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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与老挝等东盟国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的历程、方式、效果等情

况。 对其中存在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有差距、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缺失、资金支持不足、小语种和专

业技术人才缺乏等阻碍深度合作的问题进行分析,藉此提出创新合作思路、开拓发展空间、多层次

开展合作,建设跨国国家公园,建立林业跨境合作绿色通道和人才培养专项基金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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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history,
 

methods,
 

and
 

effect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ve
 

protection
 

between
 

Xishuangbanna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and
 

ASEAN
 

countries
 

such
 

as
 

Lao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hindering
 

deep
 

cooperation,
 

such
 

as
 

gaps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pabilities,
 

lack
 

of
 

relevant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lack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alents,
 

this
 

paper
 

suggested
 

to
 

innovate
 

cooperation
 

ideas,
 

expand
 

development
 

space,
 

and
 

carry
 

out
 

multi-level
 

cooperation,
 

build
 

cross-border
 

national
 

parks,
 

establish
 

green
 

channels
 

for
 

forestry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
 

a
 

special
 

fund
 

for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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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实施“开放活州”战略,充
分发挥地缘、区位、人文优势,全力推进澜沧江—湄

公河次区域合作,加快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

作区建设,不断加强与老、缅、泰等湄公河流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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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能源、贸易、旅游、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领

域的交流合作,形成了湄公河流域国家全方位、宽领

域、多层次合作的新格局。 国家构建“一带一路”,
使位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结合部的西双版纳迎

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西双版纳将结合实际,积极

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先行先试。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严格保护、

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方针,以保护热带雨林、热
带季雨林和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

的生物多样性及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和生态环境为

目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一带一路”
倡议,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出

发,充分发挥地域区位优势,在中老以往合作的基础

上,加强中老生态环境建设。 基于中老跨边界地区

的关键生物类群(包括鸟、兽、木本植物、兰科植物、
蕨类植物、苔藓植物和地衣等主要动植物),开展生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等,形成中老

跨边界主要生物类群的物种编目。 分析研究主要生

物类群现状和受威胁状况,科学制定中老跨边界生

物廊道建设方案。 通过研究,形成一批理论成果与

保护实践方案,成为引领东南亚地区合作开展跨边

界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示范,为中老两国的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基础数据,为国家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1] 。

1 开展跨境保护合作的历程

我国西双版纳与老挝北部 4 省(南塔省、丰沙

里省、乌多姆赛省和波桥省)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

流合作由来以久,但在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的合作起步较晚。 中老跨境保护合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1998 年,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与保护区管理局共同承办并组织

实施了双方联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初期以中

老边境森林联合防火为主,建立森林防火联合控效

机制,并共同打击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建立跨境制

止非法野生动植物资源贸易合作机制[2] 。 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双边合作进一步加强。 2006 年 4 月,首届“中国老

挝跨边境亚洲象保护交流研讨会” 在西双版纳举

行。 会议期间,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首次提出

与老方建立“中老亚洲象跨境联合保护合作”的设

想。 自此,经过中方与老挝丰沙里、乌多姆赛、南塔

三省林业保护部门合作,“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

合保护区域”已初步成型,长 220 km,面积 20 万hm2

的中老边境绿色生态长廊成功构建[3] ,促进了联合

保护区域内的物种交流与繁衍,确保双方边境生态

屏障安全。 在此基础上,在中老保护区干部队伍能

力提升、亚洲象调查、资源保护宣传、联合监测巡护

及交流年会等方面进行了合作,为东南亚生态安全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开展跨境保护合作的方式

在开展跨境保护合作的过程中,鉴于外方经济

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合作方式主要有以下 7 种。
1)界桩赠送

以中老联合跨境保护区为例,由中方制作好水

泥界桩,提供给老挝的丰沙里自然保护区,由其安放

于保护区周边。
2)办公设备赠送

以中老联合跨境保护区为例,由中方向老方的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赠送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3)宣传资料赠送

中方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宣教主题,印制中外

双语的宣传资料,提供给外方,用于向周边居民发放。
此外,中方还制作保护宣传牌、界桩,沿中缅边境、中
老边境和保护区边界安放,以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4)野外监测设备捐赠与使用培训

