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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 CiteSpace 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计量研究，以探索全球范围内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

关系。该研究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的概念化、其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及其对文化可持续

性的贡献。该分析揭示了学术话语中的关键主题、趋势和模式，为文化遗产对经济活力和社会福祉的多方面影

响提供了宏观视角。该研究专门调查了文化遗产在遗产旅游、文化传播和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研究了这些

元素如何相互联系，以创造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系统。通过利用 CiteSpace 的可视化功能，

该研究确定了该领域的知识热点和知识差距，为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和政策的演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此外，

本文还探讨了这些全球趋势对中国重要文化遗产“三山五园”保护工作的影响。该案例研究应用从文献计量分

析中获得的见解，为文化资源管理和公众参与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些策略适合该遗产地的独特特征和需求。

这项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它们还为政策制定者、文

化遗产管理者和参与保护和促进文化遗产地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强调了将全球知识与当地实践

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实现有效的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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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文化遗产体现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和特性，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保存和推

广不仅维护了历史和文化价值，而且为当代社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利用 CiteSpace 进行了全面的文

献计量研究，探讨了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全球话语，特别关注中国“三山五园”的保护。 
遗产旅游是全球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共有 167 个国家的 1200 多个世界遗产目的地，其中 869 个文

化遗产目的地 (近 80%)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2022)。然而，在遗产旅游开发中一些文化遗产被频繁破坏，可能导

致各种不良后果 (Suntikul & Jachna, 2013; Tan,Tan, Kok, & Choon, 2018)。 
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及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遗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极大关注 

(Gursoy et al., 2019)。随着各国认识到文化资产的多方面惠益，将文化遗产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变得越来越重

要。在后工业社会，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文化遗产城市，旅

游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大量游客涌入文化遗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却也为遗产管理带来了挑战 (蔡礼彬 & 程晓盈, 2024)。这些好处包括加强文化多样性、旅游业发展和加强公

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可以推动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并培养社区意识和认同感。然

而，在保护与现代发展和公共访问之间取得平衡仍然是一项复杂的挑战，需要创新和可持续的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全球研究趋势和知识热点的详细分析，旨在揭示文化遗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话语中的关键

主题和模式。通过采用文献计量工具，该研究确定了该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作品、新兴趋势和知识差距。这种宏

观观点为理解如何利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其内在价值奠定了基础。  
“三山五园”的案例研究为这些见解提供了实际应用，研究了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全球趋势如何为当地

战略提供信息。这个遗址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地标，由于城市化和旅游压力，面临着重大挑战。通过应用文献计

量分析的结果，该研究提出了针对“三山五园”独特特征和需求的文化资源管理和公众参与的有针对性的策略。  
总之，这项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它为政策制定者、文

化遗产管理者和参与保护和促进文化遗产地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研究结果强调了将全球知识与

当地实践相结合以实现有效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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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献综述 
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丰富而广阔的领域，在各个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探索。这篇文献综

述综合了构成我们研究基础的关键主题和概念，该研究利用 CiteSpace 分析来调查关于文化遗产在经济和社会进

步中的作用的全球话语。 

一、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 
张邦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公共文化，是属于特定国家、群体和民族的共

同财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集体

性特征，它体现的是特定民族、种群或国家在历史积淀之下形成的共同文化传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价

值 (张邦铺, 2013)。然而，管理与保存这一公共物品需要精心设计的政策考量，以平衡保护与公众访问及经济需

求之间的关系。 

二、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发展 
多元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格兰特(Grant) 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经

济的增长以及基于知识的经济发展。Al-Shami 等人更是提出了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成倍增加的观点。多

样性的文化表达能吸引旅游、文化产业，提升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更是超越

了其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共同享用和传承，被赋予其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王经绫, 2022)。 
旅游业是低碳产业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业繁荣对创造就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Mishra et al., 2019; Nepal et al., 2019)。 
 根据《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22 年)》，2021 年全球旅游总人数和收入分别达到 66 亿人次和 3.3 万亿美

元，恢复到 2019 年相应数字的 53.7%和 55.9%，但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复苏的努力仍在继续。同时，将

文化多样性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文化遗产旅游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力也在逐渐增强。 

三、遗产旅游与文化传承 
《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序言指出，旅游业可以通过创建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

效益，并实现以保护为导向的管理(ZhengYanfen & Zhang Chaozhi, 2014)。 张宁也提出旅游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

地区和国家的游客，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观念。这种交流和融合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增进

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张宁, 2024）。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是旅游的重要资源，旅游可以提

高对遗产资源的价值认知，增强公众对遗产保护的意识，促进遗产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Wei et al., 2022; Steiger, 
R. & Scott, D., 2020)。同时，旅游业从非遗作为一种资源的繁荣和发展中获益，提供了有利于非遗保护的实际和

