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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主要因素分析

吴伟光!

! 刘 强!

! 刘姿含!

! 田立斌2

! 李 强-

!

!+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 临安
-!!-&&

#

2+

浙江省安吉县灵峰寺林场" 浙江 安吉
-!--&&

#

-+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

$

摘要!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是决定自然保

护区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浙江与陕西
2

省
,

个自然保护区周边
2"

个社区!

!#2

个农户生计状况的实

地调查数据! 在对保护区管理和农户生计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
56(7)8

计量模型! 定量分析保护区管

理& 农户生计状况对农户态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自然保护区对周边社区提供就业帮助和建立针对社区的补偿机

制! 有助于提高周边农户支持意愿! 但目前的社区共管和旅游开发等对周边社区农户支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在

当前周边社区农户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薪柴为主的情况下! 农户能源消费水平越高对自然保护区发展支持程度越

低' 农户收入水平对支持态度的影响与预期判断相悖! 但实际作用有限% 建议进一步完善社区共管机制! 充分发

挥社区共管模式的效果' 建立多元长效补偿渠道! 改善农户生计方式! 降低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的直接依

赖%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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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能否有效妥善处理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

的关系是影响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政府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

#

#

& 一方面" 建立自然

保护区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有鉴于此% 包括中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自然保护区建设% 截至
!%##

年底% 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 $=>?9?

万
+&

!

% 占

辖区面积的
?$9=@A

!

!

#

& 另一方面% 自然保护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 交通不便% 经济相对落后% 周边社区

发展与农户传统生计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 但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往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 因此% 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 如何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保护好自然资源的

同时% 兼顾周边社区与农户的需求与利益% 赢得周边社区与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支持% 是决定自然

保护区建设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围绕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关系问题目前已有较大规模的研究

文献&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周边社区农户的影响!

@"B

#

% 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

设的态度与补偿意愿!

;">

#

%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冲突及其管理模式选择等方面!

C"##

#

& 然而% 已有研究往

往以单个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 通过典型案例调查% 定性描述分析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农户之

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较大规模自然保护区调查数据% 将自然保护区

管理模式' 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与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采

用计量经济学等定量方法来研究上述关系尚比较少见& 为此% 本研究将基于浙江与陕西
!

省
C

个不同自

然保护区及其周边
!$

个社区
#=!

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在比较分析不同地区' 不同自然保护区管理

与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的基础上% 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揭示出自然保护区管理方式' 农户生计状况

等因素对周边农户态度的影响% 进而提出促进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浙江省和陕西省为研究范围% 根据自然保护区区域分布状况% 分别选择
@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
#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共
C

个自然保护区样本& 在各个样本自然保护区周边分别选取
@

个社区

(区内
!

个% 区外
#

个)% 共计
!$

个样本社区& 在各个社区随机抽取
C

个农户作为样本农户% 共
#=!

个

样本农户(表
#

)&

省份
自然保护区

D

个 社区
D

个 农户
D

个

国家级 省级 区内 区外 区内 区外

浙江
@ ? C $ ;$ @!

陕西
@ ? C $ ;$ @!

合计
; ! ?; C ?!C ;$

表
*

样本分布情况

E01.' ? F0&6.' /2*)721-)2,(

为了全面充分了解自然保护区管理' 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与周边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本研究分别针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周边社区和农户设计了
@

套调查问卷&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调查

问卷主要涉及保护区机构设置' 管理状况' 管理模式' 自然保护区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内容$ 自然保

护区周边社区调查主要涉及社区社会经济状况' 资源利用' 基础设施' 周边社区与自然保护区关系等内

容$ 农户调查主要涉及农户家庭人口' 资源' 就业以及对自然保护区发展评价与态度等内容&

!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与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主要取决于自然保护区管理理念与方式' 自然

=C



第
!"

