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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经验，有利于为正在探寻保护和利用之法的农业文化遗产或是想要申请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提供方法指导。选取三个国内外典型的农业文化遗产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可持续发

展理论，总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式。研究认为，为更好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应当做好五点: 严格保护

核心资源区、充分挖掘和整合资源、培育品牌和新业态、融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和实现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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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兴起于欧洲，而后向

全球 拓 展。国 际 上 最 早 的 定 义 来 自 Prentice Ｒ

(1993)，他将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传统农业景观和

耕作方式
［1］，强调了“非静态”和长期性。国际上

认可度较高的定义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概念

(2002)，它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含生物多

样性、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

观，强调活态和历史延续性，并将概念的外延向外

拓展到农业生产的整个系统。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存量丰富，是最早参与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之一。基于保护和发

展的需要，中国学者不断深入和完善农业文化遗产

方面的理论研究。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

目前尚未统一。苑利等
［2］、李明等

［3］、王思明
［4］

等

学者大多认可农业文化遗产表现出历史延续、活态

传承、丰富价值和系统性等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保护和利用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使命。就

如何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学者们进行了各种

研究。在保护方面，王思明
［4］

提出在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中要明确保护什么，准确把握八组关系; 苑

利
［5］、闵庆文等

［6］
认为要活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在利用方面，刘荣章等
［7］

提出采用休闲农业的方式

进行开发; 李永乐等
［8］

提出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开发

旅游产品; 郭盛晖等
［9］

提出开发科普教育基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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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特色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在农业文化遗产开发中，

多数采用旅游、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等方式。总之，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保护和利用二者都

不能偏废。崔峰
［10］

认为要打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

旅游，保护为先。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利用的过

程中，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如何平衡农

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

急需探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

案例研究方法，结合实践，对比分析来自国内外的

三个典型农业文化遗产的案例: 福建三明尤溪联合

梯田、浙江湖州桑基鱼塘和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

统。选取案例均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

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示范性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都

获得高度认可，极具代表性。其中，秘鲁安第斯高

原农业系统是首批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被

称为高原上的 “永动机”，是农业系统中将农业发

展同环境全面融合的典型案例; 福建三明尤溪联合

梯田、浙江湖州桑基鱼塘作为最新一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一个是生态农业代表山，一个是基塘

农业代表水，充分体现中国南方稻作中山和水两种

基本形态。所选取的三个案例，均坚持原种种植，

古法耕作，凝聚先人智慧。在进一步保护和利用中，

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取得了不同的成果。中国

和秘鲁两国间的移民关系可以追溯到 1849 年，长达

170 年的社会文化交融造就了相似的文化基因和生

产生活习惯
［11］。中秘两国在孔子文化传播、农业技

术交流等方面长期交流合作，因此两国的农业文化

遗产案例在文化背景、技术上具有可借鉴、对比的

基础。将国内外具有相似点又相互区别的三个案例

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延续传承至今的经验、典型

做法和问题、挑战，有助于更好总结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的经验。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

利用

1978 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上

表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用长远

的目光，关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长

效作用，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关注下一代人

同样享受资源的权力。

农业文化遗产由先人创造并传承至今，对其进

行保护和利用，需确保实现可持续的活态传承。另

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后产生的价值也进一步证明农

业文化遗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主要包括

综合效益、人地和谐、生态伦理以及实践借鉴等四

个方面的价值
［12］。

总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要坚持可持

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最终要达到的效果，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因此，

要以长远的目光对待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科学的规划，使其能够在时代的发展中实现活

化传承。

二、三个农业文化遗产案例的基本情况

( 一) 福建三明尤溪联合梯田

福建三明尤溪联合梯田凭借一体化的竹林、村

庄、农田和水系综合利用模式，独树一帜，生态采

风和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发展迅速，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客人。2017 年，被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

( 二)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是国内最集中、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传统桑基鱼塘系统。桑鱼一体化养殖，

一方的废料成为另一方养分的循环模式构筑了桑基

鱼塘的生态模式，也形成了特色生态农业景观，沉

淀了独具南方特色的蚕桑文化。2018 年 4 月 19 日，

获得第二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称号。

( 三) 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

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坚持传统农业的种植

方式，培育适合环境的农作物品种，数量高达几百

种，依然还在耕种的品种有四百多种，最大程度减

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具备调节气候和生态修护的功

能。2005 年，被列作第一批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试点。

三、三个农业文化遗产案例对比分析

( 一) 保护和利用方式对比

尤溪联合梯田属于典型的中国南方稻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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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桑基鱼塘属于中国江浙一带水乡独有的鱼塘生

