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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全球变化危机，我国提出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规划。 全面收集整理了多个公开保护地矢量数

据，包括世界保护区数据以及北极、北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区域数据，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对国家公园的定义筛选

出符合标准的国家公园，进而分析全球国家公园的时空动态，揭示各大洲国家公园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保

护地空间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结果表明，全球国家公园的发展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为界，分为发展期和合作期。 发展期间，国家

公园的概念从美国传递到世界各国中，并按照各国国情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如美洲以及大洋洲的国家公园相对聚

集，亚洲、欧洲与非洲的国家公园则相对分散；而在合作期内，由于各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 ＩＵＣＮ 等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

下，国家公园增速加快，其中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分布的国家公园数量已近半数。 结合昆蒙框架、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等政策，本研究提出可将国外“共管机制”纳入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中，并建议未来在位于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广西南部地区

增设国家公园，以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公益性与共享性等多生态服务功能。
关键词：国家公园体系；时空动态分析；保护与管理权衡；生物多样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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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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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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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我国为例，２０２２ 年，国家林草局、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发布《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总面积约 １１０ 万 ｋｍ２的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计划保护面积居世界首位［２］。 其中，国家层面的重要目标是至 ２０３５ 年全面建成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这也将国家公园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１８７２ 年 ３ 月 １ 日，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此

后国家公园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发展。 由于各国国家公园最初的设立目的、规模大小、命名方式、运行

依据和管理机构各不相同，缺乏共同的标准和术语。 因此，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ＵＣＮ）统一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

区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以及这一区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同时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精神

的、科学的、教育的、休闲的和游憩的机会”。 １９７８ 年，ＩＵＣＮ 组织开始尝试对保护地进行分类标记，并在 １９９４
年提出了包含 ６ 个保护区类别的管理系统，解决了全球国家公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该管理系统此后在全球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３］。 这也标志了 ＩＵＣＮ 组织在协调、统一全球国家公园的建立与管理工作上起到了关键

作用。
本研究通过收集并整理公开数据提供的具有详细空间属性的保护地矢量数据，按照 ＩＵＣＮ 所定义的国家

公园，在全球尺度对国家公园进行分析，旨在：１）分析各大洲国家公园数量与面积的时间趋势；２）探索全球国

家公园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的时空动态；３）探讨全球国家公园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合作及对我国

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通过揭示各大洲国家公园的发展趋势，本研究预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保护地空间

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世界保护区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ＤＰＡ） ［４］为主体，以其他地区保护区数

据库作为补充（表 １），经过图 １ 所示的数据清理与筛选过程后，整理出全球国家公园空间分布数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提取与筛选

使用 Ｒ 包“ｗｄｐａｒ” ［５］完成 ＷＤＰＡ 数据筛选以及清理过程，并使用 ＰＡ＿ＤＥＦ、ＤＥＳＩＧ＿ＴＹＰＥ、ＩＵＣＮ＿ＣＡＴ、
ＤＥＳＩＧ＿ＥＮＧ 和 ＮＡＭＥ 字段进行逐步筛选，筛选出 ＩＵＣＮ 标准为 ＩＩ 类、命名或设计目的中含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的国家公园。

从其他数据库，即北极生物多样性数据服务平台（ＡＢＤＳ）、澳大利亚合作保护区数据库（ＣＡＰＡＤ）、美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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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数据库（ＰＡＤ－ＵＳ）３．０、加拿大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数据库（ＣＰＣＡＤ）中提取出保护地数据作为补充，并筛

选出 ＩＵＣＮ 管理类别为 ＩＩ 类的保护地，其中 ＣＡＰＡＤ 数据中增加设计类别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的筛选条件，筛选

出的保护地被视作国家公园。

表 １　 数据来源详情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Ｎｏ．

数据名
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ｍｅ

数据引用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链接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ｏｒ

１ ＷＤＰ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ｅ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ｐｌａｎｅｔ．ｎｅｔ ／

２ 北极保护区 Ａｒｃｔｉｃ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ＤＳ） ｈｔｔｐ： ／ ／ ｇｅｏ．ａｂｄｓ．ｉｓ ／

３ 澳大利亚保护区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ＡＰＡ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ａｕ ／

４ 美国保护区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Ｄ
－ＵＳ）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ｇｏｖ ／

５ 加拿大保护区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ＰＣＡＤ）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ｃａｎａｄａ．ｃａ ／

６ 中国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规划图集

唐小平等， ２０２３ 从图 ２ 提取已成立的 ５ 个国家公园坐标

图 １　 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此外，中国国家公园数据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的地理配准工具从中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图集［６］ 中获取

