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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回顾了2023年召开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基本情况，对本届大会审议的遗产地保护状

况，尤其是56项濒危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和本届大会审议的新申报项目做了进一步的数据分

析，并对乌克兰受战争影响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和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2个

热点话题做了深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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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45th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session held in 2023, conduct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decisions made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by the committee.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perties list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Danger in 2023, 

with a focus on the 56 endangered heritage sites. Additionally, the session’s deliberation 

of new nominations is subjected to further data analysis. Furthermore, 2 Ukraine 

properties list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Danger in this session due to the Russo-

Ukrainian War as well as site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 were interpreted in depth.  

The article delves further into two hot topics in relation to the Russo-Ukrainian 

War,the listing of two Ukrainian properties as ‘endangered’ during this s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memory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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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情况综述

2023年9月10— 25日，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雅得举办。受俄乌冲突影响，原定于2022年在俄

罗斯举办的大会未能如期举办，而本届会议作为一次

延长会议，审议2022年和2023年2年世界遗产相关

工作，共设16项议题，审议通过372项决议。第45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在2021年11月召开的缔约国大会

上换届选举产生的。相比上届委员会的地区构成，现

任委员会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委员国数量减少1席，

非洲地区委员国数量增加1席，其余地区数量保持不

变（表1、图1）。

在9月11日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联合国教科文

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就非洲优先、气候变化、武装

冲突、记忆遗产等世界遗产领域近期关注的重点问

题，简要介绍了教科文组织的态度、应对策略及努力

和成效，并强调了文化在文明间对话和构筑团结方面

起到的重要作用[1]。

总体而言，在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方面，本届大会

共审议262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包括205项《世界

遗产名录》中的遗产项目和57项《濒危世界遗产名

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中的遗产项目，开放其

中26项，包括6项在决议草案中被建议列入《濒危名

录》的项目。其中，乌干达的巴干达国王们的卡苏比

陵（Tombs of Buganda Kings at Kasubi）因重建

工作基本完成，成为本届大会唯一1项被移出《濒危名

录》的遗产地。乌克兰的“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

乔尔斯克修道院”（Kyiv:Saint-Sophia Cathedral 

and Related Monast ic  Bui ld ings, Kyiv-

Pechersk Lavra）与“里沃夫历史中心”（L＇viv- 

the Ensemble of the Historic Centre）因受俄乌

冲突影响，成为本届大会2项被列入《濒危名录》的遗

产地。本届大会后，《濒危名录》中的遗产数量达到

56项，创历史新高。

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本届大会共审议50项申

报项目（包含5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其中包括24项

本应于2022年审议项目（20项为新申报项目，4项为

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和26项2023年审议项目（25项

为新申报项目，1项为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其中，文

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2项，混合遗产2项。咨询机

构评估后给予“推荐列入”（I）的项目为31项（不包

含重大边界修订项目），而经委员会审议，本届会议

共产生42项新世界遗产，其中包括33项文化遗产和

9项自然遗产，仅有3项遗产未被列入，均被评估为重

报（D）项目（详见附录A）。5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均

审议通过。截至2023年年底，《世界遗产名录》中的

遗产总量达1 199项，其中文化遗产933项，自然遗产

地区
任期

2019—2023年 2021—2025年

阿拉伯国家
埃及、阿曼、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

泰国 印度，日本

欧洲和北美
地区

俄罗斯
比利时，保加利亚，
希腊，意大利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无
阿根廷，墨西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非洲地区
埃塞俄比亚、马里、
尼日利亚、南非

卢旺达，赞比亚

注：资料来源为https://whc.unesco.org/en/sessions/45COM。

表1   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任期情况

图1   第45届委员会委员国地区分布人数情况
（来源：作者自绘）

图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欧洲和北美地区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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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项，混合遗产39项，分布于168个缔约国。

中国于2021年提交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普洱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of 

Old Tea Forests of the Jingmai Mountain in 

Pu＇er），于本次大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中

国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是一处

由古茶林、茶园、森林和传统村寨构成的不断演进的

文化景观。遗产符合价值标准（iii）（v）。标准（iii）

强调遗产地为传统的林下种植古茶林提供了特殊的

见证，促使不同土地使用方式互补的空间分布；标准

（v）则强调古茶林是基于水平和垂直结合的可持续

土地利用系统的杰出范例。

本届会议还审议并列入3项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

忆遗产，包括2018年被当年大会推迟审议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Funeral and 

memorial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以

及2022年阿根廷申报的“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

（ESMA Museum and Site of Memory-Former 

Clandestine Center of Detention, Torture 

and Extermination）、 卢 旺 达 申 报 的“种 族 大 屠

杀 纪 念 地”（Memorial sites of the Genocide: 

