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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科学划定国家公园适宜面积，为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参考，笔者系统梳理了美国、加拿大、

日本等国的国家公园面积概况及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情况，并基于国土面积、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3 方

面，建议我国国家公园适宜面积的确认指标应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系统典型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 3 方

面来综合考量；针对不同国家公园，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既能保护好生态系统完整性，又能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园适宜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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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以此为契机构建自然保

护地体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途径之一，是关

系到绿色发展的要务[1]。国家公园适宜面积的确

定是长期有效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

关键问题，也是实现国家公园科学规划、有效管理

的前提，更是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整体保护、实

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自 2015 年

12 月以来，我国已启动并开展三江源、东北虎豹

等 10 个国家公园的试点工作，主要是解决重叠设

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

矛盾等突出问题[2]。2021 年 10 月，国家正式批准

设立了 5 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

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和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 5 个设立的第一批国

家公园的体制改革卓有成效，基本完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中的任务。但在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未解决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公园

适宜面积确定问题。虽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先后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均强调

确保国家公园面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均未明

确国家公园的适宜面积。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

面起步较晚，目前国家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

态保护[3 − 6]、生态服务价值[7 − 9]、特许经营[10 − 13]、空

间布局[14 − 16]、管理体制[17 − 22] 等方面，但如何科学

划定国家公园适宜面积还未见相关报道。

考虑到我国自然保护地分布呈现“东多西少、

西大东小”的特征，为更好地体现国家公园在自然

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如何科学划定其范围，

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张的东部区域，已

成为其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系统

梳理了与中国国土面积相近的美国、加拿大等国

的国家公园，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国立公园的

面积等概况，系统分析了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的

面积情况，提出我国国家公园适宜面积确定的建

议，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参考

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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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情况
 

1.1    中国自然保护地概况    我国自 1956 年建立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经过 60 余年的实践与发展，自然保护地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范围到大面积、从单一类型到多

种类型、从保护地到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的巨

大变化，形成了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等组成的保护

地体系[2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各类自然

保护地数量达 1.18 万个，面积约 180 万 km2，覆盖

了我国 90% 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85% 的野生动

物种群、65% 的高等植物群落和 62% 的天然湿

地[24]。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地

面积的 18%，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自然保

护区面积约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14.8%，占所有自然

保护地总面积的 80% 以上；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

园约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3.8%；其他类型的自然保

护地面积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小[23]。 

1.2    中国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和功能定位    《指
导意见》将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自然公园三大类型。国家公园是以保护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区

域；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

义的自然遗迹的区域；自然公园是保护重要的自

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具有生态、观

赏、文化和科学价值，可持续利用的区域。《指导

意见》明确了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

低强弱顺序，依次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

公园。 

1.3    中国国家公园定义及体制试点     《指导意

见》中明确了国家公园的定义，即国家公园是指以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

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

域或海域，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

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部分。国家公园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

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等特征。

2015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

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标志着

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启动。2016 年 5 月

至 2019 年 1 月，中央深改委、中央深改组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陆续批复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

山、普达措、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海南热

带雨林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至此，我国设立了

首批共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涉及 12 个省

份，总面积达 22.3 万  km2，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2.3%。2021−10−12，在《生物多样性》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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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及体制试点区空间分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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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等第

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  km2，涵盖近

30% 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随着

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标志着我国国家公

园体制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国家公园事业从

试点阶段转向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    国外国家公园的面积
 

2.1    美国国家公园    1872 年，美国以保护野生动

物和自然资源为目的成立世界第一个国家公

园——黄石国家公园。美国国家公园的成立有

3 个条件：一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自然、文化或游

憩资源；二是具备国家公园体系的适合性和可行

性；三是需要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美国国家

公园对范围、面积、功能分区的要求是因地制宜，

每个国家公园都有明确的主题，完整地保留特色

景观[26]，对适宜面积没有明确的标准。

经过近 150 年的发展，美国现有国家公园

62 处，总面积为 21.12 万 km2，约占美国陆域面积

的 2.25%[27]。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兰格尔—圣伊莱

亚斯国家公园，为 3.37 万 km2；面积最小的是圣路

易弧形拱门国家公园，为 0.5 km2。在 62 个国家公

园中，面积小于 200 km2 的有 15 个，占全部国家公

园数量的 24.19%；面积介于 200～500 km2 的有 11 个，

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17.74%；面积介于 500～
1 000 km2 的有 9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14.52%；面积大于 1 000 km2 的有 27 个，占全部国

