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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旅游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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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社区建设已被纳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顶层设计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构建社区协调发展制度，建立

社区共管机制，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

社区”。2022年，《国家公园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强调

了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建设，“国家公园毗邻地区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可以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合作，按照与国家公园保护目

标相协调的绿色营建理念，规划建设入口社区。”

相关研究也指出，国家公园的建设必然会对该地区及其周边区

域居民的生活带来影响。因此，在国家公园开发建设过程中，要

对入口社区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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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旅游发展的作用



实现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必由之路1

依照IUCN界定，国家公园是主要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和游憩目的的自然保护地。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国家公园的建立本身就饱含了强烈的游憩利用动机。我国颁布的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也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应具有“旅游游憩功能” 。

然而，在“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下的国家公园内部只能进行一些限制性极大的科

普旅游，其内部服务设施的开发建设规模受限。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作为国家公园的门

户，生态限制相对较小，可为国家公园承担部分旅游建设的压力。

由此，入口社区发展旅游是《总体方案》为国家公园功能实现方面提出的重要建

设性举措。入口社区发展旅游将助力于“最严格保护”下的国家公园基础功能—游憩

功能的实现。



由于国家公园多是在整合各类保护区基础上建立，面积较传统保护地面积大，园内居住

的人口也多。在最严格保护导向下，不少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新的替代

生计。国家公园建设与当地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将空前尖锐，这对国家公园的管理能力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

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旅游，通过为到访游客提供所需的餐饮、住宿、购物、娱乐、

交通乃至游览等服务，可为当地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替代生计方式。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旅游有助于利用巨大的市场力量，配合政府共同解决国家公园保

护与发展的矛盾问题，有助于建立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效机制。

旅游收入共享(Tourism revenue sharing，简称为TRS)是保护野生动物、促进社区发展

的重要战略。TRS减轻了坦桑尼亚乔扎尼楚瓦卡湾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缓解了社区对生

态系统的压力。

实现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2



建立国家公园和实施乡村振兴都是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作为国家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和建设国家公园，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都是为了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实施

区域来看，两者的交汇点是位于国家公园入口处的入口社区。

国家公园多年建设实践以证明，旅游业是推进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措施，利用旅

游服务可以有效发挥国家公园品牌价值，优化社区产业结构，拉动社区经济并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因

此，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旅游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抓手、新路径。

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3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作为国家公园辐射影响范围内的特殊功能型社区，其所拥有的

丰富的自然及人文资源，使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成为发展旅游的绝佳选址。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旅游，既可以协调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和原真性保护，还可以促进国家公园范围外缘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国家公园

公园入口社区的旅游发展，是以产业经济方式助力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相互转化，是科学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重要举措。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发展生态旅游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4



0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旅游发展经验借鉴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建立需要将平衡环境、

社区和经济作为主要理念，需要针对生态系统

管理、增长管理和生活品质三方面进行全域开

发管控，并实行相应的空间分类分区引导。编

制增长管理计划、设计增长预警指标、增长类

型综合指标体系管控空间发展，动态循环的监

测、审查的、反馈，让小镇有更好的反应力和

适应力。

杰克逊小镇将建筑高度严格的限制在了3层

及以下，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农业空间等进

行了限定。规划将全域划分为16个小的特色区

域进一步实施细化管控，保障小镇中心持续的

活力，引导大部分增长处于现有基础设施和服

务集中的区域，这部分仅占私有土地的7%。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

实施开发管控1



班夫小镇在1986年和1997南在境内高速路区域建

设了24条动物通道。此外，在设施建筑方面，涉及到

选材和施工等方面都需要经过联邦公园局技术专家核

准，外观涉及也需要与周围环境协调。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班夫小镇

实现生态兼容2

在进行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建设过程中，不

仅需要考虑到对野生动物生境廊道、自然和风景资

源的管理，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还要考

虑各种旅游服务设施的节水节能、减排等，以减轻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在挖掘自身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同时，重视维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生态

旅游中融入本地特色文化实现生态旅游的创新发展。

鲁比翁小镇主要强调小镇景观化和观

景化功能结合，保留拥有悠久底蕴的石质

建筑，并推出具有本地风情的特色餐厅和

民宿。此外，依托本地的放牧文化，推出

具有乡村田园气息的放牧节和农场动物寻

宝、骑马漫步等节庆活动。

法国梅康图尔国家公园—鲁比翁小镇

体现地域文化3



要将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参与作为国家公园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入口社区的参与是对当地社

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价值观和其他发展权力

的保护。通过当地社区的旅游发展参与，以构建国

家公园与当地社区的良好关系，减少社区居民对游

客的敌意。

保障社区参与4

美国谢伊峡谷国家纪念地属于国家公园体系，

当地的纳瓦霍人被雇佣为导游，当地社区居民占据

公园职工总数的80%

美国羚羊峡门户社区的当地居民被雇佣为讲解

员，带领游客去认识当地的环境及介绍他们引以为

傲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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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旅游发展策略



保护优先1

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功能的影响，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将受到高于普通社

