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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已近５年，总数也达到１３８家。中国在推动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上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中国的经验对推动全球地质公园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国家地质公园在促进地质遗迹保

护、经济发展和科普教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数量增长相对过

快、类型和地区分布还有待平衡和谐、国家地质公园景区的旅游品牌效应尚需提高、科普与旅游参与尚待有机和谐

等方面。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试探讨了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并尝试对中国今后国家地质公园的发展提

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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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的经验对推动全球地

质公园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陈安泽，

２００６）。截止２００５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四批１３８个
国家地质公园，这使得许多著名风景区都纳入了国

家地质公园的管理范畴。公园的建设既促进了旅游

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对地质遗迹的投入

和居民对地质遗迹保护的自觉性，使一些地质遗迹

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如河南焦作云台山、北京延庆硅

化木、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家地质公园

的室内室外博物馆的展示为人们了解科学知识创造

了实际空间，十分适合新世纪游客求新、求异、求知

的心理，促进了科学世界观的普及（赵汀等，２００５；
Ｎｏｗ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在地质遗迹景观被推向市场、
国家地质公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泛化和过热

现象也逐渐凸显出来。目前对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发

展的研究从个案的开发、管理及保护的角度谈得多

（黄金火，２００５），谈问题的较少，而对国家地质公园
中的一些泛化及过热问题还鲜有述及。

国家地质公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ｐａｒｋ）是以具有特
殊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学观赏价值，具有一定规模

和分布范围的有全球或区域性代表意义的地质遗迹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组合而成的特定区域（陈安泽，２００３），是
保护地质遗迹，将其开发用于旅游的一种可持续发

展形式。

１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的特色

１．１　由国家级政府组织直接批准建立
中国是世界上首个由中央级政府组织（国土资

源部）直接批准建立国家地质公园的国家。中国的

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种类齐全，但由于地质遗迹保护

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地质遗迹景观人为破坏比较

严重。基于更有效地保护地质遗迹，同时响应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９９年提出的建立地质
公园的计划，国土资源部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召开的“全
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出围绕“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思想而建立国家地质

公园的设想。２０００年中国国土资源部编制《国家地
质公园总体规划指南》以指导国家地质公园规范工

作。２００１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国家地质公园领导小
组和国家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负责地质公园建设

等重大政策决策和审批等，下设国家地质公园办公

室，挂靠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并于２００１年３月
审批了首批１１家国家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
运作属市场行为，尽管政府不对地质公园的建设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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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行投入，但对其内部的地质遗迹保护有经费支

持。如陕西的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国土资源部拨款

为８０万，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是１００万，蛇曲国
家地质公园（以黄河干流上五个巨大连续的典型河

流蛇曲为主体）为１００万。２００３年ＵＮＥＳＣＯ在全球
范围内建立世界地质公园网络。２００４年６月，第一
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迄今为止，

全球评选出的３３家世界地质公园我国占１２家。中
国在推动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１．２　国家地质公园用于旅游，充分调动起地方政府
及当事单位的积极性。

　　用于发展旅游是地质公园实践的突出功能。作
为产业的旅游将为地质公园景区带来实惠及促进地

方经济收入增加的论证已勿庸置疑。因此历届国家

地质公园审批时许多地方政府都投入了极大的热

情，全力支持申报工作。如陕西延川县政府县长亲

自挂帅，积极挖掘境内黄河蛇曲景观资源的旅游价

值，２００５年申报成功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地质
公园已被越来越多的地方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招

牌，许多地方已从中受益。紧密结合旅游经济的地

质公园要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地质遗迹的互动

前进。严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在于传承，地质遗迹

服务于旅游，使人们间接消费资源，建立地质公园所

取得的收益也将更好地增加保护力度并因使当地居

民受益而被自觉保护，降低地质遗产被采石挖矿和

在自然界中自生自灭的风险。

１．３　赋予旅游景区科学内涵
地质公园倡导了旅游中全民族崇尚科学的良好

理念，落实了中国国家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

地质公园在传统旅游景区讲解合乎情理的传说神话

之外，从地球科学的层面阐释自然界演替的规律及

本质，丰富了景区的内涵，满足了旅游者精神文化的

需求，是对旅游业的一种贡献。尽管目前地学专业

知识信息和通俗旅游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

但相比过去最起码是在进步。地质公园的出现为地

球科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服务领域，把普及地球科

学知识作为公园的重要目的，是地质公园与其它公

园最鲜明的区别。地质公园以服务于旅游业为主

旨，以地球科学的内涵为特色。

１．４　召开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年会。
国家地质公园自建立以来，每年围绕公园和地

