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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国家植物园发展历史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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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州 510650; 2. 华南国家植物园, 广州 510650) 

 

摘要：该文系统回顾了华南国家植物园近百年来几个关键时期的历史发展、主要成就和社会贡献，从国家、中国科学院、地

方政府三个层面分析了华南国家植物园率先设立的缘由，展望了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未来发展前景，提出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

系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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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 China; 2.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in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 of the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were retrospected in several key periods of the past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In addi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from the respective respect of countr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were analyzed. Finally, we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South China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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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

会上宣布：“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

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2021 年 12 月 28 日和 2022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分

别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在广州设立华

南国家植物园，这标志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开启了实

质性建设的新征程。2022 年 4 月 18 日和 7 月 11 日，

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先后揭牌。至此，我

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本文抓住

建所初期、建园初期、“两所三园”战略调整、院省

市三方共建、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迎来国家战略

赋予的发展新机遇等几个关键时期，回顾了华南国

家植物园近百年来的主要业绩和社会贡献，分析了

华南国家植物园率先设立的缘由，对华南国家植物

园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对我国国家植物园

体系建设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1 近百年发展历史回顾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前身为国立中山大

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创

建于 1929 年。1954 年改隶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

科院”)易名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56 年建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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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植物园和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2003 年 10 月根据中科院“两所三

园”发展战略更名为中科院华南植物园。2022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依托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设立

华南国家植物园，7 月 11 日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

华南国家植物园现有机构、隶属关系等均保持不

变，不涉及机构编制和体制调整事项。 

 

1.1 建立我国历史悠久的综合性植物科学研究机构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成立于 1929 年，与 1928 年

成立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同属我国历史 为悠久

的综合性植物科学研究机构。 

建所初期以植物分类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设置

了植物标本园、标本室、图书室、实验室和采集队，

开展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植物分类研究。1954 年改

隶中科院后，按照国民经济和科学发展规划需要, 

又先后建立生态地植物学 (1955)、植物生理学

(1955)、植物资源学(1958)、植物形态解剖学(1962)

和植物遗传学(1973)研究室，由单一的植物分类学

研究发展成为多学科植物研究机构。“文革”期间曾

下放广东省管理。“文革”后又回归中科院，在中科

院生物学部的直接指导下，进一步确定了以华南热

带、亚热带植物资源的发掘利用、引种驯化和种质

资源保存及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为发展方向，重点

发展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植物遗传学、植物

资源学和植物生理学，着重解决植物学与生态学领

域的某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

急需的某些关键问题，加强科研横向联系和国际合

作交流，建立研究生培养和派出进修制度，使科研

工作和各项建设取得很大发展。 

建所以来至 2002 年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

试点系列期间，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主办我国第一

种用英文刊印的植物分类学期刊“Sunyatsenia” (中

山专刊，1930—1948)；主编我国第一部地方植物志

《广州植物志》(1956)；发起《中国植物志》的编

研，陈焕镛院士等担任 1959—1972 年第一届主编，

华南植物园承担《中国植物志》编研任务量约占总

任务量的四分之一；发现“活化石”银杉(1962)，数

十年来发表了大量的新属与新种；研究成果“中国

报春花科植物系统分类研究”获得 1995 年国家自然

科学三等奖。 

在生态学研究方面，1959 年建立我国第一个生

态恢复定位研究站——小良站，持续开展热带季雨

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研究，研究成果“广东热带沿

海侵蚀地的植被恢复途径及其效应”获得 1989 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我国第一部省级植被专著

《广东植被》(1976)、第一部恢复生态学研究专著

《热带亚热带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生态学研究》

(1996)和理论专著《恢复生态学导论》(2001)；1998

年获批国家基金重大项目，开展中国东部陆地农业

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研究进展

“中国东部南北样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获评 2000

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在植物资源、生理、遗传等学科领域也取得多

项重大科研成果。与湖南等省协作完成水稻“三系”

配套，培育出我国第一批具生产价值的杂交水稻并

成为 1981年国家特等发明奖(水稻“三系”杂优利用

研究)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八十年代率先研制香蕉

试管苗工厂化生产技术，建成国内首家年产 2000

万株苗的植物种苗生产工厂，带动了广东省以至全

国果树花卉及观赏植物试管苗产业的发展，研究成

果“优良香蕉试管苗生产基地开发”获得 1988 年国

家星火科技奖；作为主要单位参与解决三叶橡胶树

北移和抗寒性全国攻关，主要负责抗寒生理研究，

成为 1982 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海南岛三叶橡胶北

移种植研究)主要单位之一；研究成果“《中国油脂

植物》”获得 1991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九十年

代培育的“博优 210”水稻杂交组合具有米质好、抗

性高等特点，被科技部、农业部列为国家重点推广

品种。 

 