态模式，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属于美洲大陆高原农

业，都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同农业在地而生的本

质相契合。所选取的三个案例，均因地制宜采用多

元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式。基于学者的相

关研究和选取案例的典型性做法，进一步研究，总

结出系统化统筹、资源整合、利益相关者参与、业

态培育、旅游产品打造、政策设计和宣传手段等七

个方面的做法，以下展开分析
［13－15］，具体见表 1。

表 1 三个农业文化遗产案例保护和利用方式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three case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保护和

利用

方式

案 例

系统化

统筹
资源整合

利益相

关者参与
业态培育

旅游产品

打造
政策设计 宣传手段

福建三明

尤溪联合

梯田

生态轮

作模式

旅 游 基 础 设

施、景观和文

化资源、农业

品种、农业生

产技术

学 者、企

业、政府、

农户

观 光、休

闲 农 业、

农耕文化

摄影、初级农产

品、“梯 田 三

宝”品 牌、山

地马拉松、民俗

演艺

专项资金、传统水稻基

地、乡土教材、专业合

作社、成立公司

商 标、农 耕 技

术 比 赛、民 俗

活动、丰收节、

地 方、省 级 和

国家媒体

浙江湖州

桑基鱼塘

人 工 生

态系统

基础设施、经

济基础、农业

品种和生产技

术、周边文化

旅游资源

学 者、企

业、政府、

农户

生态景观、
4A 级景区

荻港古村、

丝绸小镇

丝 绸、鱼、荻

港鱼文化节

专项资金、首个农业文

化遗产院士专家工作

站、人大代表联络站、

专职保护管理人员、发

展规划、管理办法

专版 网 页、主

题展 会、学 术

研讨 会、全 网

logo 征集赛

秘鲁安第斯

高原农业

系统

品种丰

富的垂

直生态

体系

基础设施、物

种资源、矿产

资源

科学技术

人 员、政

府、社区、

农户

生态观光、

探险旅游、

民俗体验

奎奴亚藜生产有

机 认 证、发 展

GIAHS 农 产 品

品牌和服务

专 项 资 金、保 护 区、

保护 项 目、条 例、种

子库

博览会、集市、

节庆

1. 系统化统筹。尤溪联合梯田协调水、山林、

梯级田地和村民，与当地气候融为一体，生态轮作

在地化的水稻、花生、红茶等作物，实现人与自然

的共生; 湖州桑基鱼塘是为治理洪涝灾害而生的种

养生态系统，鱼桑废料转化为养料，形成独树一帜

的水乡农业景观
［16］;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营造适合

作物生长的气候条件，自行育种、筛选，在不同高

度的海拔处种植不同品种的作物，顺着地势形成品

种多样化的垂直生态系统。三个案例都能整体统筹

当地的气候和农业生产，保留农业最原始的生产功

能，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空间格局。其中，尤溪联

合梯田是借助当地的自然条件进行耕作; 湖州桑基

鱼塘和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是改善当地的气候条件，

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发展农业。三个案例

都在发展中系统化统筹，找到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

方式。

2. 资源整合。尤溪联合梯田充分整合群落式梯

田、原种稻品种、梯田景观资源、多品系水稻间作

技术、山歌等文化资源，构筑农业文化生态，借助

旅游景区建设的机遇，建设各类旅游基础设施，对

外销售农产品，推广农业文化; 湖州桑基鱼塘整合

湖桑、家蚕、种养技术、钱山漾遗址、頔塘、民间

文学艺术、江南水乡建筑等资源，利用组合资源的

优势，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借助水运和陆运方面

的交通优势，串联景点。凭借轻工业、创意产业的

产业优势，打造丰富的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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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整合梯田、品种丰富的植物群

