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国家公园创建

提 名 者 西南林业大学

提名等级 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主要完成人

郭辉军、叶文、华朝朗、周红斌、杨桂华、张宪伟、钟明川、孙鸿雁、

陶晶、沈超、蔡芳、冯艳滨、宋劲忻、杨子江、王梦君、杨东、杨建美、

李鹏、和雪梅、巩合德、程希平

主要完成单位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

计院，云南大学，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

学院，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

项目简介

为加强国家代表性资源的有效保护，促进自然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西南林业大学等科

研单位，积极开展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模式研究，吸收世界各国保护地管理经验，引入国家公园

模式，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和系统集成，创建了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并在率先云

南开展了试点建设实践，为云南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云南建设的经验上升为党中央、

国务院制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国家战略。

（一）创先国家公园建设试点

研究团队自上世纪 90年代即开展国家公园研究与国家公园本土化研究，于 2005年在云南省

迪庆州进行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初次试点。2006 年，研究团队编制了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规划，

助推云南省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并于 2007 年正式挂牌成立，2008 年

-2017年，先后开展了 8个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研究团队所创新的中国国家公园理论和保护模式，

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产生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引发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巨大反响，为云南省和国

内国家公园建设进行了先行探索。

（二）创新国家公园模式

2008年，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为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建设省份。最先在全国组织开
展云南省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规划、设计，首次在全国提出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区、生
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 4 个分区，妥善处理国家公园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矛盾，

为全国各省、区、市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参考。研究团队在十余年间，不断深化国家公园理论研

究和实践技术，形成了全新和完善的国家公园认知体系，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模式，

为云南省设立八大国家公园试点提供了大量的科考、规划、建设、管理等技术支撑，其积累的试

点经验为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建设提供了借鉴。

（三）创建国家公园技术标准体系

研究团队不断创新保护地管理技术，先后制定了基本条件、资源调查、总体规划等 10个技

术标准，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地方技术标准体系，涵盖了科考、规划、建设、管理和监测

各方面，支撑了国家公园的科学、规范管理。

（四）创立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研究团队完成的 8 个国家公园规划、十余部咨询报告，以及开展的国家公园经营项目特许经

营等方面研究与实践，支持了国内第一套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的形成，为国内第一个国家公园
管理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云南国家公园的科学管理与深入试点做出了杰出贡献。

以研究团队为科技支撑的国家公园云南建设试点，创新了云南省自然保护地管理模式，为我

国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成功经验

和决策参考，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成功实践。



二、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该项目为科学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促进自然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项目组团队通过在云南省先行先试，并深入研究与试点建设，推进了中国大陆

第一个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于 2006年 8 月开始试运行，2007年 6 月正式

挂牌成立。2008年 6 月，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为第一个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探索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和发展思路。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工作意

见，发展规划纲要，申报指南，管理评估指南，并组织起草发布了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

术规程、建设规范等多项地方标准，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了《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开展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项目生态补偿、特许经营、社区带动等一批研究课题，取得了

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截至 2017年底，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并规划建设了 8 个国家公园

试点。云南省国家公园创建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研究、试点建设与成果推广、人才培养，

为本省国家公园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科技支撑，为其他省份在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方面提

供了经验借鉴，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提供了决策参考。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为全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供了借鉴，为

形成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建设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项目组制定了国家公园地方标准7项，

完成了规划和报告 16 篇，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出版专著 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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