质遗迹要召开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

究分会，年会由原旅游地学会扩展而来，讨论地质遗

迹及地质公园的属地旅游经济的发展问题，会议举

办地点先后有福建漳浦、河南修武、广西贺州、广东

韶关、北京十渡和陕西翠华山。从行业管理角度上

说，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管理正在走向规范。由于

年会不只进行学术交流，还为承办年会的地区景区

提供旅游发展的咨询服务，因此，年会都受到当地政

府以及景区的热烈欢迎，经常出现多个市、县、争办

学术年会的热烈场面。

总之，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特色鲜明，中国的经验

对推动全球地质公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但在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的快速发展中一些泛化

及过热的问题也需要指出。

２　问题
２．１　类型和地区分布还有待平衡和谐

一般说来，地质公园的类型和区域分布揭示了

地质遗迹分布的自然属性。尽管国家地质公园数量

已经很多，但就具有代表性的类型以及空间格局分

布，则与中国地质遗迹的自然属性还缺乏匹配。地

质公园的主要地质遗迹首先要具有典型性和稀有性

（陈安泽，２００３），这就意味着同一类型的地质公园
在数量上和地理分布上都不能过于集中。我国目前

火山国家地质公园１８个，占总数的１３％。岩溶国
家地质公园２６个，占总数的１８％，占地貌遗迹类的
４５％，似有类型数量集中的倾向，有些还存在近距离
雷同资源开发的风险。中国西、中、东部国家地质公

园（其中中西部共有的计算两次）分别占总数的３８．
６％，３４．３％和２１．１％。各省市平均有地质公园数
为４．５，西部是４．５，中部地区为６，东部为３．８。数
据显示中部地区发展最好，西部地区强烈的地质构

造所遗留下来的景观多样的丰富地质遗迹本应占据

的优势未能体现。说明在地质遗迹转化为国家地质

公园的过程中，非自然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２．２　国家地质公园景区的旅游品牌效应尚需提高
有些国家地质公园的文化景观性掩盖了科学

性，如一些著名景区；有些主题较专，缺乏景观性，如

一些地层剖面、古生物类的地质公园。在中国１３８
个国家地质公园中，前三批知名景区占到了１６％左
右，第四批占３０％左右，有的还已有了“世界遗产”
等世界级的称号（陈相花，２００５）。名山，尤以文化
著称的名山的国家地质公园冠名对地学旅游品牌培

养打造的贡献不大，即使不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其由

于文化厚重在国内以及全世界均有很高知名度。对

于某些纯以自然景观取胜的著名风景区，建立地质

公园还可提升科技品位和内涵，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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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风景名胜区都成为地质公园，游客出游时就

没有选择，地质公园的命题就不能成立，地质公园的

概念就有泛化和变味的趋势。地质公园还要具备一

定的欣赏游玩价值，对于一些科学意义较强而缺乏

美学观赏性的地质遗迹，就目前游客的接受程度而

言，树立地质公园的品牌效应也勉为其难。即使进

入地质公园名列，也较少有游客光顾，希望通过旅游

收入来支撑保护的基本要求还存在落实困难。如自

２００２年成立的洛川黄土地层剖面国家地质公园年
接待游客量仅万余人（多是科研考察者及野外实习

学生），还没有形成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未能找

到和属地经济互动发展的良策。

２．３　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建设与后续管理的衔接还
需进一步努力

　　始建于１９８５年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目前数量
是１７７个。国家地质公园短短五年之内数量已增至
１３８家，在前三批８５个国家地质公园中，经营得还
不太理想，仍有部分未能及时揭碑，第四批又新增

