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云南省西部和西北部，位于
高黎贡山山脉的中上端位置。北面与青藏高原相接，南面与中印
半岛相连，东面与云贵高原相毗邻，西面紧邻印缅山地，该保护
区是云南省所有保护区中面积最大的保护区。保护区是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以保护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特有动植物种类
及其生境为主要目标，依法划出的国家级的特别保护和管理的自
然地域。

一、国家公园的概念
国家公园的定义为以保护国家代表性自然生态系统为核心，

采取措施科学、合理地保护自然资源的特定海域或者是陆地区
域。我国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与众不同，生物呈现出多样化发展
的趋势，同时还具有丰富的自然遗产，其保护范围非常大，深得
国民的高度认可，拥有至高无上的全球价值。我国自然保护地最
基本的类型就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被设定
为禁止开发区域，并包含在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中，这就表明
国家公园的保护力度非常大。风景区的核心目标为提升游客的审
美体验，我国生态价值体现最为完整的地区就是国家公园，其战
略地位比较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有武夷山、
神农架、三江源等。

二、国家公园建设基本原则
国家公园与普通公园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国家公园的体制设

计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园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普通公园的核心
内容为游览和休闲，而国家公园却大不相同。国家公园的核心目
标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给游客提供蕴含丰富文化内涵、能
够开展学习、研究和体验的全新休闲模式。国家公园的主要特点
为具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和全民公益性，不仅代表着生态文明，
同时还是社会生态产品。

（一）严格保护与世代传承
贯彻落实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点，

将需要保护的地区全部保护起来，使人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天蓝
水清清，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并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
自然财产。

（二）依法确权与分级管理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为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彻底改革旧体制，

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国家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势必会影响了山区居
民的收入，这样为了保障山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政府就要对山区居
民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要对山区居民进行必要的生态保护的宣
传，提高他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让山区居民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
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自觉主动地去保护生态公益林，从另一方面
来提高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三、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高黎贡山的生态环境与众不同，其生物资源多样化发展，具

有举世闻名的植被垂直景观，成为人们迫切希望去游览的热门游
览胜地。

保护区建区三十余年来，其经营管理理念比较先进、科学、
有效，保护区中的自然资源得到了高效的恢复和保护，原有的采
伐迹地和林区公路已被天然次生林郁闭，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种类
和数量逐年上涨，使整个地区的生态资源实现了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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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服务功能突出
保护区地处怒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该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区位十分重要。保护区保存了完好的原始森林植被，其涵养
水源、净化空气、保持水土等作用得以充分地发挥，是名副其实
的“南亚水塔”，生态服务功能外溢价值巨大，为当地及下游地
区的生态建设、水源供给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可发挥国民生态环境教育的重要作用
保护区具有高山、峡谷、从热带到高山寒带的完整、典型

的森林垂直带谱等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和景观，生物多样性十
分丰富，特有物种较多，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发挥良好的生态环
境展示教育功能，在旅游开发中加强解说教育系统的建设，可促
进游客在观赏、游憩、体验过程中，认识和了解保护区特殊的生
态、文化、地理价值，增强保护自然和生态的自觉性和参与性，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同时，保护区也是自然和科普教育的理想基
地。

（三）景观资源丰富而独特，开发利用价值高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构成了保护区自然景观多样

性，区内冰川雪峰、峡谷、江河、湖泊、瀑布、杜鹃、兰花、林
海、壁耕农地、氏族社会的民俗民风等景观富集，可满足不同观
赏者对景观审美的需求，因而具有很高的美学和观赏价值。保护
区的旅游资源融自然、人文为一体，是集风光、科考、探险、森
林生态旅游最理想的地方。目前，众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已经为
当地创造并将持续创造更大的经济收益，并带动地方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

（四）重要的生物基因库
保护区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药材、

食用菌等丰富的非木质林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社区经济的
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这些物种种
质资源，更是人类无法用货币计算的巨大财富。保护区丰富的动
物资源包含了许多有重要经济和科研价值的物种，为野生动物的
驯养、繁殖保留珍贵的种质资源，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保护区
是兰花之乡和杜鹃花的集中分布区，具有近 600 种的野生花卉和
观赏植物，许多为珍稀种类和特有植物，成为全球观赏植物最为
重要的种植基地和云南省发展花卉产业的坚强后盾，推动云南省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价值
保护区四周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和世代居住民族，他们

的社会发展形态各异，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明交织在一起，
为这片土地的开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与
众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他们在文艺、礼仪、服饰、饮食以及建
筑等层面上创造的文化魅力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比如，原生
态多声部合唱、阔时节、剽牛祭天等民族活动都极具特色。这些
珍贵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风民俗，不仅仅是本地世居民族
特有的传统，同时也是当地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产物，与保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完善的生态环境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纯朴、独特的民族文化与
传统，正是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写照。正是这些民族文
化，造就了保护区的绿水青山，这些文化和传统，必将和高黎贡



山无可比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一道，推动文化保护和生态多样性
保护与世界对接，带动本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潜在保护价值
保护区地处东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区，属植物区系变迁的

交汇带，其植物区系表现出了突出的中国喜马拉雅特征，也与相
邻地区植物区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中南半岛植
物区系与青藏高原同纬向过渡区域，还是云贵高原与印缅区系相
连接的核心地区。保护区属于横断山地区核心构成部分，这里聚
集着大量的高山植物类型，使得该保护区的植物区系表现出了较
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保护区中蕴含的生物资源非常丰富，分布
了诸多珍稀、特有种动植物物种，是中国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热
点地区之一。

保护区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富集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资源，不但是我国生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举世瞩目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保护区中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呈现出极强
的多样性特征，同时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特别是新
近在保护区内发现的怒江金丝猴、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等，为保护
区的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可以预见在
保护区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中，还有很多新种、新分布待发布，
极具潜在的保护价值。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建设国家公园属于最基本的

公益事业之一，国家公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生态发展责任，是当
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本文对建设国家公园
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同时探索了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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