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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外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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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问题，引入环境容量概念，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社区共管的条件假设，利用边际成本、综合边际效益、社区边际效益，开展了社区共管的短期和

长期外部性分析，求解了综合效益最大化时的环境容量，并从行政管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区

共管角度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目前，该方法已经成功运用到陕西红碱淖保护区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协调问题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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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的作用是确保环保标准和综合排放
标准的正确实施，实现区域内自然资源的保护目标，

并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考虑到自然保护区主

要集中于偏远山区，大多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且

存在一定的居民人口，因而行政管理应强调社区的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使利益主体共担责任、共同参

与协商，改善社区和保护区之间的关系，解决贫困落

后的问题，提高社区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管理机构的

综合管理能力［１］。籍此，人们提出了社区共管方

案，使得社区居民以平等方式参与到保护区规划制

定、利益分享和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协调保护区和社

区之间矛盾，形成一种社区居民和行政部门共同参

与的管理方案［２］，以推动保护区管理工作走上系统

化、可持续、科学化的轨道。

当前，学者们已经普遍认为社区共管是一种能

够兼顾当地居民生存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

模式［３］，它更加适合于压力的开放性资源管理，促

使社区居民承担责任、监督管理工作［４］，并可在社

区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５］。然而管理目标

冲突、法律法规约束、体制弊端、缺乏激励等问题限

制了共管的实施范围及可持续性［６］。为了深入探

讨社区共管的内在机理、影响因素和发展模式，于伯

健［７］对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冲突根源进行了剖析；韦惠兰［８９］则开展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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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视觉的社区共管研究以及经济学视角下社区共

管改进对策的研究；文献［１０］还进一步确定了生态
协作系统管理综合平衡目标的８个重要因素，包括
涉众影响、共识组织方法、协同管理监控、适应性管

理、经济激励措施等；刘霞［１１１２］则将自然保护区社

区共管的实践模式分为５种，并认为社区共管在协
调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应

用上，Ｓａｌｅｑｕｚｚａｍａｎ［１３］提出了孟加拉湾可持续渔业
的社区共管模式；文献［１４］则讨论了两种参与式社
区共管模型；文献［１５］还重点研究了ＣＢＮＲＭ计划，
探讨了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关键因

素。纵观现有文献，研究的重点在于社区共管的基

本概念、思路、初步应用和社区共管的模式上，虽然

有的文献强调了社区的参与，参与的平等性及如何

看待社区内居民的活动以及社区共管的重要性。但

经济学相关的分析十分缺乏，对自然保护区的经济

效益与生态保护状态量之间的研究尚不足，因而所

获得的结果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此本研究参考

文献［５，１６］，引入自然保护区环境容量（ＥＣ：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１７１８］概念（环境容量是指在给定
社区内，大气、水资源、土壤、动植物等环境空间及资

源可承受环境污染的最高限值，超过这个最大容纳

量时，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

坏），为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效益，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应做到即注重保护环境又持续

当地居民福利的目标，积极寻找人类活动和环境容

量之间的最佳值。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自然保护区

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保护

区的环境容量，利用边际成本、综合边际效益、社区

边际效益，进行了社区共管的短期和长期外部性分

析，求解了综合效益最大化时的环境容量，以期对自

然保护区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１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机制假设

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带来巨大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引起了自

然环境的恶化。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的主

要承担者，为维持基本自然环境和生存，不可避免地

将自己的生态资源贡献给周边区域（乃至整个社

会），被迫进行资本投入，开展生态保护建设、生态

资源补偿、污染消除等工作，以恢复保护区的正常功

能，同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摆脱落后贫穷的局面而

进行经济活动。在此前提条件下，协调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驱使综合利益最大化则成为社

区共管的核心任务。下面参照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和全球环境基金会（ＧＥＦ）的社区共管理念
以及分析成果，给出保护区社区共管机制的相关假

设，即：

① 社区共管机制受到保护区法律、共管制度、
排污标准等方面约束（如污染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

要求），是一定自然环境状态下的经济与管理活动；

② 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生态问题在同一社区
内相对一致，在不同社区内存在相对差异；

