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1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于福建福州落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成为大会东道国。中国作为

世界遗产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体现在申报、保护了众多的世界遗产，更在于逐步形成世界遗产保护的法治方

案，建立起融合、独特的世界遗产价值认知。

中国为世遗保护贡献了哪些法治智慧？如何构建世遗保护长效机制？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

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吕舟受邀参加“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他

还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的负责人。

记者：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达成

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际共识。中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如何看待中国为世界遗产保护发展提供的法

治保障？

吕舟：世界遗产有三个基本支柱——一是要符合突出普遍价值；二是保证真实性完整性；三是保护状况，而法治

建设就是保护状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世界遗产的立法需要两个方面结合。从趋势来说，越来越强调整体性，自然和文化的结合，物质和非物质的结

合。中国从法治建设角度，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保护发展的趋势，在立法上将这些内容融合，形成了更加整体化保护的

法律框架，这是一种制度创新。

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颁布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330余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和研究工作体系。目前已建立自然保护地11800多处，约占陆域

国土面积的18%，正在推进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和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建设。

记者：2004年的苏州、2021年的福州，中国两次成为世界遗产大会的举办地。这17年间，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

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吕舟：17年来，中国不仅在遗产总量上进入世界前列，更在遗产理念、全球视野、遗产实践、保护方法与能力等

诸多方面赶了上来。从苏州到福州，中国遗产专家的对话能力和协调能力也显著提升。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专家的积极参与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大会讨论了关于申报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旨在帮助缔约国在提交正式申遗之前对项目进行审查，提高

缔约国申报的水平、提高申报的成功率。中国专家认为应该支持这项议程并贡献智慧，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

大多数缔约国更好地把遗产价值讲述出来。

记者：在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上，“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研究

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对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为世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提供了哪些经验？

吕舟：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为牵引，北京老城的保护实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呼吁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理

念、方法高度契合，也将促进北京市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上进一步探索。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为进一步做好历史城市保护指明了方向。它

提出要整体来看城市里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孤立地只保护历史建筑，还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环境要素，包括社区要

素、人的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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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方面走得非常靠前。早在2006年，中国就发布了很多有关的法规，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申报办

法、巡视办法等，长城、大运河等都有自己的保护管理条例。总体上来说，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中国在世界上是法治

走在前列的国家。

最近刚刚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的泉州，几年前也通过了泉州遗产保护条例。我们现在正在做“北京中轴线”申

遗，申遗的同时也在做相关的保护条例。

怎样才能形成对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我们注意到，中轴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脊梁”，能够把很多历史街区串

在一起，形成对老城的整体理解。在保护过程中，我们还特别考虑到周边的山脉、水系，以及它们和北京老城之间的

关系。

当前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为指引的北京老城保护实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理念、

方法高度契合，为世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北京模式”。

记者：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参会代表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您认为当下世界遗

产保护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吕舟：当下主要面临的是城市里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气候变化给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新威

胁。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讲了许多新的、未来要应对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遗产保护

——西藏地区原来是很干旱的，但现在降雨量增加，原来适应干旱地区的遗产形态，现在就会面临新的问题；海平面

上升，导致盐城滩涂的候鸟栖息地会受到影响；很多木质结构建筑也会面临新的白蚁问题；最近河南郑州等地出现的

极端天气，也会对遗产保护产生影响。

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现在很多遗产地都表示要严格控制游客数量。

世界遗产本身是不可复制的，一旦损坏就无法弥补了。因此，我们要强调高品质发展，提高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

水平，让更多人了解遗产的价值。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提出，要推动遗产教育。这不是说要培养专业人才，而是要在全民当中讲

世界遗产的意义以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如何把世界遗产教育渗透到小

学，让学生从小了解自己所在地的遗产价值，这非常重要。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用法治手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吕舟：中国将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在责任落实方

面，中国有相应的文物保护单位，有自己的责任管理机构，责任可以落实落细；在交易方面，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虽然现在社会上出现了比较多的流散文物，但不会造成大的问题；在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方面，目前由于处罚力度减

弱，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也会相对减弱，可能有潜在风险。

未来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的人、财、物保障和制度创新、机制健全等核心条款的研究

上，少一些原则性、宏观性、纲要性的条款，多一些实质性、具体化、可操作的规定，使法规条文明确、具体、管

用，打破管理上的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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