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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 淀区内沟壕纵横交织错落,村庄、苇地、园田星罗棋布,在水文、水化学、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非常复杂的异质性。 随着上游城镇污废水、农田径流进入水域,淀区
富营养化日益加剧。 复杂的水环境特点、高度的景观异质性和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使得该地区成为探索规模性厌氧
氨氧化反应的良好研究地点(详见本期第 6591—6598 页)。

彩图提供: 王为东博士摇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摇 E鄄mail: wdwangh@ yaho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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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自然保护区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手段

石龙宇*,李摇 杜,陈摇 蕾,赵摇 洋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厦门摇 361021)

摘要:随着区域合作和大尺度景观保护的需求不断增加,跨界资源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跨界资源管理的一种典型

方式,跨界自然保护区正成为保护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在对跨界自然保护区概念、类型及历史发展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

了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效益和代价及影响跨界自然保护区成败的因素,指出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可能是在更大尺度上实现

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 同时,分析了我国保护区的跨界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不同行政区间展开

跨界合作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 最后对跨界保护的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跨界自然保护区;跨界合作;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as a mean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I Longyu*, LI Du, CHEN Lei, ZHAO Yang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terest is rapidly growing in transboundary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 TBNRM), due to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in recent years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ducting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t larger scales.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TBPAs) are commonly used in TBNRM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research into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BPA studies in China are limited to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 while TBPAs measures have received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In particular, a large proportion of China忆 s
nature reserves span two or mor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but no conclusions have reached on how the experiences of cross鄄
border conserv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be usefully applied to these protected area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benefits, cost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BPA success or failure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research review. Thi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establishing TBPAs might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fulfill the objectives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t larger scal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during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re identified, an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TBPAs across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in China is
discussed. Finally, we propose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While transboundary protection has received greater attention and TBPAs studies are becoming more in鄄depth,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s urgently needed to explain what triggeres cross鄄boundary administrative responses, including how
to protect cross鄄border ecosystems or coordinate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practices.

(2) At present, most TBPA studies consider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focus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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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regions within one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BPA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at the
sub鄄national level. For China忆 s TBPAs, the problem may be potential cross鄄border impacts emanating from the whole
protected area system.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ross鄄border cooperation, consider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nd determine the priority protection areas. In addition, conflicts
and serious difficulties have occurred in some local cross鄄border protected areas Feasibility analysis for TBPA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not to complicate the problem in areas where it is not appropriate.

(3)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is a hot topic of TBPA research. Many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detailed evaluation
system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BPA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rge鄄scale ecological systems.
However, these evaluation systems are not sensitive to different sets of cross鄄border indicat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oss鄄border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sis methods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BPAs.

(4) Although co鄄management methods are diverse, it is a huge challenge to achieve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Because each TBPA is
unique it cannot be copied. In the absence of a successful reference model, cross鄄border managers and decision makers
should develop appropriate ways for their own cross鄄border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i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国家之间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边界往往是政治边界,并不能和生态学边界相一致,但是动植物种

群分布和生态学过程往往不因政治边界的存在而消失[1]。 边界两侧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管理政策和土

地利用方式往往使边界地区的生态系统异常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际间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合

作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能是必然的选择。 目前,国际社会已充分认识到仅靠一个地区、个别部门的努

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2]。 因此,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跨界自然保护区不仅能加

强更大尺度上自然资源的保护,也为双边或多方合作及国际间的和平和稳定提供了机会和保障。
目前,我国对跨行政区域资源的研究多限于旅游资源的跨行政区矛盾和整合对策的介绍[3鄄6],对跨界自

然保护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7]。 尤其是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很大比例存在跨两个及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现象,
这些保护区是否可以或如何借鉴国际上跨界自然保护的经验或模式目前还没有定论。 因此,本文拟对国内外

的跨界自然保护区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和分析,以期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并对我过保护区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概况

1. 1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概念

随着人们的关注点由原来的特定区域的保护向景观尺度生态系统保护转变,跨界资源管理(TBNRM)逐
渐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Linde 等[8]将为提高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性或更好的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目标

而进行的任一跨边界合作管理过程定义为 TBNRM. 跨界自然保护区就是实现跨界资源管理的一种典型方

式,目前已受到诸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跨界自然保护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保护区,尽管在相关的研究中,跨界自然保护区有多种表达方

式[1, 9鄄10],但阐述的含义差别不大。 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定义,跨界自然保护区就是跨越一个

