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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人类越来越注重对于
栖居环境的保护，就地保护措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昆明 - 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目标 3 提出，通过
自然保护地（PAs）、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和适用情况
下承认土著和传统领地，在 2030 年至少保护 30% 的陆地、内陆水域、
沿海和海洋区域（即“3030 目标”）。

在中国，目前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约 18%，管辖海域面积
的不到 5%。OECMs 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补充，被普遍认为是能够大
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以实现“3030 目标”的新型保护工具。

背景

OECMs 定义
OECMs 是什么？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地理定义区域，对
其的治理和管理可实现生物多样性就
地保护的积极、持续的长期成果，并
取得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以
及在适用的情况下实现文化、精神社
会经济价值和其他本地相关价值。

（2018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8 号决议）

准则 A

准则 B

准则 C

准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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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Ms 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

来源：  IUCN-WCPA OECMs （2022）.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识别与报告指南 . 瑞士格兰德：IUCN.

OECMs 与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注：分区比例仅是展示，并不代表实际的比率）

自然保护地 保护地必须以保护为主要目标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OECMs)
OECMs 必须实现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不论其目标

主要保护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
主要目标

次级保护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次要目标

辅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作
为其他管理目标的
副产品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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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Ms 与《昆蒙框架》行动目标

行动目标 2

行动目标 4

行动目标 10

行动目标 12

恢复 30% 退化的生态系统

停止物种绝灭风险，保护遗传多样性，管理人兽冲突

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林业可持续管理

提升城市绿色空间和城市规划，促进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

其他相关目标
除就地保护的“3030 目标”外，OECMs 亦能够为《昆蒙框架》其他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如生
态恢复、可持续农林牧渔业、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值得注意的是，需要结合保护措施是否能
够实现对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有效且长期持续的就地保护，来判断其是否属于 OECMs，或者
是否更适合贡献于其他目标。部分与 OECMs 相关的目标包括：

“3030 目标”

《昆蒙框架》行动目标 3
保护 30% 的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

到 2030 年，确保和促使至少 30%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海洋
和沿海区域，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特
别重要的区域，处于具有生态代表性、连通性良好、公平治
理的自然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有
效保护和管理之下，酌情承认土著和传统领地，使其融入更
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同时酌情确保这些区域的可持
续利用活动完全符合保护成果，承认和尊重土著人民和地方
社区的权利，包括对其传统领地的权利。

OECMs 的贡献

定量目标 
保护面积覆盖率

定性目标 
生态代表性
连通性
管理有效性
治理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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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Red Line (ERLs)

·生态功能极重要
   ·生态极脆弱 

   ·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划定，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s (PAs)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各类自然公园

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以保护为主要目标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主要保护
·次级保护
·辅助保护

未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
实现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不论其目标 

以保护为主要目标的
OECMs 如 果 被 相 关
治理主体认定为保护
地， 可 以 由 OECMs
转变为保护地。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很
多 区 域 如 果 满 足
OECM 准 则， 可 以
作为 OECMs 贡献于
“3030 目标”。

生态保护红线涵盖了
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地。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OECMs

生态保护红线 ERLs
>30% 陆域国土面积                   5% 管辖海域面积

自然保护地 PAs
18% 陆域国土面积                     4% 管辖海域面积 

OECMs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 OECMs 的空间关系图（注：面积比例仅是展示，并不代表实际的面积）

中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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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NBSAP 中的 OECMs 相关行动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 - 2030 年）》（NBSAP）中将
OECMs 标准建设与示范作为“优先行动 9：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中
的重点关注项目，希望推动适合中国实际的 OECMs 标准建设，并依此
开展系列 OECMs 试点示范工作，以加强自然保护地外的保护，为“3030
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探索公益治理、
社区治理、共同治理等方式，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

来源：IUCN 中国代表处 / OECM 中国专家组

IUCN OECM 准则 IUCN 中国 OECM 准则 ( 暂拟 ) 筛选 许可 全面评估

准则 A：
目前未被认可为自然
保护地的区域

A.1 不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内

A.2 有清晰的地理边界

准则 B：
区域被治理和管理

B.1 有责任主体

B.2 有明确的管理安排

B.3 有必要的治理安排

B.4 权属主体自主知情同意

准则 C：
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
的就地保护做出的持
续和有效的贡献

C.1 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C.2 开展了保护行动

C.3 监督和报告保护有效性

准则 D：
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
和服务，以及文化、
精神、社会经济和其
他与当地相关的价值

D.1 有值得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D.2  有文化、精神、社会经济和其他与当
地相关的价值

中国 OECM 准则（暂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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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Zhang, Y., Zhang, L., Sun, Y., Li, D., Wang, W., Jin, T., & Xu, J. (2024). A stocktaking report on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China. IUCN.

中国潜在 OECMs 类型

目标 空间类型 政策支持的潜在 OECMs 自主贡献的潜在
OECMs

保护为主要目标

生态保护红线内

生态公益林
重要栖息地
重要湿地
饮用水水源地
基本草原

公益保护地 

社区保护地

自然圣境

生态保护红线外 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又满足 OECM 要求的区域

保护为次要或
辅助目标

生态保护红线外的
生态空间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一般湿地
文化遗产
修复后管理区 
旅游度假区

农业空间
禁捕（渔）区
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区
海洋牧场

生态农场 

城镇空间 城市公园和其他城市绿地
特殊利用区 企业园区

IUCN-WCPA OECMs （2022）.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识别与报告指南 . 瑞士格兰德：IUCN.

Jonas, H. D., MacKinnon, K., Marnewick, D.and Wood,P. (2024).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OECMs）场地级识别工具 . 第一版 .IUCN 世界自然保护地技术报告系列 -6. 瑞士格兰德：
IUCN.

