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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球视野、中国高度、时代眼光，打造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是《长城、大运河、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简称《方案》）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的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在国

际上，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历史，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相关实践，在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文化遗

产保护机制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为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及管理提供了借鉴

的经验。

树立保护第一、保护传承利用相统一的理念

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将最具文化、民族、历史、精神价值的遗产资源保护起来，使其成为全民族乃至

全人类共同珍护的共有遗产，让子孙后代可以永久参观、体验、感悟，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题中之义。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建立于1872年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当时，美国正值西进运动，鼓励征服自

然，大量森林被砍伐，野生动物被猎杀，自然景观被破坏。建设国家公园，正是为了遏止这种野蛮的开发

行为，保护重要的自然遗产。1916年美国颁布《国家公园组织法》，赋予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了当代和未

来世代的利益，保护风景、自然、历史、文化遗迹和野生生物，使其维持未受损害的状态”的重要使命，

并与随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国家公园建设相关法案一道，确立了“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对照“保护第一”理念，须突出保护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完整性，保

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多样性，让文化遗产得以自然展现。在无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利用，借助

先进科技手段和创新设计，增强展示的多样性、体验的生动性、参与的趣味性，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形

象更加立体、多维、可亲近。

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保护地，本质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国家”属性，国家主导、公益优

先保护为主是目标诉求。如何更好承载“国家”属性？非法治莫属。

2000年12月美国出台《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法案》，其最显著特点是超越一般河道保护立法的范畴，

实为区域生态文化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综合性立法，覆盖了沿线234个市镇。在历史遗迹保护方面，

该法案保护包括运河、附属建筑物、船舶、文件、图片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与沿运河地区民俗、艺术等

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该法案坚持原真性保护原则，以水质保护和植物群修复为

核心，强调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在旅游开发方面，该法案将遗产旅游、自然资源保护、户外休闲游憩、

遗产解说教育活动等加以整合，打造文旅品牌，寻找保护和发展的平衡点，在创造良好游览体验的同时，

提升当地居民生活质量。

建立国家文化公园必须完善相关制度配套，是涉及文化资源保护理念、配置模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

深刻变革。因此，制定一部统一的国家文化公园法律显得十分必要。要在充分的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

以立法的形式将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体制、权责体系、机构设置等明确下来，推动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展



示、利用以及运河治理等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改变因多头管理、空间交叉重叠带来的保护和管理体系碎片

化等问题。

建立主体明确、责权明晰的管理体制

国家公园概念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一改过去各部门分头、各地区分段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变为国

家统一规划与管理。

1911年，加拿大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联邦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国家公园的划定、

规划、运行和管理，以及相关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等事务，内设多个事务部门，以各公园为单位下

设相应管理处负责具体执行，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连接渥太华和金斯顿的里多运河就由该局全权管

理，并建成了“里多运河景观廊道”。二战后，日本在厚生省设立国立公园部，1964年升格为国立公园局，

1971年权限移至环境省，实现了兼管到专职、分散管理到综合管理的转变。1986年，韩国立法规定国立公

园管理公团是国立公园的管理主体，统一行使管理权。

刚颁布的《方案》明确，“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顶层设

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应以此为

契机，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在整合组建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机构、配合

建立国家文化公园体制和法制体系的基础上，依法界定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以及监测、监

督和考核机制。

处理好公益性与市场化的关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人民的公园”，要坚持全民共享。但由于运河丰富的文化遗迹和自然景观，

决定了沿岸多为旅游区。如何让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相兼顾，淡化国家文化公园经济功能，给全体民众提

供一个平等的参观、体验大运河景观文化的机会？有力的资金支持必不可少。

日本国立公园体系实行统一的财政体制，禁止公园管理部门制定经济创收计划，由国家拨款和地方政

府筹款来提供正常运营的资金保障。2007年，韩国国立公园取消门票，政府每年拨款3000亿韩元（约合人

民币18亿元）用于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德国国家公园体系资金的主要来源为州政府财政拨款，也接受社会

公众捐助和公园资源创收。市场化开发度较高的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区，打造出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船屋，拥有大约2000艘船屋，有的历史已愈百年，通过改建为小型博物馆、画室、酒吧以及民宿等，

不仅游人收获丰富体验感，社区也实现创收。

研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投资补充”的多层次国家文化公园财政体制。同时，考虑到历史文

化遗产及遗产地与周边居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系统规划、核心区域保护的前提下，让

周边居民可以在非核心区域从事旅游住宿、餐饮、零售、旅行服务、演艺娱乐等相关业务；对于国家文化

公园独有的历史和文化“IP”，可以通过特许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和衍生品，增强

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

注重彰显个性、突出亮点

大运河具有跨区域的线性文化遗产特征，由多个节点组成，在空间、时间和地域上，各个节点赋有不

同意义，共同构成了线性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这就要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在保持主色调、主标



识、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等相对统一的前提下，根据各个节点的文化底色和特色，形成个性色彩分明的展示

内容、特色服务以及产品设计，实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小樽运河，仅长1140多米，是日本北海道地区的一大标志性景观，曾一度沉寂，面临被填埋的危机。

近年来，通过挖掘运河独特的河岸风貌和文化气质，小樽市主打“怀旧风”，煤油路灯、旧砖石仓库、随

处可见的艺术写照，使运河漫步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在小樽取景拍摄的电影《情书》，更让

此处成为象征浪漫和见证爱情的胜地。每年2月举办的“小樽雪灯之路”，无数的浮球蜡烛漂浮在运河上，

与雪景相映成辉，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江苏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试点省份，对于一些重点打造的点、线，包括地标设计等，需要结合目

前运河的设施基础、周边环境、人文历史积淀、政府投入力度等层面统筹考虑、进行取舍。目前，在建中

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先导和样板工程为定位，打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国家标志与地域特色有机结合、个体建筑与山水环境高度协调的三湾文旅文创片区。同时，

要积极鼓励各地建设运河古镇。只有通过打造一个个彰显个性、极具亮点的运河河段文化，整条大运河才

能串珠成链，形成文化高地，最终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塑造成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