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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6月26日12时36分，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佛教四大名山
之一的五台山顺利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
其中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
世界遗产如此受关注，原因在于遗产地一旦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就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增强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可以提高该区域的经济效益。
然而，世界遗产还意味着巨大的责任，这些项目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遗产地所在国家、地区的政府、
机构和居民有责任替全人类保护好这些财富。
在这种意义上，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应该并行不悖。
世界各地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随着中国居民出境游目的地的增多，作为旅游专业的学生，要想了解
和熟悉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和景观难度越来越大。
而通过世界遗产了解旅游目的地无疑是一条捷径。
首先，世界遗产项目覆盖范围非常广，涉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其次，世界遗产项目往往最能展现
所在区域生态环境、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当地最具魅力的旅游吸引物。
本教材以世界遗产项目为基础，从旅游专业的角度介绍了各个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同时阐述了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关系；在普及世界遗产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学生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意识，
希望旅游专业的同学都能够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世界遗产。
本教程共四编十一章，第一编介绍世界遗产的源起、申报程序以及世界遗产与旅游业的关系；第二编
主要从城市文明、建筑景观和人类遗址三个方面介绍文化遗产项目；第三编介绍自然遗产、双重遗产
、濒危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编介绍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以及中国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情况。
倪华老师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宝贵意见，上海市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对本书的相关内容作了审读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为了配合教学，我们设计制作了一套光盘，除了讲述本课程的重要内容、练习题、思考题以外，还包
括世界遗产目录等多项辅助学习材料，以便于老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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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遗产反映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轨迹，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发掘与保护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是高校地理、历史、旅游等相关专业的一项重要使命。
本教程内容丰富，概述清晰。
全书共有四篇十章：即第一篇世界遗产概述，包括世界遗产的概念与分类、申报、旅游；第二篇世界
文化遗产，包括城市文明、建筑景观、人类遗址；第三篇自然遗产及其他，包括自然遗产、双重遗产
、濒危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篇世界遗产在中国。
全书备有附录：世界遗产名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
     本书可作高等院校旅游、地理、历史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可作旅行社导游、旅行社管理工作者、旅
游爱好者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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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世界遗产概述  第一章 世界遗产的概念、分类和特征    第一节 世界遗产的概念及由来    第二节 
世界遗产的分类及标准    第三节 世界遗产的特征及标志  第二章 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    第一节 世界遗
产的申报程序    第二节 世界遗产的申报组织    第三节 世界遗产的后续管理  第三章 世界遗产与旅游    
第一节 世界遗产与旅游的关系    第二节 世界遗产旅游的内涵    第三节 世界遗产旅游的国际经验第二编
世界文化遗产  第四章 城市文明    第一节 历史中心及街区    第二节 历史名城与古城    第三节 特殊城市
和城区  第五章 建筑景观    第一节 宗教建筑    第二节 王室建筑    第三节 军事建筑    第四节 特殊建筑  第
六章 人类遗址    第一节 欧洲遗址    第二节 亚洲遗址    第三节 非洲遗址    第四节 美洲遗址第三编 自然
遗产及其他(双重遗产、濒危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七章 自然遗产    第一节 地质演变    第二节 生
物演变    第三节 绝妙景观    第四节 珍稀生物  第八章 其他遗产类型    第一节 自然与文化双重世界遗产   
第二节 濒危遗产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编 世界遗产在中国  第九章 中国世界遗产概况    第一节 
中国与世界遗产    第二节 中_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    第四节 中国的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    第五节 中国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十章 中国世界遗产的开发与保
护    第一节 中国世界遗产管理    第二节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    第三节 中国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参
考文献    附录一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遗产保
护管理办法    附录三 世界遗产名录简介    附录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附录五 世界遗产名录一览表 
  附录六 文化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规范补充条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遗产教程>>

章节摘录

插图：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财富应该被视作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几次国际间的精诚合作显然可以证
明，“世界遗产”的理念已经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然而，为了使全人类真正达成保护世界遗产的共识，仍需要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和合作机制，
以及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原则性规定。
1964年出台的《威尼斯宪章》，是针对历史建筑和遗址进行保护的文件，标志着当代全新的文化遗产
保护理论和技术标准的形成。
《威尼斯宪章》特别强调了对历史建筑及遗址的历史价值的保护，因为这些历史建筑和遗址所传递的
信息说明了人类的发展历史，记录了人类社会成长的历程，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自身历史。
在1965年华盛顿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成立“世界遗产信托基金”。
196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LJCN）向“世界遗产信托基金”提出加入该基金，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保护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主要规定了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措施等条款；规定了各缔约国
可自行确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其遗产清单，由世界遗产大会审
核和批准。
凡是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项目，都将由其所在国家依法严格予以保护。
《世界遗产公约》的管理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1976年成立，并同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该《公约》，还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和世界遗产基金（World
Heritage Fund）。
《世界遗产名录》的编制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成立为全球合作保护世界遗产提供了重要的
前提，之后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更为保证保护工作的权威
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有力的抓手，标志着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保护文化成就和自然财富的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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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遗产教程》：21世纪高等院校旅游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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