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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研究

欧阳志云１，∗，杜　 傲１，２，徐卫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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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自然遗产最有效的途径。 自 １９５６ 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

区以来，已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地、湿地、海洋、荒漠各类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和种质资源，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以
及水源保护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但由于缺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类保护地面临功能区分不清晰、空间重叠、管理成

效不高等问题。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部署，为理顺我国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 在分析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参考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

建议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 ５ 大类，第 Ｉ 类为自然保护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第Ⅲ类为自然公园，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

护区，第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分析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以期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设政策与机制，加大政府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
发挥全社会力量建设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将大有可为。
关键词：自然保护地分类；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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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ｗｈｏｌｅ⁃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ｋ；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自然保护地是指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获得认可、承诺和管理，以实现对自

然资源及其所拥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育［１］。 具有良好生态代表性和实现有效管理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并受到各国政府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机构

的普遍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建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１０ 多类，总数超过 １２００００ 处，面积超过 ２００ 万 ｋｍ２，占国土面

积的 ２０％。 然而，目前我国保护地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缺乏保护地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保护地破碎化、
孤岛化现象严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重叠，多头管理、定位矛盾、管理目标模糊，土地权属法定确权不清晰

等［２］。 利用国家公园建设的契机，重新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整合破

碎化和孤岛化的保护地，加强对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和自然景观的保护，
为子孙后代留下重要的自然遗产具有重要意义［３⁃４］。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保护地体系现状的基础上，解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借鉴美国、加拿大、巴西、法国等不同国家的保护地

管理分类的经验，提出中国新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的建议。

１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现状

１．１　 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保护目标与定位

为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我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

风景区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并由不同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分管（表 １），各部门对其所建立的自然保护地

的保护目标与定位也作出相应规定。
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典型的自然地理区域、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以及已经遭受破坏但经保护能

够恢复的同类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

域、海岸、岛屿、湿地、内陆水域、森林、草原和荒漠；及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化石分布

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５］。 风景名胜区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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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６］。 地质公园以保护地质遗迹与自然环境；普及

地球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高；开展旅游活动，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建设目

的［７⁃８］。 森林公园具有一定规模、森林景观优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物集中的区域，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

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９⁃１０］。 湿地公园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为目的，可供开展湿地保护、
恢复、宣传、教育、科研、监测、生态旅游等活动的区域［１１］。 水利风景区以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具
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

域［１２］。 生态公益林是指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状况极为脆弱，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提供森林生态和社会服务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重点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

林［１３⁃１５］。 我国正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以加强对具有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生态敏感性高的

地区的保护［１６］。 此外，我国许多地区还有通过传统文化与宗教保护的文化林和圣山、圣湖等。

表 １　 中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及主管部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原建设与管理部门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现主管部门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国家海洋
局、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水利部

国家林草局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住建部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国家林业局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国家林业局

地质公园 Ｇｅｏ ｐａｒｋ 国土资源部

沙漠公园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ａｒｋ 国家林业局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农业部 农业与农村部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水利部 水利部

水源地保护区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水利部 ／ 环境保护部 水利部

生态公益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ｏｒｅｓｔ 林业局 林草局

生态保护红线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ｌｉｎｅ 环境保护部 自然资源部

文化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村民 村民

１．２　 现有自然保护地数量、面积与空间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自然保护地 １０ 余类，总数超过 １２０００ 处，总面积约 ２００ 多万 ｋｍ２，约占国土面积

的 ２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４７００ 多处，占全国自然保护地总数的 ３８％［１７］。 其中包括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１０
处，总面积约 ２２ 万 ｋｍ２ ［１８］；自然保护区 ２７５０ 处，总面积 １４７．１７ 万 ｋｍ２，其中，陆地面积 １４２．７ 万 ｋｍ２，占国土面

积的 １４．８６％［１９］；国家森林公园 ８９７ 处［２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２４４ 处［２１］；国家地质公园 ２０９ 处［２１］；国家级湿地

公园 ８９８ 处［２２］；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约 ５２３ 处（根据农业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发布的名录统

