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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43rd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n 2019, 1121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 have 
been enlisted in World Heritage List by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The properties are 
scattered in 167 state parties including 869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213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39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Mixed sites).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bundant World Her-
itage resources. By August 2019, 55 World Heritage sites including 37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14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4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Mixed sites) are enlisted in 
World Heritage Li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esent status of management of the four Mixe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to illustrate the current issues includi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proposed adv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ixed Heritage sit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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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止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全球已有1121项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869项、自然遗产213项和混合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39项，分布在
167个缔约国中。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世界遗产资源的国家。中国已有55项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和世界混合(文化和
自然双重)遗产4项。本文聚焦中国的4项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名录，对中国的混合遗产管理现状进

行了阐述，总结了管理机制中存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各自为政的问题，并对遗产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优化管理政策，精确落实管理方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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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大自然和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全人

类的共同财富[1]。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对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了详细深入地考察与研究，并针对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问题并提出了

展望，对我国的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参考意义。本文的一些对世界混

合(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的研究思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 11 月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其中《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

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详细的列出了符合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遴选标准。 

2.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混合)遗产概况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又称混合遗产，是指同时符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的景观。依

据世界遗产公约主旨，混合遗产同时具备自然与文化之美。迄今为止，世界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混合

遗产有 39 项(表 1)，分布在全球 31 个国家(图 1)，亚洲、欧洲、大洋洲等六个大洲中(图 2)。其中，中国

拥有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4 项(表 2)，与澳大利亚并列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 4 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分

别为：①泰山、②黄山、③峨眉山和乐山大佛、④武夷山。 
 
Table 1. Brief Introduction of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表 1.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简介 

名称 
Name 

地理坐标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收录时间 
Date of Inscription 

遴选标准 
Criteria 

占地面积 
Property 

威兰德拉湖区 
Willandra Lakes Region 

34˚0'0''S,  
143˚0'0''E 1981 (iii) (viii) 240,000 公顷 

卡卡杜国家公园 
Kakadu National Park 

12˚49'60''S, 
132˚49'60''E 1981 (i) (vi) (vii) 

(ix) (x) 1,980,994.9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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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荒原 
Tasmanian Wilderness 

41˚34'60''S, 
145˚25'0''E 

1989 
扩展：1989 

遗产地边界微调：

2010，2012，2013 

(iii) (iv) (vi) 
(vii) (viii) (ix) 

(x) 
1,584,233 公顷 

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 
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25˚19'60''S, 
131˚0'0''E 

1987  
扩展：1994 

(v) (vi) (vii) 
(viii) 132,566 公顷 

泰山 
Mount Taishan 

36˚16'0.012''N, 
117˚5'60''E 1987 (i) (ii) (iii) (iv) 

(v) (vi) (vii) 25,000 公顷 

黄山 
Mount Huangshan 

30˚10'0.012''N, 
118˚10'59.988''E 1990 (ii) (vii) (x) 16,060 公顷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 
Mount Emei Scenic Area, including 
Leshan Giant Buddha Scenic Area 

29˚32'41.64''N, 
103˚46'9.3''E (峨眉

山) 29˚32'30.10''N, 
103˚46'31.01''E (乐

山大佛) 

1996 (iv) (vi) (x) 15,400 公顷 

武夷山 
Mount Wuyi 

27˚43'0.012''N, 
117˚40'59.988''E 

1999 
遗产地边界微调：

2017 

(iii) (vi) (vii) 
(x) 107,044 公顷 

曼代奥拉 
Meteora 

39˚43'0.012''N, 
21˚37'59.988''E 1988 (i) (ii) (iv) (v) 

(vii) 271.87 公顷 

阿索斯山 
Mount Athos 

40˚16'0.012''N, 
24˚13'0.012''E 1988 (i) (ii) (iv) (v) 

