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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正处于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阶段，解决保护地交叉重叠与多头管理是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的重点和

研究热点。厘清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格局特征是优化整合的关键步骤，可为自然保护地边界调整提

供基线参照。选取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特征显著的福建省为研究范围，基于 ArcGIS 解析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

空间关系，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保护地空间重叠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

叉重叠包括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内嵌 3 种空间类型，其中部分重叠的比例最高；2）自然地理方面，福建省自

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主要分布在水资源丰富、植被覆盖度高且地形地貌差异大的生态交错区；3）社会经济方面，

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与道路的距离、城乡居民用地距离较近。对交叉重叠的分布特

征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针对不同空间重叠类型提出空间整合和管理机制优化对策，以期为福建省自

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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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is in the stage of reforming the protected area system, addressing the juxtaposition and 

overlapping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has become a priority and research focus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Clarifying the overlapping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s 

a key step in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s a baseline reference for adjusting the boundaries 

of protected areas. This research takes Fujian, a province known for overlapping protected areas, as the target,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the local overlapping protected areas on the basis of ArcGIS,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lapping space of the protected areas in terms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oci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lapping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comprises three spatial 

types, which are the complete overlapping, partial overlapping, and embedded overlapping. Among them, partial 

overlapp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2) In terms of physical geography, the spatial overlapping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mainly takes place in ecotones and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rich water 

resources, high vegetation coverage. 3) In terms of social economy, the spatial overlapping areas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places close to the road and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This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verlapping landscape,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various types of spatial overlapping, and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policy advi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provi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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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

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

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

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1]。根据最

新统计，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 1.18 万处， 

面积约 186.60 万 km2，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18%

（陆域面积约 172.80 万 km2），占海域面积的

4.6%（海洋面积约 13.80 万 km2）[2]。尽管中

国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保障国家

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

空间布局不完善、边界交叉重叠等突出问题，

尚未形成健康稳定高效、有机联系、互为补

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3-4]。

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成为近年研究的

热点 [5]，较多基于对体制机制问题的剖析提出

优化整合思路，如从保护地现实矛盾问题着

手探索自然保护地建设路径 [6]。而结合保护地

现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探讨

优化整合的研究较少 [7]。评估保护地交叉重叠

是开展保护地优化整合的重要环节 [8]，目前

较多从国家和生物地理区域层面对保护地交

叉重叠的类型和空间格局展开研究。国家层

面的研究包括多类型的模糊评估 [9] 和单一类

型自然保护地（如风景名胜区 [10]）的评估与影

响分析；区域层面的研究包括长江经济带 [11]、

东北地区 [12] 的保护地空间格局及交叉重叠特

征分析。由此可见，以省域为研究范围的针

对保护地类型、空间关系和分布特征的分析

研究较少；对保护地空间分布的分析，多从

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空间集聚程度

出发 [13-14]，对其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较

少。省域是中国开展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的

基本单元，由于各省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

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其空间布局和交叉重

叠情况各异，如何解决自然保护地区域交叉、

空间重叠等问题，需要对交叉重叠格局特征

及影响因素做深入分析。

福建省是中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之一，在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维护自然资

源、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年

由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部分地方

政府重复申报不同类型的保护地，导致典型

的交叉重叠现象。空间重叠会导致管理职能

交叠，同一保护地有多个主管部门，这些主

管部门从不同关注内容出发各自编制规划，

易造成管理政策的冲突 [15]。因此，福建省自

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亟须厘清其交叉重叠的格

局特征。目前，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的研究，

多是对单一类型自然保护地或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进行研究 [16-17]。本研究将国家级和省级

保护地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研究对象的范

围，基于 ArcGIS 分析归纳保护地交叉重叠

的类型，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

其空间分布特征，梳理空间重叠的影响因素，

并针对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内嵌等不同空

间重叠关系提出优化整合建议，以期为福建

省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供基础研究支持和

相关政策建议，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

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福建省陆域面积 1 240 万 hm2，海域面积 

1 360 万 hm2。地势呈“依山傍海”态势，西

北高、东南低；地跨闽江、晋江、九龙江、汀

江四大水系。福建省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

盖率达 66.8%。国家级和省级（不包括世界遗

产）自然保护地有 287 处，其中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 1 处、自然保护区 39 处、风景名胜区