Nyamata, Murambi, Gisozi and Bisesero）。

本届会议对该主题遗产的决议落实了委员会第18次

特别会议决议（WHC/23/18.EXT.COM/4），也将

成为未来评估的重要参照，其评估过程的详细讨论见

后文专题，而其长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2   2023年度濒危遗产保护状况影响
 因素分析及热点关注

2.1   影响因素分析

截至2023年年底，在《濒危名录》中，阿拉伯国

家和非洲地区的濒危遗产数量依旧占比较高，分别为

23项和14项，占濒危遗产总数的41%和25%（图2），

而这2个地区的世界遗产数量则占《世界遗产名录》总

量的8%和9%，反映出这2个地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

现状面临的巨大挑战。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保护状况（SOC）页面公

布的2023年度《濒危名录》遗产保护状况影响因素

共14项，除各个遗产地面临的特殊问题（类型为“其

他”），13项遗产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为“管理和体制因素”（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在56项濒危遗产地中出现

40次）， 其 次 为“其 他 人 类 活 动”①（other human 

activities，37次）②。 “建设与发展”（buildings and 

development）、“生态资源的使用/改变”（biological 

resource use/modification）、“物理资源开采”

（physical resource extraction）、“遗产的社会/

文化用途”（social/cultural uses of heritage）

的出现频率在10~20次之间，其余因素出现频率均在

10次以下（图3）。对这些遗产影响因素做地区分布

的统计则不难发现：“管理和体制因素”是各地区遗

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其他人类活动”则主要发生

图2    《濒危名录》中遗产的地区分布（截至2023年12月）
（来源：作者自绘）

①   即除“建设与发展”（buildings and development）、“交通设施”（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公共事业或服务设施”（utilities  

 or service infrastructure）等在大类中列出的人类活动之外的其他人类活动。

②   56项濒危遗产中，拉希德·卡拉米国际博览会—的黎波里、敖德萨历史中心和古代萨巴王国的地标，马里布3处遗产地在2023年1月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特别会议中被列入《濒危名录》，SOC页面尚未给出本年度的遗产影响因素评估。

图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欧洲和北美地区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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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分别占受此类因素影响的

濒危遗产地总数的46%和38%）。此外，阿拉伯国家

遗产地受“建设与发展”的威胁远超其他地区（占受

此类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到60%），非洲地区

遗产地受“生态资源的使用/改变”和“物理资源开

采”的威胁亦远超其他地区（分别占受该类型影响因

素影响的濒危遗产总数的50%和67%）（图4）。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对濒危遗产地影响因素最

大的“管理和体制因素”与“其他人类活动”2个大

类下的14个子项，则会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子项

为“管理体系/管理规划”（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plan）、“非法活动”（illegal activities） 

和“战争”（war）（图5）。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SOC页面的公开统计，“战争”在近10年间出现的频率

图4   按地区统计56项濒危遗产中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的出现次数（来源：作者自绘）

图3   2023年度14项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在56项濒危遗产地评估中出现的次数（来源：作者自绘）

影响因素大类

出
现

次
数

/次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出
现

次
数

/次

影响因素大类

图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欧洲和北美地区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非洲



8  

图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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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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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成为近期影响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图6）；

“管理体系/管理规划”“非法活动”在近10年间的出

现频率则较为稳定（图7、图8）。

按地区统计“管理和体制因素”与“其他人类活

动”2个大类下的14个子项，可发现：“管理体系/管

理规划”与“法律框架”的地区出现频率较为平均，

说明这2项问题是各地区濒危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问

题。此外，阿拉伯国家出现频次最高的子项类别为

“战争”“蓄意破坏”和“管理活动”（分别为受该类

型影响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的76%、78%和

78%），非洲地区出现频次最高的子项类别为“非法

活动”“内乱”和“战争”（分别为受该类型影响因素

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的50%、60%和24%）（图9），

反映出区域不稳定因素和管理措施实施不佳是这2个

图9   2023年度濒危遗产影响因素中“管理和体制因素”及“其他人类活动”下各子项出现频次按地区统计（来源：作者自绘）

图5   2023年度濒危遗产影响因素中“管理和体制因素”及
“其他人类活动”下各子项出现频次统计（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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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历年受“战争”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数量统计
（来源：文献[2],作者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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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历年受“管理体系/管理规划”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
数量统计（来源：文献[3],作者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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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历年受“非法活动”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数量统计
（来源：文献[4]，作者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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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濒危遗产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管理体系/管理规划”和“法

