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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李天满１ꎬ张旭晨２ꎬ郑 重３ꎬ向可文４ꎬ∗

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ꎬ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ꎬ兰州　 ７３００３０

３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ꎬ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４ 国家林草局成都专员办ꎬ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ꎬ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管理机构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方案»要求ꎬ扎实

推进体系建设、保护修复、协调发展、支撑保障等重点任务ꎬ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ꎮ 通过凝练大熊猫国家

公园的核心价值ꎬ结合试点实践经验和当前面临的挑战ꎬ提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构建保护管理体系、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管

理自然资源资产、夯实保护管理基础、改善社区民生等措施ꎬ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考ꎬ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他国家公园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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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ｓ ２１ꎬ９７８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ꎬ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１２２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ꎬ ９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ꎬ ２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８７.９％ꎬ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１.７％ꎬ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０.４％.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ａｎ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ꎬ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ｓ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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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ｅ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ｅｒｒａｉｎꎬ ｈｉｇ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ｖａｌｌｅｙ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３４０ ｗｉｌｄ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７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ꎻ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ｓ １５ꎬ００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５８.５％ ｏｆ ｔｈ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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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ꎬ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４)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ꎬ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Ｍｉ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ｓꎬ Ａｎｘｉ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ｅｆ ａｎｄ Ｂａｏｘ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Ｇａｎｓｕ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 ｔａ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ｐｈａｓ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ｔｓ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ꎻ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ꎻ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是我国独有珍稀野生动物ꎬ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种ꎬ目前仅分布于四

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和秦岭山系ꎮ 随着 ２０ 多年来生态保护力度加大ꎬ野生种群稳定增长ꎬ
栖息地面积和质量显著增加ꎬ但因受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ꎬ仍然存在大熊猫种群密度低、栖息地

破碎化等问题[１]ꎮ 该区域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ꎬ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ꎬ自然文化景观丰

富独特ꎬ具有全球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２]ꎮ
２０１７ 年ꎬ国家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ꎬ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大胆创新、不断探索ꎬ持续推进完善保

护管理和发展机制ꎬ系统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ꎬ不断提高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ꎬ取得

阶段性成效ꎮ ２０２１ 年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ꎬ推动大熊猫栖息地完整保护ꎬ具有全球价值和国家象征ꎮ 本

文通过总结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践经验ꎬ针对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ꎬ提出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

展路径ꎬ着力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他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参考ꎮ

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价值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等高山峡谷核心

地带ꎻ东起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镇广坪河、西至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伊牛河南山、南自四川省石棉县栗

子坪彝族乡麻木滴滴、北到四川省九寨沟县勿角镇双池ꎬ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２°１１′０６″—１０５°４０′００″、北纬

２８°５１′０３″—３３°１２′５０″(图 １)ꎮ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 ２１９７８ｋｍ２ꎬ行政区域涉及 ３ 省 ９ 个市(州)２３ 个县(市、
区)１２２ 乡(镇)ꎮ 其中ꎬ四川省域内 １９３２７ｋｍ２ꎬ甘肃省域内 ２５５３ｋｍ２ꎬ陕西省域内 ９８ｋｍ２ꎮ 在公园范围内ꎬ将维

护大熊猫野生种群正常生存、繁衍、迁移的关键区域和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划为核心

保护区ꎬ面积 １.４８ 万 ｋｍ２ꎬ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６７％ꎻ其余区域为一般控制区ꎬ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３３％ꎬ见
图 １ꎮ

大熊猫国家公园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渡地带ꎬ地形复杂ꎬ山高谷深ꎬ水系发达ꎬ植被垂直

带谱明显ꎬ珍稀和特有植物种类众多ꎬ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然文化遗产ꎬ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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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与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１　 全球野生大熊猫分布核心区

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了除秦岭、凉山山系外的野生大熊猫主要分布区ꎬ相对高差 １０００ｍ 以上的深谷众

多ꎬ是我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３]ꎮ 国家公园范围内现有野生大熊猫 １３４０ 只ꎬ占全国野生大熊猫

总数的 ７２.０％ꎻ大熊猫栖息地 １.５０ 万 ｋｍ２ꎬ占全国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 ５８.５％(图 ２)ꎮ 按照功能分区规划ꎬ大
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为 １４７６７ｋｍ２ꎬ有大熊猫栖息地 １００３１ｋｍ２ꎬ分布有野生大熊猫 １０７４ 只ꎬ分别占

