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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

若要在2050年以前完成健康膳
食改造，需要巨大的膳食结构转
变。这包括使健康食品如水果、蔬
菜、豆类和坚果的食用量增加一
倍以上，而较不健康的食品如糖
和红肉的全球消费降低一半以
上。富含植物类食材、较少动物源
食材的膳食既可提升人体健康，
又能带来环境裨益。

沃尔特·威利特教授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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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人类世的我
们的粮食：产自可
持续粮食系统的
健康膳食

导语

#foodcanfixit

若不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势必落后于联合国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巴黎协定》，这一
代的儿童将继承一个严重退化的地球，届时有
大批人口遭受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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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这是对于人类世粮食问题的一项整合规划，它承认粮食构成了人类健康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全球粮食系统必须在人类
健康与粮食生产的适当边界之内运作，以确保2050年到来时的近百亿人口能享有产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

粮食是改善人类健康及地球环境可持续
性的最强杠杆，然而目前它却同时威胁着
人们和这个星球。人类所面对的一大挑战
就是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产自可
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虽然以热量（
卡路里）计算的全球粮食产量总体跟上了
人口增长，却仍有超过8.2亿人得不到充足
食物，并有更多的人在消费低质量食物或
过量食物当前，不健康膳食在造成疾病、
死亡方面的风险数值超过不安全性交、酗
酒、吸烟、滥用药物的总和。全球粮食产业
威胁着气候稳定和生态恢复力，构成环境
退化和星球边界被侵犯的最大动因。综合
以上因素，现状令人心惊，对全球粮食系统
的大力改造势不容缓。若不采取行动，这个
世界势必落后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和《巴黎协定》，这一代的儿童将
继承一个严重退化的地球，届时有大批人
口遭受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的折磨。

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膳食与人类健康及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然而健康膳食、
可持续粮食生产方式都缺乏全球认同的科
学标准，这妨碍我们对全球粮食系统进行

大规模、协作性的改造。为应对这一紧急需
要，EAT-Lancet委员会召集了来自16个国
家的37名顶级科学家，学科领域包括人体
健康、农业、政治科学、环境可持续性研究
等，协力提出了健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生
产的全球科学指标。这是为粮食系统制定
普遍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的科学指标的首
次尝试。

本委员会聚焦于全球粮食系统的两个“末
端”：最终消费（健康膳食）和生产（可持续
粮食产业）。这两个因素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可持续性有着的重大影响。委员会认识到
粮食系统的环境影响作用存在于供应链全
程的各环节，从生产到加工、零售，并延伸
到人类及环境健康以外，同时触及社会、文
化、经济、动物健康及福利等。但考虑到以
上每一个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必须把许多
重要问题留在委员会的关注范围之外。

粮食是改善人类健康及地球
环境可持续性的最强杠杆。

健康边界

地
球
边界

粮
食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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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50年达成近
100亿人口的星球
健康膳食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foodcanfi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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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体量庞大的科研工作围绕各式膳食结
构的环境影响展开，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
论都是：富含植物类食材、较少动物源食材
的膳食既可提升人体健康，又能带来环境
裨益。总体而言，相关文献显示此类膳食可
带来益处兼及人与地球的“双赢”局面。然
而，健康膳食、可持续粮食生产应具备哪些
要素，以及是否能于2050年达成覆盖全球
百亿人口的星球健康膳食*，针对这些问题
尚无全球共识。

通过评估现有科学证据，委员会推算出健
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全球科学指
标，并把这些普适科学指标纳入一个共同
框架——粮食系统安全操作空间，以识别星
球健康膳食（兼顾健康裨益与环境可持续
性）。安全操作空间是以特定食物类别摄入