位置信息，以空间点形式合并进前述数据集中。 各数据库筛选完毕后，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将与 ＷＤＰＡ 中重复

的面数据筛去。
２．２　 提取时空动态与海陆分布信息

从各数据库字段中提取信息，根据 ＩＳＯ３ 字段，将 ＷＤＰＡ 数据分类为其所属大洲，其他数据库的数据根据

其矢量图所在位置进行判断分类，并按照成立年份字段提取时间动态信息，时间数据为 ０ 或 ＮＡ 的数据单独

提出，其余数据按时间顺序进行分类排序，其中中国第一批成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７］，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绘制全球国家公园时空动态图。 根据 ＡＲＥＡ＿ＫＭ２ 字段计算全球及各大洲国家公园面积。 根据

ＭＡＲＩＮＥ 字段，统计全球海洋、陆地或海陆均有的国家公园的数量与分布情况。 最后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绘制分

布图，采用地理坐标系 ＷＧＳ１９８４。
２．３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时空格局

从知识共享（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ｓａ ／ ４．０ ／ ）平台中获取全球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使用裁剪工具，按照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裁剪筛选后的国家公园面文件

数据，统计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国家公园发展格局，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绘制其时空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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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数据库筛选结果

从 ＷＤＰＡ 数据库获得保护地数据 ２６７８９７ 条，逐步筛选的结果如图 ２ 所示，由于使用 ＤＥＳＩＧ＿ＥＮＧ 和

ＮＡＭＥ 字段筛选后结果过少，我们将国家公园的认定标准停留在 ＩＵＣＮ 分类为 ＩＩ 类上，最终获得 ６６９６ 条

数据。

图 ２　 ＷＤＰＡ 数据库筛选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ＤＰ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ＲＡＷ：原始数据；ＰＡ＿ＤＥＦ：使用 ＰＡ＿ＤＥＦ 字段筛选后数据；ＤＥＳＩＧ＿ＴＹＰＥ：使用 ＤＥＳＩＧ＿ＴＹＰＥ 字段筛选后数据；ＩＵＣＮ＿ＣＡＴ：使用 ＩＵＣＮ＿ＣＡＴ

字段筛选后数据；ＤＥＳＩＧ＿ＥＮＧ：使用 ＤＥＳＩＧ＿ＥＮＧ 字段筛选后数据；ＮＡＭＥ：使用 ＮＡＭＥ 字段筛选后数据

图 ３　 各数据库筛选结果

Ｆｉｇ．３　 Ｆｉｌ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ＤＰＡ：世界保护区数据库；ＡＢＤＳ：北极生物多样性数据服务；

ＰＡＤ－ＵＳ：美国保护区数据库；ＣＡＰＡＤ：澳大利亚合作保护区数据

库；ＣＰＣＡＤ：加拿大自然保护地与保留地数据库

如图 ３ 所示，ＡＢＤＳ 数据库筛选后剩余 ２３ 条数据；
ＰＡＤ－ＵＳ 数据库筛选后剩余 ４ 条数据；ＣＡＰＡＤ 数据库

筛选后剩余 １１ 条数据；ＣＰＣＡＤ 数据库筛选出的国家公

园数据与 ＷＤＰＡ 数据完全重合，故最终筛选数据结果

为 ０。 由于 ＷＤＰＡ 中不包含中国国家公园的数据，从中

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图集中提取的 ５ 条数据以空

间点的形式参与统计与制图中［６］。
３．２　 国家公园时空动态格局

３．２．１　 全球国家公园分布与时空动态

如图 ４、图 ５ 所示，截至目前，全球共有 ６７３９ 个国家

公园，其中加拿大数量最多，为 ２３０７ 个，其次为巴西和

澳大利亚。 上述 ３ 个区域的国家公园呈空间分布较集

中，而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 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为美

国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于 １８７２ 年。 时间格局上，全球国家公园的发展以 ２０ 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 ７０ 多年的

发展期和后 ７０ 多年的合作期，发展期间国家公园数量增加较为缓慢，合作期间国家公园数量快速增长，增长

趋势在 １９８０ 年后变快（图 ５）。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集中成立年份未知的国家公园有 ２１７ 个，东南亚地区

最多。
３．２．２　 各大洲国家公园分布、时间动态与海陆分布

各大洲国家公园分布格局与时间动态如图 ６ 所示，时间格局上，首次成立国家公园的大洲按时间排序依

次为北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南美洲。 空间格局上，发展期间国家公园数量以北美洲居多，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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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美洲南部、非洲中部、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地区有少量分布；合作期间，各大洲国家公园数量均快速增长，
形成了欧洲和非洲的均匀分布格局，以及亚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局部集中格局。

