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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结构分析的国家地质公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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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基尼系数、综合密度指数分别对138家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类型、

分布差异和区域空间密度进行了分析，并从空间分布发展和区域规模发展两个角度探讨了国家

地质公园空间发展路径。结果表明，国家地质公园在空间上趋于凝聚分布，华北、华中、西南和

华南4区国家地质公园集中，密度较大；空间分布类型已由凝聚型逐渐向随机型转变，地区发展

不平衡，华北、华中、西南、华南4区发展迅速，提出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应做好市场主导、突出主

题、地区平衡、发展平衡等4个方面的工作，以实现国家地质公园健康、合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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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Geopark)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在开展“地质公园计划”(UNESCO

Geopark Programme)可行性研究中创立的新名

词，指以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学观赏价

值的地质遗迹为主体，并融合其它自然景观、人文

景观组合而成的特殊地区；是以保护地质遗迹，开

展科学旅游，普及地球科学知识，促进地方经济、

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而建立的一

种自然公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地质公园计

划”的推动下，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以政府名义

正式命名设立地质公园的国家。国土资源部于

2001年3月16日公布了首批云南石林、湖南张

家界、陕西翠华山等11家国家地质公园，后经第

二、三、四批的申报与评审，我国共批准建立了

138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云南石林、湖南张家

界、河南云台山等20家国家地质公园获准列入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约占全球世界地质公园总数的

35％，中国成为拥有世界地质公园总数最多的国

家。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审评命名了一批省、市

级地质公园旧-，为我国地质公园网络建设奠定了

基础。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推动了我国地质遗迹保

护工作进程；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以

它为依托所开展的观光旅游、地学旅游、科考与科

普旅游在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提高旅游业科学含

量，改善我国旅游业形象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发展，许多学者在

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其内容主要包括地质公园的概念、类型、地质基

础、功能价值及发展等基础理论问题【2。1；同时部

分学者还结合个案研究了地质公园的发展模

式[7-91、旅游开发与地质遗迹的保护¨o一1J、空间

结构与地理因素的关系¨2I、资源特征与评

价【13‘141以及产品营销战略n51等实践问题。但由

于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时间短，目前仍存在许多不

足。在理论方面，研究深度与广度不够，地质遗迹

的保护技术和地质旅游产品市场化运作研究较

少，严重滞后于地质公园建设实践的需要；在应用

研究方面，只停留在个案的分析与论证上，缺乏大

尺度、区域性宏观分析与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

大多以地质、地理学科为背景，借用地学研究方法

进行一般性研究，缺乏多学科的渗透与交融。本

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138家国家地质公园的空间

结构分析和发展路径分析，定量研究我国国家地

质公园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差异和发展差异等问

题，为此后国家地质公园的申报、评审和建设工作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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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地质公园空间结构分析

1．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型、随机型、

凝聚型三种，可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6|。

国家地质公园在宏观上呈点状分布(图1)，

因此可以根据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定。

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

近程度的地理指标，当区域中的点状分布为随机

型(Poisson分布型)时，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可

用公式表示为：

，一1／-a-～．! ，1、

’。一2√n—z／-g
、1 7

式中，h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区域面积，／'t

为点数，D为点密度。在三种点状分布类型中，均

匀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大，随机分布次之，凝聚分

布最小。

最邻近点指数尺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

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可用公式表示为：

R：≥：砸．i (2)
h

‘

式中，r。为最邻近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h为

理论最邻近距离，D为点密度。当R>1时，点状

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l时，点状要素趋于随

机分布；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

根据公式(1)，计算出国家地质公园理想随

机分布的最邻近距离(中国领土面积按960万

km2计)为132 km；利用GIS软件提供的测量工

具，测出138个国家地质公园各点之间最邻近的

距离，取平均得值为123．3 km；由公式(2)计算得

到最邻近点指数R为0．93，小于1。与黄金火计

算得前三批85家国家地质公园最邻近指数R为

0．86的结论相比，R值有所增加。这表明我国

138家国家地质公园在空间上仍趋于凝聚分布，

但是，随着第四批同家地质公园的公布，国家地质

公园在保持原分布类型的状态下，空间分布的离

散程度已发生了变化，新疆、青海和黑龙江等边远

省(区)国家地质公园数量的增加在总体分布状

态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2．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差异的测定

基尼系数(Gini)是地理学中用来描述离散区

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可以用来刻画空间要素

的分布，也可以对两个空间要素的分布进行对比。

理论上，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表明集

中程度越高。

本文将全国分为八大地理分区：东北区(东

北三省)、华北区(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华中区

(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华南区(南部沿海三省

一区)、西南区(西南三省一市)、蒙甘宁区(北部

内陆一省二区)，青藏区(青海、西藏)、新疆区。

对国家地质公园分布在各分区中的数量进行基尼

系数分析，从而判定国家地质公园在全国八大地

理分区中的分布差异。

基尼系数可用公式表示为：

Gi,,i：{笋 ㈩

C=l—Gi越 (4)

