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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景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启示

邬小岚，林　卿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景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 发 展 的 最 基 础 性 的 问 题，而 其 中 的 土 地 资 源 合 理 利 用 是 实 现

景观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最重要部分。中国和匈 牙 利 都 是 极 其 重 视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国 家，匈 牙 利 加 入 欧 盟 之

后在景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与实 践 上 成 果 丰 硕，总 结 其 成 功 经 验，以 此 为 中 国 在 景 观 发 展 的 制

度选择、政策制定，以及相关的教育与农业发展等 方 面 提 供 借 鉴，促 进 景 观 发 展 中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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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科学最早起源于１９世纪末的德国，由近

代地理 学 的 创 始 人 之 一、德 国 的 洪 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将 “景观”这一概念引入地理 学

中。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景观科学都在地理学

的范畴内进行研究与发展。直至２０世纪七八十年

代，随着人们对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严峻性的深

刻认识，景观科学开始吸收多学科的重要思想与理

论。特别是与生态学的结合，形成了更强调自然与

人文协调的景观生态学，新一代景观科学有了更新

的视野，更高的综合与更丰富 的 内 涵［１］。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景观科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世

界上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热点。如今，随着遥

感、地理 信 息 系 统 （ＧＩＳ）等 技 术 的 发 展 与 普 及，
以及现代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态势，景观思想正

在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地接受与普及。中国和匈

牙利都极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且在景观分布特征

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匈牙利加入欧盟之后在景观发

展中的生态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 研 究 与 实 践 上 成 果 丰

硕。因此，可 以 借 鉴 匈 牙 利 景 观 发 展 的 经 验 及 教

训，在土地利用及农村发展规划中融入景观协调思

想，在景 观 发 展 中 重 视 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实 现 经

济、社会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

１　匈牙利的景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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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２０３％是 森 林 景 观，本 土 树 木 的 比 例

超过５７％，森 林 面 积 储 备 有 所 增 加；１０８％是 草

原景观，始建于１９７３年，匈牙利 最 早、规 模 最 大

的国家公园霍尔托巴吉就以其草原景观著称，它是

欧洲范围内具有大自然保护功能的重要地区。匈牙

利全部景观 特 征 中 尤 以 匈 牙 利 大 平 原 景 观 最 为 卓

越：开放式和封闭式的森林 （包括沿岸森林和沼泽

地森林）是大平原主要的景观特色。按照地理景观

分布，可以把 大 平 原 作 为 一 个 宏 观 景 观，分 为１３
个次景观和６２个微景观。当地的许多景观都被列

为风景保护区、国家公园或其他称号，其他一些景

观还具备欧洲或全球所共同承认的突出特质［２］。
除地理区位赋予匈牙利的丰富自然景观之外，

整个东欧的历史文化还赋予了匈牙利更为宝贵的一

笔财富———文化景观。匈牙利拥有八个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举的世界文化遗产，尤以布达佩斯、多瑙

河两岸的建筑物景观最为突出，这些独具欧洲特色

的或哥特式或巴洛克风格的皇宫、歌剧院、美术博

物馆和艺术长廊等，都是匈牙利千年历史的浓缩与

精华。因此，无论从自然上，还是文化上看，匈牙

利都是欧洲一个景观特征突出的国度。然而，匈牙

利一个名为 “地球科学自然保护”的调查显示，有

２５％的景观价值没有得到保护［３］。为使这一现状得

到改善，匈 牙 利 政 府 在 欧 盟 相 关 政 策 举 措 的 指 导

下，制定了本国景观保护的政策与管理办法。

２　匈牙利的景观保护政策与行动计划

２１　 《欧洲景观公约》
制定于２０００年的 《欧洲景观公约》，是欧洲理

事会为了加强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组织欧洲各

国在景观事宜上进行合作而达成的一项协议。匈牙

利虽不是欧盟国家中最早公布该公约的，但仍旧是

对此反应比较及时的国家之一。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５日

匈牙利签署了该公约，议会在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通过

该法例，并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实行［３］。《欧洲景观

公约》不仅给景观、景观政策、景观质量目标等内

容以明确定义，对于公约的签署、批准和生效，加

入、退出和领土适用等也有详细说明。其中，《公

约》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列出的景观保护的总措施与

具体措施。
“总措施”中要求公约缔约方承诺： （１）认识

到法律意义上的景观是人类周围环境的一个必要组

成部分，是人类所共享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多样性的

表达，是人类主体身份的基础；（２）借助公约第六

条中所列举的具体措施，建立和实施旨在实现景观

保护、管理和规划 的 景 观 政 策； （３）设 立 广 大 市

民，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其他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

的，与景观政策的执行相关的规程；（４）将景观纳

入区域和城镇规划政策，纳入文化、环 境、农 业、
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对景观产生直接或间

