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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立法中 “一园一法”模式之迷思与化解

秦天宝，刘彤彤

摘　要：国家公园立法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法治的重要任务之 一，明 确 立 法 模 式 是 国 家 公 园 立 法 的 重 要

前提和基础之一。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似乎对 “一园 一 法”模 式 情 有 独 钟。应 该 说，该 模 式 的 兴 起 有 其 独

特的政治背景和法律渊源，其核心功能是对每个国家公园实行差 异 化 管 理。但 是，我 国 当 前 国 家 公 园 的 政 策

指引和立法实践要求针对每一个国家公园制定一项内容大同小异的地方性法 规，实 际 上 是 对 该 立 法 模 式 的 异

化，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 “一园一法”，并无法真正实现 其 核 心 功 能。因 此，要 从 形 式 意 义 上 的 “一 园 一 法”

模式过渡到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即由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公园综合立法来确定国家公园的国家属性、

划定方法、保护目标、管理体制机制和主要制度等核心内容，在必要 时 各 地 也 可 以 针 对 特 定 国 家 公 园 的 具 体

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补充和细化综合立法中的规范事项，再以该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规 划 的 形 式 具 体 承 接

“一园一法”差异化的管理目标、要求和任务。这样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差异化管理这

一核心功能，最终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供了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法治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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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２０１３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求以来，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已经成为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为此，我国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启动

了为期三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根据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有关国家公园的

法律法规，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关键一环和重要保障。
关于国家公园立法模式的选择，我国理论界有很多人呼吁应采用 “一园一法”的立法模式。这

一模式似乎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原国家林业局２０１６年发出通知，国家公园坚持一园一法，每个

国家公园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或条例［１］。与此相呼应的是，在十个国家公园试点单位中，三江源、武

夷山和神农架国家公园已经由所在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了相关条例，而另外七个国家公园试点的

立法工作也在积极进展之中。一时间，“一园一法”模式似乎成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立法工作的

主流趋势和重要任务。
然而，如果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国家公 园立法 背 景、实践及其内容，可 以 得 知 我 国 的 “一 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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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模式是 “形似神不似”，亦即仅仅具备了 “一园一法”模式的外形，并没有实现该立法模式的

核心功能。这种异化实际上是对该模式的一种误读。要落实国家公园差异化管理、推动国家公园体

制建设，我们应当从实然走向应然，从形式意义上的 “一园一法”走向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

二、我国现行 “一园一法”模式的迷思与成因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公园 “一园一法”立法模式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流观

点，也受到了实务部门的青睐。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一现象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原因。
（一）我国国家公园的立法现状：“一园一法”模式的迷思

早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之前，就有学者主张要对自然保护区适用 “一区一法”的立法模式［２］；
他们认为，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目前的发展情况以及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的现状，进一步推动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一区一法”的立法模式，是自然保护区立法的重要工作。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之后，
国家公园实行 “一园一 法”也 成 为 学 者 的 主 张，建 议 每 一 个 国 家 公 园 均 需 制 定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条

例［３］［４］［５］。致公党在２０１９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大会发言中提出，通过地方立法形成国家公园一园一

法，体现每个保护地的特殊性［６］。
从实践发展来看，“一园一法”模式似乎也得到了实务部门的首肯。２０１６年，原国家林业局发

布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生态安全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专门指出 “要坚持

一园一法，每个国家公园制定相应管理办法或条例”。而根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为 《总体方案》）以及各个试点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方案，针对各自公园出台相应条例是 “规

定动作”。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试行）》经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通过，成为我国关于国家公园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之后，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于１１月２４日表决通过 《武夷山国家公园条 例 （试行）》、湖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２９日表决通过 《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这三项地方性法规的通过，给了其他国家公

园试点省份以极大的鼓舞，２０１７年 浙 江 省 人 大 启 动 钱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条 例 （草 案）起 草 工 作，

２０１８年南山国家公园条例列入湖南省人大２０１８年立法计 划，２０１９年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 条

例》起草工作也正式启动［７］［８］，其他国家公园试点的立法工作也在积极进展之中。
综上可见，国家公园 “一园一法”模式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支持，而且已经被实务部门普

遍运用于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一园一法”立法模式的准确内涵是什么？其核心功能是什么？现行

的 “一园一法”能否发挥其预设的立法效果？这些问题似乎大家都不太关心，似乎再无研讨的 必

要。
（二）“一园一法”模式迷思的成因

国家公园的 “一园一法”模式现象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

１．借鉴国外经验的路径依赖。对域外法律制度和管理体 制进 行 引进 和研 究，是我国追赶现代

性和世界法治发展步伐的应有之义，但在实践中，也逐渐成为我国立法的一种思维定势。从清末沈

家本修律，到改革开放我国大规模参照和借鉴各国法律制度 “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

