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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遗产是“人类智慧和人类杰作的突出样品”,在新世纪的今天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世界现象 ,已成为

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高度和谐的最有效形式之一 ,成为一种高质量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必须性的社会生活组成

部分 ,研究“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的重大论题。本文首次对中国“世界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综合

的把握 ,揭示了遗产地采取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的必然性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分析了发展“遗产旅

游”中应正确处理的三大关系 ,提出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并寻求我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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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orld Heritage is an outstanding sample of human wisdom and masterpiece. As we enter a new mil2
lennium ,“World Heritage”,as a world phenomen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forms for human be2
ings to seek for high harmony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a component part of social life in which to return to
nature and history. Currently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Heritage Tourism”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 ,makes an all2round and comprehensive view about“World Her2
itage”in China ,revealing the necessity to take sustainable touris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eritage sites and the
existing main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three relations that should be correctly
handled in developing“Heritage Tourism”and offers the connotation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eks
for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oncerning the sustainable touris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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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遗产旅游的必然选择

111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发展迫切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面向 21 世纪 ,中国的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着遗产

旅游的健康发展 ,它们的解决有待于体制变革、观念变革和行为方式的变革 ,有待于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提

高遗产旅游的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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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遗产中心、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建设部风景名胜

区管理办公室共同举办的“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国家战略研讨会”在世界遗产地 ———四川峨眉山举行。来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遗产中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与生物圈”全国委员

会、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博物馆以及各有关省的建委、建设厅和我国 7 个世界遗产地及部分风景名胜区的一些专

家、领导相聚一堂 ,共同探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管理、研究、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以期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

发展。2000 年为我国“神州世纪游”年 ,国家旅游局把目前国内 23 项世界遗产作为主打产品推向游客 ,一方面是为

了提升中国旅游产品的整体品质 ,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国世界遗产地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广泛宣传世

界遗产的意义和价值 ,使旅游者和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世界遗

产 ,最终达到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中国学术界对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和论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由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来喜研究员和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共同主持的“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理论基础与宏观配置研究”,揭开了我国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问题深层次研究的序幕 ,其专题“旅游管理容量理

论、方法与实证研究”即以“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黄山”为例 ,对自然风景区管理容量评估模型进行了实证研

究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承担了“黄山风景区开发理论的地学研究”。赵红红以

“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古典园林”为对象 ,对各园环境容量作了评估 ,并提出了调控对策 (1983) ②。王嘉熙从大气

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三个方面描述了苏州古典园林的环境现状 (1986) ③。保继刚对“世界文化遗产 ———颐和

园”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 (1987) ④。王资荣等从 1984 年到 1988 年 4 年间 ,对“世界自然遗产 ———武陵源”中

的张家界森林公园的地面水质、大气以及植物进行监测分析 ,得到了由于近年来张家界旅游人数急剧增加而导致

公园局部环境质量变化的第一手研究资料⑤。陈从宏研究了黄山的土壤资源保护问题 (1990) ⑥。黄成林对黄山旅

游旺季游客超载调控措施进行了研究 (1992) ⑦。陈国达论述了“世界自然遗产 ———武陵源”的地质风景特色及其成

因 ,对峰林开发的历史背景与环境进行了阐述 ,并探讨了武陵源峰林的合理开发与保护之方法 (1993) ⑧。全华通过

对武陵源发展旅游的剖析 ,探究了旅游开发对区域社会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1994) ⑨。唐云松对武陵源的旅游开发

进行了研究 ,提出要进行良性开发 ,优化风景区的结构 (1994) ⑩。陆林对黄山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 ,包括对

黄山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国际旅游经济效益、旅游客流、旅游季节性、旅游者空间行为和旅游区域环境效

应的研究 (1989～1996) �λϖ 。刘秉升以黄山为例对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对策 (1994) ,

并对黄山跨世纪的旅游发展进行了思考 (1996) �λω。蒋文举等探讨了旅游对“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峨眉山”的

生态环境影响并提出了保护对策 (1996) �λξ。吴明华总结了黄山风景区科学的管理方法与经验 ,提出了不足和建议

(1996) �λψ。张建忠等分析了“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的旅游风景资源结构、行为层次结构、市场结构的特