或多个国家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的陆地或海洋区域,与一般保护区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不同的管理机构通

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进行合作管理,以达到生物多样性及自然和文化资源持续利用和保护的目的[11]。 根

据 IUCN 的标准,TBPA 应该符合以下条件:(1)必须符合 IUCN 有关保护区的定义[1];(2)必须跨越一个或多

个国家边界或国家内行政区边界,或是超出国家政治权力管辖范围的地区;(3)必须有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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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 IUCN 将保护区合作的程度分为 6 级,0 级就是不进行任何的交流与合作;1 级就是进行有限的交流,
偶尔进行合作,最高级别 5 级就是进行充分而全面的合作管理[12]。 严格意义上,跨界自然保护区至少进行 1
级的合作管理,但是有研究发现 18%的跨界自然保护区没有进行任何合作[13]。 即使存在跨界合作,其水平也

相对较低,Cisneros 和 Naylor[14]对 176 个跨界自然保护区分析发现,仅有 8%进行最高水平的充分合作,38%
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处于 1 级合作水平。
1. 2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类型

最初,IUCN 仅将那些国际边界两侧都已经建立独立的保护区,且总面积大于 1000 hm2 的保护区集合体

纳入到了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名录当中[1],按照这一标准,很多潜在的和面积相对较小的保护区集合体被剔

除。 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保护区,但是相邻国家没有建立保护区或保护区正在建设过程中。
因此,2003 年,在泰国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将跨界自然保护区分为 5 种不同的类型[15],它们分

别是:
(1)跨国家边界的两个或多个相接壤的保护区组成的集合体(图 1a)。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让人理解

的跨界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

图 1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 5 种类型的实例[15]

Fig. 1摇 Examples of the five types of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2)将多个单独保护区及保护区间的土地均包括在内的保护区集合体(图 1b)。 这种类型保护区的面积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不同保护区缓冲区域及其他有必要的景观区域都纳入进来。
(3)由单独的多个保护区组成的保护区集合体(图 1c)。 这种跨界自然保护区与第二种类型不同之处在

于其不包括保护区之间间隔的区域。 这些独立的保护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彼此独立,但是其共享资源并需

要在某些事务上进行合作,同时他们也同属于更大的生态系统。
(4)由已经存在的和未建立的潜在保护区组成的跨界自然保护区。 有时只有边界一侧存在保护区,或虽

然其本身已经是跨界自然保护区,但是需要扩大保护区范围,因此将边界另一侧或周边被提议的潜在的保护

区也纳进来,不过这些被提议的保护区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图 1d)。
(5)通过土地利用对保护区管理进行支援。 在边界一侧建立了保护区,尽管边界另一侧没有建立保护

4986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2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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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但是双方会在土地和资源管理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对保护区的保护起到支持的作用。 马来群岛和印尼的

Kayan Mentarang 国家公园就是这种跨界自然保护区的一个例子(图 1e)。
1. 3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历史及现状

早在 1925 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提出了进行国际合作建立跨界公园的构想并签订了协议,但是由于

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个跨界公园直到 1945 年之后才建立起来[16]。 目前,国际公认的世界第一个跨界自然保

护区是 1932 年由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建立的 Waterton / Glacier 国际和平公园。 不过这两个公园最初在很大程

度上是分别管理的,仅在观光、科研、营救和火灾管理等方面展开合作。 在跨界自然保护区建立的最初的几十

年中,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增长缓慢,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数量急剧增加。 如表 1
所示,1988 年已建立的跨界自然保护区 59 个,在接下来的不到 10a 的时间里,数量增加了两倍多,达到 136
个,占地面积 112 万 km2,约占全世界保护区总面积的 10% [17]。 据统计,2007 年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已达

到近 230 个[18],20a 的时间跨界自然保护区数量增长近 4 倍。 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分布也在发生变化,1988
年,跨界自然保护区主要集中在欧洲和非洲,到 2001 年,跨界自然保护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2005 年,亚洲已

经超过非洲,成为继欧洲之后的跨界自然保护区数量第二的大洲[19]。

表 1摇 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分布状况

Table 1摇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transboundaryr protected areas

分布区 Distribution areas
年份 Year

1988 1997 2001 2005 2007

北美 North America 5 8 10 15 12

中南美 Centra and South America 7 24 29 29 35

欧洲 Europe 20 45 64 65 82

非洲 Africa 20 34 36 33 47

亚洲 Asia 7 25 30 46 51

总计 Total 59 136 169 188 227

中国的国境线超过 20000km,在边界线上有很多亟需保护的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因此,通过更高级别的