律框架”是全球濒危遗产地普遍面临的保护管理问

题。阿拉伯国家与非洲地区遗产地因受战争和非法

活动影响，此问题尤为突出。战争也是近10年各影

响因素中出现频率显著提高的项目。

2.2   热点关注：乌克兰2项遗产受战争影响被列入

 《濒危名录》

俄 乌 冲 突 使 乌 克 兰 的 世 界 遗 产 地 陷 入 阴 霾。

2023年1月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将

乌克兰敖德萨历史中心（The Historic Centre of 

Odesa）紧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列入《濒危

名录》。在本届遗产大会上，乌克兰另2处遗产地基辅：

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和里沃夫历史中

心同样因战争原因被列入《濒危名录》。

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是2处

乌克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基辅罗斯和酋长国时期）

纪念性建筑群的杰出代表，在1990年以符合标准（i）

（ii）（iii）（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10）。里沃

夫历史中心则完整保留了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形态，反

映了不同族群在此生活的场景，在1998年因标准（ii）

（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11）。进入21世纪，2处

遗产均面临住房、管理体系、管理规划等方面的问题。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更使2处遗产地的保护状况

雪上加霜。2023年7月6日，一枚导弹击中了里沃夫

缓冲区内的一栋历史建筑，距离遗产构成圣尤里建筑

群仅2 km，直接威胁到遗产地的安全。此外，导弹袭

击也给遗产区范围内的建筑带来了严重的振动影响。

本届遗产大会集中审议了乌克兰这2处遗产地的

保护管理状况。在审议开始前，主席特别提出由于该

问题“非常微妙”，呼吁各代表团避免不必要的长时间

辩论，并将发言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审议过程中，俄

罗斯首先发言，支持将2处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录》，但

指出对乌克兰遗产地的决议草案措辞与《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实施〈世界

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及其

他决议的措辞不一致，有扩大《公约》范畴之嫌，且未

提及乌克兰自身在保护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对

决议内容和表述持保留意见。在委员会未经修改通

过决议草案后，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和日

本代表发言，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冲

突的影响，希望缔约国能依照《公约》6.3条内容③共

图11   里沃夫历史中心（来源：文献[6]）

图10   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
（来源：文献[5]）

③   原文为：6.3 本公约各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的、第1条和第2条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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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保护文化遗产。最后，乌克兰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

对现有决议无法充分反映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录》之

主要原因的担忧[7]。

3    《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与评估情况
 及热点关注

3.1   申报与评估情况

在遗产申报项目类型的分布上，2022年提名的

24项遗产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包含19项文

化遗产（占79%，含3项文化景观），5项自然遗产（占

21%）；4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占17%），20项新申报

项目（图12）。2023年提名的26项遗产项目（含重大

边界修订项目）包含17项文化遗产（占65%，包含3项 

文 化 景 观），7项 自 然 遗 产（占27%），2项 混 合 遗 产； 

1项重大边界修订（占4%），25项新申报项目（图13）。

这2年申报项目总数基本稳定在25项左右，显示出自

2018年开始实施1国仅可申报1项世界遗产的政策

后，每年审议35项的总数限制尚未达到[8]。遗产类型

分布的比例与往届情况基本相似，文化遗产占据绝大

多数，混合遗产数量稀少，遗产类型之间的不平衡持

续加大。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占据遗产申报的一定比

例，体现出早期列入项目迫切需要通过边界修订更新

遗产构成和价值认识（附录A）。

（a）申报项目中自然、文化、混合遗产的
数量与比例

（b）申报项目中文化景观类型遗产的
数量与比例

（c）申报项目中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
数量与比例

图12   2022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的类型分布（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2023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的类型分布
（来源：作者自绘）

（a）申报项目中自然、文化、混合遗产的
数量与比例

（b）申报项目中文化景观类型遗产的
数量与比例

（c）申报项目中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
数量与比例

图例

图例

新申报，20项

重大边界修订，4项

其他文化遗产，16项

文化景观，3项
自然遗产，5项

文化遗产，19项

新申报，25项

重大边界修订，1项

其他文化遗产，14项

文化景观，3项混合遗产，2项

自然遗产，7项

文化遗产，17项

专题/Special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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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产申报项目地区分布上，2022年欧洲及北

