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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神秘遗产（演示版） 

1. 世界遗产数据 

第 1 章要求提供关于遗产的基本数据（名称、列入年份、地理坐标、地图、社交媒体形

象）的信息，或确认现有信息，同时也搜集关于参与编写报告第一部分的组织或实体的信

息。 

1.1.  世界遗产名称 

请注意，对问题 1.1 至 1.4 中预先填好的数据的任何变更，需经世界遗产中心和/或相关

咨询机构审查，并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关于所需遵循的过程的建议，见《操作指

南》。第一步是通知世界遗产中心。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请注意，对问题 1.1 至 1.4 中预先填好的数据的任何变更，需经世界遗产中心和/或相关

咨询机构审查，并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关于所需遵循的过程的建议，见《操作指

南》。第一步是通知世界遗产中心。 

1.2.  世界遗产详细描述 

这一问题已利用世界遗产中心数据库中保留的基本数据而预先填好。它包括的信息有缔

约国名称、遗产类型、世界遗产标识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年份，且如果适用的

话，还包括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和从中移除的年份等。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这一问题已利用世界遗产中心数据库中保留的基本数据而预先填好。它包括的信息有缔

约国名称、遗产类型、世界遗产标识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年份，且如果适用的

话，还包括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和从中移除的年份等。 

1.3.  地理信息表 

该表记录了以公顷为单位的遗产面积信息，并且，如果适用的话，还记录了世界遗产委员

会所列入的缓冲区的面积信息。对于系列遗址，该表记录了遗产每一组成部分的详细描

述。该表也记录了世界遗产中心所保留的遗产地理坐标信息，这样就能够将精确位置记录

在世界地图上。 

 

坐标格式为纬度（即度、分、秒）和经度（即度、分、秒）。 

提交边界修改要求的程序和截止期限在《操作指南》第 163-165 段中作了概述。 

 

关键术语 
 

地理信息表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请注意，对这一信息的任何变更需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提交边界修改要求的程序和

截止期限在《操作指南》第 163-165 段中作了概述： 

“163. 微调是指既对遗产的范围不产生重大影响, 又不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改动。 

164. 如某缔约国要求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边界进行细微调整，可于 2 月 1 日

以前通过秘书处向委员会递交申请。在征询相关咨询机构的意见之后，委员会或批准该申

请，或认定边界修改过大，足以构成重大边界修改，在后一种情况下适用新申报程序。 

165. 如某缔约国提出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边界进行重大修改，该缔约国应将

其视为新申报并提交申请。新的申报材料应于 2 月 1 日以前递交，并根据第 168 段所列程

序和时间表接受周期为一年半的评估。该规定同时适用于对遗产边界的扩大和缩小。” 
 

另请见《操作指南》 附件 11（对世界遗产的修改）。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1.4. 地图 

所有地图必须以公函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要提供两个打印副本（如为混合遗产，则为三

个）和一个电子版本。地图的电子版本需为.jpg 或.pdf 格式。 

为确保有足够高的质量，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的地图应包括以下要求： 

合适的类型：为地籍或地形图，根据遗产的大小来显示；对于系列遗产，可能有必

要提供多个地图。提供的地图比例应尽可能大和实用，以清晰辨认如周边聚落、建筑和道

路等地形要素，以对遗产范围内或邻近或位于遗产边界上的开发计划对遗产地的影响有清

晰的评估； 

遗产列入时的清晰界定：显示世界遗产的边界（而非位置）。请确保边界是遗产列

入时的边界。对遗址参数的任何修改必须通过边界修改过程（请参阅《实施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第 163-165 段）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 

边界线条的宽度：对地图上的边界线条的宽度需极其谨慎地处理，因为使用粗线或

会导致对遗产地边界的辨认模糊； 

图解比例尺：仅提到数字比例尺（即“比例尺 1：10000”）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图解

比例尺； 

清晰标注的坐标格网：可如此替代坐标格网：指出地图上至少四个点的坐标。需指

出坐标系（WGS84、UTM 等）； 

指向标：必须指出北方； 

图例：图例必须参阅“世界遗产边界”，并且，如果相关的话，必须参阅“世界遗产缓

冲区”。应避免任何其他定义，比如 “保护区”或“A区，B 区，C 区”； 

语言：地图上显示的标题、图例和主要地名必须为英文或法文； 

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应在地图上标出列入遗产及其缓冲区（如果相关的话）的

以公顷为单位的面积。请注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的世界遗产的边界的任何修改，需

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 

请注意，秘书处始终乐意审查任何地图草图。这些地图草图可以电子版形式直接发送给

世界遗产中心。 

请注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列入的世界遗产边界的任何修改需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 163-165 段指出了提交这一变更的程序和截止期限： 

 

“163. 微调是指对遗产的范围不产生重大影响, 且不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改动。 

164. 如某缔约国要求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边界进行细微调整，可于 2 月 1 日

之前通过秘书处向委员会递交申请。在征询相关咨询机构的意见之后，委员会或批准该申

请，或认定边界修改过大，足以构成重大边界修改，在后一种情况下适用新申报程序。 



 165.如某缔约国提出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边界进行重大修改，该缔约国应将

其视为新的遗产申报并提交申请。新的申报材料应于 2 月 1 日以前递交，并根据 168. 段所

列程序和时间表接受周期为一年半的评估。该规定同时适用于对遗产边界的扩大和缩小。  

 

关键术语 
 

地图，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上表包含世界遗产中心数据库中现在已有的地图的链接。 

一张高质量地图是妥善保存一项世界遗产的一个基本前提。 

 

1978–1998 年间列入的世界遗产的地图曾在 2004 年发布的《回顾性目录》的框架内加以审

查。各相关缔约国曾被要求必要时提供边界说明。迄今为止，有些边界说明仍有待给出，

且已将催函发给各相关缔约国。 

 

2007 年至今列入的遗产的地图已经过 2005 年 2 月 2 日生效的《操作指南》修订版本中正

式规定的《申报完整性检查》。 

 

