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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上限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080)

摘要:中国从1956年开始建设自然保护区，其间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停滞时期之后，到2002年底，中国建立了1 551个自然保护

区，面积达1 414 866 km' ，占国土面积14. 7 。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在2002年末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

而，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仍在增长。由于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是严格意义的保护区.于是，作者提出应区分严格保护的

自然保护区与广义的自然保护地.发展一个由不同保护目的、不同保护程度、合理布局的自然保护区组成的综合自然保护区体

系，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建设自然保护区的思想。估算了现阶段自然保护区的基本建设投入与管护费用，探讨了建设和管理2002

年末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金需求。还提出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区中人口、中国国土面积及分类和中国各种类型土地的适宜保护面

积，探讨“在中国多大的国土面积可以建设为自然保护区?”这一命题。从保存生物物种、生物资源、主要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

方面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地的面积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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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pper limit of the area of the strictly protected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JIANG Zhl-Gang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5,25(5):1205

~ 1212.

Abstract:China established its first nature reserve in 1956. After a long period of stagnancy in]960s and 1970s。the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started to boom in 1980s. China had established 1 551 nature reserves by the end of 2002，the total

area of those reserves was 1 414 866 km'，which covered 14. 7% of the land territory of China. Al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re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as defined in the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Regul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comparing the ratio of the strictly protected reserve to the land area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orldwide，I discovered that the ratio

of strictly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had surpassed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world since 2002. However，the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s is still growing in China. Therefore，I suggested to distinguishing the strictly protected nature reserves from protected

areas，establishing a protected areas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protected areas of different protection purposes. I calculated

the lower，median and upper budgets for basic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ll the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in 2002.and

found the budgets would account for 0. 72%，5. 93%，and 9. 26% of the national budget. I also preliminarily studied human

population，landscapes type of nature reserves to discuss suitable portion of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in forests，grasslands，

wetlands，desserts in China. Finally, I suggested we should set up an upper limit for total area of nature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question "How large a territory size can be strictly protected in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preservation of species，biological resource，major eco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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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增长

    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一 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从此拉开序幕。自

1956年开始到现在，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停滞时期.1965年.中国仅划定了西双版纳、长白山等 t9处自然

保护区 到1978年，全国仅建成106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2 65A M2，占国土面积。130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

进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t"'0 2000年，中国自然保护区数目达l 276个，1 230 000 km̀，占国土面积12-44 0012。到2002年底，

中国已经建立了1 551个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 414 866 km'，占国土面积14.7%(图l)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的数目

仍在上升，自然保护区数目达2 194个，面积达1 482 258km=(其中陆域面积1 422 258km̀，海域面积约60 000k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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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性质

    自然保护地(Protected areas)泛指具有保护自然功能的区

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自然遗产地

(Nature heritage site)、风景名胜区(Scenic zone)、自然保护区

(Nature reserves)等}a7。自然保护区只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类。据

IUCN对自然保护区的分类，自然保护区分为:(工)严格保护的

自然保护区、荒野地;(皿)为生态系统保护和娱乐而设置的国家

公园;( 19)为保护 自然特征而设置的自然纪念地(Natural

Monument ) ; ( N)通过积极管理来保护的生境与物种管理区;

(V)为保护和娱乐仁」的设置的受保护的地理景观海洋景观;

( VI)为持续利用自然生态系统而设置的受管理的资源保护区川
“ - 一 ， Fig.
等5种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界定了中国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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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与面积增长

nature reserves and the area cover by these

护区的性质:“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

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并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禁止

开发和商业生产，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甚至限制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科研活动:

    “第二十六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捞沙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人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

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批准。”

    并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严格限制人类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禁止任何人进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人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

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省级以_L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进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

    于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都是IUCN的第I类自然保护区，即严格意义的保护区L1。既然中国自然保护区是一类严格保护

的区域，那么，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的类别和面积，为建立、

中国的国土面积及分类和中国各种类型土地的适宜保护面

积。应当清醒地看到，人们可能建立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保护

区，无疑受到国土面积、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的自

然保护区的数量将不可能无限制增长，现在到了理性地提出

与分析“在中国多大的国土面积可以建设为严格意义的自然

保护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3 中国的国土面积及分类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将侧重分析森林、草原、荒漠和湿