公式(3)、(4)中，Gi耐为基尼系数，C为分布均匀

度，Pi为空问要素在各分区中所占百分比，Ⅳ为

分区个数，本文N=8(即8个地理分区)。

根据公式(3)、(4)，计算得基尼系数(GⅫ)为

0．89，分布均匀度(C)为0．11。结果表明国家地

质公园在八大地理分区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

均匀度很低。其中，华北区、华中区、西南区和华

表l 国家地质公园区域空间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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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国家地质公园尤为集中，四区国土面积仅占

全国的37％，拥有的国家地质公园却占总数的

80％；国家地质公园占有率偏低的蒙甘宁区和新

疆区均为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说明地质

公园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耦合关

系，非资源因素在国家地质公园发展中的作用明

显。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地质公园发展受区域综

合条件所制约，尚处于选拔性被动建设阶段，缺乏

针对性和灵活性，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和

平衡区域差异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3．国家地质公园区域空间密度的测定

国家地质公园是以代表性意义的地质遗迹为

主体、以地质地貌类景观为特色，融合其它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组合而成的特定旅游景区，资源和产

品以及客源市场有一定的相似性。若同类国家地

质公园在区域内过于集中会加剧市场竞争，使地

质公园的典型性、稀有性受到质疑。综合密度指

数是测定点状要素在区域内集中程度的重要指

标，可用公式表示为：

O：皂 (5)
√sP

式中，D为地质公园综合密度，Q为地质公园

个数，s为区域面积(万km2)，P为区域人口总数

(千万人)。

根据公式(5)，计算得出中八大地理分区国

家地质公冈综合密度(表2)。华南区、华北区和

西南区地质公园综合密度较高，分别为0．65、0．

62、0．58；尽管华中区国家地质公园总数为28个，

在八个分区中位居第二，但该区由于人口密度高，

地质公园综合密度与青藏区同列第四位；蒙甘宁

区和新疆区拥有的国家地质公园数较少，且国土

面积大，地质公园综合密度分列第七、八位。国家

地质公园区域空间密度的不平衡造成了部分地区

地质公园匮乏，而局部地区地质公园泛化的局面。

表2国家地质公园区域空间密度差异

二、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发展路径分析

1．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发展分析

自2001年始，我国申报批准了四批国家地质

公园，获批国家地质公园分别为1l家、33家、41

家、53家。前几批国家地质公园经过开发建设，

大部分已揭牌开园，成为自然遗产旅游和科考科

普旅游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地方经济建设和旅游

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地质公园

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激发

了各地区申报建设地质公园的热情，获批的国家

地质公园的数量不断增加，呈线性发展趋势。

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发展中，其空间分布态势

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对2001年(1l家)、2002年

(44家)、2004年(85家)、2005年(138家)国家

地质公园的最临近点指数进行了测箅，得出最临

近点指数分别为0．85、0．86、0．86、0．93，并对其

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图3)。结果表明，国家地

质公园最邻近点指数不断增大，其空间分布的凝

聚程度有所减弱，空间分布类型由凝聚型逐渐向

随机型转变，其中2005年的转化效果尤为明显。

可见，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家地质公园的空间分布

已逐步趋于合理化。

2．国家地质公园区域规模发展分析

国家地质公园不仅在全国各地理分区的分布

密度不同，其发展规模也有较大差异。华北、华

中、西南、华南四区国家地质公园发展迅速，平均

发展速度均高于5影批；与之相反，蒙甘宁、青
藏、新疆三区发展较为缓慢，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

为零，经过5年的发展，国家地质公园的数量仍为

10个以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根据各种

地质遗迹资源的赋存条件和区域特点，全国分为

8个地质遗迹规划区，其中，华北、辽河平原、晋冀

山地及辽东山东半岛区，陕甘黄土高原区，华东、

中南丘陵山地及海岛(台湾、海南岛)区，四川盆

地、丘陵及云贵高原区等四区地质遗迹资源丰富

且类型多样，良好的资源基础为华北、华中、西南

和华南诸省地质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其

二，华北、华中、西南、华南四区国民生产总值约占

全国的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东北、蒙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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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西藏四区平均值的1．4倍，发达的经济条件

