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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退化，生态保护和人类开发利用的冲突将愈发不可避免。通过系

统的文献综述，梳理了保护冲突的概念、研究进展和治理策略。在概念上，保护冲突是指 2 个或多个群体对保

护对象持有相互抵触的观点而引发的心理对立或对抗性行为。在识别方法上，可分为基于叠图法的定性识别方法，

以及基于冲突二元识别框架的定量识别方法。在治理策略上，行为控制、态度转化和目标协调，是保护冲突治

理的重要切入点。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保护冲突的识别与管理将成为关键课题，可作为协调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3 条控制线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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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grad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onflicts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evitable. This research 

conduct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o sort out the concept,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s. Conceptually, conservation conflict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antagonism or 

confrontational behavior caused by two or more groups holding conflicting views on the conservation objects. 

The main approaches to identify conservation conflicts are the qualitative method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map 

method and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based on the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conflict. In terms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 governance, the behavior control, attitude transformation and goal coordination are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s will become 

a key issue, which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ordinating the three line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and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and related spatial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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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以及对生态保护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保护冲突”的概念逐渐

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视 [1-4]。如何处

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中

国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保护地建设面临的重要

挑战。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 

中 [5-6]，至 2030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预计将达

到 10.15 亿人 [7]，部分区域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持

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是 17 个生物多样性特

丰国家之一 [8]，具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

值，同时，尽管中国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已

达 18%[9]，但依然存在明显的保护空缺，自然保

护地面积需要进一步增长 [9-10]。自然保护地的整

合优化工作也表明，在自然保护地内，普遍存

在的耕地、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活

动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大量冲突 [11]。如果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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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码（OSID）

彭钦一，杨锐 . 保护冲突研究综述：概念、研究进展与治理策略 [J]. 风景园林，2021，28（12）：53-57.



54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12

以重视，保护冲突将会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阻碍。

保护冲突既是生态保护、土地利用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关键课题 [12-13]，也

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表明，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城市正在逐步逼近

自然保护地 [14-15]，重要的自然栖息地正受到

城镇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开垦等一系

列人类活动的威胁。即使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也分布有 531 处建制乡镇和 5 779 个行

政村 [16]。这些人类活动很可能导致保护与利

用的矛盾。保护冲突不仅会降低生态保护的

成效 [1]，也会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负面影

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因此，若想要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科学

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目

标，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自然保护愿景 [10]，就需要理解保护

冲突，识别保护冲突的空间分布，并对保护

冲突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和管理。笔者将基

于国内外保护冲突的研究，总结保护冲突的

概念、产生原因和治理策略，为国土空间规

划提供参考。

1  保护冲突的概念
1.1  保护冲突的内涵

保护冲突（conservation conflict）是指 2 个

或多个群体对保护对象持有相互抵触的观点

而引发的心理对立或对抗性行为 [2, 17-18]，如果

治理不当，保护冲突将对社会经济发展、社

会公平和生态保护造成极大阻碍 [2, 19]。

“保护冲突”最早于 1996 年出现在研究

文献中，被用于描述不同保护目标的保护措

施之间的冲突 [20]，之后多被用于描述保护行

为与利用行为之间的冲突 [1, 21]，Redpath[2] 于 

2013 年对保护冲突的概念进行了总结，用来

描述保护行为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冲突。

综上，保护冲突的概念主要关注人与人

之间由于发展和保护的分歧引发的利益矛盾，

极少部分研究也将此概念用于描述保护措施

之间的冲突。

1.2  保护冲突与相关概念辨析

保护冲突与自然资源冲突（natural resource 

conflict），土地利用冲突（land use conflict）、人

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生物多样性

冲突（biodiversity conflict）是相互关联的概念

（表 1）。

从冲突主体上看，自然资源冲突、土地

利用冲突、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冲突都是强调

人与人的冲突，人兽冲突则是强调人与野生

动物之间的负面影响。

从概念产生时间上看，人兽冲突和自然

资源冲突由来已久，远古时期便已出现“动

物伤害控制”的管理措施 [25] ；土地利用冲突

的现象在 19 世纪末期受到重视 [28-29]，出现了

法兰克福“分级建筑规则”与美国“区划”

