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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保护——国家公园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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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世界性国家公园运动的起源, 发展简史和基本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对国家公园相关概念, 包括 IU CN

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体系”“世界遗产”“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等概念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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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review s the genesis, developm ent and curren t situation of national park movem ent around the w o rld, and gives

the in troduction to the fo llow ing concep ts associa ted w ith national park movem ent: IU CN ’s“national park and p ro tected area

system ”,“w o rld heritage”and“M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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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公园运动的缘起

“国家公园 (N ational Park)”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美国。

1832 年, 在去达科他州 (D ako tas) 旅行的路上, 美国艺术家

乔治. 卡特林 (Geo rge Catlin) 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印第安文

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 (W ildness) 的影响深表忧虑。他写到

“它们可以被保护起来, 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

个大公园 (a m agnificen t park) ⋯一个国家公园 (A nation’s

park) , 其中有人也有野兽, 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 体

现着自然之美”。① (M ack in to sh, 2000)

卡特林的理想开始局部实现于 1864 年。这一年美国国

会将约塞米蒂峡谷 (Yo sem ite V alley) 和玛瑞波萨森林 ( the

M aripo sa B ig T ree Grove) 赠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 由该州

政府作为资源保护地进行管理, 命名为州立公园 (Sta te

Park) ②。8 年以后, 即 1872 年, 美国国会将位于现怀俄明州

(W yom ing)西北部的黄石地区辟为资源保护地, 由联邦政府

内政部 (U. S. D epartm ent of the In terio r)直接管理③。黄石

地区将成为“有益于人民, 为人民所享用的公共公园 (Pub lic

Park) 或快乐地 (p leasuring2ground)”④黄石公园被认为是美

国,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 (Sellars,

1997;M ack in to sh, 2000)。

紧随美国之后, 加拿大于 1885 年、澳大利亚于 1879 年、

新西兰于 1887 年分别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国家公园。1930 年

前后国家公园运动飘洋过海, 南非于 1926 年、日本于 1931

年相继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但应该注意到的是, 国家公

园运动大规模的发展应该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尤其是从

1950 年代开始。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步复兴和各国人民收入

的不断提高, 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 游憩需求压力日益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 已设置国家公园的国家开始扩大国家公园的

数量, 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自

己的国家公园体系。 (黄耀雯, 1998)

从 1872～ 2001 年, 国家公园运动从美国一个国家发展

到世界上 225 个国家和地区, 从单一的国家公园概念衍生出

“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体系”“世界遗产”“生物圈保护区”等相

关概念。截至 1997 年, 世界上共有 22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有

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体系, 国家公园与保护区的数目为 30 350

个, 总面积为 13 232 275 km 2 (相当于中国与印度国土面积

之和—作者注) , 占地球表面积的 8. 83%。其中第二类, 即国

家公园分布在 155 个国家与地区, 总数为 3 384 个, 总面积

为 4 001 605 km 2, 占地球表面积的 2. 67%。 (Green and

Pain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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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公园运动在美国的发展

继黄石国家公园以后, 美国国会在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又相继建立了 5 个国家公园, 包括: 萨克尔

国家公园 (Sequo ia N P, 1890)、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Yo sem ite