‘现代化范式’的支配”［９］。国家公园是一个源出西方的概念和制度，将国家公园引入我国是一种

全新的尝试。基于我国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惯性， 《总体方案》提出了为加快构建国家公园体制，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借鉴国际有益做法的要求；而负责试点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还专门与美国国

家公园署签署 《关于开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更好地借鉴美国国家公园体制

方面的经验；机构改革后负责国家公园事务的国家林草局同样认为，对国家公园未来的立法方向，
应当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重点把握［１０］。上述举措和认知均说明，借鉴西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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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思维定势已经自然而然地适用于国家公园立法工作。
美国作为第一个批准设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已经形成稳定的国家公园立法模式，被认为是实行

“一园一法”模式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美国，对每一个国家公园，国会都会通过一部适用于该国家

公园的国家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引用最多的即是１８７２年 《建立黄石国家公园法》。除此之

外还有 《大盆地国家公园法》《大峡谷国家公园法》和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法》等针对各个国家公

园的单行法。除此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也有体现 “一园一法”的法律文件。加拿大颁布

了 《落基山公园法》，澳大 利 亚 于１９７５年 颁 布 了 《大 堡 礁 海 洋 公 园 法》。大 陆 法 系 的 德 国，也 有

《黑森林国家公园法》《汉堡浅滩国家公园法》和 《哈尔茨国家公园法》等适用于特定国家公园的法

律。西方国家这种 “一园一法”模式，被认为是它们国家公园的重要法治保障，也是国家公园建设

和保护的主要成功经验之一［１１］。因此，这些国家的 “一园一法”模式，成为我国证成并采用 “一

园一法”模式的主要理由之一。

２．因循国内先例的惯性选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保护目标、方向和管理制度方面，都

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传统，也成为国家公园立法的重要参照。
我国自１９５６年建立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

然保护区２　７５０个①。纵观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发展史，“一区一法”模式经历了从中央政策肯定

到地方贯彻落实的过程。在中央政策层面，国家林业局在２００５年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

工作的意见》强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 跨 行 政 区 域 整 合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要 加 快 做 到 “一 区 一 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 理 工作情 况 的 报 告时，也强调要根据 《自然保护区条

例》及相关规定，落实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 行 “一区一法”管理的要求［１２］。在此背景下，自然

保护区数量较多的相关省份积极行使 地 方 立 法 权，按 照 “一 区 一 法”的 模 式 出 台 了 一 大 批 管 理 条

例。仅甘肃一省就出台了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 《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诸多条

例。福建省１７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部实现了 “一区一法”［１３］，新疆［１４］、云南［１５］等省和自治区也

积极推动 “一区一法”工作。自然保护区 “一区一法”模式的先例，成为主张国家公园 “一 园 一

法”立法模式的另一重要依据。

３．改革于法有据的现实压力。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开

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即成为我国重大改革任务之一。根据中央部署，我国要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

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②，国家公园立法也应当加快进程，以主动适应国家公园体制改革

的现实需要。

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研究制定

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并做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修订工作③。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中央通过

的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再次提出加大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

力度的要求④。为了配合国家改革方案的 迫 切要 求，国家林草局制定了２０１９年度林草领域的重点

工作和核心工作，要求推进国家公园立法，为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奠定基础［１６］。与此同时，
三江源、武夷山和神农架等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 （实施）方案也提出，要坚持立法先行，出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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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生态环境部发布 《２０１７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点。

参见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第七点。

参见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第六点。



公园条例，为依法开展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法 律保 障①。这一点从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武夷山

国家公园条例》和 《神农架国家公园保 护 条 例》等 单 行 法 规 的 立 法 说 明 和 解 读 中，也 可 以 得 到 验

证： “颁 布 条 例 是 做 好 试 点 工 作 的 ‘必 答 题’，是 实 现 依 法 建 园 和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必 备 要

件”［１７］［１８］。其他试点国家公园的立法工作也在开展之中，“一园一法”模式随之走上了快车道。由

此可见，虽然各个国家公园分别立法的驱动力也有使管理于法有据的内生性和自发性等需求，但更

多地是回应国家给予的外在立法压力。
总之，我国现阶段出现的 “一园一法”模式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对国外立法的路径依赖、以

“一区一法”模式为参照惯例、迫于改革压力等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如何看待现有 “一园一法”模

式，它是否适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解读。

三、我国现行 “一园一法”模式的解读

应该说，我国现行的 “一园一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其主要目的是要为各个国家

公园进行差异化的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而这也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点之一；同时，这种立法模

式也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 （即试点阶段）发挥过渡性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应当清晰地认识到，现

行模式只是徒有 “一园一法”的形式特征，并不能够真正实现 “一园一法”模式的核心功能。其原

因在于，它错误地解读了国外 “一园一法”模式而机械性照搬，也违背了我国立法工作规律和 实

际，其施行效果更是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可以预见，这种仅具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并不