③ 保护区和社区之间能够实现信息交换，社区
居民拥有了社区内自然资源的相关信息，具备了一

定的环保意识和经济活动的条件；

④ 社区、行政机构的保护管理目标和环境整治
方向一致，均要求在保持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进行自

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⑤ 短期内，社区居民隐性的承担一定的保护成
本，牺牲了社区的发展机会，使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

受到一定损失。

２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效益特征

环境容量的大小与保护区空间、自然要素的特

性、污染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有关。若自然状态下

不存在人类活动、各种自然条件均达到最佳状态时

的环境容量大小为 ＥＣｍａｘ，则 ＥＣｍａｘ实质是给定社区
所能获得环境容量的最大值，在长期内几乎不变化。

以ＥＣ为自变量、以生态效益（ＣＢ：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ｎｅ
ｆｉｔ）为因变量的 ＣＢ曲线为一条从零点出发的递增
曲线见图１。

图１　ＣＢ曲线和ＥＢ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Ｂ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ＥＢｃｕｒｖｅ

　

ＥＣ的增加带来 ＣＢ的提升，但 ＥＣ仅仅是社区
纳污能力的体现，需经过物理／化学过程、生物过程、
心理过程的加工才能转化为 ＣＢ，因而曲线凹向 ＥＣ
轴。在环境容量达到 ＥＣＡ点后曲线趋于平缓，ＥＣＡ
实际为居民对社区内环境容量的满意值，超过 ＥＣＡ
则继续提高ＥＣ所产生的ＣＢ并不明显（如景观用水
只需中水即可达到满意水平，如果提高至生活用水

级别则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并无明显改观），而当 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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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ＥＣｍａｘ时则社区内自然系统的 ＣＢ达到最大。
另外，社区内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

耗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当将社区内所有的自然资

源投入到经济发展时经济效益（ＥＢ）达到最大值。
随着ＥＣ的增大，预留给社区内生态系统的资源总
量增大，而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总量势必减小，如

图１中 ＥＢ曲线所示，从而遏制了经济的发展，ＥＢ
因此逐步递减，当环境容量达到ＥＣｍａｘ时已不存在任
何经济活动，ＥＢ为零。由于 ＥＣｍａｘ难以获取而 ＥＣＡ
容易测定，并且当环境容量超过ＥＣＡ后ＣＢ与ＥＢ均
变化不大，故为便于分析本研究设定 ＥＣｍａｘ＝２ＥＣＡ。
综合生态效益曲线和经济效益曲线，可获得 ＣＢ－
ＥＢ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ＣＢ－ＥＢ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Ｂ－ＥＢｃｕｒｖｅ

　

ＣＢ－ＥＢ曲线实际为生产可能性的边界线，曲
线整体呈下降趋势，曲线中存在一个拐点Ｒ，拐点位
置为社区内居民所满意的环境容量 ＥＣＡ，拐点前居
民对ＥＣ的满意度未达预期，ＥＣ的增加带来 ＣＢ的
稳步增长，此时曲线呈凹形；在拐点后居民对生态环

境的满意度和 ＣＢ均接近饱和，ＣＢ增长变化量小，
ＥＢ则相对明显，呈凸形。在 ＣＢ－ＥＢ曲线上，综合
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是协调 ＥＢ和 ＣＢ在生产可能性
边界上寻找一点，如图曲线上的 Ａ点或 Ｂ点，使得
ＥＢ和ＣＢ的组合最优，而对于边界内的任一点则相
比边界并不占优，如图中曲线内的Ｃ点。

３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外部性分析

参考文献［１６］，本研究采用综合边际效益
（ＭＳＢ）表示单位ＥＣ增加所引起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总和的增加量，体现为 ＥＣ带来的综合外部效
应；采用社区边际效益（ＭＣＢ）表示单位 ＥＣ增加所
带来的社区居民效益量，在短期内它体现为 ＥＣ增
加给社区居民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在长期内体现为

正外部性；采用边际成本（ＭＣ）表示单位ＥＣ增加所
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成本。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自净

能力，因而环境保护成本不同于普通的商品生产成

本，在随着自然环境逐步改善、ＥＣ逐步增强的过程
中，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愈来愈强，并通过自我调节

吸纳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部分负面生态影响，进而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保护区的生态功能，更加快速

