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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历史文化资源若干典型案例研究》内容简介：北京的文化产业虽然成绩很多，但是还处于起
步阶段，正确认识和了解北京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无疑对于文化产业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入世”协议，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一系列壁垒将逐步打破，实现对外开放，北京的文化产业将面
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北京的文化产业无论在规模、资金、人才、管理等各方面还是在产品
数量与质量上都无法与国外文化产业的大鳄进行抗衡。
新的游戏规则使我们传统的体制、经营理念等都面临着强大的冲击。
北京的文化产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必须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在充分了解全球文化发展态势的基础
上，认真研究自身的文化特质，找出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劣势，探究开发途径，这才有利于制定正
确的发展战略，挖掘北京市文化的竞争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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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北京市历史文化资源 第一节 北京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研究——基于文物业的
数据支撑 一、管中窥豹——选择文物业作为研究起点的缘由 二、全国分地区文物业发展水平的实证
研究 三、实证研究的结论 第二节 研究的继续——北京市文物业发展的独特之处带来的思考 一、层次
聚类法的结果 二、文物业收入指标的对应分析 三、北京市文物业的地位及激发的思考 第二章 北京市
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以皇家苑囿、文化街市、名人故居为例 第一节 研究的时代背
景 一、国际背景 二、国内背景 三、北京市相关背景 第二节 开展本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重要性
二、必要性 第三节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一、历史文化资源 二、皇家苑囿 三、文化街市 四、名入故居
第四节 北京市历史文化资源概述 一、皇家苑囿概述 二、文化街市概述 三、名人故居概述 第五节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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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则、理论依据和范围 三、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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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文化街市的概念 一、文化街 二、文化街区 第二节 北京市文化街市发展现状 一、本课题选取的研
究对象 二、北京市文化街市的消费者调查结果 第三节 北京市文化街市的现行管理与运营体制 一、南
锣鼓巷的管理模式 二、前门大街的管理模式 三、大栅栏一琉璃厂的管理模式 第四节 北京市文化街市
的功能与定位 一、北京市文化街市的定位研究 二、北京市文化街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五节 北
京市文化街市的价值评估及发展路径研究 一、北京市文化街市的政策支持与弓I导 二、北京市文化街
市健康运行的保障因素 三、北京市文化街市价值评估与发展路径模拟 第四章 北京市文化街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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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二、文化街区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西方文化街区管理实践与启示——以坦普尔吧区为例 一、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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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街区发展现状研究 一、北京市文化街区的发展现状描述 二、北京市文化街区的发展困境 第四节 重
点文化街区——琉璃厂发展对策研究 一、琉璃厂发展问题研究 二、琉璃厂业务经营特点分析 三、对
琉璃厂的若干建议 第五节 重点文化街区——天桥演艺区发展问题研究 一、调查思路 二、调查数据与
分析 三、天桥演艺区发展的几点建议 第五章 北京市文化街区研究（下）——基于多响应变量的北京
市天桥演艺区数据分析研究 一、北京市天桥演艺区调查说明 二、关于本次调查人口统计变量的说明 
第一节 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的多响应变量分析 一、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的多响应变量的频数分析 二
、人口统计变量（年龄）与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三、人口统计变量（性别）与
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四、人口统计变量（学历）与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多响应
变量的交叉分析 五、人口统计变量（职业）与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六、人口
统计变量（收入）与天桥演艺区展演类型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第二节 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的
多响应变量分析 一、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的多响应变量的频数分析 二、人口统计变量（年龄）
与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三、人口统计变量（性别）与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
活动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四、人口统计变量（学历）与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多响应变量的交叉
分析 五、人口统计变量（职业）与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六、人口统计变
量（收入）与天桥演艺区其他文化活动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第三节 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的多
响应变量分析 一、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的多响应变量的频数分析 二、人口统计变量（年龄）与
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三、人口统计变量（性别）与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
施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四、人口统计变量（学历）与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
析 五、人口统计变量（职业）与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六、人口统计变量
（收入）与天桥演艺区配套文化设施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第四节 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的多响
应变量分析 一、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的多响应变量的频数分析 二、人口统计变量（年龄）与天
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三、人口统计变量（性别）与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
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四、人口统计变量（学历）与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五、人口统计变量（职业一）与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六、人口统计变量（