53 处、地质公园 23 处、森林公园 156 处、湿

地公园 8 处、海洋公园 7 处（表 1）。

1.2  数据收集与处理

1）自然保护地边界矢量数据来自福建省

林业局，数据包括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的名称、

类型、级别、边界、面积、所在县市等。

2）福建各市县区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

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①数据库，采用统

一 的 2000 国 家 大 地 坐 标 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

3）其他相关数据包括高程、归一化植

被 指 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②；不

透水面数据来源于 Gong 等 [18] 的研究。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福建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

地为研究对象，利用 ArcGIS 软件建立保护地

空间属性数据库。

1.3.1 交叉重叠的次数统计

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实际上是不规则多

边形之间交集与并集的关系，2 个或多个保护

地之间边界重叠称为重叠区域。当 2 个自然

保护地之间有共同区域时称为一次重叠；当 

3 个自然保护地之间有共同区域时称之为两次

重叠，以此类推 [10]。当前，福建省自然保护

地至多存在两次重叠（图 1）。

表 1  福建省省级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数量面积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类型
数量合计 /

个
级别

数量 /

个
面积 /hm2 总面积 / 万 hm2

占福建省陆域 / 海域面

积比例 /%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1 国家级 1 100 141.07

90.00 7.26

自然保护区 39
国家级 16

263 555.28
省级 23

风景名胜区 53
国家级 18

231 676.28
省级 35

地质公园 23
国家级 16

124 229.13
省级 7

森林公园 156
国家级 28

173 140.55
省级 128

湿地公园 8 国家级 8   7 272.85 

海洋公园 7 国家级 7 23 652.25  2.37 0.17

总计 287 287 923 667.41 92.37

    注：水利风景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因条件有限未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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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交叉重叠的空间关系分析

不同的重叠区域其边界存在不同的重叠

关系。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目前存在 3 种重叠关

系（图 2），笔者将其定义为完全重叠（2 个或

多个保护地范围几乎一致）、部分重叠（2 个

或多个保护地范围交错）和内嵌（1 个自然保

护地镶嵌在更大的自然保护地内）。

1.3.3 交叉重叠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为探究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分

布特征，本研究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个

方面选取指标进行分区统计。1）自然地理

指标包括高程、NDVI、江河流域 [19]。其中，

高程主要反映海拔和地势的变化，与丰富的

森林资源形成了范围较大的生态交错区 [20] ；

NDVI 能够反映植被覆盖程度 [21] ；江河流域

与林地密不可分，林地依托水域形成良好的

天然林地。2）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国内生产总

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保护地与道

路的距离、保护地与建设用地的距离进行反 

映 [22]。其中，GDP 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23] ；保护地与道路的距离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反映自然保

护地对外联系的强度；保护地与建设用地的

距离反映保护地受城区辐射带动的影响 [24]。

2  结果分析
2.1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数量与

面积

福建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地涉及

空间重叠的个数为 127 个（表 2），重叠区域 

117 处，重叠面积约为 11.03 万 hm2，占已统

计自然保护地③面积总数的 11.94%。其中陆域

重叠面积约为 9.85 万 hm2，海域重叠面积约为

1.18 万 hm2（表 2~4）。

扣除重叠区域面积后，福建省省级及以上

自然保护地面积约为 81.34 万 hm2。其中陆域

面积约 80.15 万 hm2，海域面积约 1.19 万 hm2，

分别占福建省陆域、海域总面积的 6.46%、

0.09%。

其中，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存在重叠的有

23 个，与自然公园存在一次重叠 35 处，两次

重叠 4 处，重叠面积约 20 528.39 hm2。自然

保护区与森林公园间重叠次数最多（17 处，

图 3），与风景名胜间重叠区域面积最大（约 

13 907.48 hm2）。

除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外，全省自然公

园存在重叠的有 104 个，存在一次重叠 66 处，

两次重叠 12 处，重叠面积约 89 778.23 hm2。

交叉重叠数量最多的是森林公园（39 个）、风

景名胜区（37 个）；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间

（22 处）以及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间（21 处）

1 重叠区域分析
Schematic diagram of overlapping area analysis

2 重叠关系分析
Schematic diagram of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analysis

3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重叠数量
Quantity of various types of overlapping protected areas 