利用争取到的项目建设经费,中方采购并捐赠

红外照相机给外方,并进行使用培训,外方带回国后

安装于保护区内。 双方对记录的数据实行共享。
5)边境合作交流机制

中老边界山水相连,边境居民交往频繁。 民间

渠道上,通过举办边民座谈交流等方式,在民间建立

了较好的合作沟通机制。 官方渠道上,通过保护区

的多方协调,促成了边境区政府部门与境外毗邻区

地方管理部门的洽谈,在边境一带资源管护、森林防

火等方面形成了共识,签订了联防协议[4] 。
6)联合巡护制度

目前,在中老边界,双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定期

组织沿边境线的联合巡护,并同时开展保护培训和

联合科学考察。 在中缅边界,因地理和政治原因,建
立了武装联合巡护机制,针对保护区边境一带开展

武装联合巡护。
7)召开年会和研讨会制度

搭建会议平台,实现双方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例如,以中老联合跨境保护区为例,每年一度的跨境

保护协调推进会已经持续了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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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境合作保护的实施效果

　 　 中老联合跨境保护区在 2009 年建立之初,面积

5. 4 万hm2,目前,已建成面积 20 万hm2 的中老跨境

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 边境线长约 220 km 的

中老边境绿色生态长廊[5] ,为栖息于这个区域的野

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迁徙走廊。 联合保护区域

的建设,也不断更新着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态意识和

发展观念。 对于老方而言,申请进入联合保护区的

热情高涨,在第 12 次年会上,乌多姆赛省的代表表

示,中老边境口岸拥有 1 000 多公顷森林的村寨希

望并入到保护区。 通过中国和老挝政府、林业和自

然保护区管理部门的努力,保护对象也从最初的亚

洲象拓展到多物种,野生动植物保护成效显著,为夯

实边境绿色生态屏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构筑形成

了“中老边境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和“中老边境生物

多样性走廊带” [6] ,为东南亚生态安全提供了保障。

4 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境合作中的阻碍因素

4. 1 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有差距

因各个国家保护体制、政策和法律制度的不同,
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职责

要求等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保

护能力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

之机。 现实中,常因我国法律规范严格,周边国家法

律不严格甚至立法缺失,导致大量的规避法律行为,
会将国内违法的行为转移到邻国完成,加大了森林

公安查处跨境资源破坏案件的难度,造成边境保护

执法的空白区域,威胁中方保护成果,对我国执法和

国际形象造成极大压力和被动局面。
4. 2 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缺失

双方开展生物多样性合作,涉及人员多、信息量

大、流动频繁,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需要一定

范围内的数据共享。 根据基层反映,在规范数据的

存留、流动和利用上,目前我国还缺乏林业等相关领

域的法律规范,工作中的法律盲区容易集聚风险,不
利于工作的开展,影响工作人员积极性。
4. 3 资金支持不足

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属于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工作创新,效果明显且意义重大,许多交

流合作主要靠部门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或者自筹经费进

行。 基层反映由于缺乏固定的或者专项的资金投入,
难以长期维持,更深入的合作减少,较长时间合作才

能产出成果的机会减少,长期可持续发展成为难点。

4. 4 小语种和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目前在西双版纳和老挝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交

流工作中,老挝语人才和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涉
及技术层面的工作沟通交流存在困难。 中方急需会

老挝语的林业类专业人才,老方则需要会中文懂林

业的专业人才。 在合作开展过程中,由于语言沟通

表达和人才缺乏,一些工作推进慢或者无法开展,无
法达到预期效果和目的。 同时,因不同文化的差异

和理解的不同,导致在通讯不畅的老挝地区部分工

作进展缓慢。 在联合保护交流年会上,老方曾提出

安排人员到中方长期学习培训的愿望,以培养需要

的语言和技术人才。

5 对策及建议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历史机遇为契机,将
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重

要抓手,借助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平台建设,增加与

沿线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保护合作,加大科研、科考支

持力度,为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物质支持,将云南建

设成为中国西南绿色生态安全屏障,世界重要的跨

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带,使西双版纳成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国际合作的窗口。
5. 1 创新合作思路,开拓发展空间,多层次开展跨境

