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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1 年 6 月宣布启动的一项为期 4 年

（2001 —2005 年）的国际合作项目，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针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与人类福祉之

间的联系，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对各类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综合评估的重大项目。依据 MA 发布的

最新成果，主要从 3 个方面介绍了它的重要成就与贡献：①首次在全球尺度上系统、全面、多尺度地

揭示了各类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未来变化的情景和应采取的对策，其评估结果为改善与生

态系统有关的决策制定过程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②丰富了生态学的内涵，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统

的状况和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密切联系，将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作为现阶段生态学研究

的核心内容和引领 21 世纪生态学发展的新方向，从而将生态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③

阐述了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并建立了多尺度、综合评估它们各个组分之

间相互关系的方法。MA 的实施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它所提出的一系列理念、方法和数据仍

需不断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尚需有关学者今后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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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

 sessm  ent ，MA）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1 年 6 月
5 日宣布启动的一项为期4 年（2001 —2005 ）的国际

合作项目。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针对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通过整合各种资

源，对各类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综合评估的重大项

目［1，2］。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生态系统及其

服务在过去是怎样变化的？ 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

什么？ 这些变化是怎样影响人类福祉的？未来生态

系统将会怎样变化？未来的这些变化将会对人类福

祉造成什么影响？为了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进而提高它们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人类具

有哪些选择？ 围绕这些问题，MA 在全球尺度及亚

全球尺度上对世界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估［3，4］。自项

目启动以来，经过来自 95 个国家共约 1 360 位杰出

科学家的共同努力，目前该项目已经圆满结束。作

为MA 主要成果的技术报告、综合报告、理事会声

明、评估框架和若干个数据库，已经或者将要公开

发布。
MA 的实施，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学的发

展和改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

献，它是生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MA

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首次在全球尺度上

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各类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变化趋

势、未来变化的情景和应采取的对策，以及它们与人

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评估结果为在全球

范围内落实环境领域的有关国际公约所提出的任

务，进而为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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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依据；② 丰富了生态学的内涵，明确提出了

生态系统的状况和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密切联

系，将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作为现阶段生态

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引领 21 世纪生态学发展的新

方向，从而把生态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③

阐述了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框

架，并建立了多尺度、综合评估它们各个组分之间相

互关系的方法。通过 MA 的实施，标志着生态学已

经发展到以深入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相互关

系，全面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主要表征

的新阶段。因此，MA 的实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广

泛关注，其成果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　 MA 的成就和贡献
2.1　全面、综合、多尺度地评估了全球生态系统的

状况，并提出了应对的对策
2.1.1　全球生态系统在过去50 年的变化

在过去的 50 年里，主要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食

物、淡水、木材、纤维和燃料需求，人类改变生态系统

的规模和速度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可比时段。目

前，生态系统的变化已经导致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

的巨大丧失，并且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3］。

在土地垦殖方面，自 1950 年之后的 30 年里，开

垦的土地总面积超过了 1700 —1850 年这 150 年的

总和。目前的垦殖系统（指至少有 30％是用于耕

地、农田轮作、牲畜围栏生产或者淡水养殖的土地景

观）约占地球陆地表面的 1 /4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

自 1960 年以来，世界上水库的蓄水量已经增加到了

原来的 4 倍，目前水库中的蓄水量大约是自然河流

中水量的3 ～6 倍。在此期间，主要为了满足农业用

水（约占70％），人类从河流与湖泊抽取的用水量已

经增加到了原来的 2 倍。评估发现，在20 世纪的后

几十年里，世界上大约 20％的珊瑚礁已经消失，
20％已经出现退化；另据不完全统计，大约 35％的

红树林已经消失。此外，生态系统的变化还包括陆

地生态系统中氮和磷的流通量以及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浓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等。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由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

