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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替代》

前言

　　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农业的不断扩张，使处于人类活动边缘的湖泊、湿地和与之相连的生物多样性
等自然资源的保护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偏远社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自然资源来维持生
计和改善生活，因此给自然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保护所作的努力可能
限制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缩小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在改善生计和资源保护的可能冲突中，
如何找到一条出路，使自然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的同时，贫困社区的生计仍能得以改善，是当今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三江平原湿地，曾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湿地，新中国成立
初期面积有536万公顷，被人们称为“北大荒”。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四次开荒高潮，三江平原湿地的
面积缩减了80％，三江平原成为国家重点粮食生产基地，“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随着国
家粮食安全水平逐步提高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和黑龙江省都意识到保护尚存湿地的重要性
。1998年，黑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决定》，决定全面停止开垦湿地，抢救性地建立自
然保护区，要求实行湿地保护地方的政府领导负责制，把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当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2002年，三江湿地被认定为国际重要湿地。2003年，黑龙江省出台了中国第一部湿地保护地方法规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明确了湿地行政主管部门，并授予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以行政处罚
权，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湿地保护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湿地保护工作。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确定了今后一
个时期湿地保护工作的目标和任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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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护与替代三江平原湿地研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术发展。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三
江平原湿地，曾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湿地，自1949年以来经过四次开荒高潮，三江平原湿地的面积缩减
了80％。在改善生计和资源保护的可能冲突中，如何找到一条出路，使自然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同时
，贫困社区的生计仍能得以改善，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黑龙江省林业厅，于2005－2007年在三江
平原的边缘、黑龙江省饶河县实施了贫困与环境行动研究项目“可持续的替代生计与当地社区参与湿
地管理”。该项目从替代生计、资源共管和政策分析三个方面，实地研究了贫困社区生计改善和湿地
资源环境保护矛盾的可能解决办法，探索解决贫困与资源环境退化恶性循环的途径。《保护与替代三
江平原湿地研究》汇集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要使湿地保护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要为当地社区提供改
善生计的其他途径，而且，社区的参与是湿地保护的重要前提条件。解决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冲突
，则是可持续湿地保护的制度保证。所以，《保护与替代三江平原湿地研究》以湿地资源保护为中心
，分别探讨了替代生计、资源共管和政策协调在湿地资源保护中的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可持续保
护湿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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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资源保护与生计替代的策略　　农户的生计安全与生计水平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
题，而稳定、安全的生计和相关政策的结合，对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能够缓
解贫困和促进社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李斌，2004）。因此，我们对于农村发展研究首先应该基于这
样一个事实：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存在现实性差距，很多农民的生计不足以支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甚至一些地方的农民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人们还在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努力。　　在一
些地方，针对农民的生计问题采用了一些新型的生计替代办法，包括定居、开荒务农、引种中草药等
，均因不能预估由于生计活动变动所引起的周边生物环境的改变、忽视逐渐累积的水土流失灾难所造
成的问题，以及由于出现生活不适应和文化中断而引发的心理障碍与挫折（庄孔韶，2006）。这些替
代生计方式都属于不理解农村社区或者民族的生存智慧所在，以外力将某种生计途径强行切入到古老
有序的社区生态系统。这样的做法也许能瓦解社区原有的生计，却既没有恰当的良性系统来替代，也
没有地方族群能够“迅速”适应的生计方式，更没有文化制度的有机衔接，结果有破无立，致使社区
农户的生活无所适从。　　基于干预主义的理念，国内及国际发展项目在农村社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
通过替代生计途径来促进社区发展的活动，以期替代原有的社区生计模式，改善农民现有的贫困状况
。但是大量的发展干预实践证明，其现　　实结果常常与项目的规划设想相差甚远。实际上，发展干
预的对象（个人和农户）在面对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机构时，有自己的理性和自我组织能力，在项目过
程中，他们与干预机构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战略决定了干预的过程和结果（Long，1984）。针对这
种干预设计和现实的差距，本研究以亚洲开发银行在三江平原所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替代生计项目
为载体，来解析替代生计的整个动态过程，以探讨促进农村可持续替代生计发展的路径选择。本章回
顾和综述了与替代生计相关的国内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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