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国家公园（中英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Ｖｏｌ．２，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７２２４１４１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自

然保护地体系研究”（１８ＢＧＬ１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１６； 　 　 采用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０６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ａｎｇｙｏｕｂｏ＠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５２ ／ ｊ．ｎｐ．２０２４０１１６００２３

杨滢， 庄优波．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国家公园（中英文），２０２４，２（２）：　 ⁃ 　 ．
Ｙａｎｇ Ｙ， Ｚｈｕａｎｇ Ｙ 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２０２４，２
（２）：　 ⁃ 　 ．

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

杨　 滢１， 庄优波１，２，∗

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２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随着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的推进，社区协调发展成为关键内容。 但长期以来，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地管理相对粗

放，国家公园社区协调理念上强调社区共管但具体实践中相对排除社区利用，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机制待进一步

构建。 选取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和日本知床国家公园四个发达国家

的海洋国家公园案例，从社区协调发展目标、社区可持续海洋利用管理、社区参与海洋保护共管三方面总结归纳海洋类国家公

园社区协调发展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借鉴的框架，提出在社区协调发展目标、路径、具
体举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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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建设海洋类国家公园成为今后重点工作之一［１］。 社区协调发

展对海洋保护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共识［２—４］。 也是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 目前，我
国陆地类型的国家公园（包括试点区）社区协调发展研究与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果［５—７］。 但是，海洋类国家公

园社区有别于陆地类，其对海洋依赖强但抵御风险能力弱［８］，许多涉及海洋利用权益的问题照搬陆地上的农

业政策难以得到很好地解决［９］。 例如，相对于陆地农产品来说，海洋渔产品大多经济价值更高，如果简单禁

止生产，往往面临生态补偿成本过高难以落实、统筹管理难度大等情况［１０］。 社区在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保护

管理中应如何定位？ 如何基于海洋保护特征对社区的海洋保护利用进行精细化管理和引导？ 虽然已有一些

相关研究［１１—１４］，但在社区协调发展方面尚未充分开展，亟待探索适用于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方案。
因此，本文拟通过开展代表性国家的国际案例研究，为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提供借鉴。

１　 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本文研究框架见图 １。 在国际案例选择方面，根据《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我国潜在的海洋类国家公

园大多处于我国东部和东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 因此，选择以发达国家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为研究对象。 根

据各国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国家公园机构与涉海管理部门关系、以及海洋保护地建设、原住民协调、海洋利

用等方面的代表性特征（表 １），选取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

家公园和日本知床国家公园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代表性方面，既有联邦垂直管理类型

（美国、澳大利亚大堡礁）；也有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类型（英国、日本）。 在国家公园机构与涉海管理部门的

协调方面，既有统一管理类（大堡礁），也有联邦和州综合管制类（美国），以及联邦各部门综合管制类（英国、
日本）（四个案例在海洋类国家公园的比例构成、海洋特征、挑战均有一定差异。 见表 ２）。

图 １　 研究框架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来源：作者自绘）

在国际案例分析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分析各案例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的背景和目标定位，
重点分析与社区协调发展密切联系的三大因素：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涉海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社区的海洋

使用权益、以及国家公园社区的协调发展目标。 其次，对社区的海洋可持续利用进行研究，探讨如果在保护基

础上对社区海洋利用进行精细化管控，利用类型包括海洋渔业、沿海农业、海上交通、海洋旅游等。 第三，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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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参与海洋保护的特征进行研究。

表 １　 案例国家基本信息和选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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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所在大洲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海洋保护地占国土
面积比例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ｒａｔｉｏ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代表性 ／国家公园机构与涉海
管理部门的协调代表性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ｙｐ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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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代表性特征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海洋面积 ／ （万 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大洋洲 ４４．３４％ 联邦垂直管理类型 ／统一管理类

原住民保护具有代
表性、大堡礁保护极
具代表性

８１４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美洲 ２６％ 联邦垂直管理类型 ／联邦和州综合管制类

国家公园建设世界
领先、海洋保护地建
设世界领先

１２４０

英国
Ｂｒｉｔａｉｎ 欧洲 ４４．０６％ 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类型 ／联邦各部门综合管

制类
海洋保护地建设世
界领先

３９７

日本
Ｊａｐａｎ 亚洲 １３．８９％ 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类型 ／联邦各部门综合管

制类

与我国同纬度，互为
邻国，海洋利用相对
领先

４４８

全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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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案例海洋类国家公园信息概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ｂｙ ｃａｓｅ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类别
Ｔｙｐｅ

