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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尝试———
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管理模式研究

胡仁传１ꎬ 周　 迎２ꎬ 董亦非３ꎬ 罗斌圣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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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ꎬ目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主要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来进

行ꎮ 保护小区作为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ꎬ是联通动植物破碎化的栖息地ꎬ维护生态系

统完整性的重要手段ꎮ 该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对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的组织架构、
制度建设、日常工作以及初步成效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渠楠保护小区以“自建、自
筹、自管、自受益”为指导思想进行建设ꎬ采取“平等议事、民主协商”为主的方式进行管理ꎬ得到了当地社区

居民的认可和拥护ꎬ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外界的承认和支持ꎮ (２)保护小区的成立、建设和发展ꎬ不仅提高

了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和周边动植物种群数量及多样性ꎬ还改善了渠楠社区的生活环境ꎬ丰富了社区居民

的精神文化ꎮ 该文还探讨了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建设中存在的隐患ꎬ提出了可行性建议ꎬ为我国生物

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其他保护小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ꎬ 保护小区ꎬ 社区参与ꎬ 自然保护区ꎬ 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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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目前ꎬ自然保护区被认为是物种生境

和多样性保护的基本策略之一 (Ｇｅｌｄ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

２ ７５０个ꎬ陆域面积约 １４７ 万平方千米ꎬ占我国陆地

面积的 １４.９％(吴静ꎬ ２０１７)ꎮ 保护区的建立使中国

８５％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８５％的野生动物种群、
６５％的高等植物群落和国家重点保护的 ３００ 余种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１３０ 多种珍贵树木的主要分布地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欧阳志云等ꎬ ２００２)ꎮ 然而ꎬ目前保

护区保护范围距离«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中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ꎻ罗
茂芳等ꎬ２０２２)ꎮ 同时ꎬ自然保护区长期以来的管理

都是依靠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来维持ꎬ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当地社区的生存和发展(刘超ꎬ２０１３)ꎮ 当

地社区发展与保护区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之间的

矛盾成为了一个较普遍且急需解决的问题(Ｂａｎ ＆
Ｆｒｉｄꎬ ２０１８ꎻ Ｍｏｏｌａ ＆ Ｒｏｔｈꎬ ２０１８)ꎻ另外ꎬ我国目前

尚有许多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在保护区以外ꎬ许多

生物多样性较高的集体林地或分家到户的风水林

地也并未被列入保护区ꎮ 以广西为例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底ꎬ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点中仍有 ７６％处于

自然保护区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ꎬ
２０１４)ꎮ

面对当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困境ꎬ一种社区

参与的自然保护小区(以下简称保护小区)开始逐

步进入大众的视野ꎮ 自 １９９２ 年我国第一个自然

保护小区在江西婺源诞生以来ꎬ中国陆续建立了

许多类型的保护小区(薛美蓉等ꎬ２００８)ꎮ 据中国

林业年鉴数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我国自然保

护小区总计 ４.８４ 万个ꎬ总面积 １３.８４ 万平方千米

(国家林业局ꎬ２０１１)ꎮ 保护小区的建设和实施非

常契合«生物多样性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ＢＤ)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行

动目标 ２１ 中提出的“确保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能

够公平和有效地参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决策ꎬ尊
重他们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ꎬ并确保妇女、
女童和青年的参与权利” ( ＣＢＤꎬ ２０２２)ꎮ 许多研

究表明ꎬ允许可持续利用、赋予当地人管理权力、
减少不平等政策并提供适当经济和文化支持的保

护措施ꎬ在生态保护方面也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Ｗｏｉｎａｒ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ｄｅ Ｖｅｎｔ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Ｏｌｄｅｋｏｐ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进一步说明了建立和发展

保护小区的可行性ꎮ
目前ꎬ我国的保护小区在管理模式上主要有

社区共管和以社区为主体两种ꎮ 社区共管的保护

小区是保护区管理部门、当地林业部门和社区对

保护区和周边地区森林资源进行共同管理的过程

(刘超ꎬ２０１３)ꎬ而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则是以

自然村、自然屯、林(农)场、营区、自然人等为单位

采取以“自建、自筹、自管、自受益”为主的方式管

理ꎬ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管理模式(赵俊臣ꎬ２００７)ꎮ
以当地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ꎬ是让当地村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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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管理好社区资源的一种管理模式ꎬ具有很强的

