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公参加日本东亚农业遗产会议出访报告 
 

出访时间： 

2018 年 8 月 26 日-8 月 30 日。 

出访人员：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郭静伟。 

出访目的： 

参加由日本和歌山县组织的“第五届东亚农业文化遗产研讨会”  

出访地点： 

泰国和歌山县田边市。 

报告人：郭静伟。 

报告时间：2018 年 9 月 5 日。 

出访日程及活动内容： 

序号 日期 活动内容 备注 

1 8 月 26 日 报道  

2 8 月 27 日 
开幕式、主旨报告；小组个人报告： 

人类学视野下农业文化遗产困境与对策 

 

 

3 8 月 28 日 
考察日本世界农业遗产 

和歌山县炭梅共生系统 

 

 

4 8 月 29 日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会议  

5 8 月 30 日 大阪–昆明  

 



出访收获： 

（一）在农业文化遗产学术平台上与东亚国家进行对话。 

    自从 2005 中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GIAHS）保护试点至今（截止 2018

年 4 月）已有 15 项涉及 27 个县纳入全球 GIAHS 保护试点，我们作为

世界上 GIAHS 项目最多的国家积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闵庆文教授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云南农业大学郭静伟报告《人类学视野下农业遗产困境与对策》 

（二）了解日本小而精农业以及精细化农业遗产发展模式 

通过会场日本学者报告和实地考察日本农业文化遗产地和歌山

县炭梅共生系统，了解到日本农业的小而精发展模式，以及精细化的

农业遗产保护路径，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农业遗产和乡村振兴路径。 



 

               考察日本和歌山县炭梅共生系统 

（三）探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 

与会中国代表团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闵庆文教授和农业农

村部刘海涛主任的组织下召开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讨，来自

10 余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纷纷就各地情况展开

经验分享，并达成精诚团结、互通有无与协同发展的目标以及遗产地

农产品流通的实际运作思路。 

 

与会的来自中国各农业遗产地的代表团 

存在问题： 

1.时间太短，分会太多，无法全部参加并参与讨论。 



2.从中国 GIAHS 的数量来看，代表团人数比例远远不及日本和韩国重

视，尤其是云南遗产地无人参加，下一年参会需要积极调动，协同省

内遗产地推进国际交流和平台建设。 

云南农业大学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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