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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是全球最重要的保护地类型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ꎬ支撑生物圈的可持续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ꎬ“保护生物多样性ꎬ推进国家公园建设”ꎬ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要任务ꎮ 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ꎬ我国国家公园在空间布局规划、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矛盾

调处、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ꎬ生命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国家公园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科技支撑作用ꎮ 然而ꎬ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ꎬ在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机制、生物多样性监测、社区发展等方

面仍面临诸多挑战ꎮ 本文在分析总结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展的基础上ꎬ分析探讨了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ꎬ从国

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基础研究、国家公园管理对策与措施ꎬ以及国家公园监测技术三个方面探讨了为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

科技需求ꎮ
关键词:国家公园ꎻ生物多样性ꎻ自然保护ꎻ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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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植物ꎬ１８７２ 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ꎬ之后世界各国陆续掀起建设热潮ꎬ国家

公园的理念不断延展和深化[１—２]ꎮ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ＵＣＮ)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ꎬ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ꎬ以保护大面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区

域)为主ꎬ并为公众提供接近自然、认识自然、欣赏自然的机会[３—５]ꎮ 目前ꎬ已有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

万个国家公园ꎮ 国家公园在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自然遗产和景观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发挥了重要

作用[３ꎬ６—８]ꎮ
我国国土辽阔ꎬ海域宽广ꎬ自然条件复杂多样ꎬ形成了生态特征各异的生态地理区ꎬ孕育了复杂多样的生

态系统类型和自然景观ꎬ保育了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及繁复多彩的生态组合ꎬ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ꎬ物种数量多ꎬ特有种比例高[９—１０]ꎮ 我国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约 ６８３ 类ꎬ还有珊瑚礁、海
草床、海藻场、海岛等海洋生态系统[１１]ꎻ高等植物 ４.４ 万多种ꎬ约占世界总数的 １０％[１２]ꎻ脊椎动物共 ７０００ 多

种ꎬ约占世界总数的 １６％[１３]ꎮ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仅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ꎬ还是全人类珍

贵的自然遗产ꎮ
自 １９５６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ꎬ我国一直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已拥有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沙漠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等多种类型的自然保

护地近万个ꎬ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近 １８％ꎬ我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 ４.１％[１４]ꎬ对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与自然景

观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我国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缺乏保护地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ꎬ
保护地类型多样ꎬ但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交叉ꎻ二是单个保护地面积小ꎬ保护地破碎化、孤岛化现象严重ꎬ未
形成科学的空间网络ꎬ影响保护效果ꎻ三是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重叠ꎬ导致多头管理、定位矛盾、管理目标模

糊ꎻ四是保护地根据自然资源类型建立的ꎬ保护地之间缺乏协调机制ꎻ五是土地权属法定确权不清晰ꎬ土地权

属与权益不对等ꎬ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突出ꎬ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等[１５—１８]ꎮ
为了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面临的问题ꎬ有效保护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ꎬ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

源ꎬ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主要任务ꎬ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ꎬ通过 １０ 年的发展ꎬ我国国家公园取得了重大

进展ꎮ

１　 国家公园建设进展

我国自 ２０１３ 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ꎬ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ꎬ
建立了三江源、东北虎豹、祁连山等 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ꎻ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首批 ５ 个国家公园ꎻ２０２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上

宣布我国正在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公园体系ꎮ 国家公园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广为传播ꎬ社会参与国家公

园建设程度逐步加深ꎬ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新阶段(图 １)ꎮ
(１)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总体部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ꎬ２０１７ 年ꎬ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ꎬ明确了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ꎬ边界清晰ꎬ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

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ꎬ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ꎻ提出了建立国

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ꎬ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ꎻ还要求国家公园全民

共享ꎬ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的机会ꎻ并提出了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

