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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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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球自然保护地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跨界保护对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然而，跨界保护

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如何快速了解并借鉴全球跨界保护研究经验，梳理跨界保护研究热点，判断研究发展趋势，成

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家公园开展跨界保护研究的当务之急。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对跨界保护领域文献进

行梳理和分析，将 １２ 个跨界保护研究知识聚类划分为“Ｇ１ 跨界物种”、“Ｇ２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Ｇ３ 军事争端与解决途

径”、“Ｇ４ 跨界保护决策”４ 大热点研究方向。 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形成 ４ 点启示：（１）匹配物种保护规模，完善跨界生态系统；

（２）联合双边意愿，寻求跨界社区发展；（３）搁置领土争议，建立跨界合作协定；（４）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优先保护次序。
关键词：跨界保护；研究热点；国家公园；全球经验

跨界保护（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是跨越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划边界来实现保护目

标的过程，致力于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促进不

同管理机构的合作管理，减少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对动植物种群分布、生态学过程和区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

响［１⁃４］。 跨界保护不但是增强生态完整性，保障物种生境的有效措施，还有助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融合与发

展，提高区域管理效率，受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的推

崇，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１］。 跨界保护包含了 ＩＵＣＮ 所定义的广泛的保护地类型，例如马来西亚的

Ｌａｎｊａｋ Ｅｎｔｉｍａｕ 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ＩＵＣＮ 第 ＩＶ 类，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 和印度尼西亚的 Ｇｕｎｕｎｇ Ｂｅｎｔｕａｎｇ Ｄａｎ
Ｋａｒｉｍｕｍ（ＩＵＣＮ 第 ＩＩ 类，国家公园）共建，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开展跨界合作，成为两国开展国际林

业合作的里程碑［３，５］；意大利 Ａｌｐｉ Ｍａｒｉｔｔｉｍ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ｋ（ ＩＵＣＮ 第 Ｖ 类，陆地 ／海洋景观保护区）与法国的

Ｍｅｒｃａｎｔ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ＩＵＣＮ 第 ＩＩ 类，国家公园）共建，合作内容从野生动物管理、视觉认同，到在欧洲领土

合作（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背景下建立共同司法结构［３，６］。 可见，跨界保护已经成为各

类型保护地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国家公园也不例外。 １９３２ 年，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Ｗａｔｅｒｔｏｎ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与美国冰川国家公园（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合作成立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Ｗａｔｅｒｔｏｎ⁃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ｋ），在二者之间建立了自然和文化连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跨界保护区［３⁃４，７］。

随着跨界保护理念的引入，我国也不断参与到跨界保护事业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与蒙古、
俄罗斯、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取得共识，积极促进跨境保护区的成立，签署了《关于建立中 ／蒙 ／俄共同自然

保护区的协定》、《中国西双版纳尚勇⁃老挝南塔南木哈联合保护区合作协议》、《中俄关于兴凯湖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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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等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跨界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７］。 我国仍在建设中的 １０ 个国家公园试点之一，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中俄朝 ３ 国交界地，其东部、东南部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豹地国家公园接壤，西南部隔

图们江与朝鲜相邻，且跨越吉林和黑龙江 ２ 省 ５ 个县市，是跨界保护的典型示例之一［８⁃９］。 可以预见，随着“一
带一路”的发展与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在与境外交流中，中国将与更多周边国家开展跨界保护合作。
在境内国家公园建设中，则会更多地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形成跨界保护。 然而，目前我国在跨界保护领域，无
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均处于起步阶段［２，７］。 因此，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在较短

时间内从大量国外研究资料中掌握跨界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趋势成为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研究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梳理国外跨界保护相关研究，直观呈现文献聚类情

况，试图回答以下问题，（１）全球跨界保护研究都有哪些主要方向？ （２）这些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３）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有哪些启示？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ＳＣＩ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检索源，以 “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为主题，时间跨度为 １９００—２０１９ 年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共得到 ４２７ 篇英文文

献及其相关信息，包含作者、摘要、关键词、来源、赞助机构及 ２１５４９ 篇参考文献信息等内容，形成相对完整的

跨界保护领域文献覆盖网络。
１．２　 研究方法

作为常用的文献量化及可视化工具之一，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和科学计量，形成多元、
分时、动态的文献共引分析，将某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知识引文节点、共引聚类等进行可视化呈现，标定学

科前沿和热点动向［１０⁃１２］。 相对于传统的文献计量分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对庞大的数

据量进行分析、分类并自动标定内容信息。 除了可以分析检索到的主题相关论文，将其列入施引文献外，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还可以分析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并将其列入被引文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ｃ 认为施引文献可以代表某领

域的知识前沿，被引文献则代表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并以此构建相对完整的知识网络。
本研究首先将跨界保护领域的 ４２７ 篇英文施引文献、２１５４９ 篇被引文献，及其相关信息以 ＴＸＴ 格式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以 １ 年为段落对 １９００—２０１９ 年的时间区间进行切片，用每个时间切片内排名前 ２０ 位的数据，例如

排名前 ２０ 位的作者、排名前 ２０ 位的关键词、排名前 ２０ 位的被引文献等信息，以此来生成知识网络图谱，并通

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 其次对主要聚类的大小、同质性、主要内容等因子进行聚类整合，同时找出主要代表性

施引文献与主要代表性被引文献。 为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聚类所反映的具体信息，还需要结合聚类内部原文献

中近似议题出现频次与主题进行相关性梳理，通过文献阅读与分析，将研究网络中的聚类进行类群划分，以此

识别全球跨界保护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核心内容，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２　 跨界保护热点聚类与类群识别

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共被引文献分析识别出 １２ 个聚类，包含 ４４６ 个节点，１５４３ 条连线，其聚类指标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 值为 ０．８０６４，意味着文献网络被合理地划分为松散耦合的多个聚类，Ｍｅａｎ Ｓｉｈｏｕｅｔｔｅ 值为 ０．８６１８，意味着各

个聚类内部同质性较高，聚类结果较优。 总体来看，跨界保护研究各引文文献节点集结为同一知识网络，网络

整体较集中，共同知识基础明确，聚类之间重叠度较高，虽然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但是尚处于研究核心力量

凝聚阶段，未形成强势分支，呈现出典型的研究初期状态。
采用机器学习 ＬＬ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文献分析常见算法对主题进行自动提取与标识，共计识别出 １２

个聚类。 在此基础上，通过原文献分析，归纳整理出 １２ 个聚类的主要内容，其中“＃０ 北部针尾鸭（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ｎｔａｉｌ）”的核心内容为“迁徙物种”、“ ＃１ 相连海域（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ｓｅａ）”为“海洋空间规划”、“ ＃２ 领土三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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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ｔｒｉａｄ）”为“解决军事化争端”、“ ＃３ 地缘政治不稳定（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为“海洋跨界倡

议”、“＃４ 金枪鱼管理（ｔｕ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５ 西南边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为“大型食肉物种”、“＃６ 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为“社会⁃生态系统”、“＃７ 国际

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为“国际协定”、“＃８ 干城章嘉景观（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ｕｎｇ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为“保护范式转变”、“＃９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为“保护优先次序”、“＃１０ 制度分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制
度分析”、“＃１１ 国家边界（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ｏｒｄｅｒ）”为“食腐鸟类”（见图 １）。

根据文献分析结果，本研究将 １２ 个聚类划分为 ４ 大类群，分别代表跨界保护研究的 ４ 个主要研究方向。
具体详见表 １。

图 １　 跨界保护知识聚类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２．１　 类群 Ｇ１：跨界物种

