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2期 Vol.45/213 7

Topic: Urban Wetland Construction
DOI：10.12233/j.gdyl.2023.02.002

整合优化后广州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策略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uangzhou Wetland Park after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陈倩 赖秋红 吴泽锋
CHEN Qian，LAI Qiu-hong，WU Ze-feng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我国为解决自然保护地存在

划定不科学、范围交叉重叠、多头管理、权责不清、保

护与开发矛盾难以协调等问题，而开展的一次全面调查

摸底评估行动 [1]。2019年，就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工作，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由此全国各地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大面

积铺开启动 [2]。

湿地自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护水资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

多重功能，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 [3]。但与其他类型的自然

保护地一样，湿地自然公园在总体上存在发展战略与规

划缺乏、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责任不清晰

等问题 [4]，在个体上存在空间交叉重叠、面积小、破碎

化等问题 [5]。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湿地自然公园发展的重要

因素，亟待优化整合。

广州市于2020年全面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组织编制了《广州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以下简

称“《预案》”），《预案》系统梳理了广州自然生态系统格

局和自然保护地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其中包括湿地自

然公园。广州水资源众多，湿地生态系统丰富并且类型

多样，已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共89处，其中湿地公

园20处 [6]。本研究以广州市的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梳

理其资源现状及问题，对比分析整合优化前后的情况，

提出后续保护和发展对策，以期为系统性保护湿地生态

系统以及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参考。

1 整合优化前广州市湿地公园基本情况

1.1 湿地公园数量及面积
根据《预案》初步成果，截至2020年7月，广州市共

有湿地公园20个（图1），其中国家级2个、县区级18个。

湿地批复总面积1 677.04 hm2，矢量面积1 861.55 hm2。受

限于技术条件、行政边界更新等客观原因，广州市有19处
湿地公园存在批复面积、实际管辖面积与矢量面积不一致

的情况，矢量总面积比批复总面积多184.51 hm2（表1）。
1.2 空间交叉重叠情况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空间交叉重叠，“一地多牌”，

会导致保护管理工作缺乏系统性，管理水平与保护效率

受到制约。目前，广州市湿地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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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交叉重叠斑块数量共2个，分别为增城区石马龙区

级湿地公园与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完全重叠，以及南沙区

黄山鲁白水湖区级湿地公园与黄山鲁森林公园完全重叠。

1.3 保护空缺情况
全市大部分湿地及湿地公园区域已纳入自然保护地

或其他城市公园、旅游景区进行保护及利用，但仍存在

高保护价值区域的保护空缺，一定程度上导致湿地生态

系统的连通性、栖息地完整性存在问题 [7]，未形成合理完

整的湿地自然保护地空间体系网络。通过综合筛选、评

估分析，广州湿地高保护价值区域保护空缺主要集中在

珠江河口、河涌湿地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以及南沙湿地

等重要的候鸟栖息地等区域。此外，共有8个湿地公园保

护管理机构不完善，在保护管理上存在空缺，后续运营

管理困难。

1.4 普遍涉及与主体功能不符的用地类型
广州市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

自然保护地设立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间相互制

约，人类活动与自然保护地范围重叠，遗留了大量历史

问题，给保护管理工作埋下隐患。目前，全市湿地公

园涉及城镇建成区面积124.47 hm2，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1.91 hm2，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72.08 hm2，人工集体商

品林面积712.53 hm2。

1.5 生态服务价值转化有待拓展
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和大众认知提高的情况下，广