接作用的政策中去。
在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方面的 “具体措施”：

一要提高意识———提高普通民众、私人组织和政府

公共部门等对于景观价值、景观作用和景观变化的

认识；二要进行培训和教育，具体包括：（１）对景

观评价和景观管理方面的专家进行再培训；（２）为

私人组织或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或有关协会提供景

观政策、景观保护、景观管理和规划方面多学科相

融合的培训方案；（３）在中小学和大学设置景观保

护、管理和规划的相关课程，加强对景观价值的教

育。三要完成鉴别与评估。鉴别就是要识别本国领

土疆域上的所有景观，分析景观特征及其转变的难

度和可能招致的各方压力，并关注景观变化。在完

成鉴别之后，需要对现有景观进行评估，而评估不

仅要考量景观本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有关利益主

体和当地居民赋予景观的一些特殊价值。鉴别与评

估的具体实施工作，需要经验和理论的共同指导，
缔约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至关重要。四要设立景

观质量目标。景观质量目标的设立既要考虑到周围

环境的景观特色，也要征询当地居民的意见，在此

基础上才能为鉴别和评估工作设立相关目标。五要

执行相关政策措施，即将景观政策付诸实施，各缔

约国间可相互交流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中的政策

执行工具。
此外，《公约》第七条至第九条还强调了加强

欧洲合作与交流的必要性，鼓励地方及区域层面上

的跨国合作，如需必要，可以准备并实施联合景观

方案。

２２　景观奖

景观奖是欧洲理事会设立的一项授予给地方和

区域当局的荣誉奖项。如果地方和区域当局所制定

的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的政策措施 （《欧洲景观

公约》缔约国景观政策的一部分），在具体实施中

被证明是持续有效的，则可以向专家委员会 （由欧

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指定）提出申请。专家委员会

经过审理之后，会提出相关建议，在此基础上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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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委员会确定并公布授予欧洲理事会景观奖的相关

标准，并最终按照这一标准授予奖项。对于已在景

观保护、管理和规划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一些非政

府组织，也有权申请并获得该荣誉。
景观奖的发放是为了鼓励那些获得该奖项的地

区维持可持续性的景观保护，管理和规划。匈牙利

北部的Ｇｏｍｏｒｓｚｏｌｏｓ村庄曾在２００３年获得了 “景

观奖”，给当地带来了 不 小 的 激 励，也 为 欧 洲 其 他

国家的景观发展树立了典范。虽然该奖项有关景观

价值、景观条件及风险的景观评价方法还未设计完

全，但由匈牙利科学院协调的 “环境质量评价”项

目也已为完善这一评估体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３］。

２３　自然保护法

１９９６年，匈牙 利 制 定 了 与 景 观 保 护 密 切 相 关

的一部自 然 保 护 法。该 法 令１６６（ＸＩｌ９）于１９９９
年颁布，要 求 国 家 公 园 指 挥 部 制 定 保 护 区 管 理 计

划，并根据范围和目标将保护区划分为国家公园，
风景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虽然它并不是一项景观

保护的独立法案，但该法案第七段明确强调法案中

的相关管理计划不仅是对保护区，而是对匈牙利的

全部景观都具有同等约束效力［３］。

２４　国家农业环境计划

匈牙利国 家 农 业 环 境 计 划 （ＮＡＥＰ）于２００２
年推出，是 在 农 业 与 农 村 发 展 部 （ＭＡＲＤ）及 环

境与水资源管理部 （ＭＥＷ）的共同合作下筹备起

来的。该计划的制定旨在实现农业结构转变、减轻

农业的环境负荷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匈牙利国家农

业环境计划分为国家目标计划和区域目标计划。国

家目标计划适用于全国的农业土地利用范围，支持

在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实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

