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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周　寅，孙映雪，张海霞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桥梁，梳理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实证，根据

对居民和游客的调查数据分析，探讨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国家公园能够从

提供“生态物质基础”、促进“生态精神富有”、提高“生态道德素质”、构建“生态社会关系”4 个方面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具体包含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发展环境、文化自信、生态自信、精神享受、生态责任、生态行为、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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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哲学命

题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冠疫情常态

化及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人和动物

健康”、“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可持续”等全健康和生态文明的呼吁是人们

追求全面发展的表象显示，生态文明理念成为新时

代破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

生态文明体制也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1]。国家公园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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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

民公益性”理念，坚持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生态产

品和服务以实现全民共享和世代传承，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载体，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休闲、游憩空间。有学者证言，国家公园的荒野

特征能够带给人生理、精神、审美三重影响[2]，可从

净化空气、净化心灵、提供审美价值等多方面促进

人类福祉[3 − 4]。多数学者对国家公园的研究主要是

探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

对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还未涉及到发挥生态功能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两者的内在机理。笔者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生态文明理念，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结合武夷山国家公园调查问卷数据，开展了

“生态与人”方面的文献回顾，对文献中所涉及到

生态与人全面发展的因素进行提炼，探讨国家公园

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以国家公园

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发挥生态功能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现状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自于马克思对“人的

本质”理论的探讨和梳理，具体内涵指向“人的劳

动能力”、“人的个性自由”、“人的需要满足”、

“人的社会关系发展”[5 − 7]。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

哲学的视域来看，全面发展的人处于优质的自然

生态环境中，高度的生态文明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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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物质条件和重要保证[8 − 9]。例如对个体生理、

心理的全健康以及社会、环境、道德生态等方面的

全健康实现作用[10]。

国家公园作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资源保

护地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代表，为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和回归本性的保留地；国家

公园为人们提供了联结自然、恢复身心健康的场

所，对于人们的自身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水平的

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满足了新时代人们的健康需

要。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共

识，学者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逐渐

步入拓展和深化阶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休

闲旅游”等分别展开论述，认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

的生态环境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11]。

由于我国国家公园正式成立时间较短，目前

尚未见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国家公园与人的全

面发展的报道。笔者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研

究国家公园对人与自然的极致链接、人的全面发

展的促进作用，旨在揭示国家公园对于人的全面

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2    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生态文明理念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

保护地能够发挥生态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

而目前的研究还未涉及到二者的内在机理。在文

献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多数学者以阐释为主

来解释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然而这种诠释性分析实质上并未突破原有的

马克思理论框架[12]，未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

展性特点，因而，本研究尝试从数据方面去解释证

实生态文明理念下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内在机理。

事实上，国内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

的构建从未停止。从联合国开发署 1990 年的人

类发展指数到我国现行的小康社会评价指标[13]，学

者普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以单一的物质条件

为标准，需要从多角度、主客观结合等方面构建

“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14 − 15]，但这类指标体系

侧重于客观衡量地区、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16]，视

角单一，且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表现是自我提

高和自我革命的认知和行动[11]。

国家公园提供的良好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

展密切相关，本研究针对居民和访客这 2 个与国

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受，结合生态、休闲、

旅游等知识基础，发展、纯化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影响因素，总结出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

发展相关的 10 项因素，即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发

展环境、文化自信、生态自信、精神享受、生态责

任、生态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涉及“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

态道德素质”、“生态社会关系”等 4 个方面（图 1）。 

 

生态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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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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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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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享受

生态责任
生态行为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

生存环境
生活环境
发展环境

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能够提高经济收入
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认为国家公园体制有利

提升文化认同感自豪感
提升生态认同感自豪感
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
感觉到生活舒适和愉快

接受教育提高保护能力
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环境
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
遵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

村民之间关系友好
愿意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与周围自然环境一体
与周围动植物亲近

提供游憩机会
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满足需求
生态产品符合需求
认为国家公园体制有利

生态具有国家代表性
观赏野生动植物满意
学习自然科学文化知识
有愉悦的生态体验感受

接受教育提高保护能力
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
遵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

愿意为国家公园提建议
感到自己是自然一部分
与周围动植物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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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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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夷山国家公园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

