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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调控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目标实现的关键议题，在中国人地关系、政策体制、国家目标

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点。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地域功能调控难题，需要科学认

识并优化国家公园多维功能权衡、协同、增效路径。 系统分析了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研究的相关进展并进行评述，提出国家公园

多维功能定量测度、特征识别、机理阐释、动态调适研究的逻辑思路和理论框架，强调深化研究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时空特征

和作用机理，探索顾及生态、公平、效率综合目标最优化的动态调适路径，形成缓解权衡、增强协同、调控增效最佳实践路径。 研

究结论有利于增强对国家公园可持续法则的认识，为国家公园绿色方案制定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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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人、生态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从过程仿真到模式预测，提高人地系统演化认知是当前

生态、地理科学发展的前沿方向［１—２］。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未来地球”计划（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宜
居地球等全球前沿科学计划的推动下，自然保护地区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调适研究正在加速发

展［３—４］。 国家公园网络的扩张有利于协调和减少自然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矛盾［５］。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蒙特利尔第

二阶段会议期间，ＣＯＰ１５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至少保护地球 ３０％的陆地、淡水和海洋”。 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 ２０
年中国将有 １０％—１５％以上国土空间被纳入国家公园体系［６］。 而全球大部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在

原住民的土地之上［７］，关于国家公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社会多功能定量化评估和耦

合机理研究依然空缺，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创新认识亟需深化。
发源于美国的“国家公园运动”已经延续了 １５０ 年［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

与资源利用的优选模式和维持机制［９—１０］。 ＩＵＣＮ 明确规定国家公园的基本功能包括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以
及为人类提供自然游憩和科普教育机会［１１］。 由于国家公园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国家公园所面临的气候变

化响应敏感、生态系统脆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薄弱等外部环境复杂，科学认识国家公园生态⁃社
会⁃经济系统演化特征、推动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协同发展等方面出现严重不足。 尤其是对于国家公园功

能耦合模式和参数认识的不到位，出现了以“国家公园”名义超出容量过度开发、或者以“国家公园”名义只能

生态保护不能合理利用的理解偏差［１２］，导致部分地方在考虑国家公园建设时存在混沌局面：红线划死、建而

不用、避而不及甚至谈之色变［１３］，从而丧失绿色经济增长机会、带来收益分配恶化［１４—１５］ 等，未来不确定性被

主观扩大。
在中国，国家公园作为一种新地域空间［１６］，多位于国土生态安全屏障价值突出、经济社会发展迟缓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部分在边境地区承担着对外缓冲、沿边开放和国际生态协作的功能［１７］。 科学认知并提升中国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生态和经济、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功能协同关系［１８—１９］，事关中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总体进程。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包括 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 １１０ 万 ｋｍ２，计划

“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进入深水期，国家公园将沿着

“生态系统供给⁃耦合人类干预⁃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脉络，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约束［２０—２２］、自然资源利用和

生态旅游发展促进［２３—２４］、社区发展品质提升引导机制［２５］，重新定义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模式。 然而目前

无论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和“一户一岗” ［２６］、青海湖国家公园环湖生态旅游［２７］还是珠峰国家公园生态

管护岗位，即使是在武夷山、钱江源等东部地区的国家公园［２８］，都还停留在基本层面的管理手段探索

上［２９—３１］，仍然缺少如何协调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功能兼容、减缓权衡、增强协同的调适方法。 此

时研究提出以多功能耦合协同为导向的空间政策工具，将深刻影响中国国家公园总体进程。
综上可知，多目标求解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优先下多维功能耦合机理，是寻求重点生态功能区社会公平与

绿色发展、成本投入和效率最优的有益尝试。 本文从国家公园多维功能概念关系出发，分析当前研究的前沿

动态和主要特点，根据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在该主题上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未来研究框架。

１　 相关研究进展

自然生态系统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国家公园在主要功能配比上的差异化。 除了满足生态保护的首要功能

之外，还包括环境教育、科研、游憩、社区发展等功能，在不同地域会出现不同功能空间利用强度的权衡或协同

取舍［３２］。 中国国家公园不只是“荒野”，还是集“老、少、边、穷”特征为一体的特殊地域，是推动区域均衡和社

会公平发展、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伟大实践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３３］。 随着国家公园落地建设，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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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要素关系将愈加密切［３４］，土地非粮化、产业非农化、设施服务化、生态资本化等随之而来。 然而，绝对生

态保护和简单社区搬离的国家公园前期实践［３５］，比如保护范围划定不合理导致发展的机会丧失等问题［３６］，
无论是支持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顶层目标，还是在地化满足“两山理论”的绿色生态价值转化，都是相差甚