变，目前已经导致物种灭绝速度较地球历史上物种

自然灭绝背景速度加快了大约 1 000 倍。当前，大

约 10％  ～30％的哺乳动物、鸟类，以及两栖动物正

在面临灭绝的危险。相比而言，淡水生态系统中遭

受灭绝威胁的物种比例往往最高。

2.1.2　生态系统变化产生的得与失

目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变已经极大地促进

了人类福祉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获取以

上收益的成本却不断上升。如许多生态系统服务已

经退化，生态系统出现非线性变化的风险已经加大，

以及有些人群的贫困状况已经恶化。对于以上这些

问题，除非人类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否则，后代所

能够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将大大减少［3］。

在MA 评估的 24 项生态系统服务中，有 15 项

（约占 60％）正在退化或者处于不可持续利用的状

态。在过去的 50 年里，出现退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包

括渔业捕捞、水资源供给、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净

化水质、自然灾害防护、调节空气质量、调节区域与

局地的气候、调控侵蚀过程，以及精神满足和美学享

受。就当前的需求水平而言，对捕捞渔业和洁净水

这两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可持续

的界限，如果考虑未来的需求增长的话，那么差距还

会更大。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常常严重损害人类的福

祉状况，造成自然资本或者国家财富的丧失。据不

完全的证据发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变正在加大

生态系统发生非线性变化（包括变化加速、突变，以

及可能的不可逆变化）的机率，这会对人类福祉产

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如渔业崩溃、富营养化、物种

入侵和物种丧失，以及区域气候变化等。

评估结果表明，有些地区和人群的贫困状况已

经出现恶化。如旱区覆盖了地球土地面积的 41％，

是 20 多亿人口生存的栖息地，并且 90％分布在发

展中国家。目前，那里的人类福祉水平最低，可更新

水资源的供应量只占世界的 8％，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人类福祉最低水平需求量的 2 /3 。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大约10％  ～20％的旱区已经退化，并且

经历了最高的人口增长时期。因此，为了减缓贫困，

旱区的生态系统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
2.1.3　生态系统在未来50 年的变化情景

在 21 世纪的前半叶，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状况

可能会显著恶化，并成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

严重障碍［3］。因此，MA 提出了探索生态系统和人

类福祉发展变化的 4 种可能情景［3］（图 1）。这些情

景主要包括 2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球的发展道路，

二是人类管理生态系统的途径。关于2 种不同的世

界发展道路，一种是世界的发展将日益全球化；另一

种是世界的发展将日益区域化。关于2 种不同的生

态系统管理途径，一种是被动式管理，即在大多数问

题出现之后采取被动的行动进行应对；另一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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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式管理，即在政策方面进行慎重的探索，目的在于

长期维持生态系统服务。MA 的这 4 种情景的具体
情况如下：

全球协同（ Global Orchestration ）：这一情景描述

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它的特征是侧重于全球贸易
和经济自由化；对生态系统问题采取被动式的管理

途径，但是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轻贫困和不平等

现象，以及投资诸如基础设施和教育这些公共物品。

在 MA 的 4 种情景中，该情景的经济增长最快，并且
在 2050 年的人口最少。

实力秩序（ Order  from   Strength ）：这一情景描述

了一个区域化的和破碎化的世界。它的特征是关注
安全和保护问题；主要强调区域市场的作用；很少关

注公共物品；对生态系统问题采用被动式的管理途

径。在MA 的 4 种情景中，该情景的经济增长速度
最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缓慢），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它的人

口增长最快。

适应组合（ Adapting   Mosaic ）：在这一情景中，它
的特征是把政治和经济活动集中于区域的流域生态

系统；地方机构得到加强，使用共同的局地生态系统

管理策略；各种社会机构设计了积极主动的生态系
统管理途径。该情景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初期阶段稍

微缓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会加快，2050 

年该情景的人口几乎和实力秩序情景相等。

技术家园（ Techno Garden ）：这一情景描述了一
个全球化的世界。它的特征是强烈地依赖于环境无

害化技术，利用高度管理的（常常是工程化的）生态

系统生产生态系统服务；对生态系统采取主动式的
管理途径，尽量避免生态问题的出现。该情景的经

济增长相对较快，而且呈加速增长；在 4 种情景中，
2050 年该情景的人口处于居中水平。

图1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提出的未来50年的4种全球情景
 Fig.1　 Four globalscenarios  developed  by  the M A

需要说明的是情景不等于预测，它是为了探索

驱动力与生态系统服务在变化方面的某些不可预测

特征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情景都是源于当前的状况
和发展趋势，但是通常情况下情景并不代表真实的

未来。
2.1.4　改善生态系统状况的对策

根据 MA 考虑的某些情景，在满足日益增长的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同时，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状