的武夷山市、建阳区、光泽县和邵武市（均为南平市

行政范围），主体位于武夷山市，规划总面积 1 001.41
km2。区内居住 3 350 人，涉及 4.58 万人口，以茶

叶、毛竹、外出务工和其他经济产业为主，其中，

80% 以上的社区生产茶叶， 经济收入共性明显；武

夷山国家公园既是我国唯一一个世界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保护地，

2019 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游客达到 411.65 万人次，

在同批批准成立的国家公园中，生态旅游发展较

为成熟。访客调研的主要区域为九曲溪资源保护

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武夷山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3.2    数据收集及描述性统计    2021 年 5 月 1−5
日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访客和居民的问卷调

查，共回收问卷 138 份，有效问卷 134 份，有效率

为 97.1%，其中访客可用问卷 99 份，居民可用问

卷 35 份（表 1）。
 
 

表 1    访客和居民调查统计

属性 分类
访客 居民

属性 分类
访客 居民

样本数 占比/% 样本数 占比/% 样本数 占比/% 样本数 占比/%

性别
男 49 49.49 23 65.71

文化程度

未受教育 1 1.01 0 0

女 50 50.51 12 34.29 小学 3 3.03 5 14.29

年龄

0～20 22 22.22 1 2.86 初中 3 3.03 10 28.57

21～30 39 39.39 1 2.86 高中 16 16.16 11 31.43

31～40 13 13.13 16 45.71 大学及以上 76 76.77 9 25.71

41～50 6 6.06 10 28.57

家庭年收入

1万以下 10 10.10 0 0

51～60 6 6.06 5 14.29 1万～3万 8 8.08 0 0

60以上 3 3.03 2 5.71 4万～10万 19 19.19 15 42.86

民族 汉族 99 100 35 100 10万～20万 58 58.58 20 57.14
 
 
 

3.3    数据分析    
 

3.3.1   可靠性分析　 笔者在进行可靠性分析时，

主要利用 Cronbanch’s α 系数来分析问卷的信度，

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基础、环境整体

优化、增强社会关系、满足精神需要等因子的居民

问卷信度系数分别为 0.878、0.848、0.858、0.705；

访客问卷信度系数分别为 0.886、0.877、0.811、

0.795，可见各个因子的信度较好（Cronbanch’α 值

均高于 0.7），表明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

调查取得的数据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获

得的分析结论是可靠的。
 

3.3.2   居民问卷的主成分分析　 将居民问卷用主

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得到

4 个公因子，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 73.256%。采用

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轴进行旋转，旋转结果见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国家公园提高了经济收入”、

“国家公园增加了我的就业机会”、“国家公园发展

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我意识到现行的国家公

园体制对人民是有利的”等问项在因子 1 上的荷

载较大，是国家公园提供的生存、生活、发展机会

的表现，故将因子 1 命名为“生态物质基础”；“国

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地生

态环境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公园的发展让

我们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国家公园内（周

边）的生活让我感到舒适愉快”等问项在因子 2 上

的荷载较大，是国家公园促进精神需要的满足的

 
表 2    访客和居民的信度分析

维度
访客问卷信度分析 居民问卷信度分析

n α系数 n α系数

生态物质基础 5 0.886 4 0.878

生态道德素质 4 0.877 4 0.848

生态社会关系 3 0.811 4 0.858

生态精神富有 3 0.795 4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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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故将因子 2 命名为“生态精神富有”；“我愿

意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的环境”、“我希望接受生态

环境保护教育并提高保护意识和能力”、“我愿意

监督提醒他人的不环保行为”、“我会遵守国家公

园生态保护的相关准则”等问项在因子 3 上的荷

载较大，是生态责任和生态行为的表现，将因子

3 命名为“生态道德责任”；“我愿意参与到国家公

园建设中”、“我认为自己与周围环境是一体的”、

“我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近的”、“村民之

间关系友好”等问项在因子 4 上的荷载较大，体现

了国家公园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亲近度，故

将因子 4 命名为“生态社会关系”。 

3.3.3   访客问卷的主成分分析　 将访客问卷用主

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得到

4 个公因子，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 74.251%。采用

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轴进行旋转（表 4）。

由表 4 可知，“国家公园为访客提供了游憩机

会”、“我所到访的国家公园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国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国

家公园生态产品符合我的需求”、“我意识到现行

国家公园体制是有利于民的”等问项在因子 1 上

的荷载较大，将因子 1 命名为“生态物质基础”；

“我认为国家公园的生态具有国家代表性”、“我对

观赏野生动物经历满意”、“我在参观过程中学习

了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我在国家公园内的生态

体验中有愉悦的感受”等问项在因子 2 上的荷载

较大，将因子 2 命名为“生态精神富有”；“我愿意

接受环境教育并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我

愿意监督提醒他人不环保行为”、“我会遵守国家

公园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则”等问项在因子 3 上的

荷载较大，将因子 3 命名为“生态道德素质”；“我

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近的”、“我在这里

 
表 3    居民问卷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维度
成分

1 2 3 4

国家公园提高了经济收入 0.938

国家公园增加了我的就业机会 0.932

国家公园发展提高了我的生活
质量 0.774

我意识到现行的国家公园体制对
人民是有利的 0.608

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
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856