制度等治理措施 [29] ；生物多样性冲突的概念

出现于 2009 年，强调人兽冲突现象背后的人

类利益冲突 [19, 30-31] ；保护冲突概念首次出现于 

1996 年 [20]，随后在生物多样性冲突的基础上

发展而成，强调保护行为与其他人类活动之

间的冲突，囊括了生物多样性冲突、与保护

相关的自然资源冲突、与保护相关的土地利

用冲突等冲突类型 [17]（图 1）。

2  保护冲突产生的原因
保护冲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退

化的结果，难以避免。主要有以下 3 个原因。

1）人类和其他生物都趋向于在生产力高

的区域聚集，因此存在人与自然对土地的竞

争。不论是在全球还是在洲际尺度，生物多

样性丰富的区域常常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密度，

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 [1, 32-33]。

2）土地等自然资源有限，并且生态系统

服务具有多功能性，例如，适合耕种的土地

可能也具备重要的生态功能 [13, 23]。一方面，人

类聚落的发展伴随着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而

随着自然栖息地的不断丧失，城乡发展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都迫切需要更多的土地；另一

方面，许多适合城镇建设的土地同时具备不

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34]。

3）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往往涉及多方利

益，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观不同，看待保护

对象的视角不同，资源利用的偏好也不尽相

同，往往存在分歧，容易形成保护冲突 [2]。

3  保护冲突的研究进展
3.1  保护冲突的研究对象

保护冲突在不同尺度都有所体现，包

括微观的社区尺度和区域尺度等。在微观的

表 1  保护冲突相关概念辨析 [2, 17-18, 22-27]

Tab.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2, 17-18, 22-27]

概念 内涵 冲突主体

自然资源冲突 指人们在获取、控制和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产生的分歧和争端 [22] 人与人

土地利用冲突
是利益相关者因为对特定土地单元存在不兼容的利益和利用方式而引发的

冲突 [23-24]
人与人

人兽冲突 指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所有具有负面影响的互动 [25-27] 人与野生动物

生物多样性冲突
指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人类群体之间，与特定物种栖息地或物种有关的自然

资源的冲突 [18, 27]
人与人

保护冲突
指 2 个或多个群体对保护对象持有相互抵触的观点而引发的心理对立或对

抗性行为 [2, 17-18]
人与人

生物多样性
冲突

人兽冲突

土地利用冲突

自然资源冲突

保护冲突

背后的人类
利益冲突

1 保护冲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s and related concepts

1



研究 / Research

55

社区尺度，国外研究不仅关注自然保护地内

的社区，也关注其他重要生态区域的保护冲 

突 [2, 17, 19]，并且注重归纳保护冲突的表现形

式、作用机制和协调策略 [2-4, 21] 等方面。国内

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主

要关注保护冲突在自然保护地内的作用机制

和表现形式 [35-37] 等方面，未来的研究需要进

一步拓展保护冲突的研究范围，加强对保护

冲突协调策略方面的研究。

在区域尺度，保护冲突往往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意愿与生态保护措施之间的冲突，例

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产业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冲突；大量乡镇甚至部分县城被划

入自然保护地中，不仅给保护区的保护和管

理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也令城镇的建设和

发展受到众多严苛的制约 [38]。目前国内外的

研究较少关注区域尺度的保护冲突，在区域

尺度，城乡发展、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自然

保护地的保护管理存在哪些特征，如何协调，

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尽管国内对保护冲突的

理论研究较为缺乏，但是中国有大量的实践经

验和优秀案例，无论是生态空间规划、自然

保护地规划、城市边缘区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与实践，都对保护冲突的某些方面有所回应，

