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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工作方式与
启示

卢　 卓１， ２， 杨　 滢２， 庄优波１，２，∗

１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热带雨林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全球重要性，长期以来，国际组织在热带雨林保护工作中贡献了力量，能够为我国热带雨林

保护工作提供启示，但目前缺少系统的研究。 首先，基于《国际组织年鉴》的检索结果，以文献检索作为补充，整理得到 １２８ 个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ＴＲ⁃ＩＯｓ）。 在此基础上，从 ＴＲ⁃ＩＯｓ 的组织规模、组织性质、设立目标的演变三个方面，总结 ＴＲ⁃
ＩＯｓ 的基本特征。 随后，以 ＴＲ⁃ＩＯｓ 发布的文件及其开展的活动为依据，参考相关研究，将 ＴＲ⁃ＩＯｓ 的工作方式总结为四类，并进

一步分析了工作方式和三个基本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最后，基于对 ＴＲ⁃ＩＯｓ 的全面认识和我国热带雨林保护工作现状，从两方

面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研究表明，（１）ＴＲ⁃ＩＯｓ 按照组织规模，可分为国际型组织、洲际型组织、地区型组织、其他组织、面向国际

的国家型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可分为科研团体、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和基金会；按照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发展

阶段：侧重科研的保护价值认知阶段、侧重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实践阶段、侧重气候变化应对和新型方法的探索和

实践阶段。 （２）ＴＲ⁃ＩＯｓ 的工作方式包括科研监测、协议倡议、标准认证、实践示范四类，组织规模、组织性质、组织设立目标的演

变，与工作方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３）研究得到两方面启示，一方面，我国应当加入有影响力、规模大的 ＴＲ⁃ＩＯｓ，提升保

护管理能力；成立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加强区域领导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完善与 ＴＲ⁃ＩＯｓ 的合作，建立实践示范。 另一方面，
建议完善科研合作机制，促进科研成果与实践成果之间的相互转化；发起热带雨林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倡议；完善热带雨

林相关认证体系；建立实践示范，协调热带雨林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关键词：热带雨林保护；国际组织；特征分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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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Ｉ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热带雨林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维护地球物质循环等功能，对全球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１—２］。
进入人类世以来，受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开发和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热带雨林面临愈发严峻的威

胁［３—４］。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转变、科学研究的进展、国际合作的加强等，全球热带雨林保护也在经历着

不断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除了国家政府外，国际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作为一种特殊的保护力量，
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热带雨林保护呈现两方面的需求：第一，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面积大、保
护和利用价值高，存在来自多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利益相关方需要协调［５］；第二，热带雨林国家多为发展中

国家，在本国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需要国际力量支持［６］。 国际组织作为共同价值认知的塑造者、国际合作的

推动者、多元利益的协调者［７］，其定位正顺应了这些需求。
在实践层面，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发展时间久，数量大，类型多，开展了大量工作。 而在理论研究

方面，虽然已有一些以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为对象的研究，但多数是对一个或几个国际组织进行的案

例研究，例如，研究国际热带木材组织（ＩＴＴＯ）建立的全球热带木材制度［８］ 和森林认证计划［９］，以及研究国际

非政府组织参与热带雨林治理路径［１０］等。 总之，目前还缺少对所有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的系统研究。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开始进行热带雨林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根据《全国热带雨林保护规

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的统计，截至 ２０１６ 年，我国已建立 １２３ 个涉及热带雨林保护的自然保护区，４９％的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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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得到明文保护，但也面临热带雨林片断化、保护能力不足等问题［１１］。 我国热带雨林的保护力量主要为政

府部门，辅以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虽有局部开展，还不够密切和深入。 近年来，随着我国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深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逐步完善，与国际接轨、开展国际交

流、多方参与保护的方法和途径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热带雨林保护重要力量的国际

组织亟待进一步了解。
综上，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如下：（１）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规模和性质的特征是什么？ 在全球热

带雨林保护发展过程中，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设立目标演变的特征是什么？ （２）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

际组织的工作方式包括哪些？ （３）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工作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本文的研究意义包括：认知层面，总结了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工作方式，丰富了对国

