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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共管与协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秦巴山脉区域 5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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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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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ba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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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共管是协调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分析社区共管典型案例的协调路径、成功经

验和现状问题，旨在为秦巴山脉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机制提出优化建议。笔者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考察、专家访谈和比较研

究的方法，分析了九寨沟、唐家河、朱鹮、太白山、白水江 5 个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典型案例。本研究从政府、市场和社

会三个角度归纳出社区共管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的 12 种方式，总结了四点成功经验（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多元路径为基础、

以区域特征为前提、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和四点现状问题（生态产业不健全、社区权能待提高、生态文化欠弘扬、政府支持

不到位）。本文从公平与效率、集权与分权、公益与私益三个角度对社区共管进行了理论反思，并从国家、区域和自然保护

地三个层面提出了完善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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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CBCM) is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CBCM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by analyzing the coordinated path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current issues of typical 
CBCM cases. By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expert interviews,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we thoroughly analyzed 
five typical CBCM cases in protected areas in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namely Jiuzhaigou, Tangjiahe, Zhuhuan, Taibaishan, and 
Baishuijiang Nature Reserves. We also summarized 12 coordination approaches of CBC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found 4 successful experiences (leading by government, adopting multiple approaches, reflect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k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as well as 4 major issues (i.e., incomplete eco-industry, low cap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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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秦巴山脉区域包含秦岭与巴山山脉片区，涉

及陕西、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重庆五省一市

约 3.086×105 km2，总人口 6164 万。该区域生态价

值突出，是我国的中央水库、生态绿肺和生物基

因库，然而经济发展滞后，是全国 11 个集中连片

贫困区中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区域 [1]。秦

巴山脉自然保护地是该区域生态价值最高的地区，

但同时也是交通偏远、设施落后和经济贫困的“重

灾区”。一方面，自然保护地建设限制社区经济发

展。例如，在秦岭地区若干自然保护区周边，40%
的农户认为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经济发展，表现

为野生动物损害庄稼、木材采伐和柴薪采集受限、

强行征收土地和限制宅基地建设等 [2]。另一方面，

社区人为活动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如放牧、

盗伐盗猎、采集林副产品、割竹等活动导致大熊

猫栖息地破碎。因此，秦巴山脉自然保护地中生

态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冲突迫切需要得到优

化和协调 [3]。
社区共管（CBCM）是指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社区共同参与保护区保

护管理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 [4]。我国

早期的社区共管出现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之初，部分

保护区管理机构自发与社区开展联合保护行动。例

如，20 世纪 80 年代，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局与社区

开展森林联防工作。而社区共管这个概念则是在 
20 世纪末由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引入中国。

1993 年，国际鹤类基金会（ICF）最早将参与式管

理的理念引入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1995 年起，全

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在陕西太白山、佛坪和周

至等自然保护区开展社区共管试点 [5]。世界自然基

金会（WWF）于 2002 年实施秦岭项目，推动社区

保护与生计发展 [6]。2006 年，保护国际（CI）将协

议保护引入青海省和四川省 [7]。根据 2009 年的问

卷调查（N=622），有 87.9%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尝

试过建立社区共管机制 [8]。2017 年，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社区共管机制”的要求。

面临保护与发展的严峻矛盾，秦巴山脉自然保

护地开展社区共管的时间较早、类型多样，且取得

了协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效果。目前对

秦巴山脉地区社区共管的分析以单案例研究为主，

如九寨沟 [9]、白水江 [10]、佛坪 [11] 等自然保护区，

缺乏站在区域视角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

不足以在宏观层面为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

提供经验。 
因此，笔者从秦巴山脉社区共管典型案例的比

较研究切入，分析社区共管对保护与发展的协调路

径、成功经验和现状问题，并为秦巴山脉自然保护

地社区共管机制提出优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 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实地调研、专家访

谈和比较研究四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文献调研

搜集秦巴山脉地区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的案例，并

对其进行初步分析，从中选择了四川九寨沟、四川

唐家河、陕西朱鹮、陕西太白山和甘肃白水江 5 个
自然保护区作为典型案例展开深入分析。其次，笔

者于 2017 年 8 月走访了陕西，2018 年 10 月走访了

四川和甘肃，对社区共管案例开展了实地调研。在

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开展了 3 次保护区管理局座谈、

12 次保护区工作人员访谈、31 次社区带头人和村

民访谈。访谈以半结构式为主，主要围绕社区共管

的发展历程、协调机制、成效分析和现状问题，并

结合受访人的回答进行开放式提问。访谈时间为

60~90 min。再次，笔者对保护区社区规划、社区

共管方面的 6 位研究型专家、7 位实践型专家进行

了访谈，访谈时间为 30~90 min。最后，笔者综合

文献、实地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搜集的资料，对 5 个

communities, unrecognized eco-cultures, and insufficient state suppor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we analyzed CBCM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equity vs. efficiency, 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benefits vs. private interests. An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e provid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protected area levels. 
Keywords: community-based co-management (CBCM);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Qinba Mountain Area;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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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