为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保障；其三，为

提高资源的影响度和产品创新，各地风景区积极

申报国家乃至世界地质公园，全国138个国家地

质公园中，著名风景区约占21％，华北等四区风

景区众多，发展基数较大，良好旅游业发展基础也

为地质公园的申报和建设提供了便利。

三、结论与讨论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试点国，近年来我国地

质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是地质公园研

究还是建设，均走在世界前列，在推动世界地质公

园的建立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受地质遗迹

资源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集中分布在华北、华中、西南、

华南四大自然分区，国家地质公园数量占全国的

80％；东北、蒙甘宁、青藏、新疆四区国家地质公园

零散分布，数量仅占全国的20％。经过六年共四

批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国家地质公

园仍未走出凝聚型分布格局的圈囿，但凝聚性逐

渐减弱，随机性增强，有向合理化发展的趋势。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的发展速度也存在区域性

差异，华北、华中、西南、华南四大自然分区发展迅

速，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8．75衫批、7衫批、6．
75影批、5．25衫批；蒙甘宁、青藏、新疆三区的
发展则十分缓慢快，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2衫
批、1．5衫批、O．75家／批，远低于全国4．31影
批的平均水平。

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促进了旅游业和地方经济

的发展，使保护地质遗迹和地质环境成为共识，同

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开发、保护、经营与管理等方面

的问题。例如，地质公园建设只重视地质资源基

础和经济发展条件，忽略市场需求因素；部分地质

公园脱胎于风景名胜区，只进行修补性建设，主题

不突出，科学性差；区域分布不平衡，西部地区资

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优势未能得到体现；发展速

度过猛，申报建设和后续管理衔接不佳，存在只申

报不揭牌的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地质

公园建设和地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要充分发挥

地质公园的资源独特性、典型性和科学性优势，打

造地学旅游品牌，实现我国地质公园的科学发展，

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市场主导，变被动建设为主动建设

地质公园的“地质”和“公园”属性决定了资

源条件和经济冈素在地质公园建设中的基础性地

位。部分地区为地质公园品牌和国家拨发资金所

吸引，只要满足资源和经济条件便申报、建设地质

公园，造成局部地区国家地质公园集中、市场竞争

力大的局面。所以，地质公园建设应改变能建则

建的观念，重视市场需求，对可行性和带来的经

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充分论证，变被动建设为

主动建设，真正发挥地质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和

旅游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2．突出主题，变补充建设为专项建设

在国家风景名胜区4A级甚至5A级景区基

础上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本身具有很高知名度，

直接挂牌或简单的修补性建设无法体现地质遗迹

的地质旅游和科普价值。地质公园专项建设不仅

强调景区的“公园”属性，更彰显其“地质”内涵，

是突出地质旅游主题、扩大景区影响力的途径。

具体做好旅游线路的安排、景点导游词的编写、说

明牌的制定、导游人员的培训、博物馆的陈设等工

作，增加地球科学、气象科学、生物科学的科普知

识，祛除神话和传说，寓科普教育于游览，寓知识

传播于休闲，使景区成为开展科普宣传的基地。

3．地区平衡。加强西部地质公园建设

我国西部地区处于中国大陆第一、二阶梯，地

貌类型复杂多样，集中了中国主要的高山、高原、

盆地、沙漠、戈壁、裸岩、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地域

等，遗留下来的地质遗迹众多，为地质公园建设创

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重心应向经

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转移，重视市场因

素和资源因素，以地质公园建设促进西部旅游的

发展，带动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

4．发展平衡。加强引导与控制

地质公园在地区经济发展和地质遗迹保护中

的作用日益突出，各省市申报地质公园的热情骤

涨，建设与保护资金的投入和相关理论研究以及

管理工作的发展远落后于地质公园数量和规模的

增长速度，从而造成只报不开、保护不力的现象。

鉴于此，地质公园的未来发展中，可通过延长申报

周期和完善评审标准等手段加以控制，变数量增

长为质量提升，引导国家地质公园走向精品化发

展路线。同时，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不仅要全国范

围内全面开花，实现地区平衡，还要控制各类型地

质公园的发展速度，突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实现类

型平衡；引导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地质公园均衡

发展，形成金字塔式级别梯队，实现等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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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olpment of National Geopark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Spatial Structures

LI Ru—you

(Tourism Department，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e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Using the nearest spot index and Gini coefficient，船weH 8．8 comprehensive density index，this paper analyzes 138 ha-

tional geoparks in China from typ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distraction difference and spatial density．This paper also disacsses the

spatial developing path of national geoparks from the∞pec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scale．The rest,its show that nil-

tional scop&,t∞tend to be concentrated in northern，central，southwestern，80nthei'u China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has

changed from the type of condensation to ramdom．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hould be led by the gov—

eminent，the s山ect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stressed，and distribution balance and development balance are very important．

Keywords：geopark；spatial structure；spatial distribution；develop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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