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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



1.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的概念

1.1.1  定义

图-社区概念提出者Burschenschafter Ferdinand 
Tonnies

(1855-1936)

◼ 社区

• “社区”概念最早在 1887年由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ennies）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中提出，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

• 滕尼斯认为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商业化社会过渡后，社会整合
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提出“社区” 这个概念来表征人类共同
生活的表现形式。他更多地是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对
社区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滕尼斯视野中的社区涵义十分广泛，
德文Gemeinschaft 一词译作“ 共同体”更贴近滕尼斯的本意。

• 西方国家对社区的概念众说纷纭，但可归纳为 “社区是指由居住在某
一地方的人们组成的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所
构成的区域生活共同体。”

• 两个基本属性：“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

• 基本构成要素：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



1.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的概念

1.1.1  定义

◼ 国家公园社区

• 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60 年代前后。9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国家公园社区是

指“受国家公园影响的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相关社区”，包括自然村落、商业街区、小城镇等，辐射范

围较大，涉及面较广。

• 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阶段：（1）萌芽阶段（1990年以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社区生活与生

存状况的定性研究。（2）起步阶段（1991-1999年）。研究视角开始关注国家公园社区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关系、社区管理、社区感知与态度等。（3）快速发展阶段（2000-至今）。研究深度与广度增加，

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土地利用、社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社区管理与治理等议题不断进入研究者视野。

但总体来说对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研究很少。



1.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1- 美国的国家公园社区

• 存在形态：从有社区到无社区形态。

• 治理模式： 逐步演化型治理模式。

• 社区体系表现形式：国家公园内部特色原住民生活场景社区、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等。

1.2.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

图-美国国家公园与原住民的关系发展脉络

图-恶地国家公园与恶地国家部落公园范围

• 社区与公园的关系：印第安部落原住民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关系经历转折与重构，形成

了“排斥—权利限制—合作管理—部落自治”的发展脉络。《黄石公园保护法

（1872）》将原住民强制迁出国家公园，20世纪60年代少数族裔运动的兴起逐渐推动

原住民社区在国家公园内的权利得到重视，《部落自治法（1994）》使部落自治模式

诞生。现在原住民入驻从事相关旅游项目。

• 社区参与机制：从“排除式”转变为“开放合作”，国家公园管理从传统的“中央政

府集权管理”转向“当地社区自治管理”，重视原住民的权利，加强与原住民的合作

管理，并探索社区保护地——部落公园的建立。

各国国家公园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



1.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2- 加拿大的国家公园社区

• 存在形态：从有社区到无社区形态。

• 治理模式： 逐步演化型治理模式。

• 社区体系表现形式：国家公园内部特色原住民生活社区、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等。

1.2.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

图- 克卢恩国家公园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 班夫国家公园

• 社区与公园的关系：加拿大多数国家公园设立之前，已经有原住居民长期生活于此，

原住民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关系经历转折与重构，从政策排斥、经济召回到合作协同。

• 社区参与机制：通过“社区共管”来对国家公园进行管理。以克卢恩国家公园为例，

1990 年政府与原住民签订“香平爱赛克土著人最终协定”，同年按照该协议成立

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在该公园的管理上，釆用社区共管中的“共管委员会”模式，

主要是为了协调和解决原住民与公园之间的各种矛盾，包括原住民资源使用权、原

住民传统文化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3- 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社区

• 存在形态：始终无社区形态。

• 治理模式：联合治理模式。

• 社区体系表现形式：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等。

• 社区与公园的关系：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自然生态保存完好，其中大部分

公园内部都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卡卡杜等国家公园例外：欧洲列强扩张

帝国版图时强行消除了原住居民的土地权，直到1979年政府才将土地归

还原住民）。

• 社区参与机制：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社区设立联合治理委员会，通过公示、

咨询、合作等多种方式鼓励原住民参与国家公园的各项规划和决策，从土

地利益、资源使用以及原住民居住地建设等多方面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权利。

土著居民在管理国家公园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同时，为游客提供原住民文化

体验，维持和延续原始土著文化。

1.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1.2.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 表-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计划的演变