1.2 早建立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整合保护体系 

1955 年，陈焕镛院士提议建立华南总植物园,

包括以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鼎湖山树

木园(肇庆，就地保护区)和以引种栽培植物为研究

对象的华南植物园(广州，迁地保护区)。1956 年 2

月, 研究所向中科院提出在广州龙眼洞建立华南综

合研究所及华南总植物园、在鼎湖山设立华南总植

物园树木园的提议并获得批复。同年 6 月，陈焕镛

等五位科学家关于“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

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的 92 号提案通过了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审议，标志着

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正

式建立，也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全国性的自然保护

区建设事业，此事被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

记(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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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大事记(1921 年 7 月—2021 年 6 月)》。1956

年 12 月华南植物园成立，成立之初植物园规划面

积 680 hm2，这是我国 早建立的就地保护与迁地

保护体系，也是“一园多分支”整合保护思想的典型

案例。1959 年华南植物园被广东省和广州市列为庆

祝国庆十周年献礼建设项目，加速了植物园建设步

伐。在三年自然灾害至“文革”结束后，华南植物园

规划方案在实践中几经修改完善，园区经逐步调整

充实，基本形成了目前占地面积约 300 hm2、具有

初步规模的植物迁地保护园区。 

 

1.3 根据“两所三园”战略调整推进所园一体化管理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

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科教兴国”战略。1998 年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

策，并决定由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2002

年，华南植物研究所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系列，定位于以恢复生态学和系统演化植物学为核

心、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社会公益型国家研

究机构。2003 年 10 月，中科院对院管五大植物学

研究机构进行重大调整，形成“两所三园”战略布局，

华南植物研究所因此更名为华南植物园，并开始实

施所园一体化管理，同时初步确定了使命定位：立

足华南，致力于国家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的植物保

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在植物学、生态学及植

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发展成为高水平

研究机构，建设世界一流植物园。 

 

1.4 院省市三方共建促发展 

2001 年底中科院党组将“中科院植物园网络建

设”列为知识创新工程重点建设项目，旨在提高植

物园综合科研创新能力，对标世界一流，建设植物

园领域国家队，同时要求各园与所在地积极开展共

建合作。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育，用绿色产业推进区域经

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广州市刚入选国际

花园城市，正积极推进“十年一大变”标志性工程建

设。时任所领导抓住机遇，通过多方努力，于 2002

年 12 月促成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

市人民政府签署三方共建华南植物园协议书，目标

是共同出资 3 亿元将华南植物园建成科研、科普教

育、休闲旅游三位一体的具有典型热带亚热带特征

的综合性植物园。 

经过 6 年(2003—2008 年)建设，华南植物园建

成了集世界主要植物类群保存和展示于一体的大

型温室，园林景观、科学内涵、园艺展示得以提升

到新高度；收集保育植物种类达到 1 万种，位居世

界植物园前列；建成集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繁

殖研究于一体的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极大提高

了引种植物的栽培驯化和保育能力；形成了完善的

知识传播体系，园区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改善和整

体提升。2009 年 4 月，共建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

收，实现了“政府满意、专家满意、人民满意”的共

建目标。三方共建项目的圆满成功，不仅有力地推

动了华南植物园快速发展，而且为后来华南国家植

物园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同期，华南植物园在植物分类与系统演化研

究、生态恢复研究和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研究活动与科研产出得

到显著提升，科研项目数量和支持强度以及高影响

力科研成果数量都有明显增长。包括抗肿瘤番荔枝

内酯有效部位药物“阿诺宁”完成临床前研究，药物

发明专利和临床前研究资料于 2003 年转让企业; 继

2004 年在 Nature 期刊发表研究论文，报道发现一

种全新的自花授粉机制——花粉滑动自花授粉机

制之后，2006 年在 Science 期刊发表研究论文“发现

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并获评该年度中

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鹤山站和鼎湖山站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年加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网

络; 独立完成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恢复/演

替过程水、碳、氮演变机理”研究成果获得 2008 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植物志》编研”获

得 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华南植物园为三

个并列第一获奖单位。 

2009 年 11 月，由 11 位世界著名植物园主任和

国内外知名植物学家组成的国际战略评估组对华

南植物园工作进展和未来 10 年发展战略规划草案

进行了评估，认为华南植物园是全球引领性的植物

园和研究机构之一。 

 

