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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游憩地规划建设理论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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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总结了国内外主要类型的自然游憩地开发规划理论研
究进展，指出我国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并探讨了我国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的理论构架。

关键词　自然游憩地　森林公园　国家公园　郊野公园　规划
中图分类号：S759.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4427（2007）01 -0104 -05

A T heoreticalStudy on N aturalR ecreation A reas′
D eveloping Planning

Jiang H aiyan1　　LiM in2

（1.Departm entofU rban Planning，G uangdong U niversity ofTechnology，G uangzhou，510090；
2.Departm entofLandscape A rchitecture &Urban Planning，South2China A griculturalU niversity）

A 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n Forest Parks，N ational Parks and H ong
K ong Country Parks，the author sum m arized the developm entand generalidea ofm ajor naturalrecreation areas′de2
veloping planning theories athom e and abroad，thus pointed out the problem s existed in our national Forest Park
planning and the tendency ofits developm ent，finally discussed the lights ofresearches on generalplanning ofFor2
estPar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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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为了充分保护、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分别建立了森林公园、国家公园、郊野公园等不同类型的

自然游憩地。其中，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的国家公园体系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在规划设计、建设管
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相对比较成熟；以香港为代表的郊野公园体系从酝酿到发展也有 40 多年的历史，由
于香港政府立法明确、措施得力，使其实际建设颇有成效。我国森林公园发展时间较短，只有 20 多年，有关
理论和方法研究还处于边实践边探索的阶段。

森林公园、国家公园、郊野公园等自然游憩地形式，作为兼顾自然保护和公众游乐的区域，在不同国家的

管理体制有所差异，但在建立目的、保护对象、空间性质、发展目标、功能效益等方面却有一定的相似性。因

此，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对我国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有所启发。

1　国内外自然游憩地规划建设理论的发展概况

1.1　我国森林公园的规划理论方法
我国森林公园的规划设计框架，基本参照原国家林业部 1995 年发布的林业行业标准《森林公园总体设

计规范》（LY /T5132295）（以下简称《规范》）。对于森林公园规划设计的各个主要环节，有关学者和管理人
员在方法论上均有研究和实践。

在森林资源评价方面，主要应用的方法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类。其中，定性分析和评价的方法有：定性描

述法［1］、“三三六”定性评价方法［2］、SW O T 分析法［3］等；定量分析和评价的方法有：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

质量等级评定法（G B /T1800521999）、层次分析法（A TP）［4］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有景观敏感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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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5］。另外，对于森林公园建设条件的几个主要指标的评价方法也有研究和运用，比如森林风景林美学评

价法［6］、气候疗养避暑功能评价法［7］、环境承载力评价法［8］等。

在森林公园环境容量与游客规模方面，主要应用方法有：计算环境容量的面积法、卡口法、游路法等

（LY /T5132295），而在各项具体方法使用时采用的计算指标方面则缺乏研究和论证；在游客规模预测方面，
主要采用市场调查法［9］。

在森林公园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方面，主要运用以下分区模式：森林旅游区（游览区、游乐区、狩猎区、

野营区、休、疗养区、接待服务区、生态保护区）、生产经营区、管理生活区等，而游览区又根据景观特色分为

若干个景区（见《规范》）。而在功能分区与总体布局方面，则缺乏具体方法论的研究。

在森林公园景区、景点和游览线路规划设计方面，主要应用方法有：景观组织方面的垂直序列组织法、水

平序列组织法、生态序列组织法、境界与意境序列组织法；景观设计方面的选景2保护和选择法、饰景2修饰和
强化法、造景2恢复和新建法，并针对森林公园主景设计、人工景观设计等方面内容提出具体方法和指导原
则［10213］，在组织森林景观方面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在森林公园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方面，对植物景观的表现、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原则与措施等方面都有初步

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14217］。

1.2　国家公园体系的规划理论方法
1.2.1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概况
（1）规划指导思想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思想的演变，经历了总体规划（ M aster Plan）、综合行动规划（ Com prehensive A ction

Plan）和行动决策构架（Fram ework ofD ecision M aking）三个阶段。规划工作的重点，由以经济和美学价值为
导向的旅游设施建设和视觉景观规划，转向为以“如何更好地保护资源为导向”的资源管理规划［18］；现阶段

评价国家公园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地理的代表性、生态系统的价值度、景观价值以及游人喜爱程度等［19］，

表明国家公园功能重心由景观欣赏利用向生态资源保护转移。

（2）国家公园设立及修订边界的标准
美国国家公园的设立标准包括：①资源特征方面具有国家意义（N ational Significance）；②开发建设层面

具有适宜性和可行性（Su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③行政管理上要求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直辖（ D irect N PS
M anagem ent），并拥有详细的管理方案或手段（M anagem entO ptions）［20］。

调整国家公园边界的标准包括：①具备与公园建立目的相关的有意义的资源或公众欣赏的机会；②具备

可操作或管理的条件，如可进入性以及通过地形、其他自然特征或道路的边界易识别性等；③有利于保护公

园资源以实现公园目标；④增加土地时，要考虑规模、布局、所有权、成本及其它因素在管理上的可行性；⑤其

它级别或形式的方案不足以达到管理和保护资源目的［21］。

值得注意的是，划入同一国家公园的用地单元要求具有同质性，即如果它们在保护目的和意义上不直接

相关，不宜划入一条边界之内。如一个史前人类学遗址毗邻一块国内战争遗址，应作为两个单元分别划界予

以保护［20］。

（3）规划工作层次、程序及内容要点
美国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决策制订，通常按照表 1 所示的框架和内容执行，强调规划工作内容的层次性；