和动物群、育种技术和矿产等资源，倚靠矿业的溢

出效应，在扩大农牧面积、提高收入等方面产生正

的外部性
［17］。三个案例都依靠整合资源产生更大的

吸引力。其中，尤溪联合梯田整合闽中特色文化资

源; 湖州桑基鱼塘组合周边水利设施和旅游资源，

进一步发挥便利的交通优势;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

整合生态和矿产资源。

3. 利益相关者参与。尤溪联合梯田联合学者、

企业、政府和农户四方参与梯田的保护和开发工

作
［18］。同福建农林大学合作成立大学生创业基地，

进行创新创业; 同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以及台湾

地区学者之间展开合作; 由联合镇主导成立联合梯

田文化有限公司，负责品牌、文化和旅游开发; 政

府在梯田核心区成立种养合作社，吸引农户加入，

统一技术标准和拓宽产品销路。湖州桑基鱼塘吸收

学者、企业、政府、农户四方力量。在申请农业文

化遗产上，同李文华院士团队合作，在资源整合和

衍生开发上得到科学指导; 鱼类喂养技术上同浙江

农科所合作，仍延续古法; 政府建立农民补偿机制，

联合人大代表，并成立合作社，促进农户合作; 同

文创公司合作，成为创意农产品的供给基地。安第

斯高原农业系统联合政府、企业、农民和旅游等在

内的代表组成专门指导委员会。三个案例都联合了

学者、企业、政府、社区和农户四方的力量。其中，

湖州桑基鱼塘还联合了人大代表的力量，安第斯高

原农业系统联合了旅游业代表和社区的力量。

4. 业态培育。尤溪联合梯田被评选为魅力梯

田、福建省摄影基地等，年均吸引数万游客。当地

举办的山地马拉松和正在建设的锦绣梯田项目，在

发展休闲旅游和休闲农业上持续发力。种植的 “梯

田三宝”和红茶等农副产品经过文创公司的精心设

计，成为畅销的伴手礼; 湖州桑基鱼塘将得天独厚

的网格状生态景观，配以水乡自然风光、周边的钱

山漾遗址、頔塘等景点，与 4A 级景区荻港古村组

合，规划数条旅游线路，形成旅游合力，充分培育

旅游新业态
［19］。凭借极负盛名的丝绸，未来打造丝

绸小镇，构建产业生态;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主要

进行原生态的观光和探险旅游，配以当地的民俗体

验。在旅游的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减少旅游业带来

的影响，保护当地生态。三个案例都在保护农业生

产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培育旅游业态，实现农业

转型升级。通过 “农业+旅游”的方式，提升农业

的附加值，增加当地农户的收入。其中尤溪联合梯

田主要在休闲旅游上发力，湖州桑基鱼塘着重在历

史文化和古镇古村游，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聚焦于

生态旅游。

5. 旅游产品打造。尤溪联合梯田借助文化公司

的力量，管理 “梯田三宝”品牌，丰富产品体系，

设置采风摄影点、梯田观光景区、山地马拉松、农

耕技术比赛、丰收节、庙会、南芹小腔戏等旅游产

品; 湖州桑基鱼塘主打丝绸和鱼两大产品，发展生

态景观和水乡观光活动，举办荻港鱼文化节、丰收

节等体验式节庆引流;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聚焦最

具优势的农产品品种，通过奎奴亚藜生产有机认证，

发展 GIAHS 农产品品牌和服务，还设计了旅游线

路、节庆、发展乡村旅行社等来支撑旅游业。三个

案例在旅游产品打造上总体处于初级向多元产品发

展阶段，在农产品转化为伴手礼和设计旅游节庆上

取得共识。尤溪联合梯田通过商标注册，安第斯高

原农业系统通过有机认证的方式，专注于宣传推广

农副产品。目前，湖州桑基鱼塘还未在产品品牌构

建上实现系统化。

6. 政策设计。尤溪联合梯田成立传统水稻基

地，确保梯田核心区的完整性。为规避农业文化遗

产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政府将联合梯田农业文

化遗产编入乡土教材，从小学开始培养文化意识，

成立专项资金、专业合作社和公司，统一生产标准

和外销渠道; 湖州桑基鱼塘首创农业文化遗产院士

专家工作站，成立人大代表联络站，设置鱼塘核心

区专职保护管理人员，编制保护和发展规划，划定

保护区范围，成立专项资金，出台保护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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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实施监管;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设置农业多样

性保护区，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和专项资金，

制定基因改造食品生产条例，建设社区的环境管理

基金社区种子库，全方位留存原始农作物的基因，

为全人类留存珍贵的物种基因。三个案例在政策设

计上都采用了设置保护区和专项资金的方法。其中，

尤溪联合梯田还通过编写教材和成立公司来宣传和

推广农业文化遗产; 湖州桑基鱼塘成立院士工作站，

最大程度得到科学指导;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通过

建设种子库，实现基因认证和留存。

7. 宣传手段。尤溪联合梯田倚靠民俗活动引

流，通过口碑影响，结合地方、省级和国家媒体的

宣发报道，实现更大规模的影响力; 湖州桑基鱼塘

拥有专版网页宣传，从历史、价值、文化等多方面

立体展现鱼塘系统，参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展会，

举办学术研讨会，吸引泰国农业部到地考察。针对

品牌 logo 缺失的问题，举办征集赛事，吸引大众关

注;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博览

会、集市、节庆和媒体报道，进行国内外宣传。三

个案例在国内外宣发持续发力，加强农业文化推广。

通过学术研讨会议、节庆和赛事，形成较大的吸引

力。其中，湖州桑基鱼塘官方注册专版网页宣传，

宣传更为直观有力。

( 二) 存在问题与挑战对比

三个案例同属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开

发和保护上一定程度发扬了自身优点，吸引多方力

量加入，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从要素投入、生

产效率、生产监管、市场表现和其他影响等五个方

面进行阐述，具体见表 2。

表 2 三个农业文化遗产案例存在问题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problems in three case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存在问题

