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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管理思想的新实践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体现了

国际理念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经过近十年的实践，我国逐步确立并完善了符合国情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实现了对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管理思想的积极探索与有效实

践。 

    思想渊源：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创新 

    我国于2009年12月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分别于2010年6月、2013年1月、

2017年12月确定了三批36个及立项建设的总计67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截至目前，虽然建

设时间还很短，但已有效促进了大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将大遗址变成了富有意义的公

共文化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2011—2013年度）》，2015）同时兼

顾文物安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效实现了文物保护、生态修复、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相互协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2018）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

国经验。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国家层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战略，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国家

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动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渊

源可追溯至《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所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理念。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将“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定

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的首要条件。只不过从功能定位来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着眼于保护，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立足于保护与利用的协同。 

    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直接思想渊源是大遗址保护理念。20世纪90年代，我国

已十分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协调问题。199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

作的通知》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古文化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

济建设的关系、文物事业发展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2001年出台的《国家文物事

业“十五”发展规划》提出，要逐步完善和实施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发挥文物作用

的管理模式和运作形式。 

    在此基础上，《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汉长安城、大明

宫、隋唐洛阳城、殷墟、偃师商城等一批重点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国家文物事业“十

一五”发展规划》提出，要探索由大遗址群组成的若干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综合保护模式，

建成和完善具有较高质量和标准的大遗址保护和展示示范园区。“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

护总体规划》则在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了遗址公园概念。 

    这些文件表明，我国对大型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思想的确立，以及通过遗址公园创新

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之思想的形成，为后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性保护

思想奠定了基础。 

    思想确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机制的形成 

    2009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浙江良渚举办主题为“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的大遗址保护论坛。该论坛形成的“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系统阐述

了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该共识基于“加强遗址保护、深化遗址展示与利用的有效

途径”，界定了考古遗址公园“符合现阶段大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

化遗产保护特色”的属性。基于“以保护展示遗址本体及其内涵和价值为根本目的”，明

确了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于遗址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教育、科研、游

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定位。这标志着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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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出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系统阐释了

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及其相应的实践路径。该办法是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的首部专项法规，也是国家层面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思想的首次全面阐释。该办法所强

调的“促进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标志着我国依托国家考古遗址来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机制之思想的正式

确立。该办法正式提出了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强调了其依托主体的重要性和整

体性（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功能的综合性和多元化（保护、展示、科研、教

育、游憩等）以及定位的示范性和公共性（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2010年6月，我国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工作，并于当年10月评定第一批12家和

立项建设23家。这标志着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的正式开始。此后，各级地方政

府积极响应，纷纷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或申报准备工作。但在各地实践中，“考古

与研究不足、定位不清、急于求成、重建设轻保护、重建设轻运营”等问题很快出现。 

    在此背景下，201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启

动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进一步加强

可行性研究，强化科学性，明确建设内容，规范建设过程，探索运营模式。从此，坚持原

生态保护，协同遗址考古、保护、研究、展示和合理利用，探索创新运营模式，充分发挥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成为我国国家考古公园建设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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