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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倾向于从水利专业视角分类,导致水利风景区类型的表达难以
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辨识,且分类体系存在重复交叉,不利于管理者操作等问题,在分析全国 878
家水利风景区命名和分类特点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唯一性、简明性、实用性等分类基本原则,对
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进行重新梳理。 根据水利风景资源特性,建立水资源 水工程 水文化的人水
关系三元模型,将水利风景区分为资源(河湖)型、工程型和文化(遗产)型 3 个大类 8 个亚类。 研
究结果可以为促进水利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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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颁布实施的
《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办法》中,水利风景区是指以
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质
量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观光、娱乐、休
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而根据正
在修订中的《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办法》,水利风景
区是指依托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水利风景资源,通过
生态、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可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美
生态环境的特定区域。 无论何种定义,都在强调水利
风景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人水合一”的新途径。 同时,水利风
景区建设既是践行国家主体功能空间实践的重要途

径,又是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内容的组成部分[1]。
分类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自然保护地实现

有效管理的前提[2]。 IUCN 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是
根据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进行分类的国际共识,已
被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纳和应用[2],
作为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以及管理的依据。 水利
风景区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保护的空间,也具有自然
保护地的一部分属性[1],管理分类也是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 建立合理、简明、科学、实用的分类体系,
将有助于水利风景区内部实现专业化管理,也有助

于社会公众理解和接纳与水资源相关的水工程、水
文化。

水利风景区分类一直是有关研究中的难点和热

点问题。 2005 年,水利部印发的《水利风景区发展
纲要(2005)》提出按照水利工程性质,将水利风景
区分为水库型、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水土保持
型、湿地型、灌区型六大类,这是目前仍在使用的管
理分类。 而后,李鹏等[3]提出的按地理区位和经营

属性对水利风景区进行分类的思路,《水利风景区蓝
皮书 2015》提出的增加遗产型水利风景区的构想[4],
李鹏等[1]又进一步分析了水利风景区分类标准存在

的问题,这些均促进了水利风景区分类的研究。
目前,正值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关键时

期。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指导意见》,对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在
内的多种保护地进行整合、归并和优化,并由自然资
源部进行统一管理,但是水利风景区仍然由水利部
管理。 目前,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发展,水利部正在
起草新的《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办法》,如何科学分
类无疑是重要的内容。

基于此,本文依据现有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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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计分析法,对水利风景区命名进行统计分析,并
结合管理实践,对水利风景区的分类体系进行梳理,
以加深公众对水利风景区的认知,促进相关部门对
其进行有效管理。

1　 水利风景区现有的分类体系

对于水利风景区的名称和分类,现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表述: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给定的通俗易懂的
名称,另一方面是水利部确定的复杂而专业的分类。
1． 1　 水利风景区命名的数据分析

国家水利风景区现行的命名方式基本为“行政
区域名称 +名称 +水利风景区”,如黄山市太平湖
水利风景区等。 根据十八批次的 878 家国家水利风
景区名录,在去掉“行政区域名称” (如江苏等)和
“水利风景区”的基础上,对其名称进行统计分析。
①提取各种国家水利风景区名称的末尾词,如从黄
山市太平湖水利风景区提取出“湖”。 ②将具有相
同、相近概念的末尾词进行合并统计。 河、江、滩、
溪、源、水、泉归入“河”;湖、海、荡、池、潭归入“湖”;
大坝、水利枢纽、工程、闸、灌区、渠归入“工程”;山、
梯田、峡谷、崖等归入“山”;其他以小地点、岛、绿廊
以及公园命名的归为其他,如有不同名词在同一水
利风景区名称中出现,则只计入 1 次。 经过统计分
析得出如下特征:

a. 水利风景区命名集中于“河” “湖”等词语。
“湖”类名称出现 289 次;“河”类名称出现 288 次;
“水库”类名称出现 81 次;“山”类名称出现 69 次;
“工程”类名称出现 28 次,“湿地”类名称出现 12
次,其他类名称出现 111 次。 从词频来看, “河”
“湖”类名称出现频率最高,超过 65% (表 1);同时,
“湿地”类水利风景区名称大都伴随“河”“湖”共同
出现。

表 1　 国家水利风景区名称词频分析

类型 词频 占比 / %

湖 289 32． 9
河 288 32． 8
山 69 7． 9
水库 81 9． 2
工程 28 3． 2
湿地 12 1． 4
其他 111 12． 6
合计 878 100

b. 水利风景区名称通过“湖”“河”传递水利涉
水内涵。 各地水利风景区建设者和管理者,试图通
过“湖”“河”等简明概念来传递水利风景区的涉水
内涵,并融入了浓厚的地方文化。 实际上,国家水利
风景区名录上的许多湖泊都是由水库改名而来的,