计），国家沙漠公园 ５５ 处［２３］；海洋自然保护地 ２７１ 处，包括 ７１ 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含 ４８ 处国家级海洋

公园）等［２０］。 我国主要类型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如图 １。
保护地分布首先与自然资源和人口密度的空间布局相关，其次与各省市的国土开发政策相关。 总体上

看，人口密度低的偏远省份，保护地面积大、数量少，如西藏、青海、新疆等；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省

份，保护地面积较大、数量较多，如四川、黑龙江、云南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保护地数量众多，但
面积很小。
１．３　 现有自然保护地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众多，保护面积较大，但是仍存在如下 ５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乏保护地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各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能建设了不同类型的保护地，保护地类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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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主要类型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样，但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交叉；
二是单个保护地面积小，保护地破碎化、孤岛化现象严重，未形成合理完整的空间网络，影响保护效果；
三是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重叠，包括同一区域保护地完全重叠、同一区域内保护地嵌套包含，及同一区

域保护地相邻，“一地多牌”的保护地等现象普遍，导致多头管理、定位矛盾、管理目标模糊；
四是保护地分属林业、农业、住建、环保、水利、海洋等部门管理，缺乏部门与保护地之间的协调机制，导致

保护地管理混乱，权责不清；
五是土地权属法定确权不清晰，土地权属与权益不对等，自然保护地集体土地所属社区居民的权益得不

到保障，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突出，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等。

２　 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

为了增加生物多样性及自然资源就地保护的有效性，经过上百年的努力，世界各国根据自身的国情陆续

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美国自然保护地分为联邦自然保护地、
州立自然保护地和地方自然保护地三级，其中联邦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体系、国家森林保护体系等 １１
类［２４］；英国自然保护地分为政府类自然保护地、公益类自然保护地、欧盟自然保护地和国际自然保护地，其中

政府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主要有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等 ６ 类［２５］；加拿大主要自然保护地类型有国家野

生动物保护区、国家公园等 ８ 类［２６］；法国自然保护地分为国际、欧盟、国家、地区、机构和城市 ６ 大层面，其中，
国家层面自然保护地主要包括国家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等 ７ 类［２７］；巴西自然保护地分为联邦、州及市级 ３
个层次，联邦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 、生物保护区等 １０ 类［２８］；菲律宾国家综合自然保护地体系包括严格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遗迹等［２９］；津巴布韦自然保护地包括野生动物管理区、国家森林、狩猎区、植物保

护区、游憩公园、国家公园等 １５ 类［３０］（表 ２）。 通过自然保护地建设，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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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为世界各国自然保护的重要手段。

表 ２　 代表性国家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代表性国家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国家公园体系、国家森林保护体系、国家景观保护体系、国家海洋保护区体系、国家娱乐区体
系、国家河口科研保护区、国家路径体系、国家野生和风景河流体系、国家荒野保护体系、国家
野生动物避难所体系、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英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地方自然保护区、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海洋协商区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国家公园、国家海洋保护区、迁徙鸟类避难所、海洋法案海洋保护区、人
与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重要鸟类区域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国家公园（荒野地）、国家自然保护区、海洋国家公园、生物保护区、国家狩猎和野生生物保护
区、分类区 ／ 注册区、海岸线和湖岸保护区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国家公园、生物保护区、生态站、野生动物避难所、自然遗迹、可持续开发保护区、资源抽取保
护区、环境自然保护地、相关生态效益区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严格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遗迹、野生生物保护区、受保护的陆地 ／ 海洋景观、天然生物
区域

津巴布韦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野生动物管理区、国家森林、狩猎区、植物保护区、游憩公园、国家公园、禁猎区、国际重要湿
地、禁伐林、植物园、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保护圈、自然保护区、国家历史纪念区

３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原则

为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缺失、功能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根据我国现

有的保护地实际情况，参考 ＩＵＣＮ 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对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目标与管理要求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并根据如下 ５ 个原则构建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
（１）保护对象对人类活动和资源利用的敏感性：对人类活动高度敏感的保护对象施行严格保护，如濒危

