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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遴选标准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杜　 傲１，２，崔　 彤１，宋天宇３，欧阳志云２， ∗

１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３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　 １００７１４

摘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 国家公园作为国际普遍认可的自然保护手

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 美国、加拿大、德国、南非、日本等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较早、发展较好，通过分析其国家公园建设经验

得出：（１）国家公园是以自然保护为首要目标，并为公众提供享受大自然的场所；（２）其评价对象与标准主要包括，自然景观 ／自
然遗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重要栖息地、面积 ／范围、自然区域 ／自然环境、文化景观等；（３）根据资源条件和目标定位的差

异，国外国家公园的选建模式主要有基于生态区划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基于社区共建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和基于资源主导的

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在国际经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及国家公园建设需求，提出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建

议：（１）明确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２）制定国家公园评价准则和方法，建立以国家代表性、完整性、原真性为主，包
括生态区位重要性、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的国家公园评价指标体系；（３）划定面向国家公园规划布局的生态地理分区，在区域

内建立国家公园，并与生态系统优先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或代表性自然景观格局相协调。
关键词：国家公园；国外；生态系统；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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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５６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迅速，目前已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１２０００ 多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１８％，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

也存在缺乏保护地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不尽合理、保护地破碎化和孤岛化现象严重、保
护成效不高等问题，影响自然保护地整体成效的发挥［１］。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下，稳步推进自然保护地改革工作，完善保护地体系建设，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以建立国家公园为契机，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矛盾［２］。 自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以来，我国先后实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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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国家公园作为我国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２⁃３］。 与现

有自然保护地不同，国家公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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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行最严格保护，同时

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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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 以国家公园为主要

抓手，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大类型的保护地体系，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２］。
国家公园是人类社会保护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 １８７２ 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

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由此开始了其长达 １４０ 多年的国家公园建设历史，形成了世界上建设最早且管理完

备国家公园体系，被誉为美国“最好的想法”。 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掀起建立国家公园的浪潮，目
前全世界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 １００００ 多处国家公园，世界国家公园运动蓬勃发展。 国家公园在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保护，推动了世界自然保护事业的

兴起与发展。
我国拥有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和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及反复多彩的生态

组合，建立国家公园，保护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珍贵的自然遗产，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目
前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已形成了国家公园的理念、定位和发展目标，但在总体规划、建设标

准、法律条例、管理办法等方面仍有待制定和完善。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上部分国家关于国家公园的遴选标准、
规划方法、选建模式等，得到国外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提供建议。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既需要与国际接轨，又需符合中国国情。

１　 国外国家公园定位与目标

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国家和区域代表性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为主

体，并具备自然保护和游憩教育的双重功能，综合国外国家公园的定位与目标，其具有以下特征：
（１）国家公园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自然保护。 国家公园是大面积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区域，其设立的目的

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条件和实际状况各有不同，但其建立的根本原则和首要目标均是自然保护。 保护大面积

的陆地或海洋生态系统［４］，及大尺度的生态过程［４⁃８］；保护动物、植物、土地、底土、空气、水及常规自然环境，
防止区域自然破坏［９］；保护生物和基因资源，以保障生物多样性［１０］；保护独特而美丽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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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１０⁃１４］，以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１４］。
（２）国家公园为公众提供享受大自然的机会。 １８７２ 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建立，这

个广袤而优美的自然区域，最初被定位为“供人们享用和娱乐的公共公园或娱乐场地”。 随着人们对于自然

保护理念认识的深入，国家公园的定位虽不仅局限于“娱乐场地”，但是其始终为公众提供享受大自然的机

会［１１⁃１３］，鼓励公众认识、欣赏、接触自然遗产［１５］，也可开展与环境保护目的相符的活动，包括科学环境监测、自
然教育，和公众体验自然等［６⁃８］，并在可行的条件下为经济发展做贡献［１６］，成为人们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的重

要场所。
（３）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 以保护所有代表性的重要自然区域为主［１５］，或是一种特定资源类型的典

型代表［１７⁃１８］，这些自然区通常是国家级或世界级生物多样性重要分布区，或区域内拥有国家代表性自然系

统、风景名胜或文化遗产地的典型例证［１６，１９］，包括自然地理区域、生物群落、遗传资源和本地物种等［２０］。 保

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为主的自然区域，是国家公园的重要使命。

２　 国外国家公园评价对象与标准

不同国家针对其自然资源状况、法规政策，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便利性提出相应的国家公园评价对象和

评价标准，以保障国家公园选址的科学性，管理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

最大程度的保护（表 １）。 主要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有以下几方面：
（１）自然景观 ／自然遗迹。 纵观国家公园发展历史，最早的国家公园都是建立在自然景观独特的区域，优

美的自然风光成为国家公园建立的首要条件。 美国在 １９７２ 年的国家公园建设标准和后来的修订标准中，均
提出国家公园需具有突出的自然风景、壮丽的景色，或其他特殊的景观特征［１８，２１⁃２２］。 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在

