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龙 九寨沟 武陵源
三江并流 三清山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中国南方喀斯特
中国丹霞 新疆天山
澄江化石地 神农架

我 国 在 世 界 遗 产 申 报 、保
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就，形成了以法律为依
据、规划为龙头、在保护基础上
合理利用、以遗产保护促进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省—遗产
地”3 个层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世界遗产管理体制机制。

有效保护了人类共同的遗
产。目前我国世界遗产名单涵
盖了最具代表性 的 丹 霞 、喀 斯
特 等 地 质 遗 迹 ，最 优 美 的 山
岳 、湖 泊 、森 林 等 自 然 景 观 和
独特的宗教、山 水 、古 建 、耕 作
等 文 化 景 观 及 其 环 境 ；有 效 保
护 了 大 熊 猫 、滇 金 丝 猴 等 濒危
珍稀物种栖息地和自然生态系
统，涉及 10 个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地区以及 46 个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59 个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15 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

探索实践了生态文明重要
制度。世界遗产理念与生态文
明理念高度契合，严格保护和永
续 传 承 世 界 遗 产 ，科 学 诠 释 了

“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核心
理念，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
了特殊作用。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2016
年，我国自然遗产地接待境外游
客 900 万人次，成为对外展示的
重要窗口。建立各类教育基地
42 个，其中国家级教育基地 21

个，增进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
豪感。创造直接旅游收入近 80
亿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近 10 万个，并推动了一批特色
城镇的形成。

公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显
著提升。16 处自然遗产地成立
了固定志愿者队伍，每年参与遗
产保护宣传的志愿者超过 5000
人次。公众参与、支持和保护世
界遗产的力度不断加大。

但同时，我国世界自然遗产
保 护 与 利 用 中 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如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存在
偏差，管理体系不完善，遗产地
的 规 划 执 行 不 力 等 ，需 要 从 理
论、公共资源治理、规划控制、法
律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中国的这些世界遗产中国的这些世界遗产，，你去过几个你去过几个？？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 莫高窟
明清皇宫 云冈石窟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
武当山古建筑群
丽江古城 平遥古城
苏州古典园林 天坛
颐和园 大足石刻
龙门石窟 福建土楼

明清皇家陵寝
青城山—都江堰
皖南古村落 土司遗址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澳门历史城区 安阳殷墟
开平碉楼与村落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元上都遗址 中国大运河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的路网

文化景观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庐山 五台山 杭州西湖
红河哈尼梯田 花山岩画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泰山 黄山 武夷山
峨眉山—乐山大佛

世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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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开展世界自然
遗 产 事 业 30 周年和风景名胜区
事业 35周年。

上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全 国
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
起草并与阳含熙、郑 孝 燮 和 罗
哲 文 等 委 员 ，联 名 向 政 协 第 六
届 三 次 会 议 提 交 提 案 ，建 议 我
国 尽 早 加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保 护 世 界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公约》，并积极争取参加“世界遗
产委员会”，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随
后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缔约
国行列，翻开了我国世界遗产事
业的篇章。

1987年，在第 11届世界遗产
委员会会议上，泰山、长城、故宫
博物院、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
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我国
第一批世界遗产。截至目前，中
国共有世界遗产 50 项，总数位
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 51
项），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
大国。

近年来，受世界遗产全球战
略的影响，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
进入更加注重质量和规范化管
理的阶段。2002 年四川省颁布
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
成为我国第一部省域层面世界
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此后，
福建、云南、重庆、新疆也相继颁
布了专项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

章，我国遗产管理逐步走上法制
化轨道。

作为我国参与世界遗产管
理的主要部门之一，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于 2006 年起建立了世界
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
梯队培育申报机制；2015 年，颁
布了《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标志着我国遗产申报、
管理的全面规范化，并加强了技
术支撑。

我国的世界遗产发展，与风
景名胜区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后者在规划、管理、保护、新技术
应用等方面均对世界遗产的发
展 产 生 了 积 极 且 重 要 的 影 响 。
2002 年开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立了高精度遥感卫星监测体
系，对世界自然遗产开展大范围

的动态监测，并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和保护管理执法检查。同时，
世界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也促进了我国风景名
胜事业的发展，两者并肩发展，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实现了
由主管部门保护向全社会共同
保护的转变、由注 重 遗 产 资 源
本 体 保 护 向 遗 产 环 境 整 体 保
护 的 转 变 、由 国 内 保 护向国际
合作共同保护的转变，较好地实
现了自然文化遗产的严格保护
和永续利用。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
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
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
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
景观，具有独特性、整体性、典型
性及高价值性等特征。

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
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
景观四类。广义的概念，根据形
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
产、记忆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景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 员 会 大 会 将 于 下 月 在 波 兰 举
行，届时中国将分别提交青海可
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与鼓浪屿的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和 世界文化遗产申
请。若获得通过，中国今年有可能
与意大利并列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
多的国家。

截至 2016 年 7 月，全世界总
共有 1052 处地点被认定为世界遗
产，其中 814件文化遗产，203件自
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有35件。

中国自 1985 年加入世界遗产
公约后，一直积极推进世界遗产
申报工作，目前已跃居成为第二
大世界遗产拥有国。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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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风景名胜区发展相辅风景名胜区发展相辅相成相成