类群 Ｇ１“跨界物种”的核心内容包括“迁徙物种”，“大型食肉物种”和“食腐鸟类”，分别对应聚类＃０ 北部

针尾鸭、＃５ 西南边界和＃１１ 国家边界。 从现有研究来看，跨界物种保护的挑战在于，某个保护地的保护效力，
不仅取决于该保护地本身，还取决于地理距离或行政距离外的其他地块（可能位于几千公里以外，甚至另一

个行政管辖区域） ［１３］。 为了识别跨界物种移动过程中对各个保护地块的依赖程度，现有研究使用 ＧＰＳ 定位

系统全球追踪物种时空分布［１４］，相机摄影识别动物个体来构建物种丰度模型［１５］，微卫星标记计算种群模

型［１６］等，发现物种迁徙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消失［１７］；大型食肉物种的日常活动范围往往超过现有单

一保护地的保护规模［１８］；而日常在觅食区和繁育区进行长距离跨界飞行的食腐鸟类则每天都可能面临人类

干扰及环境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１４］。
由于活动范围广，跨界物种很难满足于现有静态的岛屿式保护地形式。 而跨界物种在空间上的移动并不

只是两点之间简单的直线运动，还会通过不同的路线，经停若干停留点，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 任意一个环节

上的变化，包括移动廊道或者中间停留点的生境质量变化都会对跨界物种产生影响。 Ｒｕｎｇｅ 等［１３］ 指出即使

是小型连接场地的生境质量下降或者连通性丧失都将导致跨界物种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这一观点与“木
桶短板理论”相似，从最弱的保护环节推算保护网络的整体效应。相应的，在此空间网络中对某一环节进行

１３２４　 １２ 期 　 　 　 朱里莹　 等：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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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Ｍｅ
ａｎ

ｙｅ
ａｒｓ

主
要

代
表

性
施

引
文

献
Ｒｅ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ａｔ
ｉｖｅ

ｃｉｔ
ｉｎｇ

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ｓ
主

要
代

表
性

被
引

文
献

Ｒｅ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ａｔ
ｉｖｅ

ｃｉｔ
ｅｄ

ｒｅｆ
ｅｒｅ

ｎｃ
ｅｓ

Ｇ１
跨

界
物

种
Ｇ１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迁
徙

物
种

＃
０

北
部

针
尾

鸭
３９

０．
８２

３
２０

０９

１．
Ｇｌ

ｏｂ
ａｌ

ｅｎ
ｖｉｒ

ｏｎ
ｍｅ

ｎｔａ
ｌｆ
ｏｒ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ｉｎｇ
ｍｉ

ｇｒａ
ｔｏｒ

ｙ
ｓｈ
ｏｒｅ

ｂｉｒ
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
ｉａ⁃

ｐａ
ｃｉｆ

ｉｃ．
２．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ｍ

ｓｅ
ｒｖｉ

ｃｅ
ｆｌｏ

ｗ
ｆｒｏ

ｍ
ａｍ

ｉｇｒ
ａｔｏ

ｒｙ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
Ｓｐ

ａｔｉ
ａｌ

ｓｕ
ｂｓ
ｉｄｅ

ｓｏ
ｆｔ

ｈｅ
ｎｏ

ｒｔｈ
ｅｒｎ

ｐｉｎ
ｔａｉ

ｌ

１．
Ｍｉ

ｇｒａ
ｔｏｒ

ｙａ
ｎｉｍ

ａｌｓ
ｃｏ
ｕｐ

ｌｅ
ｂｉｏ

ｄ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ａｎ

ｄ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ｍ

ｆｕｎ
ｃｔｉ

ｏｎ
ｉｎｇ

ｗｏ
ｒｌｄ

ｗｉ
ｄｅ

．
２．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ｍ

ｓｅ
ｒｖｉ

ｃｅ
ｓ

ｆｒｏ
ｍ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ｒｄ
ｅｒ

ｍｉ
ｇｒａ

ｔｏｒ
ｙ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
Ｉｍ

ｐｌｉ
ｃａ
ｔｉｏ

ｎｓ
ｆｏｒ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ｇｏ
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大
型