地消减了成本投入，故而 ＭＣ的导数呈现线性下降
趋势，而当ＥＣ超过ＥＣＡ形成较大纳污能力时，自净
能力变化甚微，保护成本将逐步趋向定值。

３．１　社区共管短期外部性分析
在短期内，ＭＳＢ和 ＭＣＢ的绝对值呈递减趋势，

满足约束为：

① 在ＥＣ为零、保护区丧失其自然功能时，一单
位量ＥＣ增加（恢复）所需要成本量很大，超过了综
合边际效益，故Ｌ点在Ｍ点之上；

② 短期内，人们着眼于“所见即所得”的利益，
迫切的期望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来获取经济的发

展，而将生态保护放置在次要地位，因此 ＥＣ增加量
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在图３中表现为ＭＣＢ到
原点的距离ＯＮ要大于ＭＳＢ到原点的距离ＯＭ（Ｎ＞
Ｍ＞０）；

③ 在ＥＣ达到ＥＣＡ时，ＥＣ增加给社区居民带来
的外部效应达到最小，并不再变化，此刻ＭＣＢ为零；

④ 在Ｏ点，ＥＣ为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刚开
始建设，增加一单位的 ＥＣ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成
本实际为综合效益增加量和社区居民为开展自然环

境保护所引起的效益变化量之和，故 Ｌ＝Ｍ＋Ｎ。在
上述约束下，社区共管的最佳运营效果便是除去总

成本后，综合效益增加量与社区居民效益减少量的

差最大，在图３中表现为区域 ＭＧＥＯ面积减去区域
ＬＦＥＯ面积与区域ＮＤＥＯ面积之和。

图３　社区共管短期外部性
Ｆｉｇ．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按照约束关系，设 ＭＣ、ＭＳＢ、ＭＣＢ满足的函数
关系为：ＭＣ＝ａ×（ＥＣ－ｂ）２，ＭＳＢ＝ｃ×ＥＣ＋ｄ，
ＭＣＢ＝ｅ×ＥＣ＋ｆ，将点（０，Ｌ）、（０，Ｍ）、（０，Ｎ）、
（ＥＣｍａｘ，０）、（ＥＣＡ，０）代入后则分别为：Ｍ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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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社区共管长期外部性
Ｆｉｇ．４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ＥＣ－ＥＣｍａｘ）
２，ＭＳＢ＝ －ＭＥＣｍａｘ

×ＥＣ＋Ｍ，

ＭＣＢ＝ Ｎ
ＥＣＡ

×ＥＣ－Ｎ，其中 Ｌ＞Ｍ＞Ｎ＞０。设０
!

ｘ
!