制ꎬ建立统一事权和分级管理体制、建立资金保障制度、完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等建设任务[７ꎬ１９]ꎻ
２０１９ 年ꎬ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ꎬ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管理体制、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ꎻ明确了建立以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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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展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并指出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ꎬ保护范围大ꎬ生态过程完整ꎬ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ꎬ国民认同度高[６]ꎮ
为指导国家公园机构设置ꎬ中央编委印发«关于统一规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的指导意见»ꎬ对国家公

园的事权划分作出了规定ꎬ明确国家公园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ꎬ国家公园应设置统一规范的国家公园管理

机构ꎬ行使园区内全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２０]ꎮ 财政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若干财政政策的意见»ꎬ明确了国家将重点支持国家公园在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创建和运行管理、协调发展、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国际合作和社会参与等ꎬ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资金

保障[２１—２２]ꎮ
(２)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改革任务之一ꎬ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５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部署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ꎬ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原国土部等 １３ 个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ꎬ开展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ꎬ中央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ꎬ并加挂国家公园管

理局牌子ꎬ统一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ꎮ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我国先后建立了 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ꎬ
涉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福建、浙江、湖南、云南、海南等 １２ 个省份ꎬ总面积约 ２２ 万 ｋｍ２ꎬ
占陆域国土面积 ２.３％(表 １)ꎮ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后ꎬ分别成立了东

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协调工作领导小组ꎬ对 １０ 个试点区建立挂点联络机制ꎬ并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了

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评估验收[２３—２５]ꎮ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 ３８.７ 亿元ꎬ财政部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 年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９.８ 亿元ꎬ２０２０ 年安排国家公园专项转移支付

１０ 亿元ꎬ中央和各试点单位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生态保护、社区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ꎬ为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和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３)科学规划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ꎬ在自

然保护地体系研究和整合优化的基础上ꎬ研究编制«国家公园设立规范»和«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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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关键区域识别、国家公园设立标准体系构建、国家公园候选区遴选等相关研究ꎬ经过多轮专家论证ꎬ
综合相关部门及社会各方意见ꎬ最终形成我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

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的批复»ꎻ随后ꎬ经国务院同意ꎬ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

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ꎬ全国共遴选出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ꎬ总面积约 １１０ 万 ｋｍ２ꎬ其中陆域面积约 ９９
万 ｋｍ２ꎬ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１０.３％ꎬ管辖海域面积约 １１ 万 ｋｍ２ꎬ能够保护 ４２００ 多种脊椎动物和 ２２６００ 多种高

等植物ꎬ分别占我国脊椎动物和高等植物总数的 ５１.２％和 ５７.８％[２６—２７]ꎮ

表 １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基本情况[２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ｌｏｔｓ

名称
Ｎａｍｅ

启动时间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ｔｉｍｅ

批复机构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典型生态系统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代表性物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三江源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１５.１２ 中央深改组 １２３１００ 高寒草原、高寒荒漠 雪豹、藏羚羊

神农架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１１７０ 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川金丝猴

钱江源 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１６.０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２５２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黑麂、百山祖冷杉

武夷山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１６.０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９８２.５９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黄腹角雉

南山 Ｎ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１６.０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６３６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林麝、资源冷杉

普达措 Ｐｏｔａｔｓｏ ２０１６.１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６０２ 亚热带山地针叶林 黑颈鹤

东北虎豹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ｇｅｒ ＆ Ｌｅｏｐａｒｄ ２０１６.１２ 中央深改组 １４６１２ 温带针阔混交林 东北虎、东北豹

大熊猫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２０１６.１２ 中央深改组 ２７１３４ 亚热带针叶林、常绿阔叶林 大熊猫

祁连山 Ｑｉｌ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２０１７.０６ 中央深改组 ５０２３７ 温带荒漠草原 雪豹

海南热带雨林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２０１９.０１ 中央深改委 ４４０１ 热带雨林、季雨林 海南长臂猿

　 　 试点区面积以«试点方案»或«试点实施方案»批复为准ꎻ国家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批复了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实施方案»ꎬ２０１８

