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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加国家公园自然游憩资源管理比较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采用政治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分析
了三个案例地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安排和相应的资源使用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案例地不同时期
的政治生态学模型并分析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性格和政治能量，黄向发现：（1）在BPNP的政治
生态学模型中，促使资源变化朝良性发展的政治安排原因，首先是资源使用的强势主导方公园方和制
衡力量NGOs的首要目标均是保护，其次是制衡力量NGOs具备与资源使用主导方公园方和私人土地拥
有者抗衡的政治能量；（2）丹霞山景区内导致资源使用风险增加乃至可能会出现资源破坏的政治安
排原因，一是资源使用主导方丹霞山委员会的基本目标是获得经济利益，二是没有牵制力量或者是牵
制力量政治能量太低，无法对决策形成有效影响；（3）鼎湖山景区内资源使用强度现阶段保持稳定
的局面，在政治安排上的主要原因，一是资源使用的两个主导方（风景区和保护区）的机构目标针锋
相对，风景区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保护为辅，保护区是以保护资源为主获得适当经济补偿为辅。
二是两个主导方的政治能量均为同一层次，形成势均力敌。
鉴于此，黄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制度的两个方案：其一，垂直管理的国家公园系统（
遗产部一国家公园管理局）方案；其二，垂直管理的自然保护区系统和属地管理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系
统并存的方案，即在同一个资源区域范围内建议同时存在上述两个系统。
　　本人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建立类似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的需求和呼
声会越来越高，国家公园更多的要担负起保护自然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而为地方经济贡献门
票收入的作用要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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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问题4的落脚点是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在问题3的比较中发现，在BPNP的政治生态学模
型中促使资源变化朝良性发展的政治安排原因，首先是资源使用的强势主导方公园方和制衡力量NCO
的首要目标均是保护，其次是制衡力量NGO具备与资源使用主导方公园方和私人土地拥有者抗衡的政
治能量。
而PAC模式则是这种政治安排的载体。
PAC模式是加拿大BPNP特有的模式，在我国无相似的模式可比，但对PAC模式有效性的解析对我国未
来在国家公园个体层面上建设有效的资源管理监督机制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因此，问题4以加拿大BPNP的特定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PAC是否具有有效性，从而探讨我国在
国家公园（自然景区）个体的问题上构建有效的自然游憩资源管理制度。
问题5则从整个国家公园体系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在我国构建一个基于国情的宏观体制。
《加拿大国家公园体系规划》是加拿大国家公园系统的制度基石，也是一种进行国家公园宏观体制构
建的思想方法。
在我国几乎没有相类似的体系规划，因此，问题5通过发展“区域公园体系规划”的方法为不同行政
区域内的公园体系规划提供参考。
同时，问题5以中国全国作为一个行政区域，使用“区域公园体系规划”的框架构建了“中国国家公
园体系规划”的框架，从国家公园宏观资源管理制度的层面提出了一种思路。
问题1至问题5的分析脉络为从比较中加国家公园的体制中得出结论并用于构建我国从国家公园个体到
整个国家公园体系的体制。
然而在我国的自然景区（包括但不局限于国家公园）的自然游憩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与加拿大完
全不同的现象，一个是大量的长期租赁自然景区（问题6），另一个是对生态旅游资源管理的泛化（
问题7）。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是研究中国自然景区（包括国家公园）自然游憩资源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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