美地区有11项遗产申报，亚太地区有9项，非洲地

区有4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有1项④，阿拉伯地

区未有申报项目。2023年欧洲及北美地区有11项

申报，亚太地区有7项，非洲地区有3项，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地区有3项，阿拉伯地区有2项（图14）。与

往届情况类似，申报项目仍主要来自欧洲及北美地

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2区域数量占到总量的80%

（2022年）和70%（2023年）。非洲地区、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地区、阿拉伯国家平均起来每区每年申

报的数量仅为2项，可见地区分布的不均衡现象依旧

明显。

本届申报项目的评估，无论是自然遗产或文化遗

产，咨询机构的评估意见均给予了较高的通过率，仅

1项遗产被建议不予列入（N）。2022年和2023年分

别推荐16项（67%）和15项（58%）遗产列入，这一

比例高于往年（图15、图16）。其中埃塞俄比亚的盖

德奥文化景观（The Gedeo Cultural Landscape）

在推荐列入的同时建议列入《濒危名录》。本届会

议申报项目中出现6项（占12%）往届会议审议未通

过、重新提交的项目，其中5项获得咨询机构推荐列

入，仅奥扎拉-科科阿森林高地（Forest Massif of 

Odzala-Kokoua）因保存现状和保护管理机制尚存

在问题而被咨询机构评估为“推迟申报”（D）。不过，

针对咨询机构的评估，委员会依旧大幅修改了咨询建

议，最终仅有3项申报项目未成功列入，盖德奥文化

景观成功列入而未被列入濒危名录，往届重新提交项

目均全部成功列入。

12

9

6

3

0

数
量

/项

图例

图例

12

9

6

3

0

数
量

/项

地区

（b）2023年

图14   2022年和2023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的地区分布与
列入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地区

（a）2022年 图15   2022年新申报与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咨询机构
评估与最终决议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a）评估结论 （b）最终决议

图例

图16   2023年新申报与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咨询机构
评估与最终决议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a）评估结论 （b）最终决议

图例

④   含有1处跨地区申报项目：希尔卡尼亚森林（Hyrcanian Forests），阿塞拜疆、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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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标准的使用方面，文化遗产最常用为标准

（iv）（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和标准

（iii）（文明或文化传统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图17）；

而自然遗产常用的为标准（x）（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的栖息地）（图18）。标准使用的频率与每年申报的

遗产类型与价值特征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申报遗产的特点。而针对缔约国价值标准的阐述，咨

询机构的评估均给予了约一半的通过率，文化遗产中

标准（iii）(iv)（v）的通过率较高（图19），而自然遗

产中标准（vii）(ix)通过率较高（图20）。若价值阐释

不被认可，将直接导致咨询机构质疑遗产地的完整性

或真实性，导致项目评估结果为“重报”（D）或更差。

前文谈及，本届会议咨询机构给予的评估是相对宽松

的，例如阿巴赫·塔卡利克国家考古公园（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Tak＇alik Ab＇aj）、波斯商

队驿站（The Persian Caravanserai）等项目在价

图17   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在缔约国申报、评估认可和列入时的使用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18   自然遗产价值标准在缔约国申报、评估认可和列入时的使用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19   文化遗产价值标准阐释得到咨询认可的比例（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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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阐释没有被认可的前提下，仍得到了“补报”（R）

的评估结果。最终，委员会通过修订决议草案修订价

值标准的表述，帮助8项（16%）遗产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或完成重大边界修订。

世界遗产真实性、完整性、边界评估属于遗产突

出普遍价值评估的一部分，因涉及价值与遗产构成要

素之间的支撑关系，不过真实性、完整性、边界也是遗

产保护状况的整体性反映，故这里与保护管理状况的

评价指标放在一起讨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情况的

评估主要是评价遗产法律保护（protection）、管理

（management）和 保 护 措 施（conservation)等 方

面状况，评价的等级可分为3类：符合、部分符合和不

符合（或现阶段尚无法证实）。

2022年和2023年申报项目在保护管理状况评

估中基本反映出相似的特点。2年中平均每年符合

完整性标准的项目约为64%，文化遗产符合真实性

标准的约为65.5%，遗产区划边界符合要求的均为

54%，法律保护（本项评估更关注法律法规对遗产本

体的保护）符合要求的约56%，管理体系符合要求均

为38%，而整体保护（本项评估更关注记录、保护措施

的实施和监测体系的综合实施效果）符合要求的约

为39.5%（图21、图22）。这样的保护管理现状距离

图21   2022年新申报和重大边界修订项目保护管理评估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20   自然遗产价值标准阐释得到咨询认可的比例（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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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边界（b）真实性（仅适用于文化遗产和
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