但是，1999–2006 年间列入的遗产的地图未曾经过上述两个程序中的任何一个，即《回顾

性目录》或《完整性检查》。因此，可能仍需要对这些遗产的现有文件作些改善。因此，

为确保尽可能最好地保存遗产，我们会十分感谢您配合我们确认 1999-2006 年间列入的世

界遗产的地图，并且必要时确保制作一张显示世界遗产列入时的边界和缓冲区的新地图。 

1.5.  遗产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数据（如果适用的话）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记录了世界遗产所有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页面（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eibo 等）的

URL。请提供最新的网址。 

2.  保护世界遗产的其他公约/方案（如果适用的话） 

第 2 章搜集的信息有关结合涉及该项遗产的其他公约和方案（UNESCO 及其他）以及这些

公约和方案之间的现有合作和整合程度的信息（适用时）。 

2.1. 显示您的世界遗产（整体或部分）是预先填好的下表中显示的公约/

方案所指定并/或保护的记录。请检查，并在必要时修改。 

如果所列公约/方案没有指定您的遗产或者这些公约/方案不适用于您的遗产，那么将会勾

选右边那一栏。 

 

世界遗产委员会鼓励《世界遗产公约》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保存相关的其他公约和

方案之间在国内和国际的增强合作、协调和信息分享。 

 

关键术语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受特殊保护文化遗产国际名录 

受增强保护文化遗产名录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拉姆萨尔名录） 

保护和管理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UNESCO 人与生物圈计划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 

世界遗产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 

 
  该 项 世 界 遗 产

（整体或部分）

是本公约/方案所

指定和/或保护的 

该项世界遗产（整

体或部分）不是本

公约 /方案所指定

和/或保护的 

2.1.1.  受特殊保护文化遗产国际名录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

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2.1.2.  受增强保护文化遗产名录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

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 

  

2.1.3.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拉姆萨尔名录）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

约）） 

  

2.1.4.  生物圈保护区世界网络 

人与生物圈（MAB）方案 

  

2.1.5.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网 

  

2.2. 必要时请提供对 2.1 的解释 

 

 

 

2.3. 贵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否打算在未来三年内，要求为该项世界遗产提

供《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

定书项下的增强保护（如果相关的话）？ 

关键术语 
 

增强保护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3.1.  不适用  

2.3.2.  否  

2.3.3.  是  

 

注：请注意，给出的答案没有约束力 

2.4. 如果相关的话，贵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否打算在未来三年内，指定该

项世界遗产的全部或一部分，以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拉姆萨

尔名录）？ 

关键术语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拉姆萨尔名录） 
 

拉姆萨尔名录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4.1.  不适用  

2.4.2.  否  

2.4.3.  是  

注：请注意，给出的答案没有约束力 

2.5. 贵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否打算在未来三年内，将该项世界遗产的全部

或一部分指定为一个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如果相关的话）？ 

关键术语 
 

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方案）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5.1.  不适用  

2.5.2.  否  

2.5.3.  是  

注：请注意，给出的答案没有约束力 

2.6. 贵国国家权力机关是否打算在未来三年内，申请将该项世界遗产的

全部或一部分指定为一个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如果相关的

话）？ 

关键术语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6.1.  不适用  

2.6.2.  否  

2.6.3.  是  

2.7. 请指出不同公约/方案项下的保护身份之间在遗产层面的合作水平  

如果该项遗产是在部级/当地权力机关层级进行管理的，请在解释方框中指出传播水平。 
 

关键术语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 

遗址管理者 

UNESCO 人与生物圈计划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网 

 

2.7.1.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  

1. 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没有联系。  

2.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偶尔会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3.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定期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还管理该项目/计划。  

2.7.2.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  

1. 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没有联系。  

2.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偶尔会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3.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定期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还管理该项目/计划。  

2.7.3.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1. 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没有联系。  

2.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偶尔会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3.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定期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还管理该项目/计划。  

2.7.4.  UNESCO 人与生物圈计划  

1. 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没有联系。  

2.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偶尔会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3.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定期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还管理该项目/计划。  

2.7.5.  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网  

1. 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没有联系。  

2.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偶尔会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3.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定期与该项目/计划的联络点进行沟通。  

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还管理该项目/计划。  

 

注 

《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

公约）；《1954 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遗址管理

者；UNESCO 人与生物圈计划；UNESCO 世界地质公园网。 

2.8. 请增加对与其他保护身份/方案的合作的任何进一步解释 

 
 



 
 
 
 

2.9. 您知道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与该项世界遗产相

关的任何要素吗？ 

关键术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9.1 不知道  

2.9.2 否  

2.9.3 是  
 

2.10. 请列出您所知道的、与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而列入的

世界遗产相关的任何要素  

 

关键术语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 

 
 
 
 
 
 



2.11. 您知道《世界记忆计划》所列的与该项世界遗产相关的任何文献

遗产吗？ 

关键术语 
 

文献遗产 
 

《世界记忆计划》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2.11.1 不知道  

2.11.2 否  

2.11.3 是  

 

2.12. 请列出您所知道的《世界记忆计划》所列的与该项世界遗产相关

的任何文献遗产。 

 

关键术语 
 

文献遗产 
 

《世界记忆计划》 

世界遗产 
 
 
 
 
 

3.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第 3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突出普遍价值（OUV）载体、它们的现状以及自上一轮定期报告

以来所呈现状况的趋势。 

 

突出普遍价值是世界遗产的根本基础，并且是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 
 

突出普遍价值的定义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 49 段被表述为“罕见的、超

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文化和/或自然价值。

因此，该项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 

 

阐释突出普遍价值并将之用于实践常常是困难的，但它始终是世界遗产理念的核心。 

file:///D:/wwwroot/en/guidelines/


 

每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应具有一份列入时或回顾时世界遗产委员会所通过的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该声明包括遗产被列入所遵循的标准，包括对完整性的条件的

评估，且如果是文化和混合遗产，还包括真实性。关于遗产的管理和保护的那一节应也

作为《突出普遍价值声明》的一部分。 

 

请注意，对该声明内容的任何变更，需经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更具体地说，按照《操

