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DOI: https://doi.org/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3卷·第 04 期·2025 年 04 月 10.12345/zyyhbjz.v4i4.2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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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forestry development. Due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a diffe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limited, the number 
and area coverage rate of forest resources are low, and the local ecology is fragile, so the resource protection work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e core role of community in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actice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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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保护与社区参与机制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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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资源保护，与林业发展有密切联系。而我 国因地区差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西部地 区林业资源发展受限
制，森林资源数量和面积覆盖率 较低，加上当地的生态脆弱，其资源保护工作面临着 较大的挑战。本文旨在探讨森林资源
保护与社区参与机制的构建，强调社区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分析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及其对森
林资源保护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社区参与机制，旨在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社区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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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全球环境挑战的日趋严重，森林资源的保存与管

理已成为全球议题的重心。作为森林资源的首要实践者与监

管者，社区在森林保护领域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本研究

通过深入的理论探讨，旨在阐明构建高效社区参与模式的路

径，旨在促进森林资源的长效保护及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2 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

2.1 社区参与的概念界定
社区成员对决策过程的介入及对社区事务经营和发展

的贡献构成了社区参与的概念。这种参与既可体现为直接形

式，诸如通过投票进程或会议参与，也可采取间接途径，如

借由社区组织的中介或由代表进行。社区参与的广度覆盖了

信息的接收、咨询提供、协作实施、权力下放，直至自我治

理等多个层面。其表现形式多样，既包括正式的组织内部活

动参与，也有非正式的社区活动参与情形。

2.2 社区参与的理论支持
2.2.1 参与式发展理论

该理论着重指出，发展项目应让受益群体亲身参与其

中，以确保项目的长期可行性和增强社区的自治能力。借助

社区成员的直接介入，不仅能更深切地洞察社区的真实需

求，还能增强项目的适应力与执行效能。

2.2.2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
该理论主张，生态系统管理应根植于生态学的基本原

则，着重考虑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系。社

区的积极参与被视作促进生态系统平衡与保护的关键途径，

原因在于社区居民往往拥有对本土生态系统深刻的见解及

传统的管理模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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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参与在森林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3.1 社区参与的必要性
3.1.1 森林资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森林生态系统因其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性展现出极

高复杂度，这对管理者提出了复合型挑战，要求他们不仅要

精通广泛的专业知识，还需具备长期实战历练。作为森林资

源的首要接触者与实践者，社区居民对本土森林生态持有深

刻且直观的认知。他们的主动介入，不仅能贡献源自一线经

验的真知灼见，还能加速管理策略的地方性融合进程，极大

增强了资源管理的实效性与成效。

3.1.2 社区的传统知识与技能
在社区居民与森林资源的长期互动过程中，他们累积

了大量源自传统的生活智慧和技术。这些知识与技能多通过

家族世代相传，蕴含了对森林生态系统深度的认知及高效利

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式。于当代森林资源管理领域内，此

类传统遗产展现出无可比拟的重要性。通过促进社区群众的

积极参与，我们能确保这些珍贵的传统认知被继承并实践，

不仅增强了管理策略与地方文化的贴合度，也促进了生态保

育的可持续发展。

3.2 社区参与的实际效果
3.2.1 提高资源管理效率

社区成员直接介入管理流程，可有效精简管理体系，

缩减决策层次，进而加速决策过程并增强实施效果。另外，

相较于外来管理者，社区成员对其所处环境的深入了解拥有

显著优势，使他们能提出更为精确且具操作性的管理策略。

这种立足于本土认知的决策模式，保障了管理举措与实际情

况的高度契合，从而全面增强了资源管理的效能。

3.2.2 增强社区的自我保护能力
借助于投身于森林资源管理实践活动，社群成员能更

全面地领会森林资源的重要价值及保护其的迫切性。这种实

战型教育途径不仅巩固了社群成员的生态保护观念，也促进

了他们自我防护技能的提升。具体来说，经由亲身管理的经

历，社群成员得以掌握识别和应对外在生态风险的方法，实

施有效保护策略的手段，以及如何借力社群协同来保障森林

资源的长远福祉。这种自我防护能力的加固，对于推动森林

资源的可持续经营管理具有核心意义。

4 社区参与机制的构建要素

4.1 政策与法律支持
4.1.1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为确保社区有效参与到森林资源管理之中，政府承担

