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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浅析国家公园游憩系统与门户社区布局原则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王耀斌  陆路正 
 

    从全球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经验来看，国家公园是一种以生态系统保护和游憩机会提供为目

标导向的自然保护地发展模式，可以作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

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是我国国家公

园的特色要求。 

    以国家公园作为目的地进行游憩系统布局发展的研究，自然会从需求供给的逻辑出发。研究

对象是作为客体的需求端旅游者和作为主体供给侧的目的地社区，而针对目的地主体的社区研

究，是国家公园游憩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先决条件。 

    社区是一种由目的地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一种区域生活共同体，对于国家公园社区的研究，

其重点必然在作为国家公园游憩系统切入点的门户，即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门户社区，这一概念

就是指游客可以进入国家公园进行游憩活动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区域可以是城镇，也可以是乡村。

门户社区是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起始点与终结点，是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灵魂核心。 

    这就形成了一种国家公园游憩与门户社区的依托关系，门户社区依靠国家公园吸引的游憩者

在当地进行消费，而国家公园也要依托于门户社区的功能为游憩者提供“食、住、行、游、购、

娱”等基础活动。因此，科学的门户社区空间布局对于国家公园游憩系统，乃至整个国家公园系

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门户布局需要遵循两个核心原则。 

    第一，门户社区的布局必须坚持生态第一。国家公园本质上是属于自然保护地的一种，其存

在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促进。因此，无论国家公园任何系统的发展，相

较于区域内的生态保护工作都是低优先级的，且必须服务于生态保护系统。所以，在我国自然保

护地体系下，国家公园应该是一种将区域自然生态风景的保护作为主要工作，且能为旅游者提供

基础的游憩服务的自然地保护模式。这就要求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门户社区布局必须坚持可持续

发展理念，门户社区的布局应该以国家公园的现实生态环境系统分区为准。分区要摒弃以往资源

决定分区的逻辑，构建功能决定分区的分区模式，引导门户社区在空间上以不影响国家公园的自

然生态系统来布局，游憩系统的整体规划也需要保障自然保护地生态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门户社区的布局必须保证空间正义。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共计有 3.31亿的公园游客在全美的国家公园服务中花费了大约 182亿美元。这些支出共支撑

了 3.06万个就业岗位、119亿美元的劳动收入、203亿美元的增加值和 358亿美元的国民经济产

出。这说明国家公园体制对于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拥有极为突出的动能。因此，国家公园游憩系

统门户社区布局发展的空间正义问题需要被重视。门户社区的布局原则上要在地理空间、经济水

平、人口规模等方面实现机会均等，即需要按照国家公园及辐射范围内的各种客观因素，对门户

社区的布局进行主观调控，使国家公园的各普通社区皆可以享受到游憩系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最终形成一种门户社区带动周边多社区的国家公园利益共享机制，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也可以

参与享受到国家公园发展带来的红利。 

    综合来看，国家公园游憩系统门户社区的布局是由多个小同心圆（圆心为门户社区，辐射周

边众多社区）构成的大同心圆。这一分区以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为依据，以国家公园及其辐射区

域为整体空间，综合考量区域内的空间正义问题，以此来完成国家公园对于生态保护与游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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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这两大使命。 

    笔者认为，在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国家公园的门户社区理论上只是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短暂停留点。但在发展过

程中，门户社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资本洼地，随着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的发展而形成一种实际效应

中的旅游目的地，最终导致国家公园的社区发展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富者愈富，这与国家

公园游憩系统的门户社区布局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需要一种可以实时调控的资本控制机制

体系，对于“门户”这一概念要严格遵守，立足于门户但坚决不能超越门户。 

    其次，由于国家公园在地理上是一种比较大的空间区划，不同的社区拥有不同的文化，这些

形态各异的文化往往也属于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范围。因此，对于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社区文化原

真性的保护也必须得到重视。笔者认为，国家公园机制体系对于社区的原真性文化需要一套监测

预警体系，对于社区本身存在的原真性文化保护需要依据政府文件的原则，坚守“经济让步，保

护第一”的原则。 

    最后，游憩系统作为社区发展的主要系统，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季节性的制约。我国

国家公园由于保护第一的特性，或许不能在游憩系统的发展中开发各种黏性高的、可打破季节性

的旅游产品。因此，游憩系统必须依托于特色产业，特色产业的论证挖掘需要以门户社区及其周

边社区的自然生态条件为基础，在坚持保护第一原则的前提下，增强国家公园游憩系统社区的生

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