作指南》第 155 段的规定，经与缔约国磋商，并在相关咨询机构的审核下，世界遗产委

员会可以对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声明》中的保护与管理部分进行更新。更新可以在定

期报告公布之后，或应要求于任一届委员会会议上执行。如果委员会决议变更遗产名

称、微调遗产边界，则世界遗产中心将随之对《突出的普遍价值声明》自动更新。该中

心还将更正任何事实错误。 

 

对于较小的问题，比如突出普遍价值文本内的语法或打字错误，请联系世界遗产中心联

系我们。 

3.1. 世界遗产委员会所通过的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关键术语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世界遗产委员会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请注意，对声明内容的任何更改均需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准。更具体而言，根据操
作指南第 155 段，世界遗产委员会可在与缔约国协商后更新该声明的保护和管理部分，

并由咨询机构进一步审查。可以根据定期报告周期的结果定期进行此类更新，也可以根

据需要在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上进行。 世界遗产中心将自动更新杰出的普遍价值声明，以

随委员会随后就财产名称的更改以及由于微小的边界变更而导致的面积变化而做出的进

一步决定。中心还将纠正任何事实错误。 

 

对于 OUV 文字中的语法或印刷错误等小问题，请联系世界遗产中心。 



3.2. 请列出您的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关键载体，并对它们的状况作

出评估。原则上建议聚焦于大约五个关键价值载体（总共不超过

15 个）。 

价值载体的识别 
 

价值载体（如果是自然遗产的话，更常见的说法是特征）是指体现和显示一项遗产的突

出普遍价值（OUV）的那些要素、过程或特征。识别和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理解突出

普遍价值并因而确保合适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的关键。价值载体应作为保护和管理的核

心。因此，应当为世界遗产《定期报告》确定价值载体，这一点非常重要。 

 

每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或是在对列入更早的遗产进行回顾时，世界遗产委员

会会通过一份《突出普遍价值声明》（SOUV）。该声明是未来管理的基准，并且概述

了突出普遍价值的载体。 

 

在每一份《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会在具体性和综述之间寻求平衡。对每项遗产的价

值载体，包括它们所包含的要素、它们在遗产内部的分布以及它们与周边环境或更广阔

的环境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识别，是基础扎实且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的关键：缺乏对

价值载体清晰而详细的理解可能会损害管理工作，并在发生灾难时，对恢复过程造成严

重困难。 

 

价值载体可为物理特性或结构，或者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价值载体也可以是影响物理特

性的活动进程，比如塑造独特景观的自然或农业进程、社会安排或文化惯例。对于自然

遗产而言，价值载体可包括景观特点、生境、环境性质的各个方面（比如完整性、较高

的/原始的环境性质）、生境的规模和自然程度，以及野生生物的规模和生存能力。 

对于复杂的遗产，尤其是有着多层特征的文化遗产，比较有用的做法是在地图上标出重

要的价值载体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这一图表可以帮助理解不同价值载体之间的关

系，同时也可以重点标注出冲突或管理问题。 

 

这种详细分析的出发点始终是《突出普遍价值声明》，特别是简要综述、符合标准的理

由以及真实性（仅适用于文化和混合遗产）和完整性声明。第一步是从《突出普遍价值

声明》中提到支持突出普遍价值和该项遗产使用的标准的特性、特征和特点的文字进行

外推。确认价值载体时，有可能比《突出普遍价值声明》更详细。 

 

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完整性决定了价值载体在完整性和无缺憾性（包括关系、动态的功

能和过程）方面，能多好地体现突出普遍价值，而真实性则表明突出普遍价值是通过哪

些价值载体和信息来源而得以真实可信地表现的。 

 

建议的更详细地描述价值载体的第二步包括分析《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提到的价值载

体是由什么组成的，要列出这些要素并在地图上标出它们在遗产内部的位置和密度。 

 



建立价值载体的分级结构，即确定哪些价值载体是体现突出普遍价值的关键，哪些价值

载体可认为是补充性的，可作为理清管理活动的轻重缓急的有用办法。 

 

这里阐明的方法是基于位于澳大利亚汤斯维尔市的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

会珊瑚礁卓越研究中心的 Jon Day 的工作。为使突出普遍价值可操作化，一些世界遗产

已经测试了这个方法，包括大堡礁（澳大利亚）、图巴塔哈群礁自然公园（菲律宾）、

伯利兹堡礁保护区体系（伯利兹）、昆士兰湿热带地区（澳大利亚）、弗雷泽岛（澳大

利亚）、宁格罗海岸（澳大利亚）、挪威西峡湾——盖朗厄尔峡湾和纳柔依峡湾（挪

威）、马提尼克岛的火山和森林地区（《预备名录》，法国）。 

 

更多信息见 IUCN 出版物《让突出的保持非凡：澳大利亚世界遗产的未来》（2013 年） 

 

价值载体是突出普遍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物理特征或包括景观的诸多特征之间的关系

等价值载体的识别，较之于突出普遍价值有时更为一般的定义而言，为遗址管理提供了

更为方便的基础。价值载体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例如寂静）。价值载体应基于并摘录自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突出普遍价值（OUV）载体的状况是一项世界遗产的整体保护状况的一个良好依据。本

问题也试图确定每一价值载体的现状，以及自上一轮定期报告以来那种状况的趋势（那

种状况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 

 

下表中的各个类别可定义如下： 
 

丧失：这一价值载体的大多数方面已经丧失或改变，且已经导致这一价值载体的
价值严重丧失。 

严重受损：这一价值载体的许多方面已经丧失或改变，这导致这一价值载体的价
值明显降低。 

受损：这一价值载体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一些丧失或改变，但它们的整体状况目前
没有对这一价值载体造成持续或重大影响。 

受到保护：这一价值载体基本无缺憾，并且其整体状况是稳定的，或者在改善之
中。 

可获得的证据表明仅存在着对这一价值载体的较小（如果有的话）干扰。 
 

关键术语 

价值载体 
 

价值载体，状况 

价值载体的识别 

突出普遍价值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价值载体的简要识别；受到保护；严重受损；受损；丧失。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54
https://whc.unesco.org/en/list/653
https://whc.unesco.org/en/list/764
https://whc.unesco.org/en/list/630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369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95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95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95
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5881/


 价值载体的简要识别 受到保护 受损 严重受损 丧失 

3.2.1.  建筑     

3.2.2.  装饰元素     

3.2.3.  结构类型     

3.2.4.  建筑材料     

3.2.5.  原创性方面     

3.2.6.  ......     