如柴石滩水库是珠江干流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库,申
报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名称为“明月湖国家水利风景
区”。 2018 年,四川省提出“河湖公园”试点建设,打
造水利风景区升级版。 2019 年,浙江省出台美丽河
湖建设行动方案(2019—2022 年),以实现全域美丽
河湖为目标,全力实施“百江千河万溪水美”工程。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水利风景区”一词本身
被接受的程度较低,而不得不借助“河”“湖”等通俗
易懂的名称,以期被普通大众所接纳。
1． 2　 水利风景区分类标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风景区有 6 种类型,见表 2(表
中特点根据《水利风景区发展纲要(2005)》提取)。
分类标准中存在关注工程特点和保护对象的双重标

准[1],由此带来分类模糊、交叉的问题,不利于公众
辨识和管理者操作。

表 2　 国家水利风景区类型分析

类型 数量 占比 / % 特点

城市河湖 195 22 水生态、生态护岸
自然河湖 195 22 河湖自然特点

水库 362 42 水工程、生态修复
湿地 47 5 水生态、生物多样性

水土保持 37 4 水土流失、生态修复
灌区 31 4 综合体、服务农业
合计 878 100

　 　 注:本文水工程和水利工程同义。

1． 2． 1　 普通公众难以辨识
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中,既有以依托的工程特

点为标准划分的类型,如水库型、灌区型、水土保持
型;也有依据水利风景区的保护对象为标准划分的
类型,如湿地型、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 一个体
系存在工程和资源两种分类标准,必然造成分类结
果的交叉和重叠。 对于大多数普通公众而言,能够
接受是河、湖、湿地等科学概念和自然属性,而不是
水库、灌区和水土保持等工程概念和行业属性。 对
于既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又是国家湿地公园的对象而

言,人们往往记住的是湿地公园而不是水利风景区。
现有分类体系中,有几种类型很容易造成交叉。

如湿地、城市河湖、自然河湖、水库 4 种类型极容易
形成交叉。 自然河湖型与城市河湖型之间并不相
斥,自然河湖型中的自然并不代表乡村,而是指河流
的自然流动特性;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也可能具
有河流自然流动性,也应该属于自然河湖型水利风
景区。 如湘江水利风景区,因湘江流经长沙城区属
于城市河湖型,而这一段湘江又保持了较好的自然
流动性,故又可以划为自然河流型。 水库型、城市河
湖型、湿地型也不是互斥的关系。
1． 2． 2　 管理者难以操作

实际工作中,有一部分水利风景区无法准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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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类。
a. 水利风景区价值和特点可能被屏蔽的情况。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和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水利

部直属的两个水利风景区,最突出的特点是规模宏
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分类上却被列为水库型,无法
突出其核心价值。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风景区所在区
域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无坝引水工

程,但其被列为灌区类。 根据《水利风景区发展纲
要(2005)》,灌区类的特点是集工程、自然、渠网、田
园、水文化等景观的综合体,对一些小型灌区是适用
的,但是都江堰灌区涉及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 7 市
(地)37 县(市、区)70 万余 hm2 农田,显然不合适。
都江堰最有价值的或者说最为人所关注的对象当属

渠首枢纽部分,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
b. 水利风景区管理要求与实际情况难以匹配的

情况。 江苏省江都区水利枢纽水利风景区是国家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其抽水站规模和效益为远东
之最,世界闻名,却被归为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
浙江省绍兴市曹娥江大闸水利风景区最突出的特点

是工程节制曹娥江、防止风暴潮内侵的大闸,也被列
入为城市河湖型。 如此分类,导致主管部门难以制定
差别化的管理措施,不能满足实际管理的需求。

水利风景区现有分类体系存在的问题,既有水
利行业特点的影响,也有顶层设计的局限性。 从水
利行业来看,大部分水利风景区都是依托工程而建,
而水利工程是多种水工建筑物组合起来,能发挥单
项或综合功能的系统[5-6],既有交叉又有从属关系。
如水库具有防洪、发电、灌溉和供水等多种功能,造
成水利工程分类困难。 从顶层设计来看,《水利风
景区发展纲要(2005)》的颁布时间较早,当时,全国
水利风景区数量有限,各地风景区的共性特点和类
型特点还未被充分挖掘和认识,难以对全国各种水
利风景区进行总体概括和科学归纳。