能够实现差异化管理功能，也无法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供应有的法律保障。
（一）“一园一法”模式确有一定的合理性

１．“一园一法”可以为国家公园实现差异化管理提供保障。每个国家公园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和

资源分布的影响，保护对象天然不同，保护目标、保护重点和所需要的保护措施千差万别，“一园

一法”模式的设立初衷就是服务于差异化管理的目标。
我国现有的十个国家公园试点位置分散，涉及十二个省区，自然地理状况和国家公园保护对象

均存在差异性。比如，三江源作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更多地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大熊

猫和东北虎豹作为濒危珍稀动物，更多地是对生物多样性物种的保护；而钱江源和武夷山国家公园

分别拥有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和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更多地侧重于对林木资源的保

护。各个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不仅影响保护的内容和方式，而且影响改革的难

度和速度。例如，《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了全民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资产占主体地

位和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确权登记的要求。从国有土地占比数据来看，神农架、三江源和普达措国家

公园国有土地占比分别高达８５．８％、１００％和７８．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江源、武夷山和南

山国家公园，则分别只有２０．４％、２８．７％和４１．５％［１９］。无论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还是对集

体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后者的难度肯定要比前者大的多。正因如此，建立一个 具 有 专 业 化、差 异

化、精细化特点的管理体系成为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应有之义［２０］。
“一园一法”模式设立初衷是根据各个国家公园的特点和具体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以实

现差异化管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各国家公园建设。如果 “一园一法”立法能够充分发挥模式差异化

管理的功能，不仅有益于国家公园内资源保护和规划管理，而且能够有效规避法律规定过于坚持原

则、不可操作等缺点。这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根据各国家公园设立目标的差异，对保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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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试点实施方案》。



标、保护对象和面临威胁等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以保护三江源头为目标，需

要注重防止水污染、水土流失和围湖造田等造成的不良影响。其次，可以依据不同分区标准，在相

应区域内制定资源利用强度和负面清单。再次，选取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明确管理机构职能，协调

各类布局和规划，实现资源统一筹划，达到精准管理的目标。最后，在单个国家公园内统一管理、
落实执法权，集中执法力量以有效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２．“一园一法”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必经阶段。“一园一法”模式的出现与国家

公园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路径紧密有关。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亮丽名片，必

将给我国带来自然保护理念、配置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全面革新。为实现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战略目

标，就必须通过专门立法系统规定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权责体系、机构设置等基础制度，为国家

公园建设与运行提供法律保障。现阶段，我国对国家公园立法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立法

的具体模式和框架并未形成科学、合理和一致的构思。这源于我国立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

为社会观念提供较为科学的法律理论作为支撑［２１］。
显然，现阶段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法治建设的最佳路径，是通过地方试点积极探

索不断总结，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根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 体 方 案》，
各试点省市应当从政策、规划、立法等多个方面创新制度供给、谋划总体设计、制定部署意见、落

实配套政策，并且坚持继续探索创新，认真梳理总结有效模式，提炼成功经验［２２］。各试点省市在

试点期间采取 “一园一法”模式，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一方面是为了使各自的国家公园管理于法

有据，另一方面也是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立法进行积极探索，通过地方立法试点把有益的区域经验上

升为国家法律，更好地指导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因而，我国现阶段的 “一园一法”模式

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立法路径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不失为一种合理尝试。但是，正

如下文要指出的，现行这种 “一园一法”模式因为误读而仅具有形式意义，并不能够为国家公园体

制建设提供长久的法治支持。
（二）我国现行国家公园立法实践是对 “一园一法”模式的误读

１．现行模式是对国外 “一园一法”模式的简单拿来主义。从前文的论述可见，“一园一法”模

式似乎在很多国家得到认可，我国很多学者和实务部门都认为这种模式是国际惯例。然而，任何国

家的立法模式均根植于本国国情和立法传统，没有放之四海皆合适的立法模式，也没有可以机械复

制的成功经验。我国对于国外 “一园一法”是通行模式的判断是片面和偏颇的，没有理解其经济、
社会、政治基础和法治传统；现行 “一园一法”模式只是机械照搬国外立法模式的外形，而没有把

握其立法结构的内在逻辑和核心功能。
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选择 “一园一法”模式是自身国情的产物。

首先，国际上现有实行 “一园一法”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

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不是刻意追求体系化甚至是法典化，这是与大陆法系偏好于将共性问

题进行抽象整理形成系统的最大区别。美国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代表，其成文法是由大量相互独立

的法案组成，它们归属于各种社会议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问题［２３］。“一园一法”模式的出现与该

国的立法传统相契合。其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属于联邦制国家，采取纵向分权的政治体

制，州立法相对于联邦立法具有很大的独立 性，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权限和法律体系，这 是 出 台