５３个，管理相对滞后于数量发展，这方面有数量过
多旅游经营效益徘徊不前的别类型公园前车之鉴的

例子。尽管地质公园具有公园的的特征，具备观光

浏览性，但若吸引不来一定数量的游客，它在旅游

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得不到认可，也就不利

于它的科学发展。所以将地质遗迹开发建设为地质

公园的欲望不能无限膨胀，宜争取建设申报一个管

理好一个，给下批地质公园树立好榜样，产生良性循

环效应，否则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的积极性很高，但牌子到手后，后续的开发跟不

上，旅游效益不佳，将不利于对地质遗迹保护，从而

影响了国家地质公园的形象（李双应等，２００４；李晓
琴等，２００３）。
２．４　科普与旅游参与尚待有机和谐

地质公园高举的是科学旅游的旗帜，以此主题

提高风景旅游地的品位。但此美好的原则在实际操

作实施中，却显得困难重重。有些景区公园打地质

的擦边球，游客对地质遗迹科学旅游的概念几乎没

什么认知。有些宣传主题本末倒置，游客对非科学

信息的认知超过对地质遗址本身的了解。更多的问

题来自于地球科学知识在向游客传播时的双方信息

不对称，地学信息所表达的生动通俗以及与旅游景

观美结合的有机连贯性还不到位，以地学为中心脉

络的标示讲解还呈不连续性的片断，这样的结果是

游客对地质公园的理解还处于浅认知阶段。就我们

对翠华山２００５年的调查显示，对地学解说牌能看懂

的游客只占３８．１％，但８２．８％的游客有从地质公园
中获取地学知识的愿望，最终从园中得到的信息不

能令其完全满意。就笔者们对一国内著名地质公园

的考察，游客对地学的了解程度以及留有印象之处

仍属风景石瀑的附庸。

国家地质公园保护与利用以及多重身份导致利

益协调难的问题，前人已有诸多文章论述（吴成基

等，２００４；陈安泽等，２００４；王永生，２００５；彭永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多部门分割的问题
不是仅国家地质公园所面临的，也是许多旅游景区

在管理统筹上需着重认真思考的问题。

３　对策
地质公园是新生事物，实践证明，国家地质公园

的建设促进了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调动了各

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对地质遗迹的投入和居民对地

质遗迹保护的自觉性，使一些地质遗迹得到了有效

的保护。但从五年来国家地质公园的发展建设看，

地质公园存在一定程度的泛化和过热态势。地质部

门迫切地希望通过地质公园的建设保护地质遗迹，

沉寂多年的地质工作者力图在旅游中占一席之地，

旅游开发者看重的是地质公园对商业的贡献，但若

所有的山都成为地质公园，地质公园也就没什么特

色。旅游景观应呈一种百花齐放的格局。笔者等以

为该是冷静下来思考地质公园的管理和建立的标

准，对已建国家地质公园进行精心培育，真正地打响

地学旅游的品牌，实现国家地质公园科学发展的时

候了。针对目前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发展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１）控制国家地质公园的发展速度，变数量增
长为质量提升。国家地质公园不宜再把数量扩张置

于第一位，而要基于保护的前提致力于研究每个地

质公园的合理利用问题，潜心于已评出的地质公园

的管理，使之尽快融入整个地区的旅游产业集群之

中。旅游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强力推动区域旅游业竞

争力。一般地质公园与游客集散中心的交通均相对

不便，处于孤立状态，靠自身单打独拼，已不适应激

烈竞争的旅游市场。可以通过在区域内借景、借势，

与别的景区景点捆绑，组合旅游产业核心旅游产品

群，获得差异化竞争优质，发挥资源共享效应，形成

区域旅游品牌，提升非物质性指标的软环境质量，使

地质公园的旅游效益尽早产生。如陕北的洛川黄

土、宜川壶口瀑布、延川的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

黄帝陵，革命圣地延安的区域联合就可营造气势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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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翠华山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旅游收入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ｖｅｎｕ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ｉｈｕａ

Ｍｏｕｔａｉ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５

图２　翠华山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游客人均消费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ｏｆ