海洋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主要海洋
生态特征
Ｍａ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海洋主要挑战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内部居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主要协调 ／惠益
社区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居民密度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居民组织
形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大堡礁国家
公园

海洋为主 ３４４，４００ ／ １００％ 保护珊瑚礁 气候变化珊瑚
礁白化

０ 外部⁃沿岸原住民社
区（以亚拉巴为例）

（外部）
１７．４６ 人 ／ ｋｍ２

社区、社区协
调委员会

美国
Ａｍｅｒｉｃａ

比斯坎国家
公园

海洋为主 ７００．１３１ ／ ９５％ 保护红树林
生态系统、海
洋栖息地、珊
瑚礁等

过度捕捞 ０ 外部⁃门户社区⁃霍姆
斯特德市居民

（外部）
２０６６．６３ 人 ／ ｋｍ２

市（国家公园
入口小镇）

英国
Ｂｒｉｔａｉｎ

彭布罗克郡海
岸国家公园

陆地为主 ／ 保护 沿 海 ｌ
景观

沿海社区可持
续发展与低碳
生活

约 ２２３５０ 内部⁃彭布罗克郡社
区居民（以圣大卫社
区为例）

（内部）
３４ 人 ／ ｋｍ２

城镇（市）

彭布罗克郡海
岸国家公园和
海 洋 特 别 保
护区

陆海统筹 １３８０．６９ ／ ６９．１８％ 海洋生物栖
息地珊瑚礁、
河口、浅湾和
海湾以及灰
海豹

海洋生物保护 ０ 外部⁃彭布罗克郡社
区居民（以圣大卫社
区为例）

（外部）
３４ 人 ／ ｋｍ２

城镇（市）

日本
Ｊａｐａｎ

知床国家公园 陆海统筹 ２２３．５３ ／ ３６．６５％ 火山和浮冰、
生物多样性
（棕 熊 和 虎
鲸）

鱼类可持续
捕捞

约 ５６００ 内部⁃斜里町罗臼町
居民 （ 以 斜 里 町 为
例）

内部＋外部

１７．９ 人 ／ ｋｍ２
町

最后，基于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调发展面临的潜在问题，提出对应的借鉴和建议。 本

研究综合运用了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重点通过分析案例国家公园官网上公开的各类法律

法规和管理文件、法律法规等（文件清单，见表 ３），分析并归纳其在社区协调发展中的管理特征。

３　 ２ 期 　 　 　 杨滢　 等：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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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案例国家公园主要参考文件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ａｓｅ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主要参考文件
Ｍ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９９》
２．《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３》
３．《Ａ Ｒｅｅｆ⁃ｗｉｄ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４．《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５．《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Ａｃｔ １９７５ （Ｃｔｈ）》
６．《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ＳＥＬＴＭＰ）
２０１４》

７．《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ｅｆ ２０５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Ｆｉ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２．《ＦＬＯＲＩＤ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ＵＩＤＥ》
３．《Ｍａｇｎｕｓ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４．《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
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２．《Ｗｅｌ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３．《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ｎｄ ｄａｔｅ ２０３１》
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日本知床国家公园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ｈｉｒｅｔｏｋ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１．《知床エコツーリズム戦略》
２．《知床世界自然遺産地域多利用型統合的海域管理計画》
３．《知床半島先端部地区利用適正化基本計画》
４．《知床世界自然遺産地域多利用型統合的海域管理計画及び説明資》料
５．《北海道マリンビジョン２１（改訂版）の概要》

２　 社区协调发展背景和目标分析

２．１　 海洋管理机制：统一管理和交叉管理并存

相比陆地国家公园， 海洋类国家公园在涉海管理部门与国家公园机构之间的统筹管理是主要特点。 四

个案例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海洋管理部门之间关系处理方面，大致分三种类型，一是统一管理，二是联邦统

一管理并协调州政府涉海管理；三是通过统一规划来协调多部门交叉管理。
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为统一管理，由于大堡礁自身价值极高，澳大利亚联邦单独为其制定了法律法

规［１５］，国家公园内的海洋利用需要统一经过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的特许赋权。
美国国家公园主体由联邦层面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同时，距离陆地 ３ 海里以内海域的渔业管理

要与州政府相关规定进行协调（例如：比斯坎距离陆地 ３ 海里以内有部分海域依据佛罗里达州渔业管理部门

要求来执行［１６］）。
英国和日本属多部门交叉管理，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中，土地权属复杂，管理机构多样，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主要发挥监督和协调作用；在海洋类国家公园管理方面也未刻意进行统筹一体化管理，但
各自通过统一规划实现了基本协调，其中英国由统一的地区海洋规划去落实海洋各部门责任，日本在编制国