(vi) (vii) 33,042.3 公顷 

坎配切卡拉科姆鲁玛雅城 
Ancient Maya City and Protected Tropi-

cal Forests of Calakmul, Campeche 

18˚3'10.9''N, 
89˚44'14.22''W 

2002 
扩展：2014 

(i) (ii) (iii)  
(iv) (ix) (x) 331,397 公顷 

特瓦坎–奎卡特兰山 
Tehuacán-Cuicatlán Valley: originary 

habitat of Mesoamerica 

17˚59'23.86''N, 
97˚11'13.75''W 2018 (iv) (x) 145,255.2 公顷 

马丘比丘古神庙 
Historic Sanctuary of Machu Picchu 

13˚7'0''S, 
72˚34'60''W 1983 (i) (iii) (vii) (ix) 38,160.87 公顷 

里奥阿比塞奥国家公园 
Río Abiseo National Park 

7˚45'0'S,  
77˚15'0''W 

1990 
扩展：1992 

(iii) (vii) (ix) 
(x) 272,407.95 公顷 

比利牛斯–珀杜山 
Pyrénées-Mont Perdu 

42˚41'7.512''N, 
0˚0'1.8''E 

1997 
扩展：1999 

(iii) (iv) (v) 
(vii) (viii) 30,639 公顷 

伊维萨岛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有文化
Ibiza,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38˚54'50.1” ''N, 
1˚26'6.7''E 1999 (ii) (iii) (iv) (ix) 

(x) 9,020.3 公顷 

希拉波利斯和帕姆卡 
Göreme National Park and the Rock Sites 

of Cappadocia 

38˚40'0.012''N, 
34˚51'0''E 1985 (i) (iii) (v) (vii) 9,883.81 公顷 

赫拉波利斯和帕穆克卡莱 
Hierapolis-Pamukkale 

37˚55'26.004''N, 
29˚7'23.988''E 1988 (iii) (iv) (vii) 1,077 公顷 

奥赫里德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Ohrid region 

40˚59'30.6''N, 
20˚42'15''E 

1979 
扩展：1980，2019 
遗产地边界微调：

2009，2009 

(i) (iii) (iv) (vii) 94,728.6 公顷 

阿杰尔的塔西利高原 
Tassili n’Ajjer 

25˚30'0''N,  
9˚0'0''E 1982 (i) (iii) (vii) 

(viii) 7,200,000 公顷 

帕拉蒂和格兰德岛–文化与生物多样性 
Paraty and Ilha Grande-Culture and Bio-

diversity 

23˚1'6.98''S, 
44˚41'7.33''W 2019 (v) (x) 173,164.1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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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玛希旺·阿奇 
Pimachiowin Aki 

51˚49'35.1''N, 
95˚24'40.6''W 2018 (iii) (vi) (ix) 2,904,000 公顷 

恩内迪高地：自然和文化景观 
Ennedi Massif: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17˚2'30''N, 
21˚51'46''E 2016 (iii) (vii) (ix) 2,441,200 公顷 

奇里比克特国家公园，“美洲豹的居所” 
Chiribiquete National Park “The Maloca 

of the Jaguar” 

0˚31'31''N, 
72˚47'50''W 2018 (iii) (ix) (x) 2,782,354 公顷 

洛佩–奥坎德生态系统与文化遗迹景观 
Ecosystem and Relict Cultural Landscape 

of Lopé-Okanda 

0˚30'0''N, 
11˚30'0''E 2007 (iii) (iv) (ix) (x) 491,291 公顷 

蒂卡尔国家公园 
Tikal National Park 

17˚13'0''N, 
89˚37'0''W 1979 (i) (iii) (iv) (ix) 

(x) 57,600 公顷 

甘托克国家公园 
Khangchendzonga National Park 

27˚45'53''N, 
88˚22'38''E 2016 (iii) (vi) (vii) 

(x) 178,400 公顷 

伊拉克南部艾赫沃尔：生态多样性避难

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遗迹景观 
The Ahwar pf Southern Iraq: Refuge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Relict Landscape of 

the Mesopotamian Cities 

31˚33'44''N, 
47˚39'28''E 2016 (iii) (v) (ix) (x) 211,544 公顷 

蓝山和约翰克罗山 
Blue and John Crow Mountains 

18˚4'39''N, 
76˚34'16''W 2015 (iii) (vi) (x) 26,251.6 公顷 

瓦迪拉姆保护区 
Wadi Rum Protected Area 

29˚38'23''N, 
35˚26'2''E 2011 (iii) (v) (vii) 74,179.7 公顷 

马洛蒂–德拉根斯堡跨国公园 
Maloti-Drakensberg Park 

29˚45'55''S, 
29˚7'23''E 

2000 
扩展：2013 (i) (iii) (vii) (x) 249,313 公顷 

邦贾加拉悬崖(多贡斯土地) 
Cliff of Bandiagara (Land of the Dogons) 