关于 OECMs 的更多信息可以查看

Jonas, H. D., Wood, P. & Woodley, S., Volume Editors (2024). Guidance on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IUCN WCPA Good Practice Series, No.36. 
Gland, Switzerland: IUCN.）

6 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OECMs 中国潜力案例征集活动

活动介绍

2024 年 8 月，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的支持下，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华泰公益基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发起“OECMs 中国
潜力案例”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我国 OECMs 潜力案例，旨在
挖掘、总结和传播国内 OECMs 的优秀实践和经验，为后续 OECMs 标
准的建立和指南的完善提供案例基础和参考，助力 OECMs 在中国的落
地，贡献于“3030 目标”的实现。

征集结果

征集活动共计收集到 90 份 OECMs 案例申报，经过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
最终共计产生 46 个潜力 OECMs 入围案例，其中 12 个被评选为典型案例。
入围案例共计保护面积 1,290 km²，涵盖多种生态系统类型，支持东北虎、
东北豹、雪豹、大熊猫、滇金丝猴、中华穿山甲、青头潜鸭、中国鲎等
多种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种治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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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年份

20

15

10

5

0

19

5-10 年 少于 5 年

14

9

10-20 年

4

20-50 年

OECMs 面积

> 10000 公顷

2

6
1-10 公顷

1000-10000 公顷
1710

10-100 公顷

11
100-1000 公顷

社区
41%

政府
22%

社会组织
22%

私营部门
11%

校园
4%

OECMs
参与主体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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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Ms 生态系统类型

2%
1荒漠

2%
1 灌丛

41%
19 森林

20%
9 淡水

13%
6 农田

9%
4 城镇

9%
4 海洋

4%
2草地

据不完全统计，入围案例支持了 610 种鸟类
的保护，占中国鸟类物种总数的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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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OECMs 案例介绍 

类别 潜力 OECMs 典型案例 位置 页码

陆地和淡水

生态空间

国有林场

北京市京西林场★ 北京 12

汪清大东沟东北虎豹保护地★ 吉林 13

蚂蚁森林云龙五宝山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 云南 14

政府治理湿地

武汉豹澥湖青头潜鸭及多种鸟类重要栖息地保护★ 湖北 15

浙江杭州余杭北湖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 浙江 16

苏州吴江章湾荡小微湿地群 江苏 17

成都云桥水源湿地护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四川 18

公益保护地

乌禽嶂中华穿山甲保护地★ 广东 19

山西和顺蚂蚁森林（华北豹）公益保护地★ 山西 20

桃花源雪岭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 浙江 21

神农架太阳坪社会公益保护地 湖北 22

“江河荟浙江翠”寺坞岭自然地 浙江 23

青山村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浙江 24

社区保护地

南仁萨勇滇金丝猴保护地★ 云南 25

巴美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 云南 26

云南芒市芒杏河中缅灰叶猴公益保护地 云南 27

苏典傈僳族乡天行长臂猿社区保护地 云南 28

广西渠楠社区保护地多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案例 广西 29

孟连黑山社区保护地 云南 30

云南芒坝“鹦鹉寨”—大紫胸鹦鹉重要栖息地 云南 31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族社区“竜山”自然圣境保护 云南 32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竜山保护与修复 云南 33

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小区 陕西 34

平武县福寿自然保护小区 四川 35

若尔盖牧民为主体的草原生态修复与保护 四川 36

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 西藏 37

江西九江都昌马影湖社区公益保护地 江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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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空间

自然友好农田

宝山石头城传统山地生态文化农耕系统社区保护地★ 云南 39

密云水库流域小漕村鸟类栖息地 北京 40

河上乡自然保育管理计划 香港 41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北京 42

苏州昆山阳澄湖悦丰岛有机农场 江苏 43

南京红山动物园无斑雨蛙保护农田 江苏 44

城镇空间

城市公园

北京温榆河公园★ 北京 45

金海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上海 46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星愿公园★ 上海 47

南京奥体中心近自然绿地 江苏 48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自然植被区 云南 49

校园
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 北京 50

华南农业大学（天河五山校部） 广东 51

企业园区
广汽丰田生态园 广东 52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苏 6 区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内蒙古 53

海洋和沿海
生态空间

滨海湿地
北港岛滨海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海南 54

乐东县莺歌海新村保护地 海南 55

无居民海岛 基于连江四母屿群岛的燕鸥保育 福建 56

农业空间

滩涂养殖区 江苏如东滨海村潮间带滩涂渔业可持续管理和候鸟栖息地保护★ 江苏 57

  注：★为本次案例征集评选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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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

陆地和淡水 生态空间

北京市京西林场

京西林场位于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是北京典
型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兼有天然林和人工林，
具有中华斑羚、褐马鸡、黑鹳等物种。北京市
京西林场管理处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开
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反盗猎巡护、自然教育、
护林员能力提升等工作，推动公众参与生态保
护，并通过模拟天然林窗对人工林进行疏伐，
促进林地植被多样化，疏伐后褐马鸡、中华斑
羚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率增加。

申报单位 ：北京市京西林场管理处
推荐单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面积 ：9373.3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 ：2017 年

物种丰富度：

124 种

鸟类

19 种

兽类

7 种

两栖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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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丰富度：

13 种

兽类

汪清大东沟东北虎豹保护地位于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汪清县，毗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属天然更新阔叶林，是东北虎、东北豹的外围
栖息地、迁移扩散廊道和潜在分布区。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和西大坡林场
合作，组织开展巡护、红外相机监测、保护宣
传教育、社区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工作，减少盗
猎威胁，促进野生动物种群有效恢复，并提升
了社区保护意识。

汪清大东沟东北虎豹保护地

422 种

木本植物

申报单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推荐单位：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面积：1010.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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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森林云龙五宝山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