家公园数量的 43.55%。 

2.2    加拿大国家公园    1885 年，加拿大在落基山

脉北段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

园——班夫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第二个国家公

园。经过 130 余年的发展，加拿大现有国家公园

46 处，总面积为 29.89 万 km2，约占加拿大陆域面

积的 2.99%[28]。其中，面积最大的是森林野牛国家

公园，为 4.48 万 km2；面积最小的是千岛群岛国家

公园，为 9 km2。在 46 个国家公园中，面积小于 200
km2 的有 10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21.74%；

面积介于 200～500 km2 的有 6 个，占全部国家公

园数量的 13.04%；面积介于 500～1 000 km2 的有

5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10.87%；面积大于

1  000  km2 的有 25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54.35%。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发展经历了以经济利益为

主，到注重生态保护，再到现阶段以生态完整性为

目标的过程。根据自然地理、植被类型、地貌特

征、气候特征和动植物谱系等区域特征，将全国划

分成 39 个陆地自然区域，每一陆地自然区域都应

该在国家公园体系中有所代表。但在范围较小的

陆地自然区域，只要生态系统特别，值得认可和保

护，也可划定为国家公园，如乔治亚湾岛国家公

园，面积只有 13 km2；皮利角国家公园，面积只有

15 km2[29]。 

2.3    日本国立公园    日本是亚洲最早建立国家

公园的国家。1934 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国立公

园——濑户内海国立公园。经过 80 余年的发展，

日本现有 34 处国立公园，总面积 2.19 万 km2，约

占日本国土面积的 5.8%[27]。其中，面积最大的是

大雪山国立公园，为 2 267 km2；面积最小是庆良间

诸岛国立公园，为 35.2 km2。在 34 个国立公园中，

面积小于 200 km2 的有 5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

的 14.71%；面积介于 200～500 km2 的有 15 个，占

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44.12%；面积介于 500～
1  000  km2 的有 7 个，占全部国家公园数量的

20.59%；面积大于 1 000 km2 的有 7 个，占全部国

家公园数量的 20.59%[30]。

虽然日本国立公园的设立标准对陆域国立公

园面积有大于 300 km2 或海域国立公园面积大于

100 km2 的要求，但目前 34 个国立公园中，有 6 个

不足国立公园的设立标准。国立公园面积达到设

立标准的比例是 82.35%。 

3    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地面积情况
 

3.1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面积确定问题是

我国乃至世界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确定自然保

护区的适宜面积是长期有效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

然生态系统的关键问题，是实现自然保护区科学

规划建设和有效管理的前提[31 − 33]。科学地确定自

然保护区的面积是近年来未能深入研究的课题，

自然保护区建设缺乏理论依据[34]。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指出“确

定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应当兼顾保护对象

的完整性和适度性，以及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

产、生活的需要”，对自然保护区面积无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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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则根据自然

保护区工程项目规模划分为 4 个等级，并根据类

型的差异，分别限定了中型、大型和超大型自然保

护区的最小面积及小型自然保护区的最大面积

（表 1），但未明确自然保护区的最小面积。因此，

中国目前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 29.8 万 km2，而最小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山旺古生物化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面积则仅有 1.2 km2。

  
 
 

表 1    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自然保护区
类型

建设规模分类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森林生态系统 M>15万 hm2，天然乔灌
林地>10万 hm2或核心
区面积>7万 hm2