3.2.7.       

3.2.8.       

3.2.9.       

3.2.10.       

3.2.11.       

3.2.12.       

3.2.13.       

3.2.14.       

3.2.15.       
 

3.3. 与《突出普遍价值声明》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OUV 声明 

 

 

 

 

注 

请使用此框对与上述突出普遍价值声明有关的信息以及关于 OUV 及其属性的总体保存

状态作出任何评论，即解释所提供的回答、所使用的信息来源和/或结论或建议。 

4. 影响遗产的因素 

第 4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当前正在正面和负面地影响遗产的一系列因素，或者是极具可能

地正面和负面地影响遗产的一系列因素。 

这一章为您提供了一份总的清单，编制这份清单是为了确定可能会影响任何类型的世界

遗产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类，分为 13 个标题，然后对这些标题作了简要解

释。每一标题下面有一个因素清单。 

这一系列因素与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数据库中的一系列威胁相似。 

评估的第一步是点击每一因素下面的方框，以指出这一因素与该项遗产是相关还是不相

关。如果报告称某一因素造成了上一定期报告中的一个影响，那么将自动要求您在这一

轮中考虑那个因素。请注意，这一评估同时涉及正面和负面因素。 



如果该因素不是相关的，那么请接着看下一因素；如果该因素是相关的，那么，第二批

评估问题将出现。 

这一评估将问您该因素的影响和起源。如果您的遗产是一个国家或跨国系列遗址，那么

您将可以选择在您为问题 4.15/4.16 给出的答案中，确定哪个（些）组成部分受到了某一

特定因素的影响。 

将会要求您确定该因素的影响是否是正面的和/或负面的；该因素是否是当前存在的和/

或潜在的，以及该因素的起源是否是在遗产内部和/或外部。还将要求您详细说明该因素

是否具有不断减弱的、稳定的或不断增强的影响. 

在因素清单末尾处有机会（问题 4.14）添加对遗产有影响但问题 4.1 至 4.13 中未曾涉及

的任何额外因素。 

反应性监测 如果您的遗产已是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一份保护状况报告的主题，且在

反应性监测过程的框架之内，那么这个链接将会打开世界遗产中心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条目。这将给您关于过去曾严重影响您的遗产、因而被提交给世界遗

产委员会的各种因素的提示。数据库对各种因素的分类与定期报告相同。请注意，随后

将会问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定的后续工作。 

4.1. 建筑和开发 

4.1 中的各个问题是指相对小范围的区域内的土建和开发工程所造成的物理足迹和视觉

影响，而它们当前正在或可能会潜在地影响该项遗产。此类工程可包括新的旅游和娱乐

设施的建造、传统建筑和/或其他遗产的破坏、现代建筑的建造、侵蚀以及环境的恶化

和/或丧失。 

注 - 对于与交通相关的基础设施，请使用下文的（4.2）。 

 

4.1.1. 住宅 

例如 
 

城市高层建筑/城市无计划扩展 

侵蚀/天际线的改变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 商业开发 

例如 
 

摩天大楼 
 

 大型购物中心 

/en/soc
/en/soc
/en/soc
/en/soc


侵蚀/天际线的改变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 工业区 

例如 
 

单个工厂 
 

工业区/园区 
侵蚀/天际线的改变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4. 主要的游客膳宿及相关基础设施 

例如 
 

主要的膳宿及相关基础设施（酒店、餐馆、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 

主要的/永久性的高成本旅游设施（浮码头、防波堤、瞭望台、缆车、小木屋、提

供全套服务的露营区）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5. 解说和参观设施 

例如： 
 

游客解说设施（游客中心、遗址博物馆）的选址和设计 
 

标志 

小径硬化（小径标志） 



问讯台 

较小的野餐设施 

较小的露营区 

系泊处/标志浮标 
 

注 - 对于不存在的游客解说设施，请使用下面的（4.8.6） 

相关 不相关 
 

4.1.6. 必要时，请解释 4.1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2. 交通基础设施 

遗产利用的物理‘足迹’和衍生影响（包括游客交通基础设施） 

 

4.2.1. 地面交通基础设施 

例如： 
 

道路 
 

停车场 

铁路，包括缓和曲线 

交通站 

缆车/缆车铁路 

桥梁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2.2. 地下交通基础设施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2.3. 航空运输基础设施 

例如： 
 

机场 
 

简易机场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2.4. 海上运输基础设施 

例如： 
 

海港和港口设施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2.5. 使用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的影响 

例如： 
 

车道上车辆交通的影响 
 

航线中航运交通的影响 

空中交通的影响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2.6. 必要时，请解释 4.2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3. 服务基础设施 

为能源公用事业（即气、电和水）而进行的涉及基础设施的开发及其他服务要求 

 

4.3.1. 水基础设施 

例如： 
 

水坝 
 

水闸 

水箱 

泵站 

新系统/基础设施的采用 

水力发电基础设施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3.2. 可再生能源设施 

例如： 
 

热能 
 

波能 

太阳能 

风能 

水力发电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3.3. 非再生能源设施 

例如： 
 

核电站 
 

燃煤发电厂 



石油/天然气设施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3.4. 局部公用设施 

例如： 
 

焚烧炉 
 

手机基站  

污水渠工程 

微波/电视/无线电塔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3.5. 主要线性公用设施 

例如： 
 

电力线/缓和曲线 
 

管道 

沟槽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3.6. 必要时，请解释 4.3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4. 污染 

所有类型的污染（住宅或商业污染）以及垃圾、固体废物。 

 