14˚19'59.988''N, 
3˚25'0.012''W 1989 (v) (vii) 327,390 公顷 

汤加里罗国家公园 
Tongariro National Park 

39˚17'27''S, 
175˚33'44''E 

1990 
扩展：1993 (vi) (vii) (viii) 79,596 公顷 

帕劳南部泻湖石岛群 
Rock Islands Southern Lagoon 

7˚14'48.93''N, 
134˚21'9''E 2012 (iii) (v) (vii) 

(ix) (x) 100,200 公顷 

拉普人区域 
Laponian Area 

67˚19'59.988''N, 
17˚34'59.988''E 1996 (iii) (v) (vii) 

(viii) (ix) 940,900 公顷 

圣基尔达岛 
St Kilda 

57˚49'2''N, 
8˚34'36''W 

1986 
扩展：2004，2005 

(iii) (v) (vii) 
(ix) (x) 24,201.4004 公顷 

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3˚11'13.992''S, 
35˚32'26.988''E 

1979 
扩展：2010 

(iv) (vii) (viii) 
(ix) (x) 809,440 公顷 

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保护区 
Papahānaumokuākea 

25˚20'56.652''N, 
170˚8'44.952''W 2010 (iii) (vi) (viii) 

(ix) (x) 36,207,499 公顷 

长安景观综合体 
Trang An Landscape Complex 

20˚15'24''N, 
105˚53'47''E 

2014 
微调：2016 (v) (vii) (viii) 6,226 公顷 

注：相关数据参考了 http://whc.unesco.org/。 
 
Table 2.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of China 
表 2. 中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名称 
Name 

地理坐标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收录时间 
Date 

of Inscription 

遴选标准 
Criteria 

特征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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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 
Mount Taishan 

36˚16'0.012''N, 
117˚5'60''E 1987 

(i) (ii) (iii) 
(iv) (v) (vi) 

(vii)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泰安市境内，坐落于鲁中群山之

间，景区面积为 25,000 公顷。历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泰山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泰山是中国古代皇帝设坛

祭祀和举行封禅大典之地。包括秦始皇在内的 12 位中

国古代帝王曾来此封禅朝拜。 

黄山 
Mount Huangshan 

30˚10'0.012''N, 
118°˚10'59.988''E 1990 (ii) (vii) (x) 

以花岗岩为构成主体的黄山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的黄

山市境内，核心景区面积约为 16,060 公顷。黄山在中

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历史中备受赞誉，而如今它又

以生长于陡峭山峰上挺拔的松树和奇特的云海景观吸

引着四海的旅人。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
Mount Emei Scenic 
Area, including Le-
shan Giant Buddha 

Scenic Area 

29˚32'41.64''N, 
103˚46'9.3''E 

(峨眉山) 
29˚32'30.10''N, 
103˚46'31.01''E 

(乐山大佛) 

1996 (iv) (vi) (x) 

占地总面积为 15,400 公顷的峨眉山和乐山大佛风景

区是中国的佛教圣地，早在公元前 1 世纪，中国的第

一座佛教寺院就在峨眉山山巅落成。8 世纪时，世界

最高的佛像乐山大佛已然屹立在三江交汇处。在丰富

的人文遗产之外，峨眉山还以丰富的植物多样性闻名

世界。 

武夷山 
Mount Wuyi 

27˚43'0.012''N, 
117˚40'59.988''E 

1999 
扩展：2017 

(iii) (vi) 
(vii) (x)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武夷山占地面积达 107,044 公

顷，是大量古代孑遗植物的庇护所以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公元 1 世纪时，汉朝的行政首府在此落成。11
世纪时，武夷山又为唐宋的理学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优

