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卷第 6期

2005年 6月

生 态 学 报

ACTAECOLOGICASINICA
Vol.25,No.6
Jun.,2005

基于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以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恢复为例

王光美1,2,蒋高明1*,彭 羽1,于顺利1,李永庚1

(1.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北京 100093;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社会发展资助项目(20030615)

收稿日期:2004-03-23;修订日期:2004-10-11

作者简介:王光美(1979～),男,山东淄博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E-mail:wgm1979@ibcas.ac.cn

*通信作者 Authorforcorrespondence.E-mail:jgm@ht.rol.cn.net

Foundationitem:SocialDevelopmentProjectofBeijngScience&TechnologyCommittee(No.20030615)

Receiveddate:2004-03-23;Accepteddate:2004-10-11

Biography:WANGGuang-Mei,Ph.D.candidate,mainlyengagedintheprotectionofbiodiversity.E-mail:wgm1979@ibcas.ac.cn

摘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考虑保护与发展这一对矛盾的合理解决,如果要同时满足保护和发展的要求,两者的利益都应考

虑。基于社区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CBC)策略就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应运而生的,它强调社

区居民在保护行动中的主动参与,使他们的意见和利益能在土地利用决策中得到重视,在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保护的目

的。该模式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模式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其成功关键在于资源管理权力的转移,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我国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境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采用 CBC模式,通过政府、科学家以及

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综合分析,使大面积的退化沙地草地得以恢复。具体地,在有水分、电力、肥

料、交通等有保证的土地上进行高效集约化利用,腾出大量退化土地进行封育,借助自然力恢复受损的生境。同时积极建设生态

小城镇,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草地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在环境改善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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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strategy:A casestudyofdegradeecosystem
restorationinHunshandaksandland
WANGGuang-Mei1,2,JIANGGao-Ming1*,PENGYU1,YU Shun-Li1,LIYong-Geng1 (1.Laboratoryof

QuantitativeVegetationEcology,InstituteofBotan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93,China;2.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100039,China).ActaEcologicaSinica,2005,25(6):1459～1465.

Abstract:Biodiversitycrisisisthecentralizedembodimentoftheconflictionbetweendevelopmentandconservation.Itis

mankind'simproperuseofresourcethatmainlycausedthissevereproblem.Hence,toconservebiodiversity,aproper

relationshipbetweendevelopmentandconservation,isrequired.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CBC)isbasedonanideathat

ifconservationanddevelopmentcouldbesimultaneouslyachieved,thentheinterestsofbothsidesshouldbefullyconsidered.

Itemphasizestheinitiativeparticipationofcommunityresidentduringthedecisionprocessofland-use.Suchenablesthe

decisionmakerstoheartheirvoiceandthinkoftheirbenefits.Withtheirdevelopmentneedmetandtheirlifestandard

improved,thelocalpeoplewillbeactivelyinvolvedinbiodiversityprotection.Nowadays,CBChasplayedamoreandmore

importantroleinthebiodiversityconservationworldwide.However,CBCoriginatedfrom aninterdisciplinaryscience,with

decentralizationofresourcemanagementfrom thecentralauthoritytolocalcommunitiesbeingthelinchpinforitssuccess.

Thoroughresearchininterdisciplinarysubfieldswillhelpitsfurtherdevelop.Here,wereportthatintherestorationofdegrade

ecosystem andbiodiversityconservationofHunshandakSandland,CBCmodelhasbeendevelopedthroughthepartitionof

governmentandscientistaswellaslocalcommunityresident.Anewapproachof"nurturingthelandbythelanditself"was

advocatedbasedonthoroughresearchinlocalecologicalenvironmentandsocial-economicbasis.Insuchaprocess,

===================================================================

onlyasmall



partoflandwithenoughwater,electricpower,fertilizerandtrafficisefficientlyusedtomeetthelocaldemandwiththehelpof

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whileleavingthelargepartofdegradedlandsetasidetobenaturallyrestored.Constructionof

eco-citywasalsoakeycompositionofconservation,sinceitcouldhelpalterlandusepatternsinsomeextentwhichreduced

landusepress.Withtheupholdoflocalgovernmentandresidents,thedegradedecosystemhasbeenrestoredsuccessfully,

withbiodiversitybeinglargelyincreasedandnaturalresourcesustainablelyused.