“一园一法”立法文件的权力保障。另外，完善的法制建设是保障 “一园一法”实践效果的技术支

撑。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都有逾百年的法制历史，其高超的立法技艺和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弥补分散立法所固有的缺陷。因此，这些国家的 “一园一法”模式直接受其立法传统和

政治体制的影响，在各国国情具有差异性的前提下，“一园一法”模式并不必然成为国际惯例。
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一园一法和美国等国家的一园一法在立法目的和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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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国在 “一园一法”模式下制定的各个国家公园的地方性法规，其目的是为该国家公园进行较

为全面的法律规制，内容涉及管理体制、资源保护、规划建设和法律责任等多 个 方 面。而 相 比 之

下，美国的 《黄石国家公园法》《大盆地国家公园法》以及加拿大的 《落基山公园法》等 “一园一

法”，其基本定位更类似于我国的机构组织 法，主要目的是要通过立法明确国家公园的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经费使用，同时也包括国家公园的具体边界和保护对象等内容。如 《黄石国家公园法》
除了序言之外，一共只有两条 （公园地理范围和内政部长职责）；而 《大盆地国家公园法》也只有

两条，第一条是立法简称，第二条有四款，分 别 规 定 立 法 目 的，构 成、附 图、公 众 监 督，法 律 声

明、公众监督，以及国家遗 迹。换 句 话 说，美 国 的 “一 园 一 法”主 要 解 决 特 定 国 家 公 园 的 “人”
（机构编制）和 “钱”（经费）的问题，而我国立法在传统上恰恰是不解决甚至是要有意回避这些问

题。其关于各自国家公园的差异化管理，则是通过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综合管理规划》来 实

现。《综合管理规划》内容通常包括确定管理目标，并说明国家公园将采取何种措施来保护和体现

本区域的自然与文化特征；说明国家公园采取何种类型与级别的资源保护与管理措施来保持其生态

完整性；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确定旅游设施、游憩活动和公共服务的类型、特点及位置等［２４］。综

合管理规划而不是国家公园法，才是国家公园实施管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我国的 “一

园一法”模式只是模仿了国外立法模式的外形和表象，追求数量和形式的雷同，并没有明确立法模

式与立法目的、内容之间的联系，也很难实现相同的管理效果。

２．现行模式不符合我国立法工作的规律和实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立法资源紧张、分配不均衡和立法

水平有限等问题依然制约我国法治的发展。这一宏观背景必然也会成为影响国家公园立法模式选择

的条件，若将 “一园一法”模式普遍应用于我国国家公园的法治建设，将面临法理基础和立法资源

等立法规律以及管理体制和跨省协调等立法实际方面的挑战。
首先，法律具有普遍性，在法律管辖范围内，将规则平等重复适用于相关的人和事。法律的普

遍性是社会共同体存在 的 需 要，国 家 通 过 法 律 为 全 社 会 提 供 一 个 共 同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行 为 标 准［２５］。
具体到国家公园的语境下，一部立法应当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公园，对每个国家公园单独进行立法

有违法律的普遍性特征。
其次，考虑到我国整体立法资源紧缺的现状，“一园一法”模式所花费的大量立法成本明显与

取得的法律实效不符。如下文所述，从已经颁布的三部条例来看，它们在章节设置上大都 保 持 总

则、管理体制、规划建设、资源保护、利用管理、社会参与、法律责任和附则这些章节，在条款设

置和制度设计方面，三部条例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而真正需要结合各国家公园特点而做出创新性

规定的人地冲突、传统利用、特许经营等领域，地方又因为缺乏相应立法权限或者过于保守慎重而

怕担风险被问责，在一园一法中几乎没有规定。这种重复且保守的立法，实际上是对各地有限立法

资源的浪费。
再次，作为新兴事物，国家对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机构改革的方向，但具体事权和财权

的配置尚未确定。从实践来看，各地的一园一法试图对管理体制进行有益探索，但是从现有规定和

实效来看，通过地方创新管理体制、特别是明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性质、地位和确定央地事权财

权关系方面，并不太成功。一方面，各地不尽相同的管理体制将不利于未来国家层面管理体制的统

一和理顺；另一方面，各地管理体制的设定仍旧难以解决编制和人员等固有难题，一园一法无法优

化或者突破现有管理体制。因此， “一园一法”模式非但没有解决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这一难题，
反而可能造成未来法制协调的问题。

最后，“一园一法”模式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在涉及跨省国家公园立法时尤其明显。我国１０
个国家公园试点中，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跨越两个及以上的省份，其中东北虎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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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跨越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祁连山国家公园跨越青海和甘肃两省，大熊猫国家公园更是跨越四

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而武夷山和钱江源国家公园，从生态系统管理的角度，也 会 牵 涉 到 跨 省 问

题。这就带来地方立法的现实难题，如果是所跨省份都进行立法，那么这显然是一种立法 资 源 浪

费，即便如此，两省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如何保持一致？如果委托其中一个省份立法，该法自动 （或

