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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科
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黎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与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作者：吕舟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08.10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一届特殊且创新的大会，前所未

有地采取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了适应参会地区的时差，会议时间被定为北京时间下午5点

半到晚上9点半的四个小时。对比以往大会每天7个小时的会议时间，还可能加开夜会，这次会议又

是一次非常高效的大会。作为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它需要讨论两年的世界

遗产保护状况，审议两年新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这是极为繁重的任务，再加上操作指南

修订等重要议程，中国作为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举办地，能够完满地处理所有问题，在会议上求同

存异，使这次大会真正成为一届“负责任、突出优先事项、团结”的大会，反映了中国在世界遗产

领域国际治理的水平，反映了中国随着自身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的提高，已能更加自信地站在世

界遗产保护国际舞台的中心。

　　在与中国有关的项目中，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7月23日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

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

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或许人们会注

意到，无论是大运河还是长城，它们今天在中国的意义已不再仅仅是一处世界遗产，而是中国纵贯

南北、横跨东西的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构建中国历史文化保护和展示网络的经纬主轴。这是中国通

过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经验。同时，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利物浦：海上

商城”由于滨海地区的建设损害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

名。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之间不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但，如何更好地处理遗产保护与发

展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实践的事情。

　　另一件是7月28日的大会上通过了对现有世界遗产地提出的保护区划边界的微小调整。所谓微小

调整与重大调整不同，前者作为大会审议的事项，不受缔约国申报新项目的名额限制。在批准通过

的区划微小调整中，也包括了神农架遗产区的调整，这一调整将重庆巫山县的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划

入了神农架的遗产区范围。传递了中国不断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践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遗

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的有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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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5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宋元时期中国海上商贸中心”是中国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

上唯一的新申报项目。泉州有着令人骄傲的文化遗产资源，例如九日山的摩崖石刻，开元寺的宋代

石塔、独特木结构装饰、印度风格的雕刻，清源山的太上老君石像，草庵的摩尼光佛造像，天后

宫，洛阳桥……但当这些杰出的、甚至单个就可能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文物放在一起，怎样讲述一个

完整体现世界遗产价值的故事，就成为泉州申遗最有挑战性的任务。2018年“泉州（刺桐）历史史

迹”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确定为“补报”之后，泉州市政府根据世界遗产大会的相关决议，

邀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世界遗产资深专家重新审视泉州申遗的主题及构成内容，并对申报文本

进行修改。新的申报文本强调了泉州在宋、元时期，作为中国海上商贸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港口城

市，在海上贸易、货物运输、产品制造、航运管理，特别是文化交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最

终使泉州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显然，面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需要有国际视

野，理解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也需要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来更好地做好这一工作。

　　与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一样，世界遗产也可以通过一些项目串联起跨越国境、跨越地区的巨大

网络，文化遗产中的丝绸之路是这样一个网络，自然遗产中更存在这样的巨大系统，需要世界各国

共同的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那些珍稀的物种和独特的地质现象。这届大会上韩国申报的“韩国

滩涂”就与中国201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一期项目”属于同一个候鸟迁徙

带，两个遗产地的保护相互关联。因此尽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认为“韩国滩涂”在价值表

达、保护区划定等方面还存在瑕疵，但世界遗产委员会仍决定将这一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

代表也表达了支持列入这一遗产的立场。世界遗产的保护需要更多、更密切的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也表现在多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方面。所谓多国联合申报是多国以相同的主题、共

同的价值表述一起申报分散在多个国家中的遗产项目。例如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就包括了分布在三个国家的33处遗产点。从促进世界

遗产公约缔约国对话、交流、合作，提高遗产保护的整体水平的角度出发，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

委员会都鼓励多个国家一起对文化或自然遗产进行申报、保护和管理。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共

有3个新的项目和1个扩展项目属于跨境联合申报的类型，而这4个项目都在欧洲，说明欧洲具有极高

的世界遗产国际合作水平。跨境联合申报使德国成为今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除了

2020年和2021年每年一个的名额项目外，德国还参加了三个跨境联合项目的申报，于是在今年的大

会上共有五个涉及到德国的新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最大的赢家。

　　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对《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包括

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程序，在保持现有申报要求的前提下，要求在2027年正式实施在原有正式申报程

序之前增加预审程序，这使得在2027年之后，完成整个世界遗产申报程序最少需要六年的时间。这

还没有计算履行相关国内程序的时间。这种程序设计能否提高缔约国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率，是否

会限制另一些缔约国申报的可能性，还需要审视这一程序实施后的效果，但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

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中国的主场，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会议又在线上召开，但中国的相

关方面仍然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除了组织大会之前的例行项目“世界遗产青年专家论坛”和“世

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以外，中国还组织了八场“边会”论坛，占到整个大会期间的13场边会的

62%。这是中国在历届世界遗产大会中组织这类活动最多的一次。这些论坛包括教育部主办的“面

向可持续未来的世界遗产教育”，国家林草局主办的“世界自然遗产与生物多样性：沿海候鸟保护

区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世界自然遗产及自然的合作保护”，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保护”，教育部、

教科文组织、清华大学主办的“中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合作”，中国科学院遥感所主办的“世界遗

产和空间技术——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福建省与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组联合主办的“世

界遗产引领作用的回响：从福州到喀山”。这些论坛涉及到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方方面面，大量的

国外专家和听众通过线上参加了这些会议和讨论。这些论坛有力地传播了中国的声音，针对世界遗

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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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在给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贺信中提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

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

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4届大会正是中国践行这样的愿景的一届大

会。

　　明年世界遗产公约将迎来它诞生后的第五十个年头。面向未来，中国也将在世界遗产领域为国

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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