Keywords:biodiversity;conservation;development;localcommunity;naturalprocess;Hunshandak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变化,物种灭绝速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1～4],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

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生物多样性受危害的最大原因在于人类自身,为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所致,其现状是发展与保

护矛盾的集中体现[5]。传统的"保垒式"保护方式,由于忽略了社区居民的利益,不能取得良好的保护效果。如何做到有效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在满足人们发展要求的同时,实现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生物多样性受危害

原因的分析入手,对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和传统保护模式做了介绍,重点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理念,即基于社区发

展的保护模式,并对该模式存在的争议与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最后,以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

例,分析了基于社区发展的保护模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以期对国内进行有关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有所裨益。

1 生物多样性受危害原因

1.1 人口迅猛增加

自人类出现以来,人口的数量就在增长。19世纪工业革命后,科技进步使人的寿命大大提高,尽管全球出生率由 3%下降到

2.5%,死亡率却由 2.9%降低到 1.3%,人口已急剧增长到超过 60亿,最新增长的 10亿人口仅仅只用了 12a,人口增加成为全

球的主流。人口增加后,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大量开采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围海造田、偷

猎走私、滥采滥挖,使生物的栖息地丧失,并形成大量的退化生态系统[6]。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退化生态系统种类组成、群落或

系统结构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生产力降低,土壤和微环境恶化,生物间相互关系简单化[7,8],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破坏和大规

模 的物种灭绝。有人粗略估计,每过 20min,全球增加了 3500个人类婴儿,却有 1个或更多的动植物物种彻底灭绝[9]。人类的活

动使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人类出现以前的 100～1000倍[10]。
更为严重的是,当今家庭规模有越来越小的趋势,即使将来人口有所下降,家庭的数量也会稳步上升。家庭数量的增加常常

表现为城市的蔓延,而随之而来的平均家庭资源消费量的升高,则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11]。

1.2 生境退化与丧失

生境退化和丧失对于自然环境、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约 90%的已知临近灭绝的物种的灾难是由于生

境的丧失引起的[12],栖息地的丧失是造成大量动物、植物以至微生物受威胁和大量灭绝的首要原因[6]。
生境的退化和丧失的直接原因是人类的活动,部分来自自然灾害,有时两者叠加发生作用,其过程由干扰的强度、持续时间

和 规模决定。Daily对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人类活动进行了排序:过度开发(含直接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占

35%,毁林占 30%,农业活动占 28%,过度收获薪材占 6%,生物工业占 1%。其中前 3项人类活动占 93%,而这些破坏最直观的

结果是造成了物种生境的破碎化,栖息地环境的岛屿化[7]。自然干扰中外来种入侵(包括因人为引种后泛滥成灾的入侵)、火灾

及水灾是最重要的因素。

1.3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种入侵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没有几个区域未受到外来种的影响[13]。外来种入侵不仅导致其侵入生态系统

的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且能彻底改变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性质,最终导致本地种的绝灭、群落多样性降低,并能损害人体健

康,给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6,14～20]。生物入侵造成了目前为止最难以恢复的生态系统变异,这些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主要原因,仅次于生境破坏,而且很快会上升到第 1位[21]。

1.4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不仅降低了人类生活质量,而且会影响生态系统各个层次的结构、功能和动态,进而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目前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由于生物对突然发生的污染在适应上可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故生物多样性

会丧失;二是污染会改变生物原有的进化和适应模式,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向着污染主导的条件下发展,从而偏离其自然或常规

轨道。环境污染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在遗传、种群和生态系统 3个层次上降低[22]。

1.5 其它原因

全球气候变化、农业机械化、毁林造田、城市扩张、水坝水库修建、矿山开发等人为原因,地震与水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

害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更重要的是,某些破坏资源的现象无法可依或者执法不严,各资源保护部门缺乏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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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与配合,导致管理中的漏洞和失误等等,成为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或灭绝的重要原因[5]。
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物种入侵被称为物种灭绝的"灾害四重奏"[23],而这些因素都与人类的活动息息

相关,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而采取的不合理的利用资源的方式所致。因此,当前物种灭绝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类自

身,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发展与保护矛盾的集中体现。

2 保护方式的转变--从"保垒式"到 CBC模式

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传统的保护方式,是基于社区居民对资源的利用必然会破坏当地的环

境的观点,采取堡垒式的保护方式,由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在受保护地区内完全禁止人类活动。这种保护方式由于忽视了社区居

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使发展和保护站在对立面,从而导致两者矛盾激化,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保护的效果[24,25]。20世纪 60～

70年代在一些贫穷国家的保护实践证明,没有社区居民的理解与合作,保护行动注定要遭到失败[26,27]。

1979年,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人 与 生 物 圈 计 划(ManandtheBiosphereProgram,MAB)提 出 了 生 物 圈 保 护 区(Biosphere