区的环保要求。对旅游发展模式下的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保护生态环境最重

要的环节就是绿色开发。

◼ 全面掌握入口社区内外重点资源现状和分布位置，按照“原真原生”程度界定自

然资源保护优先级别，实行差异化管理。

◼ 依照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来涉及旅游活动线路和项目，明确游客承载数量上限，

避免体验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

◼ 利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生态优势，合理并适度推进与国家公园保护要求相一致的

生态绿色产业建设。

◼ 尽可能减少旅游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噪声污染、污水

废弃物污染等。



民生为本2

国家公园建设入口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将会涉及到多个主体间的利益。社

区居民在各主体之间起着关键性作用。就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而言，大多数居民世

代居住在此，他们最简单的诉求便是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自身利益得到保障。

因此，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过程中，要让社区有效组织起来参与社区旅

游的开发合作。与此同时，还要在为旅游者提供配套服务设施的同时，要保障本

地居民的住房权利、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避免旅游发展造成居民社区感的丧失。



衔接公园3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应与国家公园紧密衔接、同步规划，

对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在现有用地布局的基础上划定入口社区发

展控制线，并在社区发展控制线中进一步严格限制建设用地规模。

入口社区作为地域上与国家公园毗邻、且位于进入国家公园必

经之路上的关键区域，其也顺应承担了弥补国家公园功能实现、

生态效益放大的任务。因此，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旅游要考虑

配合“园内游、园外住”的布局，有效承功能，疏解大量访客所

产生的人为活动对国家公园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实现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双赢。



品牌增值4

国家公园的名称与基于自然的旅游业密切相关，对游客的吸

引力比其他旅游地更大。相关研究也指出，国家公园的名称具

有显著的品牌标识，对于游客的吸引力比其他旅游地更强。

因此，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可以利用国家公园品牌助力地方品

牌的生产与销售，同时融合科普教育、文化创意、生态农业等

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以国家公园品牌引导的绿色产业体系。将

国家公园品牌所蕴含的生态和文化价值附加于门户社区，整个

产业链实现“资源—产品—商品”升级，建设国家公园品牌产

业增值体系。



体现特色5

除了生态禀赋外，地方特色文化也是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当地的民俗风情、土

特产品等都是游客渴望体验或购买的。因此，充分挖掘入口社区

的地域特色，深化社区土特产品的研发与加工，进而促进地区农

业和工业发展，通过产业联动发展促进入口社区经济发展。

此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旅游发展需要发掘地区传统文化资

源，将文化与生态相结合，把文化资源同样转化为国家公园入口

社区的重要旅游产品，实现以文化丰富生态旅游体验，以生态旅

游弘扬传统文化。



04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旅游

发展注意点



保障社区居民利益1

国家公园的游客给入口社区带来大量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

具有实力的投资商入驻。然而，入驻社区的投资商以庞大资本作为支撑，

带走了大量的旅游收益。当地社区居民利益可能受到外来者的影响。

同时，入口社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对外部居民构成了很大的诱惑和

吸引力。大批外来者逐渐在入口社区长期居住，使得社区居民数量快速增

长，一定程度上对该地区的房价、物价等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进而

会引发当地居民和外来者者间的社会矛盾。

一些诸如社区居民与国家公园管理者之间因管理理念和参与问题产生

的矛盾、社区成员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公或社区公众参与不公而导致的人

际关系紧张、入口社区与外围社区居民因争夺资源或对旅游发展态度不同

而引发的冲突等问题。



强化社区能力建设2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多处于位置偏僻区域，社区居民以农业为主，

其在掌控资源方面的能力有限，加之受惯习作用影响，其行动参与能

力也相对较弱。加之，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之前，由于发展动力不

足，造成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社区内各项建设人力极其匮乏。

因此，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旅游发展中，相关开发决策要充分参

考居民意见，保障居民主人翁权利的实现，加强对居民的培训教育，

提升其旅游服务能力。



完善旅游接待设施3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交通设施、旅游接待设施等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较为薄弱。

◆ 交通设施。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因多处于偏远山区，对外交通情

况不容乐观，可进入性较差，如若不能有效改善通向国家公园

入口的交通情况，势必制约游客的进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

◆ 旅游接待设施。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住宿接待以当地居民自主

营业的农家乐乡村民宿为主，住宿环境相对较差，且接待量均

较少，无法应对旅游季节性带来的较高的床位需求量。

与此同时，如果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过快，过多的酒店、

旅馆、度假村等可能会将国家公园“围起来”，可能会带来一些负

面影响，非常不利于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迁徙。因此，控制国家

公园入口社区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非常必要。



建立协同发展机制4

借鉴国外先进的社区管理工具，为适应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不断

变化，构建“影响—适应—管理”的适应性框架，形成国家公园与入

口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考虑国家公园介入后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变化

特征、过程和机制，设计面向多元综合目标的入口社区发展协同机制。

• 统一规划与部署

• 旅游客源的共享

• 旅游产品的互补

• 旅游线路的链接

• 旅游服务的匹配

• 体制机制的倾向



加强相关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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