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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式探索

墨健勇 徐国军
小金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川 小金县 6242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模式，以应对当前资源过度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通

过分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及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本文提出了包括生态旅游、人工繁育、社区共管、遗传资源保

护与利用以及绿色产业链在内的多种可持续利用模式。这些模式旨在平衡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同时推动相关产业的绿色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展示了这些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效与挑战，为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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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野生动植物资源作为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野

生动植物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探索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模式，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1��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

野生动植物资源，作为地球上自然遗产的瑰宝，其

内涵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日常认知。它们不仅是生态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维系着生态平衡与稳定，更在经

济、科研以及文化层面展现出无可替代的重要性。野生

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如药材、食材、

工业原料等，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提升了

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它们也是科学研究的宝贵对

象，助力我们揭示自然奥秘，推动科技革新。在文化层

面，野生动植物更是民族传统与地域特色的载体，承载

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与记忆。然而，面对日益

严峻的资源过度开发与生态破坏现状，野生动植物资源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不合理的利用方式，如过度捕

猎、非法贸易等，已导致众多物种数量锐减，甚至濒临

灭绝。这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剥夺了人类

未来的发展空间[1]。因此，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已成为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命。它关乎地球生态

系统的健康维系，更关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繁荣。

2��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野生动植物资源作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可持续利用不仅关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更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为了确保这一宝

贵资源的长期存续与合理利用，必须遵循一系列核心原

则，其中保护优先原则、合理利用原则以及公众参与原

则尤为关键。

2.1  保护优先原则
保护优先原则，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

石。在面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抉择时，我们必须明

确，保护是前提，是基石，是任何利用活动都不可逾

越的红线。这意味着，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之前，我

们首先要做的是确保其生存环境的完整性与安全性。通

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我们可以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一个相

对封闭且受保护的自然空间，减少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干

扰，保障其种群的繁衍与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同时，

实施濒危物种保护计划，针对那些因各种原因而面临灭

绝风险的物种，采取更为严格和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如

人工繁育、野外放归等，以期恢复其种群数量，维护生

物多样性。

2.2  合理利用原则
合理利用原则，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对野生动植物

资源进行科学、有序、适度的开发。这要求我们制定详

尽的利用计划，明确利用的目标、方式、强度以及时间

节点，确保资源的开发活动在不影响其再生能力和生态

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

要加强科技研发，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与精度。例如，

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培育出更适应环境、生长

周期更短、产量更高的植物品种，或者研发出更为高

效、环保的野生动物养殖技术，从而在满足人类需求的

同时，减轻对野生资源的压力[2]。此外，推动相关产业的

绿色发展也是合理利用原则的重要体现。通过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我们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的双赢。

2.3  公众参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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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原则，则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

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公众作为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直接

参与者和受益者，其态度与行为对于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认识与重视程度。通

过举办科普讲座、展览、公益活动等，我们可以让公众

更加深入地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态价值、保护现状以及

面临的威胁，从而激发其保护意识与行动力。同时，鼓

励公众参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测、保护与利用活动，

也是实现公众参与原则的有效途径。例如，组织志愿者

参与野生动植物的巡护、救助工作，或者邀请公众参与

资源管理的决策过程，都可以增强公众对资源保护的责

任感与归属感。

3��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式探索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满足人类精

神文化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口增

长、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破坏的加剧，野生动植物资源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必须探索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利用模式。本文将

从生态旅游模式、人工繁育模式、社区共管模式、遗传

资源保护与利用模式以及绿色产业链模式五个方面进行

深入探讨。

3.1  生态旅游模式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方式，强调在享受

自然美景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在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生态旅游模式具有显著的

优势。通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限制游客数量、加强环

境教育等措施，可以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野

生动植物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前来观赏、体

验和学习。以我国云南为例，该省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

物资源，是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云南的多个自然保护

区，如西双版纳、香格里拉等，通过开展生态旅游，不

仅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了解野生动植物的机会，还

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带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当地

