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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能否打破现有困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是国内研究者们一致关注的命题。过去 40 年

中，学者已经对国外国家公园发展的经验和中国探索国家公园建设途径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分析，然而百家争鸣、

众说纷纭，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通过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运用普赖斯定律和

布拉福德定律，对知网中1 695篇国家公园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综述，针对文献年谱、文献来源类型、关键词、

核心作者群、资金资助和研究案例地空间分布 6 个方面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文语境下，中国国家公

园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现有研究已经历 3 个阶段式发展，进入中国特色化探索时期；风景园林学科研究源远

流长，近 5 年成为多学科研究新热点；聚焦国外发展经验和国内实践总结，研究问题逐步深入。同时存在的问

题主要包括：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文献合作度不高；核心期刊比例低，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相对缺乏；针对性

研究空间分布不平衡，需求侧研究缺失等。建议未来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公园体制建立核心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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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China can break the existing predicament and establish a national park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roposition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been closely follow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great deal of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on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ways for constructing national parks in our country. However, there are 

divergent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among them.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the core issues for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park system. By using bibliometrics analysis, along with Price Law and Bradford’s law,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1,695 references concerning national parks, as well as chronologies, literature 

sources, keywords, core authors, funding and case 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main progresse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include: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entered the stage of explo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ecome a new hot topic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y focus on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practice summary, tapping issues gradually 

in depth. Meanwhile, the main problems include: th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yet formed, the degree of co-

operation of literature remains low, and it is lack of scientific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rgeted research is unbalanced, the research on demand side is lack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core issue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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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过去 40 年中，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国

外国家公园探索、建设之路进行了大量的讨

论和分析，然而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国家

公园体制建立的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中

国如何吸取国外经验，打破现有困境，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是国内研究者

们共同关注的命题 [1-6]。本研究旨在对中文语

境下国家公园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理

清现阶段主要研究进展和现存问题，更好地

指导中国国家公园的研究和国家公园体制的

建立。 

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起源于情报学科，最早出现

于 1969 年，主要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等计量研

究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变化规律、

数量关系和定量管理等 [7-8]。文献计量学是进

行定量化分析某一领域研究现状和趋势非常

直观的一种方法，现已在很多学科领域得到

运用，例如，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环境土壤

学研究、环境管理、材料学等 [9-11]。普赖斯定

律和布拉福德定律是文献计量学中 2 个重要

定律。赖斯定律是针对作者分析的一个定律，

主要观点为同一学科研究主题中，高生产力作

者撰写了该领域半数的论文，高生产力作者

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 [12]。布拉

福德定律是定量描述科学论文在相关期刊中

集中与离散状况的一个规律，具体阐释如下：

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遵循布拉福德定律，将

某一研究领域的载文期刊划分为3个区域 （核

心区、相关区、离散区），如果 3个区域的期

刊数量之比满足 n1 ∶ n2 ∶ n3=1 ∶ a ∶ a2（其

中 n1、n2、n3 为 3个区域的期刊数量，a 为布

拉福德系数，a >1），则它的分布规律符合布

拉福德定律 [13]。

本文作者以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CNKI）作为信

息统计源，运用文献计量法，以“国家公园”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了1980年 1月1日—

2017 年 11 月 14 日的所有载文，把所下载的

全部文献导进Note 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剔

除重复文献，最后共得到 1 695 条国家公园相

关文献。然后把这些文献逐一按照题目、作者、

出版年、文献来源、关键词、内容类型、案例地、

资助和摘要等条目整理到 Excel 文件中，汇成

本文分析的数据库基础。笔者以 1 695 篇文献

为研究对象，对国家公园研究现状进行定量

分析和综合述评。

3  文献计量分析
3.1  文献年谱分析

在搜集的1 695篇文献中，中国学者对国

家公园的关注开始较晚。在经历长达十几年

的少数探索研究阶段之后，2003 年左右出现

了跳跃式发展，研究数量逐渐增多（图 1）。

2008 年，年总文献数量增至 64 篇，并且呈现

增长趋势，2014 年文献数量较 2013 年实现近

双倍增长，达到 144 篇。从中国知网的学术趋

势统计来看，中国对于国家公园的学术关注

度呈现由缓慢增加到陡然增加的态势。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 2015 年 8 月—2017 年 11 月

