃圾处理主要为焚

烧；在我国，垃圾后端处理

除焚烧外，很多城市以填埋

为主。根据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及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7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的填埋处理比例为 57%，焚

烧比例为 40%。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以

厨余类为主。据深圳市环科

院和同济大学共同研究，我

国食品废物（即一般条件下

的湿垃圾）本身含水率高，且

在生活垃圾中占比过半，从

而提高了生活垃圾整体含水

率。由于厨余垃圾具有“含

水率、有机质含量高，易腐

烂、降解”的特点，不仅影响

焚烧效率，也易在收运与填

埋中造成二次污染。通过垃

圾分类将湿垃圾分离，可有

效降低生活垃圾整体含水

率。

“要想对厨余垃圾有所

作为，前端必须采取干湿分

离措施。当然并不是说干湿

要完全分离，分出来一部分

品质较好的湿垃圾，

能得到很好的处理和

利用。剩余的其他垃

圾就是干垃圾，完全

能满足后端设施的处

理要求。”刘建国说。

他还特别强调，干湿

分类要适度，其中并

不以含水率高低来区分，而以能

不能生物降解来划分。湿垃圾

进入生物处理设施中，最常规的

是耗氧发酵，转化成肥料回到土

地中去，能替代一部分化肥；而

其他干垃圾可进入焚烧发电厂，

以能量形式回收，这是最经济、

高效、彻底的利用。

对于网上热传的干湿垃圾

分类指南，刘建国表示，要反对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大而硬的

猪骨、椰子壳等建议放进干垃

圾，减轻后续处理设施的负担。

但也无需太纠结，后续处理工艺

有一定容错性，最重要的是大

家要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湿垃圾与含水量无关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本报特约记者 金海燕

今年的地球资源又用光了

有机质含量高 易腐烂和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