Reserve,BR)的概念,将保护区管理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紧密结合在一起,摆脱了传统保护区概念中消极保护

的一面,赋予保护区以多功能的作用[28]。以社区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community-basedconservation,CBC)模式也应

运而生。它起源于这样一个理念:如果能同时满足发展和保护的要求,那么两者的利益就可以都不受损害[29]。CBC模式将社区

居民的积极参与作为保护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倡导更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在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保护的目的。通

常采用以下 3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社区居民参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决策;承认社区居民对野生资源的拥有权和利用权;使社

区居民能从保护中获益[30]。因此,CBC模式被认为是一种"从下而上"的保护模式,强调社区居民在保护行动中的主动参与,使

他们的意见和利益能在土地利用决策中得到重视,而不是强加给他们既定的保护政策[31]。这种模式与以往的保护策略相比,改

变了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的做法,带有一种包含理念,已经被接受并在全世界的生物多样保护工作中应用[32]。在欧洲、美国、新

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政府采用 CBC模式,充分考虑农牧场主的利益,采用多种方式,或者给予直接的经济补助,或者提供技术支

持和政策优惠,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到濒危物种保护工作,即使在私人土地和农牧场,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3～35]。

3 CBC模式存在的问题

CBC保护模式与传统保护模式的"排除"相比,具有"包含"的理念,因而其具有先进性[29]。然而,在一些地区的保护实践中,
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此引发了对 CBC模式的争论。Redford等认为,发展与保护的要求不可能被同时满足,两者混在一起,
都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36]。Hackel等认为,CBC模式是以经济利益来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和支持保护,一旦社区居民发现更好的

利益获取方式,他们就会抛弃这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说起来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则困难得多[30]。Songorwa和 Murphere等则

认为,CBC模式在某些地区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这种理念本身,而在于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主要体现在权力和责任的移交

方面[37,38]。

CBC模式是在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观念上发生了 3个历史性转变的背景下诞生的[29]: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由原先的简

单的线性关系,转变为非线性、非确定性、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复杂系统;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环而不再将其独立在外;保护

工作由以专家为基础,政府指令进行的方式转变为参与式保护[32,41,42]。它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涉及到公共财产、传统生态学

知识体系、环境伦理学、政治生态学以及环境史等多项科学领域,而不仅仅是生物科学上的创新。资源利用方式的决策,由中央

下放到地方,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决策过程,是 CBC模式的核心观点。它不仅要求生物学技术上的革新,而且还需要社会改革,
需要已成形的政治规则的改变,需要减少部门利益纷争以及利益分享者的通力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改革方式[31]。
因此,如何保证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利益得到重视,在制订保护政策时得到切实考虑,尤为重要[41]。

在第 15届世界公园会议(WPC)上,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及流动居民的代表阐述了他们的立场:社区居民并不反对

保护,但是拒绝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反对把他们视为保护成本的观点,要求能真正平等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去;保护和维持生物

多样性的传统机制应得到承认,并在确定和管理保护区时加以应用;要求政府部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他们的困难并加以解

决[42]。但是,在第 15届世界公园大会上达成的《德班协定》、《德班行动计划》、《建议书》只是技术性文件,仅仅可以影响保护政

策的制定和保护实践,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何把会议成果转化为具体的保护政策和保护行动,增强参与式管理在保护生物多

样性中的作用,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巨大挑战[41]。只有对 CBC模式所涉及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诸如跨区域保护、共同经

营、调节措施、传统生态学知识体系的利用等问题,加深对社会-生态学关系的理解,才能推动这项模式向前发展[41]。

4 CBC模式在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恢复中的应用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地区出现了荒漠化的态势。根据国家林业局 2000年公布的第 2次全

国荒漠化监测数据,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67.4万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27.9%。其中,浑善达克沙地是荒漠化发展最快、危

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不足 200km,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型沙地,为造成北京沙尘暴天气的一个主要沙尘

源区[43]。自 2000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在浑善达克沙地开展恢复试验示范研究,在当地政府支持和社区农牧民的积极参与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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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以地养地"模式,利用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使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4.1 浑善达克沙地退化原因

浑善达克沙地大致位于 112º22'～117º57'E,41º56'～44º24'N,沿东西向横亘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紧贴燕山丘陵北麓,东西