况这一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这

涉及到重大的政策、体制和作业方式的改革，而事实
上我们现在还没有着手进行这些工作。在多种生态

系统服务当中，通过消除其相互关系中的负面影响，

或者通过增强其正面效应，可以找到保护和提高特
定生态系统服务的许多选择［3］。

在 MA 的 4 种情景中，有 3 种情景（全球协同、

适应组合和技术家园）认为政策、体制与作业方式
的重大改革可以减缓因生态系统压力持续增加而引

起的许多消极影响，但是以上要求的改革幅度较大，

目前还尚未实行。过去为减缓和扭转生态系统退化

而采取的行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但是这些成
效普遍慢于对生态系统压力和需求的增长。尽管目

前已经可以开发某些（而不是所有）生态系统服务

的替代产品，但是其成本普遍较高，而且可能引发其
它的负面环境效应。

MA 指出，人口变化（包括增长和移民）、经济活

动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财富差异以及贸易格局）、

社会政治因素（包括地区冲突和决策制定中的公众
参与程度）、文化因素以及技术改革是导致生态系

统及其服务发生变化的 5 大间接因素，它们共同影

响着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及其可持续能力。
如果不能采取行动减少以上一种或者多种驱动因素

的消极影响（或者提高它们的积极影响）的话，那么

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的愿望就几乎难以实现。

通过对与 8 项生态系统服务（即食物、洁净水、
木材、调节养分、调节洪水和灾害天气、调控疾病及

文化服务）、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气候变化有关的 74 种对策进行评估，MA 从体制、
经济、社会行为、技术以及知识等方面提出了比较有

效的管理对策。例如，取消对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

农业、渔业和能源补贴；鼓励土地使用者提高对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如碳吸收和淡水）；以及建立更多
的自然保护区等。
2.2　丰富了生态学研究的内涵

MA 明确指出，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
间的相互关系是其主要目标。为了开展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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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
［3］

 Fig.2　 Linkages  betw een  ecosystem  services  a  nd  hum an  w ell- being ［3］

MA 将以往称之为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生

态系统服务，并将其归纳为支持、供给、调节和文化
4 个方面，使其更贴切、明晰；将人类福祉组成要素
定义为安全、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健

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和选择与行动的自由 5 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MA 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与
人类福祉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图 2）。

图 2 中箭头的宽窄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

祉要素之间联系的强弱，而箭头颜色的深浅则表示

通过社会经济因素对以上联系进行调节能力的大
小。如对于某种退化了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果可以
在市场上购得其替代产品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社

会经济因素调节该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程度。
传统的生态学没有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

组分，没有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作为其重

要的研究内容，更没有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
间的相互关系。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类活动

的强度急剧增强，影响范围迅速扩展，人们逐渐认识
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格局和过程产生了决定性

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
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了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

点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人类共同的目标是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态系统

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要素，生态系统所

提供的各种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保

障，所以研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
系自然就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MA 明确
定义了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定义，阐明了生态系

统与人类福祉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研究生态系

统与人类福祉间相互关系的途径与方法，这极大地
丰富了生态学研究的内涵，是对生态学发展的重要
贡献。MA 的启动，标志着生态学进入到了一个以

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为核心内容，为建立以人

为本、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服务为目标
的新阶段。
2.3　提出了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和相应的分

析方法
2.3.1　评估的概念框架

为了实现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MA 提出了生

态系统评估的一个概念框架（图 3），目的是确定生
态系统评估的技术途径。该框架由影响生态系统的

间接驱动力和直接驱动力，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和人
类福祉与减贫 4 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间接驱动力，如人口、技术以及
生活方式等（右上角），可以导致其直接驱动力的变

化，如渔场捕鱼和为提高粮食产量而进行的施肥等
（右下角）；驱动力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将导致生态

系统服务（左下角）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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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可见，一方面人类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变化；另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改变

又会引起人类福祉的变化。当然，还有除环境之外

的许多其它因子在对人类福祉的状况产生着影响。

以上这些相互作用发生于不止一个尺度之上，它们

可以跨越多个尺度。例如，在全球市场机制的作用

下可能导致某一区域森林覆被的减少，进而增加相

关流域局地的洪水量。同样，这些相互作用也可能

作用于不同的时间尺度。框架箭头上的黑色半圆图

标，表示人们在此处可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如果对这些作用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就可以

