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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000
多个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标准的国家公园（彭

建，2019）。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的国

家，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标志着国家公园作为自然

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开始进入全球历史舞台（张机

等，2020）。随后，国家公园逐渐拓展到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日本、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并最终发展至全球。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

步较晚，2013年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 年开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施林等，

2022），至 2019年，我国已建立 10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单位。2021年 10月 12日，我国正式设立了第

一批共5处国家公园，涵盖青海、西藏、四川、陕西、

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 10 个省区

（杨尧等，2021）。我国国家公园的设立，既有利于

重要自然保护地生境的保护和修复，也有利于满足

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家公园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2013年我国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学

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渐增。对相关中外文文献

成果的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目前国家公园

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展。

（一）数据来源

以主题词“National Park”在 Web of Science 核

心合集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区间设置为

2013—2023 年，文献类型保留“Article”和“Review
Article”两种，语言选择“English”，仅保留SSCI、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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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索引数据库文献，并应用Cite Space进行去重

处理，得到截至 2023年 9月 6号的外文文献最终研

究数据 28169条。同时，以主题词“国家公园”在中

国知网中检索，检索时间区间设置为 2013—2023
年，文献类型选择学术期刊，仅保留北大核心、

CSSCI、CSSCD期刊来源文献，经过筛选并应用Cite
Space 去重处理后，得到截至 2023 年 9 月 6 号的

2081条文献数据，作为中文文献最终研究数据。

（二）发文量、研究力量、研究热点与主题

应用文献计量法，探析相关领域研究概况与热

点，可以明晰发展问题，确定发展方向。

1.发文量

国内外相关领域发文总量整体呈现波动上升

趋势。相较于国外，国内相关研究虽起步晚、发文

量小、研究基础较薄弱，但在 2019年后研究成果迅

速增加（见图1）。

2.研究力量

2013—2023 年发文量前六位的国家为美国

（9123 篇）、英国（1658 篇）、德国（1632 篇）、中国

（1557 篇）、澳大利亚（1407 篇）、南非（1380 篇）（见

图 2、图 3）。研究机构主要由各大高校和国家公园

政府性研究机构组成，排名前六位的机构分别为：

美国地质调查局（761 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658篇）、中国科学院（491篇）、牛津大学（398篇）、

比勒陀利亚大学（398篇）、科多拉多州立大学（384
篇）。其中，美国作为国家公园发源地，相关研究起

步早、成果多、研究广泛而深入，而我国中国科学院

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际合作成果也较为突出。

从国内研究来看，自 2013—2023年，国内共有

310家研究机构参与该领域研究，主要由国内各大

高校所属研究机构组成，各机构间尚未形成紧密的

合作关系。排名前六位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园

林、生态、资源类院系所。

3.研究热点与主题

外文文献研究热点。国外期刊发表的相关研

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公园动植物生境及生物

多样性维护、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及生态服务系统构

建、国家公园应急管理机制（如应对气候变化、人类

活动与野火影响及潜在的危害等）、国家公园各利

益相关者的权衡与协调机制（如社区、民众）、国家

公园管理体系/模式总结、国家公园可持续旅游发展

路径（见表1、图4）。
国内文献研究热点。国内期刊发表的相关研

究，研究案例除国家公园外，还涉及自然保护地/区、

（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文化公园、

风景园林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公园生态、旅

游景观布局及可持续发展机制、国家公园生态系统

及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保护、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

制、国家公园体制/体系经验借鉴及中国化（如特许

经营、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国土空间规划）、国家公

图2 研究国家合作图谱（外文文献）

资料来源：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整理后

绘制。

图1 2013—2023年发文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数据库整理计算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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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外文文献）

资料来源：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整理后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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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各利益相关者（民众、社区、政府等）的平衡、协调

及可持续发展机制及路径（见表2、图5）。
国内外研究热点差异。一是研究对象范围不

同。国外围绕已成体系的国家公园内容进行针对

性研究。反观国内，因国家公园建立较晚，现有成

果所依托的案例对象较为复杂，涉及范围更广。

除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区外，还涉及（国家）湿地

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文化公园、风景园林

等，它们在定位、功能、特征等方面与国家公园体

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后续研究及针对国家公

园的成果转换需要考虑其有效性和适用性。二是

研究内容进程不同。国外在国家公园体系已较为

成熟的背景下，除了对国家公园应急管理机制等

的研究与总结外，更多关注国家公园生态—社会

系统，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如动植物的栖息地、

植被状况、动物的捕食行为的选择等。而我国目

前对国家公园的研究尚处在经验借鉴与探索阶

段，除对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外，还

重视国家公园管理中生态补偿机制、风景规划的

中国化等问题。

图4 外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资料来源：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整理后

