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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破 億

【本報訊】環境資訊網站【本報訊】環境資訊網站MongabayMongabay、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3131日報道：地日報道：地
球人口在球人口在3131日正式達到日正式達到7070億。這天，不少國家都在熱切期待着億。這天，不少國家都在熱切期待着 「「7070億寶寶億寶寶」」 的來臨的來臨
。然而，全球人口邁進這個里程碑並非好事。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然而，全球人口邁進這個里程碑並非好事。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
》說，目前，人類每年正消耗相當於》說，目前，人類每年正消耗相當於1.51.5個地球的資源，而當全球人口到了個地球的資源，而當全球人口到了20502050年年
穩定在穩定在9090億時，人類總共需要億時，人類總共需要2.82.8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活下去。人口爆炸帶來的影響，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活下去。人口爆炸帶來的影響，
值得人類深思。值得人類深思。

【本報訊】據《國家地理雜誌》網
站：全球人口邁進 70 億大關，一場糧食
危機正在醞釀。為了養活日益增長的人
口，糧食生產需要翻一番。然而，糧食
產量遠不及人口增長快，氣候轉變和新
疾病則威脅有限的農作物品種。幸運的
是，人類已意識到糧食危機的來臨，並
正積極採取應對措施。

糧食品種滅絕的事，正在世界各地
發生——而且速度很快。在美國，我們
歷史上的水果和蔬菜品種，估計已有百
分之九十消失。在十九世紀初生長的七
千種蘋果品種中，現時已剩下不到一百
種。在菲律賓，曾經有過數千種水稻品
種，現在只有不到一百種。在中國，一
百多年前種植的小麥品種，如今已有百
分之九十消失了。專家估計，我們在過
去一百年間已失去世界一半糧食品種。
已知八千種動物品種中，已有一千六百
種瀕危或已滅絕。

如果疾病或未來的氣候轉變導致養
活我們的這少數植物和動物中的某一種
滅絕，則我們就可能非常需要我們任其
滅絕的那些品種中的一種。

種籽銀行當人類救星
對我們田野裡迅速滅少的生物多樣

化的一個反應，一直是盡可能在不同種
籽品種滅絕前把它們收集和保存起來。

今天，全世界各地有約一千四百個
種籽庫。最雄心勃勃的是最新的 「斯瓦
爾巴德全球種籽地庫」，它設在距北極
七百英里的挪威斯匹次卑爾根島一座沙
石山的永久凍土裡。它由加里．福勒與
國際農業研究諮詢集團共同創建。這個
所謂的末日地庫，是世界各地種籽庫的
後備。世界各地種籽庫收藏的種籽，都

有樣本放在這裡。它們儲藏在海拔四百
英尺的永久凍土層裡，確保這些種籽即
使在北極冰蓋融化時也保持在高處和乾
燥。

福勒的全球農作物多樣性信託公司
最近宣布展開一場全球種籽收集運動：
用十年時間來收集地球上小麥、稻、兵
豆和雞豆的各種尚存親緣植物，以便
「把農業武裝起來，對抗氣候轉變」。

他們希望這場搶救運動可以使科學家檢
驗這些親緣植物的生命力，例如耐旱和
耐澇程度，以便把這些親緣植物的特徵
嫁接給我們脆弱的農作物品種。

不過，為未來貯藏種籽，仍只是一
種權宜措施。同樣重要的是搶救世界各
地農業的老古耕作智慧，這些農民一代
又一代精心改進農作物種籽和動物良種
。也許最寶貴和瀕危的是儲藏在農民腦
中的智慧。

【本報訊】中央社、新華社31日報道：聯合國把31日定為全球
人口達到 70 億的日子。不過，美國人口普查與統計局也試圖推算全
球人口，但它預測人口要到 2012 年 3 月才會突破 70 億大關。究竟聯
合國是如何計算出全球人口呢？

理論上，估計全球人口何時達到 70 億很簡單，只要依據各國最
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數目，減去估算的死亡人數，再加上估計即將出生
的人數，並列入移民造成的人口改變。但實際上當然更複雜。