(1) M>15万 hm2，天然乔灌
林地≤10万 hm2或核心区
面积≤7万 hm2；(2) 5万
hm2<M≤15万 hm2

1万 hm2<M≤5万 hm2 M≤1万 hm2

草原与草甸生
态系统

M>50万 hm2 20万 hm2<M≤50万 hm2 8万 hm2<M≤20万 hm2 M≤8万 hm2

荒漠生态系统 M>50万 hm2，灌草覆盖
面积>15万 hm2

(1) M>50万 hm2，灌草覆盖
面≤15万 hm2；(2) 20万
hm2<M≤50万 hm2，灌草覆
盖面积>6万 hm2

(1) 20万 hm2<M≤50万 hm2，
灌草覆盖面≤6万 hm2；(2)
5万 hm2<M≤20万 hm2，灌草
覆盖面积>1.5万 hm2

(1) 5万 hm2<M≤20万
hm2，灌草覆盖面≤
1.5万 hm2；(2) M≤5万
hm2

内陆湿地和水
域生态系统

M>10万 hm2，水域与常
年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5万 hm2

5万 hm2<M≤10万 hm2，水
域与常年或季节性湿地面
积>2.5万 hm2

1万 hm2<M≤5万 hm2，水域
与常年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5 000 hm2

M≤1万 hm2

海洋和海岸生
态系统

M>20万 hm2，水域与常
年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6万 hm2

8万 hm2<M≤20万 hm2，水
域与常年或季节性湿地面
积>2.5万 hm2

2万 hm2<M≤8万 hm2，水域
与常年或季节性湿地面积>
5 000 hm2

M≤2万 hm2

地质遗迹 M>5万 hm2 2万 hm2<M≤5万 hm2 0.5万 hm2<M≤2万 hm2 M≤0.5万 hm2

古生物遗迹 M>5万 hm2 2万 hm2<M≤5万 hm2 0.5万 hm2<M≤2万 hm2 M≤0.5万 hm2

野生植物 (1) M>5万 hm2；(2) 1万
hm2<M≤5万 hm2，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种5种或
重点保护植物分布区面积
>3 000 hm2

(1) 1万 hm2<M≤5万 hm2，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5种
或重点保护植物分布区面
积≤3 000 hm2；(2) 0.5万
hm2<M≤1万 hm2，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种>5种或重点
保护植物分布区面积>1 500
hm2

(1) 0.5万 hm2<M≤
1万 hm2，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种≤5种
或重点保护植物分布
区面积≤1 500 hm2；
(2) M≤0.5万 hm2

　　注：M为面积。

 
 

3.2    自然公园    依据《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

范》《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森林公园、风景

名胜区均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 4 类。面

积要求分别是小型：20 km2 以下；中型：21～100

km2；大型：101～500 km2；特大型：500 km2 以上。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国家湿地公园总

体规划导则》明确了国家湿地公园面积应在 20

km2 以上，湿地率原则上不低于 30%。《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

法》《关于开展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创建试点工作的

函》分别明确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沙漠公园和国

家草原公园面积原则上分别不低于 10 km2、200

hm2 和 500 hm2。在自然公园的设立中，除国家湿

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沙漠公园和国家草原

公园对最小面积有要求外，其他公园对最小面积

则没有相关要求。 

3.3    中国国家公园及体制试点情况    中国目前

有 5 个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5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面积最大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为 19.07 万

km2，最小的是普达措国家公园，为 602 km2（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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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钱江源国家公园最初面积为 252
km2，但考虑到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将丽水市百山祖片区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形

成现在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从分布上看，在 10 个

国家公园（含体制试点）中，有 8 个位于面积广袤、

人口稀疏的中西部地区， 2 个位于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图 1）。
 

 
 

表 2    中国国家公园及体制试点面积统计

首批入选的国家公园 面积/km2 试点建设的国家公园 面积/km2

三江源国家公园 190 700 祁连山国家公园 50 237

大熊猫国家公园 22 000 神农架国家公园 1 18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4 100 普达措国家公园 60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4 269 钱江源国家公园 758

武夷山国家公园 1 280 南山国家公园 636
 
 