际组织参与热带雨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 应用层面，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保护管理能力两方面，为我

国热带雨林保护提供建议。

１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国际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盟是由各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

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具有常设系统或一套机构，宗旨是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

标” ［１２］。 本文的研究对象———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ＴＲ⁃ＩＯｓ）是以保护热带雨林为成员共同目标的国际组织。

本文在《国际组织年鉴》中检索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检索词为：“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或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国际组织年鉴》（ｈｔｔｐｓ： ／ ／ ｕｉａ．ｏｒｇ ／ ｙｂｉｏ ／ ）由国际协会联盟（ＵＩＡ）发布，
统计时间长，规模大，是开展国际组织相关研究时常用的数据库［１３］，包括国际组织的类型、成立时间和主要活

动等信息。 在《国际组织年鉴》的检索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ＫＩ、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中检索进行

补充，检索式为：主题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去除与热

带雨林保护相关性不强、活跃度不高的组织后，最终得到 １２８ 个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清单（后文简

称“ＴＲ⁃ＩＯｓ 清单”）作为本文开展研究的数据基础。
１．２　 研究方法

首先，基于 ＴＲ⁃ＩＯｓ 清单，从组织规模、组织性质、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三个方面分析 ＴＲ⁃ＩＯｓ 的基本特征。
其次，以 ＴＲ⁃ＩＯｓ 发布的文件及其开展的活动类型为依据，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对 ＴＲ⁃ＩＯｓ 的工作方式进行总

结，并对比工作方式和三个基础特征之间的关系。 最后，基于对 ＴＲ⁃ＩＯｓ 的全面认识和我国热带雨林保护工作

现状提出启示。 本文的研究方法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２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组织规模、组织性质和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三个方面描述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

征。 选择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在于，根据国际协会联盟（ＵＩＡ）按照对国际组织的分类方式，“组织规模”体现了

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组织性质”是对国际组织基本性质的描述。 “组织设立目标”的重要意义在于，目标（或
宗旨）能够指导国际组织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制定，目标（或宗旨）的性质是国际组织公认的基本分类方法

之一（分为一般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织，ＴＲ⁃ＩＯｓ 属于专门性国际组织） ［１４］。 本文进一步对 ＴＲ⁃ＩＯｓ 的

目标的内容进行总结，作为基本特征之一。
２．１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规模和性质

组织规模方面，ＴＲ⁃ＩＯｓ 包括全球型组织、洲际型组织、地区型组织、其他组织、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
组织性质方面，ＴＲ⁃ＩＯｓ 包括科研团体、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基金会。 此外，在成员构成方面，国际组织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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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方法框架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员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其中，组织成员包括政府部门、行会协会、科学家组织和企业等，个人成员包括科研

工作者和热带雨林的管理者（如林务员）等。 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 ＴＲ⁃ＩＯｓ 的分布位置分别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

示，具体信息见表 １。
２．１．１　 全球型组织

“全球型组织”主要有 ２ 个，即国际热带林务员协会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ＩＴＴＯ），组织性质均为行业协

会。 国际热带林务员协会有 ４３０ 多个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成员以相关协会为主（如英联邦林业协会），也
包括个人成员（热带地区的林业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协会的目的是增强交流、分享经验，提升管理者和科研

工作者的能力。 ＩＴＴＯ 的成员均为国家（或地区），包括 ３４ 个生产成员国和 ３８ 个消费成员国（包括欧盟），生
产国是热带地区的雨林国家，消费国分布在全球，组织的目的是建立热带雨林利用和管理相关的认证标准，提
升各国可持续利用热带雨林的能力。
２．１．２　 洲际型组织

“洲际型组织”主要有 ２ 个，即 ＰＥＦ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认证理

事会和热带森林联盟（ＴＦＡ）。 ＰＥＦＣ 认证理事会属于行业协会，有 ５６ 个成员国（和地区）、３０ 个成员组织，主
要分布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 该理事会是全球最大的森林认证机构，通过建立第三方认证促进可持

续性的森林管理。 ＴＦＡ 是一个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科研平台，拥有 １７０ 多个成员，包括