地等地理景观类型。其中湿地包含海岸滩涂和沼泽，这些土地

类型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51 0o(表1)，是中国主要自然保护区

的所在。

表 I

管护这些自然保护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

  中国的林地、荒漠、湿地与草原面积困

Table 1 Area of forests, deserts, wetland and grasslands in China

土地类型

  Type

面积(km' )
    Area

林地 Forests

荒漠 Deserts

湿地 Wetlands

草原 Grasslands

1150000

1920000

120000

1730000

占国土面积%

%of territory

        12

      2()

        I

        18

    按资料[7]，中国有沼泽119 700kmI，潮01带21 700kmt，占国上

面积 1. 42少、，此外，中国还有人1_湿地 400 OOOkmz。天然湖泊

91 000km=，浅海水域 27 000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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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自然保护区分类及面积

    将自然保护区按地理景观类型划为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和其它五大类，其中“其它”一类包括为保护地质剖面、地质遗迹、

海岛等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截至2002年底，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类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9900，其中森

林景观类自然保护区约占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草原景观类自然保护区约占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四分之一

左右，荒漠景观类自然保护区约占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表2)0

              表2 中国自然保护区分类与面积[8 .9]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rea of N atune Reserves in China[e，」

类型Type
保护区数 占保护区总数(%)

% of total reserves
  保护区面积((kmz)
Area of reserve(kmz)

占保护区总面积(%) :片国土面积%
Number of reserves reserve area %of territory

森林Forests

荒漠Deserts

湿地Wetlands

草原(irasslands

其它()ther

总计Total

1017

26

330

60

118

1551

296911

478627

272986

348685

17657

1.114866

% of total

          21

          34

          19

            25

3

1 ()

5 与世界各国比较

到2002年底，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不但超过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

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I“和芬兰(表3)。然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仍在土升

注意到中国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太大[’。〕。那么

护区面积时应当综合考虑我国自然状况、生物多样性、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的面积_L限应为多大的国土面积?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等因素。

。事实_!二.人们已经

确定中国的自然保

表3  2002年与2004年中国自然保护区与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

2001年的资料比较‘7.6.111

Table 3    Comparison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in 2002 and 2004

and other countries in world in 2001(7.8.111

国家或地区

Country or area

保护区数目
Number of

保护区面积
  Area of

reserves reserves

  占土地

面积(%)

  % of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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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Canada

芬兰Finland

俄罗斯联邦Russia

美国①USA

北部非洲Northern Africa

西部非洲Western Africa

东部非洲Eastern Africa

南部非洲Southern Africa

中亚 (ventral Asia

南亚South Asia

东南亚SE Asia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Australia&New Zealand

中欧Central Europe

西欧West Europe

东欧Eastern Europe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

南美洲South America

中国China(2002)

61

54

47

55

56

126

208

673

195

675

1506

3231

500842

24530

21707

296499

73100

293800

417400

979700

104500

284100

484100

1084200 t 3. 64

3665

13036

5376

526

1614

1551

117400

490600

575500

263900

1828900

1414866

5.61

13. 39

3. 22

10. 91

10. 43

14. 7

6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适宜面积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保护多大的国土面积呢?

首先，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否则，已建立的

自然保护区得不到必要的资源投人，将无法履行自然保护的

职责，其结果将是许多自然保护区建而不管，成为所谓“纸面

上的自然保护区_”。

6. 1 从财政支出考虑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主要靠部门投人和自然保护区

的创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自然

保护区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有41. 5%的自然保护区没有办公

经费;121。这显然有悖于自然保护区的宗旨。因为自然保护区在

中国应当是全民的事业。目前要求将自然保护区纳人国家财

政预算的呼声颇高，“〕。保护固然需要付出成本，问题是成本多

高为宜。不妨计算一下，一旦这些已经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纳人

国家财政预算，至少需要多少建设与管护经费呢?

    设在人口稠密地区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配备2个管护

人员作为上限，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配备l个管护人员作

为中限，按最低管护人员配备比例。人口稀少的地区每

100km2自然保护区配备1个管护人员，作为下限。根据自然保

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资高于社会平

均工资水平，以2000年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资为全国平

均工资12,592元C141的1.2倍。实际管理和巡逻设备支出为年

均工资的2倍计算，则每km“自然保护区管护支出的下限、中

①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sets)

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2002年美国有【一In类型保护地共1 618 387 km2(www. grid.rope. br/geo3/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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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匕限从403,40 294到55 405元不等(表4)。以每个自然保护区年均投人基础建设费用的上限、中限、下限分别为 1 000万、