动植物物种栖息地；对包括旅游、生物资源利用在内的人类活动敏感、保护要求高的区域，应建设自然保护区。
（２）自然资源类型：不同自然资源类型，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对涉及自然资源类型多样的保护地，可设

置二级分类，如在自然保护区类别中，可保留现有的二级分类，即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野生生物保护区、自然

遗迹保护区；在自然公园中可划分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

区、水利风景区等。
（３）现有保护地类型：充分继承已有保护地建设成果，尊重现有保护地体系，明晰各类保护地功能定位和

保护目标，并将保护目标相近的归为同类。 如将水源地保护区、土壤保持重点区、生态公益林一级区等保护生

态功能为主的保护地归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
（４）保护地管理的严格程度与资源利用方式：构建保护地体系中，将具有相同或相似保护严格程度保护

地归为同类，将资源利用方式相似的保护地类型归为同类。 如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以保护和利用自然景观为基础，为人们提供游憩场所的保护地归并为自然公园。
（５）尽可能与国际保护地体系分类衔接：为了便于国际的保护地统计与交流，在我国现有保护地体系的

基础上，尽可能与国际保护地体系分类衔接。 借鉴其他国家的保护地分类方法，系统分析和比较 ＩＵＣＮ 保护

地体系分类与我国现有各类保护地的保护目标与功能定位，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

４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建议

４．１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

根据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分类原则，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 ５ 大类（表 ３），第 Ｉ 类为自然保护区，包括现

有的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包括现有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第Ⅲ类为自然公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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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现有的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矿山公园、沙漠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含
海洋公园）等，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包括现有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原位保护区；第
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包括现有的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国家一级公益林等。

表 ３　 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与现有保护地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保护地管理体系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ＵＣ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自然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现有自然保护地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ＵＣＮ 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
ＩＵＣ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第 Ｉ 类：自然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

第 Ｉ 类：严格保护区域［ Ｉａ）严格自然保护地和
Ｉｂ）荒野保护地］

第Ⅱ类：国家公园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第Ⅱ类：国家公园

第Ⅲ类：自然公园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Ｉ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ｋ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水利风景区、沙漠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
（含海洋公园）

第Ⅲ类：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
第Ⅴ类：陆地 ／ 海洋景观

第 ＩＶ 类：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Ｖ：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种质资源原位保护区 第Ⅳ类：栖息地 ／ 物种管理区

第 Ｖ 类：生态功能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其他生态保护红线、（国家级一级）公益林、
饮用水源保护区

———

——— ——— 第Ⅵ类：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地

４．２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功能定位与管理目标

基于保护对象的不同，我国保护地管理体系内不同类型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也存在差异。 以现

有自然保护地的内涵和功能定位为基础，根据新保护地体系的保护目的，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

目标，及重点保护对象（表 ４、表 ５）。
（１）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定位为严格保护具有原始或极少受到干扰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栖息地、对人类活动

高度敏感的生态系统和自然遗迹。 管理目标是严格保护，尽可能排除保护地范围内的人类活动。 包括生态系

统保护区、野生生物保护区与自然遗迹保护区 ３ 个二级类型。
（２）国家公园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 ２０１７ 年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以及国际上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

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生境原真性、完整性而划定的严格保护与管理的区域，目的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

自然遗产，并为人们提供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场所。 管理目标是严格保护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及国家代表

性的自然景观，推动生态教育和生态旅游。
（３）自然公园

自然公园主要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遗产，包括森林、草地、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与自然景观，以及具

有特殊地质意义和重大科学价值的自然遗迹，为人们提供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场所，同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区域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并为公众提供地质与地理知识的科普场所。 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草原公园、
沙漠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等二级类型。

（４）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

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目的是保护包括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畜禽遗传资源、微生物

资源、药用生物物种资源、林木植物资源、观赏植物资源，及其他野生植物资源等。 其功能定位为保护和管理

各类种质资源及其栖息地，为未来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中药材发展与品种改良提供所必需的遗传基因