N P, 1890) ⑤、瑞尼尔山国家公园 ( M ount R ain ier N P, 1899)、

科瑞特湖国家公园 (C rater L ake N P, 1902)、和格莱希尔国

家公园 (Glacier N P, 1910)。 (M ack in to sh, 2000)。

表 1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分类一览表

编号 分类名称 (中文) 分类名称 (英文) 数量

1 国际历史地段 In ternational H isto ric Site 1

2 国家战场 N ational Battlefields 11

3 国家战场公园 N ational Battlefield Park s 3

4 国家战争纪念地 N ational Battlefield Site 1

5 国家历史地段 N ational H isto ric Sites 77

6 国家历史公园 N ational H isto rical Park s 38

7 国家湖滨 N ational L akesho res 4

8 国家纪念战场 N ationalM emo rials 27

9 国家军事公园 N ationalM ilitary Park s 9

10 国家纪念地 N ationalM onum ents 73

11 国家公园 N ational Park s 54

12 国家景观大道 N ational Parkw ays 4

13 国家保护区 N ational P reserves 54

14 国家休闲地 N ational Recreation A reas 19

15 国家保留地 N ational Reserve 2

16 国家河流 N ational R ivers 6

17 国家风景路 N ational Scen ic T rails 3

18 国家海滨 N ational Seasho res 10

19 国家野生与风景河流 N ationalW ild and Scen ic R ivers 9

20 其他公园地 Park s (o ther) 11

总计 (截止 1998 年 11 月) To tal (by 11ö1998) 379

　　资料来源: N ational Park Service 1998。

19 世纪后期, 美国也出现了在公共土地上保护史前印

第安废墟 (p reh isto ric Indian ru ins) 和其他史前文物的趋势。

国会首先采取行动保护上述遗产, 如在 1889 年对亚利桑那

州的凯撒格朗特废墟的保护。1906 年创立了梅萨沃德国家

公园 (M esa V erde N P) , 该国家公园内有珍贵的卡罗莱那州

(Co lo rado ) 西南部的崖居。同样是在 1906 年, 美国通过了

《古迹法》(A ntiqu it ies A ct) , 授权总统以文告形式设立国家

纪念地 (N ational M onum ents) , 由联邦政府管辖那些“历史

地标 (H isto ric L andm ark)、史前构筑物 (P reh isto ric Struc2

tu res)和其他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遗产”。 (M ack in to sh,

2000)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P residen t T heodo re Roo sevelt) 充

分利用这一授权, 在他离任之前宣布了 18 个国家纪念地。它

们不仅包括文化遗产, 如新墨西哥州拥有史前岩雕和历史性

碑刻 (petroglyph s and h isto ric inscrip t ions) 的爱尔莫罗 (E l

M o rro ) 以及亚利桑那州以崖居闻名的蒙特珠玛城堡 (M on2
tezum a Castle) , 同时也包括一些自然遗产如怀俄明州的歹

卧斯 (D evils Tow er) , 亚利桑那州的石林 (Petrified Fo rest)

和大峡谷 (Grand Canyon)。美国国会在随后的时期里先后将

石林、大峡谷和其他许多国家纪念地升格为国家公园。

(M ack in to sh, 2000)

从国家公园概念的产生及其最初的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 国家公园的概念是在人类大规模开发大自

然的背景下或者说压力下诞生的。最原始的概念是想保护印

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 但并不排斥人类因素; 第二,

国家公园从最初开始就有两条主线, 一枝是自然, 一枝是文

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当多的国家公园内这两条主线时有交

叉。第三, 美国国会在国家公园的创立方面发挥了主导性因

素⑥; 第四, 国家公园是一个生长中的概念, 在美国最初的 30

年间, 由国家公园发展到国家纪念地。在随后的 100 多年间,

又发展到 20 个相关的概念, 379 个单位。 (表 1)

3　“国家公园”相关概念

3. 1　对“国家公园”的不同认识

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 土地利用形态, 历史背

景以及行政体制方面的不同, 世界各国在国家公园运动发展

的最初几十年间, 对国家公园的认识, 包括名称、内涵标准、

管理机构等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区别。例如欧洲国家, 像英国、

荷兰、卢森堡等, 由于土地有限, 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原始自

然景观已难寻觅, 常将风景优美的自然地区及农业、牧业用

地划为“自然公园”, 这类地区英国也称之为“国家公园”, 实

际上它们以提供国民户外游憩活动为主, 而不于自然保护。

(黄万居, 1985; 游汉廷, 1985) ⑦面积上一般也较小。英国的情

况在欧洲甚至在日本都具有普遍意义。

日本于 1931 年颁布了国家公园法, 目的是把突出的风

景区保护成国家公园, 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1934 年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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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英文原文为:“by som e great p ro tecting po licy of governm ent. . . in a m agn ificen t park. . . . A nation’s park, con tain ing m an and
beast, in all the w ild [ness ] and freshness of their natu re’s beau ty!”