（二） 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综合考虑了案例资料可获得性、社区

共管模式典型性和地理分布差异性。五个典型案例

都有丰富的资料记载，分别代表了利益共享、共管

项目、综合扶持、协议保护、生态品牌五种模式。

选择案例的社区共管开始于 2003 年前，迄今经历

了超过 15 年探索，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机制，

且取得了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成效。由于

在研究范围内，湖北、重庆、河南三省并没有开展

社区共管的资料记载，因此主要在四川、陕西和甘

肃选点。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是利益共享式社区共管的典

型案例，九寨沟管理局通过门票分成、联合经营等

方式给社区居民带来收益，以此要求社区配合资源

保护 [9]。太白山自然保护区是共管项目式社区共

管的典型案例，在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扶持下建立社

区共管委员会，统筹保护地社区的生态保护与社区

发展工作 [12]。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是综合扶持式社

区共管的典型案例，主要由保护区管理局采用综合

性手段帮助社区形成替代生计、提高经济水平，以

此交换社区的合作保护行为 [13]。白水江自然保护

区是协议保护式社区共管的典型案例，在李子坝村

形成了“管理局—保护站—行政村—巡护队 / 农户”

四级保护协议 [14]。朱鹮自然保护区是生态品牌式

社区共管的典型案例，管理局与社区开展“朱鹮牌”

绿色大米的生产、加工、质检和销售，以补偿农药

化肥禁用带来的粮食减产损失 [15]（见表 1）。

三、社区共管对保护与发展协调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保护区社区管理，将保护需求与社区发

展需求对立起来，形成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而在社

表 1  秦巴山脉保护区社区共管典型案例选择 [9~19]

典型
模式

代表
案例

共管 
起源

共管内容 共管主体 共管制度

保护内容 发展策略 主导方 社区方 其他 资金来源 规章制度

利益共
享式

九寨沟
自然保
护区

1992 年 护林、巡山、
防火、环卫、
导游等

门票分红、诺日
朗联合经营公
司、景区摊位

九寨沟
管理局

扎如、荷
叶、树正
居委会，
村民

企业 保护区门
票、特许
经营收入

《九寨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等

共管项
目式

太白山
自然保
护区

1995 年 土地利用规
划、护林防
火、宣传工
作等

建立绿色果园、
绿色蔬菜等示范
基地，推广农林
技术

太白山
管理局

大湾村村
委会、村
民

县、乡
政府、
NGO、寺
庙和宗教
信徒、 
游客

NGO 项目
资金

《大湾村资源
管理计划》《资
源保护共管协
议》等

综合扶
持式

唐家河
自然保
护区

1997 年 巡护、防火
等

联合养蜂、生态
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保护
项目、生态农业、
对口扶贫等

唐家河
管理局

村委会、
合作社、
村民

县政府、
NGO、企业

转移支付、
县政府、
NGO 项目
资金

《共管协议》
《村级自然资
源管理办法》
《社区资源管
理实施计划》
等

生态品
牌式

朱鹮自
然保护
区

2002 年 禁用农药化
肥、林木保
护、觅食地
改造、禁止
放牧等

基础设施建设、
农产品扶持、建
立朱鹮品牌、资
助搬迁、扶持教
育、资金发放

洋县县
政府、
朱鹮保
护区管
理局

村委会、
合作社、
村民

企业、
NGO

陕西省林
业厅、洋
县县政府、
NGO 项目
资金等

《洋县有机食
品产业基地发
展纲要》等

协议保
护式

白水江
自然保
护区

2003 年 集体生态公
益林保护、
无农药化肥
茶叶种植等

获得集体生态公
益林资金、有机
茶、替代能源

白水江
管理局

村委会、
农户、社
区巡护队

县政府、
NGO

集体生态
公益林补
偿、美丽
乡村建设
等项目投
入、NGO
项目资金

《甘肃白水江
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森林管护
合同》《甘肃
省文县鼻口镇
李子坝行政村
农户自留林管
护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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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共管模式中，保护地管理机构允许社区对自然资