者通过某种立法程序）适用于另外一个省份，似乎在我国又没有立法先例。如果由国务院出面协调

制定行政法规，那么和现有的其他地方性法规如何协调？显然，现行一园一法模式无法解决这些立

法协调的难题。
因此，这种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明显不适应我国的立法实际，不应当成为我国国家公

园立法模式的应然选择。

３．“一区一法”模式的实践效果差强人意。我国国家公园的 “一园一法”立法模式，其实与自

然保护区 “一区一法”的立法模式一脉相承。自然保护区 “一区一法”模式的实际运行情况，可以

成为国家公园 “一园一法”模式的前车之鉴。
以甘肃省公布的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一区一法”为样本，我们会发现这６个自然保护区

条例的条文数量维持在３０条左右 （如表１所示），而且条旨设置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如表２所示）。

表１　甘肃省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条文数量

名称 祁连山 兴隆山 安西极旱沙漠 连城 白水江 莲花山

条文数量 ３４　 ２８　 ３０　 ２６　 ３０　 ２８

表２　甘肃省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条旨异同点

相同点 不同点

制定依据、适用范围、保护原则、监管机制、机构职责、功能分区、分区规划、

禁止性规定、资金来源、执法机制和法律责任

边界划定、保护对象

依据上表直观地对六部自然保护区条例进行横向对比，在条文设置和内容规定上均大同小异，
大多数条文只在遣词造句和具体罚款数额等方面有所出入，并没有因保护对象和区域的不同而就资

源保护和管理利用措施等做出有针对性的规定。比如在主管机关方面，除了甘肃安西极旱沙漠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主管部门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外，其余条例均规定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又比

如在功能分区的内容，所有保护区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实际上，这些立法框架、制

度规范、条文内容基本雷同的一区一法，并没有解决自然保护区定位不清、管理重叠、保护不力等

问题［２６］。现行 “一区一法”模式因其简单重复、并无效率，已经引起了甘肃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废止这些一区一法，转而重新修订该省的自然保护条实施条例进行统一适用的可

能性①。“一区一法”模式不甚成功的前车之鉴，为我国现有的 “一园一法”模式敲响了警钟。
同时，就我国现有国家公园试点已经施行的三项 “一园一法”来看，也没有摆脱 “一区一法”

模式的窠臼。三江源、武夷山和神农架国家公园的三部条例除了立法名称、适用范围和立法结构方

面略有不同外，在基本原则、财政保障、考核追责、宣传教育、管理机构、管理权限、规划制定、
界标设置、建设管控、确权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急预警、监测评价、灾害防治、生态修复、
生态补偿、移民安置、社会参与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制度设计和条文内容基本相同。在各条例实施

后，笔者通过调查和采访各国家公园相关管理人员发现，由于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各相应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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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管理体制依然没有理顺，管理机构的职权仍旧受到林业、水利、生态环境和国土资源等机构的

制约。试点的一园一法并没有实现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希望达到的划清权责、理顺体制的作用。

综上可见，我国现行 “一园一法”模式的立法初衷是希望为各个国家公园进行差异化管理提供

法律保障，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中，我国立法是对国外立法模式的照抄照搬，只在形式

上完成了一园一法的设置，不仅造成了我国有限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其实施效果也事与愿违。未

来我国应当摒弃这种形式上的 “一园一法”模式，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 “一园一法”模式能够

真正实现差异化管理的目标。

四、迷思的化解：从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走向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

我国采取 “一园一法”模式的初始目的是要实现差异化管理，让各国家公园拥有针对性的法律

依据，但这并不简单等于由各个国家公园分别制定 《国家公园条例》。现阶段的 “一园一法”模式

空有外形，实质内容上并没有结合各自国家公园的特点而做出差异性的规定。形式上的 “一园一

法”模式具有地方性和分散化特征，这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阶段性的反映；未来必须经历从地方走

向中央，从分散走向体系，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变革。换言之，达到实质意义上的 “一园一法”即实

现差异化管理的核心功能才是关键，这可以通过建立由综合立法、实施细则和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组

成的框架来体现。
（一）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实然的过渡阶段

如前所述，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实行 “一园一法”模式，让各个国家公园单独制定试

行立法的目的，既是为试点国家公园的管理提供法律依据，更是为了通过各国家公园试点积累立法

经验、总结实践教训，以期为未来制定国家层面的 《国家公园法》提供一定的法理基础和实践 铺

垫。换言之，相对于依法建园管园，进行试点、为国家立法提供地方经验是更为优位的目标。这也

就解释了为什么现行一园一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地方性法规去规定国家公园的功能定

位、保护目标、管理原则、管理主体、管理职责、跨界协调和分区标准等更加综合、更为普遍的国

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根本事项，反而没有利用有限的立法资源和立法权限去关注各个国家公园的特