６７.２％、６６.８％和 ８０.１％ꎻ 一般控制区 ７２１１ｋｍ２ꎬ有大熊猫栖息地 ４９８６ｋｍ２ꎬ分布有野生大熊猫 ２６６ 只ꎬ分别占

３２.８％、３３.２％和 １９.９％(图 ２)ꎮ 多年来ꎬ通过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大熊猫及栖息地保护等重大工

程ꎬ对野生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恢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ꎬ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稳定增长ꎬ分布区不断扩展ꎬ栖
息地质量明显改善ꎮ

３　 ２ 期 　 　 　 李天满　 等:稳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图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分区面积、栖息地面积以及大熊猫数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ｃｒｅａｇｅꎬ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ｃｒｅ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１.２　 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

岷山、邛崃山山系是世界范围内地形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带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ꎬ拥有横断山高山

峡谷地带几乎所有生态系统类型ꎮ 植被基带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ꎬ川东盆地及西南山地常绿阔叶林地

带ꎬ随着海拔升高以此形成山地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ꎬ垂直分布特征明显ꎬ孕育了全球范围

内最为典型、保存最为完好的生物多样性ꎬ已记录脊椎动物 ５ 纲 ３７ 目 １３２ 科 ８６９ 种ꎬ昆虫 ２３ 目 １８８ 科 ２１１６
种ꎬ珍稀和特有动物种类较多ꎬ其中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ｅ)、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
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１６６ 种ꎬ中国特有种 １４８ 种ꎻ已记录有高等植物 ３２６ 科 １５３２ 属 ７１２７ 种ꎬ其中包括珙

桐(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５０ 种ꎬ中国特有种 ２１８９ 种ꎬ被
誉为“天然基因库”ꎮ 在自然保护进程中ꎬ几乎每一片大熊猫栖息地ꎬ都与中国最重要的特有物种分布中心相

重合ꎬ许多特有鸟类、特有哺乳类、特有两栖类动物都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中ꎮ 这意味着将大熊猫作为伞护物

种保护ꎬ可以同时庇护同域分布的其它物种及生境[４]ꎮ
１.３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关键区

大熊猫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川滇生态屏障之间ꎬ地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区域ꎬ是两大国

家生态安全区域重要的“握手区”ꎬ直接或间接影响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生态安全ꎮ 国家公园内最低海拔

５９２ｍꎬ最高海拔 ６２５０ｍꎬ高山峡谷普遍ꎬ河流水系属长江流域的嘉陵江、岷江、沱江 ３ 个水系ꎬ是全球公认的地

貌最复杂地区之一ꎬ同时也是活跃的地震带和地质灾害频发严重区ꎮ 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ꎬ对构建

“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ꎬ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确保长江上游整体性、全局

性生态安全ꎬ具有深远影响ꎮ
１.４　 丰富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

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海拔高差大、山大峰高、河谷深切ꎬ地形地貌复杂ꎬ自然景观独特ꎬ分布有四川大熊猫栖

息地、黄龙 ２ 项世界自然遗产ꎬ有龙门山—岷山等多条断裂带、安县生物礁和宝兴地质遗迹(群)等ꎮ 中高海

拔分布有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ｂｒｉ)、铁杉(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等原始林ꎬ海拔 ３４００ｍ 以上区域

分布有高山灌丛草甸草原和高原湖泊等ꎬ海拔 ４５００ｍ 以上区域还有少量永久冻土、雪山冰川等ꎮ 区域内历史

文化悠久ꎬ民族人文多样ꎬ现有古栈道、长征革命纪念地、传统村落等文化迹地ꎬ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自然教

４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育、生态体验价值ꎮ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实践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从 ２０１７ 年初开始ꎬ在制度建设、生态保护、管理机制、社区协同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效果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以来ꎬ积极推进规划编制、勘界立标、资产清查等工作ꎬ在保护执法、
矛盾调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ꎮ
２.１　 保护管理体系已初步形成

为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管理ꎬ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四川、甘肃、陕西省政府建立了大熊

猫国家公园局省联席会议机制ꎬ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管理局建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区域保护协同联动机

制ꎮ 体制试点期间ꎬ在省林业(草)局加挂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省级管理局牌子ꎬ科学设置管理分局和管护(保
护)站(点)ꎬ初步形成“管理局—管理分局—基层保护站”三级管理体系ꎮ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ꎬ四川

省政府印发了«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ꎬ四川、甘肃、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协同立法ꎬ分别出台了«关
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ꎬ多地探

索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警察大队ꎬ省林长办与省检察院建立“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ꎮ 陕西省探索建立了