蚂蚁森林云龙五宝山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位于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毗邻云龙天池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连接保护区南北片区滇
金丝猴种群的重要廊道。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云龙
县五宝山林场和团结林场四方合作开展保护管
理工作，通过在廊道植树造林、巡护监测、滇
金丝猴专项调查、森林生态系统样地监测、社
区本底情况调查、推动社区参与和共管制度建
立等行动，滇金丝猴栖息地完整性得到逐步恢
复，社区参与度和保护意识得到提升。

申报单位：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推荐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面积：680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5 年

物种丰富度：

42 种

鸟类

14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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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豹澥湖青头潜鸭及多种鸟类重要栖息地保护

豹澥湖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区域内垅岗平原地貌特征明显，湖港交错，分
布有众多人工养殖坑塘，是青头潜鸭稳定栖息
地和繁殖地。武汉市观鸟协会通过推动政府主
管部门、当地街道和村集体支持和参与保护管
理，开展青头潜鸭种群监测、繁殖守护、反盗
猎巡护、保护宣传等工作，使得多年来青头潜
鸭稳定栖息和繁殖，并有效提高了周边居民的
鸟类保护意识。

物种丰富度：

191 种

鸟类

政府治理湿地

陆地和淡水 生态空间

申报单位：武汉市观鸟协会
推荐单位：华泰公益基金会
面积 ：51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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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余杭北湖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

北湖湿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是候鸟迁
徙的重要廊道和野生鸟类的重要保护地，记录
有白鹤、白头鹤、白尾海雕、彩鹮等珍稀鸟类。
余杭区林业水利局等部门负责北湖滞洪区生态
功能、水利功能的维护及区域日常管理，设置
“圈层”管理模式，开展巡护、生态修复、游
客行为管理、疫源疫病监测、科普宣传等工作，
并执行禁猎禁种等相关规定，杭州原乡野地生
态保护与研究中心和杭州市鸟类与生态研究会
协助开展鸟类调查监测、科普宣传等工作。北
湖湿地生态修复有效解决了湿地陆化、水体富
营养化等问题，提升了湿地生态功能，吸引了
更多珍稀鸟类栖息，并通过媒体宣传、鸟类导
赏、观鸟大赛等形式提升了知名度，成为首批
浙江省观鸟胜地。

申报单位：杭州市余杭区森林湿地和自然保护地总站
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 
杭州市鸟类与生态研究会    

面积：121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3 年

物种丰富度：

311 种

鸟类

摄影：屠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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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吴江章湾荡小微湿地群

章湾荡小微湿地群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
里古镇，原为废弃鱼塘，修复后为青头潜鸭、
黄胸鹀、红头潜鸭等鸟类提供了觅食、栖息和
繁殖空间。在苏州市林业局的指导下，黎里古
镇保护开发管委会负责该区域的日常管理，黎
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湿地群的修复工
程。自 2022 年修复以来，该区域通过地形营造、
植被管理和水位调控等措施，为鸻鹬类和雁鸭
类等水鸟营造了持续性安全舒适的环境，并建
立了常态化监测管理巡护机制，为太湖流域及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小微湿地群栖息地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示范样板。

申报单位：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 
推荐单位：苏州市林学会  
面积：46.6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2 年

物种丰富度：

153 种

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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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云桥水源湿地护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成都云桥水源湿地护理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
都区安德街道云桥村，处于饮用水水源一、二
级保护区内，记录有豹猫、欧亚水獭、花脸鸭
等珍稀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金荞麦
等。云桥村村民委员会联合成都康华社区发展
中心开展保护工作，通过巡护监测、垃圾清理、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水源保护宣教等措施，水
质逐年变好且稳定，监测到的植物种类从 118
种增加到 353 种，野生动物从 140 种增加到
242 种，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美学景观等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不同程度增加。

申报单位：成都康华社区发展中心  
面积：22.54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08 年  

物种丰富度：

242 种

野生动物

353 种

高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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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禽嶂中华穿山甲保护地

乌禽嶂中华穿山甲保护地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
东县，地处广东莲花山 - 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
区北部，拥有珠三角区域罕见的大面积南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经调查发现国内罕见的具有繁
育能力的中华穿山甲种群（62 只），亦记录到
小灵猫、中华鬣羚、平胸龟、紫纹兜兰等珍稀
濒危物种。惠东县自然生态保护促进会与当地
社区合作开展巡护、监测、科普宣教，与森林
公安建立联动机制，有效的保护了中华穿山甲
及其他物种，同时通过促进农产品销售推动社
区的发展。

申报单位：惠东县自然生态保护促进会
推荐单位：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面积：3972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1 年

17 种

兽类

1357 种

植物

公益保护地

陆地和淡水 生态空间

物种丰富度 ：

97 种

鸟类

59 种

两栖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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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和顺蚂蚁森林（华北豹）公益保护地

山西和顺蚂蚁森林（华北豹）公益保护地位于
山西铁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属东亚温带
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和
繁殖地。在当地政府和村委的支持下，猫盟与
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开展保护管理工作，并和
科研单位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及华北豹种群动
态监测，在保护地及周边区域发现了中国最大
的可识别个体的华北豹源种群。保护地的工作
不仅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还涵盖了反盗
猎巡护、人兽冲突补偿和缓解、公众倡导等行
动，有效减轻了华北豹面临的威胁，并显著提
升了公众保护意识。

申报单位：重庆江北飞地猫盟生态科普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县委县政府
面积：26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133 种

鸟类

12 种

兽类

20 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申报单位：江山市雪岭自然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面积：45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1 年

桃花源雪岭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

桃花源雪岭社会公益型自然保护地位于浙江省
衢州市江山市廿八都镇，地处三省交界处，毗
邻省级仙霞岭自然保护区。该区域不仅是武夷
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麂、黄腹角雉等
珍稀物种的重要栖息地。作为全国首个引入民
间地役权模式的自然保护地，雪岭保护地通过
政府与村民签署地役权合同，由桃花源基金会
募集地役权补偿金并设立慈善信托，每年向履
约村民支付生态补偿。保护中心在江山市林业
局指导下，联合多部门构建 " 巡护 - 监测 - 宣
教 " 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同步建立社区共管小
组引导村民参与保护。通过系统性保护实践，
该区域已实现黑麂活动范围显著扩大、绝迹两
年的豪猪种群重新出现，社区生态保护意识显
著提升。