征及匹配关系 ,找出 21 世纪泰山旅游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提出了相关的发展策略 (1997) �λζ 。崔凤军等对泰山旅

游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及旅游者行为特征、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及其时空分异特征与利用强度进行了研究 (1997) �λ{ 。

高俊虎等探讨如何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

带动承德市的发展 (1998) �λ| 。聂献忠等研究了“世界自然遗产 ———九寨沟”的国内旅游者行为特征 ,提出开拓客流

市场的建议性措施 ,并强调了形象与定位对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998) �λ} 。王心源等对黄山花岗岩石质旅

游资源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论证 ,提出了保护对策 ,并呼吁尽快开展我国的科学旅游工作 (1998) �λ∼ 。王德利提出

要构建黄山大旅游圈 (1998) �µυ 。王振东提出应“建设以黄山为中心的皖南旅游区 ,规划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

(1999) �µϖ 。张捷等以“世界自然遗产 ———九寨沟和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黄山”等为例对旅游地游客分布的决

定因子进行了比较研究 (1999) �µω等等。

同时 ,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问题亦倍受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来喜研究员主持完

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平遥古城的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先后完成了“平

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谢凝高教授主持完成了“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的

旅游总体发展规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则一直对“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 ———黄山”的旅游规划进行着修订和调

整 ⋯⋯

总之 ,无论是中国政府、社会团体组织还是学术界都在追寻着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实现中国世界遗产地的可

持续旅游发展。但是 ,中国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旅游的实现绝不仅仅是政府、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责任 ,它必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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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正如《关于旅游业的 21 世纪议程》的结论中所讲 :“仅仅一些组织的行

动是不够的。每一个政府、每一个行业组织和每一公司 ,不管其规模如何之小 ,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只有这样

的承诺才有利于保证大家有个可持续的未来”�µξ。

112 　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基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提出的 ,要求旅游可持续发展在国际上已达成共识。针对中

国国情 ,笔者认为中国的“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

———充分认识遗产旅游资源的珍稀性及其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明确每一代人对遗产的责任和义务。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 ,开发第二”的原则。

———旅游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之上 ,自觉理智地循序渐进 ,并保障遗产旅游资源利用的永续

性。

———旅游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发展形式 ,应充分发挥其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潜力。

———合理利用资源 ,有效保护自然文化遗产 ,改善生态环境 ,保持文化完整、基本生态进程、生物多样化和生命

支持系统 ,满足经济、社会和审美方面的需求。

———及时转变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倡导自然、文化生态旅游 ,用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与方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世界遗产的资源、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关系。

2 　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目前 ,我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矛盾 ,需要加以研究解决。

211 　有限的世界级的旅游资源面临旅游者数量倍增的巨大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已进入世界十大旅游接待国之列。改革开放 20 年来 ,旅游入

境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年均增长在 20 %以上 ,特别是 90 年代增长总量最大。而同时 ,中国世界遗产地脆弱的自

然、人文生态环境与旅游需求的快速扩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例如“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黄山”的旅游者从 1979

年的 10143 万人次 ,发展到 1997 年的 107184 万人次 ,游人猛增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数量庞大的旅游流所造成的旅

游垃圾、空气污染、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噪声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使世界遗产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12 　旅游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加重了资源供需的失衡 ,生态系统的破坏与环境退化是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障碍

现今中国在世界遗产地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旅游开发”,虽然各遗产地都在强调景区生态环境的规划与保护 ,

但由于大部分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目前还不清楚 ,在“投资主体多元化与社会办旅游”的发展模式下 ,在宏观调控

乏力和规划执行随意性大的粗放发展格局下 ,科学利用与保护措施在政府、企业及旅游者三个层面上已明显脱节 ,

利益驱动的短期旅游开发行为已严重危及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并将会导致濒危物种生存环境的破坏 ,生物多

样性的减少 ,历史文化景观的变质 ,而且造成的后果往往无法挽回。总之 ,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环境的退化已成为世

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

213 　旅游文化品位不高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受到冲击 ,民族特色旅游受到严峻挑战 ,旅游文化教育功能

亟待加强

在外来和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下 ,一些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常常摒弃珍贵的民族文化特色 ,忽视资源特有的文

化价值 ,对传统文化缺乏有效的保护和继承 ,使一些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面临退化和消失的危险。此外 ,一些遗产