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
地生态环境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847

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们享受到良
好的生态环境 0.836

在国家公园内（周边）的生活让我
感到舒适愉快 0.626

我愿意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的环境 0.806

我希望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教育，
提高保护意识和能力 0.792

我愿意监督提醒他人的不环保
行为 0.687

我会遵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相
关准则 0.635

我愿意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中 0.793

我认为自己与周围环境是一体的 0.626

我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
近的 0.612

村民之间关系友好 0.6

 
表 4    访客问卷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维度
成分

1 2 3 4

国家公园为访客提供了游憩机会 0.85

我所到访的国家公园有良好的生
态环境 0.81

国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
我的需求 0.75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符合我的需求 0.71

我意识到现行国家公园体制是有
利于民的 0.66

我认为国家公园的生态具有国家
代表性 0.84

我对观赏野生动物经历满意 0.81

我在参观过程中学习了自然科学
文化知识 0.75

我在国家公园内的生态体验中有
愉悦的感受 0.65

我愿意接受环境教育，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和能力 0.79

我愿意监督提醒他人不环保行为 0.75

我会遵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相
关规则 0.68

我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
近的 0.78

我在这里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
部分 0.77

我愿意为国家公园的发展提出自
己的意见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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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愿意为国家公

园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等问项在因子 4 上荷

载较大，将其命名为“生态社会关系”。 

3.4    结果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国家公园对人的

全面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生态物质基础”、

“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素质”和“生态社会

关系”4 个方面，虽然作用于居民和访客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但都从以上 4 个方面促进了其全面发

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国家公园应遵

循“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

素质”和“生态社会关系”四条路径，充分发挥国

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3.4.1   国家公园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生态物质

基础　 人的存在和发展与生态自然的存在和发展

互为基础[17]。国家公园作为生态保护的盾牌，在维

持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为人的生活环境、

发展环境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物质基础，验证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

条件[18]。

居民和访客视角的“生态物质基础”具有方向

相似性，但具有不同的表征内容。从居民角度来

说，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改善是其基本需要和基

本诉求 [19]，因此，衡量指标侧重于“提高经济收

入”、“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方面，

是物质基础提供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公园在

维持、发展当地社区受益过程中的重要性[20]；从访

客角度来说，访客借助于国家公园了解、亲近、体

验自然以能够进入国家公园为前提[1]，以满足其环

境观赏、环境教育、生态产品享受为基本要求。因

此，国家公园为访客提供的生态物质基础表现为

游憩环境、游憩产品、游憩设施等提供，具体测量

指标包括“提供游憩机会”、“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满足需求”和“生态产品符合需

求”。值得说明的是，不论对于居民还是访客，发

展机会的识别都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家

公园体制下，发展性指标体现为生态文明的制度

建设[21]，人民群众对“国家公园体制有利”的认知

影响着其能否通过国家公园主动发现和获得发展

机会，这也验证了居民和访客的支持是国家公园

主客双方可持续发展前提的观点[22]。 

3.4.2   国家公园可促进人的生态精神富有　 精神

生活水平代表着人对自身的认识程度和按照美的

规律认识世界的深度[19]，国家公园引导人们反思对

自己的生命、人和世界关系的认知[4]，促使人对自

身的存在状态、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发展趋

向有更深刻的思考，以生态文明的社会造就精神

富有的社会[33]。

精神层次的富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34]。于居民而言，国家公园内及周边文化氛

围、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地方认同感、自豪感能

够强化其对地方自然、文化的情感记忆，增强生

态、文化理解，从而在生态享受中实现精神层次的

富有，具体包括“对地方文化、生态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生态环境的享受和愉悦体验”；于访客而

言，国家公园的国家代表性既是国家公园生态地

位的表现，也是对国家生态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

的具体表现，能够增强其在国家公园内开展游憩

活动的生态意识，在生态休闲中追求个性、能力发

展，在愉悦的状态达到个性独立、自由的状态，表

现为“对国家公园代表性的理解”、“生态体验的愉

悦感受”等。 

3.4.3   国家公园可提升人的生态道德素质　 当代

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

态度出现偏差，未形成正确的生态责任意识和生

态行为[29]。国家公园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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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生态环境优化提供客