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这需要根据生态系统类型、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景观特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

基本条件，调控国家公园多维功能权衡协同关系，确保其建设合理布局和功能配置、优化自然资源利用结构、
提高空间发展品质。

图 １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对于区域稳定状态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

１．１　 多维功能耦合关系研究

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国家公园发展定位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特点，国家公园功能耦合存在

非线性均衡关系（图 １）。 面向不同生态地域类型的国家公园时，多维功能将以不同比例关系出现。 国家公园

国土空间管理相对滞后，部分规划甚至忽略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等基本功能诉求。 除了满足生态保

护的首要功能之外，会出现不同类型空间利用强度的权衡协同取舍，当前研究缺少功能基本关系的定量刻画

和科学证据。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演化反映出生产者和营养级联对于主导群落变化的上行和下行控制关系［３７］。 如美国

黄石国家公园灰狼和马鹿物种平衡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致命影响［３８］；肯尼亚国家公园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对周边社区传统农业生产限制，导致大面积的土壤退化并引发了玉米减产和粮食危机，继而又使更多林地更

快的变成了玉米地［３９］；卧龙自然保护区在 ２００１ 年实施天然林保护计划后，很多农户通过家庭拆分争取更多

补偿资金，导致人口户数、薪材需求量和房屋建设用地等迅速增多，进而产生更多的林地采伐和栖息地退

化［４０］；三江源近 ２０ 年的围栏封育措施也导致了杂草和毒草的生物量扩张［４１］。 因此，国家公园必须考虑不同

功能之间的级联和并行关系，建立紧密有序的功能协同和兼容秩序，才能有效推动保护和发展的协同增效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方面，当前研究多就国家公园谈国家公园，侧重于分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４２］、国家公园物种保

护［４３］、国家公园社区利益分配［４４］、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４５—４６］ 等单一功能刻画，缺少主体功能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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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下国家公园各类功能如何围绕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有效发挥的微观尺度研究和科学认识，尤其是对于欠发

达地区的国家公园功能及其定量测度十分薄弱，亟需揭示隐含在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关系中的多维

功能发育状态和交互关系，为探索适用于自身特色和区域主体功能发挥的细化路径提供依据。
１．２　 多维功能耦合效应研究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会不断丰富叠加形成多尺度嵌套模式，改变生产关系并进行

区域重构。 国家公园绝对不是单一的生物环境或具体的物质空间，而是融合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个维

度的巨系统［４７—４８］。 国家公园嵌入人地地域系统之后，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生态旅游、公共服务等各类用地空

间会呈现此消彼长的权衡协同变化（图 ２），这些新要素介入及其空间配置落地直接影响不同斑块的增长空间

选择［４９］。 而对于同一地块也存在着多种功能兼容性，来适应不同功能的复合作用。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会不断丰富叠加形成多尺度嵌套结构，改变生产关系并进行区域重构。
地域功能是特定地域在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时参与人类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职能或作用［５０］，通常

划分为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类［５１］，这三类空间存在一部分是功能复合的，此时需要精细化分析功能类型来提

出面向多目标的弹性管控方式。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区域经济社会多样化和消费引导在生产功能中激发出旅

游消费和科研教育［５２］，会产生三种变化，即从一般的生态区走向多功能空间的复合体；从相对均质化走向相

互依附的新功能均衡关系；围绕自然生态系统主体类型和资源禀赋的功能配置要素、规模和结构做出适应性

调整。

图 ２　 国家公园功能耦合演化与参数调控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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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研究偏重于国家公园概念演变与全球扩展［５３］、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利益相关者［５４—５５］、国家公

园规划模式和游憩发展［５６—５７］、国家公园社区利益分配［５８—５９］ 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制度［６０］ 等。 国内研究主要集

中在国家公园的政策与法律体系［６１—６２］、国家公园的建设标准与可行性［３２］、国家公园功能分区［６３—６４］、国家公

园的生态旅游和社区参与［６６—６８］以及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６９］ 等。 国家公园嵌入地方之后，除了生态保护，
在生态资源利用方面还会通过不同空间约束关系建立与周边城镇的有机联系，比如门户小镇建设、旅游接待

小镇建设、生态农业专业城镇建设等（图 ３）。 显然，这些偏宏观尺度、单一角度的研究实践在解决国家公园多

功能兼容和多主体利益均衡方面显得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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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家公园地方嵌入引发的区域关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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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多维功能耦合机制研究