21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神农架太阳坪社会公益保护地

太阳坪保护地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于 2019
年在神农架设立落地，受神农架林业管理局委
托管理着 85 平方公里的森林，森林覆盖率高，
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林麝和金雕等。保护团队通过 5 年的努
力，累计巡护里程超过 38000 公里，消除了保
护地内的盗猎现象；通过持续沟通协调，有效
管理了居民的放牧行为，桑黄、天麻和金钗高
价值中药材采集也大幅度降低。同时，红外相
机监测显示，原来受捕猎威胁最大的林麝的分
布范围已从一个点稳步扩展到全区约 30 平方
公里，五年来未发生火情火警和森林盗伐事件。 
保护地还支持驻地长坊村护渔工作，培育了长
坊护渔队和长坊护渔领导小组；并与神农架国
家公园合作，在相邻 2 个村开展社区共建，提
高太阳坪保护地和神农架国家公园连通性，做
好神农架东部的大保护。

申报单位：神农架太阳坪生态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面积：85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19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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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杭州市萧山区民生通惠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推荐单位：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  
面积：30.466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0 年

“江河荟浙江翠”寺坞岭自然地

“江河荟浙江翠”寺坞岭自然地位于杭州市萧
山区义桥镇，是富春江、钱塘江、浦阳江三江
汇流的核心区域，区域内原有的阔叶林是浙江
丘陵常见的类型，生活着小麂、鼬獾、白鹇、
勺鸡、蛇雕等保护动物。杭州市萧山区民生通
惠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通过竹林生态修复、构建
样地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监测、自然教育等
措施，恢复了阔叶林生态系统，提升了生物多
样性，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的
提升。

物种丰富度：

14 种

兽类

95 种

鸟类

33 种

两栖爬行类

203 种

昆虫

274
维管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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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村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青山村水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位于杭州市余
杭区黄湖镇，是龙坞水库的汇水区及下游流域，
拥有竹林、森林、农田、溪流和湿地等生态系统，
为多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大自然保护
协会（TNC）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万向信
托的支持下建立善水基金，形成市场化、多元
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善水基金流
转水库上游集水区关键林地进行集中管理，并
成立青山乡村志愿者服务中心（后更名为青山
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
测、植被恢复和湿地建设、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垃圾管理、入侵物种管理、宣传教育等保护行
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水源地水质
提升至国家一类水标准，同时通过发展生态旅
游、手工艺等绿色产业，促进社区绿色发展。

申报单位： 杭州市余杭区青山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原青山乡村志愿者服务中心）  

推荐单位：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面积：2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5 年 16 种

哺乳动物

250 种

野生植物

物种丰富度 ：

100 余种

鸟类

15 种

两栖类

21 种

爬行类

200 余种

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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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保护地

陆地和淡水 生态空间

19 种

兽类

251 种

植物

148 余种

鸟类

3 种

两栖爬行类

南仁萨勇保护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
钦县，是滇金丝猴溢出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后的主要栖息地，同时也支持着金钱
豹、狼等多种大型食肉动物种群。1998 年起，
南仁、萨勇小组基于村规民约自发开展保护行
动。2018 年后，在外部机构的支持下，小组
开展系统性的巡护监测，收集整理传统生态智
慧，并探索发展生态旅游、自然体验等可持续
生计。

南仁萨勇滇金丝猴保护地

申报单位：南仁和萨勇村民小组
推荐单位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面积 ：317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 ：2018 年

物种丰富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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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美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

巴美滇金丝猴公益保护地位于云南省迪庆州德
钦县，是滇金丝猴模式标本采集地，以滇金丝
猴为旗舰保护物种，同时保护林麝、狼、亚洲
黑熊为代表的滇金丝猴同域分布物种以及云冷
杉林、高山杜鹃林为代表的的森林植被。巴美
塔玖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在政府和云南省绿色
环境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德钦县白马雪
山社区共管协会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开展
了社区参与式巡护、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监
测、垃圾治理和社区能力建设等保护行动，建
立了巡护监测体系，增强了村民的保护意识。

申报单位：巴美塔玖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推荐单位：德钦县白马雪山社区共管协会  
面积：65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53 种

鸟类

29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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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芒市芒杏河自然生态保护协会
推荐单位：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面积：16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8 年

物种丰富度：

235 种

鸟类

61 种

哺乳动物

云南芒市芒杏河中缅灰叶猴公益保护地是国内
中缅灰叶猴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区域内栖息着
国内在单一区域发现的最大中缅灰叶猴种群。
按照“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方针，
以保护中缅灰叶猴栖息地及周边生境为重点，
保护地以当地社区发起成立的芒市芒杏河自然
生态保护协会为治理主体，以政府主导、企业
资助、科研机构支持、公益组织进行资源协调
的形式开展工作。自 2018 年起，各方积极参与，
从本底调查及规划、机构建设、栖息地及周边
社区保护管理（包括食源树种种植、日常巡护、
规范自然教育、社区能源替代、农产品提质增
效等）、科研监测等层面开展工作并取得显著
成效。

云南芒市芒杏河中缅灰叶猴公益保护地

400 种

植物

42 种

两栖类

28 种

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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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典傈僳族乡天行长臂猿社区保护地

苏典傈僳族乡天行长臂猿社区保护地位于云南
省德宏州盈江县，覆盖 4 个长臂猿家庭群所
在家域，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天行长臂猿和社区
生产生活用地最接近的分布区，区域也支持着
蜂猴、巨松鼠、椰子狸等其他珍稀濒危物种生
存。云山保护与当地社区共同协作，运作生态
公共事务基金，开展栖息地恢复、绳桥搭建和
社区赋能等保护管理工作，有效提升了栖息
地质量和社区保护意识，长臂猿栖息地连通
性得到改善，社区成员积极参与保护行动。 

