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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现状
——以珲春片区为例

报 告 摘 要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大力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探索建
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高效协同模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立国家公园
体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全局性、统领性、标志性的重大意义。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作为中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承担了重要使
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仅将致力于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还需要解决东北虎豹
保护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项目标均需要推动生态保护和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实现统一、规范和高效的管理。

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所在区域农村社区居民数量众多，社区发展传统上对于森林
等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国家公园管理和当地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局部地
区屡有发生。为系统掌握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协同发展现状、问题及成因，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分局、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北京林业大学谢屹教授研究团队开展合作，
组建项目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研究报告等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北
京林业大学谢屹教授研究团队开展实地调研，运用统计分析与述事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
统地呈现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现状、周边社区概况以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
周边社区的协同关系现状，并对中土门子社区参与项目开展了案例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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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期对政策文件的梳理，聚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通过实地调研形成社
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式和模式的本底资料，结合拟实施的社区发展和保护参与项目，
提出促进国家公园和社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周边社区本底资料收集及分析  

在珲春片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社区（行政村及村小组）作为重点研究区域，针对村民、
合作组织、林业大户等多利益相关方开展调研，收集当地社会人口、资源利用、收入来源
及水平、自然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基本资料，形成本底资料库，并开展相关的特征分析。

图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区域示意图

表1: 调研乡镇及村名

调研乡镇 调研村
密江乡 东新村、三安村、解放村、下洼子村、中岗子村

杨泡满族乡 杨木林子村、泡子沿村、红旗河村、庙岭村、松林村、东阿拉村

板石镇 东兴村、孟岭村、南秦孟村、湖龙村、新农村、板石村

哈达门乡 新兴村、和平村、河山村、太平村、松树村、涌泉村、仲坪村、马滴达村、
三道沟村、塔子沟村、平安村、一松亭村、雪岱山村、青山村、柳树河子村

春化镇 四道沟村、西土门子村、中土门子村、兰家村、桦树村、草坪村、东兴镇
村、分水岭村、下草帽村、上草帽村、太平沟村、梨树沟村、小六道沟村、
大六道沟村、洋金沟村、五道沟村、官道沟村、河东村、镇安岭村

一、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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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发展及社区政策分析  

系统梳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发展历程、保护目标、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社区
政策等。总结在支持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方面已开展的做法和经验，以及与当地社
区发展相关的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出台的政策。

3.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周边社区自然保护参与现状的分析

通过对现有社区政策及社区自然保护参与项目的梳理，分析当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周
边社区人口参与自然保护的方式、深度、广度、障碍与成效等。针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拟
实施的社区参与式巡护等项目进行案例研究，总结项目实施成功经验与不足。

4.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社区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讨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社区间的相互影响及成因，总结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与社区间的关系，归纳国家公园和社区已有的协调发展模式，以及下一步可探索的
协调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

二、研究结论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建设与保护成效显著

自设立以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立了“管理局—管理分局—基层保护站”的
三级垂直管理体系，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础上同步开展了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体制试
点，由吉林、黑龙江两省移交9 类行政职能 1561 项，以实现对各类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
统一管理。开通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监测和管理系统。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构
建了跨国合作保护平台，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的跨国合作机制。国家公园范围内野生动物数
量大幅增加，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发展依然面临重要挑战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涉及黑龙江、吉林两省 5 个县（市）共计 7 万多人口，同时还涉
及包括森工林业局、国有林场、国有农场以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等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因此，跨地区、跨部门的多头管理体制问
题、资金配套来源单一、自给能力不足问题，以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
路径不明等问题，仍是目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在社区协调发展方
面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企业承担行政职能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集体林地的所有权与
经营权权属不明，以及周边社区农户生计问题。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对周边社区居民的生计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项目调研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共51个村，面向长期居住在村内的农户收集
问卷 534 份。数据显示，2021年珲春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 16560 元，而调研
村农户人均年收入 11000元左右。在试点过程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核心保护
区、特别保护区及恢复扩散区禁止开展任何生产、旅游及生态体验等经营活动，对园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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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及周边社区原住农户的生计状态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冲击。例如，野生动物肇事造成
种养损失，禁止黄牛散放后圈养黄牛的饲养
成本提高了3-4倍，以及野外采集活动的减
少。研究还显示，调研村呈现出严重的老龄
化、空心化和空巢化等特点，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相关限制的政策出台后，也间接影响了
周边农户的生计活动向非农类生计活动的转
变，以及非农劳动的增加。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户黄牛养殖

图2: 受访农户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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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户生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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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与周边社区协同关系现状总体良好 

调研发现，社区农户对国家公园建设、野生动物保护、限牧禁猎等方面的认识水平较
高。超过 95%的受访农户能够明确说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要保护物种，62.5%的农户
认为国家公园是重要的或非常重要的。近半数农户认为自己有责任参加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的保护管理工作。这显示出周边社区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较高。但
是农户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政策的了解程度与认同程度有待提高。仅有10%的农户表
示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管理政策完全了解，多数农户表示了解程度一般，约25%的农户
表示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管理政策完全不了解。仅6.7%的农户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
管理政策完全认同，约半数农户表示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政策的认同度一般，而有近
25%的农户对管理政策表示出较低的认同度。约48%的农户认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
总体来说较好，28%的农户认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总体感觉一般，其余农户认为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总体并未达到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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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发挥政府的监管指导职能，推动政策措施优化，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创建良好的制度与
政策环境。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协调功能，做好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和整合的组织引导工作。
激发农户参与流转的积极性，消除土地流转和整合的根本性制约因素。

2. 加速种养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拓宽人口增收
渠道。发挥网络宣传产生的市场推广作用，
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积
极推动国家公园管理部门与各级人民政府的
协作，共同提升东北虎豹生态品牌的经济效
益实现能力。

3. 完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

进一步拓展补偿资金规模；优化补偿工作机制，完善补偿工作监管制度。

4. 拓展农户保护参与渠道

在土地流转和整合的前提下，采用雇佣式种植的方式，为农户实现工资性收入。吸纳
农户参与和组建参与式保护巡护队伍，开展清山清套、外来人员监管等保护工作，实现农
户生态就业。

5. 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工作能力与体系建设

加强社区工作能力，实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优化社区工作机制，形成
部门合力。加大社区工作科技支撑，探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共进的机理性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户木耳养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