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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质公园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其规划对公园进行科学合理的

功能分区是发展建设好地质公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也是保障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基本要求。 本文从规

划技术层面探讨适合我国地质公园特点的现实可行的功能分区和发展建设的协调关系，通过分析地质公园功能分

区由来，指出目前地质公园规划实际中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保护分区以及总体布局之间存在的相关问题，结合多

年来的地质公园规划工作经验，提出了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的优化对策，为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实践提供参

考。

关键词：功能分区；土地利用；总体布局；地质公园规划；利益相关方

　 　 国土资源部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了新的《国家地质公

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国土资发〔２０１６〕８３ 号，以
下简称新技术要求），对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地质公园

规划有关要求作了较大调整，特别强调了要符合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国发〔２０１０〕 ４６ 号）的要

求，以充分发挥国家地质公园主体功能区作用。
２０１７ 年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矿山

公园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核查的函》 （国土资环函

〔２０１７〕９４ 号），明确要求未进行国家地质公园规划

编制的单位应尽快完成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即
将到期的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要做好国家地质公园规

划续编。 地质公园规划的基础是地质公园功能分

区，主要是在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的地区，对地质遗迹

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区域性的空间划分，明确公园

相关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公园相关方的利益均衡，其
功能分区合理与否关系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生

态环境质量（蔡韵，２０１７；王兴贵等，２００６）。 由于从

业队伍人员对技术要求的了解程度与理解差异，在
十多年来部分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的实践中，对功能

区划分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问题。 为使今后编制的

地质公园规划满足《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及

达到新技术要求标准，为地质公园的规划、保护与发

展利用、实施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十分必要就

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进行探讨。

１　 地质公园功能分区由来

地质公园功能区是指在地质公园规划中，根据

资源类型特征、游憩活动强度以及环境保护、科普教

育、社区发展与旅游活动等功能发展需求所划分的

土地利用功能不同、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空间区域。
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全国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工作

会议”上提出建立国家地质公园以来，先后有四种

地质公园功能分区模式：
（１）国土资厅发〔２０００〕７７ 号文中《国家地质公

园总体规划指南（试行）》将功能区划分为 １１ 类（以
下简称十一区模式）：生态保护区、特别景观区、史
迹保存区、地质游览区、野营区、休闲疗养区、游乐

区、接待服务区、生产经营区、行政管理区、居民生活

区。
（２）国土资环函〔２００８〕 １２６ 号文中《国家地质

公园规划修编技术要求》将功能区划分为 ９ 类（以
下简称九区模式）：门区、游客服务区、科普教育区、
地质遗迹保护区、人文景观区、自然生态区、游览区

（包括地质、人文、生态、特别景观游览区）、公园管

理区、原有居民点保留区。
（３）国土资发〔２０１０〕８９ 号文中《国家地质公园



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将功能区划分为 ８ 类（以下简

称八区模式）：门区、游客服务区、科普教育区、地质

遗迹保护区、自然生态区、游览区（包括地质、人文、
生态、特别景观游览区）、公园管理区、居民点保留

区。
（４）国土资发〔２０１６〕８３ 号中《国家地质公园规

划编制技术要求》将功能区划分为 ５ 类（以下简称

五区模式）：地质遗迹景观区、自然生态区、人文景

观区、综合服务区（含门区、游客服务、科普教育、公
园管理功能）、居民点保留区。

经过十余年来的实践发现，十一区模式各类分

区之间缺少有效衔接，显得比较混乱和碎片；九区模

式和八区模式各类分区缺少呼应，社区发展在保护

功能分区之外，没有服务设施相对集中的服务区；而
五区模式虽然未必能满足某些特殊功能划分需求，
但是它结合了我国国情，体现了生态系统保护、风景

智慧化与游憩公益性的主体要求，是我国现行的国

家地质公园功能分区的基本模式。 由此看来，地质

公园规划功能区划分的指导思想是由强调游览功能

到保护与开发功能并重、从碎片化功能到整合主体

功能转变。 关于新技术要求中功能分区模式的理论

问题不再讨论，本文重点分析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

区实践技术层面的问题。

２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十多年来的 １００ 多个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的实

