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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景观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表现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悠久而密切的关系。济南泉·城文化

景观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聚落泉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独一类型，体现了水环境治理与利用的智慧，

并于2019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过程也是对遗产的保护过程，本文选取了杭州西

湖文化景观、威尼斯及其潟湖、布鲁日历史中心、巴斯城和欧洲温泉疗养小镇等5处与泉·城文化景观

类型相似的世界遗产，比较研究其保护与管理机制，以国际先进经验促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比较分

析的基础上，对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1) 加快遗产保护专项立法，建立职能统一的

管理机构；2) 科学合理划定核心区与缓冲区边界，做好城市建设规划控制；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升遗产知名度和旅游产品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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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s express a long and i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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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and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unique type of settlement 
spring water utiliz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
nan reflects the wisdom of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utilization, and was selected into 
the Tentative List of Chin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2019.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is also a process of protection. The author selected five properties similar to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such as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 Venice and its Lagoon, Historic Centre of Brugge, City of Bath, and the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 through studying their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we can promot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with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three suggestions for Spring-City Cul-
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1) Speed up the special legislation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 a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with unified functions; 2)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delineate the 
boundaries of property and buffer zone,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lanning control of urban 
construction; 3)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the popularity 
of heritage and diversity of tourism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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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 1972 年 11 月在法国巴黎通过《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
itage) (以下简称《公约》)，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标准作了明确规定，还确定了实施《公约》的指导方针

[1]。1976 年 11 月成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负责《公约》的具体实施，

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并对

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 1992 年 10 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16 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

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属于文化遗产，代表“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它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则

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2]。保护文化景观有助于促进土地的

可持续利用，并有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1993 年，新西兰汤加里罗国家公园(Tongariro National Park)成为

第一处根据修改后的文化景观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截至 2022 年 5 月，全球共有 121 处

文化景观遗产，其中 6 处为跨境遗产。 
中国于 1985 年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后，于 1987 年拥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1]。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国共有 56 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 38 处(含文化景观遗产 5 处)、自然遗产 14 处、文化和自然

双重遗产(混合遗产) 4 处，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科学、教

育、文化、旅游等方面[3]。 
济南市是中国山东省省会，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泉城”。济南泉水数量多、水质优、形态美、地质

结构独特、文化积淀深厚，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2019 年，“济南泉·城文化景

观”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了做好泉水申遗和保护工作，济南市相关部门从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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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软件建设，从泉水补给区到泉水出露区，在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文化建设、宣传教育、考古、立法

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内，有若干处与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相似的文化遗产。比较

研究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机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从水资源利用传统的延续及其历史与

现实意义等角度，深入挖掘并阐述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可以为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保护与申遗工作

提供助益。 

2.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概况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位于 36˚40′N，117˚01′E，核心区大致包含明清济南府的古城范围，并划分为园

区景区、城市河道、街区三类，总面积约 194 ha，如图 1 所示。从地理和文化区域的独特性来看，济南

地处泰山背斜北翼的济南单斜构造区[4]，形成了规模很大的岩溶地下水系统；在集中出露至地表的泉群

中，尤以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珍珠泉这四处泉群水量最为充沛，并长期保持动态稳定。 
核心区内有历史上形成的护城河等河道与若干条暗渠，它们联通城内各处泉水，并对泉水进行有效

疏导，有些泉水流入王府池子、百花洲等水塘，而大部分泉水最终汇入城北的大明湖。特殊地理环境下

的泉水治理机制和水利工程是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因借泉水而又兼容

中国传统营造观的济南古城空间形态特征，以及围绕小尺度泉水环境建造的小型园林和传统民居[5]。济

南本地文化与泉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市井风情，历代文人墨

客在济南留下的佳句名篇亦不可胜数。 
就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而言，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具有很强的人地关联特性，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聚落泉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独一类型，体现了水环境治理与利用的智慧，对人类尊重自然、合理利

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一文化景观也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大

