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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高踞全球第十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二。根據最新數字，若全球人
類都套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我們便需要4.2個地球來滿足人類的消費習慣及吸收我們
所產生的廢物，情況比2016年的3.9個地球更嚴重。

香港生態足印總量大部分是用戶（如個人和企業）的日常消耗，而香港整體的生態足
印中，有一半來自：食物（21%）、衣服（15%）、個人交通（8%）及電力（7%）。

自1970年代起，香港的平均每年生產總值實質增長8.9%。在同一時期，香港的生態足
印亦錄得按年5%的升幅，情況一直維持到1990年代中期。在1997至98年間的亞洲金融
風暴中，本地生產總值（GDP）及生態足印均錄得下跌。

GDP下降的同時，我們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亦同時下降。在2003年的沙士疫潮和2007至
08年金融海嘯期間，GDP及生態足印的趨勢亦見一致。自2009年起，經濟開始復甦，
生態足印亦隨之增長（即情況變差）。隨着GDP持續增長，若港人繼續維持現有一貫的
生活模式，生態足印有機會繼續上升。

企業、政府至每個人都要決心改變，才可以遏止過度消費，舒緩對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壓
力。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正推動多個保育項目，包括「向魚翅說不」政策及環保海
鮮行動等，以提升企業和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並希望鼓勵他們更進一步，實踐可持續消
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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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承載力旨在計算地球上具生產力，並可提供生態服務及資源予人類使用的土地及海
洋面積。生物承載力是大自然的可再生能力，也是生態系統可供人類使用的「限額」。 

生態足印旨在計算人類需耗用多少具生產力的土地和海洋面積，以取得可再生自然
資源及吸收所產生出來的廢物。它計算六種具生產力的土地種類：耕地、畜牧地、
提供產品的森林、漁業用地、已建設土地及吸收碳排放的森林。

生物承載力及生態足印均以「地球公頃」（Global Hectare，簡稱gha）作為量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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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足印
大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密不可分，她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產物，包括食物、水及原材料等實
質資源；同時亦肩負調節氣候、空氣質素及疾病等無形的生態系統服務。生態足印測量
旨在透過量度大自然的供應（生物承載力）及我們對她的需求（生態足印），揭示人類
活動對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所構成的壓力。

大自然的供應 = 生物承載力 對大自然的需求 = 生態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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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1年至2014年，全球生物承載力的總量上升了27%*，然而同一時間全球人口由31
億增加至73億。此消彼長下，人均生物承載力由3.1 gha減少了約一半（-46%）至1.7 gha。
另一方面，全球人口增長及人類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需求有增無減，因此人類人均生態
足印從2.3 gha上升至2.8 gha（+24%）。

*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記錄了1961至2014年（此為最近期數據的年份）的生態足印基準數據。

全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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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土地種類的生物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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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透支日 1969-2018

地球透支日標誌着當天人類已耗盡地球於該年能夠生產的自然資源。日子愈早，表示
地球資源透支速度愈快。由於全球人均生態足印（2.8 gha）已超過全球人均生物承載力
（1.7 gha），全球現時正處於生態赤字的情況，表示我們正活於地球資源透支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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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比全球平均情況更嚴重，人均生態足印由1961年的1.8 gha大幅上升至2014年的7 gha，
足足是2014年全球平均值的2.5倍。

由於香港缺乏具生產力的土地，因此生物承載力十分有限（1961年及2014年的人均生物
承載力分別只有0.09 gha及0.03 gha）。因此，香港只能使用及依賴外地的生物承載力，
意味香港人所使用的資源大部分均由外地進口。以海鮮為例，本港約90%的海鮮產品由
全球逾170個國家及地區進口。

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高踞全球第十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二。現時全球正使用約1.7個地
球以支持目前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模式。然而，若人類都套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就要
4.2個地球才可滿足人類的消費習慣及吸收所產生的廢物。因此，香港透支日在3月28日
已經來到。

香港趨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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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
生物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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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所有生產農產品的用地，農產品包括牲畜飼料、魚粉、植物油產品和橡膠。 

畜牧地：所有用於飼養牲畜以取得肉類、乳製品、皮革和羊毛產品的草地。

提供產品的森林：指用於取得燃材、紙漿及木材產品所需的森林面積。

漁業用地：用於捕撈魚類和其他海鮮產品的海洋及內陸水域。

已建設土地：有人類基建覆蓋的具生物生產力土地，包括交通、房屋、工業用地和用作水力發電的水塘。

吸收碳排放的森林：指用作吸收因人為排放、而又未被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森林面積。人為碳排放
包括：（一）燃燒化石燃料、（二）非化石燃料的來源及（三）國際海、空運運輸。生態足印內的碳
足印包括本地排放，及生產與運送進口產品過程中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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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生態足印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用戶（如個人
和企業）的直接消耗，以及由固定資本形成總
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及
政府支出帶來的間接消耗。用戶的日常
消費佔香港生態足印總量的78%。
因此，若個人及企業都能改變生
活模式，作出負責任且可持續
的 消 費 選 擇 ， 我 們 的 生 態
足 印 將 可 大 大 減 少 。 綜
觀 整 體 情 況 ， 香 港 的
生態足印有一半是來
自：食物（21%）
、衣服（15%）、
個 人 交 通 （ 8 % ）
及電力（7%）。

