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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气候，还有很多方面都突破了地球的极限
地球系统边界
人们曾认为，地球永远可以包容我们，大自然所具有的

强大弹性，总是能为我们的生存提供适当的条件。但现在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许多行为正让未来文明
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面临巨大的风险。

近日，《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来自世界各
地的51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采用
模型和文献综述的方式，评估了地球的健康状况。

他们在全球和局部的尺度上，为 气候、生物圈（自然生
态系统、工作景观）、淡水（地下水、地表水）、肥料（磷、
氮）、空气污染物提出了一套 安全与公正（safe and just）的
地球系统边界。这是首个量化了地球系统变化对人类的危
害的边界评估。

安全与公正
什么是安全与公正的边界？根据这项研究的解释，安

全的边界确保了地球的稳定性和恢复力。一个稳定且具有
恢复力的地球是由平衡的反馈主导的，它具有为人类和所
有其他生物提供支持的功能和能力。

公正的边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受到重大伤害的
风险。他们将重大伤害定义为地球系统的变化对国家、社
区、个人造成的广泛的、严重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他
们用三个标准来评估，在安全的地球系统边界内，是否就可
以保护人们免受重大伤害：第一个是 物种间公正和地球系
统稳定性；第二个是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后代之间的 代际
公正；第三个是国家、社区和个人之间的 代内公正。

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分析的
所有领域中，除了空气污染之外，其他所有领域都突破了安
全与公正的边界。这意味着，除非及时采取措施，否则不可
逆转的临界点和对人类福祉的广泛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

发现了什么?
对于每个地球系统领域，研究人员先是量化了安全的

边界。他们认为，坚持这些安全边界，将能满足“物种间公
正和地球系统稳定性”的标准，并将保护后代免受地球系统
变化造成的重大伤害（代际公正），但它可能无法避免对当
代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造成重大伤害。

因此，他们建议有些边界应该被设定得更加严格，以达
到保护当前的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目的。具体来说，研究人
员发现：

1. 气候边界
为了避免触发危险气候临界点的高风险，《巴黎协定》

设定了 1.5℃的全球变暖作为安全的边界。虽然目前这一
边界还没有达到，但在当前的 1.2℃升温情况下，世界上已
经有许多人受到了与气候有关的灾害的严重打击。

当升温达到1.5℃时，数亿人可能将暴露在年平均气温

超过29℃的情况下，这将超出了人类的气候生态位，造成致
命的后果。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如果要避免数千万甚至更
多的人受到重大伤害，应该将 公正的边界设置在 1℃或以
下。

2. 生物圈边界
一个健康的生物圈通过储存碳、维护全球水循环和土

壤质量、保护传粉者和许多其他生态系统，来确保地球的安
全和公正的。

基于气候、水和物种保护的模型结果，研究人员提出，
从全球来看，地球上的50%到60%的土地，需要拥有基本完
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然而，这一安全的边界却并没有达
到。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目前这一比例在 45%到 50%之
间，其中包括大片的人口相对较少的土地，比如澳大利亚的
部分地区和亚马孙雨林。而即便是这些地区，也已经因为
气候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而处于压力之中。

从局部来看，研究人员认为在人类主导的景观中，每平
方公里土地（农场、城镇、城市或其他人类主导的景观）至
少需要包含20%到25%的能容纳基本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
的半自然栖息地。这一边界同样没能达到。目前，人类主
导的土地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满足这一阈值。

3. 淡水边界：保持地下水位，不让河流干涸
过多的淡水会是一个问题，它会造成洪水这样的灾害；

但太少也是问题，缺乏淡水会导致干旱，进而对粮食生产造
成重击。

为了使淡水系统保持平衡，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安全
地球系统边界，一个是地表水的流动变化的安全边界，另一
个是地下水的下降的安全边界。

他们建议在不了解当地地表水流信息的情况下，避免
在任何一个月内抽取或增加超过 20%的河流或溪流的水。
按年平均流量计算，目前世界上的 66%的陆地面积符合这
一边界，不过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一
半，这表明人居环境影响重大。

地下水同样也被过度使用。他们认为，所有含水层的
年地下水降落的安全边界，取决于年平均补给量，如果降落
小于补给量，则认为地下水是安全的。在这一标准下，目前
世界上47%的土地的地下水，都受到了被过度开采的影响。

4. 肥料和养分的边界
当农民对田地过度施肥时，雨水会将 氮（N）和 磷（P）

的径流冲刷到河流和海洋中。这些营养物质会引发富营养
化、破坏生态系统、恶化饮用水质量。在这项研究中，研究
人员为农业氮和磷过剩设定了安全的边界。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氮和磷的使用已经达到了安全
与公正边界的两倍。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其实在许多贫困
国家的农业地区，并没有施加足够的肥料。因此，虽然许多
国家需要减少肥料的使用，但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在有些地
区，肥料的使用量是可以增加的。