合作

与云南接壤的老挝、缅甸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保

护工作,但其所处的区域又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域。 因此,在开展双边合作时,可以从内容

和主体两方面,形成不同的合作层次,有效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跨境合作的开展。
1)继续开展对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态文明思想

的宣传教育,筑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理念。 以

特有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挖掘和发扬中老两国有

利于自然和生态保护的传统知识,加大对各民族传

统生态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倡导农村社区制定

生态保护的村规民约,着实营造两国边民积极参与

跨境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同时,针对语言和专业

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应加强交流学习培训,鼓励双

方现有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对方语言,以有效提

升双方交流沟通合作水平,并积极开展物种监测技

术、研究方法等专业培训,最终形成既有短期职业培

训又有学历教育的体系化教育培训系统。
2)着力推动联合综合科学考察,摸清联合保护

区域资源底数,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完成联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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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短期、长期方案规划,建立、完善生物多样性监

测体系,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详细的依据。
3)拓展合作领域。 通过援建边境生态示范村

等项目,促进边境邻国村庄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转变,
还可以通过边境村民交流活动的平台帮助对方获得

发展。
同时,在地方政府层面,设立与边境国合作的常

设机构和协调员;编制跨境合作短期和长期工作计

划、规划,扩展资金渠道,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

持。 借力省级地方政府之间关于交通、农业和林业

等议题的跨境合作议题,积极争取项目落地边境周

边社区,改善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的基础条件,从而

减弱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区内资源的依赖程

度,通过发展促进保护。
5. 2 由双边合作走向合作网络建设,构建畅通的联

合平台

目前的生物多样性跨境保护合作,多是建立在

前期各职能部门自己联系、自己开展的基础上,相互

之间没有形成合力。 如中科院系统在老挝进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研究,是通过与老挝科技部联系达成合

作框架,但科考地点又需要通过科技部上报主管部

门后再和农林厅协商。 从上往下又再从下往上的沟

通,使得交流成本很高。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虽然可以直接与老挝农林厅联系达成合作框架,
但又无法共享中科院的研究成果,造成工作重复。
因此,如果能从国家层面打破这种两两合作的部门

格局,打通部门间的壁垒,形成跨境合作的联合平

台,则沟通协调的程序就会简化,成本也会降低,科
研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提高。 这方面,可积极打造

中国—东盟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平台、中国—东

盟林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与人才培养机制。
5. 3 深化开发合作,建设跨国国家公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出发,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这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改革举措[7] 。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体系和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是保存、保护较大的区域任由

自然演替的完整生态系统,发挥其生态系统的自然

功能和生态衍生功能、溢出效应,是国民生态体验、
环境教育和自然生态环境研究的最佳场所,也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展示,让世界认识中国

的重要生态文明名片[8] 。
现存的边境自然保护区应该抓住国家公园建设

的机遇,将现有的跨境保护区域中方一侧朝着国家

公园的方向建设,按照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原则,
建立公园保护和建设经费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的保障

机制;设立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居民代表共同参加

的联席会议,对重要生态、经济和民生等问题进行协

商解决,并将以上各方和访客纳入国家公园资源保

护与建设的监督体系,形成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长

效机制, 探索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的新模

式[8] 。 同时,以试点建设国家公园为契机,着力推

进生态旅游景区规划、建设和规范管理工作,将自然

教育、科普教育有机融入保护区。
5. 4 建立林业跨境合作绿色通道和人才培养专项

基金

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开通。 中老铁路是中

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

工程,对我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 建议发挥中老边境口岸磨憨—磨丁的优势,依
托中老铁路开通机遇,建立跨境合作绿色通道,简化

出国审批流程,彻底解决历年来工作人员出入境手

续繁杂等问题。 同时,加大人才培养投入资金和力

度,通过建立专项基金、社会企业及公益创投等多种

形式,扩展资金渠道和多元化筹资主体。 制定短期

和长期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双方工作人员培训交流

(培训内容主要围绕文字语言、专业技术知识等应

用领域),从而形成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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