1.5 组织实施“创新 2020”暨“十二五”规划 

2009 年 10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致信祝贺中科

院建院 60 周年时提出，要求中科院在建设创新型

国家进程中进一步发挥“火车头”作用。为贯彻落实

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中科院于 2010 年 8 月印

发实施《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组织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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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院属各研究所启动实施“创新 2020”工作，编制

所级“十二五”规划并签订“十二五”任务书。华南植

物园于 2011 年 11 月完成“十二五”规划编制并与中

科院签订“十二五”任务书，任务书明确了华南植物

园的定位，立足华南，致力于国家乃至全球的热带

亚热带迁地植物的科学研究、物种保护和植物资源

开发利用，通过 5~10 年的努力，在植物科学、生

态与环境科学及植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

发展成为高水平研究机构和世界植物园的引领者

之一。 

“十二五”期间，华南植物园获批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开展果实采后衰老的

生物学基础及其调控机制研究(2013—2017 年)，解

决水果流通损耗的国家重大需求，相关研究成果

“果实采后绿色防病保鲜关键技术的创制及应用”获

得 2013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单位排名第二)；承

担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

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相关课题(2011—2015 年)，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基础数据、科学知识和技术

支撑；引进国家高层次人才(2009 年)建立的作物转

基因精确叠加与删除系统能够绕开国际专利限制, 

形成具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体系；研究成果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其观测研究和试

验示范”获得 2012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单

位排名第九)。2015 年，华南植物园如期完成“十二

五”任务并顺利通过中科院组织的院属研究所“十二

五”任务验收。 

 

1.6 “率先行动”计划成效获国际认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并发表

重要讲话，要求中科院“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

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

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为

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中科院党组研究制定并

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启动“四类机构”建设。华南

植物园作为第一副组长单位进入南海生态环境工

程创新研究院(2018 年初)、部分人员进入种子创新

研究院(2018 年)、作为华南分部牵头单位进入药物

创新研究院(2019 年)，2018 年底华南植物园、武汉

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共同申报中科院核心

植物园特色研究所(群)获批，实现整体进入特色所

目标。特色所实施方案提出，在 2019—2021 年筹

建期内制定形成国家植物园体系方案，启动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同时，结合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 华

南植物园自 2018 年开始谋划、2019 年起草南岭国

家公园研究院建议书报送广东省委省政府获批示, 

后与韶关市人民政府合作筹建南岭国家公园研究

院，并于 2021 年底签订南岭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

性研究院(韶关)合作协议书，谋划我园植物学和生

态学未来发展方向。 

在充分总结中科院院属研究所“十二五”任务

验收结果及“十三五”中科院下达院属研究所资源

配置基础上，华南植物园在“十三五”开局之年 , 

从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多层次研讨、园务会决

策全过程认真组织制定“十三五”规划，通过“有部

署、有检查、有奖惩”等多种有效方式狠抓规划的

组织实施和落实。华南植物园于 2016 年 12 月完

成“十三五”规划编制并与中科院签订“十三五”时

期“一三五”规划任务书。任务书明确，华南植物

园立足华南，致力于国家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的

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利用 5 年时间，

在植物学、生态学、植物资源保护及其可持续利

用等方面发展成为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并建成世

界一流植物园。 

“十三五”期间，华南植物园在重要植物类群的

分类与进化、常绿阔叶林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

应、热带珊瑚岛植被生态系统构建、特色植物资源

挖掘与利用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优势和特色，支撑了

植物园的物种保育、科学传播和资源利用功能。承

担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提出极端环境下热带珊瑚岛植被构建

的系统解决方案，效果显著且大幅度节约成本，研

究团队获国家有关部门表彰，在中科院 2020 年“率

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暨“十三五”任务总结评

估中获评优秀，并入选中科院 59 项重大科技成果

及标志性进展；同时开展区域特色高值经济作物的

发掘和产业化工作，攻克 5 种经济植物繁殖障碍和

种苗快繁技术瓶颈，檀香新品种在东南亚大面积推

广，铁皮石斛新品种及栽培新技术推广至行业 80%

的企业，枸杞和甘草新品种引领西北地区产业升

级，兜兰新品种培育技术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相关

研究成果“中国特色兰科植物保育与种质创新及产

业化关键技术”获 2019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单位排名第三)，在上述评估中获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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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华南植物园获得科研经费较上

