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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中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对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和管理，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系统的管理。但是中俄两国在生态保护法律框架

和政策上仍有差异，因此需要加强法律协调和政策对接，在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上下功夫，

以提升跨境生态保护的整体水平。在兴凯湖国际爱鸟节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成功合作

经验表明，在跨境生态保护中持续深化合作，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促进区域生态安全与可

持续发展，是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

展，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将在法律协调、技术应用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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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in the China-Russia cross-bord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s enables comprehensivemonitoring andmanagement of the ecosys-
tem, achieving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eco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ir legal frameworks and policie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legal coordination and policy
alignment, focusing on data sharing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cross-bord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successful cooperation experiences in the Xingkai
Lake International Birdwatching Festival and the Songhua River water pollution incident
demonstrate that continuously 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cross-bord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drawing on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inevitable trend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Consequently, in the future, with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big data technol-
ogy, China-Russia cross-bord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will achieve greater progress in legal
coordination,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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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在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的应用与法律协调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使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成为全球关注的

重点问题 [1]。跨境生态保护区作为一种全新的保护方式，为跨国合作共同管理和保护位于

国界线两侧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邻国，中俄两国有非常广阔的边界线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开展

跨境生态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对两国生态安全起着重要的保障

作用，对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的豹

地国家公园在联合监测和保护濒危物种的工作中，使生存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还有兴

凯湖自然保护区等几个跨境保护区在合作中所取得的经验，也把跨境生态保护发挥到了提

升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2]。如通过合作，为促进区域

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保护生态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生态监测与管理已普遍采用大数据技术。比如，资源管理数字化、信息化已经在雷公

山保护区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实现。数字技术在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应用趋势也显示，

在提高生态保护效率方面，数字技术的优势十分显著 [3]。然而，对跨国合作构成挑战的是，

中俄在生态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因此，如何加强两国法律协调与合作机

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解决跨界生态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障碍，变

得尤为重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一、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概述

（一）跨境生态保护区的定义与重要性

跨境生态保护区是指设置在两个或多个国家边界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通过跨国合作

来共同管理保护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这种合作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

泛认可，主要是基于其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单靠一个国家难以达到最好的保护效果，而

跨国合作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保护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利于跨境合作的

资源共享和监测管理效率的提高，对区域和平与稳定有促进作用，通过生态合作使各国间

的互信与友好关系得到加强。其意义十分重大 [4] 。

通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卢旺达三国的合作，非洲大湖地区的维龙加国家公园

改善了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同时也推动了生态观光的发展 [5] 。通过 Bosque Montecristo
国际森林保护区的合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实现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
[6]。俄罗斯、挪威和芬兰的帕斯维克—伊纳里跨国公园 (Paswik-Ineri Crossover Park)通过
共同科研和生态监测的方式，展示了保护跨国界生态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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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至关重要，而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和社交媒体数据，进一步提高

管理效率和保护效果的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于这些保护区 [7] 。

（二）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的现状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尤其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长

白山地区，其中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俄跨境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

中俄两国在兴凯湖自然保护区、三江自然保护区、八岔岛自然保护区等这些地区建立

了数个自然保护区，主要目标是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及其栖息的珍稀动植物 [8]。这些地区的

水质和生态环境近年来通过中俄联合监测和治理有所改善，但生态压力仍然很大。

中俄边境另一重要生态保护区——长白山地区。这里既是东北虎、远东豹等珍稀物种

的重要栖息地，也是中俄两国生态协作的模范区，是中俄两国生态合作的中俄双方在这一

区域开展了《中俄界河水资源管理协议》《中俄界河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水域资源保护利用

及再生产领域合作协议》等多项联合监测和研究，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中俄跨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之一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 [9]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覆盖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而豹地国家公园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东

北虎豹地国家公园位于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境内。这两个国家公园通过两国的密切合作，

共同致力于东北虎和远东豹的栖息地保护工作。2010年，中俄两国签署了《跨境保护东北
虎和远东豹合作协议》，标志着中俄两国合作跨境生态保护迈上新台阶 [10] 。

从总体上看，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加强国际

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法律协调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保

护生态系统主要表现为在跨国合作中经常面临法律适用和执法权限冲突的中俄两国在生态

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不尽相同。

（三）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豹地国家公园的法律协调现状

以保护东北虎、远东豹及其栖息地为主要目标的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成立于 2017 年。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豹地国家公园也是为了保护远东豹和它的栖
息地，于 2012年成立。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东北虎和远东豹的生存状态，直观地反映出所处地区的

