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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

内容概要

《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以中英文两种文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土著知识的概念，国内外研究土
著知识的概况及趋势，国际上主要的代表性项目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情况，提出了国际热点问题——农
民权问题与土著知识的关系，阐述了土著知识收集、记录、保存、传播方法，并以作者在云南省开展
的土著知识研究课题所取得的结果为基础介绍了土著知识研究所具有的潜力，最后论述了土著知识对
农业生物多样性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共5章：第1章，土著知识的概念和价值；第2章，世界土著知识研究现
状与发展趋势；第3章，土著知识的收集、记录、保存与传播；第4章，云南土著知识保护及利用案例
；第5章，土著知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发展的影响。《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较全面地概括了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简况，并列出相关网站和联系方式，便于读者全面
了解和进一步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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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土著知识的概念和价值　　1.1　土著知识的概念、存在形式及特点　　1.1.1　土著知识
的概念　　“土著知识”一词来源于英文“indigenous knowledge”，简称“IK”，其意为“本土的、
本地产的、土生土长的知识”。　　目前世界上对土著知识及相关术语的采用和概念的解释、界定存
在一定分歧，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初步确定，在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上，可能采用的术语包括土著知识
、土著群落、人种与种族、传统医药、传统知识、革新与习惯、传统与地方知识、技术、诀窍与惯例
等。在实际运用中，土著知识的近义词有“本土知识”、“土著技术知识”、“民间知识”、“传统
知识”等。　　本书作者研究认为，土著居民是不分民族、不分人种，世代居住在某一区域或地方土
生土长的以从事农牧业生产而获得食物自给的人群总称。土著知识是当地居民在适应、保护、改造、
利用自然环境历史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较原始的经验知识总和，是人们生产劳动实践中的智慧结晶。
土著知识是与现代知识相对而言的，土著知识是现代知识的源泉，没有土著知识就不会有现代知识。
土著知识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具有以下特征：　　以经验为基础的；　　经历较长时问使用
证明有效的；　　适应当地自然资源条件与文化环境的；　　动态变化的。　　随着对土著知识认识
的逐步加深，当今世界上认为土著知识也不仅局限在农民身上，而是任何社区团体都拥有土著知识—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固定居民和游牧居民、原住居民和移居居民。　　土著知识范围很广，本书
介绍的土著知识仅限于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植物资源、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利用方面的
土著知识。同时，在本书中将有关传统知识、民间知识、本土知识等近似提法一并统称为土著知识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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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供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工作者、政策制订者、农业大专
院校的师生及知识产权工作者等参考。　　《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共5章：第1章，土著知识
的概念和价值；第2章，世界土著知识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第3章，土著知识的收集、记录、保存与
传播；第4章，云南土著知识保护及利用案例；第5章，土著知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发展的影响。《土
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较全面地概括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简况，
并列出相关网站和联系方式，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跟踪。《土著知识与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以
用作农业生物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农村社区发展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法律工作者的参考书，也可以
用作相关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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