共有 776 篇文献，仅 2 年的时间发表文献数

量占总文献数量的一半左右（总文献数量的

45.8%）。

3.2  文献来源

1980—2017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文献来源

类型数量年度分布如图 2所示。在 1 695 篇文

献中，包括1 033篇期刊文章（60.9%）、53篇

硕博士论文（3.1%）、55篇会议论文（3.2%）

以及 554篇报纸文章（32.7%）。1 033 篇期刊

文章共刊载于 412 种杂志上，刊载文献数量最

多的10种期刊包括《中国园林》《环境保护》

《林业建设》《世界林业研究》《风景园林》《林

业调查规划》《旅游纵览》《森林与人类》《旅

游学刊》和《生物多样性》（图 3）。53 篇硕

博论文分别来自云南大学（5 篇）、北京林业

大学（4 篇）等 40 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

博士论文 9 篇，硕士论文 44 篇。554 篇报纸

文章来自 129 种报纸媒体，其中刊文数量排

名前 5名的报纸媒体分别为：《中国旅游报》

（62 篇）、《中国绿色时报》（36 篇）、《青

海日报》（32 篇）、《三江源报》（21 篇）

和《云南日报》（18 篇）。

依据布拉福德定律对1 033篇刊载文章所

属期刊进行进一步分析，刊载文章在11篇（含）

以上的期刊划归为国家公园研究核心区期刊；

刊载文章数量在 3~10 篇的期刊划归为国家公

园研究相关区期刊；刊载数量为 2篇及以下的

期刊划归为国家公园研究离散区期刊。其中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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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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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

文
献
数
量

/
篇

1 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年谱分析

   Chronolog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期刊 硕博士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

2

2  1980—2017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文献来源类型数量年度分布图 

 Number of source-based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inese national parks (198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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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信息密度最高，每种期刊平均刊载 22 篇

论文；相关区次之，每种期刊平均载文4.6篇；

离散区最低，每种期刊平均刊载 1.2 篇论文。

经计算，布拉福德系数 a=5。核心区共 14 种

期刊杂志，共载文312篇，相关区共69种期刊，

共载文 322 篇；离散区共 329 种期刊，共载文

400 篇，3 类期刊各载文约 1/3 左右。国家公

园研究核心区 14 种期刊主要来自包括风景园

林学科、旅游学科、林学、环境学、野生动

物保护学科等。

3.3 关键词分析

1978—2017 年国家公园文献中有关键词

的共 1 185 篇文章，包含 2 514 个关键词，共

13 601频次。把关键词按照出现的频次从高到

低进行排序，分析现有研究热点话题。频次

排名前 20 的主要有“国家公园” “风景名胜

区” “风景园林”“生态文明”“生态旅游” 

“生态保护”“黄石公园”“公园管理”“地

质公园” “自然保护区”“美国国家公园”“美

国”“保护地”“管理”“国家公园体制”“黄

石国家公园” “主体功能区” “生物多样性” 