（a）完整性

（d）法律保护 （e）管理 （f）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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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地应为保护管理最佳时间的理想目标仍

有差距，也显示出申遗成功后遗产地仍有大量保护

与管理工作亟待完善，这一要求也反映在决议草案

对缔约国的要求之中。

3.2   热点关注：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终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8年，由法国和比利时联合申报的项目第一

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Funeral and 

memorial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引发了

世界遗产领域对与近期冲突事件相关遗产地价值的

反思。当年ICOMOS并未给予遗产地明确的评估意

见，决议（42 COM 8 B.24）[9]要求该项目推迟审议，

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和ICOMOS就“与近期冲突记忆

相 关 的 遗 产”（sites associated with memories 

of recent conflicts）开展专题研究和讨论。

2023年1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特别会议

就该主题遗产进行了专题审议，决议（WHC/23/18.

EXT.COM/4）[10]就相关名词给予了明确定义。“与

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sites  of  memory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中的“近期”

指“20世纪以来发生的事件，众所周知，冲突造成的

记忆本质上具有敏感性，可能超越这一时间框架而持

续数个世纪”。“冲突”则可涵盖“战争、战役、屠杀、

种族灭绝、酷刑、军事占领、自决运动、抵抗运动、摆

脱殖民、种族隔离和占领的解放运动、流亡、驱逐和

大规模侵犯人权、可能影响国家领土完整等事件或行

动”。记忆遗产或纪念地（site of memory）是指“某

个国家、人民（或至少是部分人民）或社区想要记住

的事件发生地。（它们是）具有物质遗存的特定场地，

符合《公约》第1条和第2条，或与其纪念相关的景观

特征，用于纪念这些冲突的受害者。这些场地可供公

众进入或向公众开放，代表对和解、纪念、和平的反

思，必须发挥着教育的作用，用以促进一种和平与对

话的文化”。

事实上，这并不是世界遗产领域首次关注到该

主 题 遗 产。 前 纳 粹 德 国 奥 斯 威 辛-比 克 瑙 集 中 营

（Auschwitz Birkenau，1979）被 认 为 是 该 主 题

图22   2023年新申报和重大边界修订项目保护管理评估情况
（来源：作者自绘）

（c）边界

（d）法律保护 （e）管理 （f）整体保护

图例

（b）真实性（仅适用于文化遗产和
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

（a）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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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首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实例⑤，且决议

（Decision 3 COM XII.46）[11]指出：委员会将该遗

产地作为一项特殊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限制

其他具有相似性质的遗产列入。2020年，ICOMOS

完成的报告《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与世界遗产

公约》[12]指出：这类遗产的价值阐释容易受到民族主

义思想的影响，而使之与《公约》促进全球和平的目

标和宗旨发生根本性矛盾，由此建议这类遗产尝试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其他项目或其他国际组织项

目，如世界记忆、良知之地等。

不过，这样的认识显然未得到多数缔约国的认

可。经过2022— 2023年年初由缔约国代表构成的

开放工作组为期半年的讨论，工作组建议解除对该主

题项目申报的“禁令”，使之可以按照当前程序进行

申报并接受评估。不过，工作组也重申，没有什么申

报项目可以凌驾于《公约》及其可信度之上，具有突

出普遍价值依旧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先决条件，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都有

资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理论层面，近期冲突事件是一种客观事实，与

之相关的纪念地是可以具有积极意义的—对负面事

件的反思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平的意义，珍

视和平的来之不易。由此，我们不应全面否定这类遗

产的价值与意义，不过，的确需要极为慎重地对待这

类遗产的价值阐释。针对具体遗产而言，我们可能

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其价值认知的共识，不

同群体对价值的认识存在矛盾。由此，一种可能性

是，在现阶段遗产地尚无法形成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

性价值，也就无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一种可能

性在于，咨询机构无法对这类遗产建立具有普遍适用

性的价值评估标准，这就为评估工作在执行层面的客

观性带来诸多挑战。本届会议3项该主题遗产申报与

评估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未来相似的案例提供

借鉴[13]。

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曾经的秘密拘留、折

磨与处决地，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处外观朴实

⑤   根据ICOMOS报告《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与世界遗产公约》（2020年）中指出《世界遗产名录》中现仅有4项该主题遗产，分别为：