ｔｈｅＣｕｉｈｕ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５．

礴的黄土自然人文景观产品集群。但是现阶段三个

国家地质公园的游客数量都不大，效益不是很显著，

壶口瀑布由于早已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发展状况较

好，但自然旅游景区的游客数量远低于人文景区。

国内旅游必须借助于陕北黄土高原一些人文景点

（如黄帝陵和帝王陵）的先期开发特别是高潮迭起

红色旅游热的兴起，在初期采取“搭便车”的策略。

（２）统筹协调地质公园的类型与空间分布。重
视地质遗迹在全国范围内所具有的代表性、稀有性，

把地质公园种类的丰富性、多样性提到首位，考虑国

家地质公园的分布与地质遗迹空间格局自然属性的

匹配平衡。目前中国的地质公园分布格局虽然是以

地质遗迹的区域分布为背景，但非自然因素也起着

很重要的作用。政府重视，地质调查做得多，地质工

作开展得比较好，一些并不典型的地质遗迹也可能

成为地质公园，政府不重视则一些有价值的地质遗

迹还不为人识。在重新进行申报审批时，建议国家

有计划地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把当

地非常典型、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地质遗迹

早日开发出来。像２００５年评出的山西宁
武冰洞，无论从类型还是地区布局上都是

耳目一新的好例子。西部地区具有无与伦

比的自然景观资源，其中很多地质遗迹具

有的科学性、典型性、稀有性勿庸置疑，完

全可作为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开发利用，从

地质公园与属地经济互动发展来看，西部

也急需通过发展旅游带动经济增长。

（３）调整国家地质公园审批方向，从体
现地质公园独特性以及促进景区在旅游综

合效益上产生质的飞跃的角度全面衡量申

报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价值。总体说来，

地质公园的建立要倾向于原来名声不大，

景观性和科学性又结合较好的具备典型性

或成规模的稀缺性地质遗迹集中分布区。使

国家地质公园的身份凸现，转化为旅游的可行

性增强，相关联地为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能

力增强，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能真正打响地学旅

游产品的品牌，彰显地学旅游的魅力，引导旅

游者高尚健康的精神生活，并通过以旅助农、

城乡互动，加快公园所在地的新农村建设。如

陕西翠华山（图１）和甘肃景泰黄河石林国家
地质公园，在唯一挂名地质公园后，效益都增

加较快，在对景区内村民的妥善安置上也对国

家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些好思路或好经验。

（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与旅游者交流，设计参
与性地学旅游科普活动项目。地质公园要亮出地学

科普旅游的招牌，显示出自己不仅景观美还有内涵

更丰富于其它景区的较高科学品位特色，在标示解

说系统及形象设计上就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如向

一般游客解释地学知识时说“节理”不如说“裂隙”，

说“临空面”不如说“残崖断壁”。充分利用典型的

地质遗迹，建设好地质公园博物馆，应用一些现代科

学技术演示地质遗迹的演化及形成过程，将复杂的

地质现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教育内容。旅游是

旅游者前往异地亲身感受的一种经历，随着体验经

济时代的到来，旅游者的要求已经从景观游憩业满

足其观光浏览上升为追求难忘的参与性的经历。国

家地质公园诞生于体验经济时代，起点就必须高定

位，不能仅停留在室内室外静态博物馆的标本解说

牌的展示上，还要合理设计一些能为旅游者留下美

好深刻印象科学体验卖点。如在保护地质遗迹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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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让游客采集一些岩石、矿物或古生物标本，按

游客需要包装成精美的小巧饰品，留与游客珍藏。

同时也可推出相应的淡季非科普的参与性旅游产

品，如冬季运动、滑雪等，以缓解淡季客源供给不足。

翠华山旅游的季节性非常集中，所以大部分时间容

量极度富余。如翠华山的夏季和冬季是淡季，推出

冬季滑雪场效果较佳（图２）。
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发展总体走向宜从类型单

一走向类型多样，在区域分布格局上从全面开花到

向西部倾斜，从异军突起到与其它的旅游景区协调

发展，从重开发到保护与利用结合，从常规的景观游

到科普游，从景观的展示到对景观的参与及探究、从

单一作战到统一联合向世界地质公园进军，总体上

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随着人们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景区信息了

解的增多，个性化的旅游市场空间越来越大

（Ｍｏｓｈｉｎ，２００５），地质公园推出以地学科普为主题的
旅游项目，使旅游的内涵得到充实和提高，将会日渐

受到旅游者的青睐，那种一味地迎合游客需要而不

顾发展前景，对地质遗迹进行浅层旅游开发，甚至破

坏地质遗迹的做法是违背地质公园的建设目标的。

这样地质公园的发展轨迹就会逐渐脱离初衷。地质

公园在管理经营的意识上应始终将地质遗迹的保护

放于基本地位，坚持对地质公园进行科学的开发利

用。地质公园要在保护地质遗迹的前提下，利用地

质旅游资源开展地质旅游活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对地质遗迹的保护要始终贯穿于整个旅游开发及活

