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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红树林起到重要的海岸功能:

防御沿海暴雨;
沿岸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栖息地;
沿海的、海洋的和内陆的水生和陆栖岛与物种的产卵场; 
污水处理; 
木材（建筑材料）和非木材产品的来源 （蜂蜜，略含盐分的水有
机物等）; 以及

娱乐

红树林周围贫困社区，传统上依赖红树林，往往采取可持续管理办
法创收.



红树林的用途、功能
和属性一览

用途 功能 属性

•森林

•农业

•产盐

•食品、药品、饮料

•薪柴•、碳

•捕鱼/水产养殖材料

•家庭用品

•纺织和皮革生产

•建筑材料

•供水

•野生动物保护

•娱乐/旅游

•研究场所

•教育场所

•运输线

•减少洪水

•防止盐水侵入
•抵御暴风雨•
•阻止泥沙

•消除有毒物

•补充地下水

•治理侵入

•营养物输出

•野生动物栖息地•
•鱼/贝类栖息地

•保护近海栖息地

•( 珊瑚礁、藻类床 )

•生物多样性价值

•社会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

•审美价值

•旷野价值

•教育价值

•研究价值



经济估价应用于红树林

现场 场外

•可销售的 通常可纳入 经济分析中，
如杆、碳、木片、蟹

可能纳入经济分析中，

如：在邻近水域捕捞的
鱼和贝类

•非销售的 很少纳入经济分析中，如

•药用

•鱼育苗场

•野生动物禁猎区

•生物多样性属性

•教育

•娱乐和

•研究价值

经常被忽视，如

•营养物流入河口

•缓冲暴风雨带来的灾害

•对侵蚀的控制



(据于1996年WRI提供的国别数据)
不同地区原红树林面积的估计损失

南亚和东南亚 原地区的损失(％) 原地区的损失(％)非洲

孟加拉国

文莱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巴基斯坦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安哥拉

刚果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加蓬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肯尼亚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

索马里

南非

坦桑尼亚

扎伊尔

加权平均

73
17
85
45
32
58
78
76
87
62

50
0
70
60
50
60
70
70
70
40
60
70
50
60
50

61 55
注：未提供南美数据



泰国红树林区改为其他用地

用地种类 1980前 1980－1986
之间

总计

（平方公里）

占总数％

水产养殖

开矿

浅盐湖

其他

农业

城市化

工业厂址

港口

总计

260.40

9.26

105.60

318.70

－

－

－

－

693.90

119.60

45.30

－

21.33

(7.0)

(7.4)

(1.8)

(5.1)

186.20

379.90

54.50

105.60

340.00

－

－

－

－

880.10

38.30

5.50

10.60

45.60

－

－

－

－

100
（资料来源：据Aksornkoae修订，1993）



项目概念

对可适应当地情况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
指南；和

通过一种能形成规章制度的磋商程序，各社区、非政
府组织和有关政府机构制定出共同管理战略。



项目设计和战略

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全球经验进行文献研究；

编写亚洲太平洋、非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案例分析；

在研究和案例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编写行为守则初稿；

举办区域性研讨会以通过磋商推动守则的制定工作；

-------------------------------------------------------------------------------------------
特别要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其他相关者和政府机构一起，举办地方
研讨会，使守则适应其实际情况，实地试验守则，并按实际情况作
进一步调整；和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多边组织协作，赞同或通过守则。