地将古朴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肃穆的宗教仪式包装为粗俗的商业性表演 ,原有的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 ,

旅游者面对这样的旅游产品感受不到有益的教育和熏陶。所以 ,如何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 ,避免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的商业化 ,充分发挥旅游文化的教育功能已成为遗产地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亟待关注的问题。

同时 ,旅游发展使当地居民认识到地方文化和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存在着差异 ,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他们的一些传统习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一些旅游者不良行为的冲

击。如何有效地保护民族特色传统文化 ,不仅是摆在旅游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任务 ,而且也是每一个旅游者需要思

考的问题。

214 　旅游科技水平低 ,发展滞后 ,是造成遗产旅游质量不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重要因素

旅游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大部分遗产地处于一种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之中 ,环境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实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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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高效率的旅游环境管理技术可谓迫在眉睫。但现阶段遗产地旅游环境管理技术的应用处于低水平、低效率

状态。很多遗产地缺少旅游环境监测系统和保护设施 ,污水、垃圾处理仍采用原始的方式 ,就近排放 ,造成遗产地

污染 ,景观质量下降 ,威胁珍贵物种的生存。

同时 ,旅游决策缺少科学依据 ,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旅游经营管理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程度远

远落后于相应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旅游发展向规范化、质量型、效益型的转变呼唤高新科技的支持。

215 　国民素质不高 ,淡薄的环境意识与不文明旅游行为并存 ,提高旅游者与经营管理者素质与可持续发展意识迫

在眉睫

我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比较低 ,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就大多数旅游者而言 ,自觉的旅游环境保护

观念还未形成。加之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巨大 ,经济收入和文化层次较低的旅游者人数急速增长 ,旅游环境意识在

这一部分人群中更是缺乏 ,高密度的旅游人流和大量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比较普遍。从长远看 ,

如果旅游者的环境意识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我国遗产地的旅游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同时 ,不少旅游经营管理者的素质比较低 ,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低级粗糙的商业化景观

泛滥 ,使资源失去其固有的意韵和内在魅力 ;环境意识淡薄 ,不少饭店、餐馆的污水、垃圾未经处理随处排放 ;科技

意识欠缺 ,对旅游科技投入重视不够 ,旅游科学化管理的基础相当薄弱。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还表现在经营管理

与开发上的短视化行为普遍 ,追求短期利益 ,忽视或损害长期利益 ;不规范经营 ,过度竞争 ,欺诈游客 ,败坏声誉的

行为时常出现。

旅游者和旅游经营管理者的整体素质已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16 　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 ,基础薄弱 ,体制亟待理顺 ,管理亟待加强

近年来在高强度投资的推动下 ,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接待能力迅速增长 ,行、住等硬件设施已基本上同旅游发展

的需求相匹配。但食、购、娱的开发建设明显滞后 ,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亟待发掘整理。反映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匮乏 ,旅游商品趋同。适合旅游者需要的、参与性强的、健康向上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晚间娱乐活动严重不足。旅

游产品结构简单 ,更新缓慢 ,不能满足多层次旅游市场的需求。旅游产业结构的粗放经营特征明显。

面对迅速壮大的旅游产业化过程 ,旅游行业管理的体制、政策与法规建设滞后所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并在各

个层面上影响着遗产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关系不顺 ,政策不明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碰撞现象大量存在 ,尤其

在景区建设、管理及旅游投资决策方面问题更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也时常发生。旅游经济

的高速增长亟待理顺体制 ,加强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µψ。

3 　正确处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正确处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强化“旅游保护”,淡化“旅游开发”;强

化“旅游文化”,淡化“旅游经济”;强化“旅游供给的质量”,淡化“旅游项目的数量”。

311 　强化“旅游保护”,淡化“旅游开发”

旅游开发和旅游保护的矛盾是中国世界遗产地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的世界遗产地和其它

既缺乏人文内涵又缺乏自然景观的一张白纸式的旅游区不同 ,正如世界遗产的定义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这些自

然和文化遗产在历史、艺术、或科学、美学、人种学、人类学等许多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

属于全体人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伯尔德·冯·德罗斯特高度赞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

遗产地“是人类智慧和人类杰作的突出样品”。面对祖先和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一件件自然和文化瑰宝 ,我们面临