践中，从对功能分区目的、原则和指导思想的贯彻，
到用地归类、多规协调及规划精度表达等方面，通常

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
（１）地质公园规划的功能分区无法完全满足地

质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目前地质公园规划的功

能分区主要包括：地质遗迹景观区、自然生态区、人
文景观区、综合服务区（含门区、游客服务、科普教

育、公园管理功能）、居民点保留区。 这些功能区的

划分无法完全满足地质公园“以保护为主，在保护

中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偏离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原

则。
（２）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结构不合理： 地质

公园规划的各功能分区所占相对比例不恰当、功能

定位与其支撑的资源类型或使用需求不对应等，引
起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经济发展

等方面与公园保护管理的矛盾，导致地质遗迹的保

护管理无法落到实处，甚至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李晓琴，２００２；杨更，２００５）。 如有的地

质公园在规划时，不重视地方新产业规划等方面的

基础资料收集，仅仅根据对所在区的大致了解进行

功能区粗略划分，结果难以满足地方政府在规划期

内的产业园区建设的客观需要。 甚至有的功能区划

分方案不符合实际需要，如简单地将功能区划为保

护区、游览区、服务区，有的划分为保护区、旅游观光

区、生产生活服务区。
（３）地质公园规划的功能分区与其他相关规划

的功能区不对接：目前地质公园规划的功能区与区

内其他规划尤其是区域内现行其他保护地规划如自

然保护区规划、森林公园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旅
游规划等的功能区不能够相互有效对接，造成其与

相关规划的衔接难以实现。 如有的地质公园规划中

地质遗迹景观区盲目求大，尤其是特级、一级保护区

（点）的划分与区内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的功能

区划分脱节，这不利于公园的健康发展与有效管理，
甚至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建设。

（４）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总体布局等要素

与土地利用规划用地类型不呼应：地质公园规划功

能区中的游客服务区、游览区，与总体布局的基础设

施点、游览线，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公园设施用地、地
质遗迹景观用地，这三者之间边界划分不统一、不呼

应，造成同一空间土地使用性质相矛盾、规划用地不

平衡。 如功能分区图中的“游客服务区”区块套合

时落在了土地利用规划图中的“交通运输用地”或

者“园地”区块内。
（５）对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与已有的市县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者的用地类型归并与分解的处

理对应性不科学：一是地质遗迹景观用地、公园设施

用地、水域、滞留用地等地质公园用地类型到底由哪

些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类型归并而来，以及工

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其它土地等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类

型又如何分解划入地质公园用地，没有明确的对应

关系，造成部分地质公园用地矛盾、影响国土空间的

有效利用；二是地质遗迹景观用地是概念性的，其规

划一般是 １ ∶ ５００００ 及以下小比例尺的，而市县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一般是 １ ∶ １００００ 及以上大比例尺

的，造成地质公园规划用地类型以粗略的方式叠加

于所采用市县级土地利用规划用地类型之上，所划

分的精度与尺度不当，部分地质公园用地违背了耕

地保护红线等特殊区域边界。
（６）地质公园空间规划系列图的图式图例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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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划的不通用：在新技术要求中规定了 ７２ 个图式

图例，并且“表中未列出的其他服务设施，可参照已

有图例风格样式酌情自行设计”，但是这些图式图

例远远不够用，在各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时新增加的

图式图例十分随意，还有这规定的 ７２ 个图式图例与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成熟的国家标准衔

接性不好，造成地质公园规划图件的通用性差，不便

于使用者读图。

３　 优化对策

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问

题，也是生态、社会和经济三大效益相互调和的平衡

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社区活动和

大众旅游游憩共享，以及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提升与

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最终实现三大效益和谐

发展（陈安泽，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３．１　 在充分收集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加强科学

调查和社会调研，进行功能区合理划分

　 　 基础资料是指编制地质公园规划所需的最基

本、最关键的原始资料，包括各类数据、图纸、文字说

明等。 收集整理资料是规划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进行功能区合理划分的基础工作。

对公园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考察区内不同类

别、不同级别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充分兼顾公

园旅游、保护、管理的实际需要。 要充分考虑当地经

济水平现状与可持续发展方向，对于经济水平相对

较低的地区，需将居民活动对地质遗迹资源所造成

的影响考虑在内，避免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地

质遗迹资源造成破坏；对于社会经济良好、地质遗迹

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应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