图-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

图- 澳大利亚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联合管理框架



1.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4- 新西兰的国家公园社区

• 存在形态：从无社区到有社区形态。

• 治理模式：互动协商治理模式。

• 社区体系表现形式：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特色旅游小镇等。

• 社区与公园的关系：因公园旅游带动经济发展而形成社区。公园重视毛利人土著文化

在公园规划中的融入；通过新业态带动经济，推动临时居住点转型可持续发展。

• 社区参与机制：土地大部分归公民私有，政府需要通过购买（即当地人以受雇于政府

或义务参与方式管理）或者联合保护经营（即当地人在政府协助下进行保护管理）方

式同私人达成协议，社区居民可全面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的规划、保护和委托经营各

个环节。国家公园管理局定期召开公众互动协商会议，以听取社区原住民对国家公园

建设的意见与建议。

• 发展趋势：注重社区参与范围的整体性与广泛性，寻求国家公园社区在经济、社会、

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在决策和具体管理上将当地社区居民的意愿于首要地位。

1.2.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

图- 新西兰汤加丽罗国家公园阿皮蒂小镇

图- 新西兰汤加丽罗国家公园圣巴森斯小镇



1.2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现状

5- 日本的国家公园社区

• 存在形态：始终有社区形态。

• 治理模式：分区多主体治理模式。

• 社区体系表现形式：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内部社区等。

• 社区与公园的关系： 日本人口稠密，园内外居民众多。公园土地权属复杂，其中24%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国家公园采用

“地域制”，通过相应法律对权益人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原住民可以继续生活在公园区域内，并在规定范围内进行农林

业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园内的当地居民大量参与酒店、餐馆、讲解、环卫、交通等接待服务。

• 社区参与机制：日本国家公园将内部区域分为“特殊区”与“普通区”，并在《自然环境保全法（1972）》要求下“采取

环境省、都道府县政府、当地社区多主体协商共建的治理模式”，通过分区监管和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方式避免原住民与政

府之间的矛盾。《生物多样性基本法（2008）》等确立了社区参与国家公园评估决策的地位，采取地方倡议与志愿者活动

等形式，创设“公园管理团体”制度。

• 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协同管理体系，维护与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合作，保障公众参与公园规划的机会，加强自然景观保护。

1.2.1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

图- 日本自然公园相关法律图- 日本自然公园独特性



0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 在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早期，通常认为保护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资源已经足

够。

◼ 但是随着国家公园的不断发展，位于国家公园边界附近社区的人类活动和

自然状态同样会影响公园内部资源的管理，社区的发展对公园既有正面影

响也有负面影响。

2.1.1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起源

正面影响：

• 社区居民可以获得额外的教育机会

• 生态系统得到保护

• 景观质量有所提升

负面影响：

• 人口增长导致物种减少

• 空气、水和噪音污染增加

• 游客体验质量降低

美国怀俄明州Grand Teton国家公园◼ 因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意识到国家公园边界附近社区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

公园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孤岛”生存，入口社区的发展与国家公园的发展是

密切相关的，于是开始重视入口社区的发展。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Gateway Communitiy）

◼ 1995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认为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是指与国家公园或

其他保护地相邻的社区。

◼ 1998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定义为毗邻国家

公园或其他保护地的城市或镇，这些城镇通常是游客进入公园的门户和必

经之地——游客们在这里露营或住在这里的酒店，在镇上就餐和购物，

了解公园的自然和和文化资源。

2.1.2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定义

 从定义中可以提炼出4个特点：

➢ 首先是毗邻国家公园或保护地

➢ 其次是进入国家公园的门户

➢ 第三点是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 第四点是展示国家公园文化

《Gateway Opportunities：A Guide to Federal Programs
for Rural Gateway Communities》

《入口社区的机遇：一个为农村入口社区提供的联邦项目指导手册》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2.1.3  入口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关系