当地适应性及可持续性(李俊清等ꎬ２００２ꎻ赵俊臣ꎬ
２００７ꎻ陈新章ꎬ２０１８)ꎮ 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

其实在国内并不少见ꎬ只有保障保护小区建立后

长期和有效的运营管理ꎬ才能使得当地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达到预期的效果ꎮ 在我们前期生物多样

性调查中ꎬ发现位于广西扶绥县的渠楠白头叶猴

自然保护小区(以下简称渠楠保护小区)在广西崇

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生物多样性

研究和保护协会(简称美境自然)等外部机构的协

助下ꎬ形成了良好的保护小区管理模式ꎬ这引起了

我们极高的研究兴趣ꎮ
渠楠紧邻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岜盆片区ꎬ为喀斯特丘陵地貌ꎬ保存有较完整的

亚 热 带 季 雨 林 生 态 系 统ꎬ 是 白 头 叶 猴

( 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大 壁 虎 ( Ｇｅｋｋｏ
ｇｅｃｋｏ)、 猕 猴 ( 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 )、 林 麝 ( Ｍｏｓｃｈｕｓ
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海南

椴 ( Ｄｉｐｌｏｄｉｓｃｕ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ａ )、 石 山 苏 铁 ( Ｃｙｃａｓ
ｓｅｘ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ａ)、七指蕨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
等几十种珍稀濒危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ꎮ 渠楠

保护小区因地制宜、以社区为主体、多角度、全方

位的建设管理方式ꎬ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不
仅保护了当地生物多样性ꎬ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

入ꎬ还丰富了其精神文化内涵ꎬ为当地的生物多样

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ꎮ 因此ꎬ«广
西渠楠白头叶猴社区保护地治理建设促进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案例»成功入选了 ＣＢＤ ＣＯＰ１５ 的

“生物多样性 １００＋全球典型案例” (广西生物多样

性研究和保护协会ꎬ２０２１)ꎮ
本文以渠楠保护小区为研究对象ꎬ通过阅读

文献、新闻报道、公众号推送等文字材料ꎬ并参与

社区访谈等多种途径ꎬ系统地介绍了其组织架构、
制度建设、日常工作以及初步成效等ꎬ深入分析以

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优

势ꎮ 此外ꎬ还探讨了保护小区建设中存在的隐患ꎬ
并提出可行性建议ꎬ以期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及其他保护小区的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点

渠楠屯位于广西西南部ꎬ隶属广西壮族自治

区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昆仑村(１０７°５４′３９.０９″ Ｅ、
２２°２６′５３.９０″ Ｎ)ꎬ距离扶绥县城 ３２ ｋｍꎬ距离首府

南宁仅 ７３ ｋｍꎮ 渠楠屯的居民主要以壮族为主ꎬ占
总人口比例在 ９５％以上ꎬ目前有 １１０ 户约 ４５０ 位

村民ꎬ 多 数 村 民 在 家 务 农ꎬ 以 甘 蔗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西瓜 ( Ｃｉｔｒｕｌｌｕｓ ｌａｎａｔｕｓ)、柑橘 (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等作物为主要经济来

源ꎬ社区经济条件在临近村屯中相对较好(庞国彧

等ꎬ２０１８)ꎮ 屯内有三片面积不大但保存较好的风

水林ꎮ 由于当地村民认为风水林是村里的财富ꎬ
风水林里面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ꎬ否则会遭到报

应ꎬ因此具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优良传统ꎮ
２０１４ 年底ꎬ经全体村民事先知情和同意ꎬ渠楠

屯委在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美

境自然的协助下ꎬ自筹、自建、自管理保护地ꎬ并按

照«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管理办法»在扶绥县林业局备案ꎬ以自然保护小区

的形式获得了扶绥县林业局的挂牌认可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收集并研究文献和新闻报道ꎬ整理