 ①波兰，前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Auschwitz Birkenau），标准(vi)，1979年列入；②波兰，华沙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 

 of Warsaw），标准(ii)(vi)，1980年列入；③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Hiroshima Peace Memorial），标准(vi)，1996年列入；④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旧城和旧桥地区（Old Bridge Area of the Old City of Mostar），标准(vi)，2005年列入。

的历史建筑，曾被用于海军机械学院（ESMA）军官

宿舍。在1976— 1983年的短暂时间中，这里成为拉

丁美洲独裁政权秘密绑架、囚禁、折磨和迫害左翼、共

产主义反对者的场所，共有5 000多人在此遇害。而

“ESMA”也成为代表失踪并强迫劳动行为的词汇，

具有象征性意义（图23）。缔约国以标准（iii）（vi）

提出申报。标准（vi）强调，遗产地与20世纪70—

80年代独裁政权实施对反对者和异议者的非法镇压

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事件在全球政治秩序形成对立

世界观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而标准

（iii）则指出遗产地见证了以系统暴力夺取和维系政

权的“传统”。ICOMOS的评估认可标准（vi），认为：

该遗产地是“使反对者强迫失踪的国家主导恐怖主

义的象征”；而未接受标准（iii）的阐述，认为其不符

（b）内部

图23   ESMA博物馆（来源：文献[14]）

（a）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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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约》对该标准的定义。而在保护管理状况的评

估中，ICOMOS对其完整性、真实性和保护管理状况

给予积极评价，并重点评估了遗产地作为纪念场所

的价值阐释和使用方式。决议草案建议，遗产地扩

展ESMA作为博物馆的概念，在价值阐释中重点介

绍这一悲剧产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并建议应将所

有旅游设施布置于博物馆之外，使博物馆仅用于教

育和回忆功能。ICOMOS推荐将其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I）。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是一

项由139处不同规模、形式、埋葬不同身份人群的墓

地与纪念碑构成的跨境系列遗产，位于比利时北部和

法国东部之间，1914—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

沿线。缔约国以标准（iii）（iv）（vi）提出申报。标

准（iii）指出，遗产地确立了一种个人独立埋葬并尊

重战斗阵亡人员的原则，这种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墓地系统而大规模地得以实施；标准（iv）强

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重大伤亡而形成了一种

新的埋葬建筑、装饰和景观类型；标准（vi）则关注于

这些遗产的纪念意义及延续至今持续的参观纪念活

动。ICOMOS的评估否定了标准（iii）的阐述，认为

如果重新修订价值阐述，将其更关注于墓葬，则遗产

地具有符合标准（iv）（vi）的潜质。鉴于遗产价值

阐述与构成认定存在较大问题，ICOMOS认为遗产

的完整性、真实性、边界划定均存在较大问题，建议遗

产“补充申报”（R）。

种族大屠杀纪念地：恩亚玛塔、穆拉姆比、吉索

兹和比塞塞罗，与1994年4— 7月间武装民兵对图西

人、胡图人和特瓦人的种族大屠杀直接相关。遗产

地由4处要素组成，其中：2处是屠杀现场，包括位于

尼亚马塔山（Nyamata）的天主教堂（图24）和穆拉

比山（Murambi）的一所技术学校；另2处为纪念受

害者的场所，包括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吉索齐山

（Gisozi）的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碑，建于1999年，

埋葬了约25万名受害者及比塞塞罗山（Bisesero）

的纪念碑（图25），建于1998年。缔约国以标准(iii)

(vi)提出申报。标准（iii）指出，系列纪念地见证了人

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象征着一个极端主义的国家实

施种族灭绝的过程；标准（vi）强调，纪念地与种族灭

绝期间的大屠杀直接相关，是回忆该事件的纪念地，

同时也是团结与和解的象征，是和平与宽容最终胜利

的象征，对后世具有警示作用。ICOMOS的评估认

为：需要全面研究种族灭绝的语境、历史背景和后果，

以确定事件的全球意义，由此明确构成要素选择的理

由；与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的评估意见相似，标准

（iii）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而标准（vi）则可能得到

证实，不过现阶段尚未得到证明。由于对遗产地价值

标准的阐释和构成要素的选择存有异议，ICOMOS

认为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也不符合要求，建议“推

图24   尼亚马塔山天主教堂（来源：文献[15]）

（a）比塞塞罗纪念地

（b）比塞塞罗纪念碑

图25   比塞塞罗山（来源：文献[15]）

专题/Special Theme



17  

2024年6月 第9卷 第3期 Vol.9 No.3 Jun.2024

迟申报”（D）。

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为本次会议中首个接受

委员会审议的记忆遗产，项目未展开激烈的讨论即

被顺利列入，决议草案也被原文采纳。其他2处记忆

遗产也未经历太多阻力即被列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以标准（iii）（iv）（vi）列