申报单位：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研究中心  

推荐单位：深圳市质兰公益基金会  
面积： 截止 2024 年 12 月社区保护地面积约 200

公顷（更多社区保护地面积持续纳入）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1 年  

物种丰富度：

70 余种

鸟类

20 余种

兽类

28 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申报单位： 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    
推荐单位：深圳市质兰公益基金会  
面积：412.5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1980 年 

广西渠楠社区保护地位于崇左市扶绥县，属典
型喀斯特岩溶地貌，石山上仍存有相对完整的
岩溶地区亚热带季雨林生态系统，记录有白头
叶猴、猕猴、蟒蛇、果子狸、林麝、白鹇等珍
稀物种。2014 年渠楠成立社区保护地管理小组，
采取“自建、自筹、自管、自受益”为主的方
式进行管理，通过制定管理计划、社区基础调
查、日常巡护、监测及监督、能力建设、开展
自然教育等措施，有效保护了白头叶猴及其栖
息地，盗猎盗采等现象基本杜绝，同时社区通
过自然教育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自我治理和管
理的能力。

广西渠楠社区保护地多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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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黑山保护地

孟连黑山保护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勐马
镇，毗邻缅甸边境，该区域面积广阔，地形复
杂，拥有热带季雨林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等
原始森林，栖息着大灵猫、黄喉貂、亚洲黑熊
等珍稀物种。保护地以孟连腊福、贺吉社区为
主，普洱市火塘文化社联合多家社会组织支持
管理、协调，通过红外相机监测、社区巡护监测、
社区生态产品推广、传统生态文化传承等行动，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持，维护了社
区的生计和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申报单位：普洱市火塘文化社  
推荐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面积：60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34 种

鸟类

15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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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丰富度：

81 种

鸟类

申报单位：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港镇人民政府
                       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面积：6.09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7 年  

云南芒坝“鹦鹉寨”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思茅港
镇，是古老的布朗族村落，也是国内大紫胸鹦
鹉常年集中成群分布的唯一栖息地。在思茅港
镇人民政府和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
指导帮助下，茨竹林村民委员会和芒坝村民共
同开展保护管理工作，通过制定保护章程和村
规民约、建设大紫胸鹦鹉观测站、移栽榕树和
制作仿生鸟巢等措施，为大紫胸鹦鹉及其他鸟
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同时，当地发展观
鸟旅游并科学监测其影响，带动了村民增收，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云南芒坝“鹦鹉寨”—大紫胸鹦鹉重要栖息地

31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族社区“竜山”自然圣境保护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布朗族社区“竜山”
自然圣境保护案例是布朗族社区传统生态智慧
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生态保护典范，保护了以
热带山地雨林和亚热带西部季风常绿阔叶林为
代表的西双版纳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社区采取
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由传统自组织、村小
组、村委会及村级护林员共同管理和监督自然
圣境，通过恢复传统仪式、划定保护区域、开
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生态茶园建设等措施，有
效维护了生物多样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态
保护意识。

申报单位：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  
推荐单位：
面积：666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1 年

章朗村采用的是样方法和线路调查法，勐冈村、曼佤老
寨只采用了样方法调查法。

物种丰富度：

650 种

章朗村记录植物

220 种

勐冈村记录植物

252 种

曼佤老寨记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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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勐罕镇曼累讷村民委员会曼远村民小组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面积：2.0533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5 年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竜山位于澜沧
江北岸河谷地带，有竜山热带雨林 30.8 亩，其
中保存完整的热带雨林 20.8 亩，拥有泰杧、龙
果、箭毒木、斑果藤、香糯竹、大蒲葵等植物。
曼远村村民小组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应用民族植物学团队的支持下，通过恢复传统
祭祀仪式、开展退化雨林地修复、竜山保护与
修复等措施，有效地保护了竜山的生态系统，
推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曼远村成为了西
双版纳州首批竜山林保护示范单位。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竜山自然圣境保护与修复

物种丰富度：

141 种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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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小区

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小区位于陕西省汉
中市洋县茅坪镇，是秦岭中段南麓生物多样性
非常丰富的区域，紧邻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分布有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丰富的鸟类资源。保
护小区由当地社区成立的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
然保护中心负责管理，通过开展森林和河道巡
护监测、保护区联合专项行动、科研调查、垃
圾管理、设立黑熊肇事补偿基金、宣传教育等
措施，有效遏制了盗猎、盜伐等破坏行为，缓
解了人兽冲突；并通过发展中蜂产业和开展自
然教育工作，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
性循环。

申报单位：洋县茅坪镇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陕西省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面积：29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7 年  

物种丰富度：

42 种

鸟类

15 种

兽类

预测 200-30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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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平武县自然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协会  
推荐单位：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面积：1881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100 种

鸟类

19 种

大中型兽类

平武县福寿自然保护小区位于四川岷山山脉深
处，紧邻大熊猫国家公园老河沟片区和青川唐
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 90%，
分布有大熊猫、川金丝猴、林麝等珍稀动物。
平武县自然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协会在桃花源
基金会和老河沟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巡护
监测、社区环境整治、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社
区能力培训等工作，连续三年监测到大熊猫活
动，有效保护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和栖息地。
同时开发和维护生态体验线路，培训本村生态
导赏员和巡护员，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活
动，提升了社区收入并加大了村民对生态保护
的支持力度。

平武县福寿自然保护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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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牧民为主体的草原生态修复与保护

若尔盖草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
县，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和高寒泥炭沼泽湿地
的重要分布区，也是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若尔盖县麦溪乡草原生态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嘎沙村、查科村和泽修村开展退化
草地恢复、可持续放牧管理、黑颈鹤生境保护、
手工艺发展和宣传教育等保护行动，14000 亩
退化草地得到恢复，黑颈鹤栖息地质量有所提
高，社区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经济收入也得
到了提升。

