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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确定2003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目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与扶贫”。
为协调有关部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活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
护意识，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务院扶贫办，于2003年11月24～28日在贵州草海召开“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扶贫”研讨会。
环保、科技、教育、中科院、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美国大自然协会（TNC）、保护国际
（CI）、法国发起发展（ID）、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环境报、地方环保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的
代表及专家共8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扶贫相结合的重要性和成功实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绩与问
题，扶贫的成绩与问题，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相结合的经验，贵州草海、安徽鹞落坪、新疆罗
布泊、福建武夷山、云南、黑龙江、广西等地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会议还安排了草海现场参观，并与当地农民代表座谈。
这次会议内容重要、气氛热烈、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效果很好，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与会代表指出，“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大部分都是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
贫困造成对生物多样性不合理开发，是造成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和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性工作，也是扶贫工作
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府应予高度重视。
”国务院扶贫办的代表表示，将加强与国家环保总局的合作，并考虑选择一些地区进行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扶贫相结合试点工作。
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环境报、当地媒体等对这次会议都做了专题报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会议由贵州省环保局承办，并得到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美国大自然协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为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宣传，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相结合的经验，我们
汇集了研讨会专家和代表的发言及部分地区的经验简介，出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研讨会论文集
”，以供学习参考。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200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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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会议还安排了草海现场参观,并与当地农民代表座谈。
这次议内容重要、气氛热烈、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效果很好、受到与社代表的一致好评。
与会代表指出，“我国国家级贫困县，大部分都是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
贫困造成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造成对生物多样性不合理开发，是造成我国生物多样性破坏和丧失
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性工作，也是扶贫工作
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府应予高度重视。
”国务院扶贫办的代表表示，将加强与国家环保总局的合作，并考虑选择一些地区进行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扶贫相结合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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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扶贫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西部地区自然保护区社区扶贫战略研究中国西部山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持续
发展中国沿海欠发达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国贫困地区亚洲象保护  ——自然
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兼顾保护策略设计及选择指南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以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中，
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社区经济发展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吗  ——云南紫溪山彝族村社的保护
与发展实践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扶贫和公众意识教育探讨野双峰驼各分布区的生存环境差异及评价
社区扶贫  ——贫困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草海的参与式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活动草海
渐进项目十年回顾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条件下的社区扶贫发展保护区如何利用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人
民造福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实例发展社区经济是更高层次的保护  ——也谈21世纪的
自然保护工作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村镇经济发展的关系附：参加研讨会代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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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西部山地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和建议1．将改土、治水、植树为重点的生态
环境建设与解决农民生计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西部山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由其在我国西部大
开发的战略地位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
西部是丰富的资源与贫困的现实的矛盾体，林业六大工程的启动，特别是“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
护”工程，对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无疑是一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工程的实施不仅对于缓解我国西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部分解决了资金
不足的问题。
但是，这些工程基本上是以解决环境问题为主要目的，并未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和当地农民脱贫有
机结合起来。
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农民从退耕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效益。
在开展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中，需要考虑持续合理利用坡耕地的途径，使25。
以下的土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因此，要筛选和发掘适应于西部各种不同条件坡耕地的作物种类和品
种，及其相应的种植技术。
西部一些地区的做法表明，在部分地区推行高固氮植物篱技术，将低产的坡耕地建成高产稳产的生物
梯地，既可以达到退耕还林的效果，有利于当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还可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地治理。
其次，将荒山荒坡的治理与畜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保护和发展其他草本或木本植物群落的基础上
，通过选择合适的固氮木本植物，发展木本饲料，既可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又可以发展养殖业，增
加收入，有效实施陡坡耕地的退耕还林工程。
最后，要加强防御山地灾害，对于危害严重的山地灾害应该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及养护措
施相结合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办法。
2．因地制宜，发挥当地资源优势，走适合地方山区实际、具有山区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我国西
部山区由于各种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小环境的多样性，并不一定都适合于粮食作物的生产，应选择最适
合这些不同小环境的作物和经济植物种类，发展特色产业。
西部山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蕴藏着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药材、花卉、水果等。
因此，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要注意大力培植具有山区特色的支柱产业，重点搞好非木资源（林下
资源、经济林、中草药、山区生态养殖、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利用。
要积极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又能大量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加
工业，加速西部山区农业产业化进程。
西部已经有许多例证，说明只要充分认识和合理利用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就可以发挥当地资源的最
大潜力。
我国加入WTO为西部山区多样化生态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西部山区资源加工开发出的纯天然、
无污染和多样化生态产品要顺应国内外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因此，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扩大乡镇企业规模，具备市场开拓能力，创名牌、占市场、壮实
力，把西部山区的资源优势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带动西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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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研讨会论文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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