观的发展条件，以其特有的环境价值、游憩价值和

自然教育价值[30] 将生态文明知识内化为人民群众

的生态文明素质和价值认同，从而形成环境保护

中的个人规范[31]。结合文献梳理，笔者认为“个人

规范”可命名为“生态道德素质”，外在体现为生态

环境保护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环境保

护行为[32]，在居民和访客群体中有相同的表征内

容，具体包含“接受环境教育以提高保护能力”、

“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遵守生态环境保护规

定”等，其中居民作为生态价值转换的直接受益

者，更加注重“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环境”。 

3.4.4   国家公园可为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生态社会

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建立以“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为基本依据[14]，其

中“人与社会”表现为生态物质基础提供中的经济

物质基础方面，因此，国家公园在人的社会关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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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上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在居民和访客中有不同的内容

表征，社区居民作为国家公园的保护者与受益方，

与自然的和解更依赖于人与人的和解[23]，“村民之

间关系友好”是促进居民从居住地到归属地的情

感转化，能够加强人与环境基于情感纽带产生的

互动[24]，激活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潜能[25]，

提高参与意愿，实现国家公园共建共享；在访客群

体中，则主要表现为是否“愿意为国家公园建设提

出建议”，是对其本质特征和创造性活动的激

发[26]。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联结，

表现为居民、访客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程度和亲近

程度，进而增强人与自然关系的质量[27]，具体表现

为“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体化程度”、“与动植物的亲

近关系”。

总而言之，生态社会关系的增强，能够潜在推

动人自觉调整与自然，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

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双重和谐，有利于人性的完

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8]。 

4    讨　论

本研究探讨论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内

在机理，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研究发现，国家

公园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 4 个方面，即提

供生态物质基础、促进生态精神富有、提升生态道

德素质以及构建生态社会关系，包括关注生存环

境、生活环境、发展环境、文化自信、生态自信、

精神享受、生态责任、生态行为、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10 个主要因子，其中部分因子

在居民和访客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表征内容。因

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根

本目标，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应当关注以下方面：

从居民角度而言：（1）国家公园在坚持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过程中应关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以改

变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依赖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将生物多样性和当地文化转换为生态旅游产品，

如将武夷山生态茶庄拓展成为环境教育、生态旅

游等特色产业链，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物质生

存、生活和发展环境；（2）关注居民的参与意愿、参

与能力和参与机会，在心理、经济、社会、政治等

方面赋予居民参与权力，形成各利益相关者的交

流制度，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国家公园相关项目

的规划、开发与管理中来，引导社区居民的地方知

识和传统智慧转化为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能力[35]；

（3）在居民与国家公园良好社会生态关系的发展

中，将国家公园内外的相关村镇建设成休闲体验

型的美丽乡村，优化原有的村庄布局，增强社区幸

福感，强化居民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的归属感以促进地方认同。

从访客角度而言：（1）在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要求的基础上，注意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全民

共享性和国家代表性的理念宣传，鼓励提供贴近

自然的服务设施、引入智慧游憩系统以实现国家

公园生态环境福利、游憩福利，给予访客更真实的

自然环境和当地文化的愉悦生态休闲体验；（2）实
施特许经营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为访客提供高

质量的生态产品，有效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36 − 37]，

进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强化公众对自然的

道德理性和关怀；（3）关注国家公园对公众的环境

教育功能，开展生态道德教育以增加其环境保护

责任、意愿与行动，提高其保护生命和自然的生态

道德素质，促进人类素质和深层能力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目

标[21]，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休闲思想所追求的价值

归旨[38]，国家公园作为优质生态产品，坚持全民共

建共享理念，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佳场域，本

研究从数据角度证实了从居民、访客双角度国家

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后续的研究

还应进一步关注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

态道德素质以及生态社会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

探讨居民和访客于主要因素方面的差异，细化和

丰富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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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in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China

ZHOU Yin,   SUN Yingxue,   ZHANG Haixia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bridge,  the  internal  logic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parks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was reviewed, with Wuyishan National Park as a case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in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national parks can promot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from  four  aspects:  providing “ecological  material  basis” ,  building “ecological  social  relations” ,  improving
“ ecological  moral  quality”  and  promoting “ rich  ecological  spirit” ,  which  includ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living  conditio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cological  self-confidence,  spiritual
enjoyment,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ecological  behav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mong others.
Keywords：Wuyishan National Park；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ecological civilization；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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