应用场景 (Cai et al., 2024)。尽管如此，遗产旅游的商业化引发了对真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担忧，凸显了采取平衡

方法的必要性。因此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模式探索十分重要，笔者希望“实现文化空间的传承和发展，做到经

济和文化的双赢” (艾菊红, 2017)。 

四、文化可持续性与保护 
抢救、保存与保护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关键是保护其赖以生存的原生态文化环境和建立文化传承的完整链条

或谱系，而开发非物质文化景观旅游无疑是一条两全其美的绝好选择(廖嵘, 2006)。 作为一种积极的“动态保护”
手段,“旅游化生存”最早由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王德刚教授提出。他认为旅游化生存是指借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

和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德刚 & 田芸, 2008)。
张晓萍和李鑫认为旅游化生存是在合理、有效地保护前提下，通过旅游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经济体系，

通过经济手段重塑生命力，与经济人类学理论中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有着共同的目的。即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

任，通过旅游搭建“民族文化产业化”的平台，走旅游化生存道路，能达到传承与发展的平衡寻得经济与文化的

双赢张 (晓萍 & 李鑫, 2010)。今天，旅游领域有许多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志愿者旅游、

美食旅游等。无论正在探索哪种类型的旅游，其可持续性方面都正在成为研究人员和游客的热门话题 (Yu et al., 
2023c, 2024; Xu et al., 2024)。旅游业的振兴，在释放消费潜力、掀起消费热潮的同时，也表明游客的激增也容易

对生态系统产生强烈影响，这将限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旅游业在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中国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孙先生 (1994)曾将旅游业称为“永远的朝阳产业” (Yu et al., 2022e)。如何在中国式

现代化战略指导下，平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Pan et al., 2023)。虽然关于可持续性

的知识体系相当庞大，但大多数此类研究涉及生态或环境方面，而关于社会可持续性的研究仍然相当稀缺 
(Apostol et al., 2023; Yu et al., 2024)。建立可持续发展文化和开发成功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具有促进气候正义、恢

复受损生态系统和制定能够立即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的惊人力量 (Popescu, C. R. & Yu, 2024; Chen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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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资源管理与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具有公共资源性、自然垄断性、公共产品性及外部性四大特性 (汤自军, 

2021)。  其保护利用既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也会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区域社会产生影响。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利用

可有效推动区域发展、优化社会关系 (张颖岚 & 刘骋, 2023)。 文献强调了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的综合方法的重

要性，表明有效管理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对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中国旨在发展数字经济，

推动数字工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些努

力必将推动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发展，使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 (Yu et al., 2022a)。 

六、“三山五园”：文物保护案例分析 
三山五园不仅是皇家园林建筑群，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有着

密切的关系 (Xiao Dongfa, 2015)。 近代随着北京快速城市化，中心城区“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紧邻城区的“三
山五园”地区受到了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巨大威胁和压力 (Wang Peng & Luo You, 2015)。 

七、文献计量分析 CiteSpace 
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

定领域文献 (集合) 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

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陈悦 et al., 2015)。它可以识别新兴的研究前沿

和知识差距，促进对学术格局的全面了解。 

03  研究问题 
文献综述提供了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在此背景下构建本文的研究问题： 
1．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化遗产概念化为一种公共产品，通过全球文献计量分析确定，影响

其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2．关于文化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的文献中的主要主题和趋势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与 CiteSpace 分析所揭示

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 
3．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公共文化服务等概念如何出现在全球话语中，针对“三山五园”保护工

作的具体案例，从热点分析中可以得出哪些启示？ 
 
这些研究问题将指导我们的分析: 
1. 参与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文化多样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2. 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和分析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包括识别关键概念、作者和机构。 
3. 将全球文献计量研究的结果应用于“三山五园”的具体案例研究，以探讨对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实际

意义。 
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旨在促进理解文化遗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并为有效保护和管理文化

资源的战略提供信息。 

04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部分概述了用于调查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和分析技术，特别关注“三山五园”

保护工作。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将使用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与案例研究分析相结合。 
 

数据采集 
文献计量分析从 Web of Science、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等学术数据库的文献收集开始。使用文化遗产、

社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文化多样性、可持续性、遗产旅游、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公

共文化服务等关键词检索相关文件。 
 

数据准备 
通过标准化记录、删除重复项并将数据结构化为与 CiteSpace 兼容的格式，准备检索到的数据以供分析。 
 

CiteSpace 分析 
CiteSpace 是一个基于 Java 的书目计量工具，用于可视化和分析共同引用和书目耦合网络。该分析将揭示该

领域的知识结构，包括关键论文、作者和机构。将采取以下步骤： 
1. 共同引用分析：通过分析两份文献一起被引用的频率，确定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2. 书目耦合：对相互引用的出版物进行分组，表明主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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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词分析：检查关键词的频率和共同出现，以确定新兴的主题和趋势。 
4. 时间可视化：绘制研究主题随时间推移的演变图，以检测该领域重点的变化。 
 