⚫ 组织管理上

• 入口社区由政府统一管理

• 允许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入口社区签订合作协议

• 国家公园管理局可以制定公共投入的总体管理计划

⚫ 经济上

• 入口社区解决国家公园在旅游方面欠缺的餐饮、住
宿等服务，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 国家公园内部禁止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处在出入
口位置的入口社区可以为来访国家公园的访客提供
食宿和购物等需求，提高生活品质

⚫ 形象展示上

• 入口社区可以了解、展现国家公园文化

• 每个入口社区都有各自独特无形的特征，他们希望保
留和增强这些特征，保持积极的社区文化氛围

⚫ 共同目标上

• 国家公园和入口社区存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重视
开放空间、良好的工作、清洁的空气和水、生产性
土地以及健康、重要的社区

⚫ 土地管理上

• 国家公园管理局有机会也有责任提供帮助，指导国
家公园土地附近的开发

• 国家公园管理局可以协助入口社区的规划、获取和
开发土地

• 入口社区成员对侵占公园边界附近相邻私人财产担
忧

⚫ 居民构成上

• 入口社区居民以国家公园内社区居民转移及当地居民
居住为主

• 居民渴望进入国家公园进行多样化和全年性的游憩机
会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 旅游型入口社区

旅游型入口社区是以旅游为主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通常位于国家公

园外的主要交通附近。旅游型入口社区自然景观、人文资源资源较

多，拥有独特的地貌、气候或动植物资源，游憩资源丰富，旅游是

社区主要收入来源。

2.1.4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类型

根据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资源、交通、科研、教育等功能和条件定位，可将其总结为旅游型入口社区、科研型

入口社区、产业发展型以及综合型入口社区。

美国锡安国家公园斯普林代尔小镇，是典型的旅游服务小镇，2008年，

斯普林代尔被福布斯旅行者(Forbes Traveler)评选为美国20个“最漂亮的城

镇”之一。锡安国家公园有6个入口社区为访客们提供服务，公园的访客要

把车停在公园外面，斯普林代尔小镇紧邻锡安国家公园南门外，距公园最近，

小镇居民只有500人左右，居民主要从事与旅游有关的工作。小镇拥有完善

的商业环境和服务设施，为访客们提供便利的餐饮住宿服务，来锡安公园的

访客中很大部分会选择在这里住宿，在此了解初步国家公园后可以乘坐巴士

直达公园。 斯普林代尔小镇风貌

斯普林代尔小镇住宿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 科研型入口社区

科研型入口社区以科研发展为特色。通常拥有着珍贵的自然景

观、文化资源或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

科学研究价值。科研型入口社区人口主要包括本地居民、少量

的政府工作者和科学研究人员，经济来源重要是为支撑科研提

供服务。

2.1.4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类型

根据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资源、交通、科研、教育等功能和条件定位，可将其总结为旅游型入口社区、科研型

入口社区、产业发展型以及综合型入口社区。

美国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巴尔港小镇，是岛上最大的小镇，人口

有5000人左右，以科研发展为其特色，小镇是整个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经济的中心。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岩石海滩、原始林地和冰川覆盖的花

岗岩山峰等自然景观，拥有动植物种类多，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较

高，美国杰克逊实验室等一些科研机构会不定期向巴尔港小镇投入的科

研经费，以便于进行科学研究。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巴尔港小镇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 产业发展型入口社区

产业发展型入口社区产业类型较为丰富，一般以建设绿色智慧社区

为目标。产业发展为社区收入主要来源，为当地居民提供充足的工

作岗位和收入 。

2.1.4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类型

根据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资源、交通、科研、教育等功能和条件定位，可将其总结为旅游型入口社区、科研型

入口社区、产业发展型以及综合型入口社区。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大峡谷村位于大峡谷国家公园南缘，村庄拥