　②所以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是约塞米蒂, 而不是黄石国家公园。
　③黄石公园之所以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管理, 是由于在该地区当时没有联邦政府可以相信的地方政府。否则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的

可能还要晚上若干年。
　④原文为:“as a pub lic park o r p leasu ring2ground fo r the benefit and en joym ent of the peop le”. (Barry M ack in to sh, 2000)以此可见, 黄石

公园最初的目的是为美国人民的观光旅游服务的, 当时对保护的目的强调的还不够。
　⑤由于加州政府对约塞米蒂管理不力, 联邦政府于 1890 年将其收回直接由内政部管辖。可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

家公园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⑥当然这与院外集团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创立过程中, 铁路公司和环保主义者曾联手游说国会。这部分内容将在第四

章展开。
　⑦转引自黄耀雯《台湾“国家公园“建制过程之研究》, 1998。
　⑧也有人称之为国定公园。
　⑨英文原文为: to p ro tect“the wo rld’s superb natu ral and scen ic areas and h isto ric sites fo r the p resen t and the fu tu re of the en tire wo rld

cit izen ry”。



第一批 3 个国家公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确定了 9 个国家

公园。在此基础上由于 1957 年颁布了《自然公园法》, 在该法

中将自然公园分为三类: 国家公园、准国家公园⑧和县自然

公园。实际上后两者尤其与欧洲的自然公园类似, 都是以提

供国民室外休闲活动场所为主。 (N akago sh i and N um ata,

1994; 黄万居, 1985; 游汉廷, 1985)

与欧洲和日本不同, 北美的国家公园一开始就强调对荒

野 (W ildness)的保护。这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都属于地广人

稀, 农业畜牧业发展较晚的国家, 因此有大片的原始景观存

在。对原始性的保护从一开始就占据重要地位, 这是它们与

欧洲和日本的区别所在。

非洲的国家公园与欧洲相比, 是另一个极端。它们将大

面积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开放观光, 也称为“国家公园”。面积

巨大, 管理粗放是非洲国家公园的特点。

3. 2　 IU CN“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体系

由于上述情况, 使得 1960 年代以前关于国家公园及保

护区的认识与概念十分混乱, 不利于世界国家公园运动的健

康持续发展。有鉴与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ISCO ) 和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 ( IU CN ) 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 终于于 1969

年在新德里的 [ IU CN 第十次大会 ]上初步统一了国家公园

的内涵, 并将其发展成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公园与

保护区体系”。随后的几次会议上对国家公园与保护区的概

念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最新的定义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1994 年的定义。这个定义被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广泛认可。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基于管理目标的不同划定了保护区

的不同类别。保护区共分为 6 类, 从第 1 类到第 6 类, 是按允

许在保护区内人类利用程度的递升顺序排列的:

I a 类: 严格自然保护区 (Strict N atu re R eserve)。管理目

标为供科学研究所用。定义: 严格自然保护区是指那些陆地

和 (或) 海洋地区, 它们拥有杰出的或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地质学或生理学 (Physio logical) 上的特征和 (或) 种类, 主要

为科学研究和 (或)环境监测服务。I b 类: 荒野保护区 (W ild2
ness A rea)。主要管理目标为保护荒野资源。定义: 荒野保护

区是指那些广阔的陆地和 (或)海洋地区, 其自然特性没有或

只受到轻微改变。区内没有永久性的或明显的 (人类)居住场

所, 保护与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这些地区的自然状况。

Ê 类: 国家公园 (N ational Park)。主要管理目标为保护

生态系统和提供游憩机会。定义: 国家公园是指那些陆地和

(或) 海洋地区, 它们被指定用来 (a) 为当代或子孙后代保护

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b) 排除与保护目标相

抵触的开采或占有行为; (c) 提供在环境上和文化上相容的

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娱乐的和游览的机会。

Ë 类: 天然纪念物保护区 ( N atu ralM onum ent)。管理目

标为保护特殊的自然地貌。定义: 天然纪念物保护区是指那

些拥有一个或多个具有杰出或独特价值的自然或自然ö文化

特征的地区。这些特征来源于它们固有的稀缺性、代表性、美

学品质或文化上的重要性。

Ì 类: 栖息地ö种群管理地区 (H ab ita töSpecies M anage2
m ent A rea)。管理目标为通过积极的管理措施保护特定物种

群。定义: 栖息地ö种群管理地区是指那些陆地或海洋上的区

域, 在这些区域内通过积极的管理行为的介入用以确保 (特

定物种群的)栖息地和 (或)满足特定物种群的需要。

V 类: 陆地ö海洋景观保护区 (P ro tected L andscapeö

Seascape)。管理目标为保护陆地ö海洋景观和提供游憩机

会。定义: 陆地ö海洋景观保护区是指那些包括适当的海岸或

海洋的陆地区域。由于人类和时间的相互作用, 使得这些区

域变成一个具有重要的美学、生态学和 (或)文化时经常也是

生物多样性密集的、具有不寻常特征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内,

保护这相互作用对于保护、保持和进化这些地区是至关重要

的。

Î 类: 受管理的资源保护区 (M anaged R esource P ro2
tected A rea)。管理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性利用。定义: 受管理的资源保护区是指这些区域, 它们包