4.4.1. 海洋水污染 

例如： 
 

海洋投弃 
 

舱底污水排放/近海除气 

海洋环境中的固体残骸 

塑料 

工业和农业废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2. 地下水污染 

例如： 
 

溢油/化学溢出物 
 

工业废水 

农业径流 

生活污水/废物 

酸性硫酸盐土 

废水排放 

矿山/尾矿径流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3. 地表水污染 

例如： 
 

酸雨 
 

矿山/尾矿径流 



农业径流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4. 大气污染 

例如： 
 

过量的烟雾或其他大气颗粒物 
 

灰尘 

使用矿物燃料产生的排放物对当地的影响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5. 固体废物 

例如： 
 

矿山尾矿 
 

垃圾 

工业废物  

生活垃圾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6. 多余能量的输入 

例如： 
 

干扰生态系统的热和光的任何输入，包括不适当的城市照明、热污染等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4.7. 必要时，请解释 4.4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5. 生物资源利用/改变 

野生植物和动物（林业、捕鱼、狩猎、采集）的采集/收获以及收获家养物种（森林

培育、农业、水产养殖） 

4.5.1. 捕鱼/采集水产资源 

例如： 
 

用拖网捕鱼 
 

用网捕鱼 

钓线捕鱼 

游乐渔业 

采集/采收渔业 

用鱼叉捕鱼 

副渔获物/偶然捕获问题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2. 水产养殖 

例如： 
 

海洋 
 

淡水养殖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3. 土地转换 

例如： 
 

农业（农作物和牲畜） 
 

农村 

林业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4. 畜牧业/家畜放牧 

例如： 
 

饲养场放牧或牧群放牧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5. 农作物生产 

例如： 
 

深耕 
 

新农作物 

种植农业的强化 

传统农作物  

传统体系 

园艺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6. 商品野生植物采集 

例如： 
 

药物贸易 
 

药用植物 

饲料采集 

盖茅草屋顶 

蘑菇 

块茎植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7. 自给性野生植物采集 

将这一问题用于当地原有的自给性采集和采收，即不为经济效益的采集和采收，例如： 
 

食用植物 
 

药用植物 

饲料采集 

木材采集 

盖茅草屋顶 

蘑菇 

块茎植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8. 商业狩猎 



例如： 
 

丛林肉贸易 
 

有向导的猎物狩猎 

运动狩猎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9. 自给性狩猎 

自给性的、即非为经济效益的狩猎。 

 

用下文的（4.8.3）来指出与当地原有的狩猎、采集和采收特别相关的因素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10. 林业/木材生产 

例如： 
 

商业/大规模伐木业 
 

纸浆生产 

所有营林作业 

恢复/更新  

可持续的木材采收 

木炭生产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5.11. 必要时，请解释 4.5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6. 物理资源开采 

关于非法开采，见第 4.9 点 

 

4.6.1. 采矿 

这同时涉及勘探和/或开采活动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6.2. 采石 

例如： 
 

石 
 

沙 

粒料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6.3. 石油和天然气 

这同时涉及勘探和/或开采活动 
 

例如： 
 

地震活动 
 

钻孔 

高压水砂破裂法/水力压裂法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6.4. 水（开采）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6.5. 必要时，请解释 4.6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7. 影响物理结构的当地条件 

助长遗产地结构的恶化过程的环境或生物因素。因为恶化作用不能归因于单独一个因素，

要考虑所有要素。 

对于大气污染，请使用上文的 4.4.4。 

对于恶劣天气包括洪水，请使用下文的 4.10。 

对于旅游活动，请使用 4.8.6。 

 

4.7.1. 风 

例如： 
 

侵蚀 
 

振动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2. 相对湿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3. 气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4. 辐射/光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5. 灰尘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6. 水（雨水/地下水面）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7. 有害动植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8. 微生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7.9. 必要时，请解释 4.7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8. 遗产的社会/文化利用  

促使遗产地结构特征改变的社会因素。一些利用可能具有正面影响，因为这些利用增强了

某些价值（例如仪式和宗教价值），而其他利用可能会损害先赋价值，并可导致遗产地的

劣化。 

对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影响，请使用上文的 4.1.4 和 4.1.5。对于旅游活动的影响，请使用

4.8.6。 

 

4.8.1. 仪式/宗教利用和相关利用 

例如： 
 

节日/表演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2. 社会对遗产的价值评估  

例如： 



价值的变化导致对遗产资源的新利用 
 

对遗产资源的当前利用的扩充/增加 

互不相容的价值 遗弃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3. 当地原有狩猎、采集和采收 

例如： 
 

捕鱼 
 

狩猎 

采集和采收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4. 传统生活方式和知识体系的变化 

例如： 
 

 与遗产相关的传统知识和风俗的丧失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5. 身份、社会凝聚力、当地人口和社区的变更 

例如： 
 

身份和社会凝聚力的变化 
 

生计的变化 



迁往或迁出遗址 

当地人口和社区的变化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6. 旅游/参观/娱乐的影响 

例如： 
 

解说不合适/不存在 
 

高水平的参观 

在遗址内部/外部增加了小贩 

建立社区支持，可持续的生计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8.7. 必要时，请解释 4.8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9. 其他人类活动 

注 对于对当地社区的影响，请使用上文（4.8） 

 

4.9.1. 非法活动 

例如： 

生物资源的非法开采（即偷猎、非法伐木） 
 

爆破捕鱼、用氰化物捕鱼 

地质资源的非法开采（采矿/化石） 

非法贸易 

非法空间占据 



生物资源的非法开采（即偷猎、非法伐木） 
 

爆破捕鱼、用氰化物捕鱼 

地质资源的非法开采（采矿/化石） 

非法贸易 

非法空间占据 

非法发掘 

违章建筑 

抢劫 

盗窃 

寻宝 

鬼网（废弃的渔具）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2. 对遗产的蓄意破坏  

例如： 
 

蓄意破坏 
 

涂鸦 

有政治动机的行为 

纵火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3. 军事训练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4. 战争 