食
肉

物
种

＃５
西

南
边

界
３２

０．
８２

９
２０

１２

１．
Ｔｒ
ａｎ

ｓｂ
ｏｕ

ｎｄ
ａｒｙ

ｃｏ
ｏｐ

ｅｒａ
ｔｉｏ

ｎ
ｉｍ

ｐｒ
ｏｖ
ｅｓ

ｅｎ
ｄａ

ｎｇ
ｅｒｅ

ｄ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ｍｏ
ｎｉｔ

ｏｒｉ
ｎｇ

ａｎ
ｄ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ａｃ
ｔｉｏ

ｎｓ
：

ａ
ｃａ
ｓｅ

ｓｔｕ
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
ｂａ

ｌｐ
ｏｐ

ｕｌａ
ｔｉｏ

ｎ
ｏｆ

ａｍ
ｕｒ

ｌｅｏ
ｐａ

ｒｄ
ｓ．

２．
Ｔｒ
ａｎ

ｓｂ
ｏｕ

ｎｄ
ａｒｙ

ｍａ
ｍｍ

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

ｅｒｉ
ｃａ
ｓ：

ａｓ
ｙｍ

ｍｅ
ｔｒｉ
ｅｓ

ｉｎ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ｉ
ｏｎ

ｃｈ
ａｌｌ

ｅｎ
ｇｅ

ｃｌｉ
ｍａ

ｔｅ
ｃｈ

ａｎ
ｇｅ

ｒｅｓ
ｉｌｉ
ｅｎ

ｃｅ

１．
Ｅｓ

ｔｉｍ
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ｔｉｇ
ｅｒ

ｄｅ
ｎｓ
ｉｔｉ
ｅｓ

ｉｎ
Ｉｎ
ｄｉａ

ｕｓ
ｉｎｇ

ｐｈ
ｏｔｏ

ｇｒａ
ｐｈ

ｉｃ
ｃａ
ｐｔｕ

ｒｅｓ
ａｎ

ｄ
ｒｅｃ

ａｐ
ｔｕｒ

ｅｓ
．

２．
Ｗ
ｉｌｄ

ｌｉｆ
ｅ

ｉｎ
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ａ

ｌｌｙ
ｄｉｖ

ｉｄｅ
ｄ

ｗｏ
ｒｌｄ

：
Ｉｎ
ｓｕ
ｌａｒ

ｉｓｍ
ｉｎｆ

ｌａｔ
ｅｓ

ｅｓ
ｔｉｍ

ａｔｅ
ｓｏ

ｆｂ
ｒｏｗ

ｎ
ｂｅ

ａｒ
ａｂ

ｕｎ
ｄａ

ｎｃ
ｅ

食
腐

鸟
类

＃
１１

国
家

边
界

１８
０．
９１

２
２０

１２

１．
Ｉｎ
ｖｉｓ

ｉｂｌ
ｅ

ｂａ
ｒｒｉ

ｅｒｓ
：

ｄｉｆ
ｆｅｒ

ｅｎ
ｔｉａ

ｌ
ｓａ
ｎｉｔ

ａｒｙ
ｒｅｇ

ｕｌａ
ｔｉｏ

ｎｓ
ｃｏ
ｎｓ
ｔｒａ

ｉｎ
ｖｕ

ｌｔｕ
ｒｅ

ｍｏ
ｖｅ
ｍｅ

ｎｔｓ
ａｃ
ｒｏｓ

ｓｃ
ｏｕ

ｎｔｒ
ｙ
ｂｏ

ｒｄ
ｅｒｓ

．．
２．

Ｂｉ
ｏｉｎ

ｓｐ
ｉｒｅ

ｄ
ｍｏ

ｄｅ
ｌｓ

ｆｏｒ
ａｓ
ｓｅ
ｓｓｉ

ｎｇ
ｔｈｅ

ｉｍ
ｐｏ

ｒｔａ
ｎｃ

ｅ
ｏｆ

ｔｒａ
ｎｓ
ｈｕ

ｍａ
ｎｃ

ｅ
ａｎ

ｄ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ｍａ

ｎａ
ｇｅ
ｍｅ

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ｅｕ

ｒｏｐ
ｅａ
ｎ
ａｖ
ｉａｎ

ｓｃ
ａｖ
ｅｎ

ｇｅ
ｒｓ

１．
Ｔｏ

ｏ
ｓａ
ｎｉｔ

ａｒｙ
ｆｏｒ

ｖｕ
ｌｔｕ

ｒｅｓ
．

２．
Ａｐ

ｅｘ
ｓｃ
ａｖ
ｅｎ

ｇｅ
ｒ
ｍｏ

ｖｅ
ｍｅ

ｎｔｓ
ｃａ
ｌｌ

ｆｏｒ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ｐｏ
ｌｉｃ

ｉｅｓ

Ｇ２
社

会
⁃经

济
⁃生

态
系

统
Ｇ２

ｓｏ
ｃｉａ

ｌ⁃ｅ
ｃｏ
ｎｏ

ｍｉ
ｃ⁃

ｅｃ
ｏｌｏ

ｇｉｃ
ａｌ

ｓｙ
ｓｔｅ

ｍ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
４

金
枪

鱼
管

理
３２

０．
８１

２
２０

０７

１．
Ｔｈ

ｅｉ
ｎｆｌ

ｕｅ
ｎｃ

ｅｏ
ｆｓ

ｏｃ
ｉｏｅ

ｃｏ
ｎｏ

ｍｉ
ｃｆ

ａｃ
ｔｏｒ

ｓｏ
ｎ
ｔｈｅ

ｄｅ
ｎｓ
ｉｔｉ
ｅｓ

ｏｆ
ｈｉｇ

ｈ⁃
ｖａ
ｌｕｅ

ｃｒｏ
ｓｓ
⁃ｂ
ｏｒｄ

ｅｒ
ｓｐ
ｅｃ
ｉｅｓ

，
ｔｈｅ

ａｆｒ
ｉｃａ

ｎ
ｅｌｅ

ｐｈ
ａｎ

ｔ．
２．

Ｉｍ
ｐｌｉ

ｃａ
ｔｉｏ

ｎｓ
ｏｆ

ｎｅ
ｗ

ｅｃ
ｏｎ

ｏｍ
ｉｃ

ｐｏ
ｌｉｃ

ｙｉ
ｎｓ
ｔｒｕ

ｍｅ
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ｕｎ

ａ
ｍａ

ｎａ
ｇｅ
ｍｅ

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

ｓｔｅ
ｒｎ

ａｎ
ｄ
ｃｅ
ｎｔｒ

ａｌ
ｐａ

ｃｉｆ
ｉｃ

１．
Ｂｉ
ｏｄ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ａｎ
ｄ

ｔｈｅ
ｅｒａ

ｄｉｃ
ａｔｉ

ｏｎ
ｏｆ

ｐｏ
ｖｅ
ｒｔｙ

．
２．

Ｐｒ
ｉｎｃ

ｉｐｌ
ｅｓ

ａｎ
ｄ
ｐｒ
ａｃ
ｔｉｃ

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ｑ

ｕｉｔ
ａｂ

ｌｅ
ｇｏ
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ｏｆ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ｎａ

ｔｕｒ
ａｌ

ｒｅｓ
ｏｕ

ｒｃｅ
ｓ：

ｃｒｏ
ｓｓ
⁃ｃｕ

ｔｔｉ
ｎｇ

ｌｅｓ
ｓｏ
ｎｓ

ｆｏｒ
ｍａ

ｒｉｎ
ｅ
ｆｉｓ

ｈｅ
ｒｉｅ

ｓｍ
ａｎ

ａｇ
ｅｍ

ｅｎ
ｔ

社
会

⁃生
态

系
统

＃６
跨

界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３０

０．
６９

３
２０

０３

１．
Ｔｒ
ａｎ

ｓｂ
ｏｕ

ｎｄ
ａｒｙ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ｓ

ａｓ
ｉｄｅ

ａｌ
ｔｏｏ

ｌｓ？
ａｎ

ａｌｙ
ｚｉｎ

ｇ
ｔｈｅ

ｇｅ
ｒｅｓ

⁃ｘｕ
ｒｅｓ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ｂｉｏ

ｓｐ
ｈｅ

ｒｅ
ｒｅｓ

ｅｒｖ
ｅ．

２．
Ｕｎ

ｄｅ
ｒｓｔ

ａｎ
ｄｉｎ

ｇ
ｔｈｅ

ｃｏ
⁃ｅｘ

ｉｓｔ
ｅｎ

ｃｅ
ｏｆ

ｃｏ
ｎｆｌ

ｉｃｔ
ａｎ

ｄ
ｃｏ
ｏｐ

ｅｒａ
ｔｉｏ

ｎ：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ｍ

ｍａ
ｎａ

ｇｅ
ｍｅ

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ｒ

ｕｎ
ｇａ

ｍａ
ｓｓｉ

ｆ

１．
Ｔｒ
ａｎ

ｓｂ
ｏｕ

ｎｄ
ａｒｙ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ｒ
ｐｅ

ａｃ
ｅ

ａｎ
ｄ

ｃｏ
⁃

ｏｐ
ｅｒａ

ｔｉｏ
ｎ．

２．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ｍ

ｓｅ
ｒｖｉ

ｃｅ
ｓａ

ｃｒｏ
ｓｓ

ｂｏ
ｒｄ
ｅｒｓ

：
ａ
ｆｒａ

ｍｅ
ｗｏ

ｒｋ
ｆｏｒ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ｐｏ
ｌｉｃ

ｙ

保
护

范
式

转
变

＃８
干

城
章

嘉
景

观
２２

０．
９７

５
２０

１２

１．
Ｅｖ

ｏｌｕ
ｔｉｏ

ｎ
ｏｆ

ａ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ｌａｎ

ｄｓ
ｃａ
ｐｅ

ａｐ
ｐｒ
ｏａ
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ｎ
ｄｕ

ｋｕ
ｓｈ

ｈｉｍ
ａｌａ

ｙａ
：

ｋｅ
ｙ

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ｓ
ｆｒｏ

ｍ
ｔｈｅ

ｋａ
ｎｇ

ｃｈ
ｅｎ

ｊｕｎ
ｇａ

ｌａｎ
ｄｓ
ｃａ
ｐｅ

．
２．

Ｈｙ
ｂｒ
ｉｄ

ｇｏ
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ｏｆ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ｃｏ
ｍｍ

ｏｎ
ｓ：

ｉｎｓ
ｉｇｈ

ｔｓ
ｆｒｏ

ｍ
ｓｏ
ｕｔｈ

ｅａ
ｓｔ

ａｓ
ｉａ

１．
Ｂｉ
ｏｄ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Ｋａ
ｎｇ

ｃｈ
ｅｎ

ｊｕｎ
ｇａ

ｌａｎ
ｄｓ
ｃａ
ｐｅ

．
２．

Ｅｖ
ｉｃｔ

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
Ａ

ｇｌｏ
ｂａ

ｌｏ
ｖｅ
ｒｖｉ

ｅｗ

制
度

分
析

＃
１０

制
度

分
析

１９
０．
９７

２
２０

０３

１．
Ｇｏ

ｉｎｇ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

ａｎ
ｉｎｓ

ｉｔｕ
ｔｉｏ

ｎａ
ｌ

ａｎ
ａ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
ｍａ

ｎａ
ｇｅ
ｍｅ

ｎｔ
ｃｈ

ａｌｌ
ｅｎ

ｇｅ
ｓ
ａｔ

ｍｔ
ｅｌｇ

ｏｎ
，
ｅａ
ｓｔ

ａｆｒ
ｉｃａ

．
２．

Ｇｏ
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ｉｎ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ａｔｉ
ｏｎ

