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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自然文化遗产正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
其威胁主要来自对自然文化遗产的功能、性质存在模糊认识以及缺乏约束的利益驱动。
目前，对自然文化遗产过度开发的现象在中国不少遗产地相当突出与普遍。
加强监督与管理、避免因过度开发而遭受破坏，使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得到合理、可持续的利用，是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尽管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体制不顺
、立法滞后、监管不利，中国自然文化遗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为了推动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曾于2000年3月召开
了“转轨时期人类文化自然遗产管理研讨会”，对国家重要的文化自然遗产资源（包括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博物馆和纪念馆等）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进行
研讨。
以会议论文为基础，我们编辑了《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7月
出版发行。
该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遗产资源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2001年12月4～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福特基金会、联合国开发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中心、云南省建设厅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总局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共同举办了“改进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国际会议。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
　　我们组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和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使国内同仁有机会了解国
外在自然文化遗产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开阔眼界和思路，通过借鉴国际上好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推动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特别是自然遗产的立法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100余人。
他们之中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有关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国内长期从事自然
和文化遗产事业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
会议收到论文45篇。
为了使读者与我们共享这次会议的成果，我们从中选出部分论文编辑成册。
　　本书论文中所反映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遗产资源管理的复杂性，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继续引起遗产资源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推动中国遗产资源的保
护和合理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郑玉歆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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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拥有如此多的世界遗产的确值得骄傲，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有关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利用
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从多种视角对遗产的性质、功能、管理、经营和社区参与等
内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读者对象：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管理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关政府部门官员，
大专院校经济、环保、文化等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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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变异现象 　　无论是中国的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是各类国家自然保护区，本文都概称为“国家公
园”。
这是因为我国的这些组织与制度建设虽然不称为国家公园，但其基本理念是与世界国家公园一样　　
的。
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公园的建立建设上取得空前进步，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国外泊来的制度已经表现
出了一些变异。
　　例如：（1）国家管理（指国家级景区、保护区）变为名义上国家，实际上多个部门的管理。
（2）部门的管理实际上又下放给省一级地区管理。
并依次下放，因而依次受地方经济考核制度和其他需求的制约。
（3）一些从自然文化遗产获取直接经济收益的利益集团或明或暗地力争取得国家公园核心区的资源
处置权，正挤压负责保护非经济价值的那些机构的权利空间。
（4）一些机构改革和舆论，竭力将对国家公园制度的思维“经济化”，混淆和模糊自然文化遗产有
别于一般经济资源的区别。
赵京兴教授已经指出时下理论上的重大误区是：将国家公园的管理这一行政性管理等同于经济管理，
将公法混同于民法，将国家公园（它只能用公法来规范）混同于一般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它可以用
民法来规范）。
　　显然，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力量是这一变异的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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