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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建设部门及国内一批有识之士、专家学者，从抢救珍贵风景
名胜资源、继承和保护人类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认识的历史高度，注意吸纳国际上许多
国家管理自然与文化遗产及国家公园的经验，结合我国特有自然风景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次国外国家公园，建立中国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名胜区保护事业。
    本教材的编写是以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为依据，在广泛收集中外风景名胜区规划素材的基
础上，借鉴城市、区域、国土、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力求系统完整地对风景名胜区规
划的理论、方法、程序等内容加以介绍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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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第三节　风景名胜区的性质、作用与分类：　　一、
风景名胜区的性质：　　关于风景名胜区的性质，1994年发表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形势与展望》绿皮
书中明确规定“风景名胜区事业是国家社会公益事业”。
毫无疑问，社会公益事业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活动。
国务院在规定风景名胜区性质的同时，对其作用也作了规定，即保护生态、生物多样性与环境是风景
名胜区最基本的作用。
同时，它还具有科研、文化、科普以及铸造民族精神等重要功能。
风景名胜区之所以具有这些功能是因为风景名胜区是人类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对于这样一种特殊
的、不可再生的资产，保护是首要的，开发要服从于保护，赢利不应成为目的。
这也就决定了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社会公益性质。
　　二、风景名胜区的功能：　　风景名胜区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自然变迁的写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然景观遗存与历史文化积淀都会在国家风景名胜区当中得到集中体现。
可见。
风景名胜区具有四大功能：　　（一）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维护自然生态系统。
保存历史文化信息：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甚至破坏环境，开发资源（
甚至是掠夺性开发），给大自然造成严重破坏，生态失衡。
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环境恶化，反过来又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
在这伤痕累累的地球上，难得保存下来的优美的原生自然风景境域，就成了人们回归大自然和开展科
学文化教育活动的理想地域。
我国建立的677处风景名胜区，为中国乃至世界保存了677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自然本底，因此，保护
生态、生物多样性与环境是风景名胜区最基本的作用。
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向全体国民提供的精神物品和精神产品。
这些资源并非今人创造，而是大自然和前人的赠与物。
这一内涵就注定了人类不可能按照商品生产的模式，以开采、加工、精炼等方式把它们再生产出来。
它们记载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人们品味这些真实产品的过程，就是解读中国历史、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过程。
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对国民大众产生的凝聚力和精神鼓舞作用是其他类型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作无法
替代的，其核心内容构成了当代和未来精神文明的源泉。
对于这样的精神财富，当代人有责任保护这一部分人类遗产并确保将它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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