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DP/GEF 新疆阿勒泰两河源项目（TOR） 
 

保护区社区共管专家任务书 
一、项目背景 
加强阿尔泰山两河源流域景观保护区有效管理项目（简称阿勒泰项目）是中国湿地保护

体系项目的一部分。项目主要实施区域为阿尔泰山及阿勒泰地区的湿地景观系统，属于欧亚

大陆腹地的阿尔泰山-萨彦岭生态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属于国家规划的必须保

护和持续管理的 25 个关键生态功能区之一，也是环保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

划”中 35 个主要保护区域之一。面积为 733 万公顷（其中阿尔泰山国有林 274 万公顷），占

阿勒泰地区面积 1177 万公顷的 62%，包括 6 个保护区（两河源、布尔根、科克苏、额尔齐

斯河可可托海、金塔斯），保护区总面积 109.23 万公顷。 

由于这一区域存在着栖息地退化、生境丧失和破碎化、过度开发、气候变化等问题，过

度放牧、农业过度发展、水资源超量利用、矿业开采、旅游开发、道路及围栏建设、外来物

种入侵和气候变暖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威胁生态系统，尤其是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健康。 

为了消除或者缓解面临的上述威胁，需要在自治区层面加强法规政策规划和系统性的机

构能力建设。在阿勒泰地区层面加强跨部门协调和跨国协调，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

护的“主流化”。在两河源保护区层面进行湿地恢复示范和开展社区共管共建。 

   社区共管共建是本项目重要的内容。 

 

二、专家任务 

根据新疆 UNDP-GEF 阿勒泰项目文本的设计内容，保护区土地恢复专家工作任务共有以

下 3大类 14 项： 
1、项目实施技术质量保证 

（1）在工作/预算规划、实施、管理和报告活动方面，向项目经理提供战略性技术支持； 

（2）在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中，配合项目办在两河源等保护区开展社区共管、协议保

护和惠益分享等活动，开发社区替代产业，减缓两河源保护区周边社区牧民群众的贫困； 

（3）与其他项目咨询专家合作，协助项目经理，确保及时、高质量的项目产出，并在

不同分包活动和专家咨询领域进行有效协同； 

2、专业技术服务 

（1）收集两河源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和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 

（2）会同两河源保护区管理局在两河源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开展快速乡村评估（PRA

调查），编制《两河源保护区 PRA 调查报告》； 

（3）采取参与式方式，确定示范村（乡）共管委员会，制定共管制度、村（乡）规民

约，编制社区资源管理计划； 

（4）编制社区共管、社区共建、替代生计、协议保护、惠益共享等方面的培训教材，

并在有关培训、研讨会授课； 

（5）指导两河源保护区开展社区联合监测、社区参与管护工作； 

（6）指导两河源保护区开展社区“协议保护”，签订社区牧民保护义务与生态旅游等服

务业权利对等的协议； 

（7）指导两河源保护区在周边社区探讨替代产业途径，规范运作社区保护发展基金； 

3、项目管理服务及附则 

（1）协助项目经理，与项目合作伙伴、捐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的联络工作

中提供社区共管和社区发展咨询服务； 



（2）按季度提交工作进展报告。 

（3）执行项目经理可能要求的其他任务。 

（4）工作期限 2017 年 5 月 10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三、考核指标 
1、社区资源管理计划被两河源保护区周边社区乡镇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乡规民约上墙

展示，以实际推动两河源保护区社区共管体系的建立。 

2、开发了传统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两河源保护区周边社区牧民从事其他产业的人数

和收入稳定增长。 

 

 

四、申请资质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从事社区共管研究 5 年以上； 
3、具有相关社区共管、协议保护或者惠益分享工作经历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