生态与卫生状况。这些物种的数量在 20世纪急剧减少，原因是栖息地的破碎化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俄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决定在两国边境地区通过保护这些濒

危物种及其生态系统，建立一个跨国界的生态保护区。

两个国家公园在多个层次多渠道的协作下，在两国法律框架内签署了多项协议，为跨

境生态保护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具体内容请见 2010年的“中俄东北虎及远东豹跨境保
护”合作协议和 2019年的《关于虎豹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双
方明确了包括科学研究资料共享技术交流法律协作等在内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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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建立了包括天地空为一体的联合监测系统，对东北虎和远东豹的活动及栖息地状

况进行实时跟踪，定期组织联合巡护行动，对非法捕猎及伐木行为进行清除，以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环境，同时开展了广泛的科研活动和资料的共享，以共同研究和分析的方式

促进保护区管理水平的增强。

目前根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资料可以得知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增长到 50 只
左右，而远东豹的数量也达到有 60只左右，且这两个种群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但由于
双方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栖息地的进一步破碎化以及跨境非法捕猎等问题，因此双方除了

继续深化法律合作外，还必须借助先进技术的运用来促进法律执行和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

以及在生态保护区的管理上向科学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可以期

待今后双方能够以更紧密的合作来共同致力于保护和改善这些受威胁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

地。

二、大数据分析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一）大数据分析技术概述

大数据分析技术是指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集的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对有价值的信

息进行提取的技术 [11] 。它包括可以处理遥感数据、传感器数据、气象数据和生物多样性

数据等大量不同来源的异构数据的数据，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

等多个环节。

在生态保护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1）对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监测和管理，
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2）制定更加有效的保护策略，为生态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3）通过数据共享、联合分析等方式，促进跨区域、跨国界的生态合作，提高生态保
护整体效能。

（二）大数据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生态管理中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对大量的生态资料进行采集与加工处理，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人们进行监

测与保护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具体地讲是运用GPS定位系统与远程感应器技
术在动物身上布下传感器网络；对动物活动数据进行实时的采集与加工分析；在生态系统

保护工作中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运用 GPS 技术详细记录着东北虎和远东豹的迁徙路径栖息地选
择和行为模式等数据，为保护策略的建立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不仅对动物的生存生态习性

有一定的认识和认识，而且对栖息地的恢复与保护有一定的借鉴和借鉴作用 [12] 。

对植物多样性进行监测，目前普遍采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大面积区域植被变化进行实时

监测，并能够识别出物种的分布情况和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利用遥感数据分析森林覆盖的

变化情况，对发现植被破坏和生态退化的地区也有很大的帮助，从而为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53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6卷第 3期

提供有力的支撑。再结合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海量生态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对

植物物种的分布模式和动态变化进行揭示，从而对生态监测的精确性和高效性也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资料挖掘技术帮助从大量的资料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来为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提供了

一种新的途径。通过分析感应器数据和卫星图像资料，研究者可以识别出濒危物种的栖息

地并对其变化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13] 。

使机器学习模型预测生态系统变化趋势的技术手段是通过培训模型进行预测的。具体

地讲是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气候与某些关键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制定出更有效的保

护战略；并且在生态系统监测工作中进行自动分类和识别不同类型的植被与动物；以大大

提高了监测工作的效率与精准性。因此，可以说机器学习技术在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当前与人类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相适应的科技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

维龙加国家公园所在的非洲大湖区域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及时监测，野生动物的迁徙和

栖息地变化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样在亚马逊雨林区域通过卫星遥感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植

被变化进行的长期监测，也发现并遏制了非法砍伐行为，为保护这一重要的全球性生态系

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好评。

此外，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内还利用无人机以及机器学习技术进行大型动物活

动的监测与分析。高解析度的影像透过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析与解读时能够精确识别动物

个体与行为模式提供数据支撑的完善保护方案与战略。

（三）大数据技术在中俄跨境保护区的实际应用

大数据技术在中俄跨境保护区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与豹地国家公园合作实施的联合监测项目，在安装大量传感器和摄像头的基础上，采用大

数据分析技术对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为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提供了有

力支撑。

分析这些数据后，科研人员能对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和活动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从

而能够制定出更有效的保护措施。经分析东北虎的活动轨迹发现，其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

中俄边境森林地带，所以双方加强了对这些区域的巡护工作，以杜绝非法捕猎行为的发生。

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了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同时也提高了双方的环保意识。

中俄之间也实现了数据共享，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联合分析 [15] 。双方建立了集中管