案 例
要素投入 生产效率 生产监管 市场表现 其他影响

福建 三 明 尤 溪 联

合梯田

大体 依 靠 人 力 耕 种，

农业机械使用水平低

弃 耕 现 象 明 显，

生产量不足

大体上严格

控制化肥

注 册 品 牌，但 产

品附加值低

基础设施配套不足、规

划不足，经济基础薄弱

浙 江 湖 州 桑 基

鱼塘

采 桑 难 以 实 现 机 械

化，大部分依靠人工

桑鱼 面 积 比 例 失

衡，疏于管理

无机肥使用

量超标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产业效益不稳定

养蚕人员老龄化，产业

延伸和融合不足

秘鲁 安 第 斯 高 原

农业系统

劳动力投入大，农业

机械化水平低

古 法 耕 作，产 出

量低

大体上依靠

自我循环

传统 品 种 不 敌 新

型品种

全球气候异常，极端天

气难以控制

1. 要素投入。尤溪联合梯田处于山区，面积超

万亩; 湖州桑基鱼塘模式为塘中养鱼、田埂种桑，

整体呈现网格式分布;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耕作的

高原梯田海拔落差达 2 000 多米，育种方式延续古

法。三个案例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可能性较小，大部

分还是依靠人工生产，劳动力投入较大。

2. 生产效率。尤溪联合梯田除划定的保护区

外，弃耕现象严重，保护区之外成为荒山荒地，使

联合梯田成为孤立的景点。由于地域和生产方式限

制、旅游观赏需要，致使梯田产出效率较低; 湖州

桑基鱼塘由于桑、鱼收益难易程度的差异，导致桑

鱼占地面积比例失衡，疏于管理，淤泥堵塞，鱼桑

产出率低;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坚持传统育种和耕

作方式，产出量低。

3. 生产监管。土地污染一直是农业生产中棘手

的问题，要想更好保存农业文化遗产，须从生产监

管上入手。尤溪联合梯田在保护区的农业生产中严

格控制化肥，采用有机肥进行生产，合作社发挥重

要的监管作用; 湖州桑基鱼塘在生产前期，为了提

升收益，出现过量使用无机肥、强行提升产量的现

象，致使农业污染。近年来开始严控该类行为，但

农业污染治理还需花费一定时间; 安第斯高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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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多品种混合种植来保持土壤肥力，配以

生物堆肥，实现自我循环。

4. 市场表现。尤溪联合梯田与公司合作，注册

品牌，提升了“梯田三宝”的价格，但收益局限于

农产品自身销售。由于农产品低附加值和数量受限，

难以实现长效收益; 湖州桑基鱼塘在鱼和丝绸上的

价格波动较大，仅依靠传统鱼类养殖，极耗人工和

时间，产业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少; 安第斯高原农

业系统坚持生产传统品种，不敌新型品种和转基因

产品。

5. 其他影响。在依托基础设施方面，尤溪联合

梯田地处半山腰，途经狭窄且蜿蜒的山路，在交通

上不占优势。从经济水平来看，三明经济发展处于

福建省下位区，以农业发展为主，二三产业基础薄

弱，赋予农产品多元价值的可能性较小。尤溪联合

梯田为发展旅游，制定初步规划，目前处于建设阶

段，因此旅游要素尚未完善，尤其住宿床位不足，

餐饮方面仅有农家乐，娱乐和购物设施几乎处于空

白，在留客能力上较弱
［20］; 湖州桑基鱼塘面临养蚕

人员老龄化、传承人断代的窘境，桑蚕产业延伸和

融合不足，经济效益低下;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对

自然环境依赖大。目前全球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

繁出现，霜冻天气致使农业系统受灾的新闻报道已

多次出现。

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启示

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可知尤溪联合梯

田的优势在于奇异的单体资源和生态轮作模式，湖

州桑基鱼塘的优势在于组合性资源和人工生态系统，

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物种基因库。

本文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总结三个案例的经验和

不足，得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五点启示。

( 一) 严格保护核心资源区

为使农业文化遗产能为全人类共享，必须在保

护和利用的过程中以保护为先，确保资源完整性，

并在核心资源区实行严格保护，不仅包括静态的农

业景观、种子、农具等，还应包括动态的耕作技术

和经验，最终扩展到整个空间格局和农业系统。保

护应同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这样才能确保

农业文化遗产始终保留原汁原味和活力。此外，还

需要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作用，对生产过程和

土地利用严格管控。

( 二) 充分挖掘和整合资源

自古传承而来的谚语、俗语、节庆和习俗等都

来源于农业，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农业同村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业文化遗产是复合型的资源