2　 水利风景区分类的基本原则

对水利风景区进行分类不仅要明确水利风景区

的建设目的,还需要凸显水利风景区有别于其他类
型保护地的特色,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最大
化。 水利风景区进行分类时要遵从分类的科学性、
唯一性、实用性、简明性的一般性原则[7-8]。
2． 1　 科学性原则

根据科学性原则,选择水利风景区最客观、稳定
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联系
作为分类的基础和依据,划分不同的并列、从属类
目,形成一个符合逻辑、类别清晰、操作简单的科学
分类体系,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水利风景区的总体

状况。 水利风景区依托水利工程而存在,水利工程
在水利风景区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水利风景区最稳
定的本质属性,也是水利风景区不同于其他类型自
然保护地的关键,所以水利风景区分类必须充分考
虑水利工程的特性。
2． 2　 唯一性原则

根据唯一性原则,即统一性、单一性原则,对水
利风景区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分类,各分类项是唯一
的,相互之间是排斥的,互不交叉,避免重复混淆。
现有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中存在依据工程特点和保

护对象差异的双重标准,水库型、灌区型、水土保持
型是以工程特点为标准进行分类,而湿地型、自然河
湖型、城市河湖型则是以保护对象为标准进行分类,
标准的非唯一性有可能导致各分类项之间存在重复

交叉。
2． 3　 简明性原则

根据简明性原则,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也宜力
求简单明了,通识易懂,便于普通大众认识记忆、易
于接受且广为传播。 水利风景区涉及范围广,且与
人类活动耦合程度高,发展水利风景区更离不开普
通大众的接受与支持。 统计分析表明,现有水利风
景区命名大都采用“河”“湖”“水库”等名词来表征
其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特点。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对象的内容和形式越是简单明了,越容易被接受。
同时,也应该清楚水利风景区分类不是水利工程的
分类,而是对水利工程之上的衍生空间进行分类;要
淡化工程特点,强调科学和通识教育,才能获得更广
泛的公众支持。
2． 4　 实用性原则

根据分类实用性原则,将水利风景区进行合理
分类,要便于风景区的评定、复核和日常管理等工
作;同时,要能总结其内在发展规律,以便能够在全
国层面实施分类指导,促进同类型的水利风景区得
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 实际上,现有水利风景区
分类体系存在 2 个标准,6 种类型,是不利于水利风
景区进行分类管理的,其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3　 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方案构想

3． 1　 分类思路
水利风景资源是水利风景区的基础。 《水利风

景区建设管理办法(2004)》中的水利风景资源是指
水域(水体)及相关联的岸地、岛屿、林草、建筑等能
对人产生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根据正在
修订的《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办法》,水利风景资源
是指水利设施、河湖水域、岸线以及相关联的滩涂、
岛屿、生物、建筑、遗存等形成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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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实际上,新老管理办法所指的水利风景资源都包
括了自然资源、工程资源和文化资源 3 种类型。 水利
风景资源分类也为水利风景区分类奠定了基础。

水利是人水关系的产物和人水共同体的交界

面,水利工程是水利的代表。 水利向水的自然生态
方向延伸,就是水资源(图 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定义,水
资源是指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这个水
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合适的质量,并满足某一地
方在一段时间内具体利用的需求[9]。 水资源的主
要载体是陆地表面的河、湖,以及水的形成、分布和
转化所处的空间环境。 水利风景资源从水利向人的
社会文化方向延伸,就是水文化,也就是人类在治
水、用水、管水、惜水和亲水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与
物质文化总和。

图 1　 “资源 工程 文化”人水关系三元模型

图 1 实际上就是一个“水资源 水工程 水文化”
的人水关系三元模型,认识水利风景资源的构成特
征和三元模型特点,必须把握 3 个要点:

表 3　 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构成

类 亚类 子类 典型案例 对应原有主要类型

资源
(河湖)型

工程型

文化
(遗产)型

湖泊 天然湖泊、人工湖泊
河流 城市河流、乡野河流

单项水利工程
防洪工程、灌溉工程、治涝工程、发电工程、供水工程、海
涂围垦工程

枢纽水利工程
防洪枢纽工程、灌溉枢纽工程、发电枢纽工程、航运枢纽
工程等

水土保护工程
山坡防护工程、山沟治理工程、山洪排导工程、小型蓄水
用水工程等。

物质文化
(工程类)

世界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非物质文化
(非工程类) 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多数水利风景
区都属于此类