ＥＣＡ为某一环境容量状态，则区域 ＭＧＥＯ面积

ＳＭＧＥＯ ＝∫
ｘ

０
（
－Ｍ
ＥＣｍａｘ

×ＥＣ＋Ｍ）ｄ（ＥＣ），区域ＬＦＥＯ面

积ＳＬＦＥＯ ＝∫
ｘ

０
［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ＥＣ－ＥＣｍａｘ）
２］ｄ（ＥＣ），

区域 ＮＤＥＯ面积 ＳＮＤＥＯ ＝∫
ｘ

０
［０－（ＮＥＣＡ

×ＥＣ－

Ｎ）］ｄ（ＥＣ），令ＦＳ（ｘ）＝ＳＭＧＥＯ －ＳＬＦＥＯ －ＳＮＤＥＯ则：

ＦＳ（ｘ）＝（
－Ｍ
２ＥＣｍａｘ

ｘ２＋Ｍｘ）－

Ｌ
３（ＥＣｍａｘ）

２（ｘ－ＥＣｍａｘ）
３－（－Ｎ２ＥＣＡ

ｘ２＋Ｎｘ）

代入ＥＣｍａｘ＝２ＥＣＡ、Ｌ＝Ｍ＋Ｎ，Ｌ＞Ｍ＞Ｎ＞
０并求导得：

Ｆ′Ｓ（ｘ）＝－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２＋Ｌ＋３ＮＥＣｍａｘ

ｘ－２Ｎ，

Ｆ″Ｓ（ｘ）＝－
２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Ｌ＋３Ｎ
ＥＣｍａｘ

。

令 Ｆ′Ｓ（ｘ） ＝０，解得：Ｘ
０
Ｓ ＝

Ｌ＋３Ｎ
２Ｌ ＥＣｍａｘ ＋

Ｍ２＋８Ｎ槡
２

２Ｌ ＥＣｍａｘ， Ｘ１Ｓ ＝ Ｌ＋３Ｎ
２Ｌ ＥＣｍａｘ －

Ｍ２＋８Ｎ槡
２

２Ｌ ＥＣｍａｘ。Ｘ
０
Ｓ ＞ ＥＣＡ 舍去，Ｆ

″
Ｓ（Ｘ

１
Ｓ） ＝

Ｍ２＋８Ｎ槡
２

ＥＣｍａｘ
＞０故在Ｘ１Ｓ处取最小值，亦舍去。求边

界 点 ＦＳ（０） ＝ Ｌ
３ＥＣｍａｘ， ＦＳ（ＥＣＳ） ＝

Ｌ＋９Ｍ－６Ｎ
２４ ＥＣｍａｘ。

设ＥＣＡ ＜ｘ!ＥＣｍａｘ的某一环境容量状态，此时

社区居民总效益的增加量为定值
Ｎ
２ＥＣＡ，故得到与

ＦＳ（ｘ）相对应的 ＧＳ（ｘ） ＝（
－Ｍ
２ＥＣｍａｘ

ｘ２ ＋Ｍｘ）－

Ｌ
３（ＥＣｍａｘ）

２（ｘ－ＥＣｍａｘ）
３ ＋Ｎ２ＥＣＡ。代入 ＥＣｍａｘ ＝

２ＥＣＡ，Ｌ＝Ｍ＋Ｎ，Ｌ＞Ｍ ＞Ｎ＞０并求导得：

Ｇ′Ｓ（ｘ）＝－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２＋Ｌ＋ＮＥＣｍａｘ

ｘ－Ｎ，Ｇ″Ｓ（ｘ）＝

－ ２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Ｌ＋Ｎ
ＥＣｍａｘ

。

令Ｇ′Ｓ（ｘ）＝０，解得：Ｘ
２
Ｓ＝ＥＣｍａｘ＞ＥＣＡ，Ｘ

３
Ｓ＝

Ｎ
ＬＥＣｍａｘ ＜ＥＣＡ，由于 Ｇ″Ｓ（Ｘ

２
Ｓ） ＝－

Ｍ
ＥＣｍａｘ

＜０，

Ｇ″Ｓ（Ｘ
３
Ｓ） ＝

Ｍ
ＥＣｍａｘ

＞ ０，故在 Ｘ２Ｓ 处 取 最 大 值

ＧＳ（Ｘ
２
Ｓ）＝

２Ｍ＋Ｎ
４ ＥＣｍａｘ。比较 ＧＳ（Ｘ

２
Ｓ）、ＦＳ（０）

得：ＧＳ（Ｘ
２
Ｓ）＞ＦＳ（ＥＣＡ），比较 ＧＳ（Ｘ

２
Ｓ）、ＦＳ（ＥＣＡ）

发现，若使得ＧＳ（Ｘ
２
Ｓ）＜ＦＳ（ＥＣＡ）则要求Ｌ＞３Ｍ，

但其与Ｌ＝Ｍ＋Ｎ、Ｌ＞Ｍ＞Ｎ＞０矛盾，故ＧＳ（Ｘ
２
Ｓ）

为最大值。

３．２　社区共管长期外部性分析
从长期角度看的约束与短期大致相同，保护区

内的社区经济效益也是依靠于自然环境容量，ＥＣ的
增加给社区居民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因此ＭＣＢ体现
为单位ＥＣ增加所带来的社区居民效益增加量，且
呈递减趋势。社区共管模式下，行政机构期望通过

在提高社区内居民受益、改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利

用社区参与保护区建设和维持的共管特征，间接地

提高保护区在生态保护上的投入，因此 ＥＣ增加量
的社会正外部性小于社区正外部性，Ｎ＞Ｍ＞０。在
上述约束下，社区共管的最佳运营效果便是除去总

成本后，综合效益增加量与社区居民效益增加量之

和最大，在图 ３中表现为区域 ＭＧＥＯ面积与区域
ＮＤＥＯ面积之和减去区域ＬＦＥＯ面积。

按照约束关系，设０
!