家公园规划时已将海洋相关各个部门的管理考虑在内，故虽然多部门交叉管理，但未发生明显管理冲突。
２．２　 海洋使用权益：不同层级的赋权许可

在社区相关的海洋权益的方面，四个案例的海洋都归国家所有，但社区在海洋使用权益上大致可分为三

种类型。 第一种是原住民身份和文化习惯决定的海洋使用权益，例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天然的传统海洋使

用权益受法律保护；第二种是管理部门无差别赋权许可的公民海洋使用权益，例如美国和英国强调用海是所

有公民的权益，一般的渔业利用通过许可证来获取许可；第三种介于上面两种之间，是生活区位决定、以划定

利用海域的社区渔业委员会组织下的海洋使用权益，如日本的村渔业合作社（渔业委员会），沿海的社区居民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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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海洋使用权，且具有自下而上管理、自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特征。 从管理组织程度来看，第三种程度最

高，既满足了周边社区传统海洋利用需求，也较好地衔接了国家公园和各级管理部门对于海洋保护和渔业管

控的要求。
２．３　 社区协调发展目标

社区协调发展目标是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４）。 四个案例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目标

都呈现出非绝对保护、注重保护基础上可持续利用的特征，差异在于利用的类型和侧重点不同。 大堡礁国家

公园和比斯坎国家公园强调周边社区渔业和旅游业等多功能利用，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在保护风景的同

事强调并制定社区总体可持续发展规划，知床国家公园重点协调园区内居民的渔业林业农业生产生活利用。
这些案例社区对海洋资源的依赖度不同（如澳大利亚大堡礁的原住民、日本知床国家公园内部的居民更依赖

海洋渔业），产业利用形式对海洋保护影响程度的接受度有差异（如日本知床国家公园对社区利用的接受度

较高），所以导致它们几个案例虽然都兼顾了可持续利用，但有着不同的利用特色。

表 ４　 案例国家公园管理目标与社区海洋协调目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案例国家公园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公园管理目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社区与海洋协调的目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澳大利亚⁃大堡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保护特定价值区域、生态可持续下的活动管理、利益相

关团体参与共管、海岸市民娱乐体验［１７］ ，保留传统社区
利用，协调周边社区海洋利用，为当代和子孙后代在生
态上可持续地利用和进入大堡礁地区提供机会

保护基础上的可持续利用

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规划游客休闲活动。 保护各种自然，文化和娱乐资源，
并保护它们以供当代和后代享受

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维护场地重要的野生动物、鼓励场地以可持续的方式使
用，以满足许多用户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保护和加强其
自然美景、野生动植物和文化遗产，促进公众了解和享
受国家公园特殊品质的机会。 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
园管理局制定社区地方发展计划政策管理开发，包括开
发、国防、就业、住房等，特别促进可持续社区

日本⁃知床国家公园
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ｒｅｔｏｋ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许多人居住在国家公园内，区域内需要协调居民的农
业、林业和渔业活动，国家公园管理是与人们的生活和

产业协调同时进行［１８］

３　 社区可持续海洋利用协调

四个案例海洋相关资源特色不同、面临的社区海洋利用协调的问题类型、协调对象、与保护的冲突程度等

也各有差异（表 ５），四个案例主要采用空间（如具有海洋利用特色的分区）、非空间（如专项管理计划，许可认

证制度等）两类工具开展社区海洋利用的协调工作。 以下对社区海洋利用的 ４ 种主要类型即海洋渔业、沿海

农业、海上交通、海洋旅游进行重点分析。
３．１　 海洋渔业：突出社区权益，细化约束规则

四个案例对海洋渔业都有一定保留，并基于社区的海洋使用权益特征以及海洋保护特征，采取针对性的

协调管理措施。 基于社区的海洋使用权益特征，澳大利亚大堡礁和日本知床在渔业管理中突出了地方社区的

渔业生产权益。 例如，澳大利亚土著的渔业生产权益受《土著产权法》保护，非土著居民则需要通过许可证的

形式来获取渔业权益，《２０００ 年大堡礁海洋公园（水产养殖）条例（联邦）（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０ （Ｃｔｈ））》规定了许可证制度，以管理大堡礁的水产养殖。 知床国家公园鼓励

和引导地方社区运用知床品牌，促进渔业产业的高附加值；社区斜里町的规划中明确了知床品牌申请、注册

途径［１９］。

５　 ２ 期 　 　 　 杨滢　 等：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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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各案例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的主要问题和协调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国家公园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日本⁃知床国家公园
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ｒｅｔｏｋ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特色资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大堡礁濒危物种
绿海龟和儒艮