卷第
"

期 吴伟光等! 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主要因素分析

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自身生计状况两方面因素" 不同的管理理念与方式#如孤岛式管理$ 社区共管%& 意

味着自然保护区在管理过程中对周边社区农户的需求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而周边社

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也将明显不同'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生计方式(收入水平与结构$

能源消费水平与结构等%的差异& 则意味着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资源依赖程度和需求取向的不同&

进而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因此& 分析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态度问题& 需

要考察不同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及其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

!"#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

自然保护区管理涉及因素很多& 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结构$ 区内是否有人居住$ 是否建立社区共管

机构$ 是否建立针对社区的补偿机制以及是否开展旅游等& 是影响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的关系最

为重要的因素*

"#!"$

+

) 首先& 在中国许多自然保护区是为了实施,抢救式-保护而建立的& 往往通过强制划

拨的方式& 将原来属于社区集体甚至农户经营的土地划为自然保护区& 但并未对当地社区和农户给予必

要的补偿和妥善安排& 从而产生土地权属纠纷& 进而引起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的冲突" 其次& 自

然保护区是否建立社区共管机构. 是否针对社区建立补偿机制& 也是影响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关系的

重要因素" 因为如果能够建立有效的共管机构或补偿机制& 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周边社区农户的

利益诉求& 从而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改善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再者& 开发

生态旅游& 不仅可以增加自然保护区资金来源& 还可以为周边社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 也会影响周边社

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表
#

为样本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结构. 建立共管机构. 建立针对社区的补偿机制以及开展生态旅游

等基本状况" 从表
#

可以看出!

!

从保护区土地权属结构来看& 集体所有土地仍占一定份额& 但不同省

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陕西省以国有土地为主占
%%&'(

& 而浙江省则以集体土地为主占
)*&+(

"

"

从社区共管机构和补偿机制建立情况来看& 目前已有不少自然保护区建立了社区共管机构与补偿机制/

但不同省份. 不同等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浙江省建立社区共管机构和补偿机制的比例分别为
*+&+(

和
,*&+(

& 陕西省这一比例分别为
,*&+(

和
#*&+(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社区共管

机构与补偿机制的比例明显要高"

#

从生态旅游开发情况来看& 陕西省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比例比

浙江省要高& 国家自然保护区比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更普遍"

省份及保护

区等级

保护区面积及比例 是否建立共管机构
-(

是否建立补偿机制
-(

是否发展生态旅游
-(

总面积
-./

# 国有
-(

集体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浙江省
0, 0!% !*1! )$&, *+&+ *+&+ ,*&+ 2*3+ *+&+ *+&+

陕西省
!% ,$4 %,&% 02&2 ,*&+ 2*&+ 2*&+ ,*&+ ,*&+ 2*&+

国家级
!+ 0$0 ,%&, 20&! ,*&+ 2*&+ *+&+ *+&+ ,*&+ 0)&,

省级
2* ,$) *!&4 $)&0 + 0++&+ + 0++&+ *+&+ *+&+

表
!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

56789 # :6;6<9/9;= >=6=?> @A ;6=?B9 B9>9BC9

说明!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 特别是农户收入水平与结构. 生活能源利用结构是影响周边社

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0*

+

" 从理论上来讲& 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非

农收入比例的提高%和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特别是薪柴消费比例的下降%& 一方面农户将降低对自

然资源的直接依赖& 另一方面将提高对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需求& 从而其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与意

愿也将改善" 当然& 由于目前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收入总体上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收入水平的提高是

否一定会改善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还需要实证检验" 表
!

与表
$

为自然保护区周边

农户家庭收入与能源消费状况"

由表
!

与表
$

可以看出!

!

从收入水平来看&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比陕西

省要高& 前者人均收入为
0' ,#%3''

元0人!0

0

6

!0

& 后者为
4 0#!3''

元0人!0

0

6

!0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农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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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人均收入比省级自然保护区要高! 前者为
&' %!()%%

元"人!&

"

+

!#

! 后者为
, -.$)""

元"人!&

"

+

!&

#

!