例如： 
 

武装冲突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5. 恐怖主义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6. 国内动乱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9.7. 必要时，请解释 4.9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10. 气候变化和恶劣天气事件 

4.10.1. 暴风雨 

例如： 
 

龙卷风 
 

飓风/气旋 

大风 



雹害 

雷击 

河流/溪流泛滥 

极端潮汐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2. 洪水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3. 干旱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4. 沙漠化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5. 海水变化 

例如： 
 

当地、地区或全球范围的水流和水循环模式的变化 
 

 pH 值变化 



气温变化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6. 气温变化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7. 其他气候变化影响 

（如果相关的话，请在下面的解释方框中加以详细说明）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0.8. 必要时，请解释 4.10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11. 突发生态或地质事件 

4.11.1. 火山爆发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2. 地震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3. 海啸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4. 雪崩/滑坡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5. 侵蚀和淤积/沉积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6. 火灾（野火） 

例如： 
 

经变更的火使用制度  
 



高影响灭火活动 

雷击 

野火 
 

注： 对于意外火灾（例如丢弃的烟头），请使用 4.14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1.7. 必要时，请解释 4.11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12. 入侵/外来物种或过于丰富的物种 

4.12.1. 迁徙的物种 

例如： 
 

鱼放养 
 

不适当的种植 

外来土壤等 

病原体所致的顶梢枯死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2. 入侵/外来陆生物种 

例如： 
 

杂草 
 

野化家畜 

啮齿动物 

病虫害 

鸟害 



病害/寄生物 

微生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3. 入侵/外来淡水物种 

例如： 
 

杂草 
 

无脊椎动物害 

鱼害 

病害/寄生物 

微生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4. 入侵/外来海洋物种 

例如： 
 

杂草 
 

无脊椎动物害 

鱼害 

病害/寄生物 

微生物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5. 过于丰富的物种 

因生态不平衡而影响生态系统的自然出现的物种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6. 经改造的遗传物质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2.7. 必要时，请解释 4.12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13. 管理和制度因素 

定期报告中的一系列因素与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数据库中的一系列对等的威胁（en/factors/）

是一致的。从上一轮报告时开始，某些因素已经添加到这一部分（管理体制/管理计划、法

律框架、治理、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之中。第 4 章的重点是该因素如何造成（正面和/或

负面）影响，而第 5 章的重点是该影响的结果。 

 

管理就是为实现具体目标而做了什么以及实现那些目标的手段和行动。 

 

4.13.1. 管理体制/管理计划 

 

管理体制/计划 
 

缺乏管理体制/计划 

过时的/不完善的/不完备的管理计划/体系 

管理计划/体系没有得到实施 

缺乏边界；不完善的边界 

file:///D:/wwwroot/en/factors/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2. 法律框架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UNESCO 2013 年）中使用了法律框架的一个较

为宽泛的定义：“文化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可以通过特别为遗产制订的法律来建立，也可

以是为遗产服务的一般法律的附属条例（因此界定起来相对比较难）。有的法律框架可能

整体或部分具有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地位，可能是以社区为主导的集体共识的最新表现形

式，也可能是世代心口相传保留下来的规范 [……] 很多法律框架都有各种各样的起源，在

管理体制的不同层级起作用（比如，联邦宪法、国家法律、地方条例、遗产协议，以及文

化遗产公约和宪章等）。” 

 

关键术语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3. 治理 

关键术语 
 

治理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25839


 

4.13.4. 管理活动 

关键术语 
 

保护和管理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5. 财政资源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6. 人力资源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7. 低影响研究/监测活动 

例如： 
 

游客调查 
 

水样采集 

非提取性调查 

现场调查 
 

关键术语 
 

监测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8. 高影响研究/监测活动 

例如： 
 

利用破坏性技术进行取样 
 

涉及特征或物种去除（即提取）的研究 
 

关键术语 
 

监测 

 

相关 不相关 
 

 影响 原因 趋势 

影响 目前 潜在 内部 外部 下降 平稳 上升 

正面        

负面        

 

4.13.9. 必要时，请解释 4.13 中被选为相关的因素如何负面或正面地影响遗产 

 

 

 

 

4.14. 其他因素 

4.14.1. 其他因素 

这个空白处允许您描述影响您的遗产而未包含在上面的清单之中的最多两个额外因素。 

 
 
 
 
 

 

4.15. 因素汇总表 

这一节是一份自动生成的影响遗产的因素的清单，这份清单总结了上文的评估中指出的

各种影响和起源。 

 

宜审查此表并确认它准确反映了遗产状况。请注意，问题 4.14 中添加的任何额外因素

不会包含在此表之中。 



4.15.1. 因素汇总表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 建筑和开发 

4.1.1 住宅 
      

      

4.1.5 解说和参观设施 
      

      

4.2 交通基础设施 

4.2.1 地面交通基础设施 
      

      

4.3 服务基础设施 

4.3.1 水基础设施 
      

      

4.5 生物资源利用/改变 

4.5.3 土地转换 
      

      

4.7 影响物理结构的当地条件 

4.7.3 气温 
      

      

4.7.4 辐射/光 
      

      

4.7.5 灰尘 
      

      

4.7.6 水（雨水地/下水） 
      

      

4.8 遗产的社会/文化利用 

4.8.6 旅游/参观/娱乐的影响 
      

      

4.10 其他人类活动 

4.10.2 洪水 
      

      

4.10.6 气温变化 
      

      

4.10.7 其他气候变化影响 
      

      

4.13 管理和制度因素 

4.13.1 管理体制/管理计划 
      

      

4.13.2 法律框架 
      

      

4.13.3 治理 
      

      



4.13.4 管理活动 
      

      

4.13.5 财政资源 
      

      

4.13.6 人力资源 
      

      

4.13.7 低影响研究/监测活动 
      

      

图例  当前 潜在 负面  正面 内部 外部 

 