量的科学指标（例如每日100~300克水果）
来定义，旨在为人类健康和可持续粮食生
产的科学指标提供最优解，以确保稳定的
地球系统（见图2）。

安全操作空间的边界被置于科学不确定性
范围的下端，如此建立的“安全区域”一旦
被侵犯，就会把人类推入风险上升的不确
定领域。在这个空间外操纵任何地球系统
进程（如生物多样性的高速丧失）或食物类
别（如蔬菜摄入量不足）都会增加地球系
统及人类健康受损的风险。把这些定义安
全操作空间的科学指标作为健康与可持续
性的一项整合规划来全盘审视，使我们得
以评定哪些膳食结构可与粮食生产方式结
合、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
要求。

* 星球健康指“人类文明的健康及其所依赖的多个自然系统的状态”。这个概念在20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Lancet委员会提
出，以转变公众健康领域一直以来聚焦于人类群体的健康、而不考虑自然系统的情况。EAT-Lancet委员会进一步扩展星球健康的
概念，提出新词“星球健康膳食”，以凸显膳食在人类健康与环境可持续性的联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及把这些常常各行其是
的议程规划整合起来、促进粮食系统转化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共输 

赢
-输 共赢

 

输-赢

 
科学指标界定了粮食系统的安全运作空间，图中以橙色环形区代
表。各楔形分别代表膳食模式或粮食生产，合并起来则反映不同
的膳食模式是否能达到人类健康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科学指标，不
能达标的模式就落在安全运作空间之外。这些膳食模式可分为几
类：健康但不可持续的（赢-输），不健康但可持续的（输-赢），不
健康且不可持续的（共输），健康且可持续的（共赢）。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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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康膳食和可持
续粮食生产制定科
学指标

#foodcanfixit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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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

植物源蛋白

动物源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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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

蛋
鱼

豆

坚果

指标1
健康膳食

 
星球健康餐盘中应有约一半容量被蔬菜和水果占据，另一半按照卡路里贡献划分，应主要包含全谷粒、植物蛋白、不饱和植物油和（非
必需）少量动物蛋白。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第一节。

图3

健康膳食应当使人达到最佳健康状态，而
后者被宽泛定义为在身、心、社会层面的完
全安乐，并不仅仅是不生病。健康膳食的科
学指标是参考了食品、膳食模式、健康结果
等方面的广泛文献而制定。（见表1）



健康膳食结构拥有最佳的热量摄入值，并
大部分由植物类食材组成，动物制品含量
低，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而非饱和脂肪酸，精
制谷物、高度加工食品、添加糖的含量有所
节制。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大量营养素摄入量
克/天
（可能范围）

热量摄入
千卡/天

全谷物
水稻、小麦、玉米及其他 232 811

块茎及淀粉类蔬菜
马铃薯和木薯 50 (0–100) 39

蔬菜
全部蔬菜 300 (200–600) 78

水果
全部水果 200 (100–300) 126

奶制品
全奶或其营养等价物 250 (0–500) 153

蛋白源
牛、羊、猪肉
鸡及其他禽肉
蛋
鱼
豆
坚果

14 (0–28)
29 (0–58)
13 (0–25)
28 (0–100)
75 (0–100)
50 (0–75)

30
62
19
40
284
291

添加脂肪
不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

40 (20–80)
11.8 (0-11.8)

354
96

添加糖
全部糖 31 (0–31) 120

表1
热量摄入为2500千卡/天的星球健康膳食的各项科学指标及可能范围。

指标1
健康膳食

虽然基于健康考虑的星球健康膳食与许多传统饮食模式相一致，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人口都应该吃千篇一律的食物。星球健康膳食并
不开列精确的食单，而是简明列出基于实证的食物类别和摄入量范围，并指出它们结合而成的膳食模式最有益于人类健康。各地有必
要对普适性的星球健康膳食进行当地化诠释和适应，使之反映所在地的文化、地理、人口结构和个人特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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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面的餐盘是星球健康膳食的示
例，体现着一种“弹性素食”结构：
大部分由植物类食材组成，但可自
选加入少量鱼、肉和奶制品。

10 10 2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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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南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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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153%

健康边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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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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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171%