州湿地公园的建设开发和修复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湿地生态功能有待提高

及湿地公园社会服务价值不均衡问题 [8]。目前，湿地公园

作为全民生态财富，除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花都湖

国家湿地公园及其他少数湿地公园外，普遍存在公益属

性发挥、展现不足的情况 [9]。其为地域生态安全提供的保

障性功能和普惠性产品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重

视。另外湿地自然教育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自然教育内

涵体现不足，没有激发起社会开展自然教育的积极性。

2 整合优化后广州市湿地自然公园基本情况

2.1 拟撤销合并的湿地自然公园
针对湿地自然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存在交叉

注：差值=矢量面积－批复面积。数据来自《预案》（呈报稿），为阶段性成果，最

终数据以官方发布稿为准。表2同

表1 广州湿地公园现状

                单位：hm2

图1  广州市现状湿地公园分布图

级别 名称 批复面积 矢量面积 差值

国家级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869 869.1 0.1

广东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 240.6 240.61 0.01

区县级

荔湾区大沙河区级湿地公园 8.5 7.41 -1.09

天河湿地公园 33 35.57 2.57

白云区白海面湿地公园 9 89.9 80.9

白云区白云湖湿地公园 105 193.15 88.15

黄埔区南岗河文教园区区级湿地公
园（萝岗湿地公园）

14.4 14.59 0.19

黄埔区凤凰湖区级湿地公园 30.67 33.01 2.34

南沙区黄山鲁白水湖区级湿地公园 38.93 38.74 -0.19

南沙区蕉门区级湿地公园 8.41 8.44 0.03

番禺区赤坎区级湿地公园 65 65.01 0.01

番禺区贝岗区级湿地公园 38.4 38.41 0.01

番禺区草河区级湿地公园 43.9 41.29 -2.61

番禺区海鸥岛红树林区级湿地公园 20 34.04 14.04

从化风云岭区级湿地公园 15 14.99 -0.01

流溪温泉区级湿地公园 12 12 0

增城区石马龙区级湿地公园 17.85 17.86 0.01

增江街鹤之洲湿地公园 16.71 16.74 0.03

增城区荔城荔湖区级湿地公园 10 10.01 0.01

增城区正果湖心岛区级湿地公园 80.67 80.68 0.01

合计 1677.04 1861.55 1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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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的情况，广州市采取撤销合并至其他自然公园的措