未来需要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

优秀经验，提炼出有效的规划与治理模式。

3.2  保护冲突的空间识别与预测

保护冲突的空间识别与预测是协调冲突

的前提 [2]。部分研究开始探索保护冲突的空间

识别和评价方法，主要是将保护要素和人类

利用要素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进行叠加分

析，最终识别保护冲突的空间分布。国内的

研究主要使用定性的方法，用于三生空间交

叠冲突的研究 [39-40]；近年来国外研究在定性方

法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用定量方法来评价

保护冲突的风险。

定性的保护冲突识别研究往往将叠图法

与多准则评价（multi-criteria analysis, MCA）或

其他相关的空间数据相结合，对冲突进行识

别。 例 如，Schumacher 等 [41] 使 用 多 准 则 评

价对研究区域内的人类活动强度进行定量评

价，进而将人类活动强度指标和物种丰富度

指标分为 4 档，叠加得到保护冲突的二维图

谱； McCloskey 等 [34] 将多准则评价与贝叶斯网

络（bayesian belief  networks, BBN）相结合，对

生态保护重要性与建设用地适宜性做出评价，

进而将生态保护适宜性高的区域与建设用地

适宜性高的土地进行叠加，得到高冲突风险

区域。使用多准则评价方法可以产出较高精

度的要素评价结果，但是不同要素的权重设

置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虽然叠图法能够得到高冲突风险区域，

但是无法进一步比较高冲突风险区域内的冲

突水平，不利于进一步精细化的保护冲突管

理。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人工神经网络算

法 [42]，以及 Zonation[43]、Marxan[44] 等系统保护

规划软件也可被用于要素评价，从而提升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

在保护冲突的定量评价方面，国内研究

鲜有涉及，而国外研究则通常将参与式地理

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e GIS, PPGIS）与冲

突二元识别框架 [45]（图 2）相结合。冲突二

元识别框架基于土地价值与保护利用偏好对

冲突进行识别，避免了前人研究从土地价值

或保护利用偏好单个角度出发，只强调价值

冲突或者利用偏好冲突的缺陷 [45]。PPGIS 方

法通过让利益相关者在地图上标注点位，得

到土地价值和土地利用偏好，进而识别冲突，

被广泛运用于区域层面的土地利用冲突和保

护冲突的研究 [45-49]。但是，PPGIS 方法得到的

空间数据有限，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也限

制了该方法运用的精度与尺度。因此，使用

该方法的保护冲突分析通常集中在区域尺度，

分析结果无法覆盖整个研究区域且精度较为

粗糙 [44-45]。

4  保护冲突的治理策略
根据加尔通的“冲突三角”模型，保护

冲突的治理有 3 种途径 [50]（图 3）。1）以行

为控制为切入点，对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规

范，减小冲突的负面影响 [51] ；2）以态度转化

为切入点，转化冲突团体的态度，达成共识；

3）以协调目标为切入点，消解目标之间的不

兼容性，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在实际操作中，

3 种策略往往相互结合，在不同情形下各有 

侧重。

4.1  行为控制

建立完备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对重要

生态区域进行用途管制，能够有效避免其他

人类利用活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例如，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重要的流域内颁

布法律明确禁止石油、天然气、煤矿的开采，

避免了矿产资源开发与荒野保护之间的冲 

突 [52] ；例如，都江堰风景名胜区通过实行分

区分层的空间管控，协调风景名胜区保护与

城市发展之间的冲突 [53]。

建立健全覆盖全域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精细管理分区，明确不同管理分区内允许的

建设活动与限制性的建设活动。例如，中国香

港通过法定图则的形式，明确不同生态空间中

允许的用途以及需要审批的空间用途，实现约

占全域 50% 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协调了生

态保护与城市建设诉求之间的冲突 [54] ；再如，

通过将风景名胜区内的乡村进行分类，实施不

同的规划管理策略，从而实现统筹协调 [55]。

对野生物种的活动空间进行限制和引导，

减少人类活动空间与野生动物活动空间的冲

突。例如，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通过设立

高冲突
明显的态度分歧 
土地价值较低

态度较为一致 
土地价值较低

明显的态度分歧 
土地价值较高

态度较为一致 
土地价值较高

极低冲突

分歧

态度
偏好

土地价值

一致

低 高

极高冲突

低冲突

行为冲突 行为控制

科研与监测

态度冲突 态度转化目的冲突

加尔通“冲突三角”模型 保护冲突治理策略

目标协调

2 冲突二元识别框架 [45]

The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conflict[45]

3“冲突三角”模型与保护冲突治理策略 [50-51]

The “conflict triangle” model and the strategy framework for conservation 

conflict governance[50-5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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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迁徙廊桥与涵洞，在高速路上设立

围栏，避免了道路交通与野生动物的碰撞；通

过为社区设立电围栏，在熊出没的区域设立

警示牌，有效减少了人熊冲突 [52]。

4.2  态度转化

通过对各年龄段人群的宣传教育，实现

生态保护的“主流化”，让利益相关者意识到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更容易达成生态保护与