划、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做好经济建设、自
然保护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平衡关系。

地质公园所在地管理部门与社区居民是规划的

实施者与公园的建设者，因此在地质公园规划功能

分区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当地管理部门所提供有

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见，合理开发与利用地质

遗迹资源；在调动居民参与功能分区的积极性的同

时，使之意识到地质遗迹资源合理保护与利用的重

要性，提高地质遗迹保护的自觉性，同时将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质遗迹保护结合起来，改善居

民区域土地的利用方式，为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旅

游空间，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王彦洁

等，２０１５；王敏等，２０１７）。
在做好上述基础工作后，除了按照新技术要求

中的五类进行功能分区外，应结合地质公园实际情

况与发展需求，酌情划分必需的功能区（吴必虎，
２００１；刘焰等，２００３；安燕，２０１０），如云南某地质公园

的功能区划分为：地质遗迹景观区、自然生态区、人
文景观区（人文景观物质文化区、人文景观非物质

文化区）、综合服务区（旅游服务区、公园管理区与

门区）、居民点保留区、大理石矿业遗迹展示区；青
海某地质公园的功能区划分为：地质遗迹景观区、自
然生态区、人文景观区、居民生产生活区、综合服务

区（游客服务区与公园管理区）、工业建设区、矿业

活动区。

３．２　 在有效保护核心地质遗迹的前提下，充分衔接

地质公园区域内现行保护地规划进行保护区

划分

　 　 ２０１０ 年以来，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

求是不允许新设立的各类保护地相互重叠的，但是

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除外。 鉴于我国

现存的许多地质公园存在着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等其他保护地重叠的现

实，而地质公园的主要目标与这些保护地是一致的，
所以除了与地质遗迹保护有冲突者外，尽量采用已

有其他保护地的规划成果（陈安泽，２０１０）。
做好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与其他相关规划的

对接，重点是在保证地质遗迹完整性、有效保护核心

地质遗迹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地质公园区域内是否

存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其他保护地，真正搞清

这些保护地的功能分区主体对象、利益关系和管理

要求等，从而做好地质公园与这些功能分区的有效

衔接与调整。 如现行自然保护区一般划分有核心

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类功能区，在地质公园规划功

能分区时尽量把核心区划入特级、一级保护区；现行

森林公园一般划分有核心景观区、一般游憩区、管理

服务区和生态保育区四类功能区，在地质公园规划

功能分区时考虑把核心景观区划入特级、一级保护

区或自然生态区。
一般来说功能区划分时地质遗迹景观区尽量划

入较小区域（建议控制在公园面积的 １０％左右），依
据目标明确、保护充分、面积合理和管理有效的原

则，在查清地质遗迹资源的基础上，按地质遗迹资源

的重要性、敏感性、易损性及空间分布特点等，科学

准确地划分出特级保护区（点）、一级保护区（点）、
二级保护区（点）、三级保护区（点）。 同时，按照地

质遗迹保护级别及相关地质环境情况等提出保护措

施，落实保护经费和保护机构设置。 对特级、一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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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象的责任要落实到专人，以确保珍稀地质遗迹

资源不被破坏。
３．３　 以各分区主体功能为指导，确保地质公园总体

布局、综合服务区及路线设计等方面相互呼应

　 　 依据土地利用功能的差别、地质遗迹保护的要

求，结合科普教育、社区发展和旅游活动的需求，在
公园或独立的园区范围内，酌情划分出符合实际需

要的功能区（陈安泽等，２００３），既满足当代人发展

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需要，每个功能区都应

发挥各自的主要功能，并且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表 １ 地质公园用地分类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分类对应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ｒｉｅ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ｌ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地质公园用地分类

（国土资源部❶）
与之对应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地分类

（国土资源部❷）

序号 代号 用地名称 用地编码及名称（２ 位数字的为一级类编码及名称、３ 位数字的为二级类编码及名称）

０１ 甲 地质遗迹景观用地

０６ 工矿仓储用地（０６２ 采矿用地）、１１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１１５ 沿海滩涂、１１６ 内陆滩涂、１１９ 冰川及