：
ｈｏ

ｗ
ｉｎｓ

ｔｉｔ
ｕｔｉ

ｏｎ
ａｌ

ｓｔｒ
ｕｃ

ｔｕｒ
ｅ
ａｎ

ｄ
ｐａ

ｔｈ
ｄｅ

ｐｅ
ｎｄ

ｅｎ
ｃｅ

ｍａ
ｔｔｅ

ｒ

１．
Ｔｒ
ａｎ

ｓｂ
ｏｕ

ｎｄ
ａｒｙ

ｂｉｏ
ｄ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ｍａ
ｎａ

ｇｅ
ｍｅ

ｎｔ
：

Ｉｎ
ｓｔ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ｓ，
ｌｏｃ

ａｌ
ｓｔａ

ｋｅ
ｈｏ

ｌｄｅ
ｒｓ，

ａｎ
ｄ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ｓ
．

２．
Ｔｈ

ｅｒ
ｏｌｅ

ｏｆ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ｓ
ｉｎ

ｃｏ
ｎｓ
ｅｒｖ

ｉｎｇ
ｂｉｏ

ｄ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ａｎ

ｄ
ｓｕ
ｓｔａ

ｉｎｉ
ｎｇ

ｌｏｃ
ａｌ

ｌｉｖ
ｅｌｉ

ｈｏ
ｏｄ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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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群

Ｇｒ
ｏｕ

ｐｓ
主

要
内

容
Ｍａ

ｉｎ
ｉｓｓ

ｕｅ
ｓ

聚
类

名
称

Ｃｌ
ｕｓ
ｔｅｒ

ｓ
大

小
Ｓｉｚ

ｅｓ
同

质
性

Ｓｉｌ
ｈｏ

ｕｅ
ｔｔｅ

平
均

年
份

Ｍｅ
ａｎ

ｙｅ
ａｒｓ

主
要

代
表

性
施

引
文

献
Ｒｅ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ａｔ
ｉｖｅ

ｃｉｔ
ｉｎｇ

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ｓ
主

要
代

表
性

被
引

文
献

Ｒｅ
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ａｔ
ｉｖｅ

ｃｉｔ
ｅｄ

ｒｅｆ
ｅｒｅ

ｎｃ
ｅｓ

Ｇ３
军

事
争

端
与

解
决

途
径

Ｇ３
ｍｉ

ｌｉｔ
ａｒｙ

ｄｉｓ
ｐｕ

ｔｅｓ
ａｎ

ｄ
ｓｏ
ｌｕｔ

ｉｏｎ
ｓ

解
决

军
事

化
争

端
＃
２

领
土

三
会

合
３７

０．
７８

３
２０

０８

１．
Ｔｈ

ｅ
＂

ｎｉｎ
ｅ

ｌｉｖ
ｅｓ

＂
ｏｆ

ｐｒ
ｏｔｅ

ｃｔｅ
ｄ

ａｒｅ
ａｓ
．

ａ
ｈｉｓ

ｔｏｒ
ｉｃａ

ｌ⁃
ｉｎｓ

ｔｉｔ
ｕｔｉ

ｏｎ
ａｌ

ａｎ
ａｌｙ

ｓｉｓ
ｆｒｏ

ｍ
ｔｈｅ

ｔｒａ
ｎｓ
ｂｏ

ｕｎ
ｄａ

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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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增强，例如人工设立停留点，也会对跨界物种产生显著影响。 欧洲卫生立法处理动物残骸的政策导致秃

鹫等日常长距离活动的食腐鸟类食物量减少，造成繁殖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种群停止生长等问题，于是

人工设立喂食站［１９］。 但是这一结果也可预见地改变了栖息地的质量，不仅对食腐鸟类个体和种群规模造成

影响，也增加了喂食站附近中小型脊椎动物的捕食风险［１９⁃２０］。 这是因为跨界物种除了在地理位移上形成的

空间网络外，在移动的过程中还通过捕食与被捕食，能量运输和营养传递等方式动态地改变着移动路线上的

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是嵌入周边生态社区的复杂的网络化生态过程。 因此，Ｂａｕｅｒ 和 Ｈｏｙｅ 等提出从

“网络化的网络”、“动态网络”和“多元网络”３ 层网络结构来理解物种移动的影响，认识到物种移动不仅连接

两个地点，还在不同的阶段影响着位移路线中的整个生态社区，在营养关系、寄生物传播、互惠互动等方面相

互作用，动态地改变着移动路线上的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并以此发展跨界物种保护策略，评估各种干预

措施在不同网络结构中的扩散效率［２１］。 综合现有研究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地并不是越大越好，或者说

即使再大的保护地也很难完全匹配跨界物种的活动需求。 跨界物种保护需要看到物种在移动过程中形成的

地理上的网络、时间上的网络，以及不同层面作用力上的网络。 因此，从静态的岛屿式保护向动态多元的网络

化发展是符合跨界物种保护需求的重要趋势。
２．２　 类群 Ｇ２：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类群 Ｇ２“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制度分

析”和“保护范式转变”，分别对应聚类 ＃４ 金枪鱼管理、 ＃６ 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８ 干城章嘉景观、 ＃１０ 制度分

析。 跨界保护除了跨越地理边界外，还跨越行政边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相结合的讨论，包括

构建跨界保护在生态、政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依据［２２］，结合国际社会、政策的生物圈保护区合作框架［２３］，
结合地方社区的可持续跨界景观管理等［２４］。 其中，跨界保护是否能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

要议题。 从现有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来看，边境区域的贫困问题往往更加严重［２５］。 跨界保护地对边境土地

的占用是否会剥夺土地发展的社会经济机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代表保护地与贫困直接相关。
事实上，施行保护也可以起到降低贫困的作用，保护生态服务系统，例如提高森林集水区的产水量即有益于提

高社会经济效益［２６⁃２７］。 不同于一般保护地，跨界保护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点更在于对跨界资源的分配和使

用，其利益相关者除了个体、群体、区域，甚至还包括不同国家，涵盖了不同层级和不同规模。 由于跨界自然资

源属于同一生态系统，又使得跨界双方或多方在资源共享上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非排他性，例如根据金枪鱼

的跨界和洄游性质，在某一国家管辖范围内或在公海上不加限制地开发就可能对其他区域的获取数量产生重

大影响［２８］。
考虑到跨界资源的复杂性、跨界区域发展机会和生态安全等问题，跨界双方或多方在广泛的基础上寻求

共同合作成为跨界资源管理的重点。 而跨界资源合作需要建立在理解人类社会多个层级的基础上，包括国

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 从跨界保护经验来看，针对某一层级的资源共享如若出现矛盾，需要在其上一层级

达成合作协议。 例如针对多国在跨界渔业管理和保护上的矛盾，４０ 多个沿海国家成立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共同协调跨界区域渔业责任和权利［２８］。 这种至上而下的机制优势在于对总体的把握，其不足则

是容易在推行过程的基础操作层面，即社区层面受阻。 与荒野保护最初的圈地式保护不同，如今世界上大多

数保护地都拥有社区，尤其是人口密集区的保护地，例如印度、缅甸、南非等［２９］。 从保护地和社会经济的关系

来看，将原有社区居民从保护地驱逐只会导致贫困加剧［３０］。 因此，跨界保护顺应全球保护范式的变化，从保

护旗舰物种到生境和生态系统保护，向结合当地社区发展的综合性可持续保护方式转变［３１］。 在 Ｓａｎｄｗｉｔｈ 等

提出的 ９ 项跨界保护合作指导意见中，为了鼓励社区参与，提出要在识别和推进跨界双方或多方共同价值的

基础上，争取惠利社区［３］。 事实上，社区经济保障早已成为跨界保护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等在在 Ｖｉｒｕｎｇａ
跨界野生动物保护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该地区在过去 ２５ 年经历了内战，但是由于旅游收入的增长，以及刚果、
卢旺达和乌干达 ３ 国之间跨界合作的加强，该地山地大猩猩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３２］。 这在一定程度上