良的地理环境。九曲溪两岸众多的庙宇便是武夷山丰

富人文遗产最有力的证明。 

注：相关数据参考了 http://whc.unesco.org/。 
 

 
Figure 1.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Mixed sites) distribution chart 
图 1.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混合遗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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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Mixed sites) 
图 2.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分布图(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http://whc.unesco.org/略修改) 

3. 管理现状 

2002 年，文化部、国家计委、教育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国家林业局、环保总局、国

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2005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 年，由文化部发表的《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发表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

家咨询管理办法》相继出台。 
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模式主要是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许多世界遗产地的管理模式仍按传统的运行

机制，不同性质的遗产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目前，文化遗产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管理，自然

遗产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管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资源部管理。 

3.1. 泰山管理概况 

在 1985 年以前，泰山是由泰安市文物局、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泰山森林中心共同管理，

1985 年这三个部门进行了整合，统归到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对泰山进行集中管理[2]。自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后，泰山市人民政府遵循“保护为主，严格管理”的原则，不断加大泰山保护

管理工作力度，使得景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收获了显著的成效，先后被评为“中国旅游地四十佳”之一，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和“4A”级旅游景区。2002 年，泰山管委依照上级指示在景区内开展了

综合整治活动。2003 年 12 月，泰山被授予“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先进单位”称号。2016 年 12
月 26 日泰山景区教育网正式开通，这一突破性的举动是景区顺应信息时代发展需要，推动景区内员工素

质教育发展的一大进步。教育网的落成不仅为管委会的深化拓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平

台供相关工作人员在线实现信息查询和交流。2019 年 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

开的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理事会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提交的报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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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指出，2018 年泰山世界地质公园扩园再申报顺利通过，并对今后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更好发展提出

了相关建议。 

3.2. 黄山管理概况 

黄山市人民政府自 1990 年黄山风景名胜区申请“世界混合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成功以来，

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各项要求，并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黄山风景区文化遗产保护坚持以保护人文胜迹和景观资源，使之不受破坏和废圯为目标，把依

法保护与管理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文物保护工作“五纳入”[3]。此外黄山管委会大力开展了文

物古迹普查工作，针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整理和修缮，完善补充健

全了全山保护档案，发布并实施了文物保护专项规定《黄山风景区文物保护暂行规定》，与黄山市社科

联合合作并启动了“黄山文化研究”重大课题项目，为黄山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3.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管理概况 

四川省具有多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带动了四川整体旅游业的发展，极大程度的促进了当地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进步[4]。四川省高度重视世界遗产的管理与保护，早在 1979 年峨眉山人民政府就经国务院

审批编制了《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此后又根据《总规》突出保护重点单位，完成了《峨眉山

文物古迹和古建筑保护管理规划》、《峨眉山防火规划》、《峨眉山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规划》等专项

规划[5]。1996 年 12 月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后，峨眉山管委会修编了《峨

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峨眉山金顶景区建设详细规划》对峨眉山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个规划

已通过国务院审批。乐山大佛保护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妥善保护核心区，即在核心区做减法，剔除杂

质，聚集极致，营造纯质，浓厚的宗教氛围；合理开发周边区域，即在周边区域做加法，重点开发，动

静结合，整体、规模经营，将“演绎深邃，山水佛都”作为乐山大佛景区的主题，融入“乐山文化、大

佛文化、名人文化、麻浩文化、离堆文化、嘉州古城文化”于一体。实现由原单一的观光旅游，向集观

光、休闲度假、特色文化、城市广场等综合旅游转变[6]。 
峨眉山的管理曾由峨眉山管委会一个机构对景区统一管理，市宗教、文物、旅游管理局并入管委会

相关部门。乐山市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委员会，是管委会和文管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市委、

市政府直接领导，统一管理。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委员会是市政府派出机构，在景区内行使县级人民政府

相关职能。2008 年 11 月 18 日，峨眉山和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把原来分设的峨眉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和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合并调整为——峨眉山和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管理、建设和发展。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作为混合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长期以来，两大景区管理开发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发展不