珊瑚礁鱼类
休闲捕鱼

海洋生物栖息地、灰海豹等 北海狮、各类海鸟等

社区协调发展现有问题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社区传统利用威胁两个保
护物种；
社区集水区农业利用污染
径流

渔业捕捞过度 拖网捕鱼、捕鱼工具垃圾、海洋
污染

渔业可能存在影响，旅游影
响海鸟保护

主要涉及的协调对象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大堡礁沿海土著社区 商业捕鱼许可证持有者 海上渔民和岸边生活者 社区渔业委员会成员

与保护的冲突表现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强
（直接危害濒危物种、间接
污染）

强
（直接导致过度捕捞）

较强
（间接影响海洋生态）

较弱
（暂未明确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

相关计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

《大 堡 礁 水 质 提 升 计 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大堡礁 ２０５０ 可持续发展
计划》
《大堡礁的社会和经济长
期监测计划》

《比斯坎国家公园渔业管
理计划》

《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地
方发展计划 ２》
《可再生能源⁃对彭布罗克郡海
岸国家公园当地发展计划的补
充规划指导》
《彭布罗克郡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方案》

《知床世界自然遗产地域多
利用型综合海域管理计划》
《知床生态旅游推进计划》

对社区海洋特色产业的协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①分区规划
②许可证制度
③高标准认证
④长期效益评估

①分区规划
②许可证制度 （含特许经

营）
③长期效益评估

①分区规划
②许可证制度
③社区共议准则

①社区参与规划
②国家公园品牌
③长期效益评估

基于海洋保护特征，各案例均突出了对渔业捕捞的精细化管控，一是结合分区细化管控要求，如大堡礁和

比斯坎在分区管理中限定了捕鱼工具、渔获类别等（如图 ２、图 ３、表 ６、表 ７ 所示），二是制定专项管理计划，如

表 ６　 大堡礁国家公园分区限制

Ｔａｂｌｅ ６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分区类型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分区限制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一般使用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ｓｅ ｚｏｎｅ 一般的、非破坏性采掘活动均可在此区域内进行

栖息地保护区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通过保护和管理敏感栖息地并确保它们通常没有潜在的破坏性活动，以保护大堡礁海洋公园的区域。 不
允许拖网捕捞，允许划船、潜水、摄影等活动

原生自然保护区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禁区”，严禁采掘活动。 不得进入保护区（除非获得书面许可）；可以开展与管理优先事项相关的研究
（需要许可证）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为海洋公园中的自然区域提供保护，允许公众欣赏相对不受干扰的自然风光；允许拖钓远洋鱼类，但禁止
所有其他形式的采掘；部分缓冲区可能会进行季节性关闭

科学研究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ｏｎｅ

允许开展研究，主要在相对不受采掘活动干扰的科学研究设施周围。 分两种：公众访问，对于不从事研究
的人来说，没有书面许可的情况下，只允许游泳、浮潜和潜水等非采掘性活动；不允许公众进入，仅从事科
研使用

海洋州立公园区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ｚｏｎｅ

“禁区”。 采掘捕鱼需要许可；可以进入海洋国家公园区并参加划船、游泳、浮潜和划帆船等活动（除了与
商业渔船结合使用的船只）；渔具要求必须存放在船内或钓竿架中，且所有钓鱼用具都不得接触水面；允
许锚定，但使用率高和敏感的区域，可能没有锚定区域，若有，锚定则可能需要使用系泊设备；商业捕鱼船
须始终附在母船上

严格自然保护区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ｋ ｚｏｎｅ

大多数采掘活动都允许，大多数捕鱼活动有额外限制，具体表现在钓竿、鱼钩、捕蟹笼的数量和收集鱼的
种类等方面

联邦群岛区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ｚｏｎｅ

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用于低影响（非采掘）活动，包括摄影、拍摄、录音和一些教育项目，但部分会受
到私人租赁安排、国防活动的约束、季节性关闭等影响

　 　 表 ６ 由作者根据《２００３ 年大堡礁海洋公园分区计划》整理

６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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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大堡礁国家公园分区规划

Ｆｉｇ．２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图片改绘自：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２．ｇｂｒｍｐａ．ｇｏｖ．ａｕ ／ ａｃｃｅｓｓ ／ ｚｏｎｉｎｇ ／ ｚｏｎｉｎｇ⁃ｍａｐｓ）