绘制。

表1 关键词TOP30词频表

关键词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vegetation
behavior

ecosystem service
selection

habitat use
fire

water
remote sensing

频次

2858
1447
1172
893
480
442
362
219
162
120

关键词

management
climate change

community
impacts
wildlife

perceptions
tourism

predation
disturbance
performance

频次

1913
1402
1051
832
472
407
318
214
150
111

关键词

patterns
forest

ecology
landscape

model
populations
new species

land use
attitudes

habitat selection

频次

1684
1211
902
659
471
375
305
190
123
105

资料来源：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整理后绘制。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国家公园体制

美国

环境因子

地质遗迹

生态保护

评价

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

公园建设

公众参与

特许经营

词频

74
43
33
30
21
19
17
14
14
13
11
10

关键词

生态旅游

物种多样性

生态文明

分布格局

人类活动

生态系统

功能分区

浮游植物

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公园体系

主成分分析

地理探测器

词频

48
41
33
28
21
18
17
14
14
12
11
10

关键词

影响因素

景观格局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补偿

利益相关者

社区参与

管理体制

旅游资源

启示

层次分析法

国土空间规划

国家公园法

词频

48
38
30
21
20
18
14
14
13
11
11
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整理后绘制。

表2 关键词TOP36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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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历程、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建立生

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

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焦玉海，2019）。
（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历程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拉开了我国国家公园建

设的历史序幕（赵力等，2023）。2015年我国开启了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张茂莎、周亚琦、盛茂银，2022）。随后，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在理顺管理体制、创

新运营机制、加强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

展，基本完成顶层设计，实现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

护地统一管理（常钦等，2019）。2019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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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

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

供高质量生态产品（中办国办印发，2019）。建立了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

公园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海

南等12个省份，总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

土面积的2.3%（常钦等，2019）。各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单位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保护功能（见表 3），共同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2021年 10月 12日，我国正式批准设立第一批

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方千米，涵盖近 30%

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表3 中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单位保护重点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公布信息整理。

国家公园试点单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祁连山国家公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

神农架国家公园

普达措国家公园

钱江源国家公园

南山国家公园

保护重点

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

祁连山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野生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和其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淡水资源、水源涵养、高原生物多样性、高原生物种质资源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热带生物多样性

武夷山独特地貌类型和岩层结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地质地貌、珍稀动植物、湖泊湿地、森林草甸、原始生态环境

大面积低海拔中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及其珍稀动植物

水源涵养、东亚—澳大利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物种多样性

图5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整理后绘制。

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施林等，

2022）（见表 4）。至此，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已初步

形成。

（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机制

为了更好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化解国家公园在

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难题，我国根据不同自然保

护地的实际情况，按照建设美丽中国和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要求，积极探索并不断创

新国家公园建设的体制机制。

1.探索统一管理的机制

由于覆盖范围广、资源多样以及行政区域划分

等原因，多头管理、权责不明、效率低下等问题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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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直至国家公园的建设发展

中长期、普遍存在（吴承照等，2017）。为了更好地

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业界、学界共同探索统一管理

机制。管理模式上，由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

局作为中央主管部门，各地各类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作为派出机构行使管理权，负责国家公园的具体保

护和管理，构建自上而下、央地协同的垂直管理机

制（秦天宝等，2020）。管理指标上，提出应对国家

公园的政策法规、总体规划、管理计划、评估标准、

执行力度、土地权属等进行全国统一管理与监督

（赵金崎等，2020）。园区要素构成上，以生态系统

完整性为基本依据，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

命共同体来进行统一管理，突破原有的属地化要素

管理模式，建立面向生态系统完整保护的跨行政区

国家公园统一管理机制（赵鑫蕊等，2022；何思源

等，2019）。
2.探索以政府资金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

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是国家公园运营管理的

关键，直接影响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的实现结果，其

中涉及资金管理机构、资金来源、资金分配等。目

前我国国家公园资金管理机构以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主，资金来源综合了财政、市

场、社会等不同形式（邱胜荣等，2020）。为进一步

推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采取渐进

式、分阶段的资金保障机制。在国家公园试点阶

段，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

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稳定发展阶段，实

行“以中央财政拨款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社会积极

参与”的多渠道资金保障机制（李俊生等，2015）；在

发展成熟阶段，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建立统

一的国家公园建设专项资金，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形成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樊轶侠等，2021）。
3.探索科学监测评估机制