年长城终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ꎬ加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序列

(４)批准建设第一批国家公园

２０２１ 年ꎬ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ꎬ总面积 ２３.３ 万

ｋｍ２ꎬ约占国土面积的 ２.４％ꎬ保护了大面积的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以及高寒草甸、
高寒草原、高寒荒漠与冰川等典型自然生态系统ꎻ同时保护了高等植物 １０２３９ 种、脊椎动物 １５９５ 种ꎬ其中ꎬ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共 ５９８ 种ꎬ占全国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总数的近 ３０％ꎮ 第一批国家公园

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社区发展、科技支撑、监测监管、科普宣教等方面形成了特色经验ꎬ为全

面建设国家公园体系打造了样板[２８]ꎮ
(５)推进国家公园制度建设

自首批国家公园成立以来ꎬ国家林草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国
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公园规划管理办法»等制度办法ꎬ为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保障ꎮ 加快推进«国
家公园法»立法进程ꎬ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ꎮ 逐步完善国家公园有关标准体系ꎬ相继发布

了«国家公园设立规范»«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国家公园监测规范»«国家公园考核评价规范»«自然

保护地勘界立标规范»和«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规范»等一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ꎬ为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ꎮ

(６)探索建立统一分级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

根据自身的特点ꎬ各公园探索建立了不同的管理模式ꎬ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了国家林草局代表中央

直接管理的模式ꎻ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了国家林草局与省政府双重领导ꎬ以省政府为主的管理模式ꎻ三江源国

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等建立了省政府垂直管理的模式ꎮ 探索了国家公园资源管

理新机制[２９]ꎬ开展自然资源所有权划定和确权登记ꎬ全面推进园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ꎬ５ 个正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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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国家公园共整合各类保护地约 １２０ 多个ꎬ基本落实了一个公园、一个管理机构、实现了统一行使国家公园

管理职责ꎬ解决了自然保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的问题ꎮ 开展专项保护行动与联合执

法等机制ꎬ加强保护力度ꎮ
(７)强化科技支撑平台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来ꎬ高度重视科技支撑国家公园建设ꎬ不断强化科技支撑平台建设[３０—３１]ꎮ 在国家层

面ꎬ２０２１ 年国家林草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国家公园研究院ꎬ旨在凝聚中国科学院、林草系统以及相关领

域专家学者和科技资源ꎬ聚焦国家公园前沿科学问题ꎬ支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ꎮ 各国

家公园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完善运行机制ꎬ建立或共建的国家公园相关科研机构已达 ２０ 余个ꎬ科研工作从在

国家公园内开展向解决国家公园建设管理面临的实际问题方向发展ꎮ 初步构建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

测体系ꎬ探索从点到面再到区域的全尺度调查监测ꎬ集成国家公园地理信息、资源监测、专项调查等数据ꎬ信息

化、智能化水平较大提升ꎬ全方位、立体式的监测巡护体系初步建立ꎮ
(８)稳步推进国家公园创建设立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ꎬ国家公园进入全面建设新阶段ꎮ 为规范国家公园设立工作ꎬ国家林草局

组织制定了«国家公园设立工作指南»ꎮ 国家公园设立分为创建和设立报批 ２ 个阶段ꎬ其中创建阶段包括创

建申请、开展创建、成效评估 ３ 个环节ꎬ设立报批阶段包括申请设立、条件审查、上报审批 ３ 个环节ꎮ 国家公园

设立申请前ꎬ应完成本底调查、范围分区、体制建设、保护修复、矛盾调处、监测监管、宣传科普、社区发展等八

个方面的重点工作ꎮ 按照创建设立流程ꎬ空间布局方案提出的 ４９ 处国家公园候选区中ꎬ将陆续分期分批创建

国家公园ꎮ
(９)促进国家公园社区融合发展

体制试点以来ꎬ利用多方整合的资金ꎬ完善生态补偿制度ꎮ 采取增设公益岗位、加强集体土地统一管理、
提高生态补偿范围和标准、改善生产生活设施、开展特许经营等措施ꎬ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ꎬ带动社区