合作,显然能够有效地保护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截至 2007 年,IUCN 识别出中国已经建立的或在未来有

可能建立的跨界自然保护区 17 个,与周边 14 个邻国中的 10 个具有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可能和潜力[18]。
2摇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效益和代价及影响因素

2. 1摇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效益和代价

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跨界自然保护区能够保护和管理多元化的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在更大尺度上进行保

护不仅可以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物种灭绝的概率,也能缓解保护区内和周边居民与自然的冲突。 尤其是对

于那些总面积相对较小,比较分散的保护区,对维持生境、改善水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

合适的条件下,跨界自然保护区能够更好的达到保护和生产的目标[20]。 跨界自然保护区可以更有效的控制

病虫害及外来生物入侵、火灾等,如果方式得当,跨界自然保护区也可以避免旅游业和非法活动如走私和偷猎

等引起的问题[21],为物种的迁徙提供条件,也有利于大型物种重新引进。 跨界自然保护区对区域的社会经济

文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了对资源实施更有效的研究和监测外,跨界自然保护区促进了区域一致性,有
利于本土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为边界两侧的经济贸易提供平台,促进贫困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政

治的角度,跨界自然保护区能够促进局部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建立和平公园就创造了

和平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在那些冲突不断的地区和平公园的运作存在很多潜在的障碍,并有可能引起新的

冲突[19]。 另外跨界自然保护区对局部地区的冲突可能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对国家间的长期的冲突的作用还

有待实践的证明[22]。
跨界合作需要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共同参与,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

战。 毫无疑问,跨界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比单独的保护区管理更复杂[19],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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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合作水平,合作的各方要每年定期进行交流和研讨,这无疑会增加通讯和差旅的成本;不同的国家或行

政区间的法律法规、政策实践的不尽相同,在合作管理的同时,要协调各方,制定各方都能接受和支持的统一

的方案,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翻译和跨文化培训的成本;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些单独的保

护区可能自身面临严重的威胁或管理问题,跨界合作可能导致原本已经存在的保护区管理的困难更加

复杂[22]。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能够获得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但也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基于此,Zbick[13] 提出一个

值得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跨界保护是否总是有效的,是否值得投资冶,但是他随后也担忧的表示可能我们

“没有其它选择,这是必然结果冶。 在合适的条件下,跨界自然保护区可能是有效的手段,但是跨界自然保护

区也不是万能的灵药。 在合作获得的利益非常少,或者付出的代价和成本高于获取利益的情况下跨界自然保

护区可能很难取得成功。 另外,Busch[20]认为如果保护的目的是濒危物种和生境的存续,建立跨界自然保护

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保护的目的是物种数量最大化,那么应该更关注那些生物多样性最大的保护区,无
论其是否跨越边界。 Schoon[19]分析了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最好的前景及最糟糕的结果,指出跨界自然保护

区的成功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要采用谨慎的态度来设计和管理跨界自然保护区,以免产生极端的负面结果。
不过,目前大部分研究对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跨界自然保护区获取的利益远大于付出

的代价,可能是在较大尺度上实现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
2. 2摇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成败的影响因素

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跨界合作的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表 2)。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分析表明,在大部分的案例中,缺乏长期的可持续利用资金是跨界合作的一大障

碍,不过个别的案例也表明大量的资金投入也不能保证跨界保护的直接成功,各方都有合作的需求和意愿可

能是最关键的,否则就是最好的交流技术和机构设置也不能保证成功[22]。 但是,一般来说,政府管理者认为

增加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自身的权限受到制约,从而失去独立的控制能力[23],这可能也是目前跨国家边

界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合作程度水平较低的根本原因。

表 2摇 影响跨界自然保护区成功或失败的因素[2, 22]

Table 2摇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 or failure of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增加成功可能性的因素
Factors that increasing likelihood of success

妨碍或导致失败的因素
Factors that slow or impede TBPA忆s success

合作的需求和意愿 缺乏资金

广泛的政治支持 政局动荡

社区和公众参与 缺乏当地社区的支持

文化一致性的认同 耗费大量时间

存在特别重要的物种、优美景色或关键物种的生态过程,如为重要
物种提供迁移路线。 不同行政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或管理能力的失衡

