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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晶。
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人类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差异，其社会所表现出的创造才能也是
千姿百态，在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如思想价值观念、信仰、艺术、风俗、建筑等，形成各有特色的
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
因为文化遗产能充分地体现国家或地方的特性，所以其在旅游发展中能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化遗产异常丰富。
如何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吸引旅游者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是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
课题。
围绕着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国内的相关研究甚为活跃，其中对于旅游发展中文化遗产资源管
理体制问题的研究尤为热烈。
不过，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国内问题进行分析，还需要对其他国家管理体
制进行探讨，通过比较研究，获得有益的认识。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两国在文化遗产管理方面有不少可供互相借鉴的地方。
鉴于此，本书研究的内容无论是对于加深日本文化遗产旅游的认识，还是对于进行中日比较研究，推
动中国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宋振春同志于2005年进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旅游管理学科点进行研究工作，其
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一起探讨相关问题。
本书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而成，我也荣幸地先阅读了该书文稿。
为了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作者曾在日本访问学习一年，查阅了大量关于日本文化遗产旅游方面的著作
、研究文章、研究报告、政策法规等文献资料，并对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姬路、和歌山等地的
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比较细致的材料收集、实地调研为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就国内旅游学界的相关研究进展来看，目前尚缺乏对此课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见作者的努力
在此研究领域具有拓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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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日本文化遗产的特点，深入研究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政策措施，国家，地方、社会团
体，居民如何分工合作，利益分配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过程，产品的创新路径等问题，探讨了日本文化
遗产旅游发展的模式。
本书认为，日本的文化遗产宗教色彩浓厚，形态具体、多样，生活化和延续性较强，有独特的文化表
现力。
日本的文化遗产旅游管理从结构构成上看是综合性、复合性的体制。
综合性指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旅游管理、相关产业与服务管理的横向结合，复合性体现了行政干预
、公益性管理、经营性管理等不闻性质的管理职能与组织的结合。
基于法律制度原因，各种相关的社会团体数量庞大，在政府参与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合作网络
，是一种政府主导与社会合作相协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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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社会体制正处于转轨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制度都有待完善。
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混乱与矛盾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文化遗产资源保护
与开发的管理体制问题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王兴斌根据旅游服务的特殊性提出了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四权分离与制衡”的管理模
式①。
实际是比较完整的市场化的模式，既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赞同，也受到非常强烈的质疑。
从宏观的体制安排到具体遗产旅游经营管理的形式，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实际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条件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是比较困难的。
张朝枝等提出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角度研究遗产管理与旅游发展问题②，但也无法确定哪种制度
形式更适合中国遗产的实际情况。
许多学者进行了中外对比研究，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徐嵩龄详细考察了西欧各国近些年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情况，认为其特点主要改变的不是遗产所有权
，而是遗产经营权的性质与规模，因而可概称为“私营化模式”，也是西欧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改革的
主流模式。
通过分析西欧文化遗产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其优缺点，认为中国遗产管理制度改革应以非营利制度为核
心③。
张朝枝、保继刚从世界遗产地产权主体、资源处置权设置与法律监督机制三个角度对美国、日本的世
界遗产地管理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认为中国世界遗产地管理应该完善法律监督、理顺资源处置
权、确立清晰的产权主体④。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因各自的立场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意见。
对此，徐嵩龄认为可以分为两派：国家公园派和产权转移派。
表面上看是对管理制度的选择，实际还表达了社会的利益纷争⑤。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由于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研究者多主张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尤其是抑制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如保继刚、苏晓波（2004）对周庄和丽江
的研究，认为政府的适当干预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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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书稿完成之时，总结起来，觉得在流动站的经历，不仅是完成了一些科研项目，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
理念的思考和治学态度的学习和传承。
2005年金秋，在导师黄福才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有机会来到美丽的厦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专业研究、学术交流等各方面，老师都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对我
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即使在出站以后，老师也一直在关心我的研究进展，督促对本研究报告的修改，鼓励我在日常的科研
工作中不断超越自我。
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素养，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胸怀都使我深受感动，获益匪浅。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引导我在学术研究之路上不断前行。
确定以日本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制度因素为研究课题，主要原因是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以及考虑到
有赴日本访问的机会。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体制可以看做是各种制度因素形成的系统，影响着旅游发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率
。
尤其是文化遗产旅游，从资源的形成到保护利用，无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确实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制度因素形成的具体体制，导致了文化遗产旅游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日本期间，切身体会到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旅游发展的特点。
日本与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也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表面上看日本文化与中国很相似，但仔细观察，就会体味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差异，就如
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日本文化是独特的文化体系，在价值观念等核心问题上与中国文化有本质的区
别。
与之相适应，代表文化传统特征的文化遗产，也有其鲜明的个性。
如宗教色彩浓厚、具体化与分散化、生活化与延续性、产权的多样性等。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这既是历史上制度因素选择的结果，又与现实体制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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