乡村制度和实地调查等手段ꎬ对渠楠保护小区进

行系统调查和梳理ꎮ 首先ꎬ收集、整理与渠楠保护

小区相关资料ꎬ包括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地方志

要、民间手稿、新闻报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等ꎬ用于

了解渠楠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民族特色以及保

护小区建设情况相关知识ꎬ建立本研究的基础知

识框架ꎮ 然后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对渠楠的村

民进行访问调查(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进一步结合目

的性抽样法选取渠楠保护小区的村屯干部、保护

小区管理小组成员、社团代表等作为本研究的关

键人物访问调查(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详细调查、记
录渠楠保护小区管理组织框架、管理目标、管理机

制、管理日常活动以及保护效果等ꎮ 最后ꎬ利用叙

述方法(Ｂｅｔｈａｎ ＆ Ｊｕｓｔｉｎꎬ ２０２２)综合分析评价以社

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的保护模式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的优势及不足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模式构建

２.１.１ 以社区为主体管理模式的目标及意义 　 渠

楠保护小区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本村屯内所分布的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和可持续利

０３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用的自然资源ꎮ 本目标既包含了对珍稀濒危动植

物的保护ꎬ禁止盗猎ꎬ滥砍滥伐ꎬ也包含了对其栖

息地和可持续利用资源(如药用植物、野菜等)的

保护ꎬ禁止村民大面积的毁林、开荒等活动ꎬ系统

地保护了基于传统信仰长久保护社区的风水林、
后龙山及白头叶猴栖息地等ꎮ

渠楠保护小区的成立是对广西崇左白头叶猴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重要且有益的补充ꎬ对于

联通本区域白头叶猴栖息地ꎬ恢复和保护迁徙廊道

以及维护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意义重大ꎬ为本民族

的动植物传统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物质基础ꎮ 同时ꎬ保护小区的成立受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的审批和认可ꎬ既受其管理约束ꎬ也得到其

指导与保护ꎬ能够有效抵制外人对本村屯自然资源

的破坏ꎮ 因此ꎬ保护小区的成立有助于提高村屯的

自我治理能力ꎬ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ꎬ
由内而外地自发保护社区周边的生物多样性ꎮ
２.１.２ 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的管理机制

２.１.２.１ 组织建设 　 渠楠保护小区主要在村屯委

管理之下通过民主选举ꎬ以“自建、自筹、自管、自
受益”为指导思想ꎬ成立社区保护地管理小组(以

下简称 “管理小组” ) ꎬ采取 “平等议事、民主协

商”为主的方式进行管理(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

和保护协会ꎬ２０２１) ꎮ 管理小组主要由村屯委干

部、退休干部、社区骨干、社团代表(外部协助方

代表)共同组成ꎬ在保护小区管理小组的领导下ꎬ
分别成立了保护小区志愿巡护队、木棉花班、文
艺表演队、农业先锋队和儿童青草社等下层团体

组织(管理小组成员及团体框架如图 １ 所示) ꎮ
保护小区志愿巡护队主要负责协助处理保护小

区内的违规行为ꎬ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体巡护

等工作ꎻ木棉花班主要负责保护小区自然教育的

导赏工作ꎬ运用自身生活经验知识向外界介绍渠

楠的传统习俗及白头叶猴的行为、爱好、饮食等ꎻ
文艺表演队主要负责文艺汇演及传统民族文化

整理ꎻ农业先锋队主要负责带头发展新型生态农

业ꎻ儿童 青 草 社 协 助 社 区 环 境 治 理 及 文 艺 表

演等ꎮ

图 １　 渠楠保护小区管理小组成员及团体框架
Ｆｉｇ.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Ｑｕｎａｎ ｍｉｎｉ ｒｅｓｅｒｖｅ