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中来，形

成了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3]。在生态旅游模式的实践

中，应注重旅游产品的创新和特色化，结合当地的文

化、风俗和自然景观，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品牌。此

外，还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旅游服务

的质量和水平，确保游客的舒适体验和生态环境的安全。

3.2  人工繁育模式

人工繁育是指通过人工手段对野生动植物进行繁殖

和培育，以增加其数量、扩大分布范围，并提高资源的

可利用性。对于濒危物种和珍稀物种来说，人工繁育

是保护其免受灭绝威胁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在大熊猫

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工繁育技术发挥了关键

作用。大熊猫作为我国的国宝，数量一度濒临灭绝。通

过建立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采用人工繁育技术，成功

繁殖了大量大熊猫，有效缓解了大熊猫的濒危状况。同

时，人工繁育还为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和种群恢复提供了

有力支持。除了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

其他濒危物种的保护中。例如，朱鹮、华南虎等珍稀物

种，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其种群数量得到了有效增加。

在人工繁育的过程中，应注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

高繁育效率和成活率。同时，还应加强繁育基地的建设

和管理，为野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保护措

施。人工繁育模式的实施，不仅可以增加野生动植物的

数量，还可以降低其在野外生存的风险。通过人工繁

育，可以培育出适应性强、抗病力高的个体，提高野生

动植物在野外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此外，人工繁育还可

以为野生动植物的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3.3  社区共管模式
社区共管是指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纳入

社区发展规划，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和管理，实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社区共管模式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作

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资源的保护和管

理效率。在我国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村寨，社区共管模

式得到了成功实践。当地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热带雨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同时，社区共管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

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社区居民通过提供生态旅游服

务、销售特色手工艺品等方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

益，进一步增强了其参与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在社区共

管模式的实践中，应注重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通过成立社区保护小组、制定保护规章制度、开展保护

宣传和培训等措施，可以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提

高其保护意识和能力。此外，还应加强政府、企业和社

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合作，为社区共管提供必要

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扶持。社区共管模式的实施，不仅

可以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还可以促进社区

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社区共管，可

以形成政府、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保护

格局，共同推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4  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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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独特的遗传信息和巨大的利用潜力。通过加强遗传资源

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可以挖掘野生动植物资

源的遗传价值，为育种、医药、生物化工等领域提供新

的资源和技术支持。建立野生动植物基因库是遗传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对濒危物种和珍稀物

种的遗传资源进行收集、保存和恢复，可以为其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力保障。例如，我国已建立了多个野

生动植物基因库，对大熊猫、朱鹮、银杏等物种的遗传

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在遗传资源的利用方面，应注重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通过开展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研

究，可以挖掘其潜在的利用价值，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例如，利用野生动植物的遗传资源，可以

培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可以开发出具有药用价值的新药，为人类健康事业

做出贡献；可以生产出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制品，满足

工业生产的需要[4]。在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模式的实践

中，应注重国际合作和交流。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

他国家的合作，可以共享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成果和

经验，推动全球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

还应加强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确保遗传资源

的合法利用和权益保护。

3.5  绿色产业链模式
构建绿色产业链是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途径。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形成从资源保

护、培育、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可以推动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绿色、高效利用。发展林下经济是绿色产业

链模式的一种具体实践。利用林下空间种植药材、食用

菌等经济作物，不仅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还

可以为野生动植物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开

展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可以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多

元化利用和增值。例如，在森林中建设生态旅游步道、

观鸟平台等设施，可以吸引游客前来观赏、体验和学

习；开展森林康养活动，如森林浴、瑜伽等，可以为游

客提供放松身心的机会。在绿色产业链模式的构建中，

应注重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和创新。通过加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合作和分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

品的附加值。同时，还应注重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此外，加强产业链各环

节的监管和质量控制，确保产品的绿色、安全和可追溯

性，是保障绿色产业链健康发展的关键。绿色产业链模

式的实施，不仅可以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还可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通过构建绿

色、高效、可持续的产业链，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为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结语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探索生态旅游、人工

繁育、社区共管、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绿色产业链等

模式，可以有效促进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推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我们应继

续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实践，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邓颖.浅析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J].农家参谋,2019,(17):100.

[2]石佳玉,吴海丽.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J].农家参谋,2021,(07):147-148.

[3]苏翠花.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J].山西林业科技,2022,51(S1):69-70.

[4]吴颖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视角
下我国野生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之法律制度的优化[J].医
学与法学,2024,16(02):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