“林长＋警长”“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ꎮ
２.２　 受损自然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改善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ꎬ四川、甘肃两省出台矿业权分类退出办法并印发具体实施方案ꎮ 四川片区

内 ２００ 宗矿业权全部清理关停退出ꎻ印发了小水电清理退出方案ꎬ计划退出的 ２７３ 座小水电已清理退出 １３９
座ꎬ剩余的正稳妥有序推进ꎮ 甘肃省级财政已安排 ９.５６ 亿元ꎬ各市(州)配套 ３.２２ 亿元推动小水电、矿业权退

出和矛盾化解ꎮ 按照“一矿一方案”、“一站一策”的标准ꎬ积极推动矛盾冲突问题解决ꎬ片区范围内 １１ 宗矿业

权已有序分类退出ꎬ按程序注销ꎮ 截至目前ꎬ大熊猫国家甘肃片区列入清单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ꎮ
同时ꎬ四川片区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确定了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图 ３)ꎬ开展大规模的森林恢复、
廊道建设、矿山修复等不同方式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ꎮ 雅安片区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ꎬ以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为重点任务ꎬ统筹推进雅安市荥经、石棉、宝兴等开展矿山生态修复 １０.５５ｋｍ２ꎬ恢复

大熊猫栖息地及生态廊道 ８.０３ｋｍ２ꎬ为国家公园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提供示范ꎮ 陕西全面完成片区内

矿业权、小水电和景区景点等矛盾冲突问题调处ꎬ土地权属明晰ꎬ原住居民全部迁出ꎮ
２.３　 自然资源资产基本实现了统一集中管理

大熊猫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类型多样(表 １)ꎬ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限交织ꎮ 为有效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多头管理问题ꎬ«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批复»明确省级人民政府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的代理履行者ꎮ 目前ꎬ四川省正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摸底调查ꎬ开展资料收集、资源一张图数据和勘测

定界数据、县市级审核、数据库建成和成果入库等工作ꎻ甘肃省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发布确权登记公告ꎬ完
成自然资源资产首次登记ꎮ 四川片区内有 ２０７６ｋｍ２集体公益林、４３３.３４ｋｍ２人工起源的集体商品林ꎬ２０２０ 年开

始探索创新集体自然资源管理新模式ꎬ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将 １.５８ｋｍ２集体商品林调整为生态公益

林ꎬ通过签订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合作保护协议ꎬ兑现非国有公益林补偿资金 ７４６３ 万元ꎬ实现了对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的统一管理、有效管控ꎮ 陕西省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完成确权登记公告ꎬ６ 月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全国首批

登簿工作ꎬ片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承包权、收益权等各种权属关系清晰ꎮ 集体公益林 ６８２７.４ｈｍ２ꎬ已全部

落实国家级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ꎮ
２.４　 基层保护管理基础不断夯实

大熊猫国家公园统一制定了«大熊猫国家公园野外巡护管理办法(试行)»ꎬ通过开展巡护监测ꎬ加大管护

力度ꎬ实现大熊猫栖息地统一规范保护ꎮ 四川片区制定了«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建设的意见»ꎬ
根据实际需要持续开展原有保护站(点)标准化改造试点ꎬ科学布置新站(点)ꎬ新(改)建保护站点 ２１ 个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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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保护修复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划定管理网格 １０６ 个ꎬ设置固定巡护线路 ６６３ 条ꎬ新建巡护道路 １０ 余公里ꎻ推进勘界定标ꎬ将大熊猫国家公园

地理范围准确落在实地ꎬ埋设界碑界桩 ２８９４ 个ꎻ探索数字化管理ꎬ全面推广应用网格化管理巡护系统、可视化

遥感监测系统ꎬ开展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试点ꎬ２０２２ 年布设红外相机 ３０００ 余台ꎬ监测到野生大熊猫影像 １９００
余次以及同域动物种影像 １７０ 余种ꎮ 甘肃省结合现代化监测技术手段ꎬ设置巡护线路 １６９ 条ꎬ巡护线路总长

超过 １３５０ｋｍꎬ实现了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主要区域全覆盖ꎻ坚持“人工智能＋智慧监测”多种手段并

用ꎬ布设野外常规红外相机、自动回传数据红外相机、固定实时监测探头ꎬ使用“ＡＩ 识别”系统ꎬ实现大熊猫个

体识别ꎻ率先完成国家公园范围和功能分区勘界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域确界定标工作ꎬ设置界碑界桩标识牌