表 ７　 比斯坎国家公园分区限制

Ｔａｂｌｅ ７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分区类型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分区限制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海洋保育区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ｚｏｎｅ

不允许商业和休闲捕鱼（除狮子鱼）、锚定。 允许提供适当的与保护目标和游客期望体验一致
的游客娱乐活动。 如划船、观光、观赏自然、系泊、游泳、浮潜和水肺潜水

游客服务区 ／ 公园管理区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ｐａ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允许开展观光、散步、游泳、休闲钓鱼、划船、露营、参与教育活动等游客活动。 提供多语言解
说服务，增加体验和了解公园资源的机会

疏浚导航通道区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ｚｏｎｅ 可经通道穿过 ／ 进入公园的其他区域。 商业交通不需许可证

多功能区域（陆域 ／ 水域）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 ｚｏｎｅ（ｌａｎｄ ／ ｗａｔｅｒ）

允许开展观光、划船、潜水、浮潜、游泳、钓鱼（可能有商业捕鱼的限制）、观赏自然、徒步旅行、
野餐、露营和参观文化资源等游客活动

慢速区（最小尾流量）
Ｓｌｏｗ ｓｐｅｅｄ ｚｏｎｅ（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ｋｅ）

保护潜水生境。 允许开展划船（机动或非机动）、观光、钓鱼（可能对商业捕鱼的限制）、游泳、
浮潜、水肺潜水和自然观察等对资源影响小的游客活动，符合资源保护目标的有限商业服务。
带马达船只可在慢速（最低尾流）推进时使用，以减少用户冲突，确保游客安全

怠速区（无尾流）
Ｉｄ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ｚｏｎｅ （ｎｏ ｗａｋｅ）

保护浅水栖息地，游客将有机会体验大自然。 适当的游客活动包括划船（用划桨、拖船或电线
杆推进）、观光、钓鱼、游泳、浮潜、水肺潜水和自然观察。 带有马达的船只可以在怠速（无尾
流）速度推进时使用，以减少用户冲突，确保游客的安全。

非燃烧发动机使用区
Ｎ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ｕｓｅ ｚｏｎｅ

允许非内燃机划船（划桨、划桨或钓鱼）、观光、钓鱼（可能对商业捕鱼的限制）、游泳、浮潜、水
肺潜水和自然观察等游客活动。 允许符合资源保护目标的有限商业游客娱乐服务。 一般不
允许使用内燃机。 允许在指定区域（深度在 ３ 英尺到 ５ 英尺之间）通道低速使用内燃机。 配
备内燃机的船只可用于由推杆或电动拖轮马达推进，舷外发动机向上倾斜不允许发生特殊活
动。 为保护资源、加强公共安全，在这些区域的游客活动可能会受到短期或长期的限制

自然观测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允许观光、自然观察和钓鱼等游客活动。 游客的活动大多自主性的，对资源影响较小

敏感资源区域（禁区）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ｚｏｎｅ（ｎｏ ｅｎｔｒｙ）

游客不允许进入，研究活动需有许可证才能进入，除紧急情况，游船一般被限制进入。 不允许
进行商业活动。

敏感的水下考古区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保护重要和脆弱的水下文化遗址。 不允许捕捞和使用水下观察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面罩、玻
璃底容器、玻璃底桶和 ／ 或任何类型的水下摄像机）游客会从水面上的船只内部看到受保护的
资源。 允许观光、观赏自然、钩线钓鱼、穿行等游客活动。 钩线渔具以外的设备不得进入船舶
最低点以下的水中。 游客必须留在船上，并且不允许下水进行游泳、浮潜或水肺潜水等活动。

　 　 表 ７ 由作者根据《比斯坎国家公园总体管理计划⁃环境影响评价》整理

７　 ２ 期 　 　 　 杨滢　 等：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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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坎国家公园渔业管理计划［２０］》为娱乐捕鱼提供指导，提出了不同鱼类可捕获的尺寸限制和包装袋的限

制、禁渔区或禁渔期、限制鱼叉捕鱼、建立珊瑚礁保护区和无陷阱区、创建无拖网带、设置商业捕鱼许可制度等

具体要求，以确保本地物种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并实现渔业可持续。

图 ３　 比斯坎国家公园分区规划

Ｆｉｇ．３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图片改绘自：《比斯坎国家公园最终总管理计划 ／ 环境影响报告书，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Ｆｉ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中待选方案 ８（即首选方案））

３．２　 沿海农业：鼓励最佳实践，引导技术更新

海洋沿岸集水区的农业生产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径流污染，案例国家公园主要通过鼓励农业生产者改变