4.16. 当前和潜在正面和负面因素的评估 

当您打开包含已确定的所有负面和正面影响的这一页时，会出现一张自动生成的表。

这些影响可以是当前影响，也可以是潜在影响。对于每一因素，随后会有由六部分组

成的一个评估，该评估讨论的是： 
 

空间尺度：问的是受该因素影响的区域是否是/可能会是有限的（即在任何一个时间

点影响遗产 10% 以下的区域）；局部的（即影响 11-50%的区域）；广泛的（即影响 51-

90%的区域）或普遍的（即影响 91-100%的区域） 

时间尺度：问的是影响的发生，以及影响是否是/可能会是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时常发生的或持续的。 

影响：它评估对体现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载体（见问题 3.1）的影响是否是/可能会是

轻微的；较小的；巨大的或显著的 

管理响应：评估对负面或正面因素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即工作时间、资源、预

算、知识），分为：没有能力和/或资源，较低能力，中等能力或较高能力 

趋势：问的是该趋势在过去 6 年里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负面或正面因素的整体影响

是否正在降低；是稳定的或者正在上升。 

可持续发展：被选择的因素影响是否/是否可能会负面/正面地作用于环境可持续性；

包容性社会开发；包容性经济开发；或者是和平和安全？ 

公认的是，评估当前没有影响遗产的一个因素的潜在影响时，可以作一定程度的推测。 
 

4.16.1. 当前和潜在负面和正面因素的评估 

根据上一个问题的答案自动确定 

 

4.1 建筑和开发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1 住宅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5 解说和参观设施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2 交通基础设施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2.1 地面交通基础设施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3 服务基础设施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3.1 水基础设施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7 影响物理结构的当地条件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7.3 气温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7.4 辐射/光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7.5 灰尘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7.6 水（雨水地/下水）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8 遗产的社会/文化利用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8.6 旅游/参观/娱乐的影响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10 其他人类活动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0.2 洪水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13 管理和制度因素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1 管理体制/管理计划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2 法律框架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3 治理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4 管理活动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5 财政资源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6 人力资源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名称 影响 原因 趋势 

4.13.7 低影响研究/监测活动 
      

      

空间尺度——受影响的区域 

 有限的 

 局部的 

 广泛的 

 普遍的 



时间尺度——影响的发生 

 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 

 间歇性的或时有时无的 

 时常发生的 

 持续的 

影响——价值载体的影响 

 轻微的 

 较小的 

 巨大的 

 显著的 

管理响应——作出响应的管理能力 

 较高能力 

 中等能力 

 较低能力 

 没有能力和/或资源 

趋势——过去 6 年里的发展 

 正在降低 

 稳定的 

 正在上升 

 

 

4.17. 系列列入（国家的或跨国的） 

4.17.1. 如果您的遗产是一个系列列入（国家的或跨国的），请确认该项遗产的哪些组成

部分受到每一因素的影响 

关键术语 
 

影响遗产的因素  

系列列入/系列遗产 

 
 
 
 
 
 

 

4.18. 对下一轮定期报告时的保护状况的预测 

4.18.1. 请预测一下，从现在起大约 6 年后（在下一轮定期报告时），每一价值载体的保

护状况将会是怎样的 

下表中的各个类别可定义如下： 
 



丧失：这一价值载体的大多数方面已经丧失或改变，且已经导致这一价值载体的价

值严重丧失。 

严重受损：这一价值载体的许多方面已经丧失或改变，正导致这一价值载体的价值

明显降低。 

受损：这一价值载体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一些丧失或改变，但它们的整体状况目前没

有对这一价值载体造成持续或重大影响。 

受到保护：这一价值载体基本无缺憾，并且其整体状况是稳定的，或者在改善之

中。 

可获得的证据表明仅存在着对这一价值载体的较小（如果有的话）干扰。 
 

关键术语 
 

价值载体 
 

定期报告活动 

 

 价值载体 受到保护 受损 严重受损 丧失 

4.18.1.1.  建筑     

4.18.1.2.  装饰元素     

4.18.1.3.  结构类型     

4.18.1.4.  建筑材料     

4.18.1.5.  原创性方面     

5. 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第 5 章搜集的信息是关于包括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以及遗产保护、管理和监测的有

效性及遗产自身的突出普遍价值。 

5.1. 边界和缓冲区 

5.1.1. 世界遗产边界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请参阅第 3 章中提及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请指出建议的答案中哪

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遗产的现状。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世界遗产申报筹备手册 》（UNESCO 2011 年第二版）制订了关于世

界遗产边界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可作为将这一问题置于语境中的有用参考： 
 

“遗产范围必须包含符合其完整性条件的所有必要属性，即一组完整无缺憾的反映潜在

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属性； 

遗产边界必须合理正当，能够确认承载遗产价值的特征； 

遗产边界必须根据对遗产地的法律保护和管理清晰划定； 

遗产边界应容易辨认，以便于管理。遗产边界通常都是以地物特征、有时候以其自然特

点为基础确定的。有效确定遗产边界还可以以人为的特点为基础，如道路。而道路通常都

https://whc.unesco.org/en/preparing-world-heritage-nominations/


是与管理相关的最关键的特点。但是，在利用此类特点来确保所划的遗产区域符合其完整

性条件的时候，需要更为谨慎； 

高质量的遗产边界制图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所申报遗产边界的划分（包括分区方案）需要与管理优先次序的确定和

遗产要求联合起来，与利益相关者参与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在遗产边界的划定过程与遗

产的保护、保存和管理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遗产边界的不完善使得难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因为遗产的有些价值载体在边

界之外”意味着有一些价值载体应包含在世界遗产边界之内，但实际上在已确定的边界

之外。 
 

“遗产边界的不完善使得难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意味着体现突出普遍价值的价

值载体实际上在边界之内，但它们由于其他原因（太有限、缺乏缓冲区等）而被认为是

不完善的 

关键术语 
 

价值载体 
 

边界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要回答此问题，请参阅第 3 章中引用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请指出建议的答案中哪项最能

反映遗产的当前状态。 

 

仅勾选一个方框 

5.1.1.1.  遗产边界不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因为遗产的有些价值载体在

边界之外 

 

5.1.1.2.  遗产边界不完善，使得难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1.1.3.  遗产边界没有限制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能力， 但遗产边界可改善  