点，以做出有针对性的差异性规定。这种通 过 自 下 而 上 和 实 践 先 行 路 径 而 形 成 的 国 家 公 园 地 方 立

法，明显属于形式意义上 “一园一法”模式。

我国现阶段形式上的 “一园一法”模式，不应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最终立法形态，而只是暂

时的过渡安排。在国家公园体制初建之时，我国尚未积累足够的法理研究和实践经验以制定一部良

善的 《国家公园法》。因此，寄期望通过各试点单位的试行立法，为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立法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描绘框架、积累实施经验。事实上，现行的一园一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也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确实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各试点地方的 “一园一法”与改革目

标之间缺乏足够匹配度。由于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所涉诸多事项 （如管理体制、财权事情等）超越地

方立法权限，各个国家公园的地方立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做出原则性规定，如果要做出突破

性规定，则有 “越权”之虞。例如，国家体制改革方案中明确要求进行的财政投入结构性重组、多

元化投入渠道等核心改革，地方立法基本都是原则性宣示、而没有突破性规定；对于改革 方 案 中

“创新体制机制”的优先要求，地方立法同样缺乏有效设计［２７］。这些都说明，在缺乏国家层面上位

法明确指引的情况下，现行 “一园一法”只能是试点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暂时性或过渡性安排，其

主要是解决各自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合法性问题，而对于其本应该实现的核心功能———差异性管

理———基本无暇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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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应然的发展方向

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最大的弊端是没有贯彻对各个国家公园实行差异化管理的要求。《国

家公园法》已经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即将成为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结束后适用于所有国

家公园的综合性基本法。在此前提下，要实现对各个国家公园的差异化管理，主要通过两个法律途

径：一方面，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制定或者修订的方式，出台 《ＸＸ国家公园关于实施 〈国

家公园法〉的细则》，结合本国家公园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 《国家公园法》在本国家公园内的实

施所涉相关事项，进行针对性和具体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制定各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按照生态系

统、资源情况、社区发展分布和保护程度需求，区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制定各自不同但又详尽明确

的保护和发展策略、保护和管理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国家公园实行差异化管理。为此，我国

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形成实质意义上的 “一园一法”模式。
首先，尽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国家公园法》，将其作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结束后适

用于所有国家公园的综合性基本法。２０１８年，《国家公园法》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第二类立法项目，国家林草局也已经启动相关立 法工 作，２０１８年年底该法草案已经成型。国家

公园立法的体系性不仅针对国家公园这一 特定自然 保 护 地 类 型，更加体现在整体性的国家公园体

制［２８］。因此，在制定 《国家公园法》时，应当明晰国家公园的设立目的，更新国家公园的保护理

念，准确把握国家公园立法的保护对象及 生 态 保 护 需 求，突 破 原 有 地 方 立 法 区 域 性 和 分 散 性 的 桎

梏，上升为整体性、层次性立法，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公园立法的体系性。
同时，《国家公园法》还具有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各地方国家公园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规范

指引的功能。为此，在设计该部 《国家公园法》的具体内容时，应当涵盖对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
保护目标、管理体制、设立标准、资金筹措、公众参与和特许经营等基础性、框架性、能在全国层

面予以统一规范和适用的规定。在具体条文内容设置时，应当特别注重解决现行 “一园一法”力不

所逮的产权制度、体制改革和人地关系等关键问题，在实现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占主体地位的

同时，注重私权保护和利益平衡；在以行政手段实行 “最严格的保护”观念下，综合运用经济激励

和公众参与等机制，贯彻多元共治理念，明确权力配置和权利保护的次序。
其次，由特定国家公园所在省级人大，通过制定或者修订的方式，出台相关国家公园实施 《国

家公园法》的细则。由于 《国家公园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因此有些内容不可避免只能做比较

原则和概括的规定；同时，对于需要地方自主决定的特殊性事务，《国家公园法》一般也不需要进

行统一调整和规范。因此，各国家公园所在省级人大需要通过制定或者修订地方性立法来对 《国家

公园法》进行细化或者补充，确保相关主体对 《国家公园法》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的全面掌握与准

确理解［２９］，使得该法在各国家公园更具有可操作性。之所以选择具有补充性的实施细则，而不是

探索性或开创性地方立法，是因为现行一园一法的弊端多、实效差，如前所述。同时，采用实施细

则的立法形式，也有助于解决跨省国家公园的立法协调问题。各省可以根据本省所辖国家公园片区

的实际情况作出 相 应 细 化 或 者 补 充 规 定，而 基 本 不 会 与 他 省 所 辖 国 家 公 园 片 区 的 实 施 细 则 发 生

冲突。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 《国家公园法》可以满足某些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需要，则不需要刻意