南亚和东南亚

• 孟加拉

• 印度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

• 越南

国别案例研究



国别案例研究

非洲

• 贝宁

• 加纳

• 肯尼亚

• 莫桑比克

• 塞内加尔



国别案例研究

中美洲和南美

• 巴西

• 哥伦比亚

• 厄瓜多尔

• 尼加拉瓜



三地区磋商研讨会

关于红树林森林生态体系可持续管理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研讨会的报告

关于红树林森林生态体系可持续管理

非洲地区研讨会的报告

关于红树林森林生态体系可持续管理

中美洲和南美地区研讨会的报告



世界银行研讨会和同行审查，
2003年9月华盛顿特区

欲索取所有文件，登录：

http://www.biology.au.dk/cenTER/MCB_2003.htm

（关于红树林生态体系可持续管理行为案例草案的研讨会）



行为守则的各项原则



原则 1.  红树林生态体系管理的目标
红树林生态体系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保护，必要时恢复或重建以及可持续利用红树
林生态体系及其相关的栖息地，为当地和世界人民造福。

原则 2.  对管理采取预防方针

对红树林管理的总体方针应是预防性方针，但不应将缺乏科学资讯作为拖延，不保
护红树林或不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管理的一个论据。

原则 3.  政策和法律体制

需要有国家和国际政策和法律体制，就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红树林资源，以及落实保
护实现与红树林有关的生物多样性给予全面的指导。

原则 4. 实施和一体化

落实红树林的政策和法律体制的工作，总的来说很弱，管理机构与各红树林相关者
之间缺少磋商，监测和评价执行不力，红树林管理与沿海流域地区管理缺少一体化
。



原则 5.  红树林评估

需获得红树林调查、绘图、清查编目和监测数据，以支持红树林生态体系可持续
管理。

原则 6.  社会经济考虑

红树林给本地居民和全球当地社区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绝对有必要对
红树林生态体系及其资源实行可持续管理，以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原则 7.  文化和社区问题

红树林生态体系与独特的人类传统和知识有关，但这些体系也受到来自一些开采
形式（传统的和非传统的） 的巨大压力。

原则 8.  能力建设

从政府的决策者到市、区官员，社区领导和教育机构（师生和小学生），各级都
需要开展红树林生态体系管理的能力建设，普遍提高对于红树林的保护意识。



原则 9.  森林管理和造林
确立红树林森林/造林目标，有其经济环境或审美依据，或兼有这些依据。无论何
地只要可能，多用途管理应成为红树林森林管理的最终目标。

原则 10.  渔业

与红树林相关的渔业，在以下方面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即为包括本地居民和当
地渔民社区在内的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基本食物与收入以及商业好处。然而，现
行渔业规则执行不力，包括红树林育苗场保护不够和栖息地退化，都属于红树林
养鱼业普遍衰退的重要原因。

原则 11.  水产养殖

与红树林相关的水产养殖，就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基本食物与收入以及商业好
处来说，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有些水产养殖的开发，已造成环境的
严重退化和社会经济问题，部分原因是管理的办法不当和/或环境条例执行不力。
在红树林生态体系中开发红树林水产养殖方面实行稳妥的管理，其重要性怎么估
计都不过份。



原则 12.  农业、产盐和开矿

将红树林转为其他形式用地（包括农业和浅盐湖），一直是许多国家湿地栖息地
丧失的主要原因。开矿也对红树林生态体系（尤其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造成
严重的局部破坏。

原则 13.  旅游、娱乐和教育

旅游业是全球经济中最大且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红树林生态体系能为生态旅游
者提供观察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独特的机会，同时还可能开展多项活动，包括消
遣性钓鱼、观鸟、观看野生动物、乘船游览景点。

原则 14.  红树林产品和负责任的贸易

通过制作“绿色商标”促进可持续生产的红树林产品，销售这些产品应遵循公平交
易和好处分享的原则。

原则 15.  红树林研究和信息传播

对红树林生态体系的功能与价值了解不够，这是可持续地保护和管理红树林资源
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不过，世界范围内现有许多技术、信息和机会，能更有效
地利用研究所得的知识来改进红树林的管理工作。



下一步

特别要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其他相关者和政府机构一起，举办地方研
讨会，使守则适应其当地情况，实地试验守则，并按实际情况作进一
步调整；并且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多边组织协作，赞同或通过各项原则，并
制定当地守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