145%

100%

125%

全球

若要在2050年以前完成健康膳食
改造，需要巨大的膳食结构转变。

这包括使健康食品如水果、蔬菜、豆类和坚
果的食用量增加一倍以上，而较不健康的
食品如添加糖和红肉的全球消费降低一半
以上（主要通过减少较富裕国家的过量消

费来实现）。然而，世界范围内有些人群的
生计依赖农牧业和产自家畜的动物蛋白，
此外还有许多人群持续承受着营养不足的
沉重负担，单是从植物类食材中获取足够
微量营养的难度已很高。基于这些考虑，动
物源蛋白质在人们膳食中的角色必须被放
在每种具体情境及当地区域性现实中，加
以细心考量。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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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当前膳食模式与星球健康膳食中食物摄入
量之间的“膳食差距”。

限制摄入

红肉

鱼 蔬菜 水果 豆类 全谷物 坚果

蛋 禽肉 奶制品淀粉类蔬菜

自选添加

着重选择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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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表2
全球采用星球健康膳食的情况下估计可避免的成人死亡数字。

从当前膳食模式转向健康膳食有
望带来重大的健康裨益。

委员会用三种方法分析了膳食结构改变对
膳食相关疾病死亡率的潜在影响，全部得
出从当前膳食转向健康膳食有望带来重大
健康裨益的结论。这包括每年防止约1100
万例死亡，占成人死亡总数的19~24%。

方法1
相对风险 19%           或 1110万

成人死亡/年

方法2
全球疾病负担 22.4%    或 1080万

成人死亡/年

方法3
实证疾病风险 23.6%    或 1160万

成人死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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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针对六个关键地球系统过程的科学指标及用于量化边界位置的对照变量。

科学指标2
可持续粮食生产

地球系统中相互作用的诸多生物地球物理
学系统和过程，尤其是气候系统和生物圈，
调节着这个星球的状态。委员会聚焦于其
中6项因素，它们是被粮食生产所影响、并
可利用科学证据得出量化指标的6个主要
系统和过程。这些系统和过程作为可持续
粮食生产的全局定义所必需的参数，其重
要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委员会针
对其中每一项提出了边界数字，指出全球

粮食产业应在这些边界内运作，以降低地
球系统发生潜在不可逆的灾难性转变的风
险。这些星球边界从概念上划定了粮食生
产的全球规模环境效应的上限。

粮食生产的气候变化边界是以世界遵守《
巴黎协定》为预设前提（把全球变暖幅度尽
量遏制在2摄氏度以下，争取不超过1.5摄
氏度），从而在2050年以前实现全球能源系
统的去碳化。另一预设是世界农业将向可
持续粮食生产过渡，使农地从碳的净排放
转变为净吸收。因此该边界的估算值是来
自对甲烷、一氧化氮等非CO2气体（这些温
室气体被评估为不可避免且难以进一步减
排——至少在2050年前如此）的最大排放量
估测，旨在达成全球人口健康膳食、兼及《
巴黎协定》目标不失。

地球系统过程 对照参数 边界
（不确定性范围）

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排放量 5 Gt CO2-eq yr−1 

(4.7 – 5.4 Gt CO2-eq yr−1)

土地系统变化 农地使用 13 M km2

(11–15 M km²)

淡水使用 用水量 2,500 km3 yr−1

(1000–4000 km³ yr−1)

氮循环 氮应用
90 Tg N yr−1 

(65–90 Tg N yr−1) *
(90–130 Tg N yr−1)**

磷循环 磷应用
8 Tg P yr−1

(6–12 Tg P yr−1) *
(8–16 Tg P yr−1)**

生物多样性损失 灭绝速度 10 E/MSY
(1–80 E/MSY)