管理方法，以此促进匈牙利新的农业管理发展模式

的建立。该计划中的区域目标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

具 有 重 大 自 然 价 值 的 地 区 确 立 为 环 境 敏 感 区

（ＥＳＡ）。２００２年，匈 牙 利 法 律 确 定 并 通 过 了 适 用

于环境 敏 感 地 区 （ＥＳＡ）的 相 关 规 则 （ＭＡＲＤ和

ＭＥＷ部长联合法令），将ＥＳＡ分为三类：一是高

度重 要 级 ＥＳＡ，二 是 重 要 级 ＥＳＡ，三 是 规 划 级

ＥＳＡ。敏感级别越高的地区将获得越多的基金用以

保护当地的环境价值。这一计划有利于依据地方特

色应用管理方法，保护和改善特定地区的环境和自

然资源的价值，制定有针对性的景观政策。

２００４年，匈牙 利 国 家 农 业 环 境 计 划 在 匈 牙 利

全国农村发展计划 （ＮＲＤＰ）的目标框架内继续实

施。ＮＲＤＰ措施中，自愿承诺遵守管理措施要求的

农民，有权 获 得 以 土 地 面 积 为 单 位 衡 量 的 财 政 补

贴，还可以根据其所持有的有利环境绩效获得相应

的赔偿支付。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约束农民不合理

的生产方式，实现自然价值的保护，同时也有利于

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的这种

协调，就是最好的景观保护。

２５　全国农村发展计划

匈牙利全国农村发展计划 （ＮＲＤＰ）的制定旨

在支持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保障次优地区的农

业耕作，并为该国森林覆盖率的增加提供支持。该

计划明确了人为活动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

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匈牙利

景观保护方面一项重要的行动计划。自２００４年秋

季计划实施开始，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申请主

要有几 项：一 是 农 业 环 境 措 施。在 这 一 措 施 框 架

下，只要所进行的农业生产和土地管理符合有关的

环保要求，即可申请获得相应的支持，包括为实现

环保所承受的收入损失的部分补偿。因为注重环境

保护，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收益的

减少，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中，人们往往

趋利于前者，如果能给承受收入损失的农民予以适

当的经济补偿，则可以很好的提高他们的环保积极

性，促进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实 现 景 观 的 发 展 与 保

护。二是农业地区的造林。支持农业区造林的目的

包括促进 农 业 结 构 调 整，扩 大 农 村 就 业 及 创 收 机

会，增加该国长期的森林覆盖率等。森林具有维护

公共利益的功能，其在环保、经济、社会、公众福

利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效应，同样是促进人类经济活

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有力工具。三是农民

可以以环境保护，改善动物福利和维持禽畜饲养场

卫生状况的名义申请投资支持。如果牲畜饲养完全

符合有关动物饲养标准，农民则可以获得用以改善

动物福利和维持卫生状况的收入替代支持，以及由

此产生的额外费用的部分补偿。这种补偿支持是促

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措施，而在人类经济活动中

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对景观的良好维护。四

是支持次优地区的发展。次优地区是指那些由于经

济、社会或自然等因素而给生产效率带来不利影响

的地区。这项措施旨在为次优地区的发展提供部分

补偿，从而维持这些地区的生产，并停止人口对外

迁移数量的增加。次优地区的良好发展，有利于实

现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此外，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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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也有利于该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维持。

２６　农村发展计划

新匈牙利农村发展计划是匈牙利全国农村发展

计划 （ＮＲＤＰ）中 为 支 持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期 间 农 村

发展所制定的另一项行动计划。该计划设立了三大

总体目标，并根据不同的目标设定不同的重点发展

领域 （分为国家级重点与地方级重点），进而有针

对性地制定相应措施。
计划的第一大目标旨在增强农业和林业部门的

竞争力。因此，国家及地方的重点发展领域都放在

如何增加农 林 部 门 生 产 环 节 的 附 加 价 值 及 其 现 代

化、多样化发展程度上。政策上则要求改善信息传

播渠道，广泛开展培训与咨询工作；鼓励投资，以

市场为导向，培育农业企业；促进农场生产结构改

造等。农林部门现代化和多样化的实现将有利于地

方景观多样性的形成。
同景观保护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计划中所设立的

第二大目标，即通过土地管理改善农村环境。相对

应的国家发展重点 在 于 维 护 Ｎａｔｕｒａ２０００所 确 立 的

高自然价值地区，加强土壤保护工作，并重视水资

源、森林资源等的可持续管理；加强传统景观的保

护是地方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相应地，此目标下

的政策举措重在支持农业环境管理及传统农业景观

的保护。由 前 文 分 析 可 知，土 地 是 景 观 发 展 的 载

体，同时景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又存在着相

互依存的关系，因此，这项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将

有助于保护农村景观，促进维护景观的个体价值。
第三大目标是改善农村地区生活质量，鼓励经

济活动的多元化。值得一提的是政策中鼓励通过自

然和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发 展 旅 游 业，创 造 就 业 机

会。正如 《欧洲景观公约》中所指，景观是人类所

共享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表达，因此，自然

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意味着景观保护。
同２００２年 的 全 国 农 业 环 境 计 划 （ＮＡＥＰ）的

相关措施相比，该计划给予了景观保护更多资金上

的支持，使得景观保护从政策走向实施成为可能。
资金支持主要来源于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根据

各个目标的重要性和项目大小，在基金支持比重上

也有不同的倾向 （表１）。

３　匈牙利的景观保护管理

３１　教育管理

《欧洲景观公约》的 接 受 过 程 正 好 与 匈 牙 利 高

等教育转向所谓的 “博洛尼亚－体制”（ｂｏｌｏｇ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同时发生，这是在教育方面加强景观保护