聯合國全球人口現況報告一名編輯表示，有些政府並沒有有力的
統計系統，人口普查資料又不完整。聯合國又必須考量官方普查資料

未顯示出的人口趨勢。例如，在重男輕女的文化，有人可能瞞女不
報，在內地的一孩政策底下，很多父母也可能生女不報。所以，聯合
國人口司把這些因素列入考量，估算出人口數目。

儘管聯合國與美國人口普查與統計局的預測日期不同，但雙方都
認為他們預測的70億人口里程碑都是象徵性的。

有專家表示，兩個機構本來大可宣布人口達 70 億的日期範圍，
但雙方卻選出明確的日期，非常明智，因為全球人口成長是人人都要
面對卻忽略的議題。這樣可引起全球注意。

全球人口如何計算？
7,000,000,0007,000,000,000

據了解，菲律賓是第一個宣布全球第70億名成員降生的國家
。這名叫做丹妮卡．卡馬喬的嬰兒在鎂光燈的環繞下，於31日零
點前2分鐘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一家醫院降生。聯合國高級官員前

往菲律賓接見了這個小嬰兒及其父母，並送給丹妮卡一個小蛋糕作禮
物。此外，卡馬喬一家還收到了來自當地捐贈者的各種禮物，包括為
丹妮卡準備的助學基金和幫助該家庭開辦雜貨店的費用。

菲律賓搶先公布 「70億寶寶」
菲律賓聲稱的全球第60億寶寶蓋瓦拉也見證了70億寶寶的誕生

。蓋瓦拉出生於1999年，現已12歲，就讀小學6年級。蓋瓦拉表示：
「我非常高興看到這名可愛的寶寶。我希望她像我一樣，在大家的關

愛中，健康成長。」
1999年10月12日，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將一名在波黑出生的

寶寶指定為全球第60 億人。不過，60 億寶寶一家目前正在貧窮中掙
扎。因此，聯合國今次決定不再 「指定」70億寶寶。

中國人口增長進入拐點
據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介紹，中國目前

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約佔全世界人口的1/5。預計2015
年中國人口將達14億，2020年達14.5億。人口總量

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後，人口總規模將達15
億。不過，在未來 15 年左右，印度

人口就會超過中國。
據悉，中國佔世界人

口的比重，從改
革開放初期的
22% 下 降 至

2010 年的 19%；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 68 歲提高到 73.5 歲，達到了
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

更引人關注的是，中國人口很快也會進入負增長狀態。業內專
家指出，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速度逐漸放緩，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需要
人口優勢從廉價勞動力時代轉為人力資本時代。

人口2025年達80億
以每秒兩個多新生兒降生的速度計算，第 80 億人口將出現在

2025年6月15日，第100億人口將出現在2100年前。人口激增也意味
着人類對社會資源的需求激增，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問題，將
考驗着每一個國家。

另外，人口增長意味着消耗的資源有所增加。目前，人類每年正
消耗相當於1.5個地球的資源。如果 「事情如常」持續下去，那麼全
球人口到了2050年穩定在90億時，人類就總共需要2.8個地球的資源
才能生存。換句話說，地球需要接近3年的時間，才能恢復人類一
年的資源消耗量。此外，由於貧富分布不均，地球的小部分人佔
用了大部分人的資源。例如，一個今天在美國出生的嬰兒，其碳
足跡較同一天在中國出生的嬰兒大7倍；較印度嬰兒大55倍；
較尼日利亞的嬰兒大86倍。

顯然，地球村既需 「開源」，又要 「節流」。
「開源」就是要鼓勵可持續發展，減少破

壞環境，從而用更少的資源養活更多的
人口。 「節流」則是要穩定人口

數量，鼓勵一些國家地區
降低生育率，
重視人口品質

的提高。 人口爆炸釀生態災難

「大滅絕」或提早發生
人口不斷膨脹 農作物品種減少

糧食危機一觸即發

水位上升國土縮水

孟加拉人口往外逃

【本報訊】美國《時代》雜誌報道
：人口增長其實要地球付出無可否認的
代價。人口越來越多，人們越來越富有
、健康和強壯的同時，其他物種經已遭
殃。《科學》雜誌去年的一項研究發現
，每年平均有52 種哺乳類動物、鳥類動
動和兩棲類動物都朝滅絕走近一步。
《科學》雜誌近期的另一項研究發現，
人類正消滅頂級捕獵者如老虎、狼或鯊
魚，間接對食物鏈造成重大影響。

