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应对变化的适应
能力，促进山区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

国际山地中心的使命与愿景

愿景与使命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以下简称“国际山地

中心”）的愿景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人民生活

改善、生态环境优美；其使命是促进知识创新与区域合

作，改善山区生计，促进社会公平，增强山地社会可持

续发展能力，并推动山区可持续发展。

通过知识集成与创新为成员国服务

国际山地中心通过开发与分享数据、信息及知识，提高

各成员国及其民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合作，用

综合和创新的手段解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

问题，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为各成员国政府提供

决策支持，用科学知识指导自然资源管理和社会经济

发展工作。国际山地中心努力为该地区的决策者、专家

和管理人员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以便探讨和交流山区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有关问题。同时，国际山地中心努力

将国际上的相关知识转化成可利用于兴都库什-喜马拉

雅地区的知识和方法，在全球舞台上强调本地区的利益

并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国际山地中心视知识分享为灵

感、创新和追求真理的源泉，希望通过知识分享为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出更好的、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

政策与策略， 提高山地生态系统和山区社会可持续发

展能力，增强山区人民对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及环境

变化的认识和适应能力，帮助其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

挑战。

近年来，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山区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适应机制面
临着人口增长、人口迁徙、 城镇化和气候变化等
新的挑战。大面积冰川消失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变
化使该地区作为下游1.3亿人口水源地的地位受到
威胁。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有4个分布在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该地区森林、湿地、草
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的日益退化对该地区人民的生
活和生物多样性资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各国政
府、发展援助机构与科学工作者面临着一项紧迫
的任务：努力找出适宜的适应与应对机制，使该
地区各国人民能够积极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抓
住新的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30

T H R E E  D E C A D E S



注重项目实施对山
区发展的实际影响

国际山地中心通过6个跨学科的区域性项目

群来实现其影响，贯穿于这6大项目群的

是中心的4个主要专题领域：社区生计、生

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与大气以及地理信息

技术，这4个主题领域是国际山地中心因

应本区域山区发展需求而构建的核心竞争

力所在。同时，中心还有杰出的知识管理

与传播策略。该策略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信

息收集，促进各级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

决策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国际山地中心

采用综合、系统的方法，保证中心在提出

的发展建议中充分考虑并相互协调经济发

展、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等各种因素。中

心特别强调通过学科合作、区域合作以及

科学、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联动来推动山区

发展。

国际山地中心通过区域性项目群检验、展

示和监测山区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方

法，摸索跨境、跨流域合作模式，探讨冰

冻圈和气候变化适应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

题，建立区域性信息和数据平台，提高区

域内山区社会积极发展的能力。这些项目

主要有：

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项目

项目为山区适应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提出针

对生计改善行之有效的对策，帮助有关政府完

善政策措施，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项目

收集、整理本地区的社区自适应变化的本土知

识，为有计划的适应策略提供科学支撑。通过

该项目，国际山地中心与项目伙伴将合作推动

山区生计创新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支持开

发高附加值的山区产品，完善价值链，促进生

态旅游等），提高山区各族人民应对挑战的能

力。

跨境保护与发展项目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自然景观及社会文化

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而各生态系统、动植物生

境、河流上下游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又相

互联系。利用景观方法以生态系统而非行政边

界为基础开展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

能够有效解决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草

地、农业系统、森林和湿地等的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问题。该方法以人为中心，强调传统方法

与价值系统的重要性，将传统知识的发掘与

利用作为包容、可持续及平等发展的前提。

国际山地中心与其合作伙伴共同确定了7个重

点区域和领域开展跨境合作项目。这些项目的

实施将有效推进区域合作，促进项目区重要自

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高现存保护区

之间的联结度。中心还与其合作伙伴探讨开展

REDD+等创新性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和生态功能

有偿支付等活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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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transboundary complexes