源的适度利用，并寻求社区对生态保护的支持，以

此寻求保护与发展的协调。该研究的社区共管案例

主要采用了政府、市场和社区三大路径协调保护与

发展关系（见图 1）。

（一） 政府路径

政府路径是开展社区共管的主要途径。以地方

政府和保护地管理机构为主导，协调保护与发展关

系，包括设施建设、资金补偿、岗位安置、联合保

护和特许保护等。

第一，政府机构为改善社区的生产生活环境、

营造节能环保的生计方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

太白山大湾村建立的医疗站、蓄水池等 [12]。第

二，政府机构给农户发放资金以补偿损失。例如，

朱鹮自然保护区为鼓励农户在水稻收割后保留冬

水田为朱鹮提供适宜的觅食地，给农户发放资金

作为补偿 [15]。第三，保护区管理机构为社区提供

就业岗位，实现社区生产方式转型。例如，九寨

沟管理局聘用景区居民共 373人，从事巡山、防火、

养路、环卫等工作，占保护区居民劳动力总人数

的 41.35% [9]。第四，保护区管理局与乡镇、村

或村民小组组织联合保护，如太白山管理局与村、

组签订护林防火目标责任书 [12]。第五，政府机构

将资源保护管理权下放至村民委员会，赋予社区

特许保护权。例如，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在李子坝

村将集体生态公益林的保护权从管理局转移到村

集体（见图 2）[19]。

（二） 市场路径

除政府路径之外，研究案例还通过门票分红、

特许经营、打造有机农林产品、发展生态旅游等市

集体行动

宗教参与

NGO协助

旅游经营

农林产品

特许经营

门票分红
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

政府
路径

市场
路径

社会
路径

促进保护

特许保护

联合保护

岗位安置

资金补偿

设施建设

图 1  社区共管案例对保护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图 2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李子坝村保护协议框架

管理局 保护站

评估 组建

保护

反馈

资金补偿

签订管护责任书 签订管护责任书
村委会

集体生态公益林 巡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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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路径形成替代生计，以降低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程度。

第一，保护区可采用门票分红的方式与社区分

享旅游收益。例如，自 2001 年 7 月起，九寨沟管

理局在每张门票中抽取 7 元作为社区基本生活保障

金，使社区人均年收入高达 2 万元 [9]。第二，保

护区管理机构允许社区开展特许经营以获得经营收

入。例如，九寨沟管理局与社区成立联合经营公

司，共同经营诺日朗综合服务中心 [9]。第三，鼓

励农户生产和销售有机农林产品，将生态限制点转

化为产业增值点，如洋县打造了“朱鹮牌”绿色大

米 [18]。第四，鼓励社区依托自然保护地发展农家

乐、民宿等旅游经营项目，使社区实现产业转型。

例如，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的推动下，阴平村等社

区开展农家乐，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 3000 余人。

（三） 社会路径

除此之外，NGO 协调、宗教参与和社区集体

行动等社会力量也是参与生态保护、助力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第一，NGO 在社区共管中扮演着资金投入、

技能培训、平台搭建、沟通协调等作用。世界自然

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会、北大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等 NGO 在白水江、唐家河、太白山和朱鹮自然保

护区四个案例中都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 [6]。第二，

在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中存在人与自然共生的意

识形态，能够发挥宗教力量带动信徒参与保护。例

如，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内共有 26 处宗教寺庙遗址，

寺庙人员带动信徒参与了植树、种草、宣传和监督，

形成了宗教文化与生态保护共生的有效机制 [12]。
第三，社区集体行动有助于发动社区自下而上的力

量，促进社区积极主动地承担保护责任。2003 年，

面对大规模外来盗伐和打猎，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李

子坝村村长马小伦向县政府申请得到授权和资金，

成立了一支 20 人的护林队开展森林巡护活动，是

后续协议保护机制形成的基础 [19]。 

四、社区共管对保护与发展协调的经验和问

题分析

（一）经验分析

通过社区共管典型案例研究，笔者从政府主导、

多元路径、区域特色和机制创新四个角度提炼了案

例经验。

1. 以政府力量为主导

在协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时，研究

案例主要以政府力量作为主导，市场和社会力量为

辅助。首先，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合

作，实现了政府力量的融合。例如，九寨沟管理局

代替地方政府承担了部分社区管理职能 [20]；洋县

县政府在朱鹮保护上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资金和人

力投入。其次，绝大多数市场机制也是在地方政府

或保护区管理局的推动下建立的，如九寨沟门票分

红、特许经营机制，朱鹮品牌的建立以及唐家河旅

游发展。在白水江李子坝村社区主导的协议保护中，

县政府的权力授予、管理局的监督评估也起到了重

要作用。

2. 以多元路径为基础

采用多元化的协调路径，是保护区社区共管机

制能够成功的重要基础。这主要是因为社区特征不

尽相同，外部环境具有的变化性、多元化的协调路

径有助于提升制度适宜性。研究案例皆综合使用了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路径，并混合采纳了 5 种以