协调、不平衡，形不成合力，资源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和

可持续发展。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机构的整合，有利于遗产地的资源整合，提高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3.4. 武夷山管理概况 

1999 年 12 月，武夷山申报“世遗”成功后，武夷山市市人大制定了《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暂行规定》，对景区及九曲溪上游的白云禅寺和九曲溪沿岸的文化古迹等予以立法保护[7]。武夷山核心景

点天游峰和九曲溪等处都建有自动气象观测站、大气质量观测站、自动水文监测站，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图，

对遗产地范围内的动态情况进行了监测分析。2006 年 2 月, 武夷山成立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开始对遗产地

的大气、水质、生物、噪声、古迹等进行监测，为保护武夷山“双遗产”筑起了一道科学平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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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问题 

4.1. 管理机制混乱 

我国的世界遗产往往冠以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头衔，不同的头衔对应着不同的管理部

门(图 3)，国家风景名胜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属中国国家林业局管

理，而国家自然保护区又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国国家林业

局、国家海洋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等部门监管。整体性对今天的遗产管理提出

了巨大挑战，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的管理思想强调分工的、专化的、分割的管理模式[9]。在遗产地内，存

在由于森林、土地、文物、宗教、旅游等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而出现政策冲突的情况。此类情况导致目前

我国自然遗产与旅游景区的管理往往出现“易产生分歧，难形成统一”的现象。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Chinese World Heritage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图 3. 中国的世界遗产和旅游景区管理部门示意图 

4.2. 资源环境破坏 

我国的世界遗产旅游景区城市化突出，主要表现在部分景区的严重破坏性人为建设方面。例如已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混合)遗产名录的泰山风景名胜景区就相继铺设了中天门、

后石坞和桃花源三条索道。除此之外，许多旅游景区出现资源退化与既有客流量巨大而造成的自然退化。

景区的环境污染是另一巨大因素，由于环保技术不过关，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从而引发的污染问题普遍

存在。 

4.3. 政企关系冗杂 

由于条块分割和政、企、食不分，政府机关的监督管理作用与国营企业的各种弊端兼而有之。这一

点体现在景区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往往是等客上门；在劳动人事制度上，机构纷繁复杂，冗员众多；

在分配制度上，死工资与平均主义盛行。这种管理模式与措施导致了一方面景区旅游开发中的效率低、

无秩序与破坏，另一方面导致了中国的世界遗产的教育普及度低，风景文物资源的浪费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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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遗产管理死板 

我国的世界遗产名录，国家遗址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区的评选标准清晰，评选过程严格。

但是评选后的管理考察监督工作还不完善，这一情况导致了我国部分风景名胜区存在“只进不出，一劳

永逸”现象。部分景区因为疏忽管理或管理不当，已不再符合遴选标准但仍具备多重头衔，这导致了旅

游景区的“名不符实，张冠李戴”现象。 
世界遗产面临的威胁包括了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旅游业发展导致遗产地城市化、商业化，以及难

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可通过优化管理体系和立法以“精准保护”的方式实行动态管理落实保护。另外，

建立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作为纲领文件，通过遗产教育的普及，最终达到健康可持续发展[10]。 

5. 结论 

世界遗产战略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共同参与，建

立符合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管理体系。世界遗产的管理应在思想、方法、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中探索

一条适合中国世界遗产的科学管理模式[11]。截止 2019 年，我国已经有 55 项世界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意大利一同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中国有 4 项文化和自然(混合)双重遗产，

和澳大利亚一同位列世界第一。中国的混合(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管理从 21 世纪以来取得了突破，四大

旅游景区的保护，开发与完善工作日复一日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但同时，中国的世界混合遗产存在诸多

问题，主要体现在管理混乱，环境污染和录入名录后的完善工作。有关部门应首要细分完善管理制度，

各部门在沟通一致的前提下需建立优化管理体系以及“精准保护”的方式采用动态管理落实保护发展措

施。与此同时，管理方应注意因过度开放导致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问题，应针对各自景区出台符合“可

持续发展”政策的问题解决方针。另外，重视世界遗产在中国的普及教育，建立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作

为纲领性文件，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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