着制定清晰法律法规的责任。这些法规需详尽阐述社区参与

的权限与责任，涵盖参与方式、程序及必要的保护措施，以

构建一个稳固且可预见的参与框架，从而激发社区成员在森

林资源管理和保护上的主动参与度。

4.1.2 提供政策激励
政府应当借助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

社区居民更加踊跃地加入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实践之中。

此类政策激励机制既能有效缓解社区居民的经济压力，又能

大幅提升他们参与的热情及持久度。通过精巧设计的政策激

励体系，政府能够引导并促进社区居民采纳更为进取和高效

的管理模式，进而强化森林资源保护的实际成效。

4.2 组织与管理结构
4.2.1 建立社区管理组织

为增进森林资源管理的成效与效率，建立以社区人员

为核心的专项管理机构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机构应被赋予清

晰界定的责任与权力范围，旨在有力推动日常管理和保护活

动的有效实施。通过此类机构的设立，不仅巩固了社区成员

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主导角色，还增强了管理工作的结构性

与系统化水平。

4.2.2 明确管理职责与权限
确立社区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与权限界限是保障其运

行效能的根本。这涉及明确该机构在资源配置、决策程序及

执行能力方面的具体责任。此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

体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旨在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与公平性，

同时遏制权力滥用与资源挥霍现象。

4.3 教育与培训
4.3.1 提升社区成员的环保意识

借助系统性的教育培训及宣传举措，能够显著增强社区

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这些举措应力图传递保护森林资源的

重大意义与迫切性，阐明社区居民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分工与

责任担当。提升环保意识之举，旨在唤醒居民的内在动机，

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森林资源保护的实践活动之中。

4.3.2 增强社区成员的管理技能
为确保社区成员有效参与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

实施必要的教育训练显得极为关键。这些训练课程应涉及资

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实用技能及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透过

此类训练，社区成员能获取核心管理技巧，不仅增强其在森

林资源管理中的实践操作力，亦提升决策能力。

5 社区参与机制的实施策略

5.1 参与式规划与决策
5.1.1 社区参与规划过程

于森林资源管理策略的初步规划阶段，吸纳社区群体

的参与成为验证规划合理度及实践效用的核心要素。借由大

范围搜集并融合社区群体的反馈及提议，可保障规划蓝图更

贴切地反映实践诉求及地域特色。这一参与型规划模式，既

可增进社区群体对规划的认可度与执行意愿，又能加强规划

的调适性与灵活度，从而在森林资源管理的多样挑战中实现

更优应对。

5.1.2 社区参与决策制定
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赋予社区成员广泛的参与机会

构成了达成决策民主化与公正性的基石。通过构建透明化的

决策程序及体系，保障社区成员能有效表达个人见解与需

求，进而在决策进程中担当实质性的角色。这种采纳参与式

方法的决策形成过程，不仅能够增进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亦

能加深社区成员的责任意识与群体归属感，有力推动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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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执行与长期稳固。