永久积雪）、１２ 其它土地（１２５ 沼泽地）。 除此之外可能还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及其它土

地等

０２ 乙 公园设施用地
０５ 商服用地、０８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０８３ 科教用地、０８６ 公共设施用地、０８７ 公园与绿地、０８８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０３ 丙 居民社会用地

０６ 工矿仓储用地（０６１ 工业用地、０６３ 仓储用地）、０７ 住宅用地、０８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０８１ 机

关团体用地、０８２ 新闻出版用地、０８４ 医卫慈善用地、０８５ 文体娱乐用地）、０９ 特殊用地、１１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１１７ 沟渠、１１８ 水工建筑用地）、１２ 其它土地（１２２ 设施农用地）
０４ 丁 交通与工程用地 １０ 交通运输用地

０５ 戊 林 地 ０３ 林地

０６ 已 园 地 ０２ 园地

０７ 庚 耕 地 ０１ 耕地、１２ 其它土地（１２３ 田坎）
０８ 辛 草 地 ０４ 草地

０９ 壬 水 域 １１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１１１ 河流水面、１１２ 湖泊水面、１１３ 水库水面、１１４ 坑塘水面）
１０ 癸 滞留用地 １２ 其它土地（１２１ 空闲地、１２４ 盐碱地、１２６ 沙地、１２７ 裸地）

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中，恰当选取地质公园

地形地貌、资源分布、保护建设及管理需要等诸因素

之一作为各分区划分的主导因素，明确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关系，着眼整个公园的优化配置，
将公园资源保护、旅游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除考虑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外，
必须兼顾公园旅游组织、旅游设施及保护管理，并且

功能区的数量不要过多，划分时一定要有所侧重，应
该把相同功能和性质的区域合起来考虑。

以地质公园内景点组合特色和景观特征为基

础，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规划，构建山水游赏空间总

体布局体系（马勇等，２００４），适度开展建设规划设

计，主要有地质公园各园区、景区、重要景点以及各

园区内的主要旅游服务设施（大门、标志碑、游客服

务点或区、博物馆、观景台等）、主要游线道路或其

他交通设施的位置、范围、走向等，从而将地质公园

各旅游要素的未来不同规划状态、空间部署形态进

行可视化表达，做到符合土地利用功能并且各方面

要素相互协调呼应，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

展。
３．４　 以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按照地质

公园用地分类要求进行归并与分解用地平衡

　 　 我国地质公园通常是处于一定的市县级行政区

域内（少数的跨市县级行政区），因此地质公园规划

的土地利用规划就不能脱离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土地的开

发、利用、治理、保护等在时间上、空间上所做的总体

的、战略的安排和布局，是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

依据。 最新的、系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基于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 （ ＴＤ ／ Ｔ １０１４—
２００７）的成果资料。

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是结合功能分区进行的

概念性规划，从土地利用的功能角度而言，旅游用地

与其他产业的排他性利用不同，旅游业对于土地资

源的利用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以在不改变土地原

有用途的情况下叠加旅游功能（彭慧等，２０１５）。 因

此，在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中对于被划入地质遗

迹景观用地的原有林地、耕地等特殊地类，通常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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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其原有用地类型的，仅在其上叠加了旅游功能

用途。 在具体规划时，以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最新成果为基础，地质公园用地分类不仅要坚持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且更多地依据其叠加

的旅游功能，以小比例尺精度与尺度要求为主导，兼
顾如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及居民点保留区

等特殊区域边界大比尺精准划分的方法，做好两种

规划用地类型的归并与分解对应（表 １），从而满足

地质公园保护建设、发展利用与管理需求。
３．５　 加强规划内容表达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提

高民众参与程度，使规划的实施更具可操作性

　 　 规划图件是所有“规划”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

果，一个“规划”的优劣大部分取决于规划图件的质

量，因此做好地质公园规划图件显得特别重要。
（１）一个规划中各图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