公司、政府、民间组织、社区、土著人民，致力于保护热带雨林和提升社区权益，工作区域分布在亚洲、非洲、中
美洲和南美洲。
２．１．３　 地区型组织

“地区型组织”共计 ２７ 个，以科研团体、行业协会和政府间组织为主。 研究团体例如设立于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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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规模的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分布位置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Ｏ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ＴＲ⁃ＩＯｓ：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有 ７ 个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位

置不详，没有列入，图 ３ 和图 ５ 同；底图为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世界地图，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６）１６６７ 号，图 ３ 和图 ５ 同

图 ３　 不同性质的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分布位置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Ｏ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的热带农业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泰国的人类与森林中心、由澳大利亚、瑞典、瑞士和美国发起的国际林业研

究中心。 行业协会例如亚太林业委员会、北美林业委员会、非洲林业和野生动物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是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的六个区域林业委员会之一。 政府间组织例如我国成立的亚太可持续森林管理

和恢复网络，瑞士成立的国际打击野生动物犯罪联盟。 这些地区型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开展科学研究和示范性

实践项目，建立区域合作。 组织的成员规模在 １０—２０ 个之间，开展实践的区域覆盖全球热带雨林地区。
２．１．４　 其他组织

　 　 “其他组织”共计４３个，具有明显的地方和区域特色。包括研究团体、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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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规模和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ＩＯｓ

ＴＲ⁃ＩＯｓ 规模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Ｒ⁃ＩＯｓ

研究团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行业协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政府间组织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基金会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全球型组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 个） ２ 个

－ 国际热带林务员协会和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 －

洲际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 个）

１ 个 １ 个

热带森林联盟 ＰＥＦＣ 认证理事会 － －

地区型组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７ 个）

１０ 个 ９ 个 ７ 个 １ 个

热带农业研究和高等教
育中心、人类与森林中
心、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亚太 林 业 研 究 团 体 协
会等

亚太林业委员会、北美林
业委员会、非洲林业和野
生动物委员会等

森林合作伙伴关系、东盟
社会林业工作组、亚太可
持续森林管理和恢复网
络、联合国减少发展中国
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合作方案、国际打击
野生动物犯罪联盟等

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
会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联盟

其他组织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４３ 个）

２３ 个 ７ 个 ８ 个 ５ 个

雨林行动网络、国际热带
雨林保护协会、世界雨林
运动、欧洲热带森林研究
网络、森林趋势等

国际林业学生协会、热带
森林土著部落民族国际
联盟、林业劳动力网络、
森林管理委员会、非洲农
业、农林业和自然资源教
育网络等

刚果盆地森林伙伴关系、
伊比利亚－美洲示范森林
网络、全球森林和景观恢
复伙伴关系、雨林国家联
盟等

猩猩基金会国际、国际雨
林基金会、婆罗洲热带雨
林基金会、森林碳伙伴
基金

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５４ 个）

４２ 个 ２ 个 － １０ 个

国际热带林业研究所、拉
丁美洲林业研究所、南部
非洲林业研究所、山地大
猩猩和雨林援助等

波特兰世界林业中心、社
区林业国际

－

雨林信托、 特罗彭博斯国
际、美国雨林基金会、英国
雨林基金会、雨林基金、帕
查马马联盟等

　 　 ＴＲ⁃ＩＯｓ：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ＦＣ：认可森林核证制度方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这些组织的成员数量为 ３—５ 个，主要分布在热带区域。 研究团体例如国际热带雨林保护协会、雨林行动网络、
森林趋势等，主要工作内容是进行热带雨林保护研究和项目实践。 基金会为设立保护地、提升社区能力、开展森

林和物种的保护监测等各种热带雨林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婆罗洲热带森林基金会、森林碳伙伴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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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通过促进多国政府间、政府和其他团体之间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推广示范性做法和导则，达到保

护热带雨林的目的，例如刚果盆地森林伙伴关系、全球森林和景观恢复伙伴关系、雨林国家联盟等。
２．１．５　 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

“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的成员限于单一国家，但活动具有国际性质，是发达国家和其他非雨林国家支