图 ４　 全球国家公园时间动态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图 ５　 全球国家公园每年新增趋势图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图 ６　 全球国家公园分布及各大洲国家公园时间动态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各大洲国家公园数量如图 ７ 所示。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国家公园总数以北美洲最多，其次是大洋洲。 位

于海洋的国家公园有 ２８８ 个，位于陆地的国家公园有 ５９００ 个，跨越海陆的国家公园有 ５０８ 个，尤其以大洋洲

的海洋国家公园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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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大洲国家公园数量

Ｆｉｇ．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３．２．３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国家公园时空动态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国家公园最早从 １９０７ 年开

始建立，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增长变快，至今总数已有 ２５９８
个，以澳大利亚最多，其次是巴西和东南亚地区（图 ８）。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国家公园占全球国家公园总数

比例从 １９０７ 年起逐年上升，到 １９５３ 年达到 ４９％，随后

维持在 ４０％左右。 其中澳大利亚和巴西位于生物多样

性热点区域的国家公园具有较高密度：澳大利亚西南部

和东部占国土面积约 １０％的区域中，包含了 ５８２ 个国家

公园，将近全国国家公园数量的一半；巴西的 ５４４ 个国

家公园中，有 ４３８ 个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占全

国国家公园数的 ８０％。 中国现有国家公园中有两个分布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和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图 ８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国家公园时空动态与每年新增趋势图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ａｐ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ｒｅａｓ

４　 讨论

４．１　 全球国家公园时空格局及形成原因

　 　 本研究显示全球各大洲的国家公园呈现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图 ６），这种空间格局是在发展期和合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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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中，由不同的因素影响所形成的。
４．１．１　 发展期

１８７２ 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主要目的是保护荒野，这是由于在荒野探险文

化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人对待荒野的态度逐渐从征服转变为欣赏和保护［３，８］，而面对不断发展的旅游

业对黄石地区产生的破坏，美国选择以公有化的形式保护此地的自然景观，最终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９］。 然

而，在 １９６４ 年美国通过《荒野法》以禁止国家公园内的商业性开发活动前［１０］，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初衷并未

强调保护，仅仅是为防止私人企业家不受限制地攫取景区资源，正如其定义所说：“一个供人们受益和享受的

公共公园或娱乐场所”，这也导致了随后黄石国家公园内存在过度开发的情况［１１］。 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上第

一个国家公园，其建立模式和共享理念仍然为此后全球国家公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紧随美国之后成立国家公园的是英联邦国家。 １９ 世纪末，国家公园的概念开始传递到英联邦国家之中，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园，然而并非每个国家都完全参照了“美国模式”。 加拿

大与新西兰对国家公园的定义与美国相似，但更加注重其经济效益，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景观也偏向于人类改

造后适宜于休闲娱乐的人造景观；而澳大利亚则与美国大相径庭，于 １８７９ 年成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位于悉尼

郊区，仅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命名，所处的位置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景观，其建立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城市人口的娱

乐，直到 １９５５ 年才正式更名为皇家国家公园（Ｒｏｙ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且由各个州独立管理，而不是国家政府管

理［１２］。 此外，尽管这些国家早早建立了国家公园，但国家公园的正式管理体系却并未成立，１９１１ 年，加拿大

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局［１３］，随后于 １９１６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公园管理

局组织法》，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公园体系才开始正式建立［１４］。
２０ 世纪初，图 ６ 中除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其他地区开始建立国家公园，其目的和选址更加多样化。 欧洲

的大国，如英、法、德等国起初并不在意国家公园的概念，其本国的国家公园大多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建

立，其管理者更倾向于在亚非拉的殖民地内成立国家公园，以满足殖民管理需求；欧洲的小国，如瑞典、瑞士和

西班牙等，则较早地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园、以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多选址在具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和历史

古迹地区，呈现出小而分散的格局；而在非洲，对当地野生动物狩猎的泛滥引起了其宗主国的注意，英国本土

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游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随后建立的国家公园主要以保护当地野生动物资源、而不是

保护自然景观为目的，因此多设立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区域；南美洲的情况类似于非洲，但由于植被丰富，
国家公园的设立目的不仅为了保护动物资源，同样也保护植物资源［１５—１６］；亚洲的国家公园起步较晚，一方面

是因为亚洲的狩猎情况并不如非洲那样突出，另一方面则是欧洲的宗主国对于亚洲的制度和习俗相对尊重，
且碍于当时逐渐增长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选择轻易在这些区域建立国家公园，较早建立国家公园的地区为

东南亚地区和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从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国家，大
多选择了保留此前建立的国家公园，一部分是为了从旅游业中获取收入、一部分是作为国际身份的宣传手