型泉水文化聚落的孤本[6]。 
 

 
Figure 1. (a) Location of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b) Property of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图 1. (a)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在山东省的位置；(b)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核心区 

3. 文化遗产比较分析 

3.1. 基本信息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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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世界遗产必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凡

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遴选标准(Selection Criteria)方可获

得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 
(i) 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ii) 作为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纪念艺术、城镇

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iii) 能为一种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iv) 可作为一种建筑、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v)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脆弱时； 
(vi) 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现行传统、思想、信仰、文学或艺术作品等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

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2]。 
如前所述，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以水资源利用为核心，并在人与泉水的全面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多样

的文化景观。放眼世界，已有若干处以不同类型之水资源利用为核心的文化遗产，凭借各自的突出普遍

价值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例如以围湖造景而蜚声中外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在海边群岛中崛起的威尼斯及其潟湖(Venice and its Lagoon)、作为中世纪欧洲

重要商港的布鲁日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 of Brugge)、围绕天然温泉而精心设计的巴斯城(City of Bath)，
以及包含巴斯城等 11 座城镇在内的欧洲温泉疗养小镇(The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本文选取以上五

项世界遗产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其保护与管理机制，为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保护与申遗工作提供国际

先进技术和经验。五处世界遗产之基本信息见表 1；其地理分布如图 2 所示。 
 

Table 1. Overview of world heritage centered on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表 1. 以水资源利用为核心的世界遗产概述 

名称 
Name 

国家 
Country 

时间 
Time 

标准 
Criteria 

面积 
Area 

主要特征 
Main features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gzhou 

中国 
China 2011 (ii) (iii) (vi) 核心区 3322.88 ha 

缓冲区 7270.31 ha 

西湖三面环山，其中遍布亭台、

宝塔和园林，清晰地展示了中国

景观美学“天人合一”的理想。 

威尼斯及其潟湖 
Venice and Its Lagoon 

意大利 
Italy 1987 (i) (ii) (iii) 

(iv) (v) (vi) 核心区 70176.4 ha 
水城威尼斯始建于 5 世纪，118
个小岛被整合、组织成一个独特

的城市系统。 

布鲁日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Brugge 

比利时 
Belgium 2000 (ii) (iv) (vi) 核心区 410 ha 

缓冲区 168 ha 

布鲁日号称“北方威尼斯”，保

留有中世纪的建筑、街道格局和

运河网络。 

巴斯城 
City of Bath 

英国 
United Kingdom 1987 (i) (ii) (iv) 核心区 2900 ha 

巴斯城最初为罗马人的温泉城，

是新式和古典式建筑融合统一

的优美城市。 

欧洲温泉疗养小镇 
The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 

奥地利/比利时/捷
克/法国/德国/意大

利/英国 
Austria/Belgium/ 

Czech/France/ 
Germany/Italy/ 

United Kingdom 

2021 (ii) (iii) 核心区 7014 ha 
缓冲区 11,319 ha 

该跨境遗产包括 7 个欧洲国家的

11 个城镇，是欧洲温泉疗养热潮

的见证，还包括融入市镇整体格

局的温泉配套基础设施。 

注：相关数据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网 http://whc.unesco.org/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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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and world heritage listed in Table 1. 
Annotation: Some properties in the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 are omitted due to large quantity 
图 2.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与表 1 所列世界遗产的分布。注：因数量较多，“欧洲温泉疗

养小镇”中的部分遗产从略 

3.2. 遗产保护与管理 

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须确保其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及真实性

(Authenticity)与完整性(Integrity)在之后得到保持或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被保护对象所有价值要素

的真实性，如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质、用途和功能、位置和关联环境等特征真实可信，才能被人们认

同其突出普遍价值；而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必须划定有效保护的边界，并应设立恰当的缓冲区。

尽管文化遗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不如自然遗产那样长久和广大，但其保护与管理所涉及的内容更多，也

更加复杂[7]。下面对表 1 中所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机制分别作简要讨论。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紧邻社会经济发达的杭州市中心，其保护与管理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城市发展、遗

