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过后，云南大山更显郁郁葱
葱。这里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普文镇曼
飞龙村。曼飞龙村还有一个很大的名
号，就是东南亚内陆山地森林恢复与管
理项目示范点。原来，为解决天然林与
次生林退化这一世界生态问题，亚太森
林组织在 2013 年启动了东南亚内陆山
地森林恢复与管理项目，在我国云南和
老挝、缅甸区域建立了多个示范点，曼飞
龙村很荣幸地入选。据了解，目前项目
已进入实地恢复示范的关键阶段。

亚太森林组织成立于 2008 年 9 月，
由中国首倡，美国、澳大利亚响应共同发
起，旨在推动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
和森林可持续管理水平。该组织秘书处
设在北京，向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社会
团体和国际组织开放。作为区域舞台的
新生力量，亚太森林组织在短短的六七
年间，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区
域林业合作机制。

资助示范项目
赢得国际赞誉

亚太森林组织利用辐射效应，带动

区域森林经营理念的更新和可持续经营

水平的提升

与曼飞龙村一起被亚太森林组织选
为示范点的，还有老挝琅勃拉邦省香恩
县、缅甸掸邦瑙丘镇。它们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地处东南亚内陆山地，热带森林
分布广泛，珍稀物种丰富，并且是重要国
际河流的水源涵养地，近年来，随着森林
的退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源涵养
能力下降。

项目活动是亚太森林组织务实合作
的重要体现，也是亚太经济体和国际组
织积极参与的主要载体。成立初期，亚
太森林组织就确定了“立足周边，面向亚
太”的项目地域战略，利用辐射效应，带
动这一区域森林经营理念的更新和可持
续经营水平的提升。以缅甸示范点为
例，项目针对轮歇地，组织农户套种或改
种苹婆、铁刀木、云南石梓等树种。苹婆
树脂经济价值高，铁刀木可肥地，云南石
梓可用作建材。此外，项目特别保护神
林、水源林、坟林、寺庙林等富于传统习
俗的林地。亚太森林组织成立以来，已
资助实施 21 个试点示范项目，总金额超
过 1100万美元，项目活动覆盖亚太地区
21 个经济体，涉及森林恢复、森林资源
经营管理、林业与减贫、跨境生态安全、
城市林业、林业与乡村发展、林业与气候
变化和林业教育等领域。

亚太森林组织还把眼光投向了自然
条件严苛、生态退化压力大、发展阶段相
对落后、森林可持续经营受到制约的中
亚地区，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推动
中亚 5 国、蒙古和中国共同参加的大中
亚地区战略合作机制的建立，促进该区
域森林恢复和生态保护水平的提升，并
向该区域开放能力建设和示范项目。同
时，亚太森林组织也开始尝试在太平洋
岛国实施社区林业和森林可持续经营
项目。

吸引成员参与
影响日益彰显

亚太森林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日

益彰显，成员总数已达 31 个，并建立了

可持续的融资机制

为广泛吸引组织成员参与活动，根
据中、美、澳 3 方于 2008 年达成的关于
亚太森林组织运行的《框架文件》，并依
照国际惯例，亚太森林组织建立了多方
参与、协商一致的沟通机制和公平透明
的议事机制，在发展初期，形成了秘书处

（办事机构）、联络员会议（议事机构）、指
导委员会（政策咨询机构）、项目评估专
家组（技术咨询机构）四机构协同运转的
运行模式。

2010 年，亚太森林组织项目评审专

家组成立，由区域内知名林业专家组成，
为亚太森林组织遴选示范项目提供技术
咨询，并制定了《项目评审专家组议事规
则》。2011 年 9 月，在首届亚太经合组
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中、美、澳 3 方和
亚太经合组织代表正式为亚太森林组织
揭牌。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亚太森林
组织在区域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日益彰
显。目前，亚太地区已有 26 个经济体和
5 个国际组织加入了亚太森林组织，成
员总数已达 31 个。同时，亚太森林组织
与区域内 20 余个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
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提升了国际认
知度。

亚太森林组织不断完善自身的机构
设置、运行模式和制度体系，并建立了
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以首届董事会和理
事会的成立为标志，亚太森林组织从初
期过渡阶段迈进全新的稳步发展阶段。