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及资源状况进行科学、

规范的监测与评估，科学助推国家公园生态体系

完整性和原真性，是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的重要

工作（李伟等，2022）。国家积极探索制定科学、专

业、易操作、可监督的监测机制，选择科学监测方

式，如无人机遥感信息采集技术、智慧森林监测技

术、多类型监测样地建设等，精准监测、全方位督

查、及时反馈与更新，确保国家公园资源更新、保

护、恢复等任务有序推进（王金荣等，2019）。同

时，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探索建

立国家公园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建立完善的、

多样化的国家公园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公园标准

化评估与科学管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陈洁等，

2022；吴浩等，2021）。

4.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健全国家公

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公园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秉持“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

赔偿”原则、“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协作”原则、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兼顾”原则、“公平与效率相

权衡”原则，初步探索出“政府、市场、家庭、社会组

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马国勇等，2023）。同时，结合数字技术，探索构

建以“互联网+”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

通过针对性地开展组合式、精准化营销，提升用

户黏性，有效促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

实现（卢畅等，2022）。此外，探索采取横向和纵向

表4 中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重点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公布信息整理。

国家公园名称

三江源国家公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武夷山国家公园

保护重点

高寒草原草甸及高海拔湿地面积、野生动物种群数（藏羚羊、雪豹等）、“三江”水质、草畜平衡

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和连通性、大熊猫栖息地斑块数、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森林蓄积量

野生东北虎/豹种群数量、栖息地适宜性和连通性、生物多样性

热带雨林自然生态系统、野生海南长臂猿种群数、主要水体水质、生物多样性保护

原生性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野生黄腹角雉种群数、典型森林生态系统面积、主要
水体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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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相结合、设立公益岗位、非国有自然资源

统一管理、发展生态旅游等路径实现国家公园生

态产品价值（臧振华等，2021）。

（三）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1.功能区与行政区交叉，急需理顺相关体制机制

国家公园的范围跨越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区，

甚至跨越不同的省份，急需厘清生态保护修复、社

区基本公共服务等相关责任，明确相应的资金来源

渠道。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涉及治多、曲麻莱等四

县，涵盖12个乡镇和53个行政村，覆盖三江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5个保护分区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其行政管理区和生态功能区纵横交叉，

各功能区和各行政区管理关系复杂。在三江源国

家公园试点阶段，考虑到其辖区面积广大，在管理

机制革新上曾有过积极探索，如构建“一园三区”（1
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长江源、黄河源、澜沧

江源3个园区管委会）管理格局、进行县域综合治理

改革和综合执法机构改革等（丁姿等，2021）。但不

同级别行政管理区之间的管理职能交叉、权责划分

不明等问题，依然是急需厘清与明晰的重要问题。

2.生态产品价值存在难测算难实现问题，急需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模式

国家公园的核心任务是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

品。当前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尚在研究阶段，

形成了一定成果（臧振华等，2021），如王火根

（2022）以 德 国 林 业 经 济 学 家 佛 斯 特 曼（M.
Faustmann）所提出的Faustmann理论模型为基础建

立的林业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核算体系（涵盖调节服

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价值四大核算指

标），杜 傲 等（2023）以 生 态 产 品 总 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作为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提出的以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

等为主要生态产品对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进行

判定的综合测算法等。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权

威核算方法。

国家公园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但是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狭窄，基本囿于政府购买层面，

急需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

式。目前的生态产品市场还存在交易机制不健全、

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无法有效通过市场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有学者认为，对于纯公共

性生态产品，可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运作型或

混合型生态补偿模式；对于经营性生态产品，可采

取生态物质或生态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实现模式；而

对于准公共性生态产品而言，则可采取林权、水权、

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交易模式（景晓栋等，

2023）。
3.国家公园的监测评估尚在探索之中，急需形

成相对完善的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如何针对国家公园的核心功能形成相应的监

测评估机制，是促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目前，在国家层面上尚未形成标准化的监测评估机

制，难以实时监测国家公园建设进展，权威、专业、

科学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的开发与建立迫在眉

睫。目前在国家公园内使用的陆地生态系统碳监

测卫星、“森林眼”AI智能技术、卫星遥感、气象及生

态定位监测等方法已经初步应用于国家公园的日

常管理中，但尚未贯穿至国家公园管理的全过程，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还未健全，监测尚未实现国