有许多地标性设计，是比较受欢迎的公园入口社区。访客在大峡谷村体验

大峡谷的历史，大峡谷村服务型、生产型等产业发展快速，本地居民通过

手工制作代表地标性地手工艺品向访客提供，还有独特的美洲原住民艺术

品制作工艺体系，手工艺品深受访客喜爱。

大峡谷村美洲原住民艺术品



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

➢ 综合型入口社区

综合型入口社区是指旅游、教育、科研等多方面协同发展，多出现

在社区发展中后期，生产、生态、生活等各方面社区建设良好的入

口社区。综合型入口社区可以较好地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游憩及工

作等不同需求。

2.1.4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类型

根据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资源、交通、科研、教育等功能和条件定位，可将其总结为旅游型入口社区、科研型

入口社区、产业发展型以及综合型入口社区。

落基山国家公园艾斯蒂斯小镇作为公园的入口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较好，小镇环境优美，拥有完善的商业环境和服务设施，为访客们提供便

利服务。艾斯蒂斯人口如今有接近6000人，教育体系较为完整，拥有从

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系统，居民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医疗中心、会

议中心等，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埃斯蒂斯公园小镇提供到落基山国家公园

的免费接驳车服务，往返落基山国家公园交通便利。小镇的滨河公园、商

业街铺、自行车道以及人行步道为户外活动提供了安全和便捷的环

境.2015 年，小镇开展了埃斯蒂斯谷地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为多代和多元

文化的居民、访客以及商家提供全年经济、文化和游憩活动的机会。

艾斯蒂斯小镇住宿

艾斯蒂斯小镇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美国

 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公园内部的设施开发被

限制后，于是重点打造入口社区，为国家公园公园

提供服务。

 1998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颁布《入口社区的

机遇：一个为农村地区入口社区提供的联邦项目指

导手册》。从社区规划、土地管理、自然资源

管理、文化资源管理、经济发展、环境教育、

基础设施管理、工作培训、游憩管理和交通

管理共10方面明确了入口社区的政策框架，为入

口社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帮助，促进联邦政

府对入口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包括农

业部、教育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内政部、

环境保护局等。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现状

《入口社区的机遇：一个为农村入口社区提供的联邦项目指导手册》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美国《入口社区的机遇：一个为农村入口社区提供的联邦项目指导手册》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现状

项目 内容

社区规划 对社区规划进行援助，以帮助社区实现其计划，如保护社区免于过度开发，保持开放空间，并改善与公园的关系

土地管理 帮助入口社区征用湿地、农田、野生动物栖息地或游憩场所的土地

文化资源管理 联邦政府在入口社区进行历史和文化遗址清查、修复评估和教育活动等方面提供援助

经济发展
通过提供商业咨询、新企业可行性研究、基础设施规划和支持新经济活动发展等援助，帮助社区实现当地经济的

多样化

环境教育 通过增加居民对与公园资源和社区环境相关问题的了解，使入口社区居民受益

自然资源管理
联邦计划帮助解决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到污染管理等一系列自然资源管理问题，许多项目侧重于水、流域、湿

地和生物栖息地等

基础设施
联邦援助计划帮助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旅游业发展建立基本的社区服务，还可以为学校或培训设施、文化活动或

游憩中心提供社区建筑

工作培训
当地人力资源可以为园区运营提供宝贵的技术支持，许多社区都被鼓励开设服务、自然引导和旅游管理课程，也

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游憩
联邦项目可以帮助修建新的步道、解说中心、野餐区和当地美化项目，这些改善可以提高公园内外游客的游憩体

验

交通 联邦公路管理局和其他联邦机构赞助了一些项目，帮助修建步道和风景道，以改善社区交通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

 简介

杰克逊镇是提顿县唯一的自治镇，提顿县只有不到3%的土地是私有的，

97%的土地归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管理 。杰克逊曾经是一个牧场社区，现在成为