申报单位：若尔盖县麦溪乡草原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荐单位：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面积：330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0 年

物种丰富度：

232 种

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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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堆龙德庆区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堆龙德庆区林业和草原局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面积：54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1 年

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古荣镇，得益于乃朗寺长久以来的庇
护，保有较为完整且原真的生态系统，是雪豹
的重要栖息地，截止 2024 年底已累计识别出
至少 8 只雪豹成年个体栖息于此。在由政府主
管部门、乃朗寺寺院及当地社区组成的共建共
管委员会的监督与支持下，乃朗生态文化保护
中心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反盗猎巡护、
矿权清退、垃圾管理、自然保护科普宣教等行
动，探索自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替代生计，探
讨人兽冲突、流浪狗等问题的解决方案，逐步
培养社区保护力量，提升社区保护意识，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小区建设。

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

物种丰富度：

52 种

鸟类

15 种

兽类

115 种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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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都昌马影湖社区公益保护地

江西九江都昌马影湖社区公益保护地位于鄱
阳湖北端，紧邻江西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
区，是白鹤、东方白鹳、小天鹅等迁飞候鸟
的补给点和集结地。在地方各级政府、江西省
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心、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以及保护国际基金会（CI）等公益组
织和赛得利等爱心企业的支持和协助下，保
护地成立了马影湖社区共管委员会，指导和
监督保护地的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支
持由周边村民成立的民间保护组织（都昌县
多宝乡马影湖大雁保护协会、都昌县鄱阳湖
候鸟救治医院）作为保护地的监督者，制定
巡护制度，定期开展湿地和候鸟生态巡护与
宣传教育活动；并通过推动社区居民参与人
工湿地建设等乡村水环境治理行动、设立候
鸟书屋、开发自然教育品牌、发展社区替代
生计等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经济和
文化振兴，探索由当地社区主导的基于生态
旅游和自然教育融合的社区生态服务型可持
续发展经济模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申报单位：保护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都昌县多宝乡马影湖大雁保护协会
推荐单位：江西省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心
面积：226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物种丰富度：

123 种

鸟类

照片来源：CI

摄影：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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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石头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地处金
沙江峡谷之中，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传统山地农
耕生态系统，以及与当地生态文化相嵌合的农
业生物多样性。2013 年开始在农民种子网络
的支持下，石头城村通过地方品种的选育、建
立社区种子银行等带领周边社区共保育农家品
种 294 个，提高了粮农遗传资源多样性和气候
变化韧性。保护工作亦推动了社区赋权和妇女
参与。

申报单位：南宁市绿种扶贫服务中心（农民种子网络）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石头城村 
推荐单位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
面积：4796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 ：2013 年

宝山石头城传统山地生态文化农耕系统社区保护地

自然友好农田

陆地和淡水 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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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流域小漕村鸟类栖息地

密云水库流域小漕村鸟类栖息地位于北京市
密云区太师屯镇，临近潮河入库口的农田及
周边部分林地，是东亚 -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
路线的重要停歇地，记录有白鹤、白头鹤、
白枕鹤等重点保护鸟类，具有极高的生物多
样性价值。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指导下，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联合北京市园林绿
化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北京市林业碳汇与
国际合作事务中心）、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
研究院、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北京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
会、四川省绿化基金会、小漕村村民委员会等
多方联合治理，通过社区共建栖息地（包括
生态种植、改变种植结构等）、生物多样性
监测、设置生态巡护岗位、开展村民爱鸟护
鸟培训、建立公益观鸟棚等措施，实现鸟类
栖息地可持续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共赢路径。 

申报单位：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北京市园林绿化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北京市林业碳汇与国际合作事务中心）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小漕村村民委员会

推荐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面积：16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3 年

物种丰富度：

197 种

鸟类

摄影：宋会强

摄影：宋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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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乡位于香港北区，拥有 900 多年农业历史，
其连片的淡水农地是重要的低海拔淡水湿地生
态区，生物多样性价值高，自 2005 年起每周
开展鸟类监测，鸟种数由 220 种上升至 322 种，
记录有黄胸鹀、小葵花凤头鹦鹉、黑脸琵鹭等
15 种濒危物种。香港观鸟会和长春社在乡郊保
育基金的支持下，采用开辟荒废农田、发展生
态友善农业 ( 如禁用农药、采用生境镶嵌设计、
保留稻米作为补充食源等 ) 的方式提升淡水湿
地面积和生态容量，满足多种生物的生境需求。

河上乡自然保育管理计划

物种丰富度：

322 种

鸟类
申报单位：香港观鸟会、长春社
面积：8.99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05 年

10 种

两栖类

41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园区具有农田、森林、湿地多样的生态系统，
为鸟类、蝴蝶、两栖类、鱼类、昆虫、野生花
草及水草等本土野生动植物营造了优良、稳态
的栖息地，并于 2020 年记录到极危物种低斑
蜻可能在此繁殖。在多方的监督和支持下，小
毛驴市民农园持续开展了生态池塘建设、禁用
农药化肥除草剂、垃圾分类与堆肥等系列保护
措施，是集有机农业、生态教育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于一体的生动实践。

申报单位：北京小毛驴辉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面积：15.3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08 年  500 多种

野生动物（含昆虫）

物种丰富度：

300 多种

野生花草

20 种

乡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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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昆山悦丰岛有机农副产品基地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面积：40.3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0 年

悦丰岛有机农场位于江苏省昆山市阳澄湖畔，
处在中国城市化密集区域的核心地带，是长三
角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示范农场，融合农田、
湿地、城镇等复合生态系统，吸引了环颈雉、
斑嘴鸭、凤头潜鸭等多种珍稀鸟类、两栖爬行
动物于此栖息。昆山悦丰岛有机农副产品基地
有限公司采用有机种植、生态沟渠建设、多样
化种植、水稻 - 绿肥轮作、特色种质资源保育（存
有 203 个地方特色老品种）等措施保护生物多
样性。自 2010 年开展保护管理以来，节肢动物、
鸟类、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成功引入
极度濒危物种无斑雨蛙，并通过生态农业与社
区合作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