发展ꎬ实现了对当地居民和森工企业职工的安置[３２—３５]ꎮ 如实施生态管护岗位(“一户一岗”)吸纳一批、培训

技能转岗吸纳一批、特许经营吸纳一批、工程建设吸纳一批、传统产业升级吸纳一批的“五个一批”模式ꎮ 完

善公益林补偿标准ꎬ对公园内的集体林实行“两权分离”管理ꎬ所有权归村民ꎬ使用管理权归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ꎬ对林权所有者实行补偿ꎬ补偿额度随游憩收入增长联动递增ꎬ各类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大幅度降低了保护

与社区发展的矛盾ꎬ既增加了居民收入ꎬ促进了社区发展ꎬ又提高了自然资源的保护成效ꎮ

２　 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国家公园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ꎬ但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ꎮ
(１)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

国家公园目前的管理体制是由国家林草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实施管理ꎮ 国家公园内分布有多种

类型的自然资源要素ꎬ如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地、沼泽、湖泊、河流、荒漠、水资源、矿产资源等ꎻ同时ꎬ国家公园

将占国土面积的 １０.３％ꎬ面积大ꎬ生态重要ꎬ保护了我国最珍贵的自然资源ꎮ 但现有管理体制下ꎬ国家公园内

的资源由不同部门管理ꎬ导致协调的难度与时间成本很大ꎬ很难落实“两个统一行使”ꎬ即统一行使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权ꎬ是当前国家公园建设推进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ꎬ缺乏一个专门机构进行

统一管理ꎮ
同时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还不明确ꎬ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主要分为中央直接管理、委托省级政府管理等

类型ꎬ各公园根据自身管理模式设立了不同管理机构ꎬ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公园存在国家主管部门、公园管理

机构与地方政府职责分工难ꎬ协调难的问题ꎮ 尤其是跨省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在不同省份存在“一园多制”
情况ꎬ跨省园区缺乏有力的协调机构ꎬ以协调不同省园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ꎬ在不同省的园区实施不同的管理

体制和机构设置ꎬ不同省份存在“一园多制”情况[３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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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家公园的空间完整性面临较大威胁

为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矿业权、人工商品林、镇村等ꎬ国家公园范围内部普遍出现大量“天窗”ꎬ即在国

家公园地理边界内ꎬ存在不属于国家公园、也不由国家公园管理的地块ꎬ国家公园的空间完整性面临较大威

胁ꎮ 造成大量“天窗”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实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空间上不交叉不重叠ꎬ而国家公园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ꎬ在其边界划定时ꎬ
要求“平原地区 ５ 亩以上、山地丘陵地区 ３ 亩以上”的永久基本农田斑块必须调出国家公园ꎻ二是根据相关规

定ꎬ当地居民村庄与连片人工林可以以“天窗”方式调出国家公园ꎻ三是地方政府往往将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

地区ꎬ以“天窗”方式调出国家公园ꎬ为旅游发展预留空间ꎮ 据统计ꎬ第一批 ５ 个国家公园内“天窗”数量超过

了 ４００ 个ꎬ涉及耕地的“天窗”数量接近总数的 ５０％ꎮ 这些“天窗”内人类活动不受国家公园管控措施约束ꎬ但
是其影响却可渗透至国家公园内ꎬ是国家公园保护管理面临的巨大挑战ꎮ

(３)保障体系不健全

首先ꎬ法规体系不健全ꎮ «国家公园法»尚未发布ꎬ国家公园功能定位、设立标准、设立程序、组织管理、监
督考核等缺乏法律依据ꎬ各国家公园及创建区制定的条例或办法ꎬ由于缺乏上位法明确法律适用关系ꎬ执行效