长约 400km,南北最宽处为 120km,加上周围的缓冲地带,总面积达 5.3×104km2。沙地内各类沙丘占总面积的 43%,其中流动

沙丘占 40%,半固定沙丘占 20%,固定沙丘占 40%。在 1959年全国第 1次沙漠普查时,流动沙丘占 2%,半固定沙丘占 3%,其

余的均为固定沙丘。而且,1959年时,浑善达克沙地的植被覆盖率还是较高的,即使在高大的山状沙丘上,阳坡植被覆盖率也达

30%～40%,阴坡达 60%～70%;1999年,沙丘阳坡植被覆盖率则下降到 10%以下,阴坡也下降到 30%[44],荒漠化现象严重。
造成荒漠化的原因不外乎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两个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尤其是近年来的干旱,是造成内蒙

古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45,46]。通过对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正蓝旗气象站最近 20a来的监测数据分析,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变

化引起的退化影响很小。这是因为,在支持生态系统的六大环境因子中,光照并没有变化;温度正常波动;氧气含量也没有变化;
二氧化碳有部分增加,但这对植物的生长是有利的;水分虽有变化,总体雨量正常,部分年份还出现偏高。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

直接原因是土壤与矿物质的变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导致土壤受损严重[47]。2000年,浑善达克农牧交错区的肉的

产量为 91574t,羊毛产量为 8938.5t。按肉类平均含氮量 2.64%、毛类平均含氮量 18%计算,每年仅此两项从草地生态系统中

流失的氮素就达 4026.4t。按磷与氮之比为 1.8:16的比例来推算,每年系统中磷的产出损失为 452.9t。而该地区在生产上没

有施肥的习惯,因此这部分损失可以认为是净损失,这对于土壤系统的破坏是致命的[44]。
人口增加无疑最主要原因[48,49]。锡林郭勒盟(浑善达克沙地位于该盟)从建国初期的 20.5万人增加到目前的 92万人,净增

加 348%。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生活物质的追求,牲畜数量更是急剧增加,从 160万头增加到 2300万头,使草地压力急剧

增大,过牧和区域性超载现象普遍存在。浑善达克沙地最近 10a流动沙地面积的扩大与此期间牲畜数量的加倍很好地吻合,正

说明了这一点[47]。

4.2 借助自然力恢复和"以地养地"途径

国家在内蒙古退化生态系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治理,然而效果并不显著,部分地区甚至边治理边退化,究其原因,除了

在具体操作中的困难之外,治理思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治理方式主要采取飞播植树造林,这种方式在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中

并不合适。首先,飞播只是解决了生境恢复中的一个次要矛盾,即建立在土壤中缺乏种子库的前提之上的。而对浑善达克沙地种

子库的研究表明,在退化草地的种子库中含有大量的成活种子,这些种子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萌发,定居形成植株,使退化

草地的植被恢复;其次,当地的生态条件决定草地才是天然植被,在此处进行造林,违背了植被生长需水的区域分异规律[43],即

使能有部分树木成活,也生长缓慢形成"小老头树",起不到防风固沙的效果。
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只要生态系统受损的程度没有超过其自我恢复的"阈值",移去干扰和压力,恢复可在自然过

程中发生,即可以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50]。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

失的前提下,保证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定居并得以自然繁衍。但是要保证自然力的发挥,必须

减少来自社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减少了,自然界本身就能够修复由人类造成的创伤。国内外利用自然力恢复成

功的例子很多[50～53],英 国 矿 山 废 弃 地 恢 复,美 国 的《农 场 法 案》(FarmAct)以 及 加 拿 大 的 公 共 牧 场 计 划(Communitypasture

Program)都是成功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典范。
对退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可以采取围封办法,通过自然力进行恢复。2001年,在地处浑善达

克沙地的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 2677hm2退化草地进行的围封试验,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结论。在试验以前,这些土地是当地被抛

荒的盐碱地,仅仅在围封 2a后,固定沙丘盖度增加了近 3倍;滩地群落生物量提高了 9倍,平均高度增加 4倍,据当地牧民讲已

经 恢 复 到 了 20世 纪 60年 代 的 水 平;在 群 落 演 替 上,植 物 种 类 也 由 地 榆(SanguisorbaofficianlisL.)、星 毛 委 陵 菜(Potentilla

acaulisL.)、冷蒿(A.frigidaWilld.)等杂类草向无芒雀麦(BromusinermisLeyss.)、羊草(Leymuschinensis(Trin.)Tzvel.)、冰

草(Agropyroncristatum(L.)Gaertn.)等优质的禾本科草原发展[53,54]。由于保护得当,草地恢复后,野生动物如狍子(Capreolus

capreolusbedfordi)、沙狐(Vulpescorsac)、灰鹤(Grusgrus)、天鹅(CygnusCygnus)等种群也陆续恢复。
由于当地传统草原利用方式是放牧,采用围封虽然有利于生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但改变了当地农牧民的资源利用方