苏州昆山阳澄湖悦丰岛有机农场

物种丰富度：

103 种

鸟类

6 种

两栖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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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山动物园无斑雨蛙保护农田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租赁农田 23 亩，通过调整农田和耕作方式，
营造多样化的栖息地，保护无斑雨蛙等濒危物
种。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联合当地农民和自
然教育机构，开展农田改造（增加作物多样性、
补植水生作物等）和调整管理方式（减少机械
作业、约束打草活动等），并重引入无斑雨蛙，
同时开展自然教育活动。项目实施以来，农田
景观显著改善，生态系统逐渐丰富，为无斑雨
蛙及其他野生生物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

申报单位：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面积：0.15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4 年  

物种丰富度：

11 种

两栖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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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

陆地和淡水 城镇空间

温榆河公园地处北京市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
界，清河、温榆河两河交汇之处，城市副中心上游，
具有河流、农田、自然草地等多种生境，是水鸟
的重要集群越冬地，稳定分布着大鸨、黄胸鹀等
珍稀濒危鸟类。由北京市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
公室协调相关单位开展分区保护管理，在生态留
野区保留自然植被现状，在生态优先区构造多种
近自然生境，并通过在自然带开展生境修复和再
野化管理，改善了动植物栖息环境，多年来监测
到的鸟类物种数有所提升。

北京温榆河公园 

申报单位 ：北京市水务局 
推荐单位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面积：30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 : 2020 年

物种丰富度：

321 种

鸟类

232 种

植物

7 种

两栖爬行类

32 种

鱼类

155 种

昆虫

5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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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位于上海市浦东
新区，是以人工湿地和人工林地为主体构成的
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以水鸟为主的各种鸟类、
两栖爬行类、小型兽类等。由上海市浦东新区
林业站指导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保护管理，以公民科学方式进行生物多
样性调查监测，并结合日常巡护、分区管理、
生境维护、入侵物种治理等开展生物多样性友
好的养护管理模式，有效促进了鸟类、昆虫等
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并发挥科普教育功能。

金海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申报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林业站
                      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 ：上海市林业总站 
面积：29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6 年

物种丰富度：

82 种

鸟类

7 种

两栖爬行类

2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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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推荐单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面积 ：51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5 年

物种丰富度：

>120 种

鸟类

星愿公园位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南部，包括湖
泊、湿地、树林、草甸等生态系统，为斑嘴鸭、
罗纹鸭、花脸鸭、黑颈䴙䴘等物种提供了重要
栖息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公园设计和运营
过程中，营造近自然生态环境，并尽量减少人
为干扰，为野生动物提供稳定安全的栖息场所。
开展长期鸟类监测和公众自然教育活动，多年
来湖泊水质稳定，鸟类和昆虫多样性提升。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星愿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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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奥体中心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绿化
率 48%，水域面积达 5.9 万平方米，是集林
地、草地、湿地于一体的复合栖息地，具有重
要的生态连通性和生物多样性支持潜力。南京
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华泰公益基金会
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自 2022 年起，
开展公民科学志愿者参与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
测、乡土植物种植和本杰士堆搭建等恢复措
施，并采用近自然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区域
生物多样性，监测到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种类
增加，同时通过科普活动增强了公众的生态保
护意识。

南京奥体中心

申报单位：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华泰公益基金会  
面积：89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2 年 

物种丰富度：

57 种

鸟类

60 种

野生草本植物

4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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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面积：6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01 年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州香格里拉市区北郊 10 公里纳帕海国际重要
湿地北山，园内海拔高差 3200-3400 米，分布
有云南杓兰、黄花杓兰、中甸刺玫等珍稀濒危
植物。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作为国内首个高海
拔地区公益性植物园，在政府部门、基金会和
企业的支持下，自 2001 年起，通过减少放牧、
挖沙采石等人为扰动、人工繁育等方式就地保
护园区植物种群，并开展裸露地表植被恢复，
持续开展科研监测及物种繁育和利用研究，园
区植被逐步恢复，野生动物开始回归，并通过
生态补偿、雇佣社区职工等方式带动当地社区
发展。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自然植被带

物种丰富度：

80 种

鸟类

1040 种

高原高等植物

11 种

两栖爬行类

89 种

访花昆虫

110 种

大型野生真菌

23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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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陆地和淡水 城镇空间

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保留了自然山水风貌，保存了中国东部平
原地区的原生生物多样性，校园内累计记录到
超过 250 种鸟类。基于长期的监测，北京大学
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校园管理部门
和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合作，推动建立国内
高校首个自然保护小区，并制定系列分区管理
计划，将保护小区按保护的优先性依次划分为
生物多样性保育区、重要生物栖息区和园林景
观休憩区 3 个区域，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开
展生物多样性友好的维护管理，保护重要物种
栖息地。

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 

申报单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 
推荐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面积：5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7 年

物种丰富度：

>600 种

高等植物

>250 种

鸟类

11 种

两栖爬行类

26 种

鱼类

摄影：马超

11 种

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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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天河五山校部）位于广东省广
州市天河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草地、湿地等
生态系统。校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记录到包
括褐翅鸦鹃、红隼等在内的鸟类 206 种（占广
州市已记录鸟类的 67%），并有 26 棵古树名木。
华南农业大学总务部负责校园建设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方案，
针对湖泊湿地、草地、树木园、古树名木、其
他栖息地开展定期监测、植被恢复、物种生境
营造、人类活动管控等保护管理措施，并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开设相关课
程，鼓励校内师生和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志愿活动。