持雨林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 此类组织数量最多，共计 ５４ 个。 组织性质主要为科研团体、基金会。 科

研团体占大多数，研究热带森林的治理和管理，例如“荷兰的”，“荷兰热带森林协会”。 基金会为科研、保护、
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提供资金，例如“美国雨林基金会”，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保护区与土著社区合作，出资设

立保护区，阻止热带雨林砍伐；“英国雨林基金会”资助热带雨林土著居民保护环境，提升社区权益；德国“帕
查马马联盟”帮助亚马逊雨林的土著居民保护传统土地和文化。
２．１．６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规模和性质的总结

综上，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可分为两大集团。 第一集团是全球型、洲际型国际组织，数量较少，但
影响范围大，性质主要为研究团体和行业协会；主要成果包括研究文献、行业标准、行动导则。 第二集团是地

区型、国家型国际组织和其他组织，数量多，性质类型多样，但影响范围小，政府间组织和基金会的占比明显增

多；成果侧重形成实践示范点，以及提供能力建设和资金的支持。 规模大的国际组织更有影响力，在推广知识

成果、经典案例、认证标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规模小的国际组织通常在一个地区长期工作，更能反映地方特

色，形成地方尺度的示范性的项目。
２．２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设立目标演变（发展阶段）

１９ 世纪末，国际上开始关注热带雨林保护。 全球热带雨林保护研究有 ２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１５—１６］：第一

个节点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全球热带雨林面积大量减少，严峻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在这个背景下，一
系列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保护的国际组织成立。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 ２０ 世纪末，在这个阶段，国际社会

重视可持续发展［１７—１８］，热带雨林保护方法在理念上倡导保护环境的同时考虑当地社区的发展需求［１９］；碳汇

等新解决策略的出现，引发了热带雨林保护在技术和策略上的变化［２０］；全球化进程也促进了国际合作。
因此，可以 ＴＲ⁃ＩＯｓ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ＴＲ⁃ＩＯｓ 的设立目标侧

重基于科研的保护价值认知；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 ＴＲ⁃ＩＯｓ 的设立目标侧重保护恢复与可

持续利用方法的研究和实践；第三阶段，２１ 世纪初至今。 ＴＲ⁃ＩＯｓ 的设立目标侧重气候变化应对和新型方法探

索和实践。 ＴＲ⁃ＩＯｓ 在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的情况如图 ４ 所示，分布情况如图 ５ 所示。
２．２．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侧重基于科研的保护价值认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出现 ＴＲ⁃ＩＯｓ［２１］。 本阶段约 ４０ 年时间共有 １２ 个 ＴＲ⁃ＩＯｓ 成立，数量少且成立时间分

散，以研究型为主［２２］。 例如 １９６３ 年成立的热带研究组织（ＯＴＳ）是全球领先的热带生物研究机构［２３］，由美国、
拉丁美洲和南非的 ６５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主要的研究站位于哥斯达黎加和南非。 这一阶段的 ＴＲ⁃ＩＯｓ 以

资源探索、价值认知、宣传科普为主要工作内容。
２．２．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２０ 世纪末：侧重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实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亚马逊热带雨林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全球的关注［２４—２５］，此后 ２０ 年，成立了 ６５ 个

ＴＲ⁃ＩＯｓ。 受 １９８０ 年前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这一阶段的 ＴＲ⁃ＩＯｓ 注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结合。 例

如，１９７８ 年成立的世界农林研究中心（ＩＣＲＡ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专门从事热带雨林和自然保护地的可

持续管理［２６］，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雨林联盟（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为热带雨林的农业、林业和旅游业提供可持续认证

和培训，通过规范行为来减少生产生活和工业开发对热带雨林的影响，通过提升雨林产品附加值进行经济

补偿。
２．２．３　 ２０ 世纪末至今：侧重气候变化应对和新型方法的探索和实践

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书》通过，正式提出了“碳汇”一词。 热带雨林作为重要的“碳汇”备受关注。 此后至今