热点检测 
CiteSpace 还将用于识别文献中的热点，代表密集研究活动或重大发展的领域。这些热点将为后续的案例研

究分析提供信息。 

 

05  CiteSpace 分析 
1. 将文化遗产概念化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公共产品 

本节将探讨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解和重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通过全球文献计量分

析，我们将确定影响文化遗产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关键因素。 
2. 文化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的主题和趋势 

在本节中，我们将研究与文化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相关的文献中的主要主题和趋势。我们将使用 CiteSpace 分

析来揭示这些概念如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联，并确定这一话语中的知识结构。 
3.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全球话语与“三山五园”案例 

本节将深入探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全球话语。通过 CiteSpace 应用热点分

析，我们旨在获得与“三山五园”的具体保护工作相关的见解，并讨论对类似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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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化遗产概念化为一种公共产品，通过全球文献计量分析确定，影响其作用

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其保护和传承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化遗产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历史和文化的保存，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公共产品。 
首先，本文确认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

我们发现“cultural heritage” 和 “public goods” 之间的紧密联系，这表明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遗产具有公共产品的

特征，它们的高频出现直接回应了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遗产如何被视为公共产品。例如，“cultural tourism” 
和 “willingness to pay” 揭示了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的经济潜力，以及公众对其价值的认可程度。 

其次，“market failure” 和 “gravity model” 等经济学概念的引入，揭示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在市场机制

下的挑战。市场失灵可能导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足，而重力模型则可以用来分析和预测文化遗产对游客

吸引力的大小。 
再者，“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和 “local communities” 等关键词强调了在将文化遗产概念化为公共产品时

需要考虑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社区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应与当地社区的利益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确保其

长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market chain” 和 “local products” 等关键词指向了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角

色。文化遗产可以通过转化为地方产品或服务，参与到更广泛的市场链条中，实现其经济价值。 
最后，由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即将到来的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从传统信息向

更智能的信息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 (Yu et al., 2023a)。数字化转型对文化遗产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产生了深

远影响。“3D model” 和 “information society” 等技术相关的关键词表明，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文化遗产的呈现和

传播方式。3D 模型等技术使得文化遗产的虚拟体验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其受众范围和影响力。而“spatial 
analysis” 和 “digital objects” 等关键词的出现，反映了在文化遗产管理中空间分析和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性。这

些技术不仅提升了文化遗产的可见性和可达性，还为其作为公共产品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新工具。此外，

“digital culture” 和 “cultural identity” 等关键词表明，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也对其作为公共

产品的属性产生了影响。数字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 
“digital divide” 所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概念化为公共产品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其经济价值、空间和数字技术的

应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市场参与机制以及数字化转型等。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而言，理解和把握这些关

键因素是实现文化遗产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关注如何在尊重文化遗产本质

的基础上，最大化其作为公共产品的潜力，同时确保其长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效益。我们对促成和限制机制

的理解，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经济中实践增强的变革性变化的矛盾影响铺平了道路 (Yu et al., 202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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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的文献中的主要主题和趋势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与 CiteSpace 分析所揭示的社会

经济发展相互作用？

 
关于文化可持续性与多样性的文献中的主要主题和趋势： 

通过这张关键词共现图，可分析当前文化可持续性与多样性的研究的主题和显著趋势。首先，研究者们越

来越重视在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对少数族群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关注。其次，可持续发展与文化可持续性的整合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实现经济、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性中的核心地位。此外，生态系统服务与文化价值的联系得到了深入探讨，研究揭示了保护生态

系统对于维护文化实践和传统知识的重要性。气候变化对文化可持续性的影响也成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

研究者们正在探索气候适应策略如何既能保护文化又能增强社区的韧性。最后，社会与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文化

可持续性研究强调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这些主题

和趋势共同构成了当前文化可持续性与多样性研究的前沿领域。 
 
文化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经济增长与文化现象紧密相关，社会价值观和习惯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多样性被视为一种竞

争优势，能够吸引投资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和互惠，对于实现文化可持续性和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开始将文化可持续性的原则融入到政策和实践中，以促进包容性增长和人权

平等。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领域，旅游业通过尊重和保护当地文化实现了长期的繁荣，而与之相呼

应的是文化耐久性的重点在于维持文化连续性和完整性。教育和培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升了公

众对文化可持续性的认识，并培养了新一代的领导者和公民。技术创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平

衡对文化传统的影响。总体而言，文化可持续性与多样性的研究正在构建一个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促进社会经

济全面发展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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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公共文化服务等概念如何出现在全球话语中，针对“三山五园”保护工作的具