为支持亚太森林组织的可持续发
展，丰富融资渠道，我国民政部于 2013
年 7 月批准成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
管理组织森林可持续经营专项基金（简
称“亚太森林组织专项基金”）。

开展政策对话
培养后备力量

亚太森林组织将森林恢复与生计发

展有机结合，潜移默化地改变当地民众

的理念

2011 年 9 月，亚太森林组织资助并
承办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首届 APEC林业
部长级会议。2013 年 8 月，在秘鲁召开
的第二届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对亚
太森林组织在促进区域森林可持续经营
方面的积极努力和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肯
定，并写入会议宣言。亚太森林组织依
托 APEC平台努力实现林业部长级会议
机制化，以填补亚太区域林业高级别对
话平台的空白。

“亚太森林组织自成立以来，借助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亚欧会
议 （ASEM） 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
制 （GSM） 等高层平台，推动各经济
体间的林业政策对话与交流，促进林业
改革，提升林业在区域政治、外交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取
得了良好效果。”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
丛说。

2013 年，亚太森林组织建立亚太
地区林业战略规划对话机制，2014 年
创 立 亚 太 地 区 林 业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交

流对话机制，并召开了中亚 5 国、蒙古
和 中 国 共 同 参 加 的 中 亚 地 区 林 业 战
略 合 作 高 级 研 讨 会 。 通 过 不 断 开 拓
创 新 ，亚 太 森 林 组 织 建 立 了 多 层 次 、
多领域、适应区域需求的区域政策对
话 体 系 ，树 立 了 一 定 的 国 际 知 名 度 ，
提升了话语权。

亚太森林组织始终将能力建设作为
组织的 4 大核心业务之一。2010 年 3
月，亚太森林组织启动奖学金项目，资助
亚太地区青年林业工作者在林业院校深
造。目前，奖学金项目已资助 48 名亚太
地区发展中经济体林业部门官员来华攻

读硕士学位。自 2009年起，亚太森林组
织围绕“森林资源管理”和“林业与乡村
发展”两大主题，每年定期举办 2 期培训
班，目前已对来自 22 个经济体的近 250
名林业官员和学者进行了培训。2010
年亚太森林组织成立了亚太地区林业院
校长会议机制，成员包括亚太地区的 39
所林业院校，以促进林业教育发展和院
校交流。

6 年来，亚太森林组织将森林恢复
与生计发展有机结合，潜移默化地改变
当地民众的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
可和肯定，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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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林组织是在 2007 年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五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提出倡议，美国、澳大利亚共
同响应，决定成立的一个旨在推动和
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森林可持续
管理水平的区域性组织。它全称亚太
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简称亚
太森林组织。

2008 年 9 月，亚太森林组织正
式启动，秘书处设在北京，向亚太地
区所有经济体、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
开放。

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但是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因处于经济转
型阶段，正面临着资源减少、森林退
化、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在亚太
地区实现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充
分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不仅有利于

促进区域内的绿色发展，消除以依赖
森林资源维持生计的贫困问题，而且
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和全球范围内减少
碳排放、增加碳吸收，减缓和应对全球
气候变暖问题。

正是顺应了这种国际趋势和区域
需求，亚太森林组织致力于实现以下
目标：

一是为实现 2007 年《悉尼宣言》
确定的“在 2020年之前达到 APEC 区
域内各种类型森林面积增长 2000 万
公顷”的宏伟蓝图作出贡献。

二是通过促进区域内退化森林的
恢复和植树造林，改善森林生态系统
的质量和生产力，增加森林碳储存。

三是通过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
减少毁林和退化及相关的碳排放。

四是协助提高区域内森林的社会
经济效益，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亚太森林组织是什么

○2007 年 9 月 在澳
大利亚悉尼举办的APEC第
十五次领导人会议上，中
国提出倡议，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响
应，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一致同
意，发起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
管理组织。

○2008年9月 亚太森林组织启
动会召开。会议确定组织秘书处设在
北京。

○2010年3月 亚太森林组织首
个示范项目“推动林业政策适合亚太
地区的扶贫战略项目”正式启动。

○2011年 9月 首届 APEC林业

部长级会议召开，通过《北
京宣言》。

○2013 年 7 月 “亚
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森林可
持续经营专项基金”获民政部批准成
立。

○2014 年 9 月 亚太森林组织
举办“中亚地区林业战略合作高级研
讨会”。

○2014年11月 APEC各经济体
加强与亚太森林组织合作写入第二十
一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宣言。