２０ 多年里，有 ５１ 个 ＴＲ⁃ＩＯｓ 成立。 这阶段的组织探索热带雨林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法和途径，开展和碳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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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阶段的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分布位置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Ｏ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的新型方法实践，通过“碳途径”量化热带雨林的保护价值，为热带雨林的保护、周边社区的发展争取资金，促
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 例如，２００８ 年成立的森林碳伙伴基金（ＦＣＰＦ）通过监测碳储量、设置减排项

目，验证和发放碳信用额并进行碳交易，最后将所得资金用于热带雨林保护。
２．２．４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设立目的发展趋势

早期 ＴＲ⁃ＩＯｓ 侧重科学研究和价值认识，以科研团体为主，后期重视方法探索和示范性项目开展，政府间

组织、行业协会、基金会的数量增加。 可以发现，ＴＲ⁃ＩＯｓ 的设立目标随全球环境话语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随
着 ２０５０ 生物多样性愿景的提出、转型性变革（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概念的形成，ＴＲ⁃ＩＯｓ 的设立目标可能会

进一步演变。 在下一阶段，ＴＲ⁃ＩＯｓ 将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区域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并将探索

以长期的生态、社会、经济平衡的发展代替短期的经济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这既涉及新理念和新方法的探索，
也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下一阶段中，研究团体、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均可能发挥更多

作用，洲际型组织可能在跨界保护热带雨林工作中贡献更多力量。

３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方式和特征分析

本研究以 ＴＲ⁃ＩＯｓ 发布的文件及其开展的活动类型为依据，参考相关研究，将 ＴＲ⁃ＩＯｓ 的主要工作方式按

照“侧重认知———侧重应用”的顺序总结为科研监测、倡议协议、认证标准、实践示范四类。 不同规模、不同性

质、不同时期的 ＴＲ⁃ＩＯｓ，在工作方式上各有侧重。
３．１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方式和具体措施

３．１．１　 科研监测

科研监测是国际组织最常用的工作方式，是其他工作方式的基础，在第一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应用最多，并且在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第三阶段（２０ 世纪末至今）中继

续应用，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规模和性质的 ＴＲ⁃ＩＯｓ，形成的成果主要为研究文献、研究报告等。 科研监测的作

用是提升认知水平，验证应用效果等，不受组织规模和性质的限制。 例如，热带研究组织（ＯＴＳ）在五十多年里

发表了 ５０００ 多篇研究文献，内容涉及热带雨林保护、区域生态系统、植物资源调查等，世界农林研究中心

（ＩＣＲＡＦ）也发布了多篇与热带雨林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如《热带森林演替过程中土壤有机碳储量

的驱动因素》《农林业对东非生计和碳封存的影响》等。

９　 ３ 期 　 　 　 卢卓　 等：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工作方式与启示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３．１．２　 协议倡议

国际组织通过发起或执行协议倡议，建立全球或区域共同的目标愿景，促进政府、各种团体之间的协作，
在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第三阶段（２０ 世纪末至今）均有应用。 其中，协议更具体且更具

约束力，倡议则偏向理想愿景。 例如，ＩＴＴＯ 作为《国际热带木材协定（ＩＴＴＡ）》的执行机构，施行协议并监督协

议运作，协议确认了“全力争取尽早实现出口热带木材和热带木材产品取自可持续管理的来源的承诺”“保持

或争取实现对各自森林的可持续管理”等内容［２７］。 全球森林和景观恢复伙伴关系（ＧＰＦＬＲ）在 ２０１１ 年推出

“波恩挑战” ［２８］，提出“全球到 ２０３０ 年恢复 ３．５ 亿公顷退化和砍伐的森林景观”的倡议。
３．１．３　 标准认证

建立标准和认证是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主要的工作方式。 相比于协议倡议，认证标准更具体、更具操作

性。 成立于第二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的 ＴＲ⁃ＩＯｓ 建立了一批全球范围的热带雨林可持续利

用认证标准，很多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可度，例如 ＩＴＴＯ 制定的《ＩＴＴＯ 非洲热带森林可持续管理标准和指

