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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

内容概要

《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收录了《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我国相关文物保护法例，广
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历史人文资源，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联
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等，一方面展示了“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
课题组的初步成果和研究取向，另一方面也为文物保护事业和文化遗产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积
累工作。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传承人类文明、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从古代
到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今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应该是文化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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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桂全，1951年生于广州。1976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政治专业毕业后，留在华师政治系任教
。1979年－1982年在华师哲学研究所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立志
终生从事自己钟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并设想出一条作为一个经济学人的理想之路：先花10年左右时
间充分接触实践、了解社会，然后再回到研究机构。后来他正是走了这样的一条面向实践的学术研究
之路。梁桂全是一个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派。他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是面向三个文明建设实践及为党政决
策服务的应用研究。在他看来，实践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真正贴近实践，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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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编　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附编　历史人文资源开发应该确立的观念　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开发
的政策性思考资料汇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　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转发省打私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镇村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
点地区镇村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广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名录　广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
州市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广州市登记保护的文物单位名录　
广东省历史名人故居　广东省海防遗址　广东省历史人文资源要录　第一至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录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录　国家第一、二批历史文化名镇名录　国家第一、二批历史文化名村
名录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佛罗伦萨宪章　何为世界遗产? 　国际文化遗产公约　多样性万岁! 　再现的时光：有关文化遗址和古
迹的历史观　一种正当其时的思想　历史不是仅用石头堆起来的　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的世界遗
产名单　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附图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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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关于《对广东历史人
文资源的保护、开发进行系统调研的建议》的批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以梁桂全院长和王经伦
副院长为正、副组长的“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课题组，围绕保护和开发广东历史人文资源问题，
以寻找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为目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历时两年，经过普查、考察
、评估、制订开发计划等四个阶段，基本摸清了全省历史人文资源的“家底”，对如何保护、开发等
问题形成初步意见，提供给省委、省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参考。调研显示，广东历史人文资源“家底”
丰厚，国家级文物在全国各省中居中上水平；海洋文化遗产、华侨文物、革命文物、名人资源等在国
内地位显著；名城、名镇、名村数量全国名列前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相当可观。这是我省历史人
文资源的优势。然而，我省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仍然存在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城市基本建设中
“人为破坏”情况严重，文物保护经费偏低，走私猖獗等主要问题。在历史人文资源的开发中，存在
着各地政府开发指导思想不明确，规划滞后，缺乏监管，“破坏性开发”屡见不鲜，专业人才缺乏等
。我们认为，应该像对待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那样高度重视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把它纳入全
省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统筹安排，在资源、制度、法制、技术、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良好条件，
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使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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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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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我只看了家乡的部分。
2、资料书，还有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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