段［１２，１７］。 由此可见，国家公园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各国可凭自身情况来定义和管理国家公园。
在国家公园发展的前 ７０ 多年间，在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地理、政治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国家公园

的时空格局。
４．１．２　 合作期

２０ 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合作期中，全球国家公园的数量和面积都快速增长。 该时期，全球面临生物多样性

快速丧失的危机，各国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ＩＵＣＮ 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也愈发活跃：１９９４ 年 ＩＵＣＮ 发布的

保护地标准，给全球各个国家规划国家公园提供了参考框架；自 １９６２ 年起每 １０ 年召开的国家公园大会，也给

各国交流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经验、共同商讨未来计划提供了平台［１８］；而每两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目前已成为全球合作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所有成员国建

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促使各个国家探索更有效的保护区管理体系，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开放、共享的保护

地形式，在平衡开发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利用目标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逐渐被各国所重视。 以澳大利亚为

７　 ４ 期 　 　 　 梁力文　 等：全球国家公园时空动态格局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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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同年，澳大利亚即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由联邦政府与各州共同

建立国家保护区系统，规范了国家公园在各州的定义与管理标准［１９］，并于随后以该公约和 ＩＵＣＮ 的指导框架

为依托，正式展开了国家保护地规划的建设探索，建立了一大批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国家公园［２０］，也因此形

成了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区域国家公园高密度分布的格局。
４．２　 全球国家公园发展趋势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启示

如图 ８ 所示，自 ２０ 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国家公园显

著增多，说明除单纯保护文化景观外，各国开始更加重视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功能。 于 ２０２２ 年召开的第十五

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 ［２１］，
其中明确提到至 ２０３０ 年要保护地球 ３０％的陆地、海洋、内陆水域和沿海地区（简称“３０－３０ 目标”）。 与目前

仅有 １５％陆地、７．４％海洋受到保护的现状相比，此目标相当于在现有保护地的基础上面积翻了一番多，这些

新增的保护地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人地矛盾的问题。 而在如巴西等国，强调社区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的共管模式已在国家公园中施行，且已见成效［２２］，在“昆蒙框架”和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进行的第 ２８ 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上都提到了尊重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意愿、鼓励其参与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这凸显了国家

公园的保护地管理形式在未来新增保护区域建设、管理中处理人地矛盾等方面问题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我国借鉴国外国家公园体系的最初成果是风景名胜区体系，１９９０ 年起，有关部门就开始将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阐释为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公园［２３—２４］。 ２０２１ 年起，我国正式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实
现“３０－３０ 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尽管各国发展国家公园的历史各不相同，但公益性仍是国家公园的核心［２５］，
因此，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不能只是单纯地将风景名胜区和保护区统一管理、变成保护区的简单扩大化，
更需要当地居民和社区的参与。 纵观全球国家公园的发展史，其中不乏管理与当地社区的冲突，如何做好当

地居民利益与管理效率间的平衡，一直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中之重［２６］，在我国保护区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

过“一刀切”的生态移民手段，不仅经济成本高，社区居民搬迁意愿也较低［２７—２８］。 我国未来国家公园建设应

参考全球国家公园发展趋势，加强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建立社区共管机制，使当地居民加入国家公园的

管理与维护工作，不仅有利于未来新增的 ４９ 个国家公园中可能产生的地役权问题［２９—３０］，解决现有国家公园

中永久基本农田带来的空间完整性问题［３１］，降低管理成本［３２］，更能发挥国家公园的开放共享功能、促进“３０－
３０ 目标”的达成。

此外本研究发现，部分国家中存在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大量建立国家公园的情况。 这种高密度的分布

格局反映了国家公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优势，结合我国由早期保护区“排斥社区”的消极保护转向“社区

参与”的积极保护政策趋势［２６］，应当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国家公园建设。 目前我国仅有两个国家

公园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参考未来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分布［６］，我们建议除拟建的西南岩溶国家公园

外，在位于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广西南部地区规划建设更多国家公园，以保护该地区的高生物多样性，并加

强对我国现有和即将建立的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生物多样性的持续监测（比如搭建红外相机监测网络），量化

生物入侵风险，评估国家公园保护现状与成效［３３］。
最后，我们发现某些区域国家公园分布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由于如印度等少数国家并未向

ＷＤＰＡ 数据库完全提供保护地信息，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区域的保护地至今仍未进行 ＩＵＣＮ 标准评估，最终导

致这些区域中现存的国家公园在本研究中未能被展示出来。 我们建议 ＩＵＣＮ 组织加快对全球保护地的评估

工作，同时也希望全球各国公开共享保护地数据，以便于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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