强调美学价值和独特性的同时，还需具有国家代表性［１１⁃１２， １９， ２３］ 或世界意义［２０］，也要注重自然景观的多样

化［１１⁃１２］，及保存状况［１０］。
（２）生态系统。 国家公园以保护大尺度生态系统为目标，注重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１５⁃１６， １９］ 和原真性，

及区域典型特征［６⁃８］，或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条件［１０］。
（３）生物多样性 ／重要栖息地。 国家公园是珍稀、受威胁或濒危动植物物种的集中分布区［１５， １７⁃１８］，或国家

甚至世界生物多样性重要分布区［１９］、重要动植物栖息地［７⁃８］，或生物群落、遗传资源和本地物种的代表性例

证［２０］，要保证这些区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４）面积 ／范围。 为确保资源的长期保护并满足公众享用，国家公园需要有充足的面积［１８］，部分国家根据

其国土面积情况，制定了国家公园面积标准：德国国家公园至少 １００００ ｈｍ２ ［７⁃８］；瑞典国家公园至少 １０００
ｈｍ２ ［２３］；日本国家公园陆地区域面积要超过 ３００００ ｈｍ２，海洋公园原则上面积要 ３０００ ｈｍ２ ［１１⁃１２］等。

（５）自然区域 ／自然环境。 部分国家会考虑国家公园的外部环境，包括国家公园所在自然区的质量和状

态［１５， ２０， ２３］，或是与其所在国家的领土关系，需是领土内重要自然保护区域的组成部分［７⁃８］。
（６）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在各国的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中均有渗透，而只有部分国家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

求，加拿大国家公园需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特征或文化景观［１５］；韩国国家公园必须拥有极具保护价值并能与

自然景观相协调的文化或历史景观［１０］。
（７）其他。 部分国家根据国家公园建设需要，提出相应的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如美国提出国家公园管

理局的直接管理［１７］，俄罗斯提出土地权属的要求［２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出关于公园内社区居民利益和需

求的问题［１５，２０］，德国提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网络的建设［７⁃８］，及韩国对于国家公园区位的考虑［１０］等。

３　 国外国家公园选建模式

国外国家公园在选建过程中，根据各国自然资源条件和国土面积情况，采取不同的选建方法，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模式（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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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外国家公园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评价对象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评价标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主要评价对象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自然景观 ／ 自然遗迹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具有突出的自然风景，如奇特的地貌特征、地貌与植被的强烈对比、壮丽的景色，或其他特殊
景观特征（美国）；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优美景观，包括至少两个景观要素，以提供多样化风景（日本）；
具有南非代表性自然生态系统、风景名胜或文化遗产地的典型例证（南非）；
以精神、科学、教育、游憩或旅游为目的来保护具有国家和世界意义的自然风景区域（澳大利亚）；
能够代表整个国家中某一广泛或独特的自然景观（瑞典）；
具有特殊生态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自然资源（俄罗斯）；
自然景观必须保存完好，没有损坏和污染（韩国）。

生态系统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加拿大）；
拥有较高自然原真性的大面积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由自然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并具
有区域典型特征（德国）；
保护区域内一种或多种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南非）；
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条件，或具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或自然瑰宝（韩国）。

生物多样性 ／ 重要栖息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是珍稀动植物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受威胁或濒危的物种，是物种可持续生
存的重要生境（美国）；
特殊的自然现象，稀有、受威胁或濒危野生动物和植被（加拿大）；
具有国际和 ／ 或国家意义的栖息地（德国）；
是国家级或世界级生物多样性重要分布区（南非）；
生物群落、遗传资源和本地物种的代表性例证应尽可能保持其自然状态，以提供生态稳定性
和多样性（澳大利亚）；
占主导地位的地貌景观或特殊动植物群落（新西兰）。

面积 ／ 范围
Ａｒｅａ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区域的自然系统和 ／ 或历史环境必须具有充足的面积和合理的布局来确保资源的长期保护并
满足公众享用（美国）；
面积大、完整、独特，至少 １００００ ｈｍ２（德国）；
原则上区域面积要超过 ３００００ ｈｍ２，海滨公园原则上面积要 ３０００ ｈｍ２（日本）；
面积至少 １０００ ｈｍ２（瑞典）。

自然区域 ／ 自然环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根据地理和生物特征，从重要性和代表性方面综合评估，划分自然区（美国、加拿大）；
代表性自然区域的质量（加拿大）；
领土内重要自然保护区域的组成部分（德国）；
自然地理区域的代表性例证应尽可能保持其自然状态，以提供生态稳定性（澳大利亚）；
包括代表瑞典景观的自然区域，并保持他们的自然状态（瑞典）。

文化景观 ／ 文化遗产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重要的文化遗产特征或景观（加拿大）；
必须拥有极具保护价值并能与自然景观相协调的文化或历史景观（韩国）。

其他评价对象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ｅｘｅｓ

管理模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直接管理（美国）。

土地权属
Ｌ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国家公园是联邦政府独有财产，公园边界土地如果有其他使用者和所有者，则用联邦预算和
其他来源购买这些土地（俄罗斯）。