个 5 年翻一番；发表 SCI 论文数量居全球植物园第

一位；2020 年 11 月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显示，华南植物园的环境学

及生态学、农业科学、植物科学均进入全球前 1%, 

“总被引次数”位列院属机构第 48 位，同年 3 月 ESI

数据显示农业科学“篇均被引次数”在全国 TOP10

机构中排名第一；保育植物 17 168 个分类群，居世

界前列，年均游客数 200 万人次以上；2018 年被授

予国家科研科普基地，2019 年被行业评为年度中国

佳植物园。2019 年，华南植物园在 90 周年园庆

之际再次开展国际评估，获国际植物园专家高度认

可，认为华南植物园综合实力居世界前 5 名。此次

国际评估的成功举行，进一步提高了华南植物园在

国际植物园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1.7 聚焦主责主业实施系统改革谋划“十四五”规划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科院建院 70

周年时提出“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明确要求。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进行了全面部署。2021 年 1 月，在“十

四五”开局之时、中科院开启全面实现“四个率先”

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侯建国院长在中科院 2021 年

度工作会议上做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担

当，努力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工

作报告，对“十四五”时期和“率先行动”计划第二阶

段发展战略进行了部署。 

华南植物园自 2019 年起即开始谋划“十四

五”规划，经广泛讨论逐步凝练“为什么改革和怎

么改革”的共识，决定围绕“科学研究、物种保护、

科普教育、资源利用和能力建设”实施系统改革，

通过能力建设促进单位发展，通过发展解决存在

的问题。 

2021 年初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之后，华南植物

园根据院党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担当, 

努力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要求, 

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调整系统改革方案并组织实

施，提出通过建设国家植物园和申报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国家队”、通过定位分析找准能做的“国家事”、

积极承担国家重大重点任务肩扛“国家责”，由此形

成“十四五”规划新版本。规划明确了华南植物园的

使命定位：立足华南，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

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在植物学、生

态学、农业科学、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关键技术等

方面建成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引领和带动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与世界植物园发展，为绿色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1.8 迎来国家战略赋予的发展新机遇并实现华南国

家植物园设立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了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大决

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发展贯彻

新理念，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为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国家植物园承担履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任务，是美丽中国的先行者和

示范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为绿色发展

提供源头种质资源，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理应一马当先。(2)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

统退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对建设国家植物园体

系、高标准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迫切要求。

(3) 经过十来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公众保

护意识的不断提升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了

良好的社会氛围。(4)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

构成我国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2]。作为就地

保护的主要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先行一步予以实施，为构建以国家植物园

体系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中科院战略性、前瞻性布局为华南国家植物园

设立储能蓄势。中科院一直注重战略植物资源保

护、储备、开发和利用，在中国植物园事业发展中

发挥着引领和中坚作用。早在 1963 年，中科院就

制订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条例(草)》，成立了

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协助中科院相关业务局对全院

植物园和中科院与地方共建共管的植物园进行业

务指导。“十五”期间，中科院对植物学研究机构进

行重大调整，形成“两所三园”的战略布局。同期投

入 1.5 亿专项经费，重点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提

高了植物园物种保护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2001 年

底院党组将“中科院植物园网络建设”列为知识创新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7 年前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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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设国家科学植物园体系。2013 年，中科院、国

家林业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

物园联盟。2018 年，中科院批准建设中科院核心植

物园，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鼎力支持为华南国家

植物园设立提供了坚实动力。华南植物园自成立以

来，其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历届广东省委省政府、广

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省市领导或亲临华南

植物园调研，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解决华南植物

园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谋划推动华南植物园各项事

业发展。特别是华南国家植物园设立前后，省委主

要领导一直关心支持和积极推动建设华南国家植

物园。 

2021 年 3 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考察调研

华南植物园时指示，广东省和广州市要与中科院及

华南植物园认真谋划，以建设国家植物园为目标, 

充分发挥华南植物园的植物资源、研究积累和人才

优势，引领带动广州市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绿地

系统建设，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推动广东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华南植物园报送的

加强华南植物园建设的报告批示，要求“对标 高

好 优”“努力把华南植物园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同时，中科院院长侯建国就华南植物园共建工作做

出批示，要求“建设国际一流植物园”。2021 年 7 月，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在北京组织召开华南国家

植物园建设项目咨询论证会。经国家有关部委、院

省市各方共同努力，在国家植物园(北京)先行一步

的基础上，华南国家植物园加快筹备步伐进入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首批名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

系建设。继 2021 年 12 月底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

设立国家植物园之后，2022 年 5 月底国务院批复同

意在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由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

民政府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 

 

2 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按照广东省委主要领导“ 高 好 优”及中

科院领导“建设国际一流植物园”要求，系统研究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IUCN-BGCS, 

WWF)植物园界定标准 [3]、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植物园评级标准、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