回答了跨界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能否同步的问题。 但是仍然需要在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跨界保护中进行验

４３２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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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因此，在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多个层级上理解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保护相结合的综合可持续

性保护，是跨界保护研究未来不断发展的方向。
２．３　 类群 Ｇ３：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

类群 Ｇ３“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决军事化争端”、 “海洋跨界倡议”和“国际协定”，
对应聚类＃２ 领土三会合、＃３ 地缘政治不稳定和＃７ 国际法。 根据环境和平假说，跨界保护一直被视为加强国

家合作，减少军事化冲突的重要工具［３３］。 然而，受到跨界区域权力失衡、空间关系重建、法律制度不协调等问

题的困扰，跨界保护是否能够如期待的那样协调多国利益［３４］，实现国家甚至多国区域的连接与复兴仍然受到

质疑［３５］。 Ｂａｒｑｕｅｔ 等分析了 １９４９ 年到 ２００１ 年包括 ３２８ 个共享边界的国家，发现曾经经历过军事争端且没有

卷入重大致命性战争的国家更倾向于建立跨界保护地，但是和平效应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３３］。 这一

观点为跨界保护的环境和平假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功利性地说，虽然陆地上 ３５％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都跨越国界［３６］，但是生态保护本身可能并不足以

促成两个国家进行跨界保护。 而解决军事化争端，维持边境稳定则为跨界保护地的存在提供了强烈的政治意

愿，例如韩国多次呼吁在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建立和平公园［３７］。 在双方合作意愿强烈，却存在一定分歧的

情况下，引入第三方协调机构将有助于进一步预防冲突和建立合作信心，例如 １９９７ 年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

拉和洪都拉斯之间的中美洲大堡礁系统协议（Ｍｅｓｏａｍｅｉｒｃａ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Ｒｅ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８］ 和 ２００９ 年由印尼、菲律

宾、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所罗门群岛，６ 国组成的珊瑚大三角协定（Ｃｏｒ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９］等都离不

开非政府组织的协助。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教科文组织等自然保护组织对跨界区域的认定也具有一定

的约束力，例如 １９３３ 年《关于保护自然环境中动植物的伦敦公约》要求其缔约方就相邻的受保护自然区域进

行合作； １９７１ 年《湿地公约》要求缔约国就任何跨界湿地进行协商；１９７９ 年《伯尔尼欧洲野生动物和自然生境

保护公约》责成缔约国协调保护边境地区的自然生境；１９８２ 年《关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的日内瓦议定书》责成

缔约国就边境保护区问题进行协商，并审查建立相应地区的可能性；１９９２ 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国

酌情建立一套保护区制度并相互合作等［４０］。 由此，跨界保护在受到生态需求、政治意愿和国际协定约束的共

同作用下，成为了全球解决军事争端，寻求区域和平的重要力量。
２．４　 类群 Ｇ４：跨界保护决策

类群 Ｇ４“跨界保护决策”主要探讨了 “海洋空间规划”和“保护优先次序”，分别对应聚类＃１ 相连海域和＃
１０ 生态系统服务。 与单一地点保护类似，跨界保护决策的本质上也是通过对未来的预测来达到相应的保护

目标。 为了科学判读未来趋势，例如来自全球变化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生境丧失等，现有研究发展出了一

系列预测模型，包括多尺度生态变化驱动空间数据集［４１］、人类⁃自然耦合集成动态建模方式［４２］、生态威胁地

图［４３］等。 Ｐｏｕｚｏｌｓ 等预测了 ２０４０ 年的全球土地使用变化将如何影响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并推演出了全球

空间保护优先次序，发现各国优先保护区域和全球优先保护区域之间存在重大效率差距，呼吁更多国际行动

的参与［４４］。 而国际行动则意味着更多跨界的可能。 与单一地点保护不同，跨界保护的难点在于，它的保护目

标因为利益相关者的增加而成倍增多。 而不同保护目标所指向的保护规划，例如空间优先次序等，都可能完

全不同，这大大提高了决策的难度［４５］。
如何在多目标背景下，通过确定优先保护次序来引导规划布局和资金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跨界保护

决策关注的重点。 目前主要的对策是“多目标热点”，即将多个保护目的优先区域中重叠度最高的区域作为

热点，集中力量投入资源，这样可以减少投入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４６⁃４７］。 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

平性原则，例如某个单目标突出区域不在多目标热点范围内就失去了获取各项保护资源的可能［４８］。 同时，也
不利于在遭受局部灾难的时候分散风险［４５］。 而加入跨界保护的每一个国家或区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愿望、
资源和机会，不能获得资源支撑，可能减少非多目标热点国家的跨界参与热情。 因此，Ｂｅｇｅｒ 等提出利用“单
目标互补”补齐“多目标热点”的短板，在多个目标不能全部有效达成的非热点区域，针对单个目标采取补充

措施［４５］。 目前来看，“多目标热点”和“单目标互补”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以提高跨界双方或多方作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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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资源整合的效率，又可以根据国家偏好和具体资源特征进行利益保护，对推动跨界保护进行科学决策具

有积极意义。 但是该设想仍然需要在多个跨界区域进行验证后才能评估其有效性。

３　 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随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行政边界与生态边界不重合所带来的困扰逐渐显现。 尽管行政边界不

具备生态功能，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结构、优先次序和社会态度等来管理其管辖权内的生态系统及其所含

物种。 而无论是实体意义上的边境安全围栏［４９］，还是由政策法规形成的看不见的屏障［５０］，都造成了生态系

统被行政边界割裂［１８］。 为此，跨界保护将逐渐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的重要内容，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而我

国跨界保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外跨界保护研究对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尤其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地区、 南亚地区的合作发展更为紧密，如何实现边界争端的和平

解决、跨界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完善、边界社区发展与居民福祉的改善等，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３．１　 匹配物种保护规模，完善跨界生态系统

跨界物种保护规模与物种实际活动范围不匹配是造成跨界生态系统完整性断裂的关键。 就保护规模而

言，独立的国家公园即使面积再大也很难满足某些特定物种的日常活动范围。 有针对性的保护行为应当根据

生态完整性考虑物种的动态活动范围，确保保护规模与物种规模相一致，并寻求不同行政界限之间的优化合

作方式，将保护形式由孤岛式向群落式、网络化转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不应当受限于既定的人工界限，而应当跨越行

政界限，包括国界、省界、市界等；跨越类型界限，包括国家公园与不同保护地类型之间；跨越层级界限，包括国

家级与省、市级保护地。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跨界群落组合，例如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群（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ａｒｋｓ）即包含了班夫（Ｂａｎｆ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贾斯珀（Ｊａｓｐ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库特奈（Ｋｏｏｔｅｎ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和幽鹤（Ｙｏｈ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４ 个国家公园，以及罗布森山（Ｍｏｕｎｔ Ｒｏｂｓ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ｋ）、阿西尼博因山

（Ｍｏｕｎｔ Ａｓｓｉｎｉｂｏｉｎ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ｋ）和汉伯（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ｋ）３ 个省级公园，共计 ７ 个保护地［５１］，跨越

艾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 ２ 省，保护了包括灰狼、灰熊、北美狼獾等在内的区域性跨界物种［５２］。 除此之外，为
了维持和恢复落基山脉 ３２００ 公里的生境完整性和连通性，加拿大还和美国联合提出了从南部的黄石生态系