国家公园建设引发的生态产品市场价值变动会引发功能发展和动态调整，在制度、经济、技术等驱动下不

断寻找新的空间均衡。 国家公园在生态要素流动、社区参与就业、生态旅游经营等方面存有多种联系［７０］，通
过分工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经济效应等方式［７１］，进行利益联结、技术扩散、降低交易成本、共同抗

击市场风险等要素链接（图 ４）。 尤其是在农业服务业发展和生态旅游经营上走向联合之后的选择，如契约分

工、收益链接等。 成本⁃收益因素、空间限制性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是主要影响因素［７２］。 然而，相关研究主

要开展国家公园利益相关的权力动态和协商机理［７３］、社区参与和特许经营［７４］、生态足迹和生态保护制度［１６］

等方面，对国家公园功能重构或再组织化的研究显著不足。
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核心目标下的居民福祉，以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对人类福祉的潜在社会挑

战，是补充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框架等地球科学前沿研究的新兴交叉尝试。 针对国家公园功能研究目前停留

在国家公园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功能界定上，在支持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健康格局生成的空间分配上较为

薄弱，对于国家公园自身所拥有的功能配置和分区组合仍然有待于深化［７５］。 尤其是国家公园功能耦合机理

如何？ 不同层级主体如何通过耦合接口实现多元交叉缔结？ 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创新国家公园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 仍然缺少有效认识。 亟需进一步从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的定量测度和空间分配上进行定量刻画，认
清国家公园各类功能的兼容、尺度嵌套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央地政策工具调控、旅游季节性需求和居民消费

需求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１．４　 研究评述

综合来看，国家公园是 ＳＤＧｓ 和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前沿科学议题的重要关注点，是中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是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７６—８１］。 当前研究特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理论上，当前研究多将国家公园视为一个整体或点位进行考虑，或探讨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特征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或解析国家公园社区搬迁、生态旅游的单一功能，通过设置增长压力设定模拟土地利

用状态来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特征描述，缺乏对于国家公园供需与权衡的综合考量。 随着国家公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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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本文提出的研究目标及逻辑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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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深入推进，对于国家公园功能发挥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科学认识和识别应用国家公园概念框架的困

惑也随之增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的理论框架尚不明确，导致功能重叠或兼容问题上认

识不足，缺乏综合视角系统看待国家公园功能耦合和重构的治理法则问题，这限制了对于国家公园可持续发

展的深入认识。 因此，首先要确立国家公园功能耦合的理论框架，并建立可定量化的评价模型方法，才有助于

理解国家公园功能类型、结构和空间组织对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效益贡献。
第二，在方法上，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功能的主体性是评估利益和效用的基线，公众对于国家公园功能的理

解与需求也会影响要素结构或者决策。 目前指标体系建模法和问卷调查法是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研究的主

流方法，而在多尺度功能级联和精细化定量化测度与识别上表现出力不从心。 伴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深入推

进，要素功能及其耦合模式呈现出更加显著和复杂的领域交错性和时空动态性，传统侧重于国家公园生态保

护功能的单一视角分析，已难以反映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组织结构和复杂耦合关系。 此

时，需要采用混合方法基于自上而下的政策领域、自下而上的利益相关者公平感知和满意度领域建立融合方

法模型，糅合政策需求、居民需求、旅游者需求、经营者需求等多层面来定量解析，解析国家公园功能结构和功

能构成的综合性、差异性、非对称性等复杂关系，同时分析完善生态功能短板补齐的关键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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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机理解析上，国家公园功能耦合是基于不同供给需求匹配导向下的协同发展问题，不同要素结构

和空间组织方式影响功能效益发挥。 这种非线性、复杂关系会在生态补偿、产业融合、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下

向前演化，然而这方面的尝试仍较少见。 当前仅从功能指标体系评价出发难以解决资源、交通、政策等动态变

化下、兼顾生态⁃公平⁃效率的功能耦合的动态特征、耦合关系链条及其主控因素，尤其是国家公园功能兼容、
依赖、反馈和制约关系在开放性、复杂性和非线性演化上缺乏定量表达。 以至于在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协同演

化规律及其实践应用领域存在不足，迫切需要加强该主题的系统理论探索和典型案例实证分析。

２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研究展望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发展反映了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中土地用途管制程度对于地域功能演化产生的影响，
国家公园制度嵌入生态保护主导类型地区往往导致同一范围内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的增长损益

的权衡协同关系。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协同将基于区域特性收敛于不同阈值的均衡状态。 未来需要以综合协

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绿色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为导向，从多视域、多尺度视