*	不改进生产工艺及再分配情况下的下部边界
**	改进生产工艺及再分配、且50%的应用磷被回收情况下的上部边界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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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并为不断增长的人
口提供健康膳食是艰巨的挑战，要寻找可
用方案就需要了解各种行动的环境影响。
委员会考察过的可立即着手推行的措施包
括：1）全球转向健康膳食；2）改进粮食生产
方式；3）降低粮食损失与浪费。委员会致力
于找到一套能够满足健康膳食与可持续粮
食生产科学指标的行动方针，使全球粮食
系统得以过渡到安全运作空间之内。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星球健康膳食结构的达成 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对世界发展的未来预
测，结果显示粮食系统至2050年可以为约
100亿人口提供健康膳食（此处定义为参考
膳食）并保持在安全运作空间内。然而，红
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量即便发生小幅增长，
也会使这个目标难于或不可能达成。分析
显示，粮食系统若要驻留安全运作空间，要
求人们大幅转向以植物类食材为主的膳食
模式、大量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大幅改进
粮食生产方式。虽然有些单个举措足以维
护特定的边界数字，但没有一项能独力同
时保证全部边界不被突破。

表4
本篇考量过的降低粮食生产对环境影响的措施。

行动 描述

膳食转变
星球健康膳食

星球健康食谱——见表1概括

浪费减半
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

粮食损失与浪费降低一半，看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2.3指标。

增产 
改进生产方式
标准力度

把产量差距缩小到75%；在用量过高和过低的地区间重新平衡氮肥和磷肥
的应用；提高用水管理；采用农业缓和措施，它们相对于2050年碳社会成
本的预估数值应具有经济性。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预设农地的扩张先
进入二级栖息地和其他受到管理的生态系统，再进入完好森林区。

增产+
改进生产方式
高级力度

高级力度的措施从上一级产能更进一步，包括把产量差距追到90%，氮肥
使用效率提高30%，磷回收率达50%，逐步脱离第一代化石燃料，采取一切
自下而上的可行措施来缓和与粮食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生物多样性方
面，我们预设土地利用达到全盘最优化，从而把对生物多样性的冲击减到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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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多种设想场景展示了实施表4中列举的行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以不同颜色表示环境影响是否冲破了粮食生产边界：绿色——低于下部
范围数值；浅绿——低于或等于边界值，但高于下部范围数值；黄色——高于边界，但低于上部范围数值；红色——高于上部范围数值。

温室气体
排放

农地使用 用水 施氮 施磷 生物多样性
损失

粮食生产边界 5.0 
(4.7–5.4)

13 
(11.0–15.0)

2.5 
(1.0–4.0)

90 
(65.0–140.0)

8 
(6.0–16.0)

10 
(1–80)

2010年基线 5.2 12.6 1.8 131.8 17.9 100–1000

生产
（2050年）

浪费
（2050年）

膳食
（2050年）

保持不变 全额浪费 保持不变 9.8 21.1 3.0 199.5 27.5 1,043

保持不变 全额浪费 膳食转变 5.0 21.1 3.0 191.4 25.5 1,270

保持不变 浪费减半 保持不变 9.2 18.2 2.6 171.0 23.2 684

保持不变 浪费减半 膳食转变 4.5 18.1 2.6 162.6 21.2 885

增产 全额浪费 保持不变 8.9 14.8 2.2 187.3 25.5 206

增产 全额浪费 膳食转变 4.5 14.8 2.2 179.5 24.1 351

增产 浪费减半 保持不变 8.3 12.7 1.9 160.1 21.5 50

增产 浪费减半 膳食转变 4.1 12.7 1.9 151.7 20.0 102

增产+ 全额浪费 保持不变 8.7 13.1 2.2 147.6 16.5 37

增产+ 全额浪费 膳食转变 4.4 12.8 2.1 140.8 15.4 34

增产+ 浪费减半 保持不变 8.1 11.3 1.9 128.2 14.2 21

增产+ 浪费减半 膳食转变 4.0 11.0 1.9 121.3 13.1 19

N P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2050年环境压力的预估基线

膳食转变
星球健康膳食

浪费减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增产
改进生产方式
标准力度

增产+
改进生产方式
高级力度

组合+
各项行动结合实施
高级力度

星球边界
不确定性范围

组合
各项行动结合实施
标准力度

Planetary boundary
Uncertainty range

Planetary boundary
Uncertainty range

Title

Baseline projec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in 2050
Dietary Shift
Planetary Health Diet