高污染农业产业、优化生产技术，来实现兼具限制和提升的协调效果。 比如大堡礁在联邦层级制定了《珊瑚

礁 ２０５０ 年水质改善计划（Ｒｅｅｆ ２０５０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提出社区农业污染的控制主要是通过

自愿的、由行业主导的最佳管理实践（ＢＭＰ）项目和监管相结合来实现，鼓励土地所有者进行农业生产技术转

型和更新（比如甘蔗种植等） ［２１］，以减少对径流的污染，并开发和采用创新技术来改善当地水质。
３．３　 海上交通：分区限制航速，分时管控准入

海上交通一般被划在国家公园之外，对于国家公园内部无法避免的交通，各案例主要通过分区来进行管

８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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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协调。 一种做法是划设专门的交通管控分区，对海上交通进行精细化管控，例如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结合

保护需求划设了慢速区、非燃烧发动机使用区等，限制了船的航行速度、船的类型（商用）、燃油发动机船的航

行垂直区等，并划设不需要通行许可证的疏浚导航通道去简化通行管理（图 ３）；例如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

园除了设置交通缓慢区外，结合海洋野生动物敏感区域的保护需要设定不同区段的禁入期（图 ４、表 ８）。 另

一种做法是结合综合管理分区进行交通管控，例如大堡礁虽未划设专门的交通管控分区，但结合不同保护等

级的区域分别限制了商业捕鱼船系泊、锚定等功能，并记录海洋运输路线，监测运输船和海洋国家公园之间的

空间位置关系等［２２］。

图 ４　 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斯科默岛的野生动物敏感区域通行限制分区

Ｆｉｇ．４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ｋｏｍ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图片改绘自：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ｄｅ．ｏｒｇ．ｕｋ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ｓｏｕｔｈ＿ｍａｐ＿ｓｏｕｔｈｐｅｍｂｓ２．ｊｐｇ）

表 ８　 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斯科默岛野生动物敏感区域通行限制

Ｔａｂｌｅ ８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ｋｏｍ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分区类型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分区限制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海鸟筑巢敏感区
Ｓｅａｂｉｒｄ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海鸟在三月至七月间筑巢，在此期间限制进入红色区域

禁区（海豹、大型动物）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ｅａｌｓ，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密封区域。 从 ８ 月 １ 日到 １１ 月底限制访问。 如果您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看到海
豹幼崽或大型动物聚集，请避免登陆

海豹和海鸟禁区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ｓ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ｂｉｒｄｓ） 从 ３ 月 １ 日到 １１ 月底限制访问

野生动物优先保护区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优先照顾野生动物：避开或缓慢靠近海鸟“木筏”；鲸目动物；姥鲨、太阳鱼和海龟。
潜水者：潜水时要小心，以免伤害脆弱的海底生物。 速度始终小于 ５ 节

缓行区 Ｓｌｏｗ ａｒｅａ 考虑潮汐情况的最低操舵速度，通常小于 ５ 节

国防禁区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ａｒｅａ 国防部靶场危险区域在某些时间限制进入

　 　 表 ８ 由作者根据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斯科默岛的野生动物敏感区域通行限制分区图整理

９　 ２ 期 　 　 　 杨滢　 等：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国际案例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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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海洋旅游：资格认证许可，共享品牌效应

一般来说，社会各界均可申请在国家公园及周边开展旅游经营服务，而国家公园社区成员既可以作为主

要经营商户，又可以作为员工受聘于商户，是海洋旅游服务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 因此，本研究也将其作为社

区协调管理的内容构成。 各案例国家公园海洋旅游主要在 ２ 个方面与社区协调相关、一是旅游经营资格许可

和认证，强调保证高水平的服务质量。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建立了旅游租赁的认证和许可制度，发放名

额供各公司申请，并为比斯坎国家公园商业导游建立了年度许可证制度，保证海洋旅游服务的质量。 大堡礁

国家公园实行高质量生态旅游认证，获得认证的机构可以获得官方网站更多的推广流量。 二是利用国家公园

品牌效应促进周边社区旅游经济发展。 例如，日本知床国家公园构建了知床旅游圈，把临近的城镇划入其中，
便于这些城镇能够享受到知床国家公园的旅游影响力。

４　 社区参与海洋保护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别于陆地生态系统保护，有其自身特色。 一是海洋纵向空间不可直观探查，使得海

洋生物本底调查和状态监测难度更高；二是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且更易受到区域外部环