　 　 管理小组的组建遵循农村熟人社区的习惯ꎬ
人员只进不出ꎬ只要对于保护小区发展有利的相

关方皆可加入ꎬ使得管理小组整体决策代表了社

区绝大部分人的利益ꎬ制度的建设、执行以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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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容易获得当地群众的支持ꎮ 同时ꎬ管理小组

下的二级机构涵盖了志愿巡护队、木棉花班、文艺

表演队、农业先锋队和儿童青草社等社区男女老

幼的所有人群ꎬ使得社区所有人都参与到保护小

区的建设中ꎬ很好地调动了社区所有人的积极性ꎬ
为保护小区管理的可持续提供活力ꎮ
２.１.２.２ 　 相对于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自然保护

区ꎬ渠楠保护小区的管理与决策并不依赖专职管

护人员、法律和一整套管理制度ꎬ而是靠习惯法及

村民的共同监督实现(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

护协会ꎬ２０２１)ꎮ 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ꎬ
通过村规民约等多种形式的自我遵守和自我管

理ꎬ探索出“平等议事、民主协商”为核心的共管体

系(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ꎬ２０２１)ꎮ 保

护小区的管理办法或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须充

分广泛地征求内部成员的意见和建议ꎬ遵循内部

成员事先知情、公平和公正的原则ꎬ在内部成员中

达成广泛共识ꎮ 管理办法或村规民约通过或修订

之后应该对全体成员进行公示ꎮ 目前ꎬ渠楠保护

小区的管理主要遵循村规民约ꎬ即(１)未经允许ꎬ
严禁外人进入保护小区界ꎻ (２)严禁捕猎打鸟ꎬ毁
林开荒ꎬ偷盗自然资源ꎻ (３)严禁在山脚下随意生

火ꎻ (４)如有发现以上行为ꎬ可向保护小区巡护队

成员举报(张颖溢等ꎬ２０２０ａ)ꎮ 管理小组每年都制

定保护小区的管理计划ꎬ确定每年计划开展的活

动ꎮ 同时还要遵循“五不”承诺书ꎬ即(１)不烧山

开荒ꎻ (２)不砍伐林木ꎻ (３)不放养牲畜ꎻ (４)不

乱搭乱建ꎻ (５)不捕猎野生动物ꎮ 同时保护小区

针对自然教育活动制定了自然教育活动守则ꎬ即
(１)依照法规保护小区内禁止任何破坏自然资源

的行为ꎬ未经审批不得采集标本ꎬ在开展活动过程

中严禁破坏或干扰重点保护物种和保护对象ꎻ(２)
爱护渠楠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资源ꎬ不折花木ꎬ不
采摘植物ꎬ不捕捉各种大、小动物ꎻ(３)爱护渠楠的

农田ꎬ不踩踏农田、不破坏农作物生长、未经允许

不得采收农作物ꎻ(４)尊重渠楠的文化ꎬ不能在风

水林地界内采摘植物ꎻ(５)爱护渠楠的风貌ꎬ不在

树木、石山和崖壁上乱刻乱画ꎻ(６)爱护渠楠的洞

穴ꎬ不触摸洞穴内的地质痕迹ꎬ不带走任何小石

珠、小石钟乳等ꎻ(７)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ꎬ
不能以任何形式投喂ꎬ在观看白头叶猴时ꎬ尽量安

静ꎬ不能以吹哨、呼戚、投石等任何形式惊扰ꎬ未经

许可ꎬ不能使用无人机观看和接近猴群(来源:渠

楠自然教育中心)ꎮ
２.２ 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活动主要内容

２.２.１ 开展社区人文、森林资源调查　 自 ２０１４ 年保

护小区成立后ꎬ管理小组联合美境自然、广西大

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等外部机构合

作开展了多方面的社区本底调查工作ꎬ如当地动

植物种群和活动情况、社区传统植物利用知识及

渠楠的自然资源、传统文化等ꎮ 这些调查活动的

开展ꎬ初步摸清了渠楠的自然资源、传统文化、村
民对周边环境的认知、社区经济等基础信息ꎬ为渠

楠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ꎻ针对保护

小区周边动植物种群和活动情况的初步调查ꎬ为
相关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

数据支撑ꎬ为后续的其他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ꎮ
２.２.２ 生物多样性的巡护与监测 　 保护小区志愿