理分析监测到的数据的联合监测数据库，促进了数据利用效率的提高。在中俄跨境水体联

合监测项目中，双方通过大数据技术综合分析额尔古娜河、黑龙江、乌苏里江三大流域水

质数据，及时发现水质污染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治理，使跨境水体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

虽然成绩斐然，但还是面临着一定的挑战；（1）两国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标准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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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利用，数据的标准化和共享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2）保障数
据在共享过程中的安全、准确，跨境数据的传输和安全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

三、大中俄生态合作的法律框架与政策分析

（一）中俄生态保护的法律框架

在我国，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环境保护法》是一部生态保护的基

础性法律 [16] 。为生态保护提供法律依据的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国政府还为指导和规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生态保护工

作制定了《国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办法》等多项全国性政策和

规划。

生态保护在俄罗斯法律地位同样重要。《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享有良

好环境的权利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17] 。此外，俄罗斯还制定了包括《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

法》《联邦森林法典》《联邦水法典》《联邦大气保护法》在内的大量联邦保护环境的法律。

这些法规为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提供法律保障，构成了俄罗斯生态保护的法律框架。

（二）俄罗斯的环境保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从而在立法方面制定

并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除宪法之外，俄罗斯颁布了大量保护环境的联邦法律，主

要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典》《水法典》《大气保护法》等，为有效实施环境保护政策

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俄罗斯采用联邦与地方各级政府相结合的环境管理模式，对各类经济活动和建设项目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建立了严格的生态鉴定制度，以从整体上预防和减少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同时，地方政府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环境保护措施，以保障环境管

理的有效进行。

森林保护政策，在远东地区实行 [18]。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森林资源的管护力度，因为这

一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但盗伐和过度开发现象严重。俄罗斯通过合法手段和行政手段，推

动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效遏制了盗伐行为。

（三）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

政策和法规。作为我国环保基本法律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体制
作了具体规定。另外，我国对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法水环境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一

系列专项法律进行了制定，对各类环境污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有

力地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把生态保护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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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环节中去，国家制定了《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以指导各地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另外我国也实行了严格

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各类建设项目进行环境评价，对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政策上，我国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

例如，黑龙江省针对松花江流域的水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如限制农业排

放、加强工业废水处理和推进水生态修复等。这些措施有效改善了流域内的水环境质量，保

护了中俄跨境水体的生态环境。

四、中俄跨境生态合作面临的法律差异

（一）法律体系差异及影响

对跨国生态合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中俄法律体系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的法律体系以成文

法为主，注重法律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而俄罗斯的法律体系则融合了大陆法系的特点和苏

联时期的法律体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俄罗斯的法律体系是这种制度上的不同，

可能会导致双方在法律认识和执行上，在生态保护合作中产生分歧。

我国环保法律的实施，有赖于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体现了我国集中管理环境保护的特

征。相对来说，俄罗斯可能更多地表现出地区差异，在实施环境保护方面的灵活性。这种

差异可能导致两国需要额外的努力来协调和统一，以制定共同的环保标准和监管流程。

法律执行力度的差异也是一个关键点。中国近年来加大了环保法律的执行力度，特别

是在中央政府层面。而俄罗斯的环保执行可能受到地区差异和资源分配的影响，这可能在

跨境合作中造成一定的挑战。

（二）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与监管差异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中，两国在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和监管上采取了不同的实践模

式，我国通常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并强调顶层设计和政策的连贯性 [19]

，近年来我国对环保工作也加大了重视程度，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区的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

严格的措施来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我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环保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环保理念和政策。

相比之下，俄罗斯在环保政策的执行上，由于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大，因此表现出更

多的地区性差异 [20] 。不同区域的环保监管体系在执行力度和效率上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生态合作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从这一意义上讲，为促进俄罗

斯与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需要从制度上对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予以重视。

执行与监管上的差异对跨国生态保护项目的合作可能产生摩擦，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可

能希望在跨境生态保护区内实施更为统一与严格的保护措施而俄罗斯可能比较重视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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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与变通性，双方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协调，以确保各自的环保

政策能在跨国合作中得到妥善的融合与执行而不会出现抵触的情况，因此我国与俄方都有

必要以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态度来应对这种差异对项目合作产生的可能冲击与挑战。

（三）跨境生态保护中的法律协调难题

中俄合作中复杂的课题是跨国界生态保护的法律协调问题。跨国界的生态合作在法律

制度、环保立法、执法机制等方面的不同都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中俄两国的法律体系和

环保法规在解释和运用法律时，可能会因结构和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而产生分歧。比如，俄