“管理体制”“三江源”“森林公园”等（图4）。

其中“资产管理”等2 049个关键词频次仅为1，

占总关键词的 45.2%。

3.4  核心作者群分析

核心作者群是指那些发文量较多、影响

较大作者 [14]。普赖斯（Price）提出核心作者

群 N1=0.749（Nmax）1/2。N1  为核心作者至少

应发表的论文数；Nmax 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

的一位或多位作者的论文数，发表论文数在

4

N1 以上的作者，被称为核心作者 [14-16]。除去

报纸类型，对 1 185 篇期刊、硕博士论文及会

议论文的作者进行分析，共有 1 420 名作者，

共 2 021 频次。其中有 110 位外国学者，如大

卫·卡尔·施耐德、David W. Schindler、Priya 

Shyamsundar 等参与合作 114 篇文献。第一作

者有 774 位。1  185 篇文献中，独立作者文献

约占 50%（509 篇）。依据作者生产力（发表

文章总数）排序前5的作者分别为：苏杨（28）、

唐芳林（27）、杨锐（18）、王梦君（11）

和吴承照（11）。因此也得出 Nmax=28，通

过公式计算得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文献

数 N1=3.96，即 4 篇文献为核心作者群门槛

值，进入核心作者群核心共有 96 位作者。该

核心群体共发表论文 330 篇，占论文总数的

16.3%，这与普赖斯定律的 50% 还有很大距离，

说明中国高影响力国家公园研究的核心作者

群尚未形成，核心作者人数仍偏少。

3.5  资助情况

1 695篇文献中，14%的文献有项目资助，

其中获得国家自然和社科基金资助的文献共占

6.3%（107 篇），来自英国和加拿大资助的基

金项目4项，此外有来自国家部委的教育部（7

篇）、环保部（6 篇）、住建部（3 篇）和交

通部（2 篇）的资助。中国地方基金中，云南

省地方基金资助 15 篇，福建省 7 篇，北京市

7篇，青海省6篇，此外四川省、广西、湖南省、

黑龙江省、湖北省等各有 2~4 篇资助。省部

级赞助课题来源与国家公园试点所在区域基

本吻合。对受资助的文章关键词进行词汇云

图构建（图 5），可见受资助的课题主要研究

对象围绕美国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制建立、

风景名胜区、风景园林、自然保护地、社区

参与等方面；而研究问题逐渐深入，涉及功

能分区、有效性评价、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游憩价值评估、管理体制、发展模式等。 

3.6  针对性研究案例空间分布

在 1 695 篇文献中，其中 50%（781 篇）

文献涉及案例地的针对性研究，主要内容分

为 3 个部分：国外发展经验介绍、国内实践

探索经验总结以及试点国家公园建立的要点

探讨建构。19% 的文献涉及国外发展经验，

共覆盖 25 个国家。依据文献涉及案例地频次

由多到少排列，美国以209篇占据了绝对优势，

排在第1位，此外，加拿大（25篇）、英国（17

篇）、南非（11 篇）、澳大利亚（10 篇）、

新西兰（9篇）、日本（6篇）、泰国（5篇）、

巴西（4 篇）、波兰（3 篇）、智利（3 篇）

等依次排后，还有 17 篇文献针对多个国家公

园的管理经验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25% 的文献结合中国国家公园试点中具

体问题进行分析，案例地涉及中国现有 27 个

省市自治区，依据文献涉及案例地频次由多

到少排列，排名前十的省市自治区分别为：

云南（133篇）、青海（72篇）、台湾（30篇）、

浙江（28篇）、四川（20篇）、黑龙江（15篇）、

贵州（12篇）、吉林（12篇）、北京（9篇）、

湖北（9篇）。同时也发现，迄今辽宁、天津、

上海、宁夏、甘肃、江西以及澳门和香港 8个

省市自治区尚未涉及（图 6）。

3 1980—2017 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刊载文献数量最多的 10 种期刊

Top 10 periodicals in quantity of literature on Chinese national parks (1978—2017)

4 1978—2017 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期刊关键词词频前 20

Top 20 keywords in frequency of national park research in China (197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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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78—2017 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受资助文献的关键词词

汇云图

Keyword cloud chart of funded literature of China national 

park research (1978—2017)