○2015年4月 亚太森林组织首
届董事会暨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亚太森林组织在亚太区域资助实施森

林恢复和可持续经营示范项目——

给内陆山地披新装

4 月 9 日，北京密云水库边的石城
镇石城村迎来了亚太森林组织全体董事
成员。

密云水库是首都北京 2000 万居民
的“大水缸”，石城村地处密云水库一
级保护区。亚太森林组织全体董事成员
远道而来，是为了参加一项启动仪式。
国家林业局局长、亚太森林组织董事会
主席赵树丛告诉记者，北京市作为我国
政治、经济中心以及国际化的大都市，
人均水资源已不足 250 立方米，远低于

国际公认的人均 1000 立方米的缺水警
戒线，是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大城市之
一。密云水库作为北京市的“生命之
水 ”， 承 担 着 北 京 市 60%的 水 资 源 供
应，水库周边的森林对净化水质、涵养
水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
自然条件及人口压力等因素，75%的森
林被界定为“亚健康”，难以发挥其应
有的水源涵养生态功能。正因此，亚太
森林组织资助了“北京密云水库流域退
化林恢复与经营项目”，并正式启动这

一项目。
此次亚太森林组织启动的“北京密

云水库流域退化林恢复与经营项目”，
旨在保护森林生态，将主要开展退化林
经营示范、社区能力建设、集水区森林
经营经验总结推广等活动，以提升森林
水源涵养功能，改善当地民生，保障北
京市用水安全。

启动仪式由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曲
桂林主持，赵树丛说，在亚太区域开展
试点示范项目是实现亚太森林组织目标

的重要手段。针对退化林地恢复、次生
林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缓应对气
候变化等重点领域，亚太森林组织已成
功实施 21 个示范项目，涉及 21 个经济
体。开展“北京密云水库流域退化林恢
复与经营”项目，是践行组织发展目标
的又一项富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启动仪式后，全体董事成员考察密
云水源涵养林保护现状，并在项目点种
植了白皮松和油松。

（秾 言）

让密云水库周边绿起来让密云水库周边绿起来

亚太森林组织在泰国开展森林生态恢复青少年教育活动。 （亚太森林组织供图）

亚太森林组织针对有关经济体的关切和需求，以探
索、总结和推广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经营良好模式和实践为
主线，加强项目活动规划设计，精心筛选，严格管理，努
力打造精品项目。成立以来，亚太森林组织已资助实施
21 个试点示范项目，项目活动覆盖亚太地区 21 个经济
体，项目内容涉及森林恢复、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林业与
减贫、跨境生态安全、城市林业、林业与乡村发展、林业
与气候变化和林业教育等领域。

亚太森林组织资助开展的“基于东南亚大陆跨境生态

安全保护的可持续森林恢复与管理”项目,在中国、老挝

和缅甸选定了 4 个试点，实践多种退化林地恢复模式，通

过改善试点区森林的恢复和经营，减少资源的跨境竞争及

灾害的跨境危害。图为项目组在东南亚山区作可持续森林

恢复战略规划调查。

中国台北山地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示范项目

依托台湾地区的 5 个高山混农试验区，开展了包括气候、植

被等生态因子分析，水土流失监测等一系列活动，缓解了高

山地区林业、农业共同发展的矛盾。图为中国台北山地农

林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示范项目。

亚太森林组织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旨在解开森林生态系

统如何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对地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

难题，亚太森林组织提出并支持中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

亚的科学家共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图为亚太森林组织专

家在云南陇川调查农村竹资源利用。

柬埔寨退化林地恢复项目在磅同和暹粒两省选取了社

区林试点,试验与推广适合当地的方法,帮助当地林业官

员、技术人员和社区居民掌握了森林经营思路与技术,提高

了森林持续提供高品质木材的能力。图为项目工作人员向

柬埔寨居民代表讲解项目整体流程及项目点区域图。

邦加潮岛紧邻曼谷市，森林资源丰富，是为曼谷提供新

鲜空气的“绿色城市之肺”。泰国城市林业示范项目支持当

地建立科教中心，向游客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积极为当

地中小学开设环境课和森林保护活动。图为亚太森林组织

在泰国开展森林生态恢复青少年教育活动。

（亚太森林组织供图）

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