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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议】 

◆ 生态系统管理途径（Ecosystem Approach）解读 

◆  

生态系统管理途径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四届成员国大会委托其下属科技咨询机构起

草的，并于 2000 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的第五届成员国大会上论证通过，提供各会员

国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组成成分的持

续利用上参考和实施。它的基本原则与生物圈

的概念和要求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也被人与

生物圈研究计划所接受。它制订的 12 条基本

原则和 5条操作指导，叙述比较空泛，不易理

解。这里拟对其作较通俗的解读，以供参考。 

    1.基本含义：生态系统是指生物有机体及

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与人类

生计涉及较多的有森林、草地、湿地、淡水、

海岸和海域、城镇等各个方面，生态系统管理

途径大多也就是对它们而言。但是，在具体分

析应用时，更多的是它们最基本的低级分类单

位。所谓生态系统管理途径就是要广泛地估价

人们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范围内利用某些生

态系统的每一个行动是怎样影响其功能和生

产能力的，人们究竟得到什么产品和环境效

益，是否合算，能否持续。要尽力防止采取掠

夺式的经营方式，以保持其生产能力和提供环

境效益的持续性。当前，全球各地上述各类生

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环境效益都在日益下降，

但人们对其要求还在不断增加。因此，必须遵

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事实求是地制订自

己的行动计划。 

    2.主要原则 

    2.1 综合的观点：当前，人们大多注重在

某一个重要的产品或效益，例如伐木、放牧、

采集经济物种或水力去管理生态系统，缺乏从

综合的观点去权衡其利弊，结果就导致牺牲了

许多在市场上仍未计价的产品和效益，例如丰

富的物种多样性和水源涵养与调节气候这些

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效益。要综合地权衡不同区

域不同时期不同生态系统的功能、优势资源和

生产能力，有效的优先并持续的利用其多种多

样的产品和效益。在当前的情况下，对天然森

林来说，重点就是要考虑其环境效益的价值，

而对材用林来说，既要考虑其直接产品，但也

不应忽视维护环境的能力和作用。 

   2.2 系统管理的观点：要从生态系统整体

上来考虑其功能和生产力，不能只从某一局部

利益上去思考。我国农业上传统的以地养地的

合理轮作、间套作的耕作制度和大面积的垦

殖、放牧、围垦，刀耕火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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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事例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过去小片的

在原有的常绿阔叶林中间种植杉木，并无病虫

害发生，但推广大面积的全垦造林，把地表所

有灌木草类都消除掉，期望杉木能速生丰产，

结果病虫害滋生，不但不能速生丰产，反而难

以生存下去，教训是深刻的。生态城市绿化树

种的选择，首先要弄请所在地的潜在植被是什

么，然后要选择适合的种类进行绿化，并应重

视片林的营造，不能单凭好种好活好管好看的

空想来选择，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把外来树种作

为重点发展对象。 

   2.3 长远的观点：对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

管理，既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生产能力，但也

不能一次性的把其全部资源耗尽，就将其丢

弃，许多经济物种资源的开拓就存在这个问

题，以致使它们难以恢复，甚而陷入灭绝的境

地。应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尺度考虑长

短结合的方针来行事，例如通过人工繁殖或合

成的方法结合起来全面发展。 

   2.4 自然发展的观点：任何生态系统都有

其自身特定的发展规律，要把其产品和环境效

益看为是其自然产物，而不是其终结。要注意

保持其生产潜力，不能单独无限的从生产上考

虑，诸如森林的合理采伐，草场的轮牧，湖泊

和海洋渔业捕捞的休禁等，都是建筑在生态系

统中种群动态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的利用措

施。竹林过度采伐要消失，完全不采伐也会陷

入同样的命运。一些物种陷入受威胁状态要通

过保护来恢复，但种群增长过量也必须采取适

当调节的措施，否则对整个生态系统也会带来

不利的影响。 

   2.5 人类需求的观点：不能忽略人们生存

和发展的要求，要承认并允许人类在不过分损

坏自然的基本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

能力，要把人类的需求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由

于人们对生态系统基本规律的认识总是不够

健全的，难免在管理上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一

旦发现已超过其允许的限度，就应立即改变自

己的计划，不应知错而不改。 

这 5个观点是彼此相互密切不可分的，对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利用都应从这 5 个观点

综合来考虑，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不可片面

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过分开发或是全脱离人

们实际的需求，要因时因地予以灵活的运用。 

3.实际应用的操作指导：上述必须遵循的

基本原则确定之后，就应结合时间和地点的实

际要求，予以灵活的应用，下列各点是比较重

要的： 

3.1要充分认识和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生态

系统的基本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判断其生

产能力及其所能利用的限度，评价所采取的行

动是否正确和有效，从而制订发挥其特色和优

势的办法。 

3.2要弄清各个生态系统的产品和环境效

益的价值，切忌忽略实际效益的盲目开发，导

致得不偿失带来不良后果，要通过成本——损

益分析做出具体决策。 

3.3要估计生态系统恢复的潜在可能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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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然后采取适当的开发措施。 

3.4 要考虑本地社区的要求和利益，本地

社区是最慎重的生态系统管理者，因为管理的

好坏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要重视他们

传统的知识来制订管理的策略。同时，要按照

收入和实际贡献来安排利益公平分享问题。 

3.5要减少直接依靠生态系统维持生计的

人群，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和安排他们

参加生态小城镇的建设，以减少开发生态系统

的压力。城市化和城市消费者常常形成对生态

系统管理的最大压力，要帮助社区搞好土地合

理利用规划，为城市要求提供必要的产品，避

免过分开发天然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 

3.6 尽量减少没有任何生产价值的土地，

要按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帮助保护区实

施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其经

济潜力，为繁荣地方经济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

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是永无止境

的，而且还在日益增加；因此，既要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生产能力和环境效益，也要注意维护

其持续性。但是，人们对生态系统基本规律很

难有充分的认识，对它们的管理不易做到十全

十美，恰如其分。关键的问题在于加强研究，

加深认识，一旦发现有错，就毫不犹豫地予以

更正。切记知错不改，贻害后人。（王献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