ｘ
!

ＥＣＡ为某一环境容量状
态，类似短期情况下的分析，记 ＦＬ（ｘ）＝ＳＭＧＥＯ ＋
ＳＮＤＥＯ－ＳＬＦＥＯ则：

ＦＬ（ｘ）＝（
－Ｍ
２ＥＣｍａｘ

ｘ２＋Ｍｘ）＋（－Ｎ２ＥＣＡ
ｘ２＋Ｎｘ）－

Ｌ
３（ＥＣｍａｘ）

２（ｘ－ＥＣｍａｘ）
３。

代入ＥＣｍａｘ＝２ＥＣＡ，Ｌ＝Ｍ＋Ｎ，Ｌ＞Ｎ＞Ｍ＞
０并求导得：

Ｆ′Ｌ（ｘ）＝－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２＋２Ｌ－Ｍ－２ＮＥＣｍａｘ

ｘ，

Ｆ″Ｌ（ｘ）＝－
２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２Ｌ－Ｍ－２Ｎ
ＥＣ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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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Ｆ′Ｌ（ｘ）＝０，解得：Ｘ
０
Ｌ ＝（１－

Ｎ
Ｌ）ＥＣｍａｘ ＝

Ｍ
ＬＥＣｍａｘ＜ＥＣＡ，Ｘ

１
Ｌ ＝０舍去，Ｆ

″
Ｌ（Ｘ

０
Ｌ）＝

－Ｍ
ＥＣｍａｘ

＜０

，故在 Ｘ０Ｌ 处求得 ＦＬ（ｘ）最大值为 ＦＬ（Ｘ
０
Ｌ） ＝

ＥＣｍａｘ
６Ｌ２
（３Ｍ３＋６Ｍ２Ｎ＋２Ｎ３＋６Ｎ２Ｍ）。

设ｘ为（ＥＣＡ，ＥＣｍａｘ］范围内的某一环境容量状
态值，此时社区居民总效益的减少量为定值

Ｎ
２ＥＣＡ，并可得到与 ＦＬ（ｘ）相对应的 ＧＬ（ｘ） ＝

（
－Ｍ
２ＥＣｍａｘ

ｘ２ ＋Ｍｘ） － Ｌ
３（ＥＣｍａｘ）

２ （ｘ－ＥＣｍａｘ）
３ －

Ｎ
２ＥＣＡ，代入ＥＣｍａｘ＝２ＥＣＡ，Ｌ＝Ｍ＋Ｎ，Ｌ＞Ｎ＞Ｍ＞

０，并求导得：Ｇ′Ｌ（ｘ）＝－
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２＋Ｌ＋ＮＥＣｍａｘ

ｘ－Ｎ，

Ｇ″Ｌ（ｘ）＝－
２Ｌ

（ＥＣｍａｘ）
２ｘ－

Ｌ＋Ｎ
ＥＣｍａｘ

。

令Ｇ′Ｌ（ｘ）＝０，解得：Ｘ
２
Ｌ＝ＥＣｍａｘ＞ＥＣＡ，Ｘ

３
Ｌ＝

Ｎ
ＬＥＣｍａｘ＞ＥＣＡ，Ｇ

″
Ｌ（Ｘ

２
Ｌ）＝－

Ｍ
ＥＣｍａｘ

＜０，Ｇ″Ｌ（Ｘ
３
Ｌ）＝

Ｍ
ＥＣｍａｘ

＞ ０，故在 Ｘ２Ｌ 处取 最 大 值 ＧＬ（Ｘ
２
Ｌ） ＝

２Ｍ－Ｎ
４ ＥＣｍａｘ。 由 于 ＦＬ（Ｘ

０
Ｌ） － ＧＬ（Ｘ

２
Ｌ） ＝

７Ｎ３＋３Ｍ２Ｎ＋１２Ｎ２Ｍ
１２Ｌ２

ＥＣｍａｘ＞０，故短期内在 Ｘ
０
Ｌ处

取 最 大 值， 最 大 值 为 ＦＬ（Ｘ
０
Ｌ） ＝

３Ｍ３＋６Ｍ２Ｎ＋２Ｎ３＋６Ｎ２Ｍ
６Ｌ２

ＥＣｍａｘ。

４　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

短期内，社区共管在Ｘ２Ｓ ＝ＥＣｍａｘ处获得效益最

大值，虽然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要使保护区 ＥＣ达
到最大值ＥＣｍａｘ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是笔者看到
在ＥＣ从ＥＣＡ变化至ＥＣｍａｘ的过程中，综合效益均体
现为逐步递增的正外部性，且存在大于 ＦＳ（０）和
ＦＳ（ＥＣＡ）的环境容量状态，这说明在短期视角下，
社区共管要想达到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状态应最大限

度地提高ＥＣ。为此，应确保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
加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容纳程度，改进保护区管

理方法和生态环境治理技能。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

和可持续性创收活动两者的结合，优化社区及整个

保护区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绿色养殖业、绿色旅游

业，以及手工艺品制作和土特产开发销售等微污染

产业，开展技术培训和绿色技术的开发利用，使自然

保护区内科技资源在生产要素中起主导作用，加大

科技资源的投入，规范社区生产行为，增强社区内自

然环境的保护能力，变资源消耗型为持续利用型，减

少人类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同时，在管理部门

和社区之间建立定期的交流和互访制度，及时获得