制定实施细则，只有当 《国家公园法》的某些内容不够详尽、不尽明确或者原则抽象、不足以解决

该国家公园的差异性问题时，才需要有针对性地补充、阐释和细化。比如，钱江源国家公园需要对

林木资源进行特殊保护，可以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实行林权改革，对集体林地开展地役权改革，探索

商品林采伐权的赎买制度，加强核心区集体林地征收和置换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达到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占主体地位的要求。而祁连山国家公园需要对草原资源进行重点关注，在实施细则中可对以草

原承包权为核心的草原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细化，对承包经营权的发生主体、确权方式以及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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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出规定，并且对原有原住民的放牧、耕作等农牧业生产活动进行妥善安置。
根据这一原理，在国家出台 《国家公园法》之后，试点期间出台的国家公园条例应当视情况予

以分别处理，对于特点突出、特殊性强的国家公园，可以将现行 “大而全”地方综合性法规大幅度

修订为 “小而精”的地方实施性立法，删减或废除其中与上位法重复甚至冲突的内容，保留或者增

加专门调整地方特点的条款，再辅之以下文即将讨论的国家公园管理规划；对于特点不甚突出、特

殊性不强的国家公园，可以废止现行地方性法规，而直接适用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差异化管理要

求主要通过国家公园管理规划予以承担。
最后，由各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编制通过该国家公园管理规划，为达成差异化管理提供法律技术

保障。在我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可以分为两个序列，其一是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这

是国家公园战略的顶层设计，其二是实体国家公园层面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管理计划和年度实

施计划［３０］。其中，第一个序列的国家公园规划属于国家整 体发 展 战略 的统筹性规 划，而第二个序

列的实体国家公园规划则属于针对某一国家公园特定需求的管理性规划。第二个序列是我们关注的

国家公园规划，为避免与第一个序列的规划混淆，本文将其统称为 “国家公园管理规划”。
通过国家公园管理规划实现差异化管理的优势，首先在于规划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能够作为国家公园管理的法律依据。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是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编制，按照法定程序

制定、经过有权国家机关批准并公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因而对国家公园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
国家公园管理规划的编制程序更具优势。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本质上属于技术规范，可以节约立法机

关有限的资源，也不需要经过繁冗的立法程序，可以根据国家公园的发展要求适时修订，有利于提

高国家公园的管理效率。最后，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是协调和指导国家公园日常保护管理的重要技术

工具。我国曾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引入管 理 计 划 工 具，对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编 制 并 且 实 施 了 管 理 计

划，有效地提高了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能力［３１］（Ｐ３）。
编制国家公园管理规划是我国实现差异化管理，走向实质上 “一园一法”模式的重要环节。国

家公园管理规划应为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服务，针对宏观与微观、长远与近期等不同层级的管理目

标设定规划类型，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使规划真正成为管理者的重要工具。其中，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的定位是对管理目标、管理重难点以及管理范围作概括性安排；专项规划的定位是明确国家公

园内某一具体领域的管理目标和任务；管理计划则是针对国家公园的阶段性安排和管理，按照任务

目标、绩效和资金安排等具体事项，制定实施路线图；而年度实施计划就是将管理计划分解至每一

年予以落实［３０］。
综上可见，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在表现形式上由国家层面的综合立法、各国家公园

必要的实施细则以及国家公园管理规划三个层次组成。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功能不同但又互补、
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服务于国家公园差异化管理的目标。其中，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规定国家

公园管理的普遍性要求，这是差异化管理的法律前提；而各国家公园必要的实施细则对存在地方特

色和特殊保护需求的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是差异化管理的法律基础；而国家公园管理规划

则是从近期、中期和长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视角确定具体的管理目标、管理重难点、管

理范围和管理措施，是差异化管理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五、结　语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自概念提出以来即得到国家的鼎力支持。国

家公园立法作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经历 “探索—总结—发展”的历程。我国现

行国家公园立法虽然强调国家公园的差异 化管理，但实现这一立法目标的方式却出现了偏差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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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每个国家公园制定一项内容大同小异的地方性法规，只是形式意义上的 “一园一法”。要实现

国家公园差异化管理的核心功能，就要从形式意义的 “一园一法”模式过渡到实质意义的 “一园一

法”模式。在此模式下，综合立法、实施细则、管理规划发挥共同但有区别的作用，为建立和完善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提供合理的法治进路。这才是我国未来国家公园法律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１］王 开 广．国 家 林 业 局：国 家 公 园 坚 持”一 园 一 法”［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３／０９／