人類的數目越來越多，物種的數目
越來越少。《自然》雜誌的一項研究發
現，我們早已進入一個歷史性滅絕時期

——可能是第六次大滅絕時期。即使我
們把地球越來越多部分納入自然保護範
圍也沒關係。人類的數目越來越多，人
類的物質需要、碳排放量和廢物也越來
越多，但留給其他物種的空間越來越少
，至少毋須直接賴我們為生的物種如家
畜及昆蟲是如此。

我們的地球也許正準備養活 70 億人
、80億人或90億人，但要養活其他物種
的空間並不多。人口爆炸雖然沒有科幻
小說和環保分子所說般恐怖，但一個僅
剩下人類的地球會無比的孤獨。

【本報訊】據《國家地理雜誌》報
道：人口急速膨脹加劇了全球水位上升
的影響。擁擠的地球如何適應陸地面積
減少，或許孟加拉國人可供借鑑。

全世界人口，有超過1/3居住在海岸
60 英里內。氣候變化專家預測，在未來
數十年內，隨着海平面上升，世界很多
大城市，包括邁阿密和紐約，將會日益
容易受沿海洪水的衝擊。最近一項對136
個港口城市的調查顯示，最多人口受威
脅的城市，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尤
其是亞洲城市。世界兩個其人口比例將
受極端氣候影響最大的城市，都是在孟
加拉國。

但是孟加拉人不需要等待數十年，
才看到海水上升如何改變未來。他們在
孟加拉灣的制高點，就已經看到生活在
一個人口過多和水位上升的世界的情況

是如何。他們看到海平面上升，鹽性侵
蝕沿海含水土層，河流氾濫破壞性增高，
襲擊沿海地區的颱風愈來愈強大——所
有這些改變，都與全球氣候惡化有關。

不過，孟加拉人並沒有坐以待斃。
數十年來孟加拉人一直在研製能更有效
抗鹽性的稻米，以及建造堤壩來防止低
地農田被海水淹沒。結果，該國大米生
產自上世紀70 年代以來提高了一倍。同
樣地，頻繁的颱風促使孟加拉人建造颱
風庇護所，以及發展了自然災害預警系
統。最近，各種非政府組織在孟加拉國
創辦了流動學校、醫院和圖書館，這些
設施都可以在雨季保持正常運作。

孟加拉國不但成為對抗水災的高手
，還是一個解決人口問題的典範。孟加
拉國在上世紀70 年代發展了一個草根家
庭人口控制計劃，該計劃使孟加拉國生
育率從1977年的每名婦女生6.6個孩子，
降至今年的2.4個孩子。

不過，人類始終不能戰勝自然。即
使孟加拉國人口增長大幅下降，但人口
始終繼續上升，到下世紀初可能達到2.5
億以上。隨着孟加拉國土不斷流失，數
百萬孟加拉國人不得不在外國工作。孟
加拉國的青年人都紛紛向外逃亡。達卡
南北大學公共衛生教授穆罕默德．馬布
德說，到氣候變化帶來最嚴重打擊的時
候，孟加拉國人口可能已減少了800萬至
2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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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種籽銀行把各地農作物的種籽存
起來應急 資料圖片

▲人口增加，導致人類對空間的需求不斷上升，
直接剝削了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 互聯網

▲全球人口邁進70億大關，一場糧食危機正在
醞釀

▲孟加拉國的人民已習慣在 「水中
」 生活 資料圖片

◀◀ 「「7070億寶寶億寶寶」」 3131日在菲律賓馬尼日在菲律賓馬尼
拉誕生拉誕生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