具有一次重叠区域

具有两次重叠区域

自然保护地A 自然保护地B 自然保护地C

一次重叠区域 两次重叠区域 多次重叠区域

……

……

……

完全重叠

部分重叠

内嵌

自然保护地A 自然保护地B 自然保护地C

表 2  福建省不同级别重叠自然保护地数量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levels of overlapping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类型 国家级 / 个 省级 / 个 总计 / 个
占保护地总数（287 个）

百分比 /%

自然保护区 11 12 23 8.01

风景名胜区 14 23 37 12.89

森林公园 15 24 39 13.59

地质公园 15 5 20 6.97

湿地公园 4 0 4 1.39

海洋公园 4 0 4 1.39

总计 63 64 127 44.25

表 3  各类自然保护地一次重叠面积统计

Tab. 3  Statistics of primary overlapping areas of various kinds of protected areas

单位：hm2

类型 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 总计

风景名胜区 13 907.48 — — — 13 907.48

地质公园 3 287.68 52 857.031 — — 56 144.715

森林公园 1 907.17 10 852.231 12 611.488 — 25 370.885

湿地公园 0.02 0.062 — 0.006 0.087

海洋公园 149.18 8 239.875 2 108.557 49.098 10 546.711

总计 19 251.53 71 949.199 14 720.045 49.104 105 969.878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

海洋公园

10处

17处

5处

2处

1处

1处

1处

1处

4处

22处 14处

2处

21处

n≤5数量（n）/处 5＜n≤10 10＜n≤20 n＞2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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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最多。风景名胜区与地质公园重叠区域

面积（约 52 857.031 hm2）最大。

2.2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空间关

系特征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重叠区域空间关系为

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内嵌，其数量分别为

6、80、31 处。保护地一次重叠以部分重叠

为主，两次重叠区域均为部分重叠（16 处， 

表 4、5）。

保护地交叉重叠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完全重叠分布以福建北部山区为主；部分重

叠则在福建沿海一带均有分布；内陆西部地

区分布较多的为部分重叠、内嵌类型的保 

护地。

2.3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空间分

布特征

2.3.1 自然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1）按高程分布特征。福建省自然保护地

重叠区域分布在 200 ＜高程≤ 500 m 之间比例

最高（41 处，35.04%），约为高程 1 000 m 以

上（13 处，11.11%）保护地的 3 倍。现有保护

地分布于 200 ＜高程≤ 500 m 之间的比例较高

（97 处，33.80%），在高程 1 000 m 以上比例最

低（21 处，7.32%）。由此可见自然保护地的

分布与重叠区域地形地貌分布特征一致，该

特征与福建省地势起伏变化大，土地类型复

杂有关（表 6）。

2）按 NDVI 分布特征。保护地重叠区域

主要分布在 0.7 ＜ NDVI ≤ 1.0 的地区（90 处，

76.92%），其中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内嵌区

域分别有 5、58、27 处。在 0.1 < NDVI ≤ 0.3

的区间分布比例最低（1 处，0.85%）。现有保

护地在 0.7 ＜ NDVI ≤ 1.0 区间分布比例最高

（233 处，81.18%）；在 0.1 ＜ NDVI ≤ 0.3 区间

分布比例最低（2 处，0.70%）。由此可见自然

保护地与其交叉重叠区域分布均偏向于植被

资源丰富的区域。

3）按江河流域分布特征。保护地重叠区

域在闽江流域分布比例最高（43 处，36.75%）；

其次为沿海流域（32 处，27.35%）。现有保护

地与重叠区域分布相似，在闽江流域分布比

例最高（124 处，43.21%）。可见，现有保护

地与其交叉重叠区域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

表 5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一次重叠区域的空间关系数量统计

Tab. 5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types in primary overlapping areas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单位：处

保护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 0/8/2 0 — —

地质公园 0/4/1 4/6/11 0 —

森林公园 0/16/0 1/15/6 1/7/7 0

湿地公园 0/2/0 0/1/0 0 0/1/0

海洋公园 0/1/0 0/1/3 0/1/1 0/1/0

    注：表中数据表示完全重叠 / 部分重叠 / 内嵌的区域数量，“—”为避免重复统计。

表 6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自然地理分布特征统计

Tab. 6  Statistics of the spatial overlapping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范围划分