统延伸到北部的育空麦肯齐山脉的“黄石到育空地区保护倡议（Ｙ２Ｙ， 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 ｔｏ Ｙｕｋｏｎ）” ［５３］。 与之类

似，我国云南与老挝、越南接壤的热带山地森林大三角洲区域，藏南与印度交界的峡谷区域，东北绵延至朝鲜、
俄罗斯的长白山区域等，都具有集合不同保护地类型，寻求跨国界合作，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建立跨界国家

公园的潜质。
３．２　 联合双边意愿，寻求跨界社区发展

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公园最初设立于荒野地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越区域往往融合了历

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复杂的人地关系。 从国际跨界保护经验来看，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多个层级的系

统中，社区是执行力最强，也是最有可能使至上而下机制受阻的层面。 因此，我国国家公园在面临跨界保护

时，需要联合双边或多边社区的意愿，以达成共识。
对于跨界社区而言，界限双方或多方的传统文化、经济需求和个人福利是否得到满足，是跨界保护能否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传统文化涉及认知层面，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 相对而言，经济需求和个人福利的变化则

更为直接。 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尊重社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生态保护目标，
确认不同社区对该目标的支付意愿，并且量化社区从保护中获得的利益和可能的经济机会。

除此之外，公平性也是跨界社区关注的重点。 虽然跨界资源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人类利用特

性上仍然具有相似性。 跨界社区双边或多边共同享用并共同承担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结果，不论好坏。
因此，寻求跨界社区发展就需要避免社区同质化竞争，以及可能的资源拦截。 这就要求尽可能减少跨界双方

在共同资源使用上的不平衡，包括收入、税收、生活成本、资源使用限制等，公平分配社区利益，保证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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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鼓励社区参与保护程序、决策过程和结果，建立公平正义感，保障跨界社区可持续发展。
３．３　 搁置领土争议，建立跨界合作协定

在“一带一路”加强国家间全方位合作，发展区域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我国与邻国建立跨国界保

护关系的可能性不断攀升。 仅在 ２００７ 年，ＩＵＣＮ 即识别出中国与 １４ 个邻国中的 １０ 个具有建立跨界保护地的

可能与潜力［２］。 然而，我国与邻国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无论是数十年前的中越战争、朝鲜战

争，还是近年来的中印对峙、南海争端等，都横亘于中国与邻国之间。 跨界保护国家公园的建立，可以促使双

边或多边搁置争议，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事实证明，生态保护并不足以说服跨界双方放弃土地可能的经济机会来建立保护地，但是保障边境稳定

的和平愿望却可以激发建立跨界保护地的政治意愿。 因此，我国在建设跨界国家公园时，需要评估对方进行

跨界保护合作的意愿是否强烈，例如最高级别的政府是否介入等。 利用跨界保护解决军事冲突的潜在能力，
吸引更多的政治力量参与到跨界保护工作中。 在广泛的框架下，创造性地建立与完善多边磋商机制，明确跨

界保护中的权利和责任，将约束管理与自愿管理相结合，达成跨界保护地国际公约。
为了保障跨界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有效性，除了寻求高级别的政治支持外，引入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非

政府组织等，也是协议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１９９７ 年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中美洲大堡礁

系统协议就是在缔约国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资源组织等大型国际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推

动下签署的，并于 ２００１ 年获得了世界银行的资助［３９］。 该项目还设立了两个跨界保护委员会来协调和管理保

护地事务，包括加强体制建设、人员培训、公众意识教育和项目管理透明化等，取得了良好成效［３９，５４］。 可见，
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长期的资金投入和固定的管理机构等都是跨界国家约束自我，履行和

平公约的重要保障。
３．４　 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优先保护次序

确定空间保护优先次序，是国家公园规划与决策的重点。 跨界保护国家公园的难点在于，不论是跨国境，
还是在国境内跨越行政边界，由于不同利益驱动，不同区域的保护目标往往不同，从而导致空间规划热点的不

同。 事实上，即使是保护目标一致，不同学科视角形成的规划热点也往往不同，例如我国国家公园系统规划

中，有学者根据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等指数识别出 ５５ 个国家公园潜在区域［５５］，有学者根据生态地理

识别出 ８４ 个国家公园备选区［５６］。 为了平衡各方观点，全息国家公园系统规划的出台迫在眉睫。 这就要求国

家公园保护规划，尤其是可能涉及大量跨界保护的规划，应当首先站在更高层级的视野上对整体进行把握，例
如从全球视域来理解我国国家公园保护工作，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工作与全球生态保护接轨，根据更宏观的目

标来协调现有争论。 根据“多目标热点”和“单目标互补”相结合的方法，在全球、国家、区域、省级、地方等不

同层面通过系统性科学规划，逐级选择空间保护优先次序，设立规划方案，以获取多个尺度的支持。 在全球视

域下设计顶层规划，协调多目标热点，根据具体需求进行单目标补充，根据不同规模和尺度，分阶段制定国家

公园保护动态适应性规划。

４　 结语

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可以预见，跨界保护将成为国家公园发展的重要趋势。
国家公园跨界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或区域间的合作，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语境下最大限度地保护跨界物种与

生态完整性。 在国家层面上，释放友好信息，以绿色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军事争端。 在地方层面上，通过打破

行政边界，有效沟通各省各部门管理层级，提高资源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在社区层面上，通过理解跨界

社区在资源利用上的连通性，串联并共享资源以减少社区同质化竞争，避免因资源拦截而造成的贫困。 研究

国外跨界保护经验，将有利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前布局，预先制定应对策略。
从国外跨界保护研究经验来看，跨界保护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保护到融合社会、经济、生态等多

维视角，从排除受益人到体现人文关怀，从军事争端不断到逐渐达成国际公约，从模糊性协议到科学定量规划

７３２４　 １２ 期 　 　 　 朱里莹　 等：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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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我国国家公园跨界保护在跨界物种保护方面，应当积极促进与物种保护规模相匹配的跨层级跨尺度

合作，完善跨界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方面，联合跨界社区意愿，采取量化并公平分配社区经济利

益的方式，维护居民福祉，促进跨界社区可持续发展；在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方面，完善多边磋商机制，达成跨

境国际保护公约，从生态需求、政治意愿和国际协议约束等多个方面，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跨界保护决策方

面，将多目标和单目标热点互补，科学评估保护优先次序。 推动我国跨界保护研究，将有效解决国家公园发展

过程中境内和境外行政边界与生态系统不匹配而产生的各项矛盾，在促进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为全球自然保

护地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Ｖａｓｉｌｉｊｅｖｉｃ′ Ｍ， Ｚｕｎｃｋｅｌ Ｋ，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Ｍ， Ｅｒｇ Ｂ， Ｓｃｈｏｏｎ Ｍ， Ｒｏｓｅ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Ｔ．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Ｇｌａｎｄ，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ＵＣＮ， ２０１５．

［ ２ ］ 　 石龙宇， 李杜， 陈蕾， 赵洋． 跨界自然保护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手段．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２１）： ６８９２⁃６９００．
［ ３ ］ 　 Ｓａｎｄｗｉｔｈ Ｔ， Ｓｈｉｎｅ Ｃ，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Ｌ， 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Ｄ．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ＵＣＮ， ２００１．
［ ４ ］ 　 Ｓｌｏｃｏｍｂｅｌ Ｄ Ｓ， Ｄａｎｂｙ Ｒ Ｋ．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ａｒｋ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Ｏｎｔａｒｉｏ， ２００６．
［ ５ ］ 　 Ｔｊｉｕ Ａ， Ｐｕｔｅｒａ Ｈ Ｍ， Ｓｙａｈｉｒｓｙａｈ．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ａ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Ｂｏｒｎｅｏ：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ｕｎｇ Ｋｅｒｉｈｕｎ⁃