的突出任务是 :保护和利用。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待我国的世界遗产的基本态度。

保护当然是第一位的。罗哲文先生说 ,把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好是一项“十分光荣的职责而又非常艰巨的任

务”,称之为“上对祖先、下对子孙负责的千秋伟业”。在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中 ,要求对文化和自然两种遗产都予以保护。1985 年我国政府批准了这项公约 ,显示出对这些财富保

护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 ,也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讲的那样 ,“保护的目的又在于发挥遗产的作用 ,这也是不言而喻

的”,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财富。

无论强调保护自然遗产 ,还是强调保护文化遗产 ,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保护世界遗产地的整体旅游环境 ,维护世

界遗产地的旅游形象。我们强调旅游保护意识 ,并不是反对旅游开发 ,只是反对那些不遵循客观规律、急功近利的

开发 ,反对那些不惜牺牲环境、牺牲珍贵旅游资源、牺牲世界遗产地整体形象的破坏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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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遗产”这两个字既显示了某种价值又表示出一种责任。为了子孙后代和未来的发展 ,我们必须尊重地

球的自然遗产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必须被当作资源保护工作的主题和支柱 ,必须被当

作发展遗产旅游的基础和生命线。

312 　强化“旅游文化”,淡化“旅游经济”

旅游文化是一个比旅游经济古老得多的概念。它指的是旅游者 (旅游主体) 和旅游目的地 (旅游客体) 之间各

种关系的总和。在旅游成为产业之后 ,这个定义还应加上旅游介体即旅游经营商和旅游管理机构。也就是说旅游

文化在产业时代除了是主体和客体发生的各种关系外 ,还应包括旅游介体和旅游主、客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

我们所应强调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文化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历代旅游主体游览旅

游客体时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二是对近半个世纪人类发展旅游产业过程所创造的介体文化即服务

文化要加以借鉴和吸收。

中国世界遗产地中的旅游景点都具有高品位的丰厚文化内涵 ,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期望值极高。帮助旅游者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打破时空界限感受古代先贤的精神风貌 ,融入自然深刻了解地球上的地理环境是旅游介体

的重要作用之一。但事实上 ,旅游介体过分关注的却往往是旅游经济 ,诸如策划项目、招商引资、旅游开发 ,重点在

争取通过完善产业结构而赢得经济效益 ,而对从业人员素质教育如何展开、项目设计如何展示景点文化内涵等并

不太重视 ,忽视了旅游者旅游需求中追求文化享受这一重要部分。

旅游文化可称为旅游业的灵魂 ,失去灵魂的旅游业 ,前程可想而知。因此 ,无论是从满足中外旅游者的旅游需

求角度 ,还是从旅游中介机构提供旅游供给的角度 ,我们都应该重视旅游文化。重视旅游文化不仅是对旅游者的

尊重 ,而且也是对“遗产”本身的尊重。

313 　强化“旅游供给质量”,淡化“旅游项目数量”

现阶段对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来讲 ,扩大旅游需求 ,扩大接待规模已不是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如何提

高旅游质量 ,优化旅游供给。从一些遗产地发布的开发构想之类的文字材料看 ,普遍表现出的却不是质量意识而

是很强的数量意识。

优化旅游供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旅游产品的优化和大旅游环境的优化这两个方面。而对于中

国的世界遗产地 ,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提高旅游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为了把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和大旅游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全国成为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典范 ,必须加大并强化

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 ,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统一规划 ,统一开发 ,统一促销 ,统一管理 ,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优化遗产

地的旅游供给 ,为中外旅游者塑造“中国世界遗产地”这一总体旅游形象�µ{ 。

4 　寻求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

寻求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要始终贯彻保护第一的思想 ,并要采取一系列的科学对策。

411 　遵循国际化标准 ,坚持保护第一原则

“文化、自然遗产”是一个富有成效且雄辩有力的概念。“遗产”这两个字既显示了某种价值又表示出一种责

任。同“自然”一词相连 ,这一术语提出了这样一种认识 ,即对有价值的地区和生命形式有保护的责任 ;同“文化”一

词相连 ,这一术语则指对有价值的地区和文化形式有保护的责任。可以说“文化遗产”确定了我们的文化发祥地 ,

而“自然遗产”则确定了我们的生物与进化的渊源。在许多国家里 ,“文化自然遗产”已被当作资源保护工作的主题

和支柱。

中国的世界遗产在国家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至今的 23 项世界遗产中 ,有第一批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1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 个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座。对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唯一的