6

4  研究内容
结合论文题目和摘要内容，分析现有研

究文献，总体上呈现 3个阶段特征。

第 1 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2002 年，

前期探索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共有 177 篇期

刊文献，前瞻性地介绍了以美国为主的国家

公园发展概况，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关注。风

景园林学科的中国学者对这一现象关注的较

早，也是最多的。如 1982 年孙筱祥的《美国

的国家公园》[17]，1987 年夏义民的《美国国

家公园管理的新趋势》[18]。 该阶段主要以国

外国家公园发展经验介绍为主，地域范围以

美国为主，后来扩展到澳大利亚等世界多个

国家。研究视角围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对中

国的借鉴意义。

第 2 阶段：2003—2012 年，国外经验引

介阶段。这一时期共有 403 篇文献。以杨锐博

士论文《建立完善中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体

系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标志 [19]，开启了中

国学者对国外经验的多角度关注和深入分析。

同时学者的学科背景从风景园林扩展至野生

动物保护、林学、地理学、旅游等。研究对国

外的经验介绍逐渐深化，深入到国家公园的旅

游规划[20]、国家公园立法 [21]、制度保障[5]、管

理体制 [16-19] 等许多方面。值得肯定的是，这

一时期 24 篇硕博士论文为中国后续国家公园

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拓展了研究思路。国

外经验的介绍也涉及多个发达国家，如美国、

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韩国、

新西兰 [22-32]。基于云南和黑龙江、青海等地方

国家公园试点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为试点积

累了本土化经验 [33] 。

第 3 阶段：2013—2017 年，本土发展探

索阶段。共 1 109 篇文献。2013 年以后国家公

园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呈喷发式增长，如《中国

园林》《旅游学刊》《生物多样性》等核心期

刊，先后多次以专题形式探讨国家公园体制的

建立；风景园林、旅游管理、人文地理、野生

动物保护、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学者都开始从不

同角度探索国家公园体制建立途径 [34-37]。不同

学科百花齐放，说明国家公园研究进一步深化，

涉猎学科和话题进一步拓展。包括对国家公

园的内涵与特征探讨 [36-37]、保护地现存问题

分析 [38]、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28] 以及社区参与

模式 [39] 等方面。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文献计量的分析发现中国国家公园

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风景园林学科研究源远流长，近 5 年

成为多学科研究新热点 [40-41]。依据文献年谱

分析，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现已经历了从前期探索研究阶段和

国外经验引介阶段进入本土发展探索阶段。

2003 年和 2013 年为国家公园研究的 2 个重要

时间节点，2003 年之前，国家公园研究数量

较稳定，年度数量不足 10 篇，2013 年随着国

家公园体制建立的政策出台之后，旅游、林学、

野生动物保护等学科争相开始探索国家公园

发展策略，国家公园研究成为学界和社会实

践共同探讨的研究热点，文献数量呈直线爆

发式增长。

2）聚焦国外发展经验和国内实践总结，

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现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国外经验借鉴、国内试点总结和国家体制建

构3个方面，尤其在国外经验的学习过程中，

以美国国家公园为研究的对象多达 209 篇，

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日本、韩国、越南、马

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则较少涉及。刊载国家公

园研究的1 695篇研究文献，覆盖412种期刊，

139 种报纸媒体和 40 多所高校的硕博士论文

涉及1 420名作者。一些作者围绕国家公园研

究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

基金的资助，研究问题深入，涉及功能分区[42]、

有效性评价、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游憩

价值评估、管理体制、发展模式等。 

3）核心期刊比例低，科学定量研究方法

相对缺乏。在现有文献中，60.9% 的文献来

自期刊，依据布拉福德定律分析发现，在布

拉福德系数为 5 的情况下，3 类期刊上刊载文

献数量大约各占 1/3，所有期刊被划分为核心

区、相关区和离散区 3 种类型。然而，国家

公园研究核心区期刊数量仅占总期刊数量的

3.3%，而离散区期刊数量占总期刊数量比例

多达 79.8%；在核心区的 14 种期刊中被列入

国家中文核心期刊、CSCD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或 CSSCI 中文期刊目录的期刊仅有《中国园

林》和《旅游学刊》这 2 种；很多国家核心

期刊由于刊载文献数量不足 5 篇，分布在相

关区和离散区，例如，《地理科学》《山地

学报》《自然资源学报》《城市规划》等。

刊载国家公园的研究文献中，博士论文占总

文献比例非常小，仅占总量的 3.1%，而报纸

占文献来源总量的 33.7%。对论文关键词中所

涉及的研究方法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采

用定性经验分析和建构方法，这也与国家公

园研究阶段和研究问题相关，科学定量研究

相对缺乏。

4）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文献合作度不

高。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群门槛值为

6 1978—2017 年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各省市自治区案例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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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alysis[J]. Journal of Agro-

environment Science, 2017, 36(2): 205-215.

[10] ALEXANDRO A, FABIO H D, DANILO R C. Scientific 

Production on Indoor Air Quality of Environments Used 

for Physical Exercise and Sports Practice: Bibliometric 

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7(6): 15-18.

[11] YATAGANBABA A, OZKAHRAMAN B, KURTBAS L. 

Worldwide Trends on Encapsulation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1990—2015)[J]. Applied 

Energy, 2017(185): 720-731.

[12] 刘婧 . 文献作者分布规律研究：对近十五年来国内洛

特卡定律、普赖斯定律研究成果综述[J]. 情报科学, 2004, 

22（1）：123-128.