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阶段，国家公园的

内涵和建设管理目标一直在不断丰富，已建试点

区的标准不统一，面临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困

难，其中包括空间范围不合理问题。从国家代表

性、完整性角度考虑，三江源试点区目前未纳入完

整的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25]；武夷山的最高峰黄岗

山地处福建、江西两省的分界线，受中国行政区划

的影响，武夷山试点区在划定时只考虑了位于福

建省的区域，导致其管理处于分裂状态（武夷山福

建区域归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武夷山江

西部分归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

理）[17]。 

4    国家公园适宜面积探讨
 

4.1    从国土面积考虑     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约

960 万 km2，居世界第三位。已建成的各类自然保

护地面积约 180 万 km2，占国土陆地面积的 18%
以上，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国土面积

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 1/3，世界排名第 120 位。

在此背景下，如果还以过去的标准，追求面积越大

越好显得不切实际。通过比较 10 个国家公园（含

体制试点）面积可以发现，在面积广袤的西部地区

设立国家公园，面积一般都很大，如三江源国家公

园（面积为 19.07 万 km2）、祁连山国家公园（面积

为 5.02 万 km2）、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为 2.2 万

km2）；但在经济发达、人口较多的东部沿海地区，

国家公园面积相对较小，如钱江源国家公园（面积

为 758 km2）。如果以面积大小作为设立国家公园

首要条件，会导致一些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的区域

不可纳入国家公园，如山东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

区、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作为

过境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越冬候鸟的

重要栖息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参考与

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相近的加拿大（国土面积为

998 万 km2）和美国（国土面积为 937 万 km2）国家

公园建设情况（图 2），加拿大共有 46 处国家公园，

面积介于 9～ 4.48 万  km2；美国共有国家公园

62 处，面积介于 0.5～3.37 万 km2。加拿大和美国

对国家公园面积都没有明确的要求，在国家公园

设立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特殊的生态系统和因

地适宜性。同时，本研究还梳理了与中国位置相

近的日本的国立公园（图 2），虽然日本国立公园设

立的标准要求面积大于 300 km2，海域国立公园面

积大于 100 km2，但目前日本 34 个国立公园中，有

6 个不符合国立公园的面积设立标准。如庆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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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不同面积国家公园的数

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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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岛国立公园，面积仅 35.2 km2，但因有极高的透

明度而具“庆良间蓝”之称的蓝色海洋，以及以珊

瑚礁为代表的物种多样性，日本政府依然将庆良

间诸岛列为日本的第 31 个国立公园。 

性 · · · · · ·

4.2    从生态系统考虑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提出“确保面积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

程、功能的完整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和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划定单