不同国家土地管理行政官员间良好的关系 边界两侧保护区地位失衡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区域合作承诺 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

当地居民和社区的参与对所有保护区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跨界自然保护区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有
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对保护区公众参与的研究表明,对保护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和意愿都对保

护区成功有显著的影响[24鄄25]。 在跨界的情况下,不同社区的居民可能被隔离,甚至是敌对的。 跨界自然保护

区不但可以将自然资源联合起来进行保护,也能将人们重新联合起来,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基础[11]。 因

此,分析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因素,满足当地的需要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没有考虑当地人的利益,跨界自然保

护区将总是失败的[21]。
2. 3摇 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典型实例

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造就了每一个跨界自然保护区都具有独特性,既不能无视其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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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不假思索的照搬其先进经验。 因此,总结各国跨界自然保护区的研究

案例,分析成功与其特定条件的关系,有选择性的借鉴其成功模式,对我国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相关研究

的开展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介绍了 3 个典型区域的跨界自然保护区研究案例。
(1)美国和加拿大

由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建立的 Waterton / Glacier 国际和平公园尽管在地理上是分离的,但是两个保护区通

过发放宣传材料、统一标志、交换解说人员、统一制服标志及其他活动来宣传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形象。 两个保

护区在紧急事务处理、员工培训和资源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合作[26],目前,这个国际和平公园被认为是地球上

保存最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一,其保护效果常作为其他跨界自然保护区参考的模板[21]。 不过美国和加拿大并

没有就野生动物的管理达成协议,某些动物在美国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在加拿大却继续杀戮。 比如,在美国

狼被认为是濒危的物种,但是在加拿大却允许狩猎。 另外还有河流保护矛盾及跨界污染等问题。 Pool[21] 认
为缺乏沟通或政府已经不再重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2)亚洲

PPFC 分布于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 5 个保护区,为了更好的解决该区域的生态问题,他们将保护区周边

的大面积地区纳入跨界自然保护区中,并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廊道和斑块四大部分。 这些廊道和斑块将破碎

的生境连接起来重建了完整的生态系统景观[27]。 研究表明,跨界自然保护区是维持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相关利益者进行合作的关键,各国之间建立和加强信任是十分必要的。 Drohan[28] 在韩国和朝鲜的无人区

(DMZ)识别出很多珍稀的植物和鱼类物种,并建议在该地区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以跨界自然保护区的

形式,加强区域间交流,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进一步保护环境。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两国敌对的情绪很

深,无法达成一致。
(3) 非洲

在非洲,跨界自然保护区有效缓解了军事和种族差异间的冲突。 这些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成功,可能得益

于世界银行巨大投资对该地区的偏爱。 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该区域的原因可能也是如此[2, 10, 19, 21, 29]。
Reyers[29]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南非 Kgalagadi 跨界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发现,跨界自然保护区内包括

了该区域 74%的鸟类,不过植被类型并没有因保护区面积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这一结果表明跨界自然保护区

有利于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尽管 Reyers 认为付出的投资和管理代价远大于收益。 Pool[21]认为,得到世

界的关注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是非洲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的关键。 不过非洲的跨界自然保护区也存在巨

大的挑战,跨界自然保护区让非法移民和走私变得更加容易,也易引发火灾和动物伤人事件。 另外,由于跨界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让大量居民搬离原来的居住区,又不能很好的对他们进行安置可能导致很多国内的问题进

一步恶化。
3摇 我国跨行政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存在的问题

我国地域广大,包含 34 个一级行政区,300 多个地级行政区和 2000 多个县级行政区。 我国目前已有的

2000 多个自然保护区中的很大比例存在跨两个及两个以上行政区的现象。 以云南为例,超过 60%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跨界情况。 跨界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不利于保护区管理和发展的问题,因此,
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是保证我国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物种生境破碎,生态完整性遭到破坏

非生态界限的行政边界强行将在生态功能上相近或相似的自然保护区隔离,不能保障自然保护区生态系

统管理单元的连续性、完整性。 人为造成珍稀物种生态地理栖息地的破碎化。 另外,由于不同地域的社会文

化背景、经济发展速度和环境保护目标略有差异,使得不同管理主体对同一生态地理单元的保护意识和开发

策略有所不同。 长期处于不同管理主体、不同管理模式下的生态系统会逐步产生差异性。
(2)边界区域管控薄弱,非法活动猖獗

一般来说,行政边界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保护区当地居民的收入低且单一,因此这些区域也是资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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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非法砍伐、偷猎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这些不法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成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的一大障碍。 例