角探索国家公园功能定量测度、功能耦合机理、社会主体反馈下的多目标动态调适路径，研究适应国家公园可

持续发展的包容性解决方案（图 ４）。
２．１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理论的基本内涵解析

单纯的国家公园规划或区划无法解决不同功能的空间秩序问题，需要从地域功能优化配置的基础层来建

立“保护⁃利用”、“主体⁃依附”、“权衡⁃协同”关系的组织法则。 这需要科学界定国家公园功能耦合概念关系，
从地域功能优化配置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出发，探讨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的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内

涵、特征及其演化过程，阐释国家公园功能耦合对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影响和调控路径，建构一个整合

性的理论框架，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和使用国家公园政策工具。
借鉴北美、欧洲、非洲、澳洲等代表性国家公园在处理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系统比较

分析国家公园功能设施、内容、组织方式等实践逻辑，明晰中国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定位与目标需求，剖析功能

增效调适的关键举措和面临挑战。 以支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为理论应用导向，考虑国家公园资源权

属、产业引导机制、管理体制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系统观下的功能组织和效应研究着眼点和重点，界定国家公

园功能耦合、耦合状态、耦合成度、动态调适等基本概念，分析要素构成、组织结构、机理效用、运行法则，从生

态流、区位分工、经济社会状态等分析建立国家公园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功能互动关系和互促机制的逻辑

体系。
２．２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定量测度及其级联效应

解决在不同生态地理单元、不同经济社会本底下的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协同演化问题，首先需要剖析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进行定量测度和匹配序列关系，明晰宏观尺度不同国家公园总体功能定位、中观尺度国家

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微观尺度国家公园功能要素配置以及外生性因素扰动问题。 基于理论分析的数据需求，
建立国家公园自然生态、人口经济、社会系统数据库，开发面向国家公园保护类和发展类多维功能定量测度的

方法模型，开展公园、地块两个尺度上的功能发育耦合测度多维功能非耦合性诊断与级联效应解析。
围绕不同自然生态区和国土空间管制下的国家公园主导功能确定，解析国家公园的功能耦合的总体特征

和属性导向。 针对典型案例剖析开发精细化空间尺度对于国家公园功能冲突或协同的方法不足，解析功能耦

合在地块尺度上的多维功能发育状态，提出单一、复合、多维等不同功能地块属性和调控准则，使用多维功能

冲突识别模型诊断耦合性与非耦合性类型与强度。 基于生态系统级联模型概念框架，构建国家公园群体⁃个
体供给能力⁃流动⁃需求模型，检验功能尺度级联的关系链条和主控要素，定量表达国家公园用户社群所处决

策位序及其级联效应相关性，衡量最优功能因子失效对综合功能造成的破坏效应，揭示国家公园功能尺度依

赖效应与自我矫正规律。
２．３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限制性因素与耦合机理

造成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状态异质性的主控因素和内生机理是什么？ 功能耦合和非耦合是否会随着

１９９２　 ６ 期 　 　 　 虞虎　 等：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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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念、政策规制、生计需求等转变而发生空间转换变化？ 多尺度耦合关系的正负效应变化程度和传导机

制如何？ 国家公园多维功能耦合在不同生态地理区内、不同区域特性上有所差别。 这就需要以改善生态环境

完整性、管理分割化、增长方式转型等为目标，研究不同耦合程度的功能格局演化，结合兼顾生态⁃经济⁃社会

系统整体功能提升目标，通过线性误差修正模型刻画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理，运用神经网络方法对各

个要素非线性协整关系存在性进行检验，分析不同耦合类型和状态的空间均衡格局和最优效益临界值，甄别

出耦合与非耦合影响的主导限制性因素。
在典型案例国家公园探索多功能耦合转化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临界阈值，分析非耦合状态中短期空间

稳定态的形成过程和主体响应，构建顾及空间非平稳性的耦合和非耦合性变化效应的时空分异模型，解析多

功能非耦合性形成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和生成机理，揭示国家公园综合效益均衡难度趋增的致因变量。 以生态

系统服务和劳动地域分工基础理论为基础，研究环境规制和资源生态容量阈值变化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

生态产业产品价值发挥对社会福祉提升的效应，刻画不同主导功能耦合下导致增长动力失衡的内生性因子函

数和外部干扰因素参数及其空间异质性、累积效应，探索生态资源利用与社区⁃旅游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

的因果关系。 建立顾及空间非平稳性的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并设定调节效应，验证保护地历史属性、环保成本