个国家公园范围”，因此，国家公园适宜面积应充

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适宜面积的确定主要包括

位置和形态两个重要方面。在位置上，要以保护

对象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据确定范围位置，

适宜面积的边界位置是资源重要性和建设可行性

的双重考虑；在形态上，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本身

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以及人作为生态系统一

部分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组分的互动强度、范围

和通道[35]。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划定范围时充

分考虑了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从俄罗斯向我

国内陆渗透、定居、繁殖和扩散的完整路线需求，

选择最有希望定居繁衍的老爷岭种群及其栖息地

划建为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范围划定重

点考虑了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和水源涵养

过程的完整性，包括祁连山东部森林、中部草原、

西部荒漠、冰川、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36]。需要指

出的是，在保护生物学角度考虑，完整性很难精确

确定，尤其在主要保护对象是动物的情况下，某个

物种的栖息地与其活动方式、所需的活动面积以

及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关，判定其种群在不同季节

完整的活动范围非常困难。如，若以羚牛为主要

保护对象，其冬季在海拔较低处、其他季节在海拔

较高处，海拔较低处往往人口密度较高，很难全部

划成保护区域；若依羚牛的生活轨迹将相关区域

全部划为国家公园，难免产生严重的人兽冲突及

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冲突[17]；在此情况下，若以

面积大小作为国家公园的设立标准，显得不切实际。 

4.3    从社会经济考虑    国家公园适宜面积的确

定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社会经济问题。通常认

为，国家公园越大越好，如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而

建立的国家公园，几乎包括了整个山系或流域。

大面积的国家公园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这可能

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国家公园面积

如不适宜，将对国家公园的建立、保护和管理造成

不良影响，甚至还会引发国家公园与社区之间的

矛盾。以我国自然保护区为例，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1.08 万 km2，由

于面积过大，将很多牧场划入了保护区范围内，严

重影响了当地牧民的放牧活动，自然保护区与牧

民的冲突较为突出，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36]。在国

家公园适宜面积确定时还要考虑拟设立国家公园

范围内历史遗留问题、边界管理问题、可用资金问

题[17]。尤其是在可用资金方面，由于在国家公园设

立过程中，中央在“权、钱”上的支持大多还未到

位，如若范围划定不合理，将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冲突。

国家公园还涉及土地权属问题。国家公园适

宜面积的确定应尊重社区土地权属及其管理现

状，力求土地利用范围、方式和强度遵循实现保护

的要求；要通过协调土地利用来维持和恢复生态

系统完整性，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时间上，有必要从

“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评估人的作用[37]。 

5    结　论

通过对我国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的梳

理，虽然部分自然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沙漠

公园、草原公园）有最小面积要求，但要求均较小，

一般都能达到，其他保护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等）均对最小面积没有明确要求。通过对美国、

日本、加拿大的国家公园面积情况的梳理和统计：

在 142 个国家公园面积中，有 62 个国家公园的面

积小于 500 km2，约占国家公园总数量的 44%。且

目前国际上很多国家公园虽面积较小却仍具国际

影响力，如美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面积为 126
km2）、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面积为 168 km2）、韩国

的月出山国家公园（面积为 56.1 km2）、新西兰亚伯

塔斯曼国家公园（面积为 225 km2）、艾格蒙特国家

公园（面积为 335 km2）。我国台湾的垦丁国家公

园面积也只有 332.69 km2[38]。国家公园适宜面积

的确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首先，应以生

态完整性，即“能支撑完整的生态过程和伞护种、

旗舰种等野生动植物种群繁衍”这一条件作为确

定依据，再以确保大尺度生态过程完整性为原

则。如在西部等原生态地区，可根据需要划定大

面积国家公园，对独特的自然景观、综合的自然生

态系统、完整的生物网络、多样的人文资源实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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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保护；而在东中部地区，尤其是当国家公园国家

代表性、生态重要性极为突出的情况下，应根据自

然景观、自然遗迹、旗舰种或特殊意义珍稀濒危物

种分布区，确定国家公园适宜面积，同时要注意突

破面积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其次，从国家公园具

有“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和“代表的是

中国的国家形象”特征，国家公园适宜面积的确定

还应考虑生态系统典型性。最后，国家公园适宜

面积的确定还应考虑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即社区

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多方因地制宜地探索出治

理结构的细节，以新的利益共同体方式共抓大保

护、共谋绿色发展，统筹“最严格的保护”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与人的

生命共同体，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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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uitable area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LIU Zhiwei1,2,   HU Rui1,2,   Lyu Xuelei1,2,   LUO Weixiong1,2

（1. Southwest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 National Forestry, Kunming, Yunnan 650031; 2. National Park Plan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Kunming ，Yunnan 650031,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National
Park  is  already  a  special  land  typ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caused by the area of National Pa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ropriate
area of National Park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this
context a review was made of the area of national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area  of  various  natural  reserves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from the  aspects  of  land  area,  social
economy and ecosystem that the index for appropriate area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should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integrity  and  typicalness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socio-economic  sustainability.  The  area  of  each
National  Park should be decided on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system, but  also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in line with its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National Park；protected natural area；natural reserve；suitable area

(责任编委：任明迅　责任编辑：钟云芳)

184 热 带 生 物 学 报 2022 年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1522.2006.05.023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05.03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1522.2006.05.023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05.03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1522.2006.05.023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05.03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1522.2006.05.023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05.038

	1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情况
	1.1 中国自然保护地概况
	1.2 中国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和功能定位
	1.3 中国国家公园定义及体制试点

	2 国外国家公园的面积
	2.1 美国国家公园
	2.2 加拿大国家公园
	2.3 日本国立公园

	3 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地面积情况
	3.1 自然保护区
	3.2 自然公园
	3.3 中国国家公园及体制试点情况

	4 国家公园适宜面积探讨
	4.1 从国土面积考虑
	4.2 从生态系统考虑
	4.3 从社会经济考虑

	5 结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