上的协调方式（见表 2）。例如，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社区共管在政府路径上采取了设施建设、资金补偿、

岗位安置与联合保护，在市场路径上发展农林产品

和生态旅游，在社会路径上积极与 NGO 建立合作。

3. 以区域特色为前提

研究案例在保护与发展协调路径选择上，都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巴山脉的区域特色，主要体现在

生态旅游、生态农林产品、生态文化和生态政策四

个方面。首先，秦巴山脉区域风景优美，具备良好

的生态旅游基础，如九寨沟门票分红和特许经营机

制就立足于巨大的旅游客流量上。其次，秦巴山脉

区域的社区自然资源依赖性较高，因此利用这种依

赖性创造特色生态农林产品，提高产业的生态附加

值。再次，秦巴山脉区域文化丰富，其中在部分文

化中蕴含了生态保护的传统理念，可以对社区起到

积极的带动作用，如太白山社区共管的宗教参与。

最后，秦巴山脉约有 2/3 的区域属于限制开发区和

禁止开发区，对产业类型和发展方式有严格限制，

因此对生态政策有效利用至关重要。白水江李子坝

村利用集体生态公益林管护资金作为共管资金，即

是对生态政策有效利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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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机制创新为突破

机制创新是协调保护与关系中的重要突破点。

社区共管在保护区管理中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而

五个研究案例都有不同的机制创新方式。“朱鹮牌”

绿色大米是结合朱鹮保护需求而创造的新模式；白

水江集体生态公益林共管中形成的四级保护协议，

是在保护国际引入的协议保护机制基础上的创新改

进；九寨沟门票分红是在“沟内游，沟外住”特殊

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制度创新；太白山在传统社区共

管委员会模式上创新地采用了宗教参与机制；唐家

河采取了综合性的扶持手段，其中联合养蜂机制是

适宜当地环境的创新型策略。 

（二）问题分析

通过对分析社区共管案例的协调路径和发展经

验，可识别出一些秦巴山脉区域层面、甚至全国层

面的问题，包括生态产业不健全、社区权能待提高、

生态文化欠弘扬和政策支持不到位。

1. 生态产业不健全

秦巴山脉区域的生态产业不健全，制约了自然

保护地社区共管机制的形成，也限制了社区可持续

发展。这具体表现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机制和标准

规范不全，以及旅游监管不严。例如，在朱鹮品牌

塑造推广以及有机农产品认证中的困难，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秦巴山脉区域生态农林产品的标准匮乏和

市场缺位 [21]。而在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旺季，

过量的餐饮、生活废弃物造成垃圾处理压力，也给

藏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保护带来威胁 [22]。

2. 社区权能待提高

在秦巴山脉区域的部分自然保护地中，社区的

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权利都缺乏保障，社区的生态

意识和保护能力也有待提高。社区权能不足既给生

态保护带来障碍，也不利于资源可持续利用。一方

面，五个研究案例都有社区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

方面，在除白水江之外的其余四个案例中，都存在

社区参与程度低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

保护区管理机构在社区共管中垄断了话语权，社区

在共管中缺乏实质性权利，进而缺乏参与积极性。

3. 生态文化欠弘扬

秦巴山脉区域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其中在部

分宗教文化、隐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山水审美

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内涵 [23]。例如，

终南山、武当山、青城山、峨眉山和大巴山等在历

史上都是隐逸人士修道参禅、采药养生的胜地。但

这种崇尚生态理念的传统文化，一是尚未完全融入

秦巴山脉区域的生态产业链以创造经济价值，二是

对地方社区的带动作用不足。太白山在社区共管建

设中利用宗教信仰促进村民保护是一个积极的试

验，值得其他有生态文化基础的自然保护地学习。

4. 政策支持不到位

在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中，对社区共管

的法律、政策和资金支持不足，这给秦巴山脉区域

自然保护地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一定障碍。在五个研究

案例的保护区管理局座谈与访谈中，都有工作人员提

出缺乏社区共管立法的问题。除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以

外的其余四个社区共管案例，都明显面临着资金缺乏

表 2  社区共管案例对保护与发展的协调路径及方式

路径 唐家河 九寨沟 太白山 朱鹮保护区 白水江

政府路径 设施建设 √ √ √ √ √

资金补偿 √ √

岗位安置 √ √

联合保护 √ √ √

特许保护 √

市场路径 门票分红 √

特许经营 √

农林产品 √ √ √ √

旅游经营 √ √ √

社会路径 NGO 协助 √ √ √ √

宗教参与 √

社区自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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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利用集体生态公益林管