产区开发建设、旅游与交通压力等方面[8]。西湖文化景观分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

院《风景名胜区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与《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等国家

和地方法律法规保护。杭州市人民政府对西湖文化景观缓冲区实施具体控制规划，对城市整体发展给西

湖文化景观造成的潜在影响进行了限制，确保了城市建筑不会侵占西湖周边的山体，且所有与之相关的

发展项目都必须经过遗产影响评估；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管

理和监测，并与各地方组织、社区和村庄开展合作。西湖湖面及历史古迹等景源总体上保持良好，“三

面云山一面城”和“两堤三岛”的总体山水格局得到了较好保护[9]，与突出普遍价值相关的关键要素都

没有受到威胁。 
威尼斯的城市结构和形态同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大体相似，保留了城市边界、景观特征及其与潟

湖环境的关系。根据意大利《文化和景观遗产法》(The Code of the Cultural and Landscape Heritage)，意

大利文化遗产和活动部(The Ministry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Activities)通过其地方办事机构——区域局

和监管局，履行保护文化和景观遗产的任务。保护威尼斯文化遗产的主要法律是 1973 年公布的《威尼斯

特别法》(Special Law for Venice)，其目的是通过确保威尼斯及其潟湖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保证对

景观、历史、考古和艺术遗产的保护。由于城市直接濒海，海水异常高潮位的出现对威尼斯潟湖和历史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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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的保护和完整性构成了重大威胁；当地政府因而建设了一项包含移动防洪闸在内的公共工程系统，

以及一些能够减少低海拔地区洪涝频率的补充措施。可持续旅游战略是威尼斯文化遗产管理的重点计划，

通过建立一个连接政府机构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网络，为传统旅游业提供替代和补充选择，以缓解威尼

斯所面临的旅游压力。 
布鲁日历史中心的古迹和遗址保护始终尊重真实性原则。早在 1972 年，布鲁日市保护和遗产管理局

(Department for Conservation and Heritage Management)已经开始与地方遗产服务机构合作，评估和监测城

市环境的所有变化；具体的市政建筑条例则非常严格，在提供资金进行城市修复工程时，会附带一项禁

止对建筑进行修改的协议。在历史中心的所有建筑中，约有一半被正式列入或备案在《佛兰芒建筑遗产

清单》(The Flemish Inventory of Built Heritage)和布鲁日城市遗产评估地图中；对于被正式列入上述清单

的建筑和遗址，区域遗产管理机构会对其提出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建议。布鲁日市于 2012 年制定了世界

遗产管理计划，并进一步编制保护计划、保存计划和普查计划等。从可持续旅游的角度而言，布鲁日为

管理旅游者带来的影响付出了巨大努力，发展高端、可持续的文化旅游业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 
巴斯城的热矿泉资源得到罗马人开发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 1 世纪，规模宏大的古罗马浴场遗址至

今仍位于古城中心；作为一座仍在使用的现代城市，巴斯城的景观和环境容易受到大规模开发和交通压

力的影响。英国政府根据 1990 年规划的《名录建筑和保护区》法(Listed Building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和 1979 年《古迹和考古区法》(Ancient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reas Act)指定保护个别建筑、古迹

和景观；此外还根据《城乡规划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s)的规定，通过英国的空间规划

系统保护英格兰的世界遗产。巴斯城世界遗产指导小组(The City of Bath World Heritage Site Steering 
Group)负责监督遗产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小组成员分别代表英国政府、巴斯的民选议员和官员、巴

斯附近的教区议会、遗产机构、城市商业团体、居民协会、大学和旅游公司等。 
欧洲温泉疗养小镇整合了包括巴斯城在内的 7 个欧洲国家的 11 座城镇，保护和管理这一跨境遗产的

责任由相应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承担。每处遗产都受其所在国家或地方的立法保护，均有各自的管理方或