泰山天颐湖

江都区水利枢纽

江西水保生态科
技园

都江堰、安丰塘

查干湖冬捕习俗

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湿地
型、水库型

水保型、灌区型、水库型

城市河湖型、水库型、灌区型

a. 确保水资源在水利风景区中的基础性。 水
资源在水利工程和水利风景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既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水利风景区的基
本条件。 水利风景区中的水景观、水环境都是以湖
泊、水库、河流、运河、干渠等为载体的水资源,与当
地地形地貌、城乡风光等结合的产物,也是当地居民
“亲水而玩” “近水而闲” “滨水而居”的好去处[10]。

这是水利风景区获得人民群众认可的最佳途径。
b. 要突出水利风景区对水利工程的依附性。

各种水利工程设施(如堤坝、泵站、渠闸、枢纽、码
头、渡口等)是改变水资源时空格局的手段和措
施[6],人类文明由此产生并随之发展。 强调水利风
景区对水利工程的依附性,既是对水利工程的认可,
也是水利风景区区别于其他类型保护地的根本点。
6 种类型的水利风景区中,只有部分自然河湖型和
湿地型水利风景区可能不包含水利工程,其他 4 种
类型均有工程,拥有工程的水利风景区数量占比至
少超过 72% 。

c. 要提升水文化在水利风景区中的地位。 水
文化是人水关系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也是提升水
利风景区文化内涵、促进各水利风景区之间差异化
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水文化遗产具有十分珍贵的历
史文化、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很
多以工程形式存在的水文化遗产[10],至今仍承担着
防洪、排涝、通航、灌溉、引水等功能,发挥着兴利除
害的作用,是一种典型的活态遗产,如四川都江堰和
中国大运河。

虽然水利风景区一直强调要以水利工程为基

础,但是水利工程分类和水利风景区分类的目的和
要求有很大不同。 水利工程是单一具体的工程项
目,水利风景区则是相对广泛的复合空间。 水利风
景区分类体系应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认知分类体

系;而水利工程分类体系,则更多的是水利行业内部
的管理分类体系。 水利工程的分类体系,务必要求
严谨、规范和合理,事关水利工程的运行安全和地区
的水资源安全;水利风景区作为一种在水利工程基
础之上的衍生物,其分类体系务必科学、简单和明
了,旨在能够被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
3． 2　 类型

根据依托水利风景资源的差异,并借鉴世界遗产
的分类方式[11],将水利风景区分为 3种类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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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资源(河湖)型
江河湖泊是水资源和水景观的载体和有效的管

理单元,水库、调水等工程只是人类改变水资源分布
的手段和方式,也是水体单元形成的基础。 这种类
型的水利风景区主要是指以承载水资源为主的河

流、湖泊(含水库、人工湖泊)等。 因为随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控
制日益加大,没有工程建设的江河湖泊越来越少。
但是,作为河湖型水利风景区中的水利工程,其工程
代表性和地域典型性可以不十分突出。

根据 2010—2012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
全国 98 002 座水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型水库[12],
且这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在工程设计、建设技术、设施
构成、工程规模等方面基本类似,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水利工程占比较少。 但是这些被工程改变的河
湖水系,改善了生态环境,营造了景观环境,提升了
人居环境质量,成为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水
体[13]。 在某种意义上,普通公众对于水资源的基础
作用和水环境的改善作用的感知程度,远远大于工
程的代表性和地域的典型性。
3． 2． 2　 工程型

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相比,不凸显水利工程
的特点,就难以体现水利风景区“人水合一”的突出
优势。 水利工程是为消除水害和开发利用水资源而
修建的工程,也是由多种水工建筑物组合起来发挥
单项或者综合功能的系统。 作为人水相互作用的产
物,水利工程记录并表征着人水关系的发展历程。

水利工程可分为单项水利工程、枢纽水利工程
和水土保持工程[5-6]。 同时考虑 GB 50201—2014
《防洪标准》和 SL 252—2017《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及
洪水标准》,按其服务对象将水利工程分为防洪、农
田水利、水力发电、航道和港口、供水和排水、环境水
利、海涂围垦等单项工程。 而将可同时为防洪、供
水、灌溉、发电等多种目标服务的水利工程,称为综
合利用水利工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水土保持工程主要是指针对自然因素和人为
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工程措施,
是一种生态(环境)水利工程,主要针对在植树造
林、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草原草场
管理、山地灾害防治、土地整治等生态建设中的水土
保持项目。 如果说单项和枢纽水利工程是水资源的
控制和调配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则是一种水资源的
呵护工程。 作为水利风景区,3 种类型风景区所拥
有的水利工程必须具有工程的代表性和地域的典