5. 气溶胶污染边界
对于气溶胶，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由南半球和北半球

的气溶胶光学深度差异定义的安全边界。他们发现，如果
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气溶胶光学深度差异达到 0.15，就可能
扰乱风的模式和季风。也就是说，空气污染实则可能颠覆
天气系统。

目前，南北半球的气溶胶光学深度差异为0.05，尚未达
到影响天气的水平。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暴露在危
险水平的细颗粒物污染（PM 2.5）中，每年造成约420万人死
亡。我们必须将这些污染物减少到更安全的水平，即 每立
方米空气低于15微克。

行动起来
设定边界和目标至关重要，但若想让地球恢复为一个

安全、公正的星球，需要多方的行动，或许尤其离不开各地
政府和企业在地球系统的安全边界内采取集体性地措施。
为了阻止人类文明破坏地球系统的平衡，我们必须终止许
多破坏地球的行为，以确保未来的地球仍然是一颗拥有干
净的淡水、清洁的空气、充满生命的星球。

阿里信元老
京东赌新人

618结束后的48小时，阿里大变天。
今天，阿里巴巴控股集团董事会发布一则

全员信，张勇宣布，将于今年9月10日卸任阿里
巴巴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职务，此后将
专职担任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CEO。

谈到卸任原因，张勇在信中提及，是由于阿
里云智能集团完全分拆已经启动，正处于向上
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必须全身心投入。同时为
了适应未来发展规范和要求，其个人不宜再同
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与CEO职务。

经过阿里巴巴控股集团董事会批准，接替
张勇的是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将出任阿里巴
巴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吴泳铭出任阿里巴巴
控股集团CEO，同时继续兼任淘天集团董事长。

阿里元老重出山
自马云退休以后，阿里诸多元老也一度消

失在了公众视野范围内。随着今年阿里1+6+N
的全新组织结构变革，阿里的元老们，陆续站回
了台前。

据虎嗅统计，本次六大业务集团董事会的
董事席位共计 30席，由 19位阿里核心人士担
任。曾经带领阿里打下江山的“十八罗汉”中的
五位，都出现在了今年阿里公布的 6大业务集
团董事会名单上。除了新任董事会主席蔡崇
信，新任CEO吴泳铭外，还包括担任本地生活、
国际数字商业两大集团董事的彭蕾，担任云智
能集团和菜鸟集团董事的蒋芳，以及阿里巴巴
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剩下的14人中，有
11人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

事实上，这个变化早有预兆。
一方面，今年以来，阿里1+6+N的全新业务

集群成型，张勇早已放权。此前，多家媒体也曾
报道，五月下旬马云召集淘天集团各业务负责
人举行了一场非公开的小范围沟通会，张勇已
不在与会人员行列。

另一方面，阿里的电商帝国正在不断地被
分食。

近几年，阿里巴巴电商业务市场份额的下
滑速度惊人。早年，阿里曾占据着 80%以上的
电商市场份额，然而，据国信证券研报显示，
2021 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的 GMV 占比仅有
54%，到了 2022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降到了
46%。

面对核心电商市场份额的下跌，张勇作为
掌舵人，难辞其咎。但阿里元老重新掌权，是否
又可以力挽狂澜，也引发行业讨论。

京东新人陆续上位
同是在今年展开组织架构大变动，京东却

赌起了新人。
今年五月，京东集团原CEO徐雷因个人原

因提出退休申请。接过这一棒的，是原京东集
团CFO许冉。

许冉于 2018年 7月加入京东，任职财务副
总裁，并于 2020年 1月晋升为高级副总裁，自
2020年 6月起担任京东首席财务官，前后在京
东任职时间仅5年。

除许冉之外，京东科技新任总裁徐丰、京东
物流余睿、京东旗下达达集团总裁何辉健等众
高管，都是对其业务并没有过长经验的“京东新
人”。

而与之相反的是，前京东物流CEO王振辉、
前京东数科CFO陈生强、“白条之父”许凌，以及
徐雷、王笑松等一众京东元老级人物陆续在近
三年或离职或退休。

和阿里的“十八罗汉”不同，京东更多的是
刘强东白手起家的故事，这导致了京东的高管
总是空降而来。

6月 18日，许冉作为京东新任CEO首次亮
相，向公众披露了京东未来的经营思路，并分享
了今年以来京东展开组织架构调整后的成果。
追求扁平化是本次调整的关键词，以京东零售
为例，取消事业群、品类负责人有了更大的经营
决策权和人事认领权。

此次调整后，拥有数万名员工的京东零售，
从最基层的采销员工一直到京东零售的CEO，
之间只有三个管理层，用许冉的话来说，“成为
了同类规模企业中架构最扁平的公司。”

最后
在今年五月阿里召开的内部会议上，马云

也为淘天集团组织调整指明方向，强调了“扁平
化”这一概念，而京东也重拾低价武器。

显然，重视下沉市场成为新趋势，电商市场
已然走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作为国内最大的
两家电商公司，阿里和京东在人员配备上，已然
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未来究竟会如何让发展？
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