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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起步高原自1998年以来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工作  
• 将主要区域集中在长江源头  

 
 
 
 
 

• 与当地社区共同建立了“社区保护区”  
• 随后在三江原自然保护区成立了“文化建设协会”  



1. 起步高原将把地理设为了主要焦点，而非专题
性。此项工作主要以协作为重—即，与我们共
同协作的（包括牧民、政府相关部门： 如三江
原自然保护局）。而非施加我们的外部议程。 
 
 
 
 
 
 
 

• 与当地游牧民开展友好的伙伴关系为协作的主
要方式。即，聆听和满足他们的所需。 



• 我们的主要工作领域包括： 
 

– 环境—管理 / 保护  
– 社区卫生和教育等  
– 紧急救援（如：地震）  

 













 
• 成功的主要部分包括： 

 
– 衔接大多或所有 
     与关键利益的相关者  

 
– 在适当的时间内工作，
不仅要根据正式的项
目计划还要根据投资

者的周期等  
 

– 从我们或别人的经验

中进行学习  



共同管理  

• 自然资源管理所涉及到的复杂体系的理解是人与
自然共同组成的。 

• 资源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协作。 

• 为了很好的管理这些体系，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
必须共同努力。 

   (Blumenthal & Jannink 2000) 



• “共同管理”使不同群体在商定的结构和流程中进行共

同管理自然资源，这样可以使各方不同的能力、知识、
技能、资源等聚为一体。   
 
 
 
 
 
 
 
 
 

      (Ross & Powell 2008) 



三江源地区  
• 生态区占省的40%  
• 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00年，在2003年被奉为国家
一级自然保护区  

• 自然保护区分有~18个区域，每个区域有三个管
理区  
 
 
 
 

• 具有数个先前设有的“社区保护区” 经审核现已
纳入了“共同管理”计划  



到目前所试用的一些工作模式：  

• 社区共管  
• 保护协议  
• 和社区保护的其他形式（如：通过社区协会、

非政府组织、合作社等的发展） 
以上所有都为共同管理的形式。 



案例1. 莫曲村  
• 自1998年在指定的地方保护区,进行了对野生动

物物种认识的监测，还有反盗猎巡逻。  
 
 
 
 
 

• 集成与社区发展。  
• 与三江源自然保护站和非政府组织结成了伙伴

关系。 



案例2. 措池村 
• 自1999年自1998年在指定的地方保护区,进行

了对野生动物物种认识的监测。 
• 与三江源自然保护站为伙伴关系，但主要根据

商定的合同安排将社区满足于回报补偿作为保
护目标。 

• 与非政府组织的 
      伙伴关系以能力 
      建设为主。 



•  三江源自然保护局以这些初步试验为基础，现在

正在进一步扩大对自然资源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
协作方式的试验范围，以怎样使三江源自然保护
区和省其他保护区能够广泛和有效的使用共同管
理为主要学习目标。 为此，正在开发一个提高功

率放大器效率的区域项目，而保护三江源区域的
自然资源和适当的生态功能比以往更加重要。 
 
 
 
 



• 当地社区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并且也是潜在的合
作伙伴。 
 
 



• “共同管理”的方法可能会提供迄今最好的解决
方案-不仅要增加人手，而且还帮助寻找/开发高
原地区的自然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保护的
解决方案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的幸福感。 



• 通过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合作，我们可以很
好的取得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保护性及长
期性的发展 

 (Foggin 2011) 

 



谢谢！ 



Dr J Marc Foggin / 富礼正   
加拿大 ‘起步高原’   

 
 
 
 
 
 

邮件地址 :  foggin@plateauperspectives.org 
网址 :  www.plateauperspecti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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