型性。

3． 2． 3　 文化(遗产)型
水文化一直是水利风景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

国历史悠久,治水经验丰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水文
化。 水文化构成类型多样,主要包括水利工程、水利
精神、水利科技、水利典籍、水利制度、水利风俗等。
既有水利物质文化遗产(如水利工程),又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水利习俗)。 水文化遗产是水文化的
精华,是人类在与水交往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物质
和精神财富。 广义的水文化遗产指在历史上各个时
期出现的各种水利文化历史建筑和相关的水利文化

景观,它们与建筑学、考古学、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
相联系,具有建筑、规划、景观、考古、技术、经济、社
会等多方面的价值;狭义的水文化遗产则是指具有
杰出价值的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文化景观,以及具
有高技术与重要意义的现代水利工程与文化景观。

水利工程遗产,如浙江通济堰、福建木兰陂、
陕西山河堰均是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水利风景区。 水利文化
景观遗产营造了元阳哈尼梯田、西湖“三潭印月”
“平湖秋月”、新疆坎儿井与绿洲农业等世界级的
文化景观。 古人建造的完善水系工程,不仅带来
了农业灌溉、生活用水等方面的便利,其创造的独
特水文化和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也成为全人类共

同的文化遗产。
目前,4 种文化遗产类型与水利风景区密切

相关:
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

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 截至 2019 年 7 月底,我
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到 54 项,成为世界
遗产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如都江堰水利风景区为
世界文化遗产。

b. 国际灌排委员会( ICID)主导的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Heritage Irrigation Structures)。 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 17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拥有灌溉遗产
工程类型最丰富、灌溉效益最突出、分布范围最广泛
的国家。 中国是灌溉大国,也是灌溉古国,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灌溉工程遗产保护”。
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既是灌溉遗产也是国家水利
风景区。

c.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主导的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 在该遗产名录中,现有的 50 个传
统农业项目中有 15 个属于中国。 如湖南紫鹊界梯
田水利风景区,既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又是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

d.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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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有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级等 3 个级别,如四
川都江堰放水节、吉林查干湖冬捕习俗都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所在水利风景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3． 3　 新老体系衔接

水利风景区已有 20 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足够
的数量和样本。 如何在建立新分类体系的同时,实
现新的分类体系与已有的分类体系之间的顺利衔

接,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原有的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湿地型、水库

型的水利风景区,如果工程特点不突出、规模有限或
代表性不强,可以纳入资源型水利风景区;如果工程
特点突出,工程规模大或工程技术代表性强,如黄河
小浪底水利枢纽和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可归为工程

枢纽型。 一部分水利工程特点突出的城市河湖型、
水库型可纳入工程型水利风景区。 原有的水土保持
型、灌区型,可以纳入工程型水利风景区,如江西水
土保持生态科技园等。 而在所有的原有类型中,具
有遗产特质的水利风景区均可列入遗产类型,如都
江堰、灵渠等水利风景区。 此外,拥有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水利风景区也可以列入此类型水利风景

区,如安徽安丰塘(芍陂)。
如果存在交叉,则遵循突出主要特点的原则。

实际上,要完全避免水利风景区分类不重叠交叉是
很困难的,这是水利工程综合性特点和水利事业性
质所决定的,SL 252—2017《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
及洪水标准》就承认水利工程存在交叉和从属关
系。 许多水利项目及其周边空间,既是工程型风景
区,又是资源型风景区,还可能是遗产型风景区[14]。
如都江堰水利风景区既是遗产型,又是工程型。 这
种情况下,需要遵循突出主要特点和主导因素的原
则:如一个以水库为基础的水利风景区,如果工程技
术、施工、规模等方面没有特别之处,则可以归为资
源(河湖)型;如果工程在技术、规模、代表性等方面
有独特之处,则可归为工程型(如湖北丹江口大坝
等);如果该工程还是跨越千年的活态遗产,则可归
为文化(遗产)型[10],如四川都江堰和江苏扬州古
运河等。

4　 结　 语

实际上,除了按照资源依托进行类型划分水
利风景区外,还可以按地理区位和管理模式进行
划分[3-4] 。 这些方式界限较清晰,同类别的水利风
景区之间在管理和运营上可以相互借鉴,实现内
部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15] 。 但是这些分类体系
难以与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区分,一些特点也

不是水利风景资源的特点。 只有根据资源基础并
考虑水利工程特性,才能使水利风景区有别于其
他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突出水利事业和水利风景
区的特性。

本文从水利风景区所依托的资源为切入点,提
出了新的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试图解决现有水利
风景区分类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是,分类工作
是一个不断精细化的过程,IUCN就根据世界各地的
实践和发展,对自然保护地分类进行了多次调整和
改进[2]。 随着不同阶段水利风景区建设目标的改
变,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
化。 持续关注水利风景区分类体系等根本问题,有
助于水利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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