社区居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注重当地土著居民的利益，与土著居民签订全面的声明和协定（加拿大）；
应该考虑到当地人民的需要，如维持生计资源的使用，只要它们不与这些原则相冲突（澳大利
亚）。

自然体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公众认识、教育、享受大自然的机会（加拿大）；
开展研究、户外休闲与旅游活动（瑞典）。

生态系统网络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国家公园通过有效的生态走廊与周围的栖息地和物种保护等重要区域相连（德国）。

区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公园的区位必须与整个国家领土的保护和管理保持平衡（韩国）。

　 　 （１）基于生态区划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该类型的国家公园以大面积的自然区域为主，人类活动影响较

小，主要保护大尺度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栖息地，此类型多出现在国土面积大，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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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 以加拿大国家公园为例，根据地貌形态和植被分布特征，将
加拿大划分为 ３９ 个“国家公园自然区”，这些区域必须拥有良好的自然代表性及区域特征，包括野生动植物、
植被、地质、地貌；其次，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小，必须处于自然状态，目标是每个自然区需要在国家公园体系中

体现，至少建立一个国家公园；再考虑区域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物种和植被、文化遗产或景观、土地和资源等

评价对象和评价标准，选拔出国家公园潜在区域，并根据国家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其他政策法规、协定谈判

等，最终确立国家公园［１５， ２５］。
（２）基于社区共建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该类型的国家公园内包含当地原住民，原住民社区是国家公园

保护目标之一，保留原住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此类型国家公园所在国家的国土面

积较小，没有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国家公园是自然和人文景观有机结合的区域，如英国、
法国等。 英国国家公园多属于 ＩＵＣＮ 保护地管理体系中的第Ⅴ类，其选址在充分考虑地域景观特征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区域内的村庄等人文景观，允许并保护村庄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认为这些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１４］。 法国国家公园内部功能区划，主要有两部分核心区和加盟区，核心区实行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并
兼顾生态保育；而加盟区以社区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加盟区的居民具有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义务，使
他们构成“生态共同体” ［２６］。

（３）基于资源主导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该类型的国家公园从其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特征出发，根
据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景观独特性、生物多样性、国家代表性、范围面积、管理可行性、人文景观等指标进行

综合评估，得出最适合建立国家公园的典型区域，在考虑完整系统保护的基础上，划定公园边界，最终选定国

家公园，主要有德国、南非等国家公园。

表 ２　 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建设目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代表国家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基于生态区划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以保护区域代表性生态系统或自
然景观、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及栖息地等

①所在国家国土面积大，生物多样性
丰富；
②国家公园能够反映所在自然区特征；
③每个自然区至少建立一处国家公园

美国、加拿大等

基于社区共建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
源，保留并保护国家公园内的村庄
或社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处
与发展

①所在国家国土面积较小，没有大尺度
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②在不违反国家公园内自然保护要求
的基础上，允许并保护社区居民的的生
产生活方式；
③村庄或社区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
部分

英国、法国等

基于资源主导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ｅｄ

以保护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
统和自然资源为主，并兼顾教育
娱乐。

①所在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以充分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为主；
②根据资源特征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和
标准，针对最具代表性资源直接评价

德国、南非等

４　 国外建设经验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国家公园国际经验的分析，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状况、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特征，我国国家公园的建

立需考虑以下问题：
（１）我国国家公园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为目标，保护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

能的完整性，并具有全民公益性。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新自然保护地体系主体类型，目的是加强对具有国家代

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和珍稀濒危动植物生境保护，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并为人们提供

亲近自然、认识自然、开展科普教育和生态旅游的重要场所。 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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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护对象是国家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资源和自然遗产；其次，面积较大，可以完整保护生态地理区内代表性的

生物区系和生态系统过程；最后，对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完善和空间优化，并提高自然保护地体系对国家与

区域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２）建立以国家代表性、完整性、原真性为主，包括生态区位重要性、历史文化价值、紧迫性、可行性、对人

类活动的抗干扰性等因素的国家公园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其中，国家代表性包括生态系统代表性、物
种丰富程度，和自然景观独特性；原真性是自然生境面积比例和景观原貌保持状况；完整性包括面积大小，能
否完整保护重点生态过程或自然景观；生态区位重要性是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域；历史文化价值包括民族性、
影响力和传承性；紧迫性是保护的紧迫性，人类活动对保护目标的威胁程度；可行性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

经营权权属，及可达性；抗干扰性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旅游等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
（３）采取“基于生态区划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根据我国生态系统、自然地理、植被区系，借鉴美加自然

分区的方式，划分面向国家公园规划布局的生态地理分区，每个区域内建立至少一处国家公园；另外，分析我

国生态系统、重点保护物种、自然景观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明确我国代表性生态系统优

先保护区、物种多样性保护关键区、代表性自然景观，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区域的空间格局，为国家公园

规划建设提供自然依据和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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