一个旅游小镇，代表了美国较为成熟的入口社区发展典范。 2009年，杰克逊

镇被指定为美国历史社区，当地保护社区的努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小镇四面

环山，风景秀丽，拥有许多酒店，艺术馆，被称之为“怀俄明州一颗璀璨的明

珠”。

 地理区位

杰克逊镇位于怀俄明州西北角，杰克逊洞山谷的南端，镇广场区域存留着

一些早期建筑。土地总面积大约为7.64km2，海拔1901m，距离怀俄明州界约

24km，紧邻89号高速公路，距离大提顿国家公园入口处大约20km，距离黄

石国家公园约100km，是从南部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和黄石国家公园的必经之

地。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现状

杰克逊小镇区位图

杰克逊小镇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概况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现状

类别 内容

人口 达到10000人左右

教育 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早教中心、幼儿园、学校等

旅游文化
杰克逊霍尔艺术中心、国家野生动物艺术博物馆、美术画廊、秋季艺术节、城市广场、滑雪场、杰克逊霍尔山度

假村、大塔吉滑雪避暑山庄、雪王度假村、鹿角文化

游客中心 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服务，同时是一个不断更替的美术馆，绿色、节约能源是其特色

服务设施 拥有1座飞机场，1条主要商业街，大约20个艺术馆，30多家酒店

小镇特色

美国乡村旅游胜地，夏天有蛇河漂流，冬天有美国最长连续垂直雪坡的天然滑雪场，小镇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户外
游憩活动

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奇观：全美最大的麋鹿角拱门，鹿角公园中心广场是杰克逊小镇的标志，鹿角公园的四
座拱门由7500根鹿角搭建而成

出售各种工艺品

小镇的风格从外部装饰到内部装修到处都体现着美国西部牛仔的风情，有着丰富的牛仔文化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怀俄明州制定详细的杰克逊发展规

划，《杰克逊-提顿总体规划（2020年

11月2日更新-最初于2012年4月6日批

准） 》。

总体规划中阐明了小镇的愿景： 保

护该地区的生态系统， 以确保现代及后

代人享有健康的环境、社区及经济。规

划中提出“ 生态系统管理”“ 增长管理”

和“ 生活质量” 三个相互支持和依赖的

共同价值观，目的是为了确保生态系统

保护能带来健康的环境、社区和经济。

专项规划还包括《杰克逊提顿综合

交通计划》、《野生动物过境总体规

划》、《住房行动计划》等。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重视规划

《JACKSON | TETON COUNTY COMPREHENSIVEPLAN UPDATED 02 November 2020-originally approved 06 April 2012》
《杰克逊-提顿总体规划（2020年11月2日更新-最初于2012年4月6日批准） 》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注重生态系统管理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共同价值观 内容 原则(Principle)

生态系统管理

野生动物、自
然资源和风景
的管理

维持所有本地物种的健康

维护社区的景观资源
保护和管理开放空间

通过节能实现
气候可持续性

通过土地利用降低能源消耗

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益
通过废物管理和节约用水来节约能源

增长管理

负责任的社区
发展管理

将发展引导至栖息地、风景地之外

从区域角度管理本地增长

城镇作为区域
的中心，合理
布局， 形成完
整社区

维持城镇为中心的完整社区

加强城市空间、社会功能和环境设施
保护历史建筑和场地

共同价值观 内容 原则(Principle)

生活质量

本地员工住房

通过提供劳动力住房来维持多样化的人口

使用一套平衡的工具来实现住房目标

多元化和平衡的
经济

营造积极的经济发展氛围

多模式交通

使用其他交通模式，以应对未来的交通需
求
建立安全、高效、互联的多式联运网络
协调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

优质的社区服务 协调提供服务所需的基础设施

《杰克逊-提顿总体规划》中提出通过野生动物、自然资源和风景资源的管理、通过节能实现气候可持续性保护生态系统。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分区规划，分级分类发展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杰克逊-提顿总体规划》将杰克逊小镇划分为15个特色区，乡村地区和完整邻里社区两级，根据乡村地区和完整邻里社区