完全重

叠区域

数量 / 处

部分重

叠区域

数量 / 处

内嵌区

域数量 /

处

区域数

量总计 /

处

占重叠区

域总数的

比例 /%

现有保

护地 /

处

占现有保

护地总数

比例 /%

自然

地理

高程 /m

≤ 200 0 21 6 27 23.08 72 25.09

＞ 200~500 2 28 11 41 35.04 97 33.80

＞ 500~1 000 3 23 10 36 30.77 97 33.80

＞ 1000 1 8 4 13 11.11 21 7.31

NDVI

＞ 0~0.1 0 10 1 11 9.40 19 6.62

＞ 0.1~0.3 0 0 1 1 0.85 2 0.70

＞ 0.3~0.5 0 4 1 5 4.27 6 2.09

＞ 0.5~0.7 1 8 1 10 8.56 27 9.41

＞ 0.7~1.0 5 58 27 90 76.92 233 81.18

江河

流域

东溪流域 0 0 1 1 0.85 2 0.70

霍童溪流域 1 10 0 11 9.40 8 2.79

交溪流域 0 6 3 9 7.70 13 4.52

晋江流域 1 2 0 3 2.57 15 5.22

九龙江流域 1 2 2 5 4.27 31 10.8

龙江流域 0 1 0 1 0.85 1 0.35

闽江流域 2 25 16 43 36.75 124 43.21

木兰溪流域 0 3 0 3 2.57 8 2.79

萩芦溪流域 0 7 0 7 5.98 7 2.44

沿海流域 1 23 8 32 27.35 52 18.12

漳江流域 0 1 1 2 1.71 8 2.79

鳌江流域 0 0 0 0 0 6 2.09

汀江流域 0 0 0 0 0 12 4.18

表 4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两次重叠区域的空间关系数量及面积统计

Tab. 4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types in two overlapping areas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保护地类型 面积 /hm2 部分重叠 / 处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 1 113.46   2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1 961.57   3

风景名胜区、海洋公园、自然保护区 149.18   1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海洋公园 1 098.09   8

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14.22   1

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森林公园 0.22   1

总计 4 336.7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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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社会经济空间分布特征

1）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特征。交叉重叠

区域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如三明

市、南平市），分布在 GDP ≤ 1 000 亿元 /km2 

的 地 区 比 例 最 高（65 处，55.56%）， 其 中

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内嵌区域分别有 4、

41、20 处，现有保护地在该处分布的比例

也 最 高（142 处，49.48%）。 交 叉 重 叠 区 域

在 GDP>10 000 亿元 /km2 区域分布比例最低 

（7 处，5.98%），现有保护地在该处分布也最低 

（17 处，5.92%）。现有保护地与其交叉重叠区

域分布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分布不均衡

（表 7）。

2）按与道路的距离分布特征。交叉重

叠的保护地与道路的平均距离为 1 432.80 m。

其 与 道 路 的 距 离≤ 1 000 m 分 布 比 例 最 高

（52 处，44.44%），现有保护地与之分布相似 

（80 处，27.87%）。重叠区域在距离 > 5 000 m

分布比例最低（21 处，17.95%）。两者均与道

路的距离较近，且多处有道路穿行。

3）按与建设用地距离分布特征。交叉重

叠保护地与建设用地的平均距离为 5 605.55 m。

其与建设用地距离在 >1 000~5 000 m 范围内

比例最高（41 处，35.04%），距离≤ 1 000 m

比例最低（37 处，31.62%）。现有自然保护地

与其分布情况基本一致。可见，现有保护地

与其交叉重叠区域分布距离城市中心有适当

的距离，部分保护地面临着城镇扩张的压力。

3  结论与讨论
3.1  交叉重叠的特征分析

福建省国家级和省级涉及空间重叠的

自然保护地个数为 127 个，重叠面积约为 

11.03 万 hm2。扣除重叠面积后，保护地面积约

为 81.34 万 hm2。其中陆域面积约 80.15 万 hm2，

海域面积约 1.19 万 hm2，分别占福建省陆域、

海域总面积的 6.64%、0.09%。

福建省森林公园空间重叠的数量最多，

风景名胜区与森林公园之间重叠现象最为普

遍。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类型以部分

重叠（80 处）为主，其次为内嵌（31 处）、完

全重叠（6 处）。

从自然地理分布特征分析，福建省自然

保护地与其空间重叠区域分布特征具有一致

性。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主要分布在水资源

丰富、植被覆盖度高、地形地貌差异大的生

态交错区。该结论与已有的福建省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研究一致 [23]。

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福建省自然保护

地与其空间重叠区域分布特征相近。主要多

分布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三明市、南平

市），与道路的距离较近（约 1.43 km），与城乡

居民用地距离也较近（约 5.61 km）。但有研究

推断福建省保护地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并无直接联系 [19]，这可能是由于该研究