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质公园园区（景区）功能

分区图与地质公园土地利用规划图、地质遗迹保护

规划图、地质公园综合服务区规划平面图及地质公

园规划总图，在编制时图面表达要做到土地利用功

能对应协调、边界处理划分一致，如功能区中的游客

服务区与总体布局的基础设施点与土地利用规划的

公园设施用地的图面务必呼应。 一般来说功能分区

图中门区、科普教育区和公园管理区在当空间位置

相连时进行合并；土地利用规划图中对于公园车行

道、步游道等带状游览区块不纳入“交通与工程用

地”统计，且“公园设施用地、交通与工程用地”建设

用地不宜超过公园面积的 ５％；对应功能分区图中

的“管理区、科普教育区”划入土地利用规划中的

“公园设施用地”，对于兼具服务与停车功能的区块

划为“公园设施用地”。 在此基础上，做好地质公园

用地平衡表的数据统计，统计数据务必真实吻合，确
保与已有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类用地数据统

计保持平衡。
（２）按照新技术要求中各规划图件比例尺精度

进行图件编制，对于一些重要要素图面表达需要进

行特殊处理，如涉及的道路以线条图示，不作面积统

计；涉及的较小停车场综合区块以服务点图示，其用

地面积仅以对应文字表述清楚；尤其涉及地质遗迹

保护区（一般是特级、一级保护区）面积较小，其范

围按规定比例尺精度绘出很不清楚时，建议采用相

应较大比例尺的插图附于图上。
（３）在规划图件与报告中，除严格按照新技术

要求中的图式图例来表达外，务必与已有《标志用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成熟的国家标准一致；对于

功能区的名称表达务必规范、统一，建议以“易于识

别的地名＋功能区类别”来进行命名，功能区名称的

用词应该传递地块的识别信息和使用特点，一定要

注意与功能区类别的名称区别开来。

４　 结论

随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推进，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是根本（樊杰等，２０１３）。 作为建设生

态文明不可或缺的地质公园，其规划进行科学合理

的功能分区是发展建设好地质公园最重要的基础之

一，也是保障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基本要

求。
（１）功能分区是地质公园规划的核心内容，集

中体现了主体功能区对土地利用的要求，其依据是

在空间规划时地质公园建设发展相关方利益均衡的

需要，其根本目的是控制和引导土地利用的功能，从
而更加合理利用国土空间。

（２）在科学调查、社会调研基础上，加强相关规

划对接及社区参与，进行科学合理功能分区、做好用

地平衡，是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与公众游憩利

用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地质公园规划人员所应执行

的行业要求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３）以各功能区的主体功能为指导，协调好总

体布局、综合服务区及路线等方面规划设计，从而达

到有效保护地质遗迹，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与地质遗迹的可持续利用，实现地质遗迹生态、
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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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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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Ａｎｚｅ． ２０１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９ （ ８）：１２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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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 Ｊｉｅ， Ｚｈｏｕ Ｋａｎ，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３（１）：１
～８．

Ｌｉ Ｘｉａｏｑｉｎ． ２００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２２（１）：４３～４６．

Ｌｉｕ 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Ｄａｙｏｎｇ，Ｌｉｕ Ｈｕａｎａｎ．２００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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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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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Ｂｉｎ１ ）， ＹＡＮＧ Ｇｅｎｇ １ ）， ＸＩＡＮＧ Ｇｕｉｆｕ ２ ），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 １ ）， ＹＩＮ Ｘｉａｎｙａ １ ）， ＮＩＮＧ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 １ ）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２１３；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２１０１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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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ａｒｋｓ．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ｇｅｏ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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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４第 ２ 期 陈斌等：地质公园规划功能分区相关问题及其优化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ｅｏｐａｒｋｓ． ①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②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ｇｏｏ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③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ｒｏｕｔ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ｇｅｏ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ｌｉ

Ｍｏｕｎｔ 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ｉｎ ２０１７，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 Ｋｕｎｌｕ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ｉｎ
２０１５，ｅｔｃ．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Ｎ Ｂｉｎ，ｍａｌｅ，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７３；Ｍａｓｔｅｒ，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ｐａｒｋ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ｏ． １９８ Ｌｏｗｅｒ Ｔｏｎｇｊｉｑｉａｏ Ｓｔｒｅｅｔ，Ｈｕａｙａ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Ｔｉａｎｆｕ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６１０２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ｂｎｎ＠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２⁃１５；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

４４４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