人类利用活动的共识。

建立多机构、多主体的治理体系。冲突

往往因为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而变得复杂，

且常由于利益相关者缺乏有效沟通而加剧。

欧盟“ Natura 2000”等大量实践证明，公众

参与能够有效地解决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促进冲突治理 [56]，同时，越早将利益相关

者纳入规划决策过程，越容易形成有针对性

的策略和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57]。

4.3  目标协调

结合保护目标的管理需求，发展相关产

业，将生态保护转化为财富，从而实现生态

保护和发展的双赢。例如，陕西洋县根据朱

鹮保护的需求，发展有机农业，打造朱鹮品

牌，协调了传统农业生产与朱鹮保护的冲突；

许多风景名胜区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

游、特色工业等方式，将生态保护转化为经

济发展的机遇，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共赢 [55]。

建立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多样化

的生态补偿是缓解保护冲突的重要措施之 

一 [2, 58]，尤其是将市场力量纳入生态补偿，不

仅对自然保护地管理，也对空间规划起到了

重要作用。例如，美国的“湿地缓解银行”、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信用”等做法，通

过建立生物多样性的信用，与开发建设活动

挂钩。开发活动需要拥有足够的“信用”才

能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当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

被开发建设活动干扰时，已有另一个区域的生

态环境得到了相应的优化，从而利用市场手段

协调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冲突 [10]。

4.4  科研与监测

科学研究与监测是对保护冲突进行有效

治理的基础。通过科学研究明确不同保护对

象的保护需求，明确兼容的开发活动，是生

态保护与发展协调的基础，国内部分国家公

园和风景名胜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

化监管系统 [53]。另一方面，保护冲突具有动

态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 [3-4, 59]，监测

和评估是保护冲突治理的关键环节 [59]，有效

的监测体系能够帮助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识

别未来的冲突风险，为制定适应性的冲突治

理策略提供必要信息。

5  结语
保护冲突的协调是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和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及后续的管理中，科学地划定

分区，准确识别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从而

对人类干扰进行控制，在实现保护目标的同

时，实现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未来

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国土空间规

划也对不同类型空间的协调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统筹布局生态空间

与农业、城镇空间，并实现生态保护红线与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制边

界的协调，然而，保护冲突的存在将会增加

协调的难度。由于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部

分区域可能存在多种适宜功能 [60]，因此，在

实际规划中，生态保护空间和人类活动空间

会出现一定的交叉重叠，无法准确界定。需

要强调的是，纯粹的行为控制往往无法完全

消除冲突隐患 [51]，需要从法律、市场、教育、

行政等方面建立一揽子的治理措施。如果保

护冲突治理不当，冲突区域也将会成为国土

空间规划和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面对的棘手

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则将成为协调保护与

利用的有力抓手。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保

护冲突的重视较为不足，研究也较为欠缺。

从研究角度来看，对保护冲突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风景园林学、生态学等学科，主要

从自然保护的角度进行案例研究，而从人类

利用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较为欠缺。保护冲

突的成因复杂，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各

方面，因此，对保护冲突的研究和管理需要

多学科的合作 [19]，包括但不限于风景园林学、

城乡规划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公

共管理学、人类学等。

从研究内容上看，对保护冲突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地尺度的案例研究，缺乏

国土或区域尺度保护冲突的研究，缺乏对保

护冲突空间分布的预测与识别方法的研究。

为了实现国土空间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应加

强中国多尺度保护冲突空间分布研究、自然

保护地保护冲突风险等方面的研究。此外，

应加强对保护冲突热点区域，即存在较高保

护冲突风险的区域的空间识别。保护冲突热

点区域可能是自然栖息地等重要生态空间，

也可能是城乡过渡带、生态过渡带等混合用

地，以及农田、建设用地等人类主导的景观。

因此，应加强中国保护冲突热点区域的生态

价值与发展潜力分析、保护冲突热点区域的

威胁因素分析、保护冲突规划协调策略研究、

保护冲突热点区域的空间用途管制与监测等

方面的研究。虽然保护冲突的存在不可避免，

但可以通过规划和管理的手段降低其消极影

响，实现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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