Ｂａｔａｎｇ Ａｉ ／ Ｌａｎｊａｋ Ｅｎｔｉｍａｕ． （２０１３⁃０５⁃２４） ［２０１９⁃１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ｆ．ｐａｎｄａ．ｏｒｇ ／ ？ ２０８７６３ ／ 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ｏｆ⁃ａ⁃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ｅ⁃ｉｎ⁃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ｏｆ⁃Ｂｏｒｎｅｏ⁃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ｕｎｇ⁃Ｋｅｒｉｈｕｎ⁃Ｂａｔａｎｇ⁃ＡｉＬａｎｊａｋ⁃Ｅｎｔｉｍａｕ．

［ ６ ］ 　 Ｃｌａｍｏｔｅ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Ｄ， Ｆｉｓｃｈｂｏｒｎ 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Ｇｌａｎｄ，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ＵＣＮ， ２０１６．
［ ７ ］ 　 吴信值． 国际和平公园： 概念辨析、基本特征与研究议题．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７（１０）： １９４７⁃１９５６．
［ ８ ］ 　 刘嘉琦， 曹玉昆， 朱震锋．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林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２４．
［ ９ ］ 　 陈雅如， 韩俊魁， 秦岭南， 杨怀超．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路径研究．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９， ４７（１４）： ６１⁃６５．
［１０］ 　 李伯华， 罗琴， 刘沛林， 张家其．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７， ３７（９）： ２０７⁃２１４， ２３２⁃２３２．
［１１］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５， ３３（２）： ２４２⁃２５３．
［１２］ 　 韩增林， 李彬， 张坤领， 李璇．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６（５）： ６４３⁃６５２．
［１３］ 　 Ｒｕｎｇｅ Ｃ Ａ， Ｍａｒｔｉｎ Ｔ Ｇ，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Ｗｉｌｌｉｓ Ｓ Ｇ， Ｆｕｌｌｅｒ Ｒ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１２（７）： ３９５⁃４０２．
［１４］ 　 Ｌａｍｂｅｒｔｕｃｃｉ Ｓ Ａ， Ａｌａｒｃóｎ Ｐ Ａ Ｅ， Ｈｉｒａｌｄｏ Ｆ， Ｓａｎｃｈｅｚ⁃Ｚａｐａｔａ Ｊ Ａ， Ｂｌａｎｃｏ Ｇ， Ｄｏｎáｚａｒ Ｊ Ａ． Ａｐｅｘ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１７０：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５］ 　 Ｋａｒａｎｔｈ Ｋ Ｕ，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Ｊ 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ｇ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７９（８）： ２８５２⁃２８６２．
［１６］ 　 Ｂｉｓｃｈｏｆ Ｒ， Ｂｒøｓｅｔｈ Ｈ， Ｇｉｍｅｎｅｚ Ｏ．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ｆｌａｔ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９（２）： １２２⁃１３０．
［１７］ 　 Ｈａｒｒｉｓ Ｇ， Ｔｈｉｒｇｏｏｄ Ｓ， Ｈｏｐｃｒａｆｔ Ｊ Ｇ Ｃ， Ｃｒｏｍｓｉｇｔ Ｊ Ｐ Ｇ Ｍ， Ｂｅｒｇｅｒ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７（１）： ５５⁃７６．
［１８］ 　 Ｄａｌｌｉｍｅｒ 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Ｎ． Ｗｈｙ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０（３）： １３２⁃１３９．
［１９］ 　 Ｄｏｎáｚａｒ Ｊ Ａ， Ｍａｒｇａｌｉｄａ Ａ， Ｃａｒｒｅｔｅ Ｍ， Ｓáｎｃｈｅｚ⁃Ｚａｐａｔａ Ｊ Ａ． Ｔｏｏ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ｖｕｌｔｕｒ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２６（５９５３）： ６６４．
［２０］ 　 Ｃｏｒｔéｓ⁃Ａｖｉｚａｎｄａ Ａ， Ｂｌａｎｃｏ Ｇ， ＤｅＶａｕｌｔ Ｔ Ｌ， Ｍａｒｋａｎｄｙａ Ａ， Ｖｉｒａｎｉ Ｍ Ｚ， Ｂｒａｎｄｔ Ｊ， Ｄｏｎáｚａｒ Ｊ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ａｖｉａｎ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ｃａｖ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１４（４）： １９１⁃１９９．
［２１］ 　 Ｂａｕｅｒ Ｓ， Ｈｏｙｅ Ｂ Ｊ．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ｃｏｕｐｌ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４４（６１７９）： １２４２５５２．
［２２］ 　 Ｗｏｌｍｅｒ Ｗ．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ｉｍｐｏｐｏ 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ａ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２９（１）： ２６１⁃２７８．
［２３］ 　 Ｆａｌｌ Ｊ Ｊ．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２６（４）： ２５２⁃２５５．
［２４］ 　 Ｓｈａｋｙａ Ｂ， Ｓｈａｒｍａ Ｅ， Ｃｈｅｔｔｒｉ 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ｃｈｅｎｊｕｎｇ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Ｎｅｐ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２５］ 　 Ｍｅｄｉｎａ⁃Ｎｉｃｏｌａｓ 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１２（１）： ７８⁃１０８．
［２６］ 　 Ｆｅｒｒａｒｏ Ｐ Ｊ， Ｋｉｓｓ 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２９８（５５９９）： １７１８⁃１７１９．
［２７］ 　 Ｄａｉｌｙ Ｇ Ｃ．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２８］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Ｂ， Ｈａｎｉｃｈ 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４（１）： ８．
［２９］ 　 Ｂｒ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Ｉｇｏｅ Ｊ．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６， ４（３）： ４２４⁃４７０．
［３０］ 　 Ａｄａｍｓ Ｗ Ｍ， Ａｖｅｌｉｎｇ Ｒ， Ｂｒｏｃｋｉｎｇｔｏ Ｄ， Ｄｉｃｋｓｏｎ Ｂ，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Ｊ， Ｈｕｔｔｏｎ Ｊ， Ｒｏｅ Ｄ， Ｖｉｒａ Ｂ， Ｗｏｌｍｅｒ Ｗ．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 ３０６（５６９９）： １１４６⁃１１４９．
［３１］ 　 Ｓｈａｒｍａ Ｅ， Ｃｈｅｔｔｒｉ Ｎ， Ｏｌｉ Ｋ Ｐ．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 Ｋｕｓｈ⁃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２５（５）： ９０９⁃９２３．
［３２］ 　 Ｐｌｕｍｐｔｒｅ Ａ Ｊ， Ｋｕｊｉｒａｋｗｉｎｊａ Ｄ， Ｔｒｅｖｅｓ Ａ， Ｏｗｉｕｎｊｉ Ｉ， Ｒａｉｎｅｒ Ｈ．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Ｖｉｒｕｎｇ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８３２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３４（２）： ２７９⁃２８７．
［３３］ 　 Ｂａｒｑｕｅｔ Ｋ， Ｌｕｊａｌａ Ｐ， Ｒøｄ Ｊ Ｋ．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４， ４２： １⁃１１．
［３４］ 　 Ｂａｒｑｕｅｔ Ｋ． “Ｙｅｓ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５， ６３： １４⁃２４．
［３５］ 　 ｖａｎ Ａｍｅｒｏｍ Ｍ， Ｂüｓｃｈｅｒ Ｂ． 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ｒｉ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５， ４３

