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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鹤是湿地生态系统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物种。
据最新统计，全世界现存的白鹤仅三千余只，是国际上广为关注的世界性濒危鸟类。
多年来，中国政府为保护白鹤这一珍贵鸟类做出了不懈努力，不仅将其列为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而
且在白鹤的栖息地上建立了三十多个自然保护区，以便开展对白鹤这一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同时，为了履行《湿地公约》的义务，加强与有关白鹤分布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国家林业局代表中国
政府于1997年加入了东北亚鹤类网络，并于1999年与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由《迁徙物种公约
》倡导的“关于白鹤保护措施的谅解备忘录”，我国成为世界白鹤保护国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为了进一步促进白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加强白鹤分布国家问的合作与交流，作为白鹤保护备忘
录签署机构之一的国际鹤类基金会，联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伊朗四个国家，通过联合国环
境署，共同向全球环境基金（GEF）申请了“保护亚洲白鹤及其他迁徙水鸟并建立迁徙地点网络”项
目（简称白鹤GEF、项目，联合国环境署项目代码为：GF／2712-03-4627）。
　　白鹤GEF、项目是以白鹤为旗舰物种，旨在白鹤迁徙路线上建立国际重要迁徙水鸟栖息地网络的
一个跨国合作保护项目。
白鹤（3EF项目涉及白鹤东部和西部两个迁徙路线上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四个国家，
国际协调机构为总部设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国际鹤类基金会。
中国项目区包括江西省的鄱阳湖盆地、黑龙江省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省的向海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个项目点。
　　白鹤GEF项目的总体目标是：维持和提高白鹤等迁徙水鸟及湿地生物多样性所依赖的国际重要湿
地网络的生态完整性及生存力。
远景目标为：亚洲国际重要湿地和迁徙水鸟得到保护。
项目目标通过在地点、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上开展项目活动来实现，这些活动包括：通过制定和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使保护区提高依法保护水平；制定和实施保护区管理计划及利益相关者参
与计划；通过培训和参与项目的实施，实现保护区和社区能力建设；制定公众环境意识教育计划，开
展环境教育活动；实施社区发展示范项目，减轻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开展科学研究和监测活
动，为地方和区域规划及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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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总结了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计划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的基础理论知识，介绍了白鹤GEF项
目社区参与性计划的实践，以发展型小项目作为行动干预的媒介，积极探索了社区参与湿地管理的内
在动力和行动策略，并附以来自田野的经验总结，以期贡献于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或其
他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理念和实践。
    本书可作为自然保护区从事社区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工作人员的重要学习材料，并可供从事自然保
护区和社区工作的自然资源管理的行政、科研、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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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保护区社区参与性规划　　保护区管理计划在我国的实践非常短，但已经被广泛接受，它是
落实保护区总体规划的一个阶段性计划，是一个基础性文件，指导和调控自然保护区在一定时期内的
资源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2002c，2002e）。
管理计划是自然保护区实施管理的行动方案，是自然保护区开展所有工作的行动纲领。
目前的管理计划往往以管理区管理机制为主导，由专家编制完成，能够明确提出保护区发展的目标、
总体布局和功能等，对机构、能力建设、湿地资源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宣传、旅游开发等方
面的活动意见比较具体。
但就如何与社区打交道，怎样管理好湿地自然资源等的意见往往比较笼统，也少有征求社区的意见。
　　在白鹤GEF项目中，将参与式理念和工具导入到管理计划的制订在我国尚属首例。
正是因为没有经验可循，我们把社区参与性规划的重点布置在湿地自然资源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相关
利益群体分析、湿地资源利用的技术问题、政策和机构制约上，进而寻求先导性的试验社区，开展湿
地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试验和示范，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教育和社区机制的建设，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事业和当地人福利改善双赢目标的实现。
并非试图将社区参与导人到保护区管理计划的形成、实施、监督和评估过程中。
如果按照参与式规划的概念，保护区管理计划，不仅涉及当地社区，水利、渔业等部门，游客及从事
与湿地资源相关的加工和营销人员等的参与也很重要。
其决策范畴也应当扩展到保护目标、功能区’划、开发利用规划、机构建设等方面。
不仅参与管理计划的制订，更要参与管理计划的落实、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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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区参与湿地管理》旨在为自然保护区探索寻求社区参与计划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理论和实践
工作者提供基础理论知识，介绍白鹤GEF项目社区参与性计划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实践过程——项目
前期制定社区参与性行动计划，后期为计划的具体社区发展项目实施过程。
《社区参与湿地管理》为协调各地点级专家和社区项目参与人员的工作思路，加强地点级专家和社区
项目参与人员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为探索符合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社区发展战略、理论、方法
和具体实践措施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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