的特征，将其细分成4个子区域，确定子区域的10种空间发展类型。

➢ 15个特色区

将杰克逊小镇分为15个特色区，分别是镇广场、镇商业中心、镇居

住中心、中城、西杰克逊、镇边缘、89号高速南、河堤、谷地、南

部公园、威尔森、山杨、提顿村、阿尔塔、郡边缘。

➢ 乡村和完整邻里社区两级发展

将小镇划分为乡村地区(Rural Areas)和完整邻里社区(Complete 

Neighborhoods)两部分：乡村地区要保护西部的历史、乡村特色、

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风景景观。完整邻里社区，包括住宅、餐馆、便

利店、托儿所、学校、公共空间以及以游客为导向的商业街，完善

的基础设施、绿色景观和户外游憩场所也是必备的要素，形成居民

生活工作空间，旅游住宿集中在一个区域。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分区规划，分级分类发展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 4个子区域和10种空间类型

根据乡村地区和完整邻里社区的特征，进一步将其细分成4个子区

域。

将乡村地区划分为保存区(Preservation)和保护区(Conservation)

两个子区域，保存区确保对野生动物栖息地、风景资源的严格保护，

保存区侧重于适度再开发；

完整邻里社区划分为稳定区(Stable)和过渡区(Transitonal)两个子

区域，稳定区不得改变传统社区现有特色，过渡区为有利于社区发

展目标的适当开发类型。

最后，根据每个特色区子区域的属性和功能等，确定子区域的10种

空间发展类型，分别为严格保护区、农业区、聚落区、栖息区、合

理保护区、居住区、村落、村落中心、镇区、度假区，确定每种类

型的发展模式和强度、自然和建筑特征、具体用途（居住、商业、

公共服务、旅游等）。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重视野生动物过境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2018年，怀俄明州制定《提顿县野生动物过境规划》，目的是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连通性和过境的安全性。

提顿县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

物物种。与此同时，提顿县的人口和通勤劳动力一直在快速增长，

有时会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人口和通勤者增加的一个后果是交

通量的增加和道路的相关生态影响。道路可能会对野生动物物种

产生各种影响，包括直接死亡（例如当动物被汽车撞到），以及

野生动物可有效利用的栖息地减少等。

《提顿县野生动物过境规划》将保持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性

和安全的野生动物过境等确定为优先事项。《野生动物穿越总体

规划》根据人类安全、经济和生物保护参数确定了优先事项，确

定了考虑到各个地点的情况的适当缓解措施。本报告的目的是为

提顿县提供信息和工具，以确定有资格实施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和

水生物种缓解措施的优先级路段。这些措施旨在减少野生动物车

辆与大型哺乳动物的碰撞，为大型哺乳动物提供安全的过境机会，

并使鱼类物种能够穿越河流等。
《Teton County Wildlife Crossings Master Plan》

《提顿县野生动物过境总体规划》

大型野生动物物种车辆碰撞的热点图
Hotspots for large wildlife species-vehicle collisions 



2.2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重视环境教育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 联邦计划提供教师培训、课程和教材开发以及示范项目

➢ 环境保护局的环境教育资助计划支持开发关注公园资源和社区公园关系的材料

➢ 社区作为当地学校项目的室外学习中心和实验室

➢ 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为社区和公园做出贡献

➢ 建设新的步道、解说中心等，提高公园内外访客和居民的游憩体验

户外教育 户外课程 户外活动



2.2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 黄石-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小镇发展经验

 经济多样化发展

2.2.1 国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发展

杰克逊小镇

➢ 旅游业是杰克逊小镇经济的主要来源。

➢ 金融行业、服务业和各专业行业增加。

➢ 通过滑雪场和其他冬季游憩活动来维持全年经济，鼓励户

外游憩活动的发展，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

➢ 通过恢复小镇的文化和历史遗址，保护入口社区文化和历

史特征，发展文化和遗产旅游，以减少季节影响，确保全

年住宿率和游客支出。

➢ 协助本地商业活动和投资，支持本地小型企业创业，发展

现代农业和文化产业等。

➢ 吸引“绿色”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对社区的投资，为社区居

民提供多样的就业机会。

杰克逊滑雪场

雪场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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