200万、50万元，则匡算的2002全国自然保护区上限、中限和下限支出分别占2002年国家财政支出的9.26%.5.930o，和

0. 72%(表 5)。

    一般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个管护人员很难有效地管理

lkm=的自然保护区。每平方公里一个管护人员不应当是这些

地区自然保护区的上限。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多

位于人日稀少、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或山区，如西藏的羌塘自然

保护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等，这些自然保护区的管护人员配置比例可以低

一些。但是，每100kmz一个管护人员对于全国大多数自然保

护区来说是无法进行管护的。如果按森林、湿地景观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每平方公里配备 1人、荒漠和草原类型的自然保护

区管护人员每Am'配备1个管护人员的标准计算，中国2002

年建立的1 551个自然保护区的预算达57。亿元，占当年国家

财政收人的5. 62%(表6)

    中国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每年平均投人只有52. 7美

元，中国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

面积的管护经费也只有113. 1美元，即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

区面积只投人了约。.1个管护人员(按标准工资计算)。即使

在5个国内外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平方公里自然保

护区的管护投人也只有6 900元(850美元)左右(表6)，即每

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面积只投人了约0. 5个管护人员(按标

准工资计算)。而美国的年投人约为2 580美元，加拿大为1

104美元，澳大利亚为1 335美元[[:15。如此之低的投入与自然

保护区的重要意义是不对称的。从保护经费的预算看，2002年

1 551个自然保护区的预算应达到当年国家财政预算的3%以

上。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样一个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事实上应为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上限。

6.2 从人口考虑

    目前，地球表面上已经找不到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

地点，也几乎找不到没有人类定居的地点了。目前中国的自然

保护区是绝对意义的自然保护区，要求将人类对自然保护区

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此外，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是按照人与

            表4 每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的管护支出

Table 4         Average management expenditure per square km reserve

项目Item
管护人员/knt

  Staff/ km-'

管护投人(元)/km'

    Management

expenditure/ kntz

上限Upper limit

中限 Median limit

下限 Lower limit ().Ol

55钊)5

全0291

4()3

表5 自然保护区的管护支出与固定资产投入占国家财政的比例的

估算

Table 5  Estimated proportion of nature reserve expenditure to the

national budget

项目Item

管护费用

(百万元/a)

Management cost

(Million/a)

78390.58

57405.24

570. 10

    固定投入 占国家财政

l百万元/保护区·a) 收人(%)

Construction budget %of the
(Million /reserve·a)  national budget

_匕限Upper limit

中限 Median limit

下限 Lower limit :.‘)“ :::

      表 6

Table 6

2001} 61

2001年一些典型的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与管护支出is I

Management expenditure of some typical nature reserves in

  自然

保护区
Nature

面积 经费(万元)支出(万元/hm=)
Area     Budget     Expenditure
(km-) (X 104 Yuan) (X 104 Yuan)

reserve

    支出

Expenditure
(X 10" Yuan

  厂  km2 )

0
曰

︸队
J

日

1

户n

一
1

n

︵1

八八

咋了

0

一
0

ZZ

SNJ

BI)GS

XSBN

TBS

平均

563. 93

704. 67

200. 00

2,417. 76

563. 25

971. 59

250

575

230

571. 5

223. 5

406. 63

:.;}

.{:
0.55

13 0. F4

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的模式建立的，一般有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16-18]。按照自然保护区的人口密度估算，已建立的1 551个

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域中至少生活着125万人口，高位的估计是286万人(表7)。随着自然保护区数目的增长，生活在自然

保护区内或周边地区的人口还会增加。

    自然保护区多位于不发达地区，而保护区中的核心区则由于交通、产业结构的原因，往往是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建立自然保

护区后，以前的作法一般是将核心区的人口外迁。移民开支很大。由于许多自然保护区目前尚未开展基础建设，所以尚未移民。

现在，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19. 201 , IUCN也不主张为建立自然保护区而移民。

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之后，那些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受到限制。这些人的生活与生产必将与自然保护区

的宗旨发生冲突[6.211。此外，有些深山区，沿海湿地和湖泊的人烟虽然稀少，但是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是周边社区群众的主要生

活来源或生活来源之一。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的土著居民具有如何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宝贵经验,22'。如何在保

护自然的前提下，让生活在自然保护区的土著居民提高生活水平，脱贫致富，是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难题。研究表明，

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的人类活动是影响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对象生存的重要因素[231，与此同时，严格保护的白然保护区影响了

当地的发展。如退耕还林之后，一些位于山区的自然保护区中居民主要以外出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241。如果要投人资金，安排

这些居民转产如果每位居民投人1万元，那么安置这些居民需要125亿到286亿元。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那么自然保护