合没有受到严重改变的自然系统。在可以通过管理来保护和

保持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同时为了满足社区的需要, 同

时在可持续性原则下, 允许提供自然产品和服务。

本文作者翻译自 Guidelines Fo r P ro tected A rea M an2
agem ent Catego ries ( IU CN , 1994).

3. 3　世界遗产

国家公园运动中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世界遗产

(W o rld H eritage)。它是人类遗产由国家意义走向世界意义,

由国家行动走向国际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遗产的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它的发

展来源于两条主线: 一条是对濒危文化资源地的保护; 另一

条主线是对自然的保护。第一个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濒危文

化资源地是在埃及。事情起源于阿斯旺高坝 (A sw an H igh

D am )的建设将会淹没埃及古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阿布

辛贝尔神庙 (A bu Sim bel T emp les)。1959 年, 应埃及和苏丹

政府的请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ESCO ) 决定发起一项

国际运动拯救这一宝贵的历史遗迹, 最终阿布辛贝尔神庙和

费雷 (Ph ilae temp les) 被解体 (dism antled) , 并被迁移到干燥

的高地重新组装 ( reassem bled)。

对阿布辛贝尔神庙的拯救运动大约花费了 8 000 万美

元, 它们中的一半来源于 50 多个国家, 从而显示了国际责任

在保护杰出文化资源方面的重要性。这一成功导致了对其他

少数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资源的保护, 如意大利的威尼斯、

巴基斯坦的 (M oenjodaro) 和印度尼西亚的 (Bo robodur)。最

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在 ( the In ternational Council

on M onum ents and Sites — ICOM O S) 的帮助下准备起草一

份宪章以保护世界珍贵文化遗产。将自然遗产地保护与文化

遗产地保护相结合的想法来源于美国。1965 年, 美国白宫

(下转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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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一次会议呼吁建立“世界遗产基金”(W o rld H eritage

T rust) 以促进国际合作,“为当代和后代的世界公民保护那

些杰出的自然、风景和历史地区”⑨, 1968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 ( IU CN )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提交到 1972 年在

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以“人类环境”(H um an Environm ent) 为

主题的联合国大会。1972 年 11 月 16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十七次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

约》(T he W o rld H eritage Conven tion) (UN ESCO , 2000)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

定义分别如下:

在公约中, 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

文物: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洞

窟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在建筑式样、分布

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 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

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 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

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

地方。

在公约中, 以下各项为“自然遗产”: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

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

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

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3. 4　生物圈保护区

生物圈保护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

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于

1974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ESCO ) 人与生物圈

(M AB )的一个工作小组提出。1976 年开始建立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 l995 年 3 月己拥有分布在 82 个国家的 324 个保护

区。生物圈保护区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 ESCO )人与

生物圈计划 (M AB ) 下, 得到国际上承认的陆地生态系统和

沿海ö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地带”具体说来, 每个生物圈保护

区应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或几个核心区, 核心区是根据明确

的保护目的, 受到严格保护的或极少受到人为干扰的生态系

统。。该区只能从事没有什么干扰的研究和其它影响较小的

活动 (例如教育) ; 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缓冲带, 这一地带通

常环绕或与核心区毗邻, 可用于开展与生态实践相应的合作

活动, 包括环境教育、娱乐、生态旅游与基础研究; 一个灵活

的过渡区 (或合作区域) , 这个区域可包括各种农业活动、居

民区和其它开发活动, 在这一区域中, 当地社区、管理部门、

科学家、政府组织、文化团体、经济股权业和其他合作者可为

管理和持续开发该地的资源通力合作。虽然这三个地带起初

被构想为一系列同心圆, 但为适应当地的条件和需要, 最后

则是按多种不同的形式建立的。事实上, 生物圈保区概念的

一个强大功能就在于其在实施时可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所

表现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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