体案例，从热点分析中可以得出哪些启示？ 

 
三山五园，作为北京西北郊的历史文化名胜，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其在全球话语中的出现体

现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概念的实践与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话语 

三山五园的保护工作体现了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并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相契合。例如，圆

明园的修复工程遵循了《威尼斯宪章》中关于历史古迹修复的原则，强调了对原有材料的保留和恢复原貌的真

实性。同时，三山五园的保护工作也受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启发，强调文化遗产的突出普

遍价值，并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提升了三山五园的国际知名度。 
 
文化资源管理的全球话语 

三山五园的文化资源管理涉及对其历史遗迹的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借鉴了国际

上关于文化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如通过科学评估确定保护优先级，以及采用可持续的旅游管理模式，平衡旅

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此外，三山五园的管理工作也强调了社区参与和文化赋权，确保当地居民

在文化资源管理中发挥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的全球话语 

三山五园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教育和休闲体验。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

三山五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公众的文化素养提升。这种模式与国

际上提倡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相一致，即通过提供平等的文化机会和资源，促进社会包容性和文化权利的实现。 
 
结论 

三山五园的案例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概念在全球话语中的实践。通过与

国际标准的对接和国际合作，三山五园不仅在国内外提升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也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未来，三山五园有望继续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保

护和发展。 

06  案例研究分析：三山五园的保护 

一、“三山五园”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挑战 
（一）文化遗产的多维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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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五园”包括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玉泉山等，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园林集自然景观、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面临的保护挑战 
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它们面临着游客过量导致的环境压力、传统工艺失传带来的修复难题、

以及商业开发对原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二、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而提供的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 
其特征包括：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目的的公益性、形式的创新性、功能的综合性、机制的

参与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三山五园”的保护中，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包括文化遗产的展示与教育，还涉及到文化

体验、创意产业发展等方面。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它可以通过展览、讲座等形式提高公众对文化遗

产的认识和尊重。其次，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如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等，实

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最后，公共文化服务还可以通过社区参与等方式，增强文化遗产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

感。 

三、“三山五园”保护工作的具体分析 
首先，在科技支撑方面，颐和园采用了激光扫描技术对佛香阁等重要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确保了文化遗

产信息的精确记录。同时，通过建立数字档案馆，实现了文化遗产数据的云端共享，为全球学者和爱好者提供

了便捷的研究与学习平台。 
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圆明园不仅举办了以“圆明记忆”为主题的系列讲座，邀请历史学

家和考古专家深入解读圆明园的历史变迁，还推出了“圆明园四季游”活动，让游客在不同的季节体验园区的

自然美景和人文韵味。 
第三，在与社区互动方面，香山公园开展了“香山守护者”计划，鼓励周边居民参与植树造林、环境保护

等志愿活动，既美化了园区环境，也增强了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最后，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颐和园与法国凡尔赛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在文物保护、展览交流、

人才培养等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通过这种国际合作，不仅提升了“三山五园”的国际知名度，也促进了中外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的交流互鉴。 
综上所述，通过科技赋能、服务创新、社区参与和国际合作等多维度策略的协同推进，“三山五园”的文

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了有机融合，既确保了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传承，又提升了公众的文化获得

感和幸福感，为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07  结论与建议 
“三山五园”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其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将文化遗产保护与

公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高实

践价值和可行性。未来，我们也应继续探索更多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服务模式，让“三山五园”这一人类共同的

遗产得以永久传承。以下是基于三山五园案例融合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一）加强跨学科合作 
1. 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 
建议成立专门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如“三山五园文化遗产研究院”，汇集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建筑

学、园林艺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开展三山五园的综合性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2. 实施联合科研项目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文物管理部门合作，开展三山五园的联合科研项目。重

点关注文物保护技术、历史资料挖掘、文化内涵阐释等方面，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3. 推广数字化保护技术 
数字经济以数字知识信息为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重建和新经济形态治理模

式(Yu et al., 2022g)。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三维扫描、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手段，对三山五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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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和建模。建立数字文物库及纹样库，开发在线展览平台，使公众能够通过互联网“云观展”，
扩大文化遗产的受众范围。 

4. 深化教育与科普活动 
开发“三山五园”课程体系，将其纳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范畴。常态化开展学生实践活动，推动文物

保护传承进校园，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责任感。 
（二）推动公众参与和社区共建 
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社区可以通过志愿者活动、社区项目等形式，

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到“三山五园”的保护和管理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地方可以考

虑组建社区文化委员会、推广文化遗产教育与培训、实施志愿者行动计划、资助社区参与项目、建立社区咨询

机制、加强社区媒体宣传、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建立社区监督机制。公司必须全面了解不同文化的经济背景，

从而考虑将产品和文化进行融合。 
（三）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应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可以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利

用互联网技术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同时，还应注重文化产品的研发，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

实现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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