协调机构，并有服从于整体遗产管理计划的地方管理计划。此外还组建了与跨境遗产特点相适应的整体

管理系统——温泉疗养胜地管理委员会(Great Spas Management Board)，该委员会由 11 处遗产所在城市的

市长组成，负责与政府密切协商，并对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协调和管理；委员会还制定和管理总体预算，

监督和复审执行计划，批准和公布年度报告，并指导遗产整体的其他活动。 

4.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际上对文化景观越来越关注，文化景观申遗将成为一大趋势[10]。从 2005 年济南市人民政府

决定启动济南泉水申遗工程，到 2019 年国家文物局将“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济南已经走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关键一步，但距离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和要求还存在差距。

申遗过程也是对遗产的保护过程，其过程和结果具有同等重要性。从对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 SWOT 分

析(如图 3 所示)可见，其保护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对内部劣势和外部威胁应加大管理和监测力度；同时要

发挥内部优势，把握外部机遇，促进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前文对遗产保护与管理机制的比较分

析，今后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具体开展保护工作： 

4.1. 加快遗产保护专项立法，建立职能统一的管理机构 

遗产保护立法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必备要件。2008 年《济南市文物保护规定》、2017 年《济南市名泉

保护条例》和 2020 年《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分别对泉·城文化景观的部分组成

要素进行了立法保护；但作为遗产保护专项立法的《济南市泉·城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尚在推进过

程中，需要尽快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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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WOT analysis of spring-city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an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图 3.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 SWOT 分析 

 
建立职能统一的管理机构是实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申遗工

作主要由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承担，但该局仅具备涉“水”方面的管理权限，而诸如规划编制、风景区保

护和管理范围划定等职权则分散于城乡规划、城乡建委和国土资源等部门[11]。泉·城文化景观的保护内

容绝不仅是泉水，还应充分考虑对“城”和由此衍生的泉文化的保护。有必要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专门

的管理机构，推动申遗工作及各项保护措施合理、高效运转。 

4.2. 科学合理划定核心区与缓冲区边界，做好城市建设规划控制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位于济南市中心城区，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因而对

遗产核心区与缓冲区边界的划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核心区范围过大将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范围过

小将导致遗产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对缓冲区而言，由于济南泉水水系覆盖面十分广泛、泉脉走向十分复

杂，如何划定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保护范围，需要对泉水直接补给区和重点渗漏带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 
济南城市发展建设要做好规划控制，最大限度地维护泉·城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例如：对

建筑物及街区进行修缮时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延续古城历史风貌；从不同的建筑功能及区域特点出

发，提出核心区周边禁建、限建及适建项目的指标与类型[11]；将人类活动作为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加以保护，控制核心区人口容量，尊重本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缓解核心区周边

的交通压力，同时必须审慎处理城市轨道交通修建可能对地下水产生的影响。最终的远景目标是实现遗

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有文化景观遗产特征的典范城市[12]。 

4.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遗产知名度和旅游产品多元性 

济南市曾于 2016 年至 2019 年连续举办四届国际泉水文化景观城市联盟会议，为提升济南泉水的国

际知名度、促进济南和世界泉水景观所在地的双向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要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深入挖掘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搭建面向世界的泉·城文化景

观宣传平台，讲好“泉·城”故事。提升旅游产品多元性，引导游客从更多角度理解泉·城文化景观的

内涵，疏解集中于趵突泉、大明湖等少数遗产点的庞大客流，避免旅游开发过度同质化，丰富游客对泉·城

文化景观各要素的感知和体验。 

5. 结语 

综上所述，泉·城文化景观不仅承载了济南的历史文化，更证明了千百年来济南人民与自然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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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互动发展的密切关系。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任务艰巨，长期的粗放式开发对遗产的真实性与

完整性造成威胁，诸如专项立法、规划控制等问题仍然亟待完善解决，遗产的知名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世界上同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经验为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需要我们取其精华，

明确管理理念和保护对策；同时抓住文化景观申遗的机遇，不断强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论证，使其

突出普遍价值能够得到世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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