削弱其负面的影响，或者增强正面的变化。
2.3.2　分析方法

根据MA 的概念框架及其相关学科的特点，综

合分析有关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现有

数据资料，MA 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方法（图
4）；MA 的分析方法包括以下 9 项主要任务［4］。

（1）划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类型。生态系统

是十分复杂的系统，为了便于报道全球尺度上的评

估结果，MA 将地球表层的陆地和海洋划分为 10 种

覆被类型（MA 中称作“系统”）。这 10 种覆被类型

分别是：森林、垦殖、旱区、海滨、海洋、城镇、极地、内

陆水域、岛屿和山地。每一类型包含许多生态系统。

同一类型内的生态系统共享一组相似的生物、气候

和社会因素，但是不同类型间生态系统的以上因素

存在着明显差异。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

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生态系统在提供食物、水、木材

以及纤维等方面的供给服务；在调节气候、洪水、疾

病、废弃物以及水质等方面的调节服务；在提供消遣

娱乐、美学享受以及精神收益等方面的文化服务；以

及在土壤形成、光合作用和养分循环等方面的支持

服务（图2 和图 3）。

　　（2）确定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

系。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是指人类

社会和他们使用或获取收益的特定生态系统服务之

间的关系。这项任务包括界定受各种服务影响的人

类福祉的组成要素（如健康、生计、文化及公平），以

及反过来影响生态系统及各种服务供应状况的人类

活动（如人口增长、消费及管制）。

（3）确定间接与直接驱动力。在这项任务中，
MA 将草拟一份导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状态变化

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力清单。间接驱动力和直接驱动

力不但影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而且它们之间也相

互影响。如人口变化（一种间接驱动力）不但可以

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一种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

产生影响，而且也可以对诸如社会价值和制度等其

它间接驱动力产生影响。

（4）选取表征生态系统状况、服务、人类福祉和

驱动力的指标。这项任务是选取一组指标对生态系

统的状态、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及驱动力进行评

估。例如，如果生态系统服务是食物供给的话，那么

表征生态系统状态的一个潜在指标将是垦殖面积；

表征服务的指标将是食物产量；表征人类福祉的指

标将是营养不良的人口比率；表征驱动力的指标将

是人口增长。接着，我们将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或

者使用其它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评价以供其它分析任

务使用。

（5）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和驱动力的历史变

化趋势和现状。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现状的评估是

通过收集和分析选取的指标数据进行的。由于生态

系统具有动态特征，在此对“现状”含义的理解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有时，“现状”是指收集到

的最新数据资料，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生态系统来讲，

则必须考虑年际变率或者年代际变率。例如，由于

年际变化较大，所以专指某一特定年份的淡水可利

用量是没有意义的。

（6）评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由于涉及信息的

转换，主要是从自然科学（例如，淡水状况、土壤状

况和森林状况）转换为与社会有关的变量（如健康、

生计和安全），评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 MA 中最具

挑战的任务之一。挑战之一是某一服务可以影响人

类福祉的好几种要素。挑战之二在于阐明各种服务

之间可能存在的利弊得失。最后，服务收益在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7）构建不同的情景。MA 不但关注生态系统

的历史变化、现状及未来的短期变化趋势，而且关注

它们未来的中长期变化趋势。这种信息可以用于预

测生态系统的临界变化和制定应对策略。这项任务

的目的是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力的未来可能

变化特征或者“情景”。

（8）评估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项任务是为

防止生态系统服务退化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服务确

定多项可能采取的“对策”。它包括评估以往对策

的有效性，并为设计必需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此

处确定的应对策略与情景中使用的那些策略需要保

持一致。

（9）分析并揭示评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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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
［3］

 Fig.3　 Conceptualfram  ew  ork  of m illennium  ec  osystem  assessm ent ［3］

图 4　千年生态评估的主要分析方法及其任务
［4］

 Fig.4　 The analyticalapproach  ofthe m illenn  ium  ecosystem  assessm ent and  its m ain task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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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关注的是一个全新的而且快速变化的知识体