巡护队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体巡护等工作ꎬ根
据保护小区的规章制度处理保护小区内的违规行

为ꎻ针对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ꎬ保护小区

及时汇报给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来依法进行处理ꎮ
同时ꎬ管理小组和美境自然等外部机构合作对保

护小区白头叶猴、白鹇( Ｌｏｐｈｕｒａ ｎｙｃｔｈｅｍｅｒａ)等野

生珍稀濒危动物进行监测观察工作ꎬ记录其行为、
爱好、饮食等ꎮ

渠楠保护小区自成立以来ꎬ便开展了多次巡

护工作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巡护队制

止抓鸟 ９ 起ꎬ盗挖珍贵树种 １ 起ꎻ２０１６ 年制止抓鸟

１１ 起ꎻ２０１７ 年制止盗挖树 １ 起、抓鸟 ５ 起ꎻ２０１８ 年

制止抓鸟 ２ 起ꎻ２０１９ 年至今未出现破坏事件ꎬ生物

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张颖溢等ꎬ２０２０ｂ)ꎮ
２.２.３ 自然教育　 自保护小区成立起ꎬ美境自然就

一直长期协助渠楠保护小区建立自然教育基地ꎬ
初期由美境自然负责自然教育课程的设计、客源

的对接联系和村民导赏员的培训工作ꎮ 村民在美

境自然等外部机构的培训和协助下ꎬ随着能力和

认识的提升ꎬ逐渐参与到课程设计和组织中ꎮ 另

外ꎬ管理小组还发动儿童青草社、文艺队、木棉花

班(自然导赏员)、生态农业先锋队等小团体参与

自然教育活动ꎬ连同巡护队一起ꎬ除了为自然教育

提供后勤服务外ꎬ还参与或独立开展观猴、夜观等

自然导赏和自然戏剧、传统民俗等文化课程ꎮ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后因为疫情原因ꎬ
停止商业接待工作)ꎬ渠楠屯保护小区共举办自然

教育活动 ３０ 余次ꎬ接待全国各地游客近１ ３００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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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入 ４２ 万余元ꎬ其中大部分为接待户和后勤

服务人员的收入ꎬ少部分由村庄提留作为管理经

费(张颖溢等ꎬ２０２０ｂ)ꎮ
２.２.４ 对外交流 　 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自成立

以来ꎬ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ꎬ通过管理小组和

美境自然的努力ꎬ渠楠屯争取到了来自崇左白头

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扶绥县政府、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等外部机构的多项支持ꎬ为保护小区提供

了扶贫政策、扶贫发展基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

系列的资助ꎮ 同时ꎬ保护小区还协同美境自然联

合其他科研单位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科研活动及一

些公益活动ꎬ例如ꎬ与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共同对本

社区进行系统的民族植物学调查ꎬ对本社区食用

植物、药用植物、文化植物等进行详细的编目ꎬ进
一步了解了本地区传统文化和生物文化多样性保

护的意义ꎮ 另外ꎬ在美镜自然、广东省绿芽乡村妇

女发展基金会(绿芽基金会)等外部机构的支持

下ꎬ保护小区的小组成员还常到外地交流学习ꎬ掌
握更多的管理知识和服务技能ꎮ
２.３ 渠楠保护小区的初步成效

２.３.１ 社区居民保护意识 　 管理小组的组建、保护

小区的申报及制度的制定等系列活动整体性提高

了社区及其相关团体参与人的保护意识和保护理

念ꎮ 当地群众在资源调查、物种监测等活动推广

中ꎬ从最开始的好奇、关注和了解ꎬ到最终的参与ꎬ
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自然保护的意识ꎮ 在我们采

