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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

前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启动世界地质公园计划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批准了全世界共55
处世界地质公园，其中中国有18处，约占世界的1／3，而且，中国现在已拥有国家地质公园138处，因
此系统地研究国家地质公园的法律制度，对于加强地质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全面发挥地质公园的功能
和效益，同时又使地质公园免受损坏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环境价值。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
明社会，这就要求我国建立和完善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资源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国家地质公园的保护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进行国家地质公园的法律制度研究，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　　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类是对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上，这方面以陈安泽、赵
逊、赵汀等为代表。他们都是地质学家，长期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对地质遗迹问题比较熟悉，对地
质公园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宝贵建议。但这些建议大多并非从法学角度提出，并且这些学者更多注重地
质遗迹本身。一类集中在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方面，如韦燕生、张进福、费宝仓等人。他们从旅游学的
角度研究对风景名胜区进行系统管理和保护。还有一类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对地质公园的保护、管理、
规划、利用问题，这方面以本书作者黄德林等为代表。黄德林首次将地质公园进行系统的分类，并提
出了分类保护的思想，研究了《世界遗产公约》在国内的适用和效力问题，这在目前国内地质公园保
护存在一些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增强地质公园保护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威慑力是具有重要意义
的。　　本书对国家地质公园法律制度的研究，一方面从环境资源法学理论出发，用可持续发展理论
和生态主义的环境法伦理价值观分析和讨论了地质公园的环境伦理与法律理论，辩证地解析了地质公
园社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和延伸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借鉴联合国文件、国
外地质公园法律制度，结合我国有关地质公园的法律法规，探讨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法律制度的具体内
容及其合理性。并着重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①产生我国地质公园保护问题的原因。②如何通过新的
立法和制度改革加强地质公园保护。③如何通过完善地质公园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使地质公园各项
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实现地质公园保护和利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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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打破了一直以来国内地质公园保护重宣传呼吁、轻实证调查的现实和
传统，在认真调查各地地质公园保护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上其他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的先进
经验，通过综合分析，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中国地质公园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如何通过新的立法
和制度改革来加强地质公园的保护；如何通过完善地质公园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使地质公园的各项
功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实现地质公园保护和利用的平衡。同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拟
订了“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办法”建议稿，对地质公园法律制度作了系统的提升和整理。《国家地质公
园管理制度研究》对地质公园法律体系建设展开研究，对地质公园设立的目标、功能、程序等问题展
开系统的论述。《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适合公共管理和环境资源法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学
生阅读参考，也可供地质公园管理部门、运营机构工作人员及地质公园旅游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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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德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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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质公园的概念与发展沿革　　第一节　地质公园的基础知识　　一、地质公园的概念
　　（一）地质公园的定义　　地质公园，英文名称为Geopark，其意义为geological park，它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ited N4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于1996年在开
展“地质公园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创立的新名词。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地质
公园网络工作指南》，“地质公园是一个有明确的边界线并且足够大的使其可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
表面面积的地区。它是由一系列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学价值的，能够代表某一地区的地质
历史、地质事件和地质作用的地质遗址（不论其规模大小）或者拼合成一体的多个地质遗迹所组成，
它也许不只具有地质意义，还可能具有考古、生态学、历史或文化价值”。　　我国关于地质公园的
正式界定是由国土资源部作出的。国土资源部2000年77号文件对地质公园定义为：地质公园是以具有
特殊的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
为主体，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具有生态、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地质遗迹保护，支持当地经济、
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科学品位的观光旅游、度假休闲、保健疗养、
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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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特色：　　体系完整，资料翔实。《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
》对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规则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对地质公园的管理细部进行了全
方位的介绍和探讨。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在对国家地质公园国内外
理论前沿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对地质公园的管理理论和立法实践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深入实践，应用
性强。《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制度研究》在对诸多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家地
质公园管理的常见问题及其缺陷，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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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真的很不错！
2、没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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