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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着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您期待它们
带来什么？

樊杰：目前对于国家公园的建设大家已经形成共
识，就是既要“最严格保护”又要“适度合理利用”。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大约有60%左右区域生
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极高，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使命，但同时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
较为贫困。在生态重要功能区的范围内，具备建设成为
国家公园条件的区域，往往在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等方
面上具有显著价值，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教育、提
升环境伦理的优势条件。

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旅游、观光
等将是我国人民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绿水青
山，以国家公园为载体，转换为金山银山，无疑成为生
态重要但相对贫困区域一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机遇，一
条实现同步现代化的新路径，可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成”在生态、“败”也在
生态。青藏高原自然生态具有脆弱性强、恢复力弱、
对其他地区生态平衡影响程度大的特征，建设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屏障是国家战略、也是青藏高原富民强区
的自然基础，因此，在这里的国家公园群建设必须坚
持生态优先、最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的原则。一方面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精准谋划自
然生态保护格局，对生态安全屏障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制度。另一方面，科学测定合理的国家公园开发容
量，作为国家公园可为人类合理适度利用的最高上
限。我们对典型区的研究认为，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
群备选范围内，用小于1%的土地进行低密度利用、
实现对 99%以上的国土空间进行最严格的生态保
护，是可行的。

因此，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顶层设计
应由中央政府主导，编制总体规划和建设方案，划定
各类功能区和红线，做好棋盘，定好规则，布好棋
子；制定建设规范，确定技术流程和工程标准，指导
施工建设；明确管理制度，编制动态监督和定期评估
规程，及时纠正运行阶段的偏差；按照“交钥匙”工
程的范式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中的每个国家公园建
设提供全流程的指导和服务。

当然，国家公园建设问题越复杂，战略性越突
出，越需要科学研究作支持。

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特别是以系统观念深入认知国家公园。着力建构
从国家公园基础数据库，科学方案以及后续科学监控
的体系，以体制机制打通生态保护、社区发展、自然
游憩等链条，充分协调好国家公园区域和周边区域之
间、不同类型国家公园之间以及国家公园与其他自然
保护地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国家公园打造成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一张亮丽的名片。

国家公园将成“国家名片”

10月 12日，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
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看到这个消息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樊杰难掩兴奋之情。“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大事
件。”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专家组成员、“青藏高原国家公
园群”概念提出者，樊杰一直参与相关工作，对这个事件的意义
有更深的理解。

“在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全球性会议上，我国国家
元首宣布设立国家公园，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能够为全球性
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彼时 （10月2日—18日），他正带领着由21位科技工作者组成
的青藏高原科考队国家公园分队对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云南
高黎贡山地区开展野外科考工作，为论证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
家公园、云南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的建设可行性提供了基础支撑。

如何去理解国家公园的意义？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后将为我们
带来什么？后续还会有什么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樊杰
委员——

记者：近期首批国家公园正式成
立。但其实从 2013 年中共中央 《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起，到后来开展
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祁连山、
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湖北神农架、浙
江钱江源、湖南南山、福建武夷山国家
公园等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
已经经历了几年的过程。那首批国家公
园的成立意味着什么？

樊杰：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国家
公园是什么？在如今城市中，公园很
多，为人们提供与城市主旋律生活有所
区别的娱乐休闲场所。但往往规模有
限，很难有相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为
依托，也很难有较大尺度的景观为观赏
对象，所以人工修饰、园林化风格便成
为城市公园的主旋律。

但是国家公园，则具备了依托相对
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较大尺度的自然
风光和天然景观，打造供国民游憩休闲
去处的绝佳条件。

从187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起，国家
公园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全球范围
内已建成5609个国家公园。但我国此
时设立国家公园，出于什么目的？还可
以换个问法——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公
园？

纵览国外已建成的国家公园，尽管
类型多、规模不一，但一般都有两个显
著特征：一是通常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
础，以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天然景观为
主要内容。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自然景观资源的独特性属于国家罕
见甚至世界罕见。

因此如何实施对自然生态系统最严格
的保护、使之能持续增值利用，同时如何
选择最合理的游憩模式、为人民大众提供

优质的服务，打造国家级“最美后花
园”、构筑最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屏障，成
为各国着力探讨的命题。

成立什么样的国家公园更适合本国
发展道路的需要、怎么建设符合国情的
国家公园，都是需要严格论证、科学规
划和制度体系的创新。于是，我国前期
首先推出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
点，并在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试点方
案。

如今，从试点到第一批国家公园的
设立，数量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标
志着我国国家公园进入了建设阶段。比
如，5个国家公园中，大熊猫、东北虎
豹、三江源等3个国家公园拥有世界知
名度的保护物种，在突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同时，彰显了我国新发展理念，向
世界表明，我国今后的发展要更加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这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也
是我国现代化目标的组成部分。另一方
面，足以体现我国自然生态保护类型的
多样。三江源国家公园主要保护“中华
水塔”；大熊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
要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南热带
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则主要保护热
带、亚热带重要森林生态系统。可以
说，建设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多样性，
既有利于中国，也有益于全球。