以质心抽取的理想方式，仅针对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进行分析，受到数据精度的影响，从

而与本研究结论有所出入。在中国自然保护

地分布特征 [25]、其他省域 [26] 自然保护地分布

特征的研究中也认为自然保护地分布与社会

经济保持协调统一。

3.2  交叉重叠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

重叠主要分布于区域资源价值禀赋高、景观

类型多样和区域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一方

面由于景观类型多样，具备申报不同类型自

然保护地的潜质。自然保护地的确立通常是

按照不同的保护对象进行划分，但各类保护

地定义较模糊，且定义间存在一定的交叉。

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地区为了获得更多可

调动资源和资金，地方政府积极申报设立不

同类型的保护地 [4]。在机构改革之前，福建

省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能混乱，各部门“各司

其职”，互相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导致“完整

的生态系统被分割化”。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可

知，许多保护地虽然批准建立，但实际无专

门的管理机构，或只有少数人员。如白水洋

国家地质公园虽设立挂牌，却未增设管理机

构，主体仍依托于鸳鸯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

3.3  重叠保护地优化整合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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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基础，结合福建省实际，针对不同空

间重叠关系类型进一步提出差异化优化建议

和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建议。

3.3.1 不同空间重叠关系优化整合

1）完全重叠区域。从空间分布特征来

看，保护地完全重叠区域主要分布在区域资

源价值复合程度高的地方，具有较高水平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整合该类保护地主

要是将其合并成一个保护地，再对边界进行

调整，并对其资源价值重新评估以便明确保

护地类型（图 4）。

2）部分重叠区域。部分重叠区域的保

护地优化整合分为以下 3 种。①不同保护强

度或不同级别间的优化整合，按照“同级别

表 7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社会经济分布特征统计

Tab. 7  Statist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overlapping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范围划分

完全重叠

区域数量 /

处

部分重叠

区域数量 /

处

内嵌区

域数量 /

处

区域数

量总计 /

处

占重叠区

域总数的

比例 /%

现有保

护地数

量 / 处

占现有保

护地总数

比例 /%

社会

经济

GDP/

（亿元·km-2）

≤ 1 000 4 41 20 65 55.56 142 49.48

＞ 1 000~5 000 2 17 5 24 20.51 98 34.15

＞ 5 000~10 000 0 17 4 21 17.95 30 10.45

＞ 10 000 0 5 2 7 5.98 17 5.92

与道路的

距离 /m

≤ 1 000 6 30 16 52 44.44 80 27.87

＞ 1 000~5 000 0 29 15 44 37.61 185 64.46

＞ 5 000 0 21 0 21 17.95 22 7.67

与建设用地的

距离 /m

≤ 1 000 6 18 13 37 31.62 70 24.39

＞ 1 000~5 000 0 30 11 41 35.04 129 44.95

＞ 5 000 0 32 7 39 33.33 88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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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高级别

的原则进行整合，做到一个保护地、一套机

构、一块牌子”[1]。该种类型以宁德市、平潭

综合试验区分布居多。②同保护强度同级别

间的优化整合，按照“合理调整自然保护地

范围并勘界立标，制定自然保护地范围和区

划调整办法，依规开展调整工作”[1]。对于保

护对象、保护目标、生态系统类型相似的保

护地，可将其进行合并。对于保护对象不同

的保护地，要明确保护资源主体，在保证其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拆分为 2 个不同