综合体。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要做好资

源普查，深入挖掘所拥有资源的同时，也要善于整

合周边资源。以资源为基础，寻求农业产业链的延

伸和跨界整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的附加值，让农

民实现增收，激发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新一

轮活力。

( 三) 培育品牌和新业态

21 世纪的消费观念已实现新一轮升级，表现为

口碑效应显著、品牌权威性凸显、注册商标更具信

服力。为了使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实现利益收入，

需要主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商标注册和品牌

运营的方式，更好包装和宣传农产品，打开市场。

农业想要点石成金，实现收入升级，需在供给侧上

实现改革，即在产业融合上发力，实现 “农业+”，

即“农业+工业”、“农业+旅游业”等融合型业态。

将农业产品同工业生产相结合，可以细化包装和量

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 将农业同旅游六要素充分

融合，发展生态民宿等新业态; 通过对农业文化遗

产的创意设计，打造旅游产品。一方面解决农产品

的销路，另一方面通过农业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进行

宣传，获得文化认同。此外，还可以在 “农业+影

视”、“农业+文学”、“农业+互联网”等多种业态

上进行创新和尝试。

( 四) 融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力量

农业文化遗产要实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必须

联合利益相关者的力量，主要是农户、学者、企业、

政府和社会五方。当地农户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

主体，因而在整个过程中必须有农户全程参与，才

能确保农业系统的原真性延续。对于农业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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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利用的方式，还需借鉴各个相关领域学者的

观点，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企业是产品与市场之间

的中间人，要实现农产品的市场，不能缺少同企业

的合作，另外在业态创新上也需要专业公司实现项

目落地; 政府在五方力量中发挥主要作用，制定政

策，提供资金、制度、组织和人才等资源。利用全

国铺开的各级融媒体平台建设，设置专版网页，发

挥各级融媒体的重要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是全人类

的财富，需要全民的参与和监督。

( 五) 实现活态传承

无论农业文化遗产采用何种方式进行保护和利

用，最终想要实现的是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即

在发展中发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长

效作用。人口上，保障当地村民的利益，为农业文

化遗产的传承找好接班人，编写乡土教材，进入教

育体制; 资源上，保护为先，全面掌握资源状况，

进一步开发资源，发挥资源最大的活性; 环境上，

坚持自然和生态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保护环境，

将农业耕作经验代代相传; 经济上，在不破坏古老

耕作的基础上，引入机械化收割、选种等技术，减

少人工投入，实现村民增收和村财增加，为稳定国

民经济发挥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是重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农业体验将转变为满足大

众文化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关于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式的探讨层出不穷，本文采用

案例对比研究方法，对比分析国内外典型的农业文

化遗产案例保护、开发经验和不足，结合可持续发

展理论，得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启示，旨

在为正在探寻保护和利用之法的农业文化遗产或想

要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提供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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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Cases

LIN Nenmei，CHEN Qiuhua，QU Feng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350002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method guidance for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that is exploring the law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r the projects
that are needed to apply for the glob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is paper is to select three typical cases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um up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 should be done: strictly protecting the core resource area，fully
tapping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cultivating brand and new business form，integrating the strength of multi stakeholders
and realizing the inheritance of living form.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case comparis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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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to the Start of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CHE Yuhuaa ，ZHOU Mingzhongb

( a． School of Accounting; b． Honors School，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Abstract: In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No． 29－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the balance sheet date is taken as the starting date of the coverage period of the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But in practice，the starting date is the next day of the balance sheet date． Starting from the
balance sheet date was simply based on the Statement of Standard Accounting Practice ( UK) ． Besides，it was also
due to the Department＇s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egal perio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when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s taken as the starting date，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ade a guideline for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s No． 29－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n 1998 and explained that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did not include events that occurred on December 31，which was also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Civil Law at that time． However，the guideline and the General Civil Law do not have the same legal
attribute，so the problem of the starting date of coverage period of the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can not be
solved． Today，when the law is refined，we should change the starting date of coverage period of the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o the next day of the balance sheet date by legislative amendment．
Key words: balance sheet date; legal effect; event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he next day of the balance sheet
date; coverag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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