访过程中ꎬ９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保护好周边的

生态环境将更有利乡村的发展ꎮ 另外ꎬ在开展自

然教育活动中ꎬ“教育与被教育”的过程让村民更

加深入地了解其周边的环境和自我的传统文化ꎬ
增强了其环保意识和文化自信ꎮ 最重要的是ꎬ村
民在与外界交流中ꎬ开拓了视野ꎬ在保护与发展

中ꎬ平等地感受到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元化

价值ꎬ从而激发出社区自我教育、成长与发展的活

力ꎬ产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热爱(陶安丽和董

亦非ꎬ２０２１)ꎮ
２.３.２ 保护小区生物多样性　 渠楠保护小区自成立

以来ꎬ非常关注保护小区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

展工作ꎬ保护小区植被逐渐得到恢复ꎬ杜绝了大面

积滥砍滥伐、开荒种地的行为ꎮ 保护小区中白头叶

猴种群数量明显增多ꎮ 在保护小区刚成立时ꎬ渠楠

白头叶猴种群数量仅有 １００ 余只ꎻ在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

的多次监测中发现ꎬ渠楠境内白头叶猴种群增长至

１６０ 余只ꎻ直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境内生活猴群数量大概

增长至 ２４９ 只(渠楠保护小区监测数据)ꎮ 另外ꎬ通
过野外监测还发现有野猪(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白鹇、林麝、
眼镜王蛇(Ｏｐｈｉｏｐｈａｇｕｓ ｈａｎｎａｈ)等濒危保护野生动

物的活动轨迹也愈发频繁ꎮ
２.３.３ 社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渠楠保护小区自

成立以来ꎬ一直都得到了保护区、当地各级政府和

美境自然等外部机构的大力支持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ꎬ
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协助渠楠争

取到了县政府的扶贫资金ꎬ帮助渠楠屯村内的池

塘和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ꎬ极大地改善了村

庄的景观环境ꎬ同时还改善了白头叶猴的饮水质

量ꎻ２０１６ 年ꎬ镇政府和扶绥县林业局出资ꎬ帮助渠

楠建了舞台ꎻ２０１９ 年ꎬ香港乐施会继续支持渠楠的

妇女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ꎬ对渠楠池塘中心小岛

进行改造ꎬ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生活环境质量ꎻ２０１９
年ꎬ阿拉善 ＳＥＥ 广西项目中心与美境自然一起完

成渠楠自然教育中心建设工作ꎬ改善了渠楠自然

教育环境ꎬ为其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保障(陶安

丽和董亦非ꎬ２０２１)ꎮ

３　 讨论与建议

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虽然在保护对象上和

目标是基本一致的ꎬ但是其在成立过程、管理主

体、管理目标、管理方式、管理范围以及资金筹措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ꎬ２０２０ꎻ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相对于

自然保护区而言ꎬ保护小区成立的程序和要求相

对宽松ꎬ其管理更加灵活宽松ꎬ主要以引导、监督、
防范为主ꎮ 此外ꎬ保护小区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外

部项目支持或自筹而来(如自然教育、生态旅游

等)ꎬ缓解了政府的资金预算压力ꎮ 该管理模式在

实施过程中还具有参与面广、权属清晰、激励有

力、发现问题及时、调解矛盾有利、发展的可持续

以及当地的适应性强等特征(赵俊臣ꎬ２００７)ꎮ
保护小区的成立使得村民一方面通过社区共

管章程、公约和具体的项目ꎬ直接参与自然资源的

管理、利用和保护ꎬ另一方面ꎬ通过自己民主选举

出的社区共管委员会和村级共管小组ꎬ行使社区

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规划、实施、
监督、收益分配等ꎮ 此外ꎬ还充分照顾到妇女、儿
童、老弱病残等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ꎬ保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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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其他社区成员平等地参与ꎬ从而使参与性变

得十分广泛ꎮ “自管、自受益”的参与模式ꎬ强调了

当地居民通过生态管理获得的收益归自己所有ꎬ
这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大小事务的管理