规划过程全面引入公众参与和中期管理机制［22223］；注重多方案的比较和多学科背景规划决策队伍的组织。

美国国家公园现阶段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软性规划和硬性规划两个方面［24］。软性规划主要指解说、游客

服务、教育、资源管理、监督以及基础研究方面的规划；硬性规划主要指对物质设施方面的规划，包括道路、建

筑物、基础设施等；规划重点偏向于软性规划的内容，突出资源管理的目标。

（4）主要规划理论与方法
包括游人机会序列理论（R O S）［18］、可接受改变的限度理论（LA C）［18，25］、游人体验与资源保护方法

（V ER P）［26227］、国家环境政策法（N EPA）［28］、场地保护计划（SCP）、游人影响管理（V IM ）法［18］、土地适用性评

价方法（LSA）［29230］、土地分区管理（ Zoning）［18］、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ELA）、U ET（U ltim ate Environm ental
Threshold）等［31］。

（5）社区及利益相关者驱动机制的研究与执行
详细分析土地所有者（部分的利益相关者）从资源保护中能够获得的所有可能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土地

所有者保护资源的驱动因子，研究良好的社区、杰出的资源、非凡的景观之间的关系，建立诸如付费、税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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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支持、多渠道基金援助、政策保护等多种切实可行的驱动机制，最终达成与社区一起共同保护资源的目

标［32233］。

表 1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与决策制订框架
规划

顺序

规划工

作层次

规划时限

（年）
主要规划要点 逻辑关系

1 规划与管理基础 15 ～20
目的/意义/首要解说主题/专项研究/相
关法规、政策汇总/资源调查与分析评价

所有后续规划的先决条件

2
总体管理规划

（G M P）
15 ～20

（含 1内容）管理区划/各区的管理规定
/边界调整/项目实施成本预算

定性层次，不涉及具体行动措施

3 工作纲领规划 15 ～20
监控资源质量与游人体验的定量或客

观的指标/推荐的策略
是 G M P 和战略规划之间的桥梁，
属于分析报告或信息集成

4 战略规划 3 ～5 长期目标/全局战略
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和实施方

案，介于做什么和怎么做之间

5 实施规划 5 专项规划，包括时序安排和成本预算 是战略规划的细化；解决怎么做

6
年度执行计划与

年度执行报告
1 年度目标/年度工作计划/执行情况 是实施规划的细化与检查

　　注：本表是根据 N PS，2004 的资料综合整理。
1.2.2　加拿大国家公园规划概况　在加拿大，1972 年后国家公园的价值取向由初期的游憩利用转向生态
保护：即保护和维持国家公园的生态完整性，将游憩限于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以及对环境产生非消耗性的活

动［34］。其规划程序与美国十分相似，包括 4个阶段 10 个步骤，在整个规划过程中，有 5 个层次的成果，依次
是：系统计划方案、国家公园管理计划、分区计划、设施计划、活动计划［35］。规划工作大致包括六方面内容：

背景资料的收集、分析与研究、目标确定、目标实施、管理体制以及其它内容。

在功能分区方面，国家公园通常划分为 5 带：特殊保护带、原始生境带、自然环境带、户外游憩带、公园服
务带。在特殊保护带，严禁机动车的进入和游憩设施的修建。并从有效保护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国家公园允

许开展的 42 种游憩活动类型［36237］。设施布局普遍遵循“园内游、园外住”的思想，而园内的服务设施主要是

为旅游者提供欣赏和享受自然景色便利，同时为了保护自然。这些设施多集中布置，且建筑风格、体型、色

彩、规模要与自然相融合［38］。

1.2.3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规划概况　根据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实际发展经验和相关的法律政策，其规划程序
可分为调查、分析、规划制定与规划实施 4 个阶段 12 个步骤［39］。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分区规划、游憩活动规划、游憩及服务设施规划、道路系统规划、标志系统规划、环境

美化规划设计等。重点强调游憩活动及其设施、步道系统、标志系统等的规划设计（台湾内政部营建署）。

资源调查与分析方法包括计算机解析法、航片分析法、模型试验法、二维空间矩阵法等。

1.3　香港郊野公园的规划理论
1.3.1　规划建设程序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划定面积和范围2→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制定发展建设计划2→
渔农自然护理署工厂实施建设”的程序，根据游人需求，边计划、边建设。

1.3.2　规划指导思想　香港郊野公园规划思想，以保护郊区未经工业化影响的自然生态景观为目标，确定
自然、古朴、野趣为基本规划原则，帮助游人体验未经工业化生产开发的原始状态的自然景观。

1.3.3　设施建设和定位　各郊野公园基本没有餐饮、住宿等对环境破坏较大的建设内容，只有烧烤点、露营
点、康乐设施、避雨亭、观景台、问询处、电话亭、厕所等基本服务设施。这些设施的选址、设计和施工建设，主

要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的工厂完成，突出休闲、健身、科教功能。各公园服务设施的形式和风格基本一致，以编

号和地理坐标确定游客的准确方位，并无特别的景点主题构思或多样化的特色设计。

1.3.4　管理和服务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对各郊野公园，在管理上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对一些集体活动、
盈利活动、建设活动等按标准进行收费，其它在园内的活动（如带车入园、使用烧烤设施及露营地、康乐设施

等）均免费。而在服务上突出信息服务，通过完善的网络信息，向游人提供交通、安全、预订、介绍等服务，通

过游人的这些自助行为，大大简便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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