随着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成立，随着
生态文明理念的强化、旅游在人们生命
过程中的地位提升，我们相信，国家公
园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彰显着
国家对自然的态度、彰显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方向、彰显着一个国家在世
界之林独特的存在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独特角色，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中体现中国担当。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在路上。

国家公园是“国家级”的后花园

记者：您刚才提到，在建设国家公
园试点中，理念和方案是在不断调整的？

樊杰：尽管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
晚，但国家公园从提出就成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过去，我国一直采用另一套体系去
实现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和经营，
比如在国家层面上，有国家自然保护
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
家湿地、国家风景名胜区等。但事实
上，这些自然保护地却分属不同的部
委，存在帽子重叠、空间范围不一致、
保护目标冲突、实施政策不协调、政出
多门、自然保护地不成体系的问题。

从2015年起，中国开始开展国家
公园试点，旨在通过国家公园体制重整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大方向下，仅从保护和开发两个
维度看，当时选择的试点类型存在很大
的差异性。一些试点的国家公园已经进
行了高强度的开发，是旅游热点的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如长城国家公园；一些
试点的国家公园人烟稀少，自然保护重
要性突出，如三江源国家公园。这种差

异表明当时设立国家公园的理念并不十
分清晰，还处于探索的阶段。

2019 年 6 月中办、国办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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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成为这一阶
段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国家开始调整、优化国家公园
的试点方案，撤销了长城国家公园，增
补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在管理体制上，从始至今也还有不
同的认知。比如有的过分突出国家公园
的“保护功能”，曾经有的国家公园规
划方案中甚至出现过不给科学考察、科
学观测站留建设空间的情况。这种认知偏
差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国家公园可能成
为区域发展的障碍因素，从而畏惧甚至拒
绝建设国家公园。另一种是过分强调“公
园功能”。将国家公园作为旅游休闲地的
翻版，把国家公园视为“吸金”招牌。甚
至一些地方自己命名国家公园，开展有损
生态系统保护的旅游活动。

随着试点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十九
大以来，国家公园建设理念和方案日趋
科学合理。

国家公园建设不断完善调整

记者：在8月30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把青
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以
国家公园群为基础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空间格
局。”“国家公园群”怎么理解？我们了解到，
您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为什么提出这个
概念？

樊杰：这事源于2017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的
青藏科考。2017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发来
贺信，要求“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
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
科考队组建国家公园分队，我担任分队长。

青藏高原在全球的自然生态独特性和社会
文化的独特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生活在海拔
500米以下的全球80%的人口而言，这个“世
界第三极”呈现的一切都令人向往、感到
神秘。

高耸雪山、深邃峡谷、湛蓝湖泊、广袤草
原等在地域上的大尺度组合，形成了令我们这
些总被建筑物阻挡视线的城镇化人们震撼的景
致，这种景致不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而且在
全球范围内也是越来越稀有和珍贵。大尺度景
观中再镶嵌上高原特有藏羚羊、黑颈鹤、野驴
等野生动物，再点缀上种植的青稞、牧养的牛
羊、古今特色聚落和传统寺庙以及舞动着锅庄
的藏民，便构成了一幅幅自然和人文大美的画
面。这种美使你置身其中时，会感受到心灵的
净化和升华。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原真性为宗旨、兼顾能够世代传承的国家
代表性和全民所有的公益性特征。显然，青藏高
原是理想的、为数很多的国家公园备选地。

在青藏高原建设国家公园，必须把国家公
园可行性论证建立在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扎实
的研究工作基础之上，这需要充分地论证、科
学地规划、合理地建设以及规范地管理，要协
调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公园公益活动之间的
关系，规避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的生态风
险，才可以启动进程。

因此，在2017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第二次
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之初，我们就把在青藏
高原建立国家公园的可行性研究，作为探索青
藏高原绿色发展途径的核心任务，并提出在青
藏高原建立“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即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概念。

当时我们通过对西藏的初步科考研究认
为，以西藏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峰、
色林错-普诺刚日冰川、扎达土林-神山圣湖

等片区为主体建设国家公园，联合四省藏区已有
和新建的国家公园，完全有能力形成在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国家公园群。

从2017年至今，我们青藏高原第二次科学
考察研究队国家公园分队，走遍了青藏高原所有
有可能建设国家公园的地方，撰写近200万字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科考报告。通过评价，论证了
青藏高原建设国家公园群是可行的，我们提出由
6个旗舰国家公园为引领、2个跨国公园和13个
国家公园共同构成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总体布
局科学方案草案。

2018年 5月，联合国环境署邀请我首次向
国际社会介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科考初步成
果，这个项目还被纳入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国跟踪项目之一。

同时，从2019年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我连续三年以提案或社情民意方式建议推进青藏
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

这些建议，很快被国家林草总局、西藏和青
海省人民政府等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采纳。近年
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不断部署开展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研究和规划工作。我也有幸被纳入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专家组。

随着《“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
要》的提出，这表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概
念正在转变为政府决策行动，正在成为青藏高原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有望成为我国具有世界
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

“国家公园群”正转变为政府决策行动

““国家公园群国家公园群””呼之欲出呼之欲出
——访全国政协委员、“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概念提出者樊杰

本报记者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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