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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森林论坛 

第九届会议 

2011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4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9 

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 
 
 
 

  社会发展以及土著社区、其他当地社区和靠森林为生的社区，

包括森林土地保有权 
 
 

  主要群体提交的讨论文件 
 
 

 摘要 

 在讨论加强可持续森林管理，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方法时，社会

发展问题常常被严重忽略。加强社区内和社区间社会关系是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

可持续森林管理对环境影响的根本。建设能力、研究妇女和青年的权利、加强土

地保有权的安全，强化协会、联合会和网络的作用均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内容。众

所周知，这方面需要制定具体措施，世界各地已有许多最佳做法。主要群体迫切

要求与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通力协作，确定并推广最佳做法，促进意义重大和具

有积极影响的社会发展，使之成为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重要基础。 

 

 

 

 

 * E/CN.18/2011/1。 



E/CN.18/2011/9/Add.1  
 

10-60163 (C)2 
 

目录 

 页次

一. 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社会发展 .................................................... 3

二. 建设能力 .................................................................... 3

三. 妇女 ........................................................................ 4

四. 青年 ........................................................................ 4

五. 保有权 ...................................................................... 5

六. 协会、联合会和网络 .......................................................... 5

七. 前面的道路 .................................................................. 6

 



 E/CN.18/2011/9/Add.1

 

310-60163 (C) 

 

 一. 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社会发展 
 
 

1. 与普遍的可持续发展一样，可持续森林管理也具有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

内容。 

2. 在加强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努力中，经济和环境问题受到特别关注。人们越来

越理解土著人、社区和家庭林权持有人、管理人员和林业业主以及劳工的经济活

动，这些群体内妇女和青年的经济活动也具有重要意义。森林优质管理工作队给

环境带来的巨大价值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项工作的社会层面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 

3. 森林管理工作的社会层面关注的是家庭、社区和地区间关系的质量和内容，

这是森林管理持续取得进展、获得和分配可持续管理森林经济效益扩大所带来益

处的基础。这种基础的特点是社区内和社区间的凝聚力，正是这种凝聚力使他们

能够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管理冲突。它在社区和当地培养了共同的认

同感和目的，这是改进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巨大动力来源。 

4. 这个基础的相对优势或弱点对社区推动持久改进管理做法，以及提高经济效

益、维护生物多样性、适应和减少气候变化影响具有深远的影响。家庭和社区企

业的经济活力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先决条件。这些因素密切

关联，它们的优势和弱点将决定它们相互加强或削弱的程度。 

5. 这些原则适用于主要群体所代表的各部分：青年、妇女、劳工、以及社区、

土著和家庭森林所有者、管理员和权利人、科学界和环保组织。 

6. 社会层面的发展涉及加强构成可持续森林管理的社会基础关系网。建设家

庭、社区和土著人的能力，更有效地承担森林管理的任务，处理和销售森林产品

和服务，既要有技能，又要有加强社会关系的能力。发展强大、明确和可执行的

保有权和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协会是建设能力的两大中心内容。妇女和青年参与所

有相关进程和机构并发挥作用是压倒一切的关切，适用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所有

层面。 

 

 二. 建设能力 
 
 

7. 代表家庭、社区、土著、工人的主要群体和协会为当前可持续森林管理和相

关经济活动产生的效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8. 在各领域中着力建设能力，包括社区森林企业管理技能、市场准入、销售结

构和相关网络、森林推广培训和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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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立和维护体面、安全和公平报酬的工作条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

作议程”制定的各项原则)，辅之以适当的技能发展计划，是所有社区可持续森

林管理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领域。 

 

 三. 妇女 
 
 

10. 在许多情况下，妇女是森林的主要使用者。她们的全面参与对努力改善可持

续森林管理，增加森林有关活动收益流向她们的社区至关重要。但在很多情况下，

她们被剥夺了取得公平收入和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 

11. 虽然妇女是森林的主要使用者，但对她们使用和照管的森林却常常没有任何

权利。她们被排斥在决策之外，没有改进工作质量所需的信息和资源，增加森林

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多情况下，她们得不到公平的收入，无法担任领导职位。 

12. 这种排斥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妇女的工作因其规模小而被严重低估或忽略

了。 

13. 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所有行为者必须承认妇女的工作、知识和特殊需要，让