LIU Jing. Study on Document Author’s Distribution 

Regulation: A Review of 15 Years Research Articles on 

Lotka’s & Price’s Laws in China[J].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 22(1): 123-128.

[13] 王知津 ,李博雅 . 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研究热点动态变

化分析：基于布拉福德定律分区理论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6，32（3）：34-40.

WANG Zhijin, LI Boya. Dynamic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Focus of the Past Five Years in China: 

Based on Bradford Law Partition Theo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6, 32(3): 34-40.

[14] 宗淑萍 . 基于普赖斯定律和综合指数法的核心著者测

评：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6，27（12）：1310-1314. 

ZONG Shuping. Evaluation of Core Authors Based on Price 

Law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A Case Study 

of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J].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2016, 

27(12): 1310-1314.

[15]牛玉，汪德根,钱佳.基于高被引频次的旅游文献影响

力分析 [J]. 旅游学刊，2014，29（4）：114-124.

NIU Yu, WANG Degen, QIAN Jia. The Impact of the 

Published Tourism Articles in Chinese on High Citation 

Frequency[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4): 114-124.

[16]唐芳林，孙鸿雁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探讨[J] .林业

建设，2009，46（3）：8-13.

TANG Fanglin, SUN Hongyan.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 in China[J]. Forestry 

Construction, 2009, 46(3): 8-13.

[17] 孙筱祥 . 美国的国家公园 [J]. 北京林学院学报，

1982，12（2）：43-49.

SUN Xiaoxiang. National Parks in USA[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College, 1982,12(2): 43-49.

[18]夏义民.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新趋势[J]. 中国园林，

1987，17（4）：56-57.

XIA Yimin. New Trends in American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87,17(4): 56-57.

[19] 杨锐 . 建立完善中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体系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D]. 北京：清华大学，2003.

YANG Rui.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China’s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System[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03.

[20] 杨锐 .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评述 [J]. 中国园林 , 

2003，19 （1）：44-47.

YANG Rui. Comments on the National Park Planning 

System of USA[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3, 

19 (1): 44-47.

4 篇文献。96 位核心作者共发表论文占文献

总数的 16.3%（330 篇），这与普赖斯定律的

50%还有很大距离；78.9%的作者（1 121位）

仅发表一篇文章。作者群尚未稳定，核心作

者群尚未形成，总体研究数量不足。此外，

作者中 50% 的文献为独立作者，在剩下合作

的 50% 文献中，主要是同一单位机构之间的合

作；这与很多学科中文献的合作达到 70% 以

上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肯定的是，共有6.7%

（114 篇）文献作者与国外学者进行了合作。

5）针对性研究空间分布不平衡，需求侧

研究缺失。现有研究中 25% 的文献结合中国

国家公园试点中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案

例地空间分布呈现不平衡的特征，云南和青

海省进行了较多的尝试，而仍有 8 个省市自

治区迄今为空白。现有针对性研究内容主要

针对具体试点公园体制建设中试点经验总结、

体制构建策略、社区参与、功能分区等，根据

中国目前学术研究的现状，建议未来进一步

深入探讨中国情境下国家公园的内涵和特征，

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公园供给层面的研

究，而针对国家公园的访客游憩需求，游憩

使用者及游憩行为空间特征研究缺失。

5.2  未来研究建议

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处于起步阶

段，目前我们还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作为

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

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压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

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国

外的模式做法，需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国

家公园机制。目前国家公园研究正处于发展

阶段，试图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还为时过早，

建议未来更多学科和学者以更加多元的方式

来关注和讨论，如何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

家公园体制这个问题。结合现有定量分析结

果，建议未来研究要运用恰当：运用恰当的

理论和研究方法去深入分析现有问题背后的

影响机制要运用恰当。逐步加强国家公园研

究的深度化；增加研究的合作度和合作率，

增加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内外学者之

间的合作。

学术研究适当关照需求侧研究。加强对国

家公园的访客游憩需求，游憩使用者及游憩行

为空间特征研究，加强对环境承载力管理、相

关者的利益保障机制、自然遗产回归公益等问

题研究，进一步增加国家公园研究文献总量。

注释：

图 1~6 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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