罗斯的法律制度可能更强调地方自治和灵活性，而中国的法律制度可能更侧重于中央政府

的统一指导和控制，而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强调地方自治和灵活

此外，法律协调在跨界生态保护中的难点，在执法协作中也有所体现。这可能导致在

跨境案件中，信息有效共享和联合执法难以实现，因为两国的执法机构和程序可能不同。比

如打击跨境犯罪行为，打击非法捕猎、走私野生动植物等，虽然需要两国执法机关密切配

合、协调配合，但在实际操作中，法律依据、操作流程等方面可能会存在不配套的问题。

二是跨境生态保护项目涉及很多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土地使用权问题，对资源的管

理权问题，对当地社区权益的保护问题等，在这些领域，中俄两国的法律规定可能存在差

异，需要通过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来协调一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耗时的工作；尤其当涉

及到敏感领域或深层次利益的时候，法律协调的难度就更大了；但这是必须做的，才能保

证生态平衡。

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在尊重彼此法律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机制和

合作框架，双方共同促进跨境生态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难题。

五、大数据技术在跨境生态保护中的法律协调

（一）完善立法以支持大数据应用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的框架下，立法的改进十分关键，能够促进大数据技术在生态

保护方面的有效运用。由于中俄两国法律体系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法的

执行和监管上，因此要求双方就法律问题在法理上达成共识，以促进大数据技术在生态保

护中的合理运用，从而为双方的合作创造更为广阔的前景。

中国的法律系统倾向于集中式的管理以及成文法的系统性；而俄罗斯表现出大陆法系

与苏联时期法律传统的融合。由此在生态保护合作中可能产生认识和执行上的分歧。我国

对环境保护的立法与执行情况较为集中和统一；而俄罗斯可能因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更多

的执行差异与灵活性。上述分歧需要共同的法律框架来加以协调，特别是就大数据的收集

处理与共享方面进行合作。要形成这样的框架，需要借鉴国际法中有关共同法律原则和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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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境生态保护进行立法，以解决法务协调难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中俄两国在立法

体制上的不同之处对跨境生态合作的开展形成了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立法执法

机制上的差异对跨境生态合作造成了一定冲击。一些与数据共享有重要关联的问题也迫切

需要法律条款的具体化对实践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要完善立法工作必须结合大数据技术发

展的现状进行相应的数据治理政策措施的确立与落实从而在跨境数据传输的使用中做到有

法必依有章可循。同时要着眼于保护数据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立法的措施对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将产生正面影响，而大数据技术在立法过程

中的运用将能够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更好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性意见，有效地提高生态保护

工作的效能和实效性；通过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的强化和执行力度的加大，对打击跨境非

法捕猎和盗伐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保持生态的完整性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

完善立法工作还将为中俄两国在环保领域的通力合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跨境生态保

护项目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从而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立

法工作中既要考虑长远利益，又要着眼于当前工作的实际和需要。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所面临的法律差异和执法难题，通过共同完善立法是可以得到

有效解决的。既能够保证大数据技术的合法合规运用，又可以促使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从而为跨境生态保护工作取得实效性。从而为跨境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奠定法律基础。从而为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而为共同应对全球

生态保护的挑战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为共同应对全球生态保护的挑战，为区域生态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使中俄两国在生态安全领域有共同语言，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上有一致方向。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执法机制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中，利用大数据技术改进执法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将能大大提高跨境生态保护的监测预警和响应能力，使执法效率得到提

高和精确性得到增强。

中俄两国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的差异表现在执法机制上的不同，这种差异

能够反映到监管标准和方法两个方面上。大数据技术可以为中俄两国提供共同的平台，用

来收集整合分析跨境生态保护的相关数据，从而做到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实时监测以及对非

法活动的有效预警，并对保护措施的实际效果进行综合考核。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

两国在环保领域上的合作与协调。

例如，文献中提到的中老中缅跨境自然保护区的合作案例就展示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

跨境生态保护的巨大潜能——用于野生动物迁徙模式的分析非法捕猎活动的追踪生态恢复

工程的监测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些应用的实现，既提高了保护区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又

增强了跨境执法与协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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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龙悦宁 [21]和王泽文 [22]等人也提到的跨界自然保护区的合作经验也表明了大数

据在国际间信息共享与共同执法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共享数据库分析平台后，中俄两国

的执法机构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换与协作配合共同打击跨跨界的环境问题。如非法木

