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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现存问题与发展趋势

2.1　现存问题
2.1.1　规划层次性不够，片面强调开发建设　按照《规范》的框架制订的规划成果，比较注重林场转制的开
发建设策略和具体措施。使设计工作成果介于规划与设计的层次之间，严格而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这往往

使得森林公园在建设和管理阶段因缺乏有效的依据而造成保护不力、开发过度等恶劣结果。

2.1.2　缺乏合理勘界的原则与方法　源于国有林场转制形成的传统森林公园规划，其边界往往直接采纳林
场的行政边界，故《规范》中没有涉及相关的森林公园勘界或调整问题，常造成建立在生产目的之上的林场

边界，往往与资源保护和森林旅游的目标相悖。

2.1.3　缺乏游人体验与资源保护关系的研究　由于现行《规范》中不要求对游人体验和资源保护的关系作
出响应，照本编制的规划工作成果内容庞杂，全面有余，重点不足、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

2.1.4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与利益相关者研究　传统国有林场用地主体单一，以此为基础的森林公园规划，
一般都缺乏公众参与和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研究，造成规划程序的单一化、线性化和规划成果的可
操作性较差。

2.2　发展趋势
2.2.1　用地结构、规划建设与经营方式多样化　今后我国森林公园的用地结构，应逐步改变单纯从林场转
制组建的形式，林场之外相邻的其它用地（如自然水体、农田、果林、防护林、生态风景林等）也将有可能划入

森林公园范围；用地主体也不再单指林场，而可能包括城镇、村、企业与承包山林农户等多种经济单位［40］。

随着用地性质的多元化，其规划建设和经营方式也随之多样化。

2.2.2　生态保育和生态旅游功能的强化与优化　森林公园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将由以往的观光型大众旅
游转化为环境审美型、休闲健康型和科普考察型的生态旅游层次，即向深度旅游的方向发展。

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将更注重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保育和合理利用，在方法上改变以往的功能分区模

式，更强调从动植物资源、景观、生态系统的角度对森林公园实行分区分级控制和管理。森林公园的设施设

计和建设将以最少牺牲自然特色、最大限度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为原则。

2.2.3　城市生活需求变化推动森林公园发展　为了控制城市的日益扩张和城市环境的逐渐恶化，目前国内
许多发达地区的城市将森林公园作为维持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有效控制城市建设规模的手段和载体，将森林

公园纳入城市绿地系统，大力扶持发展。例如，北京的城市环境建设规划［41］、上海的“森林城”的规划［42］以

及广东东莞的“20 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建设规划（东莞市政府，2000），都反映了森林公园在市域生
态绿地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3　对我国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的启示

3.1.1　定位与建设发展目标　由于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人类对生态环境高质量的需求，森林公园的本
质也将由单纯以林场为基础的森林本体保护与开发性利用，转变为对城市或区域生态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

自然资源保育和可持续性利用。相应地，今后我国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目标应当是：

⑴保护园区生态资源和土地景观的自然性；

⑵增强森林保育面积和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⑶在环境承载力之内适度为社会提供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疗养保健、科普科教的空间和场所。

3.1.2　总体规划的本质与作用
与传统森林公园利益主体和发展目标单一化相适应，传统的规划编制模式是从单方被动接受任务到完

成书面规划成果的过程。但是，面对新时期森林公园发展目标十分复杂的不确定性，规划的本质与作用也表

现为：以专业的角色明确现状问题和建设任务、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制定工作实施策略、督促合理贯彻实施的

过程。规划文本和图集，应当是规划发展策略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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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总体规划编制方法的优化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技术路线，将从单一的线性发展为综合、互动和反
馈；规划方法要求引入对相关利益机制的分析，从游人体验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出发，逐渐深入社区或居民参

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执行；规划内容也必然要求增加合理界定规划对象和范围、资源保护、森林保育和

景观优化、森林旅游发展及实施策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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