系，显然，许多结果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

通过明确的和一致的方式评估和揭示评估结果的不

确定性水平将是MA 的中心任务。

在全球尺度上，MA 把这 9 项任务在其 3 个工

作组之间进行了分配。状况与趋势工作组负责前 6

项任务，情景工作组在此基础上负责第7 项任务，而

对策工作组在前面所有工作的基础上负责第 8 项任

务。最后，所有这3 个工作组都要中心围绕不确定

性进行分析和表述，并把不确定性纳入到决策制定

当中。对于每一项亚全球评估来讲，它们则需要对

以上9 项任务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满足各自的特殊

需要。

3　展　望
MA 项目集中了 95 个国家的 1 360 余名知名学

者，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长达 4 年的评估工作，提供

了大量有关生态系统评估和管理方面的最新方法和

信息，为生物多样性和防治荒漠化等一系列重要的

环境领域国际公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同时也为生态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必须

认识到，MA 提供的信息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它只是

在全球尺度上概括地揭示了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

祉之间的一些关系，而没有全面涉及通常人们更为

关注的区域、国家乃至局地尺度的一些问题；此外，

科学界对MA 的理念和方法尚有不少争论，它仍需

不断补充和完善。因此可以预期，由 MA 开创的综

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间相互关系的工作

将会沿着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展下去：

（1） 在全球尺度建立一种政府间的机制和组

织，筹集一定的资金，建立标准化的评估指标和方

法，定期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状况和未来的变化趋势

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提交给决策者供其使用。

（2） 按照 MA 的理念和方法，针对区域、国家

或局地尺度，或者是针对某种生态系统开展相应的

评估工作。为了尽快地推动这一工作，可以将生态

系统评估与目前已经实施的或者将要实施的各种项

目结合起来。

（3） 不断充实和完善 MA 所提出的一些新理

念和新方法，比如：如何准确选择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的指标？如何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如何量化生态系

统服务与人类福祉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整合不同时

空尺度的数据？如何将当地民众管理生态系统的知

识科学地反映到生态系统评估的成果之中？只有在

更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生态系统评估的结论

才会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4） 生态系统评估工作需要使用与生态系统

服务变化有关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数据，同时也需要

使用与人类福祉有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开展

与生态系统评估有关的各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长

期监测工作，系统地积累和管理这些数据是评估工

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在 MA 的实施过程中，正是由

于有关数据的缺乏导致对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

间的许多问题不能得出可信度较高的结论。因此，

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对科学数据的采集和积累工作。

4　结　语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建设以人为本，社

会经济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多、

经济结构不合理和有些地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

发等原因，仍然面临着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

重、荒漠化扩展、水体污染加剧、外来物种入侵以及

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这两方面的矛盾已经

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解

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观念，调整政策，改

善对生态系统的管理，稳定并提高生态系统向人类

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采用由 MA 提出的理

念和建立的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各个部门

间的协作，在各个尺度上系统、全面地开展生态系统

评估工作，为各级决策机构和决策人提供生态、环境

决策方面的科学依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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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  ent （MA） was  launched  by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  eral Kofi An-

 nan  in  J une   2001   and  was  com  pleted  in   March   2005 .  So  far ， the   MA i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 program  de-

 signed  to assess  the  global ecosystem  by  synth  esizing  inform ation  from  allkinds ofsources .  The  assessm  entfocuses 

 on  the  linkages  between  ecosystem  s and  hum an  w  ell- being  and ， in  particular ， on  ＂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latest findings ， three  m ain  contributions  presented  by  the   MA w  ere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①  Conducted  a 

 com  prehensive  globalassessm  entofthe  world ’ s m a jor  ecosystem  s and  its four  m ain  findings ， which  can  provide 

 substantialscientific  basis  for  decision- m  akers to  im prove  their  decision- m aking  proce  sses  concerning  ecosystem 

 m anagem  ent ；②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resea  rch  by  pointing  outexplicitly thata change  in  ecosys-

 tem  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 an  well- being ， and  placing  the  study  of “ ecosystem  and  hum an  well- being ”  as  one 

 centraltask  for  current ecologists ， which  can  lead  the  developm ent of  ecology  in   21 st  century ；③ Established  a 

 fram  ework to asse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cosystem  s and  hum an  well- being ， and  a analytical  approach  to  con-

 ductm ulti- scale and  integrated  assessm  ents .  Though  greatachievem  ents have  been  gained  w  ith the   MA im plem  enta-

 tion ， butm any  issues  stillneed  to be  discussed  or  im  proved ， including  concepts ， m ethods and  data.

 Key  w ords ：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  ent ； Conceptualfram  ework ； Analyticalapproaches ； Hum an  well-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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