PROD
Improved production practices
Standard level of ambition

PROD+
Improved production practices
High level of ambition

Halve waste
Reduced food loss and waste

COMB
Combination of actions
Standard level of ambition

COMB+
Combination of actions
High level of ambition

生
物
多
样
性
损
失

温室气体排放

农
地
使
用

用
水

施氮

施
磷

10
0%

10,000%

N

P

展示了以2050年环境压力的预估基线为参照，全球朝着星球健康膳食、粮食生产方
式改进、减少损失和浪费的方向转变，会带来怎样的环境影响。这些便于实施的行
动及其组合被换算为每一项边界从2050年预估基线回缩的幅度，目标是找到能把
环境影响缩减到不确定性范围（灰色阴影）之内或边界值（100%虚线）的一种或一
组行动。例如，对应“膳食转变”的楔形停止于100%温室气体排放的边界处，表示
一场膳食转变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预计增幅从目前的196%减少到5 Gt CO2-eq 
yr-1的边界值，这代表着49%的降幅或96个百分点的降低。增产、减少损失和浪费（
浪费减半）分别只能把环境影响降低18和12个百分点，两者都停留在温室气体排放
边界和不确定性范围之外很远处。标准力度的多项行动组合能把环境影响降低114
个百分点，远低于边界。对于生物多样性损失，只有最大力度的多项行动组合才展
现出把环境影响降低到相关边界的不确定性范围以内的潜力。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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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克斯特伦
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

全球粮食产业威胁着气
候稳定和生态恢复力，构
成环境退化和星球边界
被侵犯的最大动因。综
合以上因素，现状令人心
惊，对全球粮食系统的大
力改造势不容缓。若不采
取行动，这个世界势必落
后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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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Diets From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委员会所设想的对粮食系统大力改造的规
模与速度，是人类在历史上从未尝试过的。
对于当前诸多问题，不存在捷径和妙方，不
懈工作、政治意愿和充足资源都是必要条
件。反对者会警示意愿之外的后果，或称行
动理由不足、应交由现存机制解决。本委员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数据既充足又有力，足以构成立即行动的理
由。延缓行动只会使严重、甚至灾难性后果的
出现几率增加。

#foodcanfixit

人类粮食大转化的
五种策略

会不能苟同。我们的数据既充足又有力，足
以构成立即行动的理由。延缓行动只会使
严重、甚至灾难性后果的出现几率增加。同
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多领域、多层次
的广泛行动，必须用科学指标来引导的粮
食大转化就无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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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略1
寻求国际、国内支持， 
致力于转向健康膳食

表6
从2010年到2050年粮食生产的预估变化（以2010年数值为基数的百分比），分为膳食不变+全额浪费、星球健康膳食+全额浪费、星球健
康膳食+浪费减半三种情形。

由本委员会制定的科学指标为必要的转变提供了参考标准，推荐增加植物类食材的消费
量——包括水果、蔬菜、坚果、种子和全谷粒——并在许多生活场景中大幅限制动物源食
品。这项双管齐下的事业可通过如下举措实现：扩充健康食品的供应和渠道、降低成本，
替代较不健康的食品；增进信息传播和食品营销，为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和可持续性教育
投资；推出基于具体食材的膳食指南；通过医疗保健机构提供膳食建议和干预。

0%

–50%

全谷物 淀粉类蔬菜蔬菜 水果 奶制品 干豆
兵豆
豌豆
大豆

坚果红肉

蛋白质来源

禽肉 蛋 鱼
–100%

150%

200%

250%

100%

50%

2050年 膳食不变+全额浪费
2050年 星球健康膳食+全额浪费
2050年 星球健康膳食+浪费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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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策略2
调整农业的优先取向，
从追求粮食高产转向生产健康食材