入，而种族大屠杀纪念地以标准（vi）列入。决议要

求前者对部分构成要素调整边界，加强管理中的跨国

协作，制定总体性的阐释策略（Decision 45 COM 

8B.52）。决议建议后者，绘制吉索齐山和比塞塞罗

山主要遗产价值载体的地图，对系列遗产的价值载体

进行记录，更新管理规划，建立监测系统（Decision 

45 COM 8B.51）[16]。随着这3项遗产顺利列入，关

于近期冲突记忆遗产引发的讨论也告一段落，如何从

《世界遗产公约》所倡导的促进和平与对话的视角展

开遗产价值的阐述，成为这类遗产是否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潜质的重要评判标准，而如何将其价值以展示与

利用手段传递给公众，则成为遗产保护管理中需要谨

慎应对的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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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申报项目评估与决议情况

附录A

序
号

申报国家 项目名称 审议时间 遗产类型 列入标准
咨询机
构建议

决议

1 刚果
奥扎拉-科科阿森林高地
（Forest Massif of Odzala-Kokoua）

2022年 自然 (ix)(x) D I

2 法国
培雷山和马提尼克北部山峰的火山和森林
（Volcanoes and Forests of Mount Pelée and 
the Pitons of Northern Martinique）

2022年 自然 (viii)(x) D I

3
阿塞拜疆、
伊朗

希尔卡尼亚森林（Hyrcanian Forests） 2022年 自然 (ix) OK OK

4 马达加斯加 安德列发那干旱森林（Andrefana Dry Forests） 2022年 自然
(vii)(ix)
(x)

OK OK

5 越南
下龙湾-吉婆群岛
（Ha Long Bay-Cat Ba Archipelago）

2022年 自然 (vii)(viii) D OK

6 柬埔寨
贡开：林迦之城或铁木树之城的考古遗址
（Koh Ker: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cient Lingapura or Chok Gargyar）

2022年 文化 (ii)(iv) I I

7 加拿大 克朗代克（Tr＇ond k-Klondike） 2022年 文化 (iv) I I

8 中国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 of Old Tea Forests of 
the Jingmai Mountain in Pu＇er）

2022年 文化 (iii)(v) I I

9 捷克
扎泰茨及萨兹啤酒花景观
（ atec and the Landscape of Saaz Hops）

2022年 文化
(iii)(iv)
(v)

I I

10 丹麦
维京时代的环形堡垒群
（Viking-Age Ring Fortresses）

2022年 文化 (iii)(iv) I I

11 埃塞俄比亚
盖德奥文化景观
（The Gedeo Cultural Landscape）

2022年 文化 (iii)(v) I I

12 德国
埃尔福特的中世纪犹太人遗产
（Jewish-Medieval Heritage of Erfurt）

2022年 文化 (iv) I I

13 危地马拉
阿巴赫·塔卡利克国家考古公园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Tak＇alik Ab＇aj）

2022年 文化 (ii)(iii) R I

14 印度 桑地尼克坦（寂乡）（Santiniketan） 2022年 文化 (iv)(vi) I I

15 伊朗 波斯商队驿站（The Persian Caravanserai） 2022年 文化 (ii)(iii) R I

16 拉脱维亚 库尔迪加古镇（Old Town of Kuldīga） 2022年 文化 (v) I I

17 立陶宛
现代主义的考那斯：1919—1939年的乐观主义建筑
（Modernist Kaunas: Architecture of
Optimism, 1919—1939年）

2022年 文化 (iv) D I

18 蒙古
鹿石遗迹及相关青铜时代遗址（Deer Stone 
Monuments and Related Sites of Bronze Age）

2022年 文化 (i)(iii) I I

19 韩国 伽耶古墓群（Gaya Tumuli） 2022年 文化 (ii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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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国家 项目名称 审议时间 遗产类型 列入标准
咨询机
构建议

决议

20 俄罗斯
戈罗霍韦茨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er of Gorokhovets）

2022年 文化 D D

21 西班牙
梅诺卡岛塔雷奥帝克史诗遗址
（Prehistoric Sites of Talayotic Menorca）

2022年 文化 (iii)(iv) I I 

22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丝绸之路：扎拉夫尚-卡拉库姆廊道
（Silk Roads: Zarafshan-Karakum Corridor）