5期 蒋志刚: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L限 12()9

区的总面积应当限制在2002年的水平。否则。自然保护区数量越多面积越大，可能影响的人口将越多。

                                      表7 自然保护区内绝对保护区域中人口的高位与低位估算

                    Table 7  Upper and lower estimates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live in the core zone of nature reserves

类型

t ype

保护区面积 低位人口数 高位人口数

Reserve area

核心区比例 核心区面积

Proportion of Area of core
core zone(%)zone(km2)

      低位密度

    lower estimate

of population density

      (人f km2)

Lower estimate of Upper estimate of

(km') population size

    高位密度

Upper estimate of

population density

    (人/ktnzl
population size

296911

478627

272986

348685

17657

1414866

89073

287176

163792

174343

14126

728509

10

().1

0.1

1

1()

890733

28718

16979

174343

III!256

12:1428

1781466

287176

]63792

348685

282512

2863631

0

门

八曰

曰

0

乃
j

内b

产C

︸为

Q
曰

森林Forests

荒漠Deserts

湿地 Wetlands

草原(irasslands

其它()ther

总计Total

63 从保护对象考虑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濒危、特有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生境、重要、典型的生态系统和重要的地质遗迹等三大类。

    国家、国际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目前几乎所有在中国分布的国家、国际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生境都已经包括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之中。例如，中国已经为保护大熊猫建立了40多个自然保护区。即使目前在野外尚未发现华南虎的实体，也

已经在华南虎的原栖息地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目前重要物种的栖息地位于自然保护区外的不多，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可以通过调

整已有自然保护区来加以保护。

    重要、典型的生态系统 我国有704种植被群系，其中90. 2%已经被纳人自然保护区"'1o 2000年据统计，我国已经为保护

湿地与湿地野生动植物建立了262个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66 233km2̀R'。当前湿地面临的主要危机是围垦、污染等’‘〕到2002

年，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达33。个，面积达272 986k M2。另据统计，全国湿地3.848万hm2，其中自然湿地3 620万JIM= ，自然

湿地中沼泽湿地1 370万h m2，近海与海岸湿地594万hm2，河流湿地821万hm=，湖泊湿地835万hrnl 全国约40%的自然湿

地纳人了自然保护区，受到了保护。

    重要地质剖面、化石产地、地质遗迹 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区中，中国的重要地质剖面、化石产地、地质遗迹等也得到保护。一

些新发现的地质剖面、化石产地、地质遗迹，正在不断地补充到自然保护区中来。

    全球有许多濒危受胁物种生活在自然保护区之外Czs]根据1998年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料川，对中国自然保护的空缺地

区、物种多样性热点地区进行了分析。然而，到2004年，通过新建、调整现有自然保护区的边界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已经基本上

覆盖了那些空缺地区和热点地区。

6.4 从土地类型考虑

    中国的草原和草地要承载256. 9亿只绵羊与山羊[L27);从:”世纪下半世纪开始，我国的草原载畜量即已经超载。无论是青

藏高原还是蒙古高原，建立严格意义的草原自然保护区不应超过草原面积20%，这些自然保护区应选址在大型有蹄类野生动

物的重要生境，保护区境内不能建立草地围栏。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后，2002

年我国的草原自然保护区已达到我国草原面积的20%

    湿地由海岸滩涂和沼泽组成。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情形相似Cza，但海洋湿地自然保护区相对于陆地上的自然保护区少。沿海

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考虑到海港、码头、水产品养殖区、土地围垦等因素，海岸滩涂的保护要兼顾经济建设。中国1995̂-1998

年的海洋捕捞量为8 765万t，约为世界总海洋捕捞量的九分之一。1995̂-1998年的水产养殖量为2 205万t.占世界水产养殖

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水产品养殖国271。无疑一部分海岸滩涂要开辟为海港、码头和海洋水产品养殖

区。中国内陆的许多重要湿地如洞庭湖、洪泽湖、都阳湖也多位于人口稠密地区。因此，建立严格意义的湿地自然保护区也不应

超过湿地面积20000 2002年，我国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已达我国湿地面积的19%e

    森林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1995年我国的森林面积为1 333 230kmz，其中天然林为99 523km2，约占三分之二。但在1996

^1998年间，这些森林生产了3亿m3圆木，其中有2亿ms薪材)〕。在没有找到替代能源和替代材料之前，森林仍然是重要的

建材、薪材和纸张原料。因此，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生境和具有功能的自然生态系统而设置的自然保护区必须限定在一定的面