投入、经济发展水平、高原生态补偿额度等对功能耦合的传导机制，揭示随发展阶段推进功能非耦合趋向兼容

均衡有序变化的演化机制，探索实现短期侧重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以及激发经济活力、中长期顾及社会公平

发展和生态保护效率的均衡调节模型。
２．４　 国家公园功能耦合的社会主体感知与响应反馈

国家公园制度嵌入生态保护主导类型地区往往导致同一范围内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的增长

损益的权衡协同关系。 地方发展认识、生态政策、管理制度等变化会影响不同功能空间管控力度，对国家公园

的功能耦合产生影响并在常住居民、旅游者、管理者、经营者层面形成响应反馈。 这需要开展典型国家公园当

地居民、经营者、旅游者、管理者四类利益主体的感知调查，从公平性视角选取对照组，对比分析基于生态保

护、社区发展、生态旅游和科研教育等不同均衡状态的感知差异和行为响应，探讨国家公园功能耦合状态的地

域、群体和行为差异，分析调查多主体对国家公园功能设施配置运行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反馈。
从亲环境行为、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旅游设施配置满意度、政策与社会环境等全要素评价指标出发，

采用成本⁃效益模型评估国家公园设施配置对于空间收益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 以国家公园管理者、当地居

民、经营企业、旅游者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意愿作为基本参数，建立多维功能耦合协同增效的认知、期望和行为

分析矩阵，开展多模式下协同增效最佳收益预测和方案优选。
２．５　 国家公园功能耦合协同增效的多目标动态调适

基于耦合关系、形成机制以及主体反馈的分析，适应功能耦合带来的新型国家公园利益分配关系，尝试从

生态、公平、效率综合效益最优的包容性理念出发研究国家公园多目标动态调适关键参数，模拟预测国家公园

要素重构带来的系统变化、冲击效果与调控路径。 从制度供给和需求博弈均衡演化模型的角度，侧重制度设

计、税收激励、草牧补贴、特许经营、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调适，分析群体间、集团间综合效益最优的关键控制

参数，优选国家公园功能协同治理模式。
适应气候变化下的生态系统敏感性和脆弱性、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态保护对象复合型、人口分布稀疏性

和野生动物季节性迁移的逻辑关系，建立融合生态系统、社会经济、政策管理等构成的多目标决策模型，探讨

国家公园保护利用发展的混合交叉布局方法和弹性调适路径。 针对国家公园城镇化和人口增长、人口季节流

动、外部游客涌入等波动引起的压力不确定性及生态风险，探索更加均衡、更有韧性的国家公园功能设施优化

配置的包容性解决方案，提出在重点生态保护区中提高功能耦合兼容的控制性参数和调控模式，以及地域功

能多样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空间管控策略。

３　 结论

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不同国家公园各类功能发挥

２９９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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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带来国家公园多维功能优化配置和效应最大化发挥问题。 国家

公园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等功能唇齿相依，唇亡必然齿寒。 要实现国家公园可

持续发展，需要理清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家公园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功能

耦合的复杂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多尺度嵌套关系，建立合理有效的功能耦合模式及其利益分配机制，综合

考虑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的共同实现，而非简单强调任一功能的单一性。
本文系统梳理发现国家公园多维功能研究主要集中在耦合关系、耦合效应和耦合机制三个方面的研究

上，对于国家公园功能发展认识、定量测度、耦合机理及其动态调适方向上认识的片面性和研究范式的不足，
限制了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方案深化。 未来应基于“数据⁃方法⁃模型⁃应用”研究范式，建立“定量

测度⁃特征识别⁃机理阐释⁃动态调适”的研究体系。 以国家公园生态保护重要性和资源利用合理性的权衡协

同增效关系为切入点，建构国家公园多维功能定量化测度方法分析单一功能和综合功能及其尺度级联效应与

异质性，解构国家公园功能耦合与非耦合尺度效应、影响因素和成因机理。 结合当地居民、外来游客、运营者

和管理者的公平感知、社会响应和政策反馈，探索兼顾生态⁃公平⁃效率及不确定性、更具均衡韧性的国家公园

功能多目标动态调适最佳实践准则。
本文围绕解决国家公园功能耦合对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演化过程和格局，希望通过揭示国家公园多

维功能发展状态，探索多维功能耦合机理，以及演化过程中的社会反馈和动态调适路径，强化国家公园生态⁃
经济⁃社会相互作用下的功能权衡协同增效的研究薄弱环节，构建“生态⁃公平⁃效益”最优的国家公园功能耦

合动态调适的理论框架，深化 ＳＤＧｓ 目标下中国国家公园地域功能演化规律的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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