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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

高贵强
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开发建设中心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本文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为探讨焦点，深入分析了其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及文化传承

中的关键作用。文章阐述了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支柱，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意

义，并考察了当前的建设现状，以榆林市榆阳区公园与管理为例。通过综合评估，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与措施，

旨在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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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自然保护区

建设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区体系，作为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对于维护

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

从多个角度和相关案例探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区建设，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1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重要性

1.1  保护国家生态安全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是保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重要基石。国家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国

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通过划定特定的保护区

域，对重要的生态系统、珍稀物种和自然景观进行严格

的保护和管理。这些区域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是众多物种的栖息地和繁衍地，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可以有效

地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防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从

而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1.2  维护生物多样性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在维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

生命的基础，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生存环

境[1]。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生物多样性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国家公园的建立，为珍稀物种和

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有助于它们的

繁衍和恢复。同时国家公园还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监测，

及时发现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问题，为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3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对于提升公众

环保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国家公

园不仅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更是

向公众展示自然之美、传递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窗口。

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自

然、了解自然，从而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尊重。同

时，国家公园还通过举办各种生态教育活动，提高公众

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2 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核心价值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丰富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它们不仅是珍稀物种的栖

息地，更是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同时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传承和教育具

有深远的意义（见表1）。
表1 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管理目标

2.1  生态价值
国家公园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这些保护区为众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宝贵的栖息

地，使它们能够在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中繁衍生息。通

过国家公园的建立，我们能够有效地保护那些濒临灭绝

的物种，防止它们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甚至灭绝。这对

于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此外，国家公园在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方

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区域通常具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湿地、草原等。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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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不仅为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还发挥着调

节气候、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重要功能。通过国家公

园的保护，我们能够确保这些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从

而维护地球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国家公园内的自然

景观也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以其壮丽、奇特、神秘等

特质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探访。这些自然景观不

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更让人们深刻感受到

大自然的魅力和力量，从而增强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和保

护意识。

2.2  文化价值
国家公园内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

源包括古老的人类遗迹、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与自然相

融合的文化景观等[2]。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了人类与自

然相互作用的历程，还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智

慧。国家公园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传承和教育具有深

远的意义。通过参观国家公园，人们可以了解到当地的

历史和文化背景，感受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这有助于促进生态文化的发展，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

同时国家公园还可以作为生态教育的基地，通过举办各

种教育活动，向公众传递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知识，培养

人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为。

3 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案例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区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战略不仅体现

了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我国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维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坚

定决心，以下以榆林榆阳区公园与管理为例。

3.1  榆阳区简介
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与黄土高

原的交接地带，总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和自

然保护区。其中臭柏、野樱桃等自然保护区以及榆溪

河至中营盘水库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

区，共同构成了荒漠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的独特风貌。

此外，榆阳区还建成了国家级沙漠森林公园、省级黄土

地质公园和省级沙地森林公园，为当地生态保护和旅游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2  公园简介
3.2.1  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位于榆林市城东，地处

毛乌素沙漠与陕北黄土高原交错区，总面积近10平方公
里。该公园于2019年获批成立，经过不断努力，于2023
年升级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其独特的黄土地质景观
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成为榆阳区对外展示的新窗口。

3.2.2  榆林沙地森林公园：这是一项由榆林市人民政

府立项并批准建设的公益性重点工程，位于榆林空港生

态区规划范围内，距中心城区不远。公园天然分布的植

物种类繁多，人工栽植的树木也各具特色。近年来，通

过持续的绿化投资，该园区已逐渐成为榆林沙区植物的

基因库，林木覆盖率显著提高。园区内还设有旅游管理

接待服务区、特殊景观区等多个功能区，并引进了多个

商业项目，努力打造成为集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等为一

体的国家级沙漠森林公园。

3.2.3  榆林沙漠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
沙漠森林公园，位于榆林市西，占地面积广阔。公园自

2005年开始筹备建设，以森林植物和沙生植物多样性为
特色，旨在打造生态保育、科研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森林公园。近年来，公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

功能完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计划进一步丰富园内

服务功能，建设多功能综合性森林公园。

3.3  公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空间布局亟需完善：现有自然保护区存在顶层

设计不足、生态系统保护不完善等问题。同时，自然保

护区与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交叉重叠，导致多头管

理、职能交叉，许多政策无法实际落地。这种混乱的管

理体系不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2）历史遗留问题突出：自然保护区内原住民没有完全
迁出，永久基本农田与保护区重叠，导致原住居民生产

生活与保护管理矛盾突出。这不仅影响了保护区的生态

环境质量，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3）现实
矛盾冲突尖锐：自然保护区与采矿区重合、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受限等问题，使得管理难度加大。这些矛盾

冲突不仅影响了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当地经济发

展带来了挑战。（4）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有待加强：自
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不够准确、分区管控措施针对性不强

等问题，导致管理效果不理想。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和质

量，需要加强对保护区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实现分区

分类科学有效管理。

综上榆阳区在公园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

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完善空间布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现实矛盾

冲突以及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榆阳区的公园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

供更好的生态环境和旅游体验。

4 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策略与措施

在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自然保护

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仍面

临诸多挑战，如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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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度不高、保护能力水平有限以及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

4.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完

善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这包括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管理原则和责任主

体，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还应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其在保

护和管理国家公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完善法律法

规体系，我们可以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和

规范，推动其朝着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4.2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资金是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保障。为了保障国家

公园建设的资金需求，我们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

多元化投融资机制[3]。第一，政府应增加对自然保护区建

设的财政投入，确保其基本建设和运营的资金需求；第

二，也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通过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绿色债券等方式，吸引更
多资金投入。此外还可以设立国家公园建设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科研监测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通过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我们可以为自然保护区

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推动其持续发展。

4.3  推动公众参与，加强宣传教育
公众是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了推动公众

参与，我们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

与度。这包括通过媒体、网络、社区等多种渠道，广泛

宣传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和保护意义，引导公众树立生

态文明观念；还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态教育活动，如

生态体验、科普讲座等，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自然保

护区，增强其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尊重。通过推动公众

参与，我们可以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自然环境的良好氛

围，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

4.4  加强科技支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保护能力
水平

科技是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支撑。为了提升保护

能力水平，我们应加强科技支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

行保护和管理[4]。这包括利用遥感技术、无人机、物联网

等现代科技手段，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还应加强科研攻关，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恢

复等方面的研究，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

术支持。通过加强科技支撑，我们可以提高自然保护区

的保护效率和管理水平，推动其向更加智能化、精细化

的方向发展。

4.5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自然保护区建设

中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包括制

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将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还应加强产业引导和政策扶持，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

量。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更加可持

续的发展环境。

结语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生物

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强国家

公园建设，完善保护体系和管理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建

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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