植物园认证标准、国际一流植物园的评价体系(任海

和段子渊，2017)和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黄宏文等，

2019)等植物园评价标准；分析当前欧美 13 个国际

知名植物园主要特色，梳理国际一流植物园标准体

系，全面总结业务积累、查找差距；提出通过专类

园建设及基础设施改造等 5 大项目建设，整体提升

保护能力、科研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科普教育能

力以及园容园貌和美誉度，补齐短板、扩大优势、

做优强项，实现“ 高 好 优”“国际一流植物园”

目标，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植

物园运营方式，制订相关标准或规范，为国家植物

园体系建设服务。 

根据国务院批复文件，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

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

护为重点，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坚持对

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可持

续利用，统筹发挥多种功能作用；坚持将热带亚热

带植物知识和岭南园林文化融合展示，提升科普教

育功能，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

多样性魅力，强化自主创新，接轨国际标准，推动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

体系。 

 

3 思考和建议 
 

国务院批复设立国家植物园(北京)和华南国家

植物园(广州)，提出了“四个坚持”原则，彰显了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指导

思想，擘画了建设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的目标，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深

化和具体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根本遵循。现代保护理念经历了“保护自然”“防止

人类破坏自然”“自然为人类服务”“人与自然共存”

四个主要阶段的转变，目前出现多种理念并存的交

叉格局[4]。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现代保

护理念的 新发展。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要在我国

早建立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体系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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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协调广东乃至使命任务界定的地理区域整合保

护体系建设，完善迁地保护网络，实施整合保护策

略，注重受威胁植物物种保护和栖息地恢复重建,

关注人类对物种和自然栖息地的威胁，促进可持续

发展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坚持迁地保护为重点是完善我国植物保护体

系建设的基本需求。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现代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以国家公园体系为

主体的就地保护和以国家植物园体系为主体的迁

地保护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的共同组成体

系。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要坚持迁地保护为重点, 

优先开展受威胁植物为重点的保护性收集，重新梳

理布局广东省迁地保护机构重要类群研究性收集, 

兼顾支持农林草药产业发展的核心种质战略性收

集，全面建设国家活植物收集和战略资源保护体

系，全力推进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外调查、引种保

育、栽培驯化、繁殖栽培技术研究和野外回归监测，

推进国家植物保护体系建设和永续发展。 

坚持统筹发挥多种功能作用是国家植物园建

设的战略任务。历经近 500 年的历史演进[5]，现代

植物园已发展为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植物多样性

保护、科学研究、可持续利用乃至人类文明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6]。华南国

家植物园建设要综合统筹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

普教育、园林展示和资源利用功能，协调重要科级

和属级类群专科专属专著研究及其系统收集保育、

区域核心种质资源迁地收集驯化利用和支持产业

发展，充分开展受威胁植物和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关

键物种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和可持续

利用，统筹发挥迁地保护机构的多种功能作用，高

效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发展[2,7]。 

坚持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是国家植

物园科普教育功能的基础。现代植物园出现于欧洲

文艺复兴后，传承了古代园林思想，引领了世界园

林发展[8]。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应充分汲取我国传

统造园精髓和先进造园手法，建造具有我国园林特

色的空间体系和具有岭南园林风格与传统文化传

承的特色景观，高品质营造园林展示，高水准维护

园艺水平，充分整合专科专属专类植物园林展示和

受威胁植物人工群落营造，充分优化公众科普旅游

主题园区和青少年科学教育主题游线，打造沉浸式

体验特色园林和自然景观，推进自然观察、科学探

索、研学实践、科学教育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弘扬国家植物园园林文化[2,7]。 

突出“五大功能”是加强国家植物园能力建设

和体系建设的有力保障。国家植物园是实施国际一

流标准规范、功能精准定位、履行国家生物多样性

保护职责的研究机构，代表国家植物迁地保护的

高水平，具有顶级公众科学教育和杰出园艺技术水

平。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要在充分梳理广东省植物

多样性迁地保护现状基础上，健全区域迁地保护网

络，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高水平打造科学

研究平台，优先实施国家重点保护关键物种保护研

究计划，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构建科普教

育体系，实施科普教育及培训计划；提升园林空间

特色，创新园艺展示水平；推动植物资源利用，提

升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9]。 

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牵头组织编制《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规划(2022—2035 年)》，同时委托相关

单位编制《国家植物园规划编制标准》、《国家植物

园设立规范》、《国家植物园考核评价规范》等 3 个

国家标准。虽然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起步较晚

且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以“四个坚持”为原则，以规划为牵引，以

3 个“国家标准”为导向，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将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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