１２３２ 个ꎮ 陕西片区明确园区市、县、镇、村四级林长 ７ 名ꎬ夯实保护发展责任ꎮ 现有森林防火监控 ３ 套、卡口

视频监控 ２１ 处、红外相机 ６０ 台ꎬ主要采取视频监控、布设红外相机和人工野外监测等方式开展监测工作ꎬ制
定«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野外巡护管理制度»«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兼职巡护员管理办法»ꎬ强化日

常管护巡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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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土地利用现状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面积 Ａｃｒｅａｇｅ / ｋｍ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四川 陕西 甘肃

比例 / ％
Ｒａｔｉｏ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４.００ ３.０４ 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０２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 ４７.９９ １９.９５ ０.３５ ２７.７０ ０.２２

园地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５３.３３ ３２.６９ ０.０２ ２０.６２ ０.２４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 １８６３３.６５ １６０５５.４５ ９６.６３ ２４８１.５７ ８４.７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ｓ １４３０.５９ １４２６.４３ ０.０４ ４.１２ ６.５１

城镇工矿用地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２４.７８ ２１.７７ ０.０６ ２.９６ ０.１１

交通运输用地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２４.３１ ２１.１７ ０.０３ ３.１０ ０.１１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ｌａｎｄ ２３３.５２ ２２１.２０ ０.５８ １１.７３ １.０６

其他土地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５２６.２７ １５２６.０７ ０.００ ０.２０ ６.９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９７８.４４ １９３２７.７７ ９７.７２ ２５５２.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５　 社区绿色转型发展有序推进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组建共建共管共享委员会 ４０ 个ꎬ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自然教育、
民宿接待、生态农林产品开发等绿色发展新业态ꎬ国家公园社区融合创新发展试点纳入省委改革事项ꎮ 制定

友好示范社区建设指南(试行)ꎬ重点推进青川青溪、荥经龙苍沟、绵竹清平等一批入口社区典范ꎮ 设立生态

管护岗位ꎬ就地选聘国家公园管护人员 １８９３ 名ꎬ启动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保险试点ꎮ 甘肃片区管理机构与园区

内 ６９ 个行政村签订保护协议ꎬ协议保护面积 ６.３ 万 ｈｍ２ꎮ 平武县关坝村 １２ 年“两山论”践行和探索事迹、荥
经县“１＋３”工作体系、文县碧口镇李子坝村开展的“协议保护项目”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创新示范区分别入选

“生物多样性 １００＋全球典型案例”ꎮ 陕西片区建立共管理事会ꎬ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青木川共管理事会章

程»ꎬ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ꎬ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当地政府和相关利益方协调管理机制ꎬ实
现“共建共管共享”治理模式ꎮ 印发«陕西省国家公园原生态产品认定办法(试行)»ꎬ探索国家公园品牌授权

使用机制ꎬ引导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模式ꎮ 通过宣传国家公园发展理念、改良蜂箱蜂种、推广生态品牌等ꎬ鼓励

社会组织、当地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合作机制ꎮ 规划建设青木川镇重点入口社区ꎬ安置生态搬迁转移人口ꎬ建设

发展保护、生态体验设施ꎬ提高访客接待能力和集散功能ꎬ初步形成园内体验园外服务的建设布局ꎮ 与当地政

府共同向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申报环境友好型示范社区建设ꎬ推动周边社区绿色高质量发展ꎮ

３　 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路径思考

当前ꎬ中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ꎬ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ꎬ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ꎬ
稳妥有序推进ꎮ 按照国家印发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

(表 ２)ꎬ我们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ꎬ以大熊猫野生种群保护为核

心ꎬ以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主线ꎬ以建设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公园为目标ꎬ强化监督管理ꎬ完
善政策支撑ꎬ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ꎬ实现大熊猫种群稳定繁衍和重要自然资源资产国家

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ꎬ全力把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和

世界生态教育样板区ꎮ
３.１　 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ꎬ确保运行顺畅

加快推进国家公园各级机构设置ꎬ理清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地方管理职责边界ꎬ明确事权责任ꎮ 加强协

同联动ꎬ用好用活局省联席会议框架下的川陕甘三省协作工作机制ꎬ增强主体责任ꎬ密切协作配合ꎬ协调解决

体制机制、保护发展、矛盾冲突等重大问题ꎬ全面加强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ꎮ 积极探索国家公园执

法体制机制ꎬ加强司法协作、行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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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目标主要指标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单位 Ｕｎｉｔ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大熊猫适宜栖息地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 ７７ ≥７７ ≥８０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只 １３４０ ≥１３４０ 稳定增长