施；针对湿地自然公园与相邻自然公园性质相同、保护

对象相同的情况，采取合并成一个自然公园的措施。在

此次整合优化中，拟撤销南沙区黄山鲁白水湖区级湿地

公园并入广州南沙黄山鲁森林区级公园，拟撤销增城区

石马龙区级湿地公园并入广州增城白水寨省级风景名胜

区；拟将从化风云岭区级湿地公园合并至广州从化风云

岭区级森林自然公园；拟将滨海红树林森林公园优化调

整为湿地自然公园（表2）。
2.2 拟撤销的湿地自然公园

部分湿地自然公园由于面积小、资源特色不明显、

保护对象不明确，在区位、主体功能和建设方向上更

接近城市公园，或存在较大比例无法退出的永久基本农

田，或与城镇开发边界相冲突等，经科学评估，建议不

予保留。在此次整合优化中，广州市拟撤销荔湾区大

沙河区级湿地公园等4个湿地自然公园，总面积（批复）

70.81 hm2（表2）。
2.3 拟新建的湿地自然公园

为了系统性、全面性地保护广州市范围内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遗迹、

自然景观，对湿地自然公园保护空缺和保护力度进行分

析，同步与生态红线比较分析发现，广州市湿地“应保

未保”候补区域共1块，面积约23.44 hm2，拟新建为广

州黄埔埔心区级湿地自然公园。

2.4 拟调整面积的湿地自然公园
根据《指导意见》及相关政府文件，对自然公园进

行科学评估，拟将保护价值低的城镇建成区、永久基本

农田、矿业权、开发区、村庄等区域调出公园范围，对

具有较高保护价值、原生性较强、资源禀赋较高的重要

生态空间分布区域调入自然公园。广州市湿地自然公园

拟调出面积约66.24 hm2，拟调入面积约347.32 hm2。

2.5 管理机构变化
根据《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地实行两级设立、分级

管理制度。对于已有管理机构的保护地，若其被保留或

未被归并，则其管理机构保持不变；若其未被保留或被

归并入其他自然保护区，则原管理机构的牌子不再保留，

人员编入新的管理机构内或由当地人民政府统一安排。

广州市湿地自然公园拟需要新设8个管理机构（表2）。

3 后续保护和发展策略

3.1 保护策略
3.1.1 严格保护公园面积总量

严格落实整合优化后湿地自然公园边界范围，健全

统一湿地自然资源占用补偿管理制度，严格管控广州市

湿地自然公园面积总量。在与城市建设相关项目的选址、

选线等工作中，应注意对湿地公园区域进行避让。对于

确实难以避让的区域，需遵循“占补平衡”原则，严格

保护公园面积总量，尽可能地降低相关项目建设对湿地

原有生态功能的负面影响。

3.1.2 保护和恢复重要典型湿地

优先支持广东海珠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广东花都湖

国家湿地自然公园2个国家重要湿地实施保护修复工程，

充分发挥国家重点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其他湿地

自然公园保护和修复工作。保护和恢复广州市域珠江河

口、河涌湿地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南沙湿地等重要的

候鸟栖息地、湿地生物多样性等区域；保护广州市域的

国际候鸟越冬地、栖息地。

3.1.3 恢复市域湿地生态廊道

广州河涌水系资源丰富，为了保持湿地生态系统完

整性和生态廊道连通性，应恢复市内的湿地廊道，并借

助市域内滨水地带以及重要水系的连接，实现湿地生态

系统的连线成网成片，进而加强湿地斑块间的生态联系。

同时与周边城市共同完善珠江水系流域保护，和珠江口

及近海岸红树林、沿海滩涂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重点加强以珠江为链的河涌水系生态系统

修复与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河涌整治、生态恢复、河湖

连通工程，保护、建设和恢复湿地，进一步改善提升河

涌水系水质。

3.1.4 加强湿地生境保护与修复

加强对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

息地的保护 [10]，对退化或遭受严重破坏的湿地生态系统

开展保护恢复，以自然修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措施，

促进湿地生境植被恢复和栖息觅食场所重建，改善湿地

生态质量，增强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维护和丰富湿地生

物多样性。

3.1.5 强化湿地资源监测管理

结合年度全国湿地调查工作的相关监测结果，构建

湿地动态监测体系，开展湿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长期监

测 [11]。着重推进湿地有关监测数据的集成化处理与综合

化应用，精确把握湿地生态系统组成、分布和动态演变，

加强生态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建设，完善生态系统情况

评估监测结果的定期报告制度。并以国家级湿地自然公

园的动态监测为重点，评估其生态状况，发布预警信息。

同时加强其他湿地的监测，在湿地保护、修复、利用等

方面深化与相关检查督察部门的合作，对破坏湿地的违

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惩处 [11]。

3.2 发展策略
3.2.1 促进湿地自然公园价值转化

在政策层面完善湿地合理利用的制度，以湿地利用

“细化 -分类”原则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划定湿地保护利

用的范围 [12]。在保护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合理开展湿

地自然公园保护与利用，适当利用景观资源和自然保护

地内高质量生态普惠产品，开展湿地生态教育和自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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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广州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后湿地公园情况  

         单位：hm2

整合优化前 整合优化后
处理
方式序

号
现状名称

保护地
类型

批复
面积

矢量
面积

序号 整合优化后名称 保护地类型
矢量
面积

管理
机构

1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869.00 869.10 1
广东海珠国家湿地自
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869.10 原有机构完善 优化

2 荔湾区大沙河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8.50 7.41 — — — — — 拟撤销

3 天河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33.00 35.57 2
广州天河大观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5.77 原有机构完善 优化

4 白云区白海面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9.00 89.90 3
广州白云白海面区级
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77.08 拟新设立 优化

5 白云区白云湖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05.00 193.15 4
广州白云白云湖区级
湿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75.09 原有机构完善 优化

6
黄埔区南岗河文教园区区级湿
地公园（萝岗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4.40 14.59 5
广州黄埔萝岗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2.57 原有机构完善 优化

7 黄埔区凤凰湖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30.67 33.01 6
广州黄埔凤凰湖区级
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27.96 原有机构完善 优化

8
南沙区黄山鲁白水湖区级湿地
公园

湿地公园 38.93 38.74 —
广州南沙黄山鲁区级
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 原有机构完善 合并

9 南沙区蕉门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8.41 8.44 — — — — — 拟撤销

10 番禺区赤坎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65.00 65.01 7
广州番禺赤坎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63.01 拟新设立 优化

11 番禺区贝岗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38.40 38.41 8
广州番禺贝岗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37.93 拟新设立 优化