农业和渔业不仅要生产具有足够热量的食物来喂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还必须注重产
品的多样性以维护人类健康、支持环境可持续性。农业与海事政策必须与膳食转变并行
调整方向，从追求少数作物的增产（其中大量产品目前被用作动物饲料）转为生产有助于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各种营养食材。畜牧业则需要放在特定情境下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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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策略3
可持续地强化粮食生产，
以增加高品质输出

当前全球粮食系统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并使之建立在可持续性强化的基础上、并以
可持续性和系统革新加以驱动。要完成这一创举，必须把现有农地的产量缺口缩小至少
75%，大幅改进肥料与水的使用效率，回收农用磷，重新分配全球范围的氮、磷使用，采取
气候缓和措施（如改变作物和饲料管理），以及促进农业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此外，为了
依照《巴黎协定》达成全球负排放，世界粮食系统必须在2040年以后成为净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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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意味着要以现存农业用地养育全人类，换句话说，要实行零扩张政策，停止向自然生
态系统和物种丰富的森林内安插新的农地；并使管理政策指向退化土地的恢复与重新造
林，建立国际土地使用管理机制，以及采用“半个地球”策略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即通过捍
卫剩余50%地球的完整生态系统来保住至少80%的前工业时代物种丰富性）。此外，还有
必要改进对世界海洋的管理，以确保渔业不会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水产资源得到
负责利用，而全球水产养殖业以可持续方式增长。

策略4
有力而协调地管理土地和海洋

1个目标—2项指标—5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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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策略5
把食物损失与浪费至少降低一半，
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看齐

以可持续方式在食品生产端减少损失、消费端减少浪费，是全球粮食系统停留在安全运
作空间内的必要条件。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全球食物损失与浪费总量降低一半，既
需要在食品供应链上采用技术性解决方案，也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实施。应改进的方面包
括采收后所需的基础设施、食品运输、加工与包装工艺、供应链各环节的协作、生产商培
训与装备、消费者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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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失误损失和浪费，粮食生产工艺的
重大改进。数据既充足又有力，足以成为立
刻行动的理由。

粮食将成为定义21世纪的课题，其潜力的
释放可促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目标的实现。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
我们发展的粮食系统可以作为一条共有连
线，串起许多国家、国际及商业领域的政策
框架，协力走向人类健康的改善和环境可
持续性。建立清晰、科学的指标来引导粮食
系统的转化，是抓住这个机会的重要一步。

结论

粮食的生产方式、消费的食品种类、损失或
浪费的数量对人类乃至地球的健康都有重
大塑造作用。EAT-Lancet委员会提出整合
式全球框架，并首次针对健康膳食和可持
续粮食生产提供了量化的科学指标。委员
会指出，到2050年向百亿人口提供健康膳
食、并确保粮食产业在安全的星球边界内
运作，这样的目标既是有可能达成的，也是
必要的。

它还展示了普遍采用星球健康膳食的益
处：有助于避免严重环境退化，每年防止约
1100万例人类死亡。然而，要保障人类所
依赖、并最终决定着地球系统稳定性的自
然系统及自然过程，一场粮食大变革势在
必行。委员会呼吁广泛的多领域、多层次行
动，包括：全球大幅转向健康膳食模式，大

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产自可持续粮食
系统的健康膳食，可保障我们的星
球，提升数十亿人的健康。

数据既充足又有力，足以
成为立刻行动的理由。

粮食将成为定义21世纪的
课题，其潜力的释放可促成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
定》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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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人类世
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新地
质时代，以人类作为这个
星球的主导变动力量为
特征。

?

粮食大转化
覆盖所有层次、由粮食系统所有部门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一系列协
作行动，旨在普及产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

粮食系统的安全运作空
间
委员会为人类健康及具
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粮食
产业设定了科学指标，这
些指标所界定的空间为
安全。保持在这个空间内
运作使人类得以向约100
亿人口提供健康膳食而
不致突破地球系统的生
物物理学极限。

?