境影响；三是海洋环境多变且难准确预测，保护管控、巡护的难度和成本高。 沿海土著社区、渔民等天然具有

对海洋知识文化的了解，相比于外来人员对海洋的特征更了解、对海洋的适应性也更强［２３］，在参与海洋保护

方面具有自身优势。 多项研究［２４—２８］表明，发动社区参与海洋保护本身就是先进的海洋保护观念，也能实现更

好的保护效果。
四个案例社区参与海洋保护的形式分为政策共议（政策讨论和规则制定）和保护实践（保护修复等具体

行动）两大类。 按照参与的主动性强弱，可以划分为三个梯度（表 ９）：自发组织（社区自发组织策划并实施）、
半主动参与（在官方机构的组织 ／倡导下志愿参与）、被动受聘（受聘于官方策划组织的保护活动）。 研究发现

用海权益与参与的主动性有一定关系。 其中，大堡礁和知床具有传统用海权益的社区，主动性高，更易配合管

理局开展定点、长期的监测和保护实践；比斯坎和彭布罗克郡海岸具有广泛的许可证赋权用海权益的社区，主
要表现为管理局或第三方社会团体的组织下社区不定点、不定期的参与。

表 ９　 各案例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海洋保护模式与举措

Ｔａｂｌｅ ９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
公园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美国⁃比斯坎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ｅｍｂｒｏｋｅｓｈｉｒｅ
ｃｏａ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日本⁃知床国家公园
Ｊａｐａｎ⁃ｓｈｉｒｅｔｏｋ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参与保护途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自发组织＋半主动参与
＋被动受聘

半主动参与 半主动参与 自发组织＋半主动参与

政策共议举措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常设本地海事咨询委
员会

管理计划前期征集民
众意见

社区协商形成分区方案和管理要
求等

社区咨询制定旅游发展
计划

保护实践举措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社区自行管理保护（调
整传统利用）；
监测水质、 清除有害
物种

参与生物清除；
组织开展海龟保护和
监测志愿活动

提供海洋生物信息、促进保护；
组织开展环境清理调查活动

提供信息、以研究经济和
环境关系

４．１　 政策共议：社区参与海洋保护管理政策制定

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既是海洋的使用者，也是海洋的重要守护者，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用海习惯，本
身就是一种“公民科学”。 四个案例在海洋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日常管理中，都有一定程度的社区参与，参与

形式主要分为意见征询式和日常协商式两类。
意见征询式，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制定比斯坎总体管理计划时，广泛征求社会尤其是当地社区的意

０１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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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通过社区协商，形成分区方案［２９］；彭布罗克郡海岸行为守则由专家和沿海

用户共同制定以保护特别的海洋野生动物，并由当地运营商、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信托基金

等密切合作完成。
日常协商式，如澳大利亚大堡礁设置本地海事咨询委员会［３０］，与社区有长期的联络合作，不仅及时收取

社区反馈意见，也雇佣社区居民参与现场管理，运用传统知识来巡逻、执法等。 委员会和当地传统所有者团体

共同制定实施《传统利用海洋资源协定（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ＵＭＲＡｓ））》 ［３１］，承认

传统所有者管理近 ２０００ 平方公里海洋的权益（图 ５），该做法已被证明是共同管理珊瑚礁的成功机制，体现大

堡礁传统所有者团体与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政府合作，管理海洋传统使用活动。

图 ５　 签订协议的土著团体与大堡礁的空间位置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图片改绘自：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２．ｇｂｒｍｐａ．ｇｏｖ．ａｕ ／ ｌｅａｒｎ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ｗｎｅｒｓ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ｓｅ⁃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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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协商式，又如日本早在 ２００７ 年就将“里海（由日本九州大学柳哲雄于 １９９８ 年提出，定义为“由于人

类干预而生物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增加的沿海海域”，是人类与沿海环境的和谐关系。 其中对渔村来说，由
渔民自行划定禁渔区等，主动制定并遵守规则）”的概念纳入到国家环境策略中，国家公园在沿海地区的综合

管理中积极采用“里海”建设理念，推进《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里海项目［３２］，让当地社区作为决策主体参与

海洋保护，创造更好的海洋［３３］。
４．２　 保护实践：社区参与海洋监测和保护恢复

海上环境多变、具有不可探知性，监测难度高。 沿海土著社区、渔民等天然具有对海洋的知识文化的了

解，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人对海洋特征更了解、适应性也更强［２３］。 四个案例均发动社区参与海洋监测和保护恢

复工作，包括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生物信息监测收集、海洋有害物种清除和栖息地保护等，组织参与形式包括