目的就是保护管理好这些珍贵的遗产。

(1)“自然遗产”保护的原则

自然遗产的保护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

———保护地球生物圈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 ;

———保存生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特别是稀有和濒危物种及其生境 ;

———保证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永续利用 ,以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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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自然历史纪念物 ,如瀑布、地层剖面、古生物化石以及古树名木等等。

(2)“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

文化遗产的灵魂是它们的原生性和真实性。文化遗产的根本特点是它的不可再生性 ,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

任何复制品都不可能具有原有的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所应坚持的原则是 :

———保护它在生存全过程中所获得的有意义的历史、文化、科学和情感信息 ;

———保护它的真实性和原生性 ;

———保护它的一定范围的历史环境 ,不要使它脱离历史形成的环境而孤立出来。

412 　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针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状况 ,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 ,使政府、企业与旅游

者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取得一致 ,形成自觉的珍惜资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文明旅游与依法治旅的社会氛围。

(1)加强资源的科学管理 ,保障资源的永续利用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新产品 ,减缓世界遗产地承载力不足的矛盾

坚持严格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加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管理 ,对遗产地资源实行

严格有效的保护性开发利用。

———开展世界遗产地的资源普查和评价 ;

———健全遗产地资源的分级管理体系 ,规范资源开发、保护与修复的责权范围 ;

———建立遗产地资源信息系统和动态监测评估系统 ;

———积极倡导生态旅游 ,调整布局 ,分流客源 ,满足旅游多样化需求 ,减缓重点景区的压力 ;

———以资源为基础 ,市场为导向 ,提高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水平 ,有效制止破坏性开发与低水平重复建设。

(2)加强生态环境的管理与科学利用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科学、有序地引导生态旅游 ,加强遗产地的科学管理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旅游开发利用的重要前提。

———界定各类旅游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 ,提出相应的、科学利用的技术规程 ;

———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

———建立旅游项目立项的生态与景观环境影响的评估制度和相应的保护与修复资金的补偿机制 ;

———开展有助于遗产地科学利用的发展项目的预选研究。

(3)开展全社会“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宣传与教育

大力加强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宣传与教育 ,普遍形成“为了子孙后代和未来的发展 ,尊重世界文化与自然

遗产”的观念。加强科普工作 ,提高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逐步形成文明旅游、科学旅游、健

康旅游的社会环境氛围。

———有重点地组织编写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宣传材料和科学旅游丛书 ;

———与国家级宣传媒体合作 ,以“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 ,文明、科学旅游”为主题 ,开展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宣传月活动 ;

———根据国家旅游局主办的 2000 年中国神州世纪游旅游年的安排 ,加强对世界遗产地价值及意义的宣传 ,营

造全社会都来保护重视遗产地的氛围。举办遗产地的科普教育与生态旅游培训等活动 ,提高遗产地旅游活动的质

量 ;

———在青少年中开展“遗产地文明、科学与生态保护旅游志愿者”活动。

(4)依靠科技进步 ,促进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切实将“科技兴旅”战略贯彻到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各个层面上 ,加大旅游科技投入力度 ;广泛与国内外有关科

技单位合作 ,争取近中期旅游科技化水平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促进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手段。

———有重点地推广一批成熟的先进技术 ,包括提高遗产地管理水平的电子信息技术 ,提高遗产地生态环境质

量的清洁卫生技术 ,提高遗产地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技术 ,提高决策科学化的评估技术等 ;

———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 ,利用科学技术延伸传统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 ;

———针对遗产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未来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等一些重大问题 ,进行超前研究 ;

———编制遗产地保护性开发建设、旅游项目设计的相关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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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保障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建立高效运作的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机制

完善促进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改变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的局面 ,推进遗产地管理法制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进程。

———加快制定、颁布遗产地旅游法及相关的实施细则 ;

———加快制定遗产地旅游区 (点)质量等级标准和实施细则 ;

———加快制定遗产地旅游区规划通则、实施细则和资源管理条例 ;

———强化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 ;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等部门密切配合 ,对旅游发展实行有效的行业管理�µ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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