（２）： １５９⁃１８２．
［３６］ 　 Ｗ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Ｈ． Ｇｕｅｓ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 ２０（１）： ５⁃６．
［３７］ 　 Ｎａｍ Ｊ， Ｙｏｏｋ Ｋ， Ｌｅｅ Ｇ， Ｋｉｍ Ｊ 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ｅｏｕｌ： Ｋｏｒ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７．
［３８］ 　 Ｋｒａｍｅｒ Ｐ Ａ， Ｋｒａｍｅｒ Ｐ Ｒ．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Ｒｅｅ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ＷＷＦ， ２００２．
［３９］ 　 Ｍａｃｋｅｌｗｏｒｔｈ Ｐ． Ｐｅａｃｅ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５

（２）： ９０⁃９８．
［４０］ 　 Ｗ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 ２５（２）： ９１⁃９４．
［４１］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 Ｓ， Ｗａｌｂｒｉｄｇｅ Ｓ， Ｓｅｌｋｏｅ Ｋ Ａ， Ｋａｐｐｅｌ Ｃ Ｖ， Ｍｉｃｈｅｌｉ Ｆ， Ｄ＇Ａｇｒｏｓａ Ｃ， Ｂｒｕｎｏ Ｊ Ｆ， Ｃａｓｅｙ Ｋ Ｓ， Ｅｂｅｒｔ Ｃ， Ｆｏｘ Ｈ Ｅ， Ｆｕｊｉｔａ Ｒ，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Ｄ， Ｌｅｎｉｈａｎ Ｈ Ｓ， Ｍａｄｉｎ Ｅ Ｍ Ｐ， Ｐｅｒｒｙ Ｍ Ｔ， Ｓｅｌｉｇ Ｅ Ｒ， Ｓｐａｌｄｉｎｇ Ｍ， Ｓｔｅｎｅｃｋ Ｒ， Ｗａｔｓｏｎ 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１９（５８６５）： ９４８⁃９５２．

［４２］ 　 Ｖｉｌｌａ Ｆ， Ｂａｇｓｔａｄ Ｋ Ｊ， Ｖｏｉｇｔ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Ｇ Ｗ， Ｐｏｒｔｅｌａ Ｒ， Ｈｏｎｚáｋ Ｍ， Ｂａｔｋｅｒ 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４， ９（３）： ｅ９１００１．

［４３］ 　 Ｔｕｌｌｏｃｈ Ｖ Ｊ， Ｔｕｌｌｏｃｈ Ａ Ｉ，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 Ｐ，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 Ｓ， Ｗａｔｓｏｎ Ｊ Ｅ， Ｅｖａｎｓ Ｍ Ｃ，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 Ｎ Ａ， Ｂａｒｎｅｓ Ｍ， Ｂｅｇｅｒ Ｍ， Ｃｈａｄèｓ Ｉ， Ｇｉａｋｏｕｍｉ Ｓ，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Ｍａｄｄｅｎ Ｅ， Ｍｕｒｒａｙ Ｎ Ｊ， Ｒｉｎｇｍａ Ｊ，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ｍａｐ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１３（２）： ９１⁃９９．

［４４］ 　 Ｐｏｕｚｏｌｓ Ｆ Ｍ， Ｔｏｉｖｏｎｅｎ Ｔ， Ｍｉｎｉｎ Ｅ Ｄ， Ｋｕｋｋａｌａ Ａ Ｓ， Ｋｕｌｌｂｅｒｇ Ｐ， Ｋｕｕｓｔｅｒａ Ｊ， Ｌｅｈｔｏｍａｋｉ Ｊ， Ｔｅｎｋａｎｅｎ Ｈ，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Ｍｏｉｌａｎｅ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４， ５１６（７５３１）： ３８３⁃３８６．

［４５］ 　 Ｂｅｇｅｒ Ｍ， ＭｃＧｏｗａｎ Ｊ， Ｔｒｅｍｌ Ｅ Ａ， Ｇｒｅｅｎ Ａ Ｌ， Ｗｈｉｔｅ Ａ Ｔ， Ｗｏｌｆｆ Ｎ Ｈ， Ｋｌｅｉｎ Ｃ Ｊ， Ｍｕｍｂｙ Ｐ Ｊ，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６： ８２０８．

［４６］ 　 Ｍａｚｏｒ Ｔ，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Ｋａｒｋ 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１９（１１）： １３８０⁃１３９３．

［４７］ 　 Ｋａｒｋ Ｓ， Ｌｅｖｉｎ Ｎ，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Ｈ Ｓ，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ｓ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１０６ （ ３６）：
１５３６８⁃１５３７３．

［４８］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Ｂ Ｓ， Ｋｌｅｉｎ Ｃ Ｊ， Ｂｒｏｗｎ Ｃ Ｊ， Ｂｅｇｅｒ Ｍ，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Ｈ Ｓ， Ｍａｎｇｕｂｈａｉ Ｓ， 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 Ｍ， Ｔｕｌｌｏｃｈ Ｖ Ｊ， Ｗａｔｔｓ Ｍ， Ｗｈｉｔｅ Ｃ， Ｐｏ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 Ｐ．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１５）： ６２２９⁃６２３４．

［４９］ 　 Ｌｉｎｎｅｌｌ Ｊ Ｄ Ｃ， Ｔｒｏｕｗｂｏｒｓｔ Ａ， Ｂｏｉｔａｎｉ Ｌ， Ｋａｃｚｅｎｓｋｙ Ｐ， Ｈｕｂｅｒ Ｄ， Ｒｅｌｊｉｃ Ｓ， Ｋｕｓａｋ Ｊ， Ｍａｊｉｃ Ａ， Ｓｋｒｂｉｎｓｅｋ Ｔ， Ｐｏｔｏｃｎｉｋ Ｈ， Ｈａｙｗａｒｄ Ｍ Ｗ， Ｍｉｌｎｅｒ⁃
Ｇｕｌｌａｎｄ Ｅ Ｊ， Ｂｕｕｖｅｉｂａａｔａｒ Ｂ， Ｏｌｓｏｎ Ｋ Ａ， Ｂａｄａｍｊａｖ Ｌ， Ｂｉｓｃｈｏｆ Ｒ， Ｚｕｔｈｅｒ Ｓ， Ｂｒｅｉｔｅｎｍｏｓｅｒ Ｕ．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１４（６）： ｅ１００２４８３．

［５０］ 　 Ａｒｒｏｎｄｏ Ｅ， Ｍｏｌｅóｎ Ｍ， Ｃｏｒｔéｓ⁃Ａｖｉｚａｎｄａ Ａ， Ｊｉｍéｎｅｚ Ｊ， Ｂｅｊａ Ｐ， Ｓáｎｃｈｅｚ⁃Ｚａｐａｔａ Ｊ Ａ， Ｄｏｎáｚａｒ Ｊ Ａ．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ｖ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１９： ４６⁃５２．

［５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ａｒｋｓ． （ ２０１９⁃１０⁃２１） ［ ２０１９⁃１０⁃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
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ｓｔ ／ ３０４ ／ ．

［５２］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ｍ．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０４．

［５３］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Ｃ Ｃ． 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 ｔｏ Ｙｕｋｏｎ： 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ｖａ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５， ４９：
７５⁃８４．

［５４］ 　 Ｇｕｅｒｒｅｉｒｏ Ｊ， Ｃｈｉｒｃｏｐ Ａ， Ｇｒｉｌｏ Ｃ， Ｖｉｒａｓ Ａ， Ｒｉｂｅｉｒｏ 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Ｅｌｓｔ 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 ３４（５）： ８９６⁃９１０．

［５５］ 　 虞虎， 钟林生， 曾瑜皙．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３（１０）： １７６６⁃１７８０．
［５６］ 　 欧阳志云， 徐卫华， 杜傲， 雷光春， 朱春全， 陈尚． 中国国家公园总体空间布局研究．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２０１８： １５７⁃１５７．

９３２４　 １２ 期 　 　 　 朱里莹　 等：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