标》（１９９０ 年首次发布） ［２９］，ＰＥＦＣ 认证理事会的可持续森林管理认证体系（１９９９ 年）。 在第三个阶段（２０ 世

纪末至今），ＴＲ⁃ＩＯｓ 建立的认证和标准更加多样化，例如 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雨林联盟所设计了雨林联盟徽章（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ｅａｌ），对农民、林农、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可持续认证，促进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３０］。
ＰＥＦＣ 认证理事会也对多个国家开展评估，对其森林进行认证。
３．１．４　 实践示范

实践示范是科研团体、基金会主要的工作方式。 具有示范性的经典实践案例多数出现在第三个阶段（２０
世纪末至今），主要是全球各国在雨林国家开展的支持项目，实践内容丰富多样。 例如，全球森林观察（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ａｔｃｈ）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热带雨林的砍伐和退化情况，与亚马逊等多个地区

的组织和居民合作，为保护组织和决策者提供支持。 森林趋势（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ｎｄ）在巴西、秘鲁等热带雨林国家开

展工作，利用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支持可持续农业，探索可持续农业和森林保护之间的协同方法。 在加纳开展

了一项促进向“气候智能型”可可种植过渡的项目，目的是提高产量以减少社区居民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ＣＩＦＯＲ）在热带雨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与碳交易相关的研究项目，旨在评估森林碳的价

值、探索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模式、促进碳市场的发展。
３．２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工作方式和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分析

ＴＲ⁃ＩＯｓ 的基本特征（组织规模、组织性质、设立目的）与工作方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如图 ６ 和表 ２
所示，组织规模方面，规模大的 ＴＲ⁃ＩＯｓ 多采用认证标准的工作方式，规模小的 ＴＲ⁃ＩＯｓ 多采用实践示范的工作

方式。 组织性质方面，科研团体主要的工作方式是科研监测和实践示范，政府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多通过发起

协议倡议和建立标准认证，达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热带雨林的目的，基金会相对特殊，向其他三类组织提供资

金支持，也与社区合作开展实践示范工作。 设立目标的演变方面，早期的 ＴＲ⁃ＩＯｓ 侧重科研和价值认识，因此

第一阶段以科研监测为主要工作方式，第二和第三阶段，各种工作方式相对均衡。

４　 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还存在能力建设不足和补助资金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科研监测、科
普宣教、生态产业引导等方面［１１，３１］。 对 ＴＲ⁃ＩＯｓ 的研究显示：可通过加入、成立 ＴＲ⁃ＩＯｓ 提升能力，增强增强国

际影响力和拓展资金来源，推广实践示范。 可借鉴 ＴＲ⁃ＩＯｓ 开展工作的方式，从加强科研监测、发起协议倡议、
建立标准认证、开展实践示范四个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热带雨林保护管理方面的能力。
４．１　 促进国际接轨、加强与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的启示

４．１．１　 加入全球型和洲际型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提升保护管理能力

全球和洲际的 ＴＲ⁃ＩＯｓ 更稳定、更具有影响力，通常拥更先进的理念和能力。 全球和洲际层面的 ＴＲ⁃ＩＯｓ，
我国已经加入了 ＩＴＴＯ 和 ＰＥＦＣ 理事会，并积极参与了 ＴＦＡ 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活动和倡议，建议鼓励热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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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以组织、个人的身份加入热带林务员协会，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保护管理能力。

图 ６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工作方式和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ＩＯｓ

表 ２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采取的工作方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ＩＯｓ

ＴＲ⁃ＩＯｓ 的规模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Ｒ⁃ＩＯｓ

科研监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协议倡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标准认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实践示范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全球型组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 ★★★

洲际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 ★★★

地区型组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 ★★★★

其他组织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 ★★ ★★★

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 ★ ★★★★

ＴＲ⁃ＩＯｓ 的发展阶段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ＩＯｓ

科研监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协议倡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标准认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实践示范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第一阶段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 ★ ★ ★

第二阶段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 ★★★ ★★★ ★★

第三阶段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 ★★ ★★ ★★★★

ＴＲ⁃ＩＯｓ 的性质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ＩＯｓ

科研监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协议倡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标准认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实践示范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研究团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 ★ ★ ★★★★★