从收入结构来看! 不同省份与不同等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结构比较接近! 其中非农收入是农户家庭收

入主要来源占
/")"0

以上# 在农业收入中! 林业收入所占比重最高! 说明农户对林业资源依赖程度较

高#

"

从能源消费水平来看! 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能源消费总量略高于陕西省! 前者为
$,!)%%

元"人!#

"

+

!#

! 后者为
$'#)%%

元"人!#

"

+

!#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能源消费水平高于省级自然保护区!

前者为
-%-)%%

元"人!#

"

+

!#

! 后者为
$$#)%%

元"人!#

"

+

!#

#

#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 不同省份与不同自然保

护区之间差异不大! 均以薪柴与电力为主! 两者合计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0

以上$ 说明自然保护区农

户在利用新型能源的同时! 仍然没有放弃传统薪柴$ 此外! 浙江省液化气消费量量显著高于陕西省#

浙江省
#% '!()%% ,)/ !%)/ .)% /!)- $).

陕西省
, !#.)%% /)( #%)( -)/ /-)$ ##)$

国家级
#' .%/)%% /)$ #')$ $)! //)! -)'

省级
, -.$)%% #$)$ ##)/ $)% -/)$ #.)/

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 非农 其他
省份及保护区等级 人均收入

1

元
收入百分比

10

表
!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收入状况

2+345 . 67895:74; <=>7?5 9@+@89

说明%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浙江省
$,!)%% -!)& !!)' ,)! %)$ .)& % %)& &!)$

陕西省
$'&)%% /-)/ &,)( !), /)& &)& .)! &)! %)&

国家级
-%-)%% -,)$ !&)/ $)/ $)- !)$ !)/ %)( $).

省级
$$&)%% -'), !%)' ()- &)! &)- % %)$ ,),

薪柴 电力 液化气 煤炭 太阳能 秸秆 沼气 其他
省份及保护区等级 人均能源消费

1

元
能源消费

10

表
"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收入与能源消费状况

2+345 $ 67895:74; 5=5ABC >7=98?D@<7= 9@+@89

说明%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

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建设态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上述从定性角度分析了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可能因素! 并对自然保护区调查

样本管理状况及其周边农户生计状况进行了简要描述分析# 然而! 上述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然

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 影响方向如何& 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了解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态度与保护意愿# 调查中! 研究者直接询问农户

'您是否支持保护区建设(& 并设置了
&E

'不支持(!

!E

'不确定(和
.E

'支持(等
.

个选项# 该问题属于多

元离散选择! 而且不同选项之间具有逻辑次序关系# 因此! 本研究建立如下
F47B<@

模型用于分析决定农

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影响因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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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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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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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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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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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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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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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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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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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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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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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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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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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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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

#为潜变量!无法直接观测"# 其取值决定于一组影响农户保护意愿的因素
#

"

# 见表
$

$ 式!

%

"表

示# 当!

"

#

!$

"

时#

!

%

取值为
"

# 表示 %不支持&' 当
$

"

＜!

"

#

!$

%

时#

!

"

取值为
%

# 表示 %不确定&' 当!

"

#

"

$

!

时# 取值为
!

# 表示%支持&$ 式!

!

"分别表示 %不支持&%不确定&和%支持&的概率$ 模型中
&

!

&

"如果是

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为
'()*+,

模型# 如果是
-).+/,+0

累积分布函数为
-).+,

模型$ 不论是
'()*+,

模型还

是
-).+,

模型# 都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本研究选择
-).+,

模型$ 根据上述模型# 可以估计解释变

量对保护区建设支持意愿概率的边际效应$ 对连续变量而言# 边际效应计算式为(

!'

!

!()*#

"

!#

+

1,

!

!()*-

"

2!

+

#

)*.

3

.

/ 1 "

#

!

+

#

/*.

,

!

!(/*-

"

4

$ !

5

"

对离散变量而言# 边际效应计算式为(

",

!

!(0*-

"

"-

+

1,

!

!()*-

#

-

+

(-

1

"

6,

!

