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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文化遗产，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
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
为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4年起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5个古老的农业系统，
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在国内外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名列其中。
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
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
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按照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选出100～150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以促进
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4）》主要内容包括：农史学科发
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的思考与建议、稻鱼系统中不同沟型边际弥补效果及经济效益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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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新契机农史学科发展与“农业遗产”概念的演进中国农业文化遗
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近十年来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述评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三个
基本理论问题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试论中国农业文化的价值及保护论我国各民族农业遗
产的特殊价值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从传统农业到低碳农业——国
外相关政策分析及启示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探讨——与闵庆文等学者的商榷中国GIAHS保护试点：价值
、问题与对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建议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研究进展与展望传统稻鱼系统病虫草害控制传统农业区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
害的生态控制效应——以贵州从江县为例模拟鸭稻共作系统中鸭子机械刺激对水稻形态建成的影响鸭
稻共作对水稻植株生长性状与产量性状的影响云南哈尼族梯田稻禽鱼共生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调查东北
典型稻区不同种植模式下稻田氮素径流损失特征研究稻田病虫害生态防控模式及其在西南地区的应用
稻鱼系统中不同沟型边际弥补效果及经济效益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潜力研究——以浙江省青
田县为例农业遗产旅游地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广西龙胜龙脊平安寨梯田为例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农业遗产地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测量
及调控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脊平安寨为例驱动因素视角的我国农业旅游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论农业
文化遗产旅游的法制保障哈尼梯田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红河县甲寅乡作夫村和咪
田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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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 概念与内涵研究　　关于农业遗产的概念本没有什么争议。
只是近期因为FAO启动了全球性保护项目并给出其定义之后，才引起了国人关于此概念的一些争议。
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对其英文名称进行翻译以及内涵的确定。
　　为了项目实施的需要，FAO将GIAHS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
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
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将会越来越清晰。
但需要指出的是，FAO强调的是历史上创造的、延续至今的、活态的农业生产系统。
它不同于一般的农业遗产，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农业系统，包括农业技术、
农业物种、农业景观、农业民俗等多种农业文化形式。
也就是说，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
农业生产系统。
另外，农业文化遗产也不同于世界遗产的其他类型。
从概念上来看接近于文化景观遗产（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既属于文化景观遗产，也被列为GIAHS保
护试点；我国云南哈尼稻作梯田已被列为GIAHS保护试点.也被列为我国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后备名单
）。
　　有些学者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并不等于农业遗产，而是农业遗产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农业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不可分割之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与人类农事活动密切相关
的重要物质（tangible）与非物质（intangible）遗存的综合体系。
它大致包括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技术、农业工具、农业文献
、农业特产、农业民俗等10个方面。
　　2.3 系统结构与作用机制研究　　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创
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农业系统，间作套种、稻田养鱼、桑基鱼塘、梯田耕作、旱
地节水技术、砂石田、坎儿井、游牧、庭院经济等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及实践
意义。
这些复合农业系统是中国农业的明显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
它强调复杂生物一社会一经济系统内多个组成部分间的整体性及相互作用，将农、林、园艺、畜牧、
水产等置入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之中。
研究这些系统的生态学思想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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