行业协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 ★★★★★ ★★★

政府间组织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 ★★★★ ★★★

基金会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的数量越多，代表采取这种工作方式越多

４．１．２　 成立国际热带雨林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基金会，加强领导力并拓展资金来源

建立有影响力的 ＴＲ⁃ＩＯｓ，能够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例如，巴西发起成立了亚马逊基金、亚马逊

合作条约组织，通过保护亚马逊雨林，改善了外交局面，提升了在南美洲地区治理中的地位［３２］。 建议我国成

１１　 ３ 期 　 　 　 卢卓　 等：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工作方式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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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亚洲或印度—马来群系为工作区域的 ＴＲ⁃ＩＯｓ，联合区域范围的热带雨林国家，开展跨境联合保护。 此

外，还应加强与基金会的合作，拓展保护资金的来源，解决保护工作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例如，亚马逊基金在

２０２３ 年得到了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总计 ７．２６ 亿雷亚尔的捐赠（约 １０．３２ 亿人民币），自 ２００８ 年成立至今，
亚马逊基金已支持 １０７ 个项目，覆盖了亚马逊地区 １９６ 个自然保护地。
４．１．３　 在政府主导下，加强与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广实践示范项目

ＧＥＦ、ＷＷＦ、ＴＮＣ 等国际组织在我国热带雨林地区已经开展了一些实践项目，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应当

在政府主导下，进一步完善与 ＴＲ⁃ＩＯｓ 的合作模式，一方面要积极总结经验，推广形成示范案例，以便为更多的

地区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和社区的作用，避免国际组织因不了解地方具体情况导致项目推

行困难，甚至影响本地居民生产生活。
４．２　 借鉴国际组织保护工作经验，提升我国热带雨林保护能力的启示

４．２．１　 加强热带雨林保护管理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机制（科研监测）
我国热带雨林保护管理的科研支持力度总体比较薄弱。 从国际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特征上看，我国应当

首先加强热带雨林保护管理机构和高校、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合作，从“开展价值科普工作、建立保护利用和

管理方法工具包、开展热点研究与成果转化”三个层面开展工作，积极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宣传工作、保护管理

工作、进一步的科研工作之中。
４．２．２　 发起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协议和倡议（协议倡议）

我国通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在全球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中贡献了力量，响应了诸

多与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协议倡议［３３］，但还未发起专门的热带雨林保护倡议。 借鉴国际组织发起协议倡议

的经验，我国可发起热带雨林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相关的倡议，不仅有助于保护全球热带雨林，履行《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还有助于提升国家影响力和国际形象。
４．２．３　 建立和完善热带雨林产品可持续认证机制体系（标准认证）

我国热带雨林保护管理的认证机制尚未系统建立。 借鉴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区域建立标准认证的工作方

式，应建立多样的、易推广的、具有我国特色的热带雨林认证体系。 在认证主体上，包括使用者、社区居民、保
护工作者，在产业方面，覆盖农业、林业和旅游业。 工作方式上，充分发挥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基金会的作

用，达到加强宣传、提升认识、规范行为的效果，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社区能力。
４．２．４　 通过开展实践示范，协调热带雨林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实践示范）

我国热带雨林保护管理的示范案例比较少。 借鉴国际组织在亚马逊等地开展的科研监测、社区合作、森
林恢复、可持续利用、碳汇交易等案例，建议完善多方合作机制，积极与科研机构和社区合作，开展热带雨林保

护研究方法的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理论，通过推动建立示范案例提升社区认识，达到增加社区收益和福祉，协
调热带雨林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５　 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组织年鉴》和文献检索结果，识别了 １２８ 个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通过对这些组织

的进一步研究，总结了热带雨林保护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工作方式，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基于

我国热带雨林保护情况提出相关启示。 认知层面，本文丰富了对国际组织参与热带雨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认识。 应用层面，在加强与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提升我国热带雨林保护能力两方面，为我国热

带雨林保护提供建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目前仅对以热带雨林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专门性国际组织进行了研究，未包括参与

了热带雨林保护工作的一般性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ＮＣ）等。 在未来的

研究中，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分析包括一般性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在热带雨林保护中的角

色定位和工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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