华南农业大学（天河五山校部）

申报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推荐单位：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面积：293.8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1984 年  

物种丰富度：

1065 种

植物

206 种

鸟类

摄影：曹恩赫

摄影：莫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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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园区

陆地和淡水 城镇空间

广汽丰田生态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
镇，紧邻广汽丰田工厂区域，生态园按照「林
+ 山 + 水」规划建设，通过引进本土物种、重
构生态，构建多层次的植被结构，营造微型湿
地生境，为不同生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场所。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依托员工志愿者开展生
物多样性监测、植物养护、外来物种清理、科
普宣教活动等保护行动，构建可持续生态系统，
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广汽丰田生态园

申报单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GAC Toyota Motor Co., Ltd.）
面积：7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0 年

物种丰富度：

150 种

植物

42 种

鸟类

9 种

两栖爬行类

74 种

昆虫

52 Potential OECMs in China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苏 6 区自主贡献型生物多
样性保护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境内，为毛乌素沙地腹地，属于荒漠草原带，
广泛分布着沙生、中旱生、盐生和沼泽生非地
带性植被和荒漠草原动物。保护地以黑格兰、
蒙古岩黄芪、细枝岩黄芪、沙葱等植物为重点
保护对象，由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四采
气厂因地制宜开展珍稀植物就地保护和近地保
护，并长期持续开展防风固沙、植被恢复、土
地复垦等生态治理工作，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宣传教育基地，进一步夯实保护机制和全民保
护屏障。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苏 6 区自主贡献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地

申报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推荐单位：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四采气厂
面积：12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2 年

13 种

鸟类

物种丰富度：

48 种

植物

11 种

兽类

1 种

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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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

海洋和沿海 生态空间

北港岛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东北部沿海，
紧邻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红树林、
滩涂湿地、海草床等热带滨海生态系统，记录
有 IUCN 列为易危 (VU) 种的贝克喜盐草，国
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褐翅鸦
鹃、白胸翡翠等鸟类，是中华鲎的重要栖息和
繁衍地。

智渔联合多方开展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调查，
持续积累资源本底数据，并转化开发自然教育
和生态旅游产品，赋能社区常态参与生态保护
和生态旅游服务，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组建村
民巡护队定期开展海岸巡护等，逐步改善无序
赶海行为，还将开展近岸林地和海草移植修复
等工作。社区和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提升，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成为当地可持续
发展探索的新路径。

北港岛滨海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申报单位：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推荐单位：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  
面积：12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3 年 

物种丰富度：

84 种

鸟类

50 种

短尾蟹类

100 种

大型底栖生物

27 种

红树及其伴生植物

4 种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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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县莺歌海新村保护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
自治县莺歌海镇，拥有典型的滨海湿地自然生
态系统，是重要的越冬候鸟栖息地和海龟产卵
场，记录有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多种保护鸟
类，其保存完好的海防林分布有豹猫、海南兔
等珍稀濒危物种。在当地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
支持下，莺歌海新村自然文化保护中心与多家
保护组织合作，自 2020 年起开展生物多样性
和社区本底调查、反盗猎巡护、海龟及其栖息
地保护、社区环境整治、社区能力建设与科普
宣教等行动，社区居民保护意识显著提升，海
岸带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乐东县莺歌海新村保护地

申报单位：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新村自然文化保护中心    
推荐单位：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面积：3600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20 年 

物种丰富度：

82 种

鸟类
4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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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民海岛

海洋和沿海 生态空间

连江四母屿群岛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外
海，属于无居民海岛，是极度濒危物种、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凤头燕鸥和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大凤头燕鸥等鸟类的繁殖地。福建
省观鸟协会自 2019 年起在海岛开展保育工作，
同时协调政府部门开展宣传、巡护、联合执法
等工作，通过生境修复、鸟群社会化招引、鸟
类行为及周边环境监测与巡护、举办保育工作
坊、公众宣教等措施，为凤头燕鸥等鸟类营造
了适宜的栖息及繁殖环境，并成功记录到中华
凤头燕鸥繁殖种群。

基于连江四母屿群岛的燕鸥保育

申报单位：福建省观鸟协会
推荐单位：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
面积：1.68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19 年

2 种

兽类

物种丰富度：

50 种

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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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养殖区

海洋和沿海 农业空间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滨海村的滩涂，作为东亚 -
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的关键枢纽，支持着
中华凤头燕鸥、勺嘴鹬等濒危水鸟的栖息。同
时，也是短文蛤等重要经济贝类的天然分布区，
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来源。青岛市海洋生态
研究会和勺嘴鹬（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
持滨海村采用“捕大放小”以及不伤害其他底
栖生物等传统的可持续贝类采捕方式，以减少
对滩涂生境的扰动和对底栖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为迁飞候鸟保留了宝贵的栖息地和充足的
食物。

江苏如东滨海村潮间带滩涂渔业可持续管理和候鸟栖息地保护

申报单位：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
勺嘴鹬（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滨海村
面积：9333 公顷
保护管理开始年份：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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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案例征集活动完成了对中国潜力 OECMs 的初步探索，入围案例和
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中国 OECMs 的多样性和巨大潜力。未来我们希望
基于案例征集成果，广泛传播潜力 OECMs 的优秀实践，并提高社会各
界对 OECMs 的认识，以鼓励更多非国家主体参与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
护工作中，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案例征集后续

感谢评审专家组的宝贵意见和辛勤工作，
感谢 IUCN OECM 中国专家组的支持。

致谢 

下一步计划 

促进 OECMs 实践经验交流和广泛传播，
提高社会各界对 OECMs 的认知

支持 OECMs 潜力案例发展

持续收集潜力 OECMs 案例，推动建立数据库，
共同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 OECMs 标准与指南

自下而上推动并示范 OECMs 监测机制

推动制定 OECMs 认定和报告相关的政策和机制

提高认知

赋能 

识别 

监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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