2022年 文化 (ii)(iii)(v) I I 

23 土耳其 戈尔迪翁遗址（Gordion） 2022年 文化 (iii) I I 

24 贝宁
古帕玛库，巴塔马利巴人之地
（Koutammakou, the Land of the Batammariba）

2022年 文化 (v)(vi) R OK

25 加拿大 安蒂科斯蒂岛（Anticosti） 2023年 自然 (viii) I I

26 埃塞俄比亚 巴莱山国家公园（Bal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2023年 自然 (vii)(x) I I

27 意大利
亚平宁山脉北部的蒸发岩喀斯特与洞穴（Evaporitic 
Karst and Caves on Northern Apennines）

2023年 自然 (viii) R I

28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图兰的冷冬沙漠（Cold Winter Deserts of Turan） 2023年 自然 (ix)(x) I I

29 卢旺达 尼温圭国家公园（Nyungwe National Park） 2023年 自然 (x) R I

30 沙特阿拉伯
乌鲁克·巴尼·马阿里德保护区
（＇Uruq Bani Ma＇arid）

2023年 自然 (vii)(ix) I I

31 塔吉克斯坦
虎谷自然保护区的托喀依林（Tugay Forests of the 
Tigrovaya Balka Nature Reserve）

2023年 自然 (ix) I I

32 希腊 扎戈里文化景观（Zagori Cultural Landscape） 2023年 混合 (v) D I

33 蒙古
蒙古阿尔泰高地
（Highlands of the Mongolian Altai）

2023年 混合 D D

34 阿塞拜疆
希纳卢格人文化景观及“克奇约卢”移牧之路
（Cultural Landscape of Khinalig People and 
“K  Yolu” Transhumance Route）

2023年 文化 (iii)(v) I I

35 法国
尼姆的方形神殿
（The Maison Carrée of N mes）

2023年 文化 (iv) I I

36 印度
曷萨拉王朝时期的神庙群
（Sacred Ensembles of the Hoysalas）

2023年 文化 (i)(ii)(iv) R I

37 印度尼西亚
日惹的宇宙哲学轴线及其历史地标
（The Cosmological Axis of Yogyakarta and
Its Historic Landmarks）

2023年 文化 (ii)(iii) I I

表A（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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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国家 项目名称 审议时间 遗产类型 列入标准
咨询机
构建议

决议

38 伊朗
马苏莱文化景观（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Masouleh）

2023年 文化 N D 

39 荷兰
王立艾瑟·艾辛哈天文馆（Eisinga Planetarium in 
Franeker）

2023年 文化 (iv) I I

40 巴勒斯坦
古耶利哥/苏丹之丘遗址
（Ancient Jericho/Tell es Sultan）

2023年 文化 (iii)(iv) I I

41 葡萄牙
吉马良斯历史中心与库罗斯区（Historic Centre of 
Guimar es and Couros Zone）

2023年 文化 (ii)(iii)(iv) OK OK

42 俄罗斯
喀山联邦大学天文台（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of Kazan Federal University）

2023年 文化 (ii)(iv) D I

43 苏南里
犹太人的萨瓦内考古遗址（Jodensavanne 
Archaeological Site: Jodensavanne Settlement 
and Cassipora Creek Cemetery）

2023年 文化 (iii) I I

44 泰国
西贴古镇及其相关的陀罗钵地古迹
（The Ancient Town of Si Thep and
Its Associated Dvaravati Monuments）

2023年 文化 (ii)(iii) I I

45 突尼斯
杰尔巴岛，岛屿区域聚落形态的见证
（Djerba: Testimony to a Settlement Pattern in 
an Island Territory）

2023年 文化 (v) R I

46 土耳其
中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木制多柱式清真寺（Wooden 
Hypostyle Mosques of Medieval Anatolia）

2023年 文化 (ii)(iv) R I

47 美国
霍普韦尔仪式用土方工程
（Hopewell Ceremonial Earthworks）

2023年 文化 (i)(iii) I I

48 阿根廷

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曾经的秘密拘留、折磨与
处决地（ESMA Museum and Site of Memory 
Former Clandestine Center of Detention, 
Torture and Extermination）

2023年 文化 (vi) I I

49 比利时、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墓地和纪念地
（Funerary and Memory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ern Front））

2023年 文化
(iii)(iv)
(vi)

R I

50 卢旺达
种族大屠杀纪念地
（Memorial Sites of the Genocide:
Nyamata, Murambi, Gisozi and Bisesero）

2023年 文化 (vi) D I

表A（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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