招募志愿者、雇佣社区居民、社区自发参与等。
海洋生态监测方面，既有主动进行可持续海洋环境监测的土著居民，也有应聘生态岗位，协助监测水质、

监测气候变化的社区居民。 例如，英国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米尔福德港水道环境污染调查［３４］ 项目利用

社交媒体和当地网络招募培训公民志愿者开展海洋污染调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超过 ２０１９ 名志愿者注册并接受

培训，通过对海岸的重复多次调查来收集米尔福德港水道内水质的环境数据。
海洋生物信息监测收集方面，大堡礁和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通过电话、邮件、ＡＰＰ 等提交信息的途

径，完善该地区海洋生物的图谱，及时救治动物［３５］，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开发了威尔士海岸探险家

（Ｗａｌｅｓ Ｃｏａｓ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ＡＰＰ，公众可以由此报告动物目击事件、记录海洋考古遗址等［３６］。
海洋有害物种清除和垃圾清理方面，比斯坎国家公园在处理狮子鱼泛滥问题时，规定潜水员、休闲渔民在

使用杆矛、夏威夷吊索、手持网或任何专门为狮子鱼设计的鱼叉装置时不需要休闲捕鱼许可证［３７］。 大堡礁培

训和雇佣了昆士兰州的 １００ 多人在棘冠海星的爆发的时候剔除海星［３８］。 在海龟筑巢地保护方面，比斯坎国

家公园发布海滩清理志愿活动，号召当地社区参与清理垃圾［３９］。

５　 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的中国借鉴

基于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潜在问题和挑战，借鉴四个案例的特征和经验，构建我国海洋类

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框架，包括社区协调发展背景和目标、协调路径、以及路径实现的具体内容，即社区的

可持续海洋利用管理和社区参与海洋保护共管（图 ６）。
５．１　 切实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社区协调发展目标

根据《国家公园法（草案）》，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应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统一进行管理。 同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四个案例与我

国的国情不同，在国家公园的海域管理机制和海洋使用权益方面规定也各不相同。 但是案例中体现的海洋使

用权益呈现的不同层级的赋权许可，为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中复杂多样的居民集体用海权益的协调提供思路

借鉴。
我国国家公园在理念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排除社区的倾向。 例如，目

前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多以核心保护区搬迁及一般控制区划定天窗的形式［４０］，导致社区搬迁的生态补偿成本

过高，天窗社区的整体协调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建议借鉴四个案例在社区协调发展目标方面强调保护基础

上兼顾社区可持续利用的经验，在我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的目标设定方面，切实遵循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理念，构建保护基础上兼顾社区可持续利用的协调目标，并根据海洋资源的敏感度、社区对海洋资源的

依赖度等突出不同的利用特色。
５．２ 　 以三类精细化举措，进一步规范社区四种可持续海洋利用

在可持续海洋利用管理方面，我国总体需要从“粗放”向“精细”优化。 对社区的海洋利用管理，尽可能避

免一刀切。 在海洋国家公园社区海洋利用的规范方面，一是实行更为精细化的分区管控，参照各案例分别对

２１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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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国海洋类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借鉴框架（作者自绘）

Ｆｉｇ．６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海上交通的航行速度和进入时间、海洋渔业的捕捞范围和渔获类型大小等进行限制，以兼顾海洋特殊性。 且

可以参照大堡礁国家公园和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设计 ＡＰＰ 即时定位所在海洋分区促进分区管控多方

参与；二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专项管理计划，如海洋渔业专项管理计划（美国）疏导过度捕捞问题、沿海农业

技术革新改善对海洋的污染等；三是建立起更具体更高标准的特许认证制度，以提高海洋旅游经营服务质量，
如特别许可各类行动、开展竞标申请式的特许经营、认证推荐高标准海洋生态可持续旅游产品、定期核查导游

证等，通过建立具有有效期的许可证制度，兼顾生态旅游准入量和发展的高质量。
５．３　 从参与积极性和内容多样性两方面，促进社区参与海洋保护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参与保护总体上以“被动”的参与生态公益岗位为主；参与主动性较低，参与形式也比

较单一。 建议充分发挥海洋社区在海洋保护方面的区位优势和经验优势，借鉴应用四个案例中的意见征询

式、日常协商和决策式等多种参与形式，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进半主动参与和自发组织两种形式

的社区参与，比如借鉴大堡礁社区协调委员会的形式，培养社区的“主人翁”意识，发挥社区居民“公民科学”
的优势。 另外，建议借鉴四个案例在海洋生态监测和保护恢复方面的多种社区参与内容，包括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生物信息监测收集、海洋有害物种清除和栖息地保护等，丰富社区参与海洋保护的途径，推动建立起长期

监测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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