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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三届世界遗产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事业”。
论文集中共收入论文74篇，分别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世界遗产的理论、各个世界遗产地、
世界遗产的教育与传播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其中既有资深世界遗产研
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有来自遗产保护与研究一线工作者的实践体会。
    本书是从事世界遗产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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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遗产理论探讨篇　　我国需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理由与建议　　一、我国世界遗产的
特殊性　　世界遗产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统称。
从管理角度看，这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遗产。
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品位之高，更在于它的组分、价值、功能和权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我国，世界遗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我国绝大多数世界遗产拥有较大的土地
面积。
这不仅因为这些遗产本身的面积较大，还因为它们的“环景” （set-ting）占据面积更大。
因而将它们称为“遗产地” （heritage place），应当更为准确。
遗产地一般包括4个部分：①“核心遗产”；②“非核心遗产”，即依附于核心遗产的部分；③“非
物质遗产”；④“管理和服务设施”。
这是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必须注意的。
　　（2）我国的世界遗产地，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几乎都融合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更
遑论“文化—自然复合遗产”（mixed cultural ＆ natural heritage）。
在文化遗产地中，大多混合着原生自然要素或人工化的自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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