积之内。此外，那些生态系统功能不完整的边缘林、一些人工林类型是不宜建成自然保护区的。这样，建立严格意义的森林自然

保护区也不应超过森林面积25 Yo o

    中国有大面积的荒漠。不同的统计渠道对中国的荒漠面积有差异。据CCICCD估计，截至1999年，我国有荒漠化土地

267. 4万km'，占国土总面积的27. 9 。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到1999年为174.31万km'、占国土总面积的18.2%(z91p而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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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保护纲要》的估计，我国荒漠占国土总面积的20%。荒漠地区人烟稀少，但是在那些荒漠正在发展的地区.由于防沙、治

沙的需要，并不适宜建设自然保护区。此外，有些荒漠是石油矿区，这些地点也不适宜建设自然保护区，因此，综合考虑代表性、

典型性和现行国力，建立严格意义的荒漠自然保护区也不应超过荒漠面积的25%a

    综上所述，加上未归人上述自然保护区的地质遗迹类和 表8 中国的林地、荒遵、湿地与革原的适宜保护面积

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中国的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不 'Fable 8  Suitable proportion of protected area in forests, deserts,
宜超过国土面积的10.5%(表8)。                                           wetlands and grasslands in China

7 讨论

    如何有效建立自然保护区.使之达到保护的目的是近年

来人们的研究热点a。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门

类齐全、覆盖全国的自然保护区系统。但是，这些自然保护区

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这些自

然保护区应当逐步纳人国家财政。此外，有必要参照IUCN的

上地类型

  Type

可保护面积(%)可保护面积(kml )

Suitable proportion    Suitable

of protected area  protected area

  可保护面积占
国土的比例(%)

%of the territory

林地 Forests

荒漠Deserts

湿地 Wetlands

草原Grasslands

25

25

20

10

288000

480000

48000

192000

关于自然保护地分类的模式，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如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地、野生动植物生境

与物种管理区、地理景观海洋景观保护区和生物资源保护区。这其中有的自然保护区类型是严格保护的，禁止人类活动或将人

类活动降低到最低限度的，这一类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应当控制在适宜的面积之内 而其他类型则是可以开展生态旅游、生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受到管理部门积极地科学地管理的保护区，这些广义的自然保护区构成了自然保护地(Protected Aears)o

    中国需要探讨多种形式建立自然保护地。除了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之外，还应当重视其它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如国家公

园、自然遗产、禁猎区等的建设。一部分现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可以分别纳人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此外，还必须明确一

点，一个地区即使不是自然保护区，那个地区的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也在国家有关法律的保护之下，那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也应当遵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个地区即使建立_了自然保护区，如果不重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那个地区

的野生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应当重视、尊重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差异，寻找建设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创新发展的和谐社会新途径[[ail。应当承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产者、资源管理者与保护人员存在观念的差异[all

尝试其它多种多样的自然保护地形式，将为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带来活力。

    还需要探讨自然保护区的动态管理模式，自然保护区的成功重在管理技术和科学的投人X33.:!4。下一步的任务是应当是对

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整、建设和充实。那些专门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恢复受损生态系统功能而建立的自然保护

区，必须进行积极主动的人工管理，实施这些管理措施意味着资金的投人[3n1。而目前国内外对自然保护区的投人，尚没有一定

标准DA.371，有必要探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

    通过对比世界过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发现中国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已经在2002年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中国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仍在增长。必须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建设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有必要组织研究人员深人

研究探讨中国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面积的适宜上限，控制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数目的增长，使之与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称，随着经济发展，适时调整自然保护区的上限。还应当探讨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类型、适宜建设地点和面积上限 制定全国

自然保护地规划。

    Buchin澎as}曾经研究了欧洲森林自然保护区的数目上限，除了探讨森林类自然保护区的最小面积、数目与以外，还总结分

析了在欧洲适宜的森林保护面积。Buching[se〕认为严格保护的森林保护区应当有适宜的面积大小以保证受保护对象的基因流

动和种群完整，并且森林保护区内不应当有农田。他发现欧洲不同的机构提出的最小森林保护面积不一样，从各国森林管理机

构提出的最小森林保护面积为森林总面积的100，到学者提出的最小森林保护面积为森林总面积:5%,10环-15%，到非政府环

保组织提出的10%}于是,Buching指出由于各国森林面积的不同，在欧洲森林类自然保护区的最小面积应当不同。

    在中国，应首先建立一整套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结合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区中人口、中国国土面积及分类和中国各种类型

土地的适宜保护面积，从保存生物物种、生物资源、主要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方面研究探讨中国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和中国自

然保护地的面积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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