12 番禺区草河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43.90 41.29 — — — — — 拟撤销

13
番禺区海鸥岛红树林区级湿地
公园

湿地公园 20.00 34.04 9
广州番禺海鸥岛红树
林区级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34.04 拟新设立 不变

14 广东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240.60 240.61 10
广东花都湖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240.61 原有机构完善 不变

15 从化风云岭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5.00 14.99 —
广州从化风云岭区级
森林自然公园

森林自然公园 — 原有机构完善 合并

16 流溪温泉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2.00 12.00 11
广州从化流溪温泉区
级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5.64 拟新设立 优化

17 增城区石马龙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7.85 17.86 —
广州增城白水寨省级
风景自然公园

风景自然公园 — 原有机构完善 合并

18 增江街鹤之洲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6.71 16.74 12
广州增城区增江鹤之
洲区级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6.74 拟新设立 不变

19 增城区荔城荔湖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10.00 10.01 — — — — — 拟撤销

20 增城区正果湖心岛区级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80.67 80.68 13
广州增城湖心岛区级
湿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181.58 拟新设立 优化

— 滨海红树林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 1 000.00 990.19 14
广州南沙湿地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422.27 拟新设立 优化

— — — — — 15
广州黄埔埔心区级湿
地自然公园

湿地自然公园 23.44 区管 拟新建

合计 — — 1 677.04 1 861.55 — — — 2 212.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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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项目。同时，充分借助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力

量，加强对自然体验教育、“产 -学 -研 -旅”全链条产业

的宣传推广，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和相关从业者对湿地

项目的参与热情，并驱动邻近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就业

机会，推进共建共享，实现湿地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等多方面价值。

3.2.2 规划引领湿地公园建设

进一步推进落实湿地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成果，从湿

地公园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出发，以“保护优先、科

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为原则，对位居重点生

态区位、有珍稀动植物分布的湿地进行保护性利用，统

筹规划广州市生态资源，推进建设特色鲜明、布局合理

的湿地公园体系 [13]。着重规划建设2个国家重要湿地，以

示范建设及生态旅游为切入点，增强人民群众环境保护

的意识，培育湿地自然休闲类项目，带动湿地生态文化

型旅游发展。

3.2.3 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体系

随着我国首部湿地保护专门立法《湿地保护法》的

颁布，湿地保护受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为有效保护湿地

自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

制度建设和立法也需逐步确立完善，同时有效衔接《湿

地保护法》，厘清二者间关系。

3.2.4 完善基础设施和管理机构建设

合理规划配置资源要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

保障湿地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建立完善各湿地管理机构，

明确职责，配备专职人员，形成从上到下的湿地资源管

理体系，为湿地资源的保护、湿地公园的建立和开发建

设提供良好的管理环境 [14]。强化专职管理队伍力量，落

实管理机构设置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培养，规范完善机构

形象和组织管理制度，为湿地自然公园建设提供管理和

服务保障，更进一步地促进湿地公园的科学保护。

3.2.5 探索多元化建设资金筹措模式

仅依靠地方财政补助经费不足以支撑湿地公园高质

量建设，管理部门应积极探索多元化建设资金筹措模式。

可制定湿地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制度，明确特许经营项目

清单，鼓励社会资本、居民和个人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

与湿地公园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品活动等及其

他服务领域的建设。同时探索建立多元参与新机制，通

过创新“企业+社区+当地政府”合作方式，探索社区

参与模式，拓宽社会组织参与路径，积极构建合作平台，

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湿地公园发展模式，实

现湿地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4 结语

本研究梳理了整合优化工作前后广州湿地公园的基

本情况，并提出了后续广州湿地公园的保护与发展的策

略。在保护层面上，通过严格保护湿地面积，保护和恢

复重要典型湿地生境，强化湿地资源监测管理等，整体

提升广州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全面保护湿

地生物多样性。在发展层面上，通过进一步推进落实湿

地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成果，多途径促进湿地资源价值转

化，加强规划引领等，科学系统地建设湿地公园；健全

广州湿地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和管理机构建设，

为高质量建设湿地公园筑牢基础。

目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仍处于动态调整和推进

中，湿地自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需要同整合优化具体落

实以及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注：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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