与决策ꎮ 渠南的参与和管理模式属于国际上目前

备受认可的模式ꎬ也较好地支持了目前国际上在

保护区和保护小区管理方面的主流观点:作为利

益相关者参与保护地的管理和决策不仅可以大大

提升他们的积极性ꎬ也可以增加这些管理和决策

在当地社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Ｈｉｗａｓａｋｉꎬ ２００５ꎻ
Ｍｏｈｅｄａｎｏ Ｒｏｌｄá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保护小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方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ꎮ ｄｅ Ｖｅｎｔｅ 等(２０１６)通过对世界 １３
个旱地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分析得出ꎬ当地人参

与的生物多样性管理ꎬ其可持续性成效更高ꎻＵｌｌａｈ
等(２０２２)发现社区参与的自然保护区外围植被反

而比其政府治理核心区内部受到的破坏更少ꎻ另
外ꎬ保护小区还可以通过恢复传统习俗来改善和

恢复当地生态功能(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Ｃｏｒｒ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Ｂｉ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私人或地方社区的保护

小区极大地丰富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网格ꎬ
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及传统文化的保存

提供了重要保障(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以渠楠

保护小区为例ꎬ自其成立以后ꎬ社区居民保护意识

明显提高ꎬ白头叶猴等种群数量明显增加ꎬ外来因

素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压力(捕鸟、抓猴、砍树等)
明显减少甚至杜绝ꎬ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

样性ꎮ
然而ꎬ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的限制和障

碍仍然存在ꎮ 首先ꎬ村规民约的约束力较弱ꎬ目前

只有 ３７％的国家在法律上承认某种形式的当地居

民土地保有权(Ｇ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然后ꎬ资金来

源不稳定ꎬ后期发展乏力ꎻ最后ꎬ管理小组自身管

理能力较弱ꎬ成员庞大ꎬ意见难以统一ꎮ 我国部分

保护小区ꎬ随着外部援助项目的结束ꎬ保护小区的

社区管理随之减弱ꎬ管理活动及森林管理公约难

以执行(王宇飞ꎬ２０２２)ꎮ 另外ꎬ保护小区管理小组

组织关系相对松散ꎬ容易受到外界价值观的影响ꎮ
因此ꎬ为了保护小区的健康发展ꎬ提出以下建

议:(１)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放权不放管理ꎬ强化服

务意识ꎬ在保护小区管理中起到引导、协助和激励

作用ꎬ但不干涉其具体管理ꎮ 地方主管部门设置

专门协调管理部门ꎬ协助保护小区制定村规民约

等管理制度ꎻ协助保护小区处理破坏生物多样性

的违法违规行为ꎻ制定和实施保护小区管理激励

制度或政策ꎮ (２)建立和健全民主平等、全民参与

的议事制度ꎮ 保护小区的管理规范、村规民约等

的制定需征询社区绝大部分人的知情同意ꎬ并提

供建议、修改的途径ꎻ保护小区的重大决策必须通

过社区居民群体讨论和参与决定ꎮ (３)坚守本心ꎬ
鼓励多方合作ꎬ提供外界参与的渠道及平台ꎮ 制

定保护小区对外合作框架ꎬ避免外部投资、捐款、
扶助及参与活动过程中危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ꎻ
制定公开、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ꎬ保证保护小区共

有资金使用、分配合理有据ꎬ增强保护小区管理的

公信力及社区内部凝聚力ꎮ (４)加强保护小区管

理小组成员组织能力ꎬ提高社区人员保护意识和

能力ꎮ (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ꎬ提升社区居

民荣誉感和使命感ꎮ

４　 结论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保

障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保护小区作为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体系的一个重

要补充ꎬ其以社区为主体的性质强调社区在保护

小区管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ꎻ保护小区“自
建、自筹、自管、自受益”的管理模式具有参与面

广、权属清晰、激励有力、发现问题及时、调解矛盾

有利、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当地的适应性强等特

征ꎬ具有极强的当地适应性ꎬ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使得生物多样性

保护更具有持久性和生命力ꎮ 但保护小区的发展

也面临诸多限制ꎬ例如村规民约的约束力较弱、资
金来源不稳定、管理小组自身管理能力较弱等ꎮ
因此ꎬ保护小区的发展既离不开社区居民的主观

能动性ꎬ也离不开政府和外界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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