粮食损失与粮食浪费
这两个词语拥有不同的含义，因为它们发生在食物价值链中的不同阶段。“粮食损失”发生于食物抵达消
费者之前，是农业操作或生产、存储、加工、分销各环节技术限制造成的不遂人愿的结果。而“粮食浪费”是
指质量良好、宜于消费的食物在零售或消费环节被有意丢弃的情况。

?

边界值
设定与科学不确定性范围下端的临界值，可作为决策者在可接受
风险程度问题上的参考。边界值是不波动的基线，不随时间改变。?

粮食系统
与食物的生产、加工、经销、制备和消费相关的所有要素和活动。
本委员会聚焦于全球粮食系统的两个末端：最终消费（健康膳食）
和生产（可持续粮食生产）。

?

生物圈
地球上有生命存在的所有部分，
包括岩石圈（固体表层）、水圈和
大气。生物圈驱使能量和营养在
不同组分间流动，是调节地球系
统的重要角色。

?

星球边界
地球9个边界，每个代表一种对调节、维持地球稳定性具有重要作
用的系统或过程。它们界定了全球的生物物理学极限，人类应在
这些界限内运作以确保地球系统稳定且具有恢复力。换句话说，
它们是人类后世子孙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

?

地球系统
地球上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学过程，主体包含陆地、海洋、
大气、两极和各种自然循环——即碳、水、氮、磷等物质的循环。包
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命是地球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这些
自然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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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Lancet
委员会
本委员会由沃尔特·威利特教授、约翰·罗克
斯特伦教授担任联合主席，召集来自16个国
家的19位委员、18位联合作者，在人类健康、
农业、政治科学、环境可持续性等诸多领域
开展工作。

沃尔特·威利特教授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哈佛医学院
布里格姆及女子医院钱宁网络医学部

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设有EAT-Lancet委员会的秘书处，并与EAT共同领导委员会的研究活动。全部委员及共同
作者都对本篇的思想、结构、审阅有所贡献，且全体过目并批准了最终稿。

约翰·罗克斯特伦教授

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
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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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

EAT是一家由Stordalen Foundation、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Wellcome Trust共同设立的旨在促进粮食系统转型的
全球非盈利基金会。

关于EAT

我们的价值：	

以科学推动大胆的系统性变革
通过合作加速影响
提供独特的变革性解决方案
体现多样性、诚实及道德感
主张公正公平，惠及所有人

全球食物系统转型

KNOWLEDGE
Identifying questions
Generating knowledge

ENGAGEMENT
Amplifying the message
Engaging stakeholders

ACTION
Translating knowledge
Scaling up actiong for
impact at scale

商业

科学 政策

知
识 参

与

行动

全球食物系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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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fying the message
Engaging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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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ng knowledge
Scaling up actiong for
impact a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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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政策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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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使用一个变革框架实现知
识、参与和行动的三方动态互动。	新知识的产生为
变革提供了方向和证据基础；商界、政策界和科学
界的创造性参与可以强化信息并促进变革行动的
发生；建立在参与和知识获取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则
使推动变革和影响的大规模行动成为可能。

我们的粮食系统转型路径加上变革框架组成了我
们的DNA。

我们的愿景

为了人类和地球健康，建立一个
公平的、可持续的、惠及所有人
的全球粮食系统。

我们的使命：

通过扎实的研究、急切的变革
和新的伙伴关系来推动全球粮
食系统转型。

为了确保成功，我们跨越科学界、政策界、商界和
市民社会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目的是在2050年之
前实现迫切和急剧的转型：
l	 引导世界转向健康、美味、可持续的饮食
l	 将粮食系统优先目标与人类和星球利益保
持一致
l	 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更多的粮食
l	 保护我们的土地和海洋
l	 急剧的减少食物流失和浪费





EAT是立足于科学的全
球粮食系统转化平台

#foodcanfi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