!(0*-

#

-

+

(-

2

"$ !

$

"

根据式!

5

"可知( 对于应变量
!

%

!"

# 解释变量
-

%

的边际效应与参数符号
!

%

相反' 对于应变量
!

%

!!

# 解释

变量
-

%

的边际效应与参数
!

%

符号相同' 对于应变量
!

%

!%

# 解释变量
-

%

的边际效应的符号则是不明确的'

边际效应之和等于
7

$

上述模型中解释变量
-

包括
!

类变量# 即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 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和其他控制

因素!农户基本特征) 地区虚拟变量"$ 其中# 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主要包括土地权属结构!以集体土地

比例表示") 自然保护区内是否有人居住) 自然保护区等级) 是否建立共管机构) 是否建立补偿机制)

是否开展旅游) 是否提供就业帮助# 以及保护区建立时间等'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生计状况# 包括

人均收入水平) 非农收入比例)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 人均薪柴消费比例等!表
$

"$

变量 变量定义与取值 可能影响方向

自然保护区管理

集体土地所占比例
8 "

是否居住在区内 区内
!"

# 区外
!7 "9#

自然保护区等级 国家级
!"

# 省级
!7 "

是否建立共管机构 是
!"

# 否
!7 #

是否建立补偿机制 是
!"

# 否
!17 #

是否开发旅游 是
!"

# 否
!7 #

是否提供就业帮助 是
!"

# 否
!7 #

保护区建立时间
: #

非农收入比例
8 #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 元
"9#

薪材消费比例
8 "

户主受教育年限
: #

户主是否为村干部 是
!"

# 否
!7 #

家庭务农人数 人
"

地区虚拟变量 浙江
!"

# 陕西
!7 "9#

其他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周岁
"9#

农户生计状况

人均收入水平 元
#

表
!

解释变量定义及其可能影响方向

;:*<= $ >?@=A=?@=?, B:(+:*<=/ :?@ ,C=+( +D:.+?:*<= =EE=0,/

"#$

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表
F

为
G<).+,

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 从自然保护区管理角度来看# 自然保

护区对周边社区提供就业帮助# 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支持保护区建设的意愿' 建立针对社区的补偿机制对

于降低农户不支持保护区建设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开展生态旅游对提高农户对保护区建设的支持意愿并

没有显著影响# 这与直观预期是不一致的$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调查样本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尚处

吴伟光等( 影响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主要因素分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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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于刚刚起步阶段! 尚未能真正为周边社区农户带来利益" 调查中也发现! 虽然多数自然保护区已经开始

发展生态旅游! 但游客规模普遍很小! 还未能为周边社区农户带来实际利益#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建

立区共管机构对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的保护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这也与直观判断相悖# 但是! 如果深入

考察目前社区共管机构运行状况! 也就不难解释了# 调查中发现! 虽然多数自然保护区已经建立了社区

共管机构! 但大多还仅仅停留在与周边社区联合建立森林防火与防盗等层面事宜! 尚未真正建立起能够

让周边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区具体管理活动的共管机构与运作机制#

其次! 从社区农户生计状况角度来看!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户支持意愿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 即

收入越高支持程度越低! 这与直观判断正好相反! 但系数很小! 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笔者认为! 这主要

是因为目前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也是能力与权利意识相对较强的农户! 在当前自然保护区普遍尚未

对周边社区提供真正有效的补偿机制的情况下! 该部分人群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导致对他们权利的限制尤

为不满有关系" 同时! 还可能与目前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农业收入比例相对较高$约占
&'(

强%! 对自然

保护区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依然较高有关& 另外!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越高!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支持自然

保护区建设的意愿程度越低! 这可能与目前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能源消费依然以薪材为主$占
)%*%+

以

上%有关& 其它因素对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的态度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项目 系数
!

值
边际效应

"

$

#!&

%

"

$

#!!