5.2 资源共享与利益分配
5.2.1 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

构建一个公正的资源分配体系是前提条件，旨在保障社

群成员能平等享有森林资源带来的益处。此体系应立足于公

正透明的原则，确保每位社群成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均

等的机会与权利。通过实施公正的资源分配措施，不仅能缓

解社群内部的摩擦与冲突，还能增进社群的团结与稳固性，

为森林资源的长期可持续管理奠定一个和谐的社会基础。

5.2.2 合理的利益共享模式
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对于保护社群成员的权益

至关重要。这一机制应着眼于社群成员的真实需求及各自所

作的贡献，力保他们在森林资源经营与保护工作中的辛勤付

出能获得公正的回馈。通过科学的利益共享策略，不仅能够

激励社群成员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还促使他们更为主动地

投身于森林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事业之中，从而保障资源的高

效利用与长远保护。

5.3 监测与评估
5.3.1 建立监测体系

构建一个高效的监控系统是对森林资源管理成效予以

保障的核心环节。该系统需囊括周期性的资源现状监测及管

理成效评价，加之及时的数据获取与剖析。透过这一监控机

制，能够实现实时追踪森林资源的变动趋势与管理举措的实

施进程，迅速识别问题所在并采取适应性调整策略，以确保

管理模式的实效性与持久性。

5.3.2 定期进行效果评估
实施定期性的成效评估，对于保障森林资源管理的可

持续性而言至关重要。这一过程应立足于严谨的科学方法及

标准，全方位审视管理举措所达成的成效及其带来的影响。

通过规律性的成效检验，不仅能够即时归纳实践中的得失，

进一步完善管理策略，增强管理工作的效能与成果，而且还

为决策者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确保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与

预见性得以维系。

6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6.1 挑战分析
6.1.1 社区参与的障碍

在森林资源管理范畴内，社区介入时常遭遇多维度挑

战，核心难点可归纳为财政资源短缺、技术水平受限及信息

获取不平衡。财政紧缩直接制约了社区人员参与管理活动的

力度，技术水平不足阻碍了他们高效执行管理职能，而信息

不对等可能导致他们在制定决策时缺少关键信息支撑。这些

绊脚石不仅削弱了社区参与的广泛度与深入度，还可能负面

影响管理成效，使之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6.1.2 外部环境的影响
外界环境的变动因素，诸如政策调整、市场起伏等，

可能对社区参与活动的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政策

的变更可能重塑社区参与的法制环境与激励体系，而市场的

不稳定性则有可能改写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及其经济

效益。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倘若处理不够妥善，可能

导致社区人员的参与动力和能力下降，进而影响到森林资源

管理的总体效能。

6.2 对策建议
6.2.1 加强政策支持

为了解决社区参与进程中遇到的难题，政府需要强化

政策扶持力度，确保资金与技术支持的到位。具体措施涉及：

构建利于社区参与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启动技术辅助项

目，以及建立健全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上述政策措施的

实施，旨在有效缓和资金短缺、技术水平受限及信息不对等

的现状，进而增强社区人员的参与度与管理水平。

6.2.2 提升社区能力
增强社区成员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关键在于提升

其能力。这需要通过实施系统的教育项目和专业培训来达

成，培训课程应包括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实用技能以

及现代化管理技术的应用。能力的提升使得社区成员能够更

有效地参与到管理活动中，不仅增强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还促进了执行效率的提升。

6.3 持续监测与反馈机制
6.3.1 建立持续监测体系

为了确保社区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的长期有效性，建立

一个持续的监测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体系应当包括定期

的资源状态评估、社区参与度分析以及管理效果的跟踪。持

续的观察和监控能帮助我们迅速识别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与挑战，为制定决策提供即时的数据基础，从而保证管

理战略的适时调整和进一步完善。

6.3.2 实施反馈机制
实施有效的反馈机制是提升社区参与质量的关键。这

种机制应该让社区成员与管理者之间建立双向的互动沟通，

确保能够及时收集和分析社区成员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建立

的反馈系统，不仅可以提高社群成员的参与和满意度，还能

增加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7 结论

建立高效的社群参与体系对于森林资源保护意义重大。

本文透过理论剖析与策略建议，突显了社群在森林资源治理

中的中枢地位，并列举了一套实施策略，旨在推动森林资源

的持续性管理和社群的共同繁荣。后续研究需探讨这些策略

如何在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应用，以期达成更广

泛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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