 1  Wakhan
 2  Karakoram
 3  Kailash
 4  Everest
 5  Kangchenjunga
 6  Brahmaputra - Salween
 7  Cherapunjee Chittagong

Transboundary landscapes and transects



跨界流域管理项目

改善山区水资源管理对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

地区及其下游地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国际山地中心采用流域管理方法推动区域

合作和国际河流的管理。流域管理方法能够较

好地平衡河流系统的现有自然功能以及人类社

会日常生活、工业发展、旅游活动、自然资源

管理活动及农业等对水资源的需求。该项目群

着眼于通过学科整合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冰

冻圈动态变化、水文及水资源储量、气象灾害

管理、社区脆弱性及适应性等方面的问题；项

目重视对河流上下游关系及自然资源与生计关

系的研究。旨在通过项目研究，提高我们对未

来可利用水资源的预测精度，加深水资源变化

对人类影响的认识，提高对流域及社区层次适

应性水资源管理的能力。

冰冻圈与大气项目

该项目的核心内容是气候变化对冰川融化及大

气过程的影响，以及对水资源量与山区人民生

活质量的作用。项目将着眼于冰川湖泊、雪

被、冰川分布、冰川动态平衡及大气污染（包

括黑炭）等对冰冻圈和大气进行长期监测。项

目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该地区冰冻圈和大气过程

的理论认识，监测其正在经历的变化，探讨这

些变化对山区和下游地区的影响。国际山地中

心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加强该领域的区域合

作，提高该地区对冰冻圈和大气过程的监测能

力，推动有关国家制定缓解大气污染的政策和

措施。

山地环境区域信息系统项目
本项目的目标是通过长期监测、数据库开发和

知识传播等为该地区生计改善和生态系统管理

等项目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撑。该信息系统涵盖

冰冻圈、气象和水文参数、大气污染、生态和

气候变化、土地利用与覆被现状及变化趋势、

生物多样性、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变化等，有

关数据将通过遥感、空间分析和野外工作获

得。国际山地中心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使该系

统的数据等得到山地社区、区域伙伴和国际社

会等的广泛使用。

喜马拉雅大学联盟（新兴区域项目）

喜马拉雅大学联盟（HUC）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由大学、国际山地中心和区域伙伴单位组成的

教育与知识传播伙伴网络，以促进山地发展的

研究与学习。国际山地中心及有关大学将同心

协力，通过开展联合研究和知识管理等活动加

强该地区山地发展能力建设，帮助该地区的大

学和有关单位提高机构能力。希望通过项目的

实施，各大学和教育单位能够采纳针对山区发

展的教育大纲，培养出更多的能够应对山区发

展所面临的新挑战的学生。



Downstream river basins

Hindu Kush Himalay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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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成立于1983年，为

一区域性的政府间知识创新、集成与传播机构，成员

国为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8个国家，包括阿富

汗、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和

巴基斯坦，同时也为全球山地社会提供服务。中心作

为知识开发与学习中心，致力于提高公众对兴都库

什-喜马拉雅地区山地生态系统的认识，保护该山地

生态系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中心在该地区的长期存

在及其核心竞争力使其能够为应对本地区面对的挑战

发挥独特的作用。国际山地中心着眼于建立良好的山

地生态系统，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与生计。

管理机构及资金来源

国际山地中心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成员

分别来由自八个成员国的8名理事和7名独立理事组

成。成员国代表理事由成员国政府任命，7名独立理

事则全球择优聘任。7名独立理事和财务委员会组成

的项目顾问委员会，为理事会决策提供支持。国际

山地中心的资金来自成员国和区域外的资金伙伴，他

们为中心提供核心运转经费和长期项目经费，从而保

证中心的长期运作。国际山地中心支持小组（ICIMOD 

Support Group）负责协调中心的资金伙伴，为中心

提供建议和指导，并向理事会报告。

伙伴单位

加强各级伙伴关系是国际山地中心实现其愿景和使命

的关键。中心的伙伴由成员国的不同研究机构和组织

构成。这些机构与专事发展的机构和部门、政策制定

者等有长期而稳定的互动关系。中心还努力同该地区

外的一些国际学术机构、人才培养中心等保持长期的

伙伴关系。国际山地中心视项目资助方为资金伙伴，

因为该地区的发展不仅利在本地区的人民，而且惠及

整个国际社会。

由于其高寒偏远、巨大的冰雪储

量，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被学术

界称为“地球第三极”。作为亚洲

十大主要江河的发源地，该地区也

被称作“亚洲水塔”，是该地区下

游十几亿人生命与生活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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