以保护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类和非物质类。

物质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

窟寺、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

上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

动文物；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区、名

村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

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

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

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

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

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

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

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公约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

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如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

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

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

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

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

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

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

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 组 成 部 分 的 实 物 和 场 所 ，凡 属 文 物

的 ，适 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

39 个项目成为世界级非遗，排名世界第一；非遗资源信息近 87 万个；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986 人……这一串亮眼数字背后，是被国际社会广泛称道的非遗保护“中国经验”。构建非遗保护制度体系 2011 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立了我国 非 遗 保 护 的“ 国家大法”，此后国内多地相继颁布出台了本地区的非遗保护条例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文化部为此专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各地也建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目前，我国建立了包括调查制度、四级名录体系、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和文化遗产日在内的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非遗特点的保护制度。
培养非遗传承人群 非遗是以人为载体的，表演与创造行为都是无形的，其技巧、技艺仅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近年 来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培养非 遗 传 承 人 群 、推 动 非 遗 融 入 现 代 生活。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一批尊重传统、尊重手艺、善于创新的企业将与手工艺人展开密切合作，将使传统工艺传承水平迈向新台阶。
弘扬多元一体中华文化 在我国 39项世界级非遗项目中，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多达 13 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表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非遗保护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巨大优势。

当前，非遗的保护也面临着传承与改善生活、如何提升年轻一代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等问题，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主
要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第一、第二条规
定。遗产项目要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必须经过严格的
考核和审批程序。

每年举行一次的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
名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
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
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
遗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而提
出的评价报告。

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
考察，主要由该委员会会同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理 事 会

（ICOMOS）和 世 界 自 然 保
护联盟（IUCN）组织专家进
行。前者总部设在巴黎，成
立于 1965 年，是国际上唯一
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方
法、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推广
的非政府国际机构，有80多个
国家会员和 4500多名个人会
员；后者总部设在瑞士日内
瓦，成立于 1948 年，原名国
际 自 然 及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联
盟，宗旨是促进和鼓励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永久利
用，成员包括分布在 120 个
国家的官方机构、民间团体、
科研和保护机构。

两者受世界遗产委员会
委 托 ，分 别 对 提 名 列 入《名
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进
行考察并提交评价报告。

首个“文
化和自然
遗产日”

特别策划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7 年起，每年 6 月第二个星
期六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此举意在唤起和
提升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遗产保护的意识，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

历经 30 多年的实践，中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
取 得了划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国世界遗产达 50 项，
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其中世界自然遗产 11 项，自然与
文化双遗产 4项，文化遗产 30项，文化景观5项。

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凝结了大自然亿万年的神
奇造化，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年的丰厚积淀，是自然
史和文化史的天然博物馆、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
范之区、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共同财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章新胜表示，中国的遗产
发展潜力巨大。要得到更好发展，就应该做好遗产保
护工作。要用科学的办法，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

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中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申报程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件，世界遗产的申报需要
完成 9个步骤：

1、一个国家首先要签署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并保证保护该国的文
化和自然遗产，成为缔约国。

2、任何缔 约 国 要 把 本
土 具 有 突 出 普 遍价值的文
化和自然遗产列出一个预备
名单。

3、从预备名单中筛选要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

4、把填写好的提名表格
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中心。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检查提名是否完
全，并送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审。

6、专家到现场评估遗产
的保护和管理情况。按照文
化与自然遗产的标准，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对上交的提名进行
评审。

7、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交评
估报告。

8、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
团的 7 名成员审查提名评估
报告，并向委员会提交推荐
名单。

9、由 21 名 成 员 组 成 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决定入
选、推迟入选或淘汰的名单。

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西班牙：叠人塔

“叠人塔”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一年

一度的节日庆典上举行。根据传统，这项

活动在市政厅前的广场进行。叠塔者一个

接一个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一层一层筑成

人塔，通常人塔会有6~10层。叠人塔的技能

代代相传，只有通过练习才能真正掌握它。

哥斯达黎加：牛车

“Carreta”，也就是传统的牛车，是哥斯

达黎加最出名的工艺品。从19世纪中叶开

始，这种牛车就被用来运送来自哥斯达黎加

中部山谷的咖啡豆。而从 20世纪初开始，

人们开始发展出粉刷和装饰牛车的传统。

哥斯达黎加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设

计，人们只要看一眼轮子上刷的图案，就能

辨别出牛车的驾驶者来自哪里。

尼日尔：玩笑关系

“玩笑关系”是尼日尔民族语言区内的

一种“社会实践”，不同社区内的人民出于玩

笑的目的彼此嘲弄，来建立一种“玩笑关

系”。这种“玩笑关系”源自于尼日尔人祖先的

约定，他们约定不同社区之间不能发生战争

和冲突。这种“玩笑”的行为寓意着成员们

必须彼此相亲相爱，并在对方需要时提供

协助。

戈梅拉岛：口哨语言

在位于加那利群岛的戈梅拉岛上，有一

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口哨语言”。那里的

岛民以西班牙语为基础，“复制”出一套口哨

语言。这套代代相传的口哨语言是全世界

唯一一套发展完整的、且被大量使用的口哨

语言体系，共有超过2.2万居民在使用它。

万花筒万花筒

本报记者张黎整理撰写

多了解点多了解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