材贸易与野生动植物走私等。

然而，还需要解决一些挑战，才能在执法机制中实现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这包括

确保数据准确可靠、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为规范数据使用和共享建立跨国法律

框架等。陈翊帅 [23]和王威来 [24]等人提供了对中俄跨国生态保护合作同样适用的关于如何

在不同法律体系下共享和保护有效数据的见解。

大数据技术提供新机遇，中俄跨界合作保护生态。两国通过对大量生态数据的整合和

分析，能够对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行更加有效的监测，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预警，提高执

法行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这也要求两国在确保大数据技术应用既符合法律规定，又

能在跨境生态保护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法律和技术层面展开深入合作。

（三）利用大数据解决法律协调难题

为跨境生态保护提供新的解决之道的是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目前在环境保护领域应用大数据技术已显示出它的巨大潜力，能够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

监控考核生态趋势和预测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因此可以为生态保护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具体而言，利用卫星遥感和地面监控站收集到的资料，对生态系统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并分

析得出科学结论，以对生态保护进行及时有效的决策与执行。

大数据技术在法律协调上可帮助中俄两个国家在跨境生态保护上找出法务上的不同之

处并促进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对其两国环境保护法及政策的分析运用大数据技术可揭示

出潜在的冲突点并建立统一的法律框架给予数据上的支撑。另外，大数据技术也能促进信

息共享以增加法务执行之透明性及效益性。建立共享的数据库可增强双方之信赖度并可因

此减少彼此间的误会与争执。综上所述，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法务上相互合作与交流。对

于跨境生态保护项目之进展与结果的共享。对于增加双方合作之互信度减少彼此间的误会

与争执对于减少因法务之不统一而造成的合作阻碍与不必要的争执与冲突。

然而，在解决法律协调难题方面运用大数据技术也面临着挑战。主要存在数据隐私和

安全问题等方面的顾虑。另外，数据标准的统一问题也是实施大数据解决方案所必需的考

虑要素。两个国家需要在保证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在数据的格式交换协议和安全保

护措施等问题上也能做到相互协调一致，才能保证数据有效利用的同时不损害各方的利益。

为克服上述难题，中俄双方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建立一个双边或多边数据共享

平台，用于收集存储分析跨境生态保护的有关数据，并采取高级的数据安全技术来保证共

享信息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其次，双方要联合建立数据共享的法律框架，对数据的使用方

法作出规定并划分责任范围；另外，要建立一个定期的双边或多边会议机制，以审查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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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共享的协议，使之始终符合最新的法律和技术标准，从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通

过上述举措的贯彻落实，相信中俄在数据共享领域一定能够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开展大数据应用时，公众参与和教育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有利于增加社会对大数据应

用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提高公众对跨境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大数据

应用的意义；以教育和培训项目为依托，帮助人们提高运用大数据工具的能力，从而在具

体实践中取得更好效果；通过公众参与和教育的方式，使大数据技术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

应用。因此，大数据技术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公众参与和教育的重要性。

应用前景广阔的大数据技术在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中大有作为，帮助双方建立有效

的数据共享机制与法律框架，在协调法理上的差异性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再者，通过增加

公众对大数据技术在跨境生态保护方面运用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使大数据技术在跨境生态

保护上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最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合作的日益深入，大数据

正成为促进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的关键要素。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合作中双方要把

大数据技术在跨境生态保护方面的应用与公众参与教育相结合。

结论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应用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监测和管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

是在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区域稳定的促进上成绩斐然。但是两个国家虽然在跨境生态合作上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生态保护法律和政策上的差异仍然对其合作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性。所以加强法律协调和政策对接十分必要，促进数据的共享与技术的合作，以增强跨境

生态保护的整体效能。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豹地国家公园合作案例为代表的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区，是双方

在生态保护领域进行合作的良好契机。尽管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完全一致带来了一定的分歧

和困难，但是在共同环境保护标准和监管流程的协调上仍有很大的空间与必要性。为有效

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跨境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与合作，双方需要以法律层面达成共识为基础，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从而在共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征途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完善立法对促进大数据应用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中俄两国在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享

上要建立共同的法律框架来保证数据的正当合法和安全可靠。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与法律框

架，对数据的使用范围和责任归属作出规定，对解决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来保障大数据应用的顺利进行。

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法律协调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利于识别并解决跨境生态保护

方面出现的不同法理现象；促使信息互通无遗，提高法理执行的透明性和效率；但数据隐

私与安全问题仍是最大的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建立有效的交流机制和合作框架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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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生态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保护各国人民共同拥有的数据权益。

中俄跨境生态保护合作的今后发展方向是依靠法律协调与技术进步的深度融合，随着

大数据技术的日益发展，两国在生态保护领域能够有更有效的监测预警和响应能力，从而

提供全球生态保护的新路径的解决之道，以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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