环境容量和社区经济效益情况变化状况，并通过监

测评估等手段来确保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社区对自

然环境保护的压力。

长期内，社区共管在 Ｘ０Ｌ ＝Ｍ×ＥＣｍａｘ／Ｌ＜ＥＣＡ
处获得效益最大值，然而 ＥＣ仍未达到让社区居民
满意的值ＥＣＡ，这充分说明了在长远利益上实现综
合效益最大化时并不需要达到ＥＣＡ这种环境容量最
佳状态，只要总体值接近即可。为此必须提高 Ｍ
值，使得Ｘ０Ｌ将逼近ＥＣＡ，这样就能满足综合效益和
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 Ｌ＝Ｍ＋Ｎ、
Ｌ＞Ｎ＞Ｍ＞０的限定条件下，取极限得综合效益最
大值为１７Ｌ×ＥＣｍａｘ／４８，这说明 ＥＣ为０时，期初成
本投入越多，所带来的长期总体效益越大。然而，当

前的社区共管将主要任务放在了保护区的经济开发

建设上，并未充分重视对自然环境保护成本的投入，

保护区内资金匮乏、人力资源不足、专业知识缺乏等

问题的存在，无法将 ＥＣ提升至接近 Ｘ０Ｌ位置，进而
无法达到Ｍ值，不能同时实现社区的综合经济效益
和居民的切身利益最大化，影响了保护区总外部性

的最优化。因此应充分利用社区共管这种新型资源

管理制度、改变资源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使社区居民

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方案的制定中来，共同制

定统一的自然环境保护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使得自

然环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逐步向环境容量

最佳状态Ｘ０Ｌ迈进。同时应拓宽筹集资金渠道，积极
争取国家、省厅、市局拨款以及吸引 ＧＥＦ等国际组
织、民间、个人捐赠和援助，加大起初成本投入量，提

高综合效益，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开展自然环境保

护，建立符合当地社区基本情况的主导产业和经济体

系，深入分析保护区的自我恢复规律，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资源保障率。

５　结　论

社区共管为自然保护区提供了一种社区居民参

与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资源管理模式，是加强保护区

的保护、发展社区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统一保

护区的责权利的有效途径。本文首先引入保护区的

环境容量概念，在分析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环境容

量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开展了社区共管的短期

和长期外部性分析，求解了综合效益最大化时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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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有效地解决了相

关研究经济学分析缺乏，自然保护区经济效益与生

态保护状态量之间研究不足的问题。目前该分析方

法已经成功运用到陕西红碱淖保护区，建立了具有

多样性、稀有性、代表性、自然性、面积适宜性、生存

威胁等６项指标的生态评价体系，较好的配合了保
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分析工作，并确立了

提高环境容量的主体地位，即保护水生生物及其栖

息地，为遗鸥等珍稀鸟类的繁衍栖息创造良好生态

环境，促进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的恢复，与社区

居民共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加大自然环境保

护方面的成本投入，协调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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