力受到影响ꎮ
其次ꎬ资金保障机制还不完善ꎮ 中央与地方在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事权划分还不明确ꎬ中央和地方支

出责任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ꎬ各级财政对国家公园设立与建设的投入较为有限、来源分散ꎬ社会投入占

比小ꎬ多元化资金渠道尚未建立ꎮ
第三ꎬ执法体系建设不完善ꎮ 虽然各地对国家公园执法做了诸多探索ꎬ但还未建立系统化、制度化的执法

体系ꎮ 尚未组建统一的综合执法队伍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不畅ꎮ
第四ꎬ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ꎬ国家公园保护了最优质的生态资产ꎬ但在生态补偿标准中未能体现ꎬ不利于

促进国家公园的保护ꎮ 野生动物肇事赔偿等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ꎮ
第五ꎬ人才保障机制不完善ꎮ 目前国家公园普遍存在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ꎬ老龄化严重ꎬ管理技术人才短

缺ꎬ人员配置不健全等问题ꎮ 承担生态管护工作的人员存在薪酬水平较低、社会认同感低等问题ꎬ与世界其他

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ꎮ
(４)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我国国家公园内及周边仍有大量居民ꎬ建立国家公园将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其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ꎮ 如何协调公园社区与居民生产生活与保护和管理的关系ꎬ公园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如何协同推进社区的

发展ꎬ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ꎬ还缺乏有效的机制与途径ꎮ 部分国家公园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落

后ꎬ增收渠道狭窄ꎬ虽然守着国家公园这块“金字招牌”ꎬ但绿色产业目前还不成规模ꎬ“造血”能力不足ꎮ 此

外ꎬ已设和拟设国家公园还涉及大量矿业权、水电站、风电站、集体人工商品林退出与补偿等压力ꎬ都是高质量

建设国家公园面临的挑战ꎮ

３　 科学研究机遇

生态学、生命科学、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国家公园布局规划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３７—４３]ꎮ 但是ꎬ由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ꎬ区域差异巨大的基本国情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

别ꎬ国际经验对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只能起到借鉴作用ꎬ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ꎬ还需要高水平的科技支撑ꎮ 当

前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急需开展如下三方面的研究:
(１)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基础研究

为了科学合理规划国家公园范围、面积与管控分区ꎬ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不同生态地理区代表性生态系

统的结构与过程特征ꎬ国家公园生态完整性的科学内涵与评价方法ꎬ特定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与国家公园

面积的关系ꎬ重点保护动植物面临的威胁及濒危机制、种群生存与繁衍与栖息地面积的关系等ꎮ 研究国家公

６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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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生态完整性与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的关系ꎬ以及关键物种遗传多样性特征ꎬ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利用的生

态影响与机制等ꎮ
(２)国家公园监测技术研究

基于照片、影像、声纹等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等方法ꎬ研发野生动植物物种与种群的识别监测技

术ꎻ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激光雷达、样地样线调查等手段ꎬ开发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体系ꎬ以
及生态系统结构与物种构成、自然遗迹与独特自然景观空间格局的监测技术ꎬ建设智慧国家公园等ꎮ

(３)管理措施与政策

围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管理需求ꎬ加强国家公园中央与地方、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地方政

府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ꎬ国家公园“天窗”社区与接邻社区管理ꎬ国家公园弹性管控ꎬ国家公园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及成果应用ꎬ国家公园多途径、差异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ꎬ国家公园执法体系ꎬ人兽冲突机理与解

决方案ꎮ 研究人工林自然化技术与措施ꎬ退化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多样性恢复措施和方法ꎻ公
园生态旅游与自然资源科学利用的途径ꎬ社区可持续发展途径ꎮ

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需要高水平科研工作支撑ꎮ 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学基础与技术手段ꎬ同时也为从

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了新机遇ꎬ相信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将积极参与这一过程ꎬ
为高质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贡献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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