%

"

$

#!(

%

集体土地所占比例
"!*!), "&*%, %*-)- "%*!&. "%*($)

是否居住在区内
"%*!,% "%*,! %*%), "%*%!) "%*%$&

自然保护区等级
"%*($% "%*$. %*%/$ "%*%(& "%*%-(

是否建立共管机构
"%*%-/ "%*%) %*%&$ "%*%%- "%*%%.

是否建立补偿机制
(*,/, &*(% "%*,&&01 %*%-! %*)-.

是否开发旅游
%*!/& %*-- "%*%,% %*%!/ %*%$!

是否提供就业帮助
%*.!.11 &*., "%*!&,11 %*%$$11 %*&,(111

保护区建立时间
%*%!- &*!- "%*%%) %*%%! %*%%$

人均收入水平
"%*%%% %$111 "&*)/ %*%%% %&%111 "%*%%% %%$ "%*%%% %%)111

非农收入比例
%*%&, %*%, "%*%%- %*%%! %*%%(

人均能源消费水平
%*%%&1 &*.$ %*%%%% %.%1 "%*%%% %%(1 "%*%%% %%)1

薪材消费比例
%*%%$ %*-( "%*%%& %*%%% %*%%&

户主年龄
"%*%%. "%*-) %*%%! "%*%%& "%*%%&

户主受教育年限
%*%($ %*,$ "%*%%/ %*%%( %*%%-

是否村干部
"%*%)/ "%*&. %*%&, "%*%%, "%*%&%

家庭务农人数
"%*%,! "%*$- %*%&/ "%*%%, "%*%&&

地区虚拟变量
!*%$& &*&! "%*-%. %*&., %*(&!

阈值
& -(*() &*!.

阈值
! -$*.! &*((

对数似然值
"&/)*)-

似然比
!

!

!,*.%

"

值
%*%$) &

样本数量
&.!

表
! "#$%&'

模型估计结果

23456 ) 76895:8 ;< =5;>?: @;A65

说明'

111 "＜"*"&B 11"＜"*"-B 1 "＜"*&"

&

$

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浙江和陕西
!

省
/

个自然保护区
!$

个社区
&.!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在描述分析自然保

护区管理现状与农户生计状况的基础上! 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定量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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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建设态度的决定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

从自然保护区管理视角来看# 自然保护区对周边社

区提供就业帮助和建立补偿机制$ 对于提高周边农户支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但目前的社区共管

和旅游开发等对周边社区农户态度没有显著影响$ 说明中国现有的社区共管模式尚未发挥真正的作用$

旅游开发也尚未对周边社区带来真正实惠"

"

从农户生计视角来看$ 在当前农户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薪

柴为主的情况下$ 周边社区农户能源消费水平越高$ 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支持程度越低& 农户收入水平

对态度的影响与预期判断相悖$ 但实际影响十分有限% 因此$ 在短期内试图通过提高收入来改善周边社

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立的态度$ 作用十分有限%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

应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社区共管机制$ 充分发挥社

区共管模式的效果% 从国际经验来看$ 自然保护区建立社区共管机构$ 可以吸引周边社区居民参与保护

区的管理$ 表达农户自身意愿与需求$ 减缓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抵触情绪& 但中国

现有的社区共管模式$ 基本上还流于形式$ 没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

建立多元长效补偿机制$ 改善农

户生计方式$ 降低周边社区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的直接依赖% 自然保护区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其收

益是由社会共享的$ 但成本却由周边少数人来承担$ 本身有失公平% 因此$ 应由国家增加财政资金投

入$ 建立针对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态补偿机制& 同时$ 在有条件的地方$ 适当开发旅游$ 为周边社区农户

提供就业机会' 增加收入$ 形成多元补偿渠道" 此外$ 自然保护区还应帮助周边社区农户建立太阳能'

沼气等替代能源项目$ 降低农户对薪柴消费依赖$ 从而降低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压力"

致谢! 感谢陕西省和浙江省相关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为本调查所提供的方便与支持! 感谢北京林业大学

和浙江农林大学调查队员对数据收集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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