类型的保护地。③既是不同保护强度又是不

同级别的优化整合，需经科学评估论证其主

要保护对象和价值，来确定其保护地类型和 

级别。

3）内嵌区域。重叠区域为内嵌类型的保

护地通常自然资源丰富，存在多种保护类型。

该类保护地优化整合时应综合分析自然景观、

人文资源情况，确定保护主体，不能仅依据

“面积小的服从面积大的”进行整合。

4）其他区域边界调整。重叠区域中存在

重叠面积较小，或是仅边界上存在微小交叉

的区域，该类情况可能是由于早年技术落后、

历史遗留问题等人为原因，需要重新勘界定

标来解决问题。

对于相邻的 2 个保护地或多个保护地，

其主要处理方法是：①在同一地理范围位置

相邻的保护地要消除由于行政区域划分造成

的物理空间上的分割；②对于部门分治而造

成保护地碎片化现象的保护地，应根据生态

系统完整性、物种栖息地关联性、生态过程

联系紧密程度进行优化整合；③由于保护出

发点不同而造成的保护地“一地多牌”、管理

逻辑混乱现象，应优先整合保护对象与保护

目标相似的保护地 [27] ；④对于跨区域共同管

理条件较为优良的保护地，要考虑现实管理

建设条件，建立跨区域协同协作机制，明确

管理主体事权。

5）涉及风景名胜区的重叠区域。当前

已明确风景名胜区不参与整合优化，其名

称、范围不变 [28]。但在梳理福建省自然保

护地现状时发现，风景名胜区数量多，与其

他自然保护地间交叉重叠面积广，边界关系

复杂。中国风景名胜区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分类中类似于第Ⅱ类国家公园 [29]，优

化整合要结合其生态价值、自然资源、自然

生态系统、人文价值等，考虑是否具备国家公

园的潜力 [30]。例如福建猫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

嵌于泰宁大金湖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又大

面积与泰宁大金湖国家级地质公园重叠，该区

域又是世界地质遗产保护地，资源特征丰富

多样，整体价值高，有突出的精神价值，可

以作为福建省国家公园试点候选区。当风景

名胜区与其他自然保护地重叠区域面积较小，

或风景名胜区不具备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区条

件时，参考前 4 种所述方式进行整合。

3.3.2 管理体制机制优化

由 3.2 可知，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

制是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对保护地边界优化整合之后，自然保护地

的管理体制的优化是提升保护地保护成效的 

基石。

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后，由一个

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

保护地 [31]。福建省林业局成立自然保护地管

理处，负责承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监督管理

工作，组织实施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

对新建、调整各类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的审

核提出建议并按程序报批等工作。各市县也

分阶段推进机构改革与体制建设，开展了职

能划转，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自然资源管理、

生态保护、规划建设管控等职责，“做到一个

保护地、一套机构、一块牌子”。实地调研发

现存在人员配备不足和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如部分地方管理机构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

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还有部分自然保护地

的管理机构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缺乏外

德化石牛山国家地质公园、
福建德化石牛山国家森林公园 福鼎太姥山国家地质公园、太姥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古田溪省级森林公园、翠屏
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福建政和佛子山国家地质公园、
佛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永安国家地质公园、

桃源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连城冠豸山国家地质公园、冠豸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重叠区域 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0 4.5 kmN

4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完全重叠区域示意
An enlarge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letely overlapped area of protected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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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金支持。基于此，研究建议要加强管理

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资金保障制度和区域

生态补偿机制。

1）建议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制定

自然保护地机构设置、职责配置、人员编制

管理办法。适当放宽艰苦地区自然保护地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

伍和科技人才团队。引进自然保护地建设和

发展急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通过互联网等

现代化、高科技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岗位业

务培训，实行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继续教育全覆盖。

2）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

障制度。统筹福建省内的各级财政资金，划

分专项保护地保护与管理经费，以保障省内

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运行和管理工作。

创新多元融资机制，在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服

务付费、资源使用付费等传统产品（服务）收

费型融资手段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森林碳汇交易和保护区绿色产

品认证等新的市场交易型融资渠道 [32]。

3）健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据以上分析

可知，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经济发

展较为落后的区域，要坚持保护第一，绿色

发展，分类补偿。福建省生态环境和社会资

源分布差异较大，要依据其区位、资源环境、

资金情况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性实施

补偿措施。政府要加大拓展保护补偿的资金

渠道，协调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3.4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福建省作为案

例，为省域尺度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供

数据基础和优化整合建议。由于本研究侧重

于对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空间格局特

征的分析，相关分析尚缺乏对福建省自然保

护地发展历程的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地空间

格局的演变特征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此外，

由于数据收集的条件限制，本研究未将市、

县级以下的自然保护地和水利风景区、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纳入分析对象，未来水利风

景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待纳入福建省

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后进一步深入相关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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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网址：http://www.ngcc.cn。
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
中心网址：http://www.resd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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