家公园全覆盖，监测数据的稳定性、安全性、准确性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国家公园相关的立法仍存在很多短板，急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国家公园是我国完善自然保护地的重大

举措，是一个具有很强创新性的管理模式，而且国

家公园管理涉及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移民、社区居

民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需要更好地统筹生态、经

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急需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相

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为规范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提供

权威的法律法规支撑。但目前就中央层面而言，国

家仅印发了《国家公园设立规范》《国家公园管理暂

行办法》等系列文件，《国家公园法》尚未正式出

台。就地方层面而言，国家公园各地方性法规、管

理制度办法不够精细化、精准化、针对性。就不同

功能分区而言，其管理制度和要求也尚未统一和明

确，当前仍更多地参考《自然保护区条例》来进行管

理，在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的背景下其实操性、灵活

性、科学性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臧振华等，2020）。

三、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

断提高高质量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中办国办印

发，2019），是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推进人与自

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141



区域经济评论 2023年第6期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

求，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要不

断加强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

化监督管理，完善政策支撑，加快建立分类科学、布

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不

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

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中办国办印

发，2019）。
（一）妥善处理好生态功能区和行政管理区的关系

国家公园作为国家自然保护地的一种重要类

型，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从国

家公园试点建设和正式批复设立的国家公园来看，

国家主要是依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生态的整

体性和关联性划定国家公园的范围，往往跨越不同

的地市级甚至省级行政单元，有的国家公园由于历

史原因的限制，内部仍有部分原住居民甚至行政村

或行政乡镇。国家公园的管理要妥善处理好生态

功能区和行政管理区的关系，按照保护国家公园核

心生态功能的目的理顺管理体制，统筹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监测监管、科普宣教、社区发展等相关工

作。积极推进《国家公园法》立法工作，使国家公园

管理能够有法可依、有规可依，不断提高国家公园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二）创新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机制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一种重要类

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

措施，分区分类开展受损自然生态系统修复，维护

生物多样性。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要

求，对国家公园进行科学评估，将保护价值低的建

制城镇、村屯或人口密集区域、社区民生设施等调

整出国家公园范围，结合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

要求，优先在国家公园科学开展生态移民工作，确

保人类活动不会超出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能够承受

的限度，以更好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在保护的前提下，在国家公园控制

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

旅游等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模式。扶持和规范

原住居民从事环境友好型经营活动，践行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支持和传承传统文化及人地和谐的

生态产业模式。

（三）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

制度

国家公园提供的生态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造福全民的公共产品，政府购买是国家公园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主要途径，中央和各级地方财

政应承担保障国家公园正常运转的主体责任。统

筹包括中央基建投资在内的各级财政资金，保障国

家公园的保护、运行和管理。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和

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作用，鼓励金融

和社会资本出资设立国家公园发展保护基金，对国

家公园建设管理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中办国办印

发，2019）。不断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对于国家公园内因生态保护需要将经济林转

化为生态公益林的，可采取市场化多元化办法给予

相应补偿，或由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联合进行赎

买。按国家公园规模和管护成效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加大对生态移民的补偿扶持投入（中办国

办印发，2019）。积极探索由国家财政和相关保险

机构共同参与的野生动物肇事理赔保险模式，建立

完善野生动物肇事损害赔偿制度和野生动物伤害

保险制度（中办国办印发，2019）。
（四）加强监测评估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不断完善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强化

国家公园的监测、评估、考核、执法、监督等，加快形

成与国家公园相适应的监管和动态调整制度。建

立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制定相关技术标

准，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充分发挥

地面生态系统、环境、气象、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

海洋等监测站点和卫星遥感的作用，开展生态环境

监测，定期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状况监测评估报告。

对国家公园管理进行评价考核，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将评价考核结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体系，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及

责任追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建立督察机制，

对国家公园保护不力的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进行问

责，强化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及时对

国家正式设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

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第一批 5个国家公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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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估，梳理总结可复制、能推广的好经验好做

法，为未来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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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Development History，Existing Problem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Hou Xiaoli Shen Jiahui Jia Ruoxiang Xu Wenji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of protected natural areas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safeguarding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and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started late，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 Parks is in the stage of
experience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now. China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has many problems to be improved in the system
mechanism，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laws and regulations，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measurement and re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high quality，w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and administrative regions，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establish a diversified fund
guarantee system with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as the main part，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and make
dynamic adjustments in a timely manner.
Key Words: National Park；Ecological Product Value；Development History；Polic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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