式,必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为了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提出了"以地养地"模式[47,53～55],即在少量有水、肥、电力、交通等保证

的丘间低地上,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建立人工高产饲料基地,将传统的放牧改为圈养,而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恢复,并进

一步发展成保护区,两者的比例可达到 1:10。同时,指导牧民调整畜群结构,从整体上压缩牲畜数量,减少山羊数量,增加牛在

牲畜中的比例。在高效地上,每 667m2可生产干草 250～300kg,是退化草地产量的 20～30倍,与封育前相比,饲料产量不仅没

有下降,还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完全可以满足牧民的需求。试验的社会调查也显示,采取围封和调整畜群结构后,牧民的收入仍

保持了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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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养地"的关键在于"养"字,即在小面积的高效地里,一要防止土壤的损失;二要防止土壤因利用地下水造成的盐渍化

(这两点处理不好就会形成"人造荒漠");三要将土壤养肥,使之可持续利用。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实现上述 3点并不难。在大

面积土地上的"养"字,则体现在让草地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和自然演替上。它的回报是巨大的,在 2677hm2的实验地中,能够

产干草 1000万 kg,按每 kg0.4元计算,收入当在 400万元以上,而实际的投入只是 16万元围栏费加上不到 1万元的看护费。

4.3 政府、科学家、牧民在保护中的作用

保护策略不仅要考虑生物科学上的可行性,而且要重视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决

定保护工作成败的关键[56,57]。科学家的作用至关重要,首先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合法、可信、可行性,具体到生物多样性保护

上,表现为引导人们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现在的"消费"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对产品的使用或者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应该包含

这样一层意思:消费是对能量和物质的转化,在环境保护上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会影响到未来人们的需要,而且会对生态系统、
人类健康、财富以及其他重要方面产生重要影响[58,59]。传统的以消耗资源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取,在对资源的利

用上应该有可持续的观点[60]。其次,应该利用科学知识,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在认识到保护重要性的

同时,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保护行动中来。政府部门也应该参照科学家的合理建议调整政策与保护策略。
在浑善达克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中,科学家通过对当地生态条件的分析,提出了合理的保护策略(围封借助自然力恢

复),并提供了更好的资源利用方式("以地养地"模式),切实提高了牧民的收入水平,使牧民从中获益,从而积极自觉地参与到

保护行动中来。当地政府接受科学家正确的保护理念,结合当地的独特生态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组织专家进行建立浑善达

克沙地生物圈保护区的调查与规划;积极开展其他发展方式的探索,大力招商引资。总投资 200亿元,一期工程投资 50亿元的

上都发电厂已经正式动工,这将吸引一大批本地牧民的就业;黑龙江完达山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也在正蓝旗投资建立日处理鲜

奶 100t的液体奶生产线,大大推动了正蓝旗牧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过去以出售原材料为主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牧业第二性生

产效率,同时为当地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香港凯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5000万美元,在正蓝旗进行总面积为 2万余公顷生

态旅游开发。同时,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将分散在沙地腹地的人口集中,开展生态小城镇建设。这些项目的进行,都为居民提供了

更多的发展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减轻了对草地资源的压力,有利于当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物

多 样性的保护。当 地 居 民 的 理 解 支 持 则 为 保 护 的 顺 利 实 施 提 供 了 保 证。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上,他 们 是 生 态 学 家 的 天 然 同 盟

军[41],他们并不反对保护,只是反对将忽略他们利益和将他们排除在外的保护方式。如果能重视他们的利益,并能够满足他们

发展的需求,就会主动参与到生态治理中去,由生态的破坏者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5 结语

CBC模式注重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强调在社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保护,相对于传统的堡垒式保护,无疑是保护理念上的

一大进步。虽然在一些地区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并不能就此否定这种模式。CBC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资源

管理权力的转移,能否保证社区居民真正参与资源利用方式的决策,在保护的同时满足他们发展的需求。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恢

复的初步成功,就在于科学家的正确引导和政府的合理决策,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和更好的发展机会,使社区居民

在改变资源利用方式,促进生态恢复的同时,不仅没有降低生活水平,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61～63],虽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在某些地区,生物多样

性受危害状况甚至有继续加重的趋势。忽视社区利益,孤立地强调保护,造成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激化,是目前保护工作陷入困境

的重要原因之一[64,65]。CBC模式在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上的成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政

府部门应转换思路,在决策过程中切实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赢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主动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才有助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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