动过程中。另外，地质公园的旅游开发还要改变人

们认为地质公园专业化过强的偏差和游客单一的局

面，以增强地质公园对各个层面旅游者的吸引力。

我们相信地质公园必将在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日益增

长的旅游需求、引领旅游者更高尚更健康的精神生

活时，不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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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１页）　项目中，地质勘查工作都发挥了前瞻性和
先导性的作用，为完成这些重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地质工作依靠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步伐大大加

快，最突出的是能源矿产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有

色、冶金等部门都在国际矿业勘查开发市场中，逐步建成了

自己的产业基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地质科技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科学
钻探工程圆满完成，一批前沿问题研究和钻探技术成果令世

人瞩目；油气资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取得新进展，发现一

批矿产地，新增了一批资源量，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地质调查程度和水平进一步提

高，基础地质调查全面推进，１／２０万和１／５０万区域环境地质
调查实现了陆域全覆盖、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地质灾害防

治、重点工程和城镇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求迫切，国家投入增加

的同时，地质工作经费渠道来源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资金大

量涌入地质行业，带动了“十五”期间地质事业的发展。在矿

产资源领域，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天然

气、煤炭、铁、铜、非金属等大宗矿产品的需求达到了空前高

度，国内外矿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直接带动了能源及矿产

资源勘查工作的发展；国家一大批重大基础建设项目、重点

项目、城市改扩建项目不断开工，促进了地质勘查工作前瞻

性和先导性作用的发挥。

地质工作者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大大加强，地质工作

的领域不断拓宽。“十五”期间，在地震地质、灾害地质、环境

地质、气候演变预测预报、大洋地质调查、南北极科学考察等

方面，地质工作者都作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西南岩溶石山和北方干旱区的找水，以及国家地质公园的建

设，大大缩短了地质工作与社会大众的距离，为区域经济发

展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已经成为我们地质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专家指出，面对几年前国家基础建设规模加大、工业化

步伐加快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加大地

质投入与支持力度，为打开资源瓶颈创造了条件。今年年初

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是资源持续发展

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十五”期间我国在引进技术再

创新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专家指出，新技术、新设备带来的

效益有时比找矿还可观。以金为例，２０年前只有品位达到
４、５ｇ／ｔ才有开采价值，而用新技术１ｇ／ｔ甚至０．８ｇ／ｔ都可开
采；甚至废弃多年的尾矿也能利用，既带来效益又防止了环

境污染。同时，地质科技取得一批原创性、具有国际影响的

重要成果。其中青藏高原、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岩石圈结构研

究获得新认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中国成矿体系理论。

“十五”期间我国地质找矿工作硕果累累，呈现出三个特

点：一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增

大，带动了找矿勘探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地方、社会资金大

量进入地勘行业，导致地质勘探任务全面提升，五年的钻探、

坑探、槽探的工作量是前１５年的总和；正是通过这些大规模
的工程施工，是找矿获得重大突破的保障。二是一批新理

论、新模型用于指导找矿，发挥了极大作用，如推覆构造体之

下找煤、找硼矿、找金理论的应用；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在三江

地区的广泛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三是新方法、新技术在找

矿、钻探、采矿、选矿等领域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十五”期

间，我国地质工作者勇于创新，在找矿、钻探、采矿、选矿等领

域发明了一系列实用技术和设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取得

找矿的重大突破。

中国地质学会在会前编辑出版了《“十五”重要地质科

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会议材料（四册），收录了

“十五”地质行业各部门地质与找矿成果综述文章６３篇，简
介了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１项（刘东生院士），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等奖４项，国家科学技术二等
奖、省部级一等奖５１项，省部级二等奖１０９项；收录并简介
了“十五”期间全国地质找矿重大成果１３６项；介绍了中国地
质科学家在国际地学组织中的任职情况、参加国际合作项目

情况及在国际核心地学刊物发表论文情况等。

中国地质学会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都会同有关部

门举办重要地质科技成果和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为地质行

业各系统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很好平台。本次会议得到

了中国科协、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地质界各系统专家学者的积极响

应。 （禹启仁　 供稿　　章雨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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