护资金开展协议保护，是利用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

调动社区积极性的案例，值得其他自然保护地借鉴。

五、对秦巴山脉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的理论

反思和政策建议

（一）理论反思

实践证明，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机制的确起到

了促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作用。但研究

发现，在此过程中需要着重处理三对关系：公平与

效率、集权与分权、公益与私益。

1. 公平与效率

社区共管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时，可能有效率地

达成目标，却很难做到公平分配。一方面是因为社

区共管选点带来的不公平。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在大

湾村建立社区共管示范村，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主要

在李子坝村建立协议保护机制。这些项目虽然取得

了积极的成效，但其实也说明了保护区资源分配不

均。另一方面是因为利益分配带来的不公平。农产

品合作社、生态旅游的发展本身只能使少部分社

区居民获益，即便九寨沟保护区采取股份合作制，

门票分红和特许经营机制是针对全部社区居民，

也容易因为社区人口变化等原因难以做到公平分

配 [22]。
2. 集权与分权

社区共管的核心在于社区赋权，从而使社区享

有权力、承担责任和分享利益。然而在研究的五个

典型案例中，只有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李子坝村被赋

予了特许保护权，其村委会、巡护队和农户都有明

确的权责利。在其余四个案例中，生态保护的权力

和责任仍然集中在保护区管理机构，社区的主要任

务是分享利益，也因此被动地、消极地完成保护任

务。没有分权的社区共管，本质上是社区被管，社

区不想管，社区象征性地管管。而在保证生态保护

成效的前提下如何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何给社

区分权，如何激发社区主观能动性，是需要进一步

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3. 公益与私益

生态保护是公益，可持续发展是私益，社区共

管看似是搭建了公与私的桥梁，但在操作上容易出

现以“公之名”谋“私之利”的现象。在研究案例

中，部分地方政府开展社区共管只是为了促进经济

发展；很多社区居民完全无意生态保护，只是将社

区共管当成赚钱的工具，有利可图则参与保护，无

利可图就失去动力。在九寨沟案例中，由于过度追

求旅游发展和经济利益，反而导致了生态环境污染

严重、社区文化多样性减弱等问题 [9]。

（二）政策建议

为充分协调秦巴山脉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需要从全国、区域和保护地三个

层面加强社区共管机制建设。

1. 国家层面

中央政府应在立法、政策和资金上为秦巴山脉

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机制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首

先，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地社区权益保护法》，保障保护地社区的基本

土地、经济和政治权利，并将“建立社区共管机制”

纳入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相应条款。其次，

建议国家林业局、生态环境部和农村农业部联合，

将秦巴山脉区域设立为探索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的政策试点，鼓励多元化路径探索和创新性社区共

管机制试验。最后，建议国家林业局设立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

机制建设的专项资金，给保护地管理机构充分的资

金支持。

2. 秦巴山脉区域层面

在秦巴山脉区域层面，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禀

赋，从四个方面探索特色化的发展路径。首先，“生

态旅游 + 社区”。秦巴山脉区域有丰富的生态旅游

资源，应充分发展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产业，形成

社区回馈机制。其次，“生态农产品 + 社区”。秦巴

山脉区域的社区资源依赖度高、农林产品种类多样，

应着力建设“秦巴山脉区域生态产品品牌”，制定

生态农林产品的环境和质量评估标准，带动自然保

护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再次，“生态文化 + 社区”。

秦巴山脉区域可立足于悠久的生态文化，打造康养、

研学、自然教育等产业，营造社区保护的良好氛围。

最后，“生态政策 + 社区”。秦巴山脉区域可充分利

用生态保护政策和资金，建立社区参与保护的激励

机制，充分调动社区主观能动性和监督作用。

3. 自然保护地层面

秦巴山脉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应加强对社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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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制的探索，并遵循以下四点原则。第一是社区

赋权。保护地管理机构应注重社区能力培养和权力

赋予，将社区作为平等合作伙伴而非执行命令的下

级单位。第二是因地制宜。社区共管机制应充分适

宜当地环境，可在不同阶段、不同社区和不同人群

采用不同的协调路径。第三是多方参与，保护区管

理机构建立和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如地方政府、

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公众、游客等，促进共

识形成和资源整合。第四是公平正义，社区共管机

制在建设时应注重在不同社区之间和不同成员之间

做到公平正义，尤其在资源倾斜和利益分配问题上，

尽量避免社区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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