地位的一次契机。在公约中也有着重强调教育对于

景观保护的重要性。匈牙利则更进一步地使景观保

护及其相关研究成为高、低级的地理学者的一个独

立研究方向。在景观设计学中景观保护也已占有一

定位置。此 外，在 匈 牙 利 科 学 与 技 术 教 育 的Ｂ等

级教育中，学生有机会在 “欧洲研究”这门必修课

的框架内容下学到这类欧洲条约［３］。

表１　ＮＨＲＤＰ三大总体目标所占财政比重

总体目标 财政比重 （占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比重，％）

目标Ｉ ４７

目标ＩＩ ３２

目标ＩＩＩ １７

技术援助 ４

３２　土地整理

土地整理是景观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土

地整理实现土地资源整合，使得土地效用得以最大

化，进而有助于完善区域景观结构。匈牙利土地整

理战略是基于 “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圆桌会议的

假设：接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ＣＡＰ）中农业模型

的价值。除了农业竞争外，也会同等考虑其他目标

的重要 性，景 观 保 护 就 是 其 中 之 一。２００３年 的

Ｖáｓáｒｈｅｌｙｉ计划 （ＶＴＴ），已开始实施的内容包括

洪水调节池的建立、洪水冲击平原原始文化／耕作

状态的复原。洪水调节池的建立同样意味着一种农

业耕作方式，这同景观相适应，也是环境友好型的

土地利 用，可 以 看 作 为 景 观 友 好 型 耕 作。毫 无 疑

问，要成功实现这一功能还需要农业活动来维护文

化景观。

３３　推行保护性农业

传统的非整体性思维为主，集中于自上而下的

技术解决方案，并没有认识到景观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在这里，人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一旦区域内景观结构出现失调和不平衡，就

会产生严 重 的 生 态 问 题 和 社 会 问 题。保 护 性 农 业

（ＣＡ）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农业，是一种农作物生产

的整体性方法，包括保护性耕作以及涉及到动植物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技术同

传统耕犁技术相比减少了水土流失，有益于景观，
其积 极 效 应 主 要 体 现 在 景 观 整 体 及 其 形 成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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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４］。

３４　基金会支持

欧洲农业担保和指导基金、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以及欧洲社会基金，根据具体的监管规定和多年来

区域基础发展计划的相关内容，为景观保护提供了

一个合理投资范围内的资金支持。除了对可能产生

环境问题的重点地区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外，该方

案还确立了具体的环保投资优先权———景观管理就

是优先之一。

３５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中有几个是有关景

观保护的，比如推行有机农业，倡导健康食品，扩

大定居点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强自然和环

境保护等。

４　匈牙利景观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４１　重视制度，制定实施具有地区特征的政策法规

我国同匈牙利情况相似，即景观特征区域差别

较大。对于不同景观构成的地区不能实行以水平政

策，必须有所区别，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宜地方景观

特征的政策法规。首先，我国可以效仿欧盟及匈牙

利的做法，即多个景观区域间签署景观保护条约，
形成相互间的监督与制约，达成发展共识，提高景

观意识，特别是景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其次，环保等相关部门可成立景观保护小组，实地

考察调研，分区域制定特定的景观保护规划，并能

够普及景观保护知识，指导景观保护的具体实施行

为。

４２　重视教育，加强景观研究的多学科联动

匈牙利在景观管理方面呈现出了多种方法并施

的特点，除了土地整理这一政策层面上的管理方法

之外，景观教育是匈牙利景观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

环。匈牙利在地理学、景观设计学甚至初中教育中

都设立了与景观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课程或

专业，这将有利于本国在景观问题上开展综合的、
整体的、宏观的探索及研究。面对我国日趋紧张的

经济与环境矛盾，要使景观研究的相关学科的发展

更具生命力，必须重视景观教育问题。要从初中、
高中开始增设景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课程，普

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意识，给学生们灌输景观研

究方法及思想。大学教育则应更具专业化，力使景

观研究工作朝着更多元、更综合、更专业的方向发

展。

４３　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在景观发展与保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会

对景观构 成、景 观 价 值 等 产 生 或 积 极 或 消 极 的 影

响，应予以正确利用。根据产业结构理论，随着经

济增长，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会

逐渐下降出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因此，实现景观发

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实现农业及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在匈牙利未加入欧盟前的阶段，农业政

策没有合理的解决行业竞争力问题，亦或是没有发

挥其在持续力、保留力方面的作用。在匈牙利国家

农村发展计划 （ＮＲＤＰ）的实施下，目前农业环境

保护下 的 区 域 已 经 增 加 到 超 过１×１０６ｈｍ２，其 旅

客数量已是过去５０年的２５倍［５］。由此可见农业环

境政策的重要性，积极的环境政策可将农业环境污

染的负外部性内在化，农村也将随之转变为由生产

及公共服务为主导的多功能地区。因此，以农业生

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农业与人文景观以及农

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生态旅游农业，必将成为

中匈两国未来景观发展的道路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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