收入）与天桥演艺区配套商业项目多响应变量的交叉分析 第六章 北京市名八故居的相关研究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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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名人故居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一、消费者对于北京市“名人故居”的认识 二、北京的名人故
居发展现状 三、名人故居的组织与管理形式 四、名人故居发展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五、名人故居的未
来发展路径设想 第二节 基于文化旅游视角的北京市南锣鼓巷名人故居开发研究 一、北京市南锣鼓巷
名人故居现状 二、文化旅游与北京市南锣鼓巷名人故居开发 三、政治（法律）环境与南锣鼓巷名人
故居开发 四、文化或遗产资产与南锣鼓巷名人故居开发 五、目的地的旅游活动与南锣鼓巷名人故居
开发 第七章 北京市皇家苑固发展现状与开发路径研究 第一节 北京市皇家苑囿当前的开发现状 一、重
点提升基本服务质量 二、逐步落实“文化建园”定位 三、尝试不同发展思路 四、旅游商品开发有一
定基础 第二节 北京市皇家苑囿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局部开发过度与整体开发不足同存 二、商
品开发经销机制亟待完善 三、文物古建经营存在诸多异议 四、缺乏长远思考和专业打造 第三节 北京
市皇家苑囿的发展路径研究 一、以保护为基础的开发原则坚决不动摇 二、重新认识旅游资源品牌价
值 三、打造旅游独特体验 四、充分利用创新科技手段 五、衍生品开发挖掘文化内涵 六、可持续性发
展靠知识产权维护 七、理顺归属，做“大旅游，大开发”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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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5～2009年我国还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工作。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2008年7月1日，
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新的
机遇。
而自2003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四批共25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
中名镇143个，名村108个，分布范围已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8年11月，国家文物局开始着手整理我国的文化资源并强调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
①2011年6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此前，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批准公
布了三批137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基本形成。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也是我国在保
护历史文化资源方面不断与国际接轨的过程的反映。
 国家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使得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不断扩大范围，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
如“十一五”期间，国家共规划了100个大遗址点，“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六片四线一圈”的新
格局，即以西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郑州6个大遗址片区，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
古道4条文化线路，环绕国境分布的重要大遗址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
同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逐步展开。
2007年6月至2010年5月，文化部先后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
梅州）和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等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文批准在武汉设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这是国家文物局首
次在我国内陆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标志着我国内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全面铺开。
2010年，中国的（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被正式列入GIAHS
保护试点，成为我国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之后第二批被列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
这些新保护项目的实施，必将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格局更趋科学化、规模化。
 2011年10月19日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文化保护和文化发展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
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繁荣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这将成为今后我国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纲领，也将成为新一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
建设高潮的推手。
 我国各地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对其开发和利用也不断加大力度，但在其间还存在不
少问题。
根据《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表述，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盲目建设和
过度开发现象比较严重、法制化建设亟待加强、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管理、多头管理、权责不明、效
能低下、保护条件普遍薄弱、一些遗产地的管理机构未能妥善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等多个方面
。
同时，各地盲目跟风现象较为严重，各类文化资源开发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地方对文化资源的争
夺也是业界普遍认同的发展障碍。
但经过几年来各方面的发展和努力，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利用整体状态已经得到了
提高，其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逐渐得到了开发和彰显，并逐步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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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强主编的《北京市历史文化资源若干典型案例研究》既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又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对
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的以北京市作为区域研究样本，具体到皇家苑囿、名人故居、文化街市这三类历史文化资源
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且对于其价值评估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可以说，这一项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这一研究项目不只是如何利用文化资源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而且是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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