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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居民薪柴消费分析 

黄梦雪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针对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居民的薪柴消费情况以及当地居民薪柴消费的几大主要特点,通过实地调研和

相关资料的收集,在分析我国现有文献对自然保护区居民薪柴消费方面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当地居民薪柴

消费情况的建议,意在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础上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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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自然保护区工作始于 1956 年,截至 2008 年底,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已发展到 2 538 个,面积为 14 894 万 hm2,自然保护

区占辖区面积比重为 15.1%,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越来越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通过保护有典型意义的生态系统类型和自然

环境,以维持物种多样性,保证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自然保

护区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的措施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
。 

在国家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居民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薪柴是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前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节能灶替换、新能源推广方面的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在

对浙江省 4个自然保护区调研得到的数据分析的前提下,分析该区居民薪柴消费的特点。 

2 当地居民薪柴消费的特点 

由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经济较其他地区相对落后,许多农户仍以薪柴为主要生活能源。根据 2010年对浙江省 4个自然保

护区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活能源以薪柴为主,主要用于炊事,辅助炊事能源以电为主;节能灶使用不多,甚至

部分地区没有得到推广;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很少有人使用。 

2.1 薪柴消费的使用去向集中 

由图 1可见,自然保护区的居民在使用薪柴时,主要集中于日常的做饭,其他部分为取暖、洗澡、制作猪食、加工食品用于副

业等方面。由此可见,薪柴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来说十分重要,这关系到该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国家在推广保护自然

保护区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该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实施政策时,要给予当地居民充足的过渡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

激发当地居民的主动性,实现社区共管、居民自治的和谐局面。 

                                                           

收稿日期:2011-03-06 

作者简介:黄梦雪(1989—),女,河北衡水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 



 

 2 

 

2.2 节能灶推广不力,新能源使用不广 

表 1中节能灶能源消耗减少的计算依据于使用后所节省的薪柴量较使用前总量所占的比率。谈及薪柴消费问题,与之相关的

就是节能灶的推广替代问题,节能灶既能达到节能减排、绿色经济的效用,又可以有效缓解自然保护区居民因薪柴采集受限的压

力。通过表 1 数据可以得知,在浙江省调研区域,节能灶的使用比率仅为 66.67%,并未得到全面推广,而节能灶能为当地居民减少

38.11%的能源消耗,这确定了节能灶代替薪柴的必然发展之路。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农村省柴节煤炉灶开始向高效率、低排放、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大部分农村省柴灶灶膛较大,吊火

高度不合理,通过适当降低吊火高度,增加拦火圈等措施,可使省柴灶热效率提高 15%以上;合理设置烟囱高度,既可以增加抽风效

果,提高燃烧效率,又可以减少烟尘排放;生产商品化的半气化生物质炉,可以进一步提高省柴灶的热效率
[2]
。 

通过降低该地区居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改变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保护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自然

保护区居民生活水平等多重目的。 

2.3 薪柴消费观念根深蒂固 

受地域限制,自然保护区交通较外部地区欠发达,教育资源、文化理念相对落后,使得当地居民的薪柴消费观念受传统思想影

响深刻。在走访调研过程中,部分地区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节能灶推广的较好,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节能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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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不佳,当然这也与当地宣传力度不够等方面的因素有关。笔者认为,消费观念的改变离不开当地经济的发展,只有使当地经济

充分参与市场的调节,发展走出去战略,使当地居民的思想受到新时代的熏陶,改变当地居民落后的生产生活观念,才能规划更好

的能源消费生活,节省开支,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3 推广新能源使用的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文化科普知识的宣传 

考虑到当地居民受传统观念思想影响极深,生活习惯难以改变,思想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要想扭转这一局面,不是简单的

做宣传、搞教育就可以解决的,当地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针对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政策,建立长期的、循序渐进的体制,

宣传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并全面普及科普知识,特别是对节能灶及新型能源进行推广。 

3.2 加强节能灶改建在技术经济上的支持 

每一项制度的改革和新型事物的推广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对于相对落后的区域,政府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支

持。在对浙江省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农户使用节能灶(省柴灶)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这说明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

进居民接受新思想,改变生活方式。政府一方面可以积极联系节能灶具生产厂商,为当地居民提供资源,另一方面结合当地财政情

况,对自然保护区居民配合改灶的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助,积极促进当地居民全面使用节能灶具。 

3.3 因地制宜,推广新能源 

开发农村可再生能源,做好农村能源节约,不仅有利于改变农民传统生活能源消费模式,减少农民对商品能源的依赖,而且能

够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
。 

由图 2 可见,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内各能源消费中,薪柴和木炭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农民对薪柴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当

地居民进行经济劳作时受到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薪柴的数量受到限制时。因此,我们要大力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新能源,特别

是推广太阳能、沼气等新型能源,促进当地的发展。 

 



 

 4 

4 结语 

在国家各项促进农村发展、保障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政策背景下,各自然保护区逐渐由传统单一地使用薪

柴、秸秆、木炭等资源向使用节能灶、沼气池、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当然目前当地居民对薪柴的依赖性依然很大,

在不断向着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居民对薪柴的依赖不会在短期内能有很大程

度的降低,建议国家及当地政府继续推广节能柴灶的建设,同时推广新能源建设,作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自然保护区

长远和谐发展、维系民生的措施,坚定不移地实施省柴计划,改变传统落后的能源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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