她们作为主要伙伴参与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四. 青年 
 
 

14. 青年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是开展长期可持续发展活动的重要内容。 

15. 各国政府、机构和协会应想方设法让青年参与更高级别的工作。 

16. 虽然促进青年参与的目标是提供学习机会，但其中所涉问题更多：我们需要

了解那些能够活着看到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二十一世纪后期的人们的看法。 

17. 青年人不仅能提供独特的视角，而且还是理想主义和参与志愿活动的巨大热

情来源，他们对社区和环境的责任感，都是社区和协会的宝贵资产，足以让他们

明智地使用这些资源。这种能量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有助于推动现有社区组织

的工作，可以在青年主导的活动中具体地现出来。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中有特殊

的机会，使年轻人可以为帮助改变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做出贡献，从而实现更大程

度地可持续性。 

18. 几代人的建设性合作，是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只提供机会让年青人参

与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出席并积极参与。如果他们不参与，就应当了解他们

的需要，推动他们参与。 

 



 E/CN.18/2011/9/Add.1

 

510-60163 (C) 

 

 五. 保有权 
 
 

19. 目前，保有权指的是使用森林表面或地下的一些或所有资源的权利。它涉及

广泛的法律和习惯安排，从无条件的家庭或社区所有权到有限的社区使用少量资

源的权利。这个范围涉及多种或少量资源及其使用，涵盖强势或弱势管理的权利

和责任。  

20. 保有权既限制又赋予当地民众以森林为生的权力，而且还反映出大众理解和

重视以森林为生的家庭和社区管理森林作用的程度。 

21. 所有权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或社区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长期承诺。许多研究

表明，在家庭和社区参与管理或共同管理森林或自然保护区地区，森林得到很好

的保护。只有规定了明确和有保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才能够发展和维持可持续

管理森林资源的责任和重视。森林有保障的长期收入，对社会稳定性、减少土地

纠纷、减轻对家庭和社区压力以及对家庭和社区生活干扰压力都具有重要影响。 

22. 所有保有权安排，不论是广泛的还是有限的，对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承诺随着

保有权的明确度和可执行性而增加。 

23. 保有权安排越得力，给家庭和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这种争

论应成为严肃和紧急国际对话的主题，目的是确定明确和得力的保有权安排，使

世界各地维持生计、生物多样性和适应及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取得具体成果。  

 

 六. 协会、联合会和网络 
 
 

24. 工人、农民和小地主、妇女、青年和社区组织协会的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 

25. 协会提供一种手段，使其成员可以借以分享经验和知识，向各国政府提出共

同立场，有能力与其它各方进行有效谈判。 

26. 协会提供了一种途径，当地人民借此向政策制定者和地方决策者提供详细的

传统和当地知识。 

27. 协会还可以在社区和其他各级推动和开展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活动，直接

促进改善生计，对执行这方面的国际承诺十分重要。 

28. 协会对政府政策和方案在拟定和执行阶段发挥效力具有重要作用。在预算拮

据的当今，这种贡献的潜在价值更为重要。 

29. 协会有时批评政府。虽然没有人喜欢批评，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挑战日

益激烈的情况下，这种批评可以质疑政府，促使政府改进和加强可持续的社会经

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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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协会还与政府机构合作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共享互惠的利益，这种益处

远远超出预期风险和协作中的陷阱。 

31. 各国政府应积极考虑发展协会，并努力与它们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七. 前面的道路 
 
 

32. 本文讨论的具体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协调一致，采取行动。虽然

需采取的行动大多已多次辩论过，但很少被采纳或实施。主要制约因素包括预算

拮据，体制性阻力以及因社区和民间社会差异而出现的政治风险。 

33. 减贫取得重大和可持久的进展，努力改善生计，都需要高度重视可持续森林

管理的社会层面。在国家和区域以及国际各级别上，森林和相关部门促进社会积

极发展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建议列出正面典型，以制定建设能力最佳做法准则框

架，并纳入妇女和青年，全力加强保有权，发展能发挥切实作用的协会、联合会

和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