具生產力的土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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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在香港生態足印總量中佔21%（1.47 gha），在眾多消費項目如食物、交通、房屋及
商品和服務的比例最高。當中又以肉類所佔的生態足印最高，佔26%；其次是魚類和海
鮮，共佔23%。 

如果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管理，食物生產將對環境造成巨大影響，當中又以肉類為甚。因
為生產肉類需消耗大量能源及淡水等自然資源。

最近一項研究指出，選擇彈性素食（即主要進食素菜，但允許適量進食肉類和其他動物
產品的飲食方式）可以顯著地減少食品生產引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從而舒緩人類對自然
資源的壓力。除了作出更可持續的飲食選擇外，減少浪費食物也是逼切的議題。在香
港，絕大部分廚餘均與其他都市固體廢物（MSW）一同被棄置在堆填區。在2017年，合
共約3, 662噸廚餘被棄置，佔MSW總量的34%。

因此，我們是時候改變生活模式，不但要多菜少肉，更要珍惜食物，減少廚餘。

食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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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在香港生態足印總量中佔約15%（1.02 gha），在眾多消費項目中所佔比例第二高。
在衣服類別的生態足印分布中，其中約45%（0.46 gha）來自對森林的需求以用作吸收碳
排放、28%（0.29 gha）來自對畜牧地的需求，23%（0.24 gha）則源自耕地。

我們應關注生產衣物背後的環境成本，包括整條生產鍊 ─ 由原材料製作、生產布料到運
送至零售商等各部分。這過程需消耗自然資源，如大量淡水和天然纖維如棉花、羊毛及
麻等。生產這些纖維需耗用不少具生產力的土地，因而增加了我們的生態足印。

每個人也可以作出一分力，降低衣服生產的整體生態足印。我們需要急切保育可再生自
然資源，而減少購買衣服是其中一個途徑。購買衣物前要三思，當有真正需要時，可選
擇二手衣服或用有機棉與其他循環再造的纖維等相對環保的材料製成的衣服。支持循環
經濟，將破舊的衣服升級再造，避免直接送往堆填區。

衣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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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只有一個，但卻要以有限生產用地來提供資源及服務予全球77億人。各國政府不應
只注重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和GDP，而應該在維持經濟增長同
時，考慮如何在生物承載力和生態足印之間取得平衡。

在2014年，每名香港人需要7 gha以滿足我們的生活模式，比2004年數字高出33%。在2004
年至2014年期間，GDP和人均生態足印分別上升了68%和33%。同時，香港人對畜牧地
和耕地的需求大增，於這兩種用地的人均生態足印分別急升358%和55%。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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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新加坡

澳洲

在2014年，每名新加坡人需要5.9 gha以滿足當地的生活模式，比2004年數字減少16%。
然而同一時間，新加坡的GDP急速上升67%。在過去十年間，新加坡用於提供產品的森
林及吸收碳排放的森林的人均生態足印降幅最為顯著，分別達38%和19%。

在2014年，每名澳洲人需要6.9 gha以滿足當地的生活模式，比2004年數字減少24%，不過
當地GDP卻增長了49%。全部六種土地用途的人均生態足印均有減少，當中又以畜牧地
及耕地的跌幅最為顯著，分別下跌60%和35%。

要減低我們的生態足印，香港必須正視過度消費的問題、改善能源效益、採用更多可再
生能源、支持綠色建築，及改用LED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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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行動
人類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種都依賴大自然，因為她為我們提供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及生態
系統服務。由於人類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耗用速度高於再生速度，我們的地球正瀕臨資
源枯竭。香港是一個消費主導的城市，而我們非常依賴從世界各地進口的資源。因此，
香港在政策、創新科技及個人習慣等方面都必須有所突破，才可解決過度消費的問題，
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要減低我們的生態足印，香港必須正視過度消費的問題、
改善能源效益、採用更多可再生能源、支持綠色建築，及改用LED照明。決策者、金融
業界、企業甚至每個市民均應立即採取行動 ─ 透過制定整全的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政策；
在金融投資和業務營運時支持可持續發展；及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令香港邁向可持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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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個地球
若所有人跟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需
要耗用�.�個地球的資源。

食物與衣服
食物與衣服分別佔香港生態足印總量
的��%及��%。

若全球人類跟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將在這
一天耗盡全年可再生自然資源。

 

香港的人均生態足印高踞全球
第十位，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二。

2019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