ＡＲＴＩｒＩｊｉ６ｑＪｂｌＲｋ０ｅｂｌＢｒＲＩｑ１６０３０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０３－０９．
［２］颜士鹏，骆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区一法”立法模式的理论分析［Ｊ］．世界林业研究，２００７（５）．
［３］邓毅，毛焱，蒋昕，等．中国国家公园试点：一个总体框架［Ｊ］．风景园林，２０１５（１１）．
［４］唐芳林．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和优先区域［Ｎ］．学习时报，２０１６－０８－０４（５）．
［５］郑文杰．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立法路径与当地社区利益协调研究［Ｊ］．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９（２）．
［６］王钰，王胜 男．保 护 地 体 系：保 护 我 国 自 然 生 态 精 华［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７１６１０．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７］沙兆华，罗瑛瑗，吴 婕．湖 南 南 山 国 家 公 园 条 例 等１０件 列 入 今 年 立 法 计 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

ｃｏｍ／ａ／２２６６４１３２６＿３８１５８０，２０１８－０３－２９．
［８］胡绍康．《钱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草案）》立法调研座谈会在开化县召开［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ｋｈｎｅｗｓ．ｚｊｏｌ．ｃｏｍ．

ｃｎ／ｋｈｎｅｗｓ／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０３０３２７３７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９］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Ｊ］．政法论坛，２００５（１）．
［１０］许雯．国家公 园 立 法 进 展 如 何？ 国 家 林 草 局：已 形 成 专 家 意 见 稿［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２８１６５５８５０＿９９９５５６１３，２０１８－１２－１３．
［１１］杨锐．美国国家公园的立法和执法［Ｊ］．中国园林，２００３（５）．
［１２］荣启涵．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呼吁尽快启动自然保护区相关立法［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ｇｎ／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７９２４９７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０７－０２．
［１３］孙浩．“绿盾”强势出击３１省市，对１３０个自 然 保 护 区 进 行 了 实 地 巡 查，极 大 推 动 重 点 问 题 整 改［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０７６７７３０８＿９９９５８１６４，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４］刘 东 莱．新 疆 推 进 自 然 保 护 区 建 设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ｊｘｗ／２０１９０３／

ｔ２０１９０３２６＿５７５２６５．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３－２６．
［１５］云南省 林 业 厅．云 南 省 自 然 保 护 区“一 区 一 法”取 得 进 展［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ｍａｉｎ／

１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５０８３．ｈｔｍｌ，２００８－１２－０３．
［１６］李云．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 体 的 自 然 保 护 体 系 成 为 林 草 工 作 新 重 点［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２９００６５８２８＿９９９５５６１３，２０１９－０１－１８．
［１７］孙 海 玲．《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条 例（试 行）》解 读［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ｈ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７／０７／１２／０１２３５５９５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７－１２．
［１８］乔余 堂．推 进 国 家 公 园 体 制 建 设 保 护 美 丽 生 态 神 农 架［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ｈｂｒｂ．ｃｎｈｕｂｅｉ．ｃｏｍ／ｈｔｍｌ／ｈｂｒｂ／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ｈｂｒｂ３２０３２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１９］黄宝荣，王毅，苏利阳，等．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Ｊ］．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１）．
［２０］王毅，黄金荣．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９（２）．
［２１］张振威，杨锐．中国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立法若干问题探讨［Ｊ］．中国园林，２０１６（２）．
［２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国家发展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同 志 就《建 立 国 家 公 园 体 制 总 体 方 案》答 记 者

问［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７（１０）．
［２３］赵维贞．美国成文法与传统大陆法系成文法立法理念比较研究［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
［２４］唐小平，栾晓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Ｊ］．林业资源管理，２０１７（６）．

—１１—

秦天宝，等：国家公园立法中 “一园一法”模式之迷思与化解



［２５］胡玉鸿．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试［Ｊ］．法学研究，２０１０（６）．
［２６］王凤春．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国家公园体制稳步建设［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７（１０）．
［２７］李将辉．从国家公园，到公园国家———对话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Ｎ］．人民政协报，

２０１９－０３－１０（９）．
［２８］秦天宝．论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几个维度［Ｊ］．环境保护，２０１８（１）．
［２９］朱福惠，刘心宇．论行政解释形式的制度逻辑与实践图景［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６）．
［３０］唐小平，张云 毅，梁 兵 宽，等．中 国 国 家 公 园 规 划 体 系 构 建 研 究［Ｊ］．北 京 林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１）．
［３１］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计划编制指南［Ｍ］．北京：北京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ｎｅ　Ｐａｒｋ，Ｏｎｅ　Ｌａｗ”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ＱＩＮ　Ｔｉａｎ－ｂａｏ，ＬＩＵ　Ｔｏｎｇ－ｔ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ｆｏｃｕｓｉｏｎ“ｏｎｅ　ｐａｒｋ　ｏｎｅ　ｌａｗ”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ｓ－
ｓ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ａｃ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ｆａｃｔ，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ｉｓｓｉｍ－
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ｏ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ＰＣ　ｅｎａｃ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ｏｎｅ　ｐａｒｋ　ｏｎｅ　ｌａｗ”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ｏｎｅ　ｐａｒｋ　ｏｎｅ　ｌａ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２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