如,地处四川绵阳平武县境内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阿坝州松潘县、九寨沟县交界,越境盗伐偷猎等破

坏行为较为严重[30]。
(3)环保责任推诿,区域环境恶化

边界的难以清晰界定使不同行政区互相推诿,边界地区往往成为环境保护的空缺地带,严重影响了生态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加剧了边界地区的环境冲突[30]。 同时, 边界地区也是跨地区环境侵害首当其冲的受害

者,掠夺式的开发和保护不力对边界区域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往往是短时间内难以逆转的。
(4)旅游资源争议不断,保护区纠纷频繁

由于保护区内的自然或文化资源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旅游资源的归属和地位等方面往往存在诸

多争议,导致不同行政区间纠纷不断[3, 5鄄6]。 另外,由于地方保护区主义盛行,边界或土地权属纠纷、水事纠

纷、旅游资源开发争端也使行政边界区域的矛盾不断升级[31]。
(5)设施重复建设,管理资源浪费

行政区之间的争议将导致基础设施的布局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造成财力、物力和资源上的浪费[31]。 这

种无序的竞争使资源不能得到共享,对旅游产业的优化和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

此,应避免资源浪费,不同管理主体进行管理行动的协同,实现互利双赢。
(6)管理级别错位,管理责任不清。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根据重要程度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地方级又分

为省、市、县级。 我国绝大多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所在地政府管理,甚至有的由乡镇政府管理

我国的保护区分属 7 个不同的管理部门,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造成管理责任不明确,不利

于保护区的统一管理[32]。 在保护区跨不同的行政区时,这种保护级别与管理责任的错位和责任不明确将使

管理过程和问题复杂化,管理主体往往使无所适从,不利于纠纷的协调和解决。
国际上,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隶属不同国家或行政区域间存在的问题或为了实现

更大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而在本文中提到的我国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则是指在建立之初没有考虑跨

边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往往在后期的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障碍。 因此可以说

国际上更强调管理上的跨界,而我国则只是区域现状的跨界,这两者是存在根本的差别的。 因此,针对我国目

前自然保护区跨界的现状,建立我国的跨界自然保护区或构建跨行政边界保护区的协调保护理论和体系可能

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国保护区建设起步晚,保护区管理的问题复杂,管理体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盘根错节,注定我国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建设不会一帆风顺,可能需要长期的艰辛的努力。
4摇 展望

全世界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范围正不断增加,相应的教训和经验也在不断的积累。 正如前文所述,
尽管目前合作程度的水平相对较低,但是 82%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可见各国对跨界

自然保护区持乐观的积极态度。 目前,跨界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
文就跨界自然保护区未来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展望:

(1)尽管跨界保护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跨界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但是跨行政区引

发的一系列响应,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影响特定的跨界自然保护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跨界冲

突类型、成因及其驱动机制? 不同管理模式和体制下利益相关者的响应如何? 针对中国国情的具体情况,如
何创造性地构建跨界保护的理论? 在没有条件或条件不能充分允许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下,如何合理

的协调跨界生态系统的保护及开展跨界合作和保护的实践活动。
(2)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针对国家间的跨界自然保护区展开[14, 23, 29],在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研究

很少,因此,加强针对国家内部跨界自然保护区和跨界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对于我国

保护区来说,跨界问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保护区系统成败的因素,因此,建立识别系统,对跨界合作的可

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确定跨界保护建设的优先性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有些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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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跨界而导致冲突长期存在,或本身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和困境,在对这些区域进行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可行

性分析时要慎重,以免把问题复杂化。
(3) 保护区的有效性评价是保护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33],目前 IUCN 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评

价框架体系[34],根据这一框架,许多国家针对自身情况制定了的详细的评价指标体系[35鄄37],来保证保护区的

有效管理和大尺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但这些评价体系中指标的设定可能对不同的跨界情况并不敏感,
不能反映出跨界对保护目标达成程度的影响。 因此针对跨界现状建立跨界自然保护区管理绩效评价的指标

体系和分析方法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尽管看起来合作管理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必须承认,使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政治体制和

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参与进来进行有效的合作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可以说每个跨界自然保护区都是独一无二

的,不可复制的,也没有可供参考的统一的成功经验或模式,因此跨界各方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应根据自身的具

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方式方法,并在管理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摸索出适应自身条件的跨界自然

保护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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