大熊猫栖息地斑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ａｔｃｈ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块 １３ 个隔离斑块 小于 １２ 小于 １０

森林蓄积量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ｏｃｋ ｖｏｌｕｍｅ 亿 ｍ３ ２.１２ ２.３３ ２.６２

监测体系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 部分区域已建 ３０％ ７０％

自然教育受众人数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万人次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表示目前尚无相关数据

３.２　 稳妥有序推进矛盾化解ꎬ确保社会稳定

坚持“决不把历史问题再留给历史”的解决思路[５]ꎬ严格按照各省发布的历史遗留问题退出办法或实施

方案ꎬ制定退出计划ꎬ提出分类处置意见ꎬ落实退出时限ꎬ分步组织实施ꎮ 推进矿业权、小水电退出等中央财政

奖补支持政策落地落实ꎮ 进一步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作ꎬ共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矛

盾调处ꎬ维护社会稳定ꎮ
３.３　 强化自然生态保护ꎬ确保生态功能增强

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ꎬ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ꎮ 从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联通性、协调性、原真

性、完整性出发ꎬ强化大熊猫野生种群和栖息地保护为核心的生态功能定位ꎬ科学合理划定网格化保护单元ꎬ
强化资源环境监测ꎬ严格用途管制和监督管理ꎬ实行差别化管控ꎬ按照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的

要求ꎬ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ꎬ增强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ꎬ促进隔离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ꎬ降低局域

小种群的灭绝风险ꎬ全面促进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提升ꎬ为大熊猫及其它生物的生存繁衍保留良好的生态空间ꎬ
为子孙后代留下最珍贵的自然遗产ꎮ
３.４　 加强资源利用政策协同ꎬ确保管控有序

探索建立并规范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ꎬ塑造大熊猫国家公园品牌ꎬ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ꎮ 综合

运用品牌赋能、行政监管、有偿出让、特许经营等多种手段ꎬ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ꎮ 推行社区

绿色生产生活ꎬ推广大熊猫友好型产品、原生态产品ꎬ实施国家公园常住居民替代能源计划ꎬ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ꎮ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ꎬ优化完善公益林补偿、天然林修复保护、生态移民等资金使用政策ꎬ探索建立中

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专项资金投入机制ꎮ 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人工商品林ꎬ根据所在区位、经
营目的、林木和林地权属ꎬ按照自愿原则研究制定分类处置方案ꎬ将符合条件的人工商品林依法调整为公益

林ꎬ健全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ꎬ结合实际探索实施公益林差异化补偿ꎮ 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

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工作ꎮ
３.５　 提升保护管理基础能力ꎬ确保实现有效管理

加紧组织编制大熊猫国家公园各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ꎬ分解落实主要建设目标与任务ꎮ 按照«关于推进

国家公园建设若干财政政策意见»有关要求ꎬ依据总体规划及各专项规划ꎬ积极申报和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和

能力建设项目ꎮ 对新划入区域实施巡护监测的全覆盖ꎬ按照网格化管理需要适当新增管护力量ꎬ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生态管护ꎬ逐步提高基层管护人员补助标准ꎬ全面配备、更新、升级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单

兵巡护装备ꎮ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交流ꎬ探索建设巡护监测员实训基地ꎮ 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建设ꎬ加
快完善大熊猫国家公园网格化管理巡护系统、可视化地类变化遥感监测系统ꎬ有效减轻日常巡护监测负荷ꎬ提
升工作效率[６]ꎮ 支持开展巡护监测成果与自然教育融合转化ꎬ鼓励一线巡护队员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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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科普宣教ꎬ展示生态保护成效和全民公益属性ꎮ
３.６　 统筹推进保护与发展ꎬ确保社区民生改善

加快制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及相关配套制度ꎬ逐步建立并完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ꎬ鼓励当地居民、
社会团体等参与国家公园内特许经营项目ꎬ破解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盘活难的问题[７]ꎮ 加强地方规划与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相关专规的衔接ꎬ鼓励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公益组织参与国家公园建

设ꎬ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ꎮ 积极发展绿色新业态ꎬ支持生态创业ꎬ带动生态就业ꎬ壮大生态产业ꎬ形成

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８]ꎮ 积极打造研学、自然教育、自然游憩等精品原生态旅游品牌ꎬ开发文创产品ꎬ加强国

际交流ꎬ实现保护与发展协同增效ꎬ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ꎬ向全世界展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独特魅力[９]ꎮ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ꎮ 大熊猫国家公园发展将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ꎬ准确把握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关系ꎬ将国家公园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深度融合ꎬ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努力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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