资源。 包括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农作物种质资源原位保护区 ２ 个二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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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生态功能保护区

生态功能保护区是指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洪水调蓄、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的保护地。 目的是保护区域重要生态功能，保障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持续供给，防止和减轻自

然灾害，保障国家和地方生态安全。 包括水源地保护区、国家一级公益林、生态保护红线区（尚没有纳入现有

保护地范围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文化林、圣山、圣湖等二级类型。

表 ４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功能定位与管理目标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自然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功能定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管理目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二级分类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

第 Ｉ 类：自然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严格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重要栖息地、对人类活动高度敏
感的生态系统与自然遗迹

严格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及典型生态
系统类型、重要科学价值的自然
遗迹，免受人类活动干扰破坏与
退化

生态系统保护区
野生生物保护区
自然遗迹保护区

第Ⅱ类：国家公园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以保护具有国家和区域代表性
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为主体，并
具有自然保护与社会公益、游憩
教育的双重功能

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
产，为人们提供亲近自然、认识
自然的场所

第Ⅲ类：自然公园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Ｉ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ｋ

在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遗产的
基础上，开展旅游、生态环境教
育和科研考察活动，为人们提供
亲近自然、认识自然的场所，同
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区域生
态安全做出贡献

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遗产，协调
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为人们
提供游憩、生态教育的场所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草原公园
沙漠公园
海洋公园
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
水利风景区

第 ＩＶ 类：物种与种质资源
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Ｖ：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护农业、畜牧业、水产、林业、
中药材等栽培养殖动植物的野
生近缘物种种质资源及其栖息
地，为未来农牧林水产业发展与
品种改良提供基因资源

保护和恢复种质资源及其栖息
地，减少人类活动干扰

农作物种质资源原位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第 Ｖ 类：生态功能保护区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护重要生态功能，保障生态系
统产品与服务的持续供给，防止
和减轻自然灾害，保障国家和地
方生态安全

保护与提高自然生态系统质量，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国
家与区域生态安全

水源地保护区
国家一级公益林
其他生态保护红线区
文化林、圣山、圣湖等

表 ５　 各类自然保护地与重点保护对象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ｓ

自然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珍稀濒危物种
与种质资源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代表性生态系统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自然遗迹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自然景观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 ＋＋＋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 ＋＋＋ ＋＋＋ ＋＋

自然公园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ｋ ＋ ＋＋ ＋＋ ＋＋ ＋＋

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生态功能保护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 ＋ ＋ ＋＋＋

　 　 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程度为＋＋＋极重要、＋＋重要、＋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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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我国已建立庞大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地数量多、面积较大，但各类

自然保护地功能定位区分不明确，保护效率较低等问题，亟待改革。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为全面改革完善我国

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了契机；理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明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定位和目标，确定其在国

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安全格局中的作用，是建立新的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工作。
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珍贵的自然遗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持续供给能力，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和共同努力，要求不同政府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加强本部门职能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与相关保护地的建设，各
司其职，形成系统的自然资源保护地体系。 如林业与草地主管部门加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的建

设与管理，农业主管部门加强农作物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水资源主管部门完善水源地保护区的建

设，资源与土地主管部门加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与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各类保护

地建设与管理的监督。
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 我国具有数千年保护高文化价值森林草地与山川

湖泊的传统，从现代生态学与地理学知识来看，大多数传统文化受保护的地方，通常具有重要水源涵养、调节

小气候、改善人居环境、预防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保护珍稀植物和古树林木的生态功能［３１］，但近几

十年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地面积与数量大幅减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减少，“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的生计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为建设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地提供了新的机会，但需要创新和完

善保护地建设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完善生态产品政府购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和平台，引导鼓励农民

在具有保护价值的集体所有土地建设小型保护地。 此外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的保护

地开始出现［３２］，这也需要完善保护地建设政策，鼓励企业和公益基金会参与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逐渐加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驱

使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聚，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森林、草地、湿地资源直接利用的压力，为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

了空间，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立的政策机制，加大政府对自

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发挥全社会力量共筑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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