5.1.1.4.  遗产边界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1.2. 世界遗产边界是否已知且已确定？ 

请指出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多选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了遗产的现状。 

 

关键术语 
 

边界 
 

社区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5.1.2.1.  管理权力机关或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不知道遗产边界  



5.1.2.2.  管理权力机关知道遗产边界，但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不知道  

5.1.2.3.  管理权力机关和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都知道遗产边界  
 

5.1.3. 世界遗产缓冲区是否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世界遗产申报筹备手册 》（UNESCO 2011 年第二版）对缓冲区作了

如下描述： 

 

“每一处世界遗产都需要对遗产范围之外的活动进行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安排，包括它的周

边环境。缓冲区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保护、保存和管理方式。但是，正如在《操作指南》中

规定的，如果存在法律、法规和其它措施对遗产进行保护，使其免受更大范围内的威胁，

那么就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设立缓冲区（第 104 段）。这些措施包括对土地使用规

划或开发规定的认可，或确保保护区域在景观上的连接。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

同的机制。 

 

应当清楚了解到，缓冲区并非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但能对遗产的保护、保存和管理提供

帮助。 

 

[……]缓冲区的特征和价值虽然并不包含在对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范围之内，但也可能

关系到所申报遗产是否符合完整性、真实性以及保护和管理的需要。要考虑到是否已充分

了解遗产的周边环境，因而水到渠成地划定其边界，或者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来确定这

个环境。 

 

影响缓冲区边界的问题包括： 
 

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特点； 
 

遗产的管理要求； 
已知或可预见的威胁或影响的性质； 
构成或反映遗产的重要景观； 
将要划定的缓冲区的现有特点； 
将要划定的缓冲区的所有权、资源利用、管理和保护（包括立法）。 

 

虽然缓冲区并非所列入世界遗产的正式组成部分，但是缓冲区边界在该项遗产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时或在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准进行修改时也会正式登记在案。缓冲区是缔

约国对遗产进行保护、保存和管理的承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缓冲区应纳入整

个遗产管理系统，同时应明确遗产地管理方有权对管理缓冲区的活动提出意见，施加影
响。划定缓冲区的过程给予了各利益相关方了解遗产的重要机会，使他们为了遗产长期的

保护、保存和管理通力合作。” 
 

关键术语 

 

缓冲区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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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缓冲区涉及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并承认的缓冲区。要回答此问题，请同时

参阅第 3 章中提供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声明”。请指出对此问题给出的建议答案中，

哪一项最能反映出该遗产的当前状况。 

 

仅勾选一个方框 

5.1.3.1.  遗产没有缓冲区，且不需要有一个缓冲区  

5.1.3.2.  遗产没有缓冲区，但需要有一个缓冲区  

5.1.3.3.  缓冲区的不完善使得难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1.3.4.  缓冲区没有限制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能力，但缓冲区可改善  

5.1.3.5.  缓冲区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1.4. 缓冲区的边界是否已知且已确定？ 

在这里，缓冲区是指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且为其所承认的那些缓冲区。要回答这一问

题，请同时参考第 3 章提供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请指出为这一问题给出的建议的答

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了遗产的现状。 

 

关键术语 
 

边界 

缓冲区 

 

仅勾选一个方框 

5.1.4.1.  遗产没有已知且已确定的缓冲区  

5.1.4.2.  权力机关和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均不知道且未确定世界遗产的缓冲区  

5.1.4.3.  管理权力机关知道且确定了世界遗产的缓冲区，但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

不知道 

 

5.1.4.4.  管理权力机关和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都知道且都确定了世界遗产的缓冲

区 

 

 
5.1.5. 与世界遗产的边界和缓冲区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请用这一方框来作任何解释，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使用的信息的来源以及/或者是

涉及到与世界遗产的边界和缓冲区相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关键术语 
 

边界 
 

缓冲区 

世界遗产 
 
 



 
 

5.2. 保护措施 

5.2.1. 保护身份（法律、法规、契约、规划、制度和/或传统地位）。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注 
 

这一问题问的是关于列入遗产的保护的主要基础的信息。 

下面的信息已根据第二轮定期报告中给出的回答事先填好（适用时）。请检查，并在必要

时修改。 

 

请用 5.2.2 中提供的表来列出与您的遗产有关的任何其他立法或保护措施。 

 

5.2.2. 请列出未包含在 5.2.1 之内的任何立法及其他措施（法规措施——包括空间规划—

—契约、制度或传统措施），并指出其类别 

请提供该立法以及其他的一份英文或法文副本。如果文件所用语言不是英语或法语，应提

供一份英语或法语的执行摘要，说明文件内容要点。 

  
年份  

标题  

法律措施  

法规措施，包括空间规划  

契约措施  

制度措施  

传统措施  

 

5.2.3. 法律框架（即立法和/或规范，包括空间规划）足以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遗产

的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件）吗？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UNESCO 2013 年）中使用了法律框架的一个较

为宽泛的定义：“文化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可以通过特别为遗产制订的法律来建立，也可

以是为遗产服务的一般法律的附属条例（因此界定起来相对比较难）。有的法律框架可能

整体或部分具有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地位，可能是以社区为主导的集体共识的最新表现形

式，也可能是世代心口相传保留下来的规范 [……] 很多法律框架都有各种各样的起源，在



管理体制的不同层级起作用（比如，联邦宪法、国家法律、地方条例、遗产协议，以及文

化遗产公约和宪章等）”。 

 

请指出哪个建议的答案最能反映遗产的当前状态。另请参阅您在 5.2.2 中提供的答案。 该

问题可以帮助确定是否没有法律框架（即没有专门为财产提供保护的法律），或者这些法

律不足以维护财产的 OUV 或其完整性和/或真实性。 

 

关键术语 
 

真实性 
 

完整性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法律框架，部分足够的  

突出普遍价值  

保护和管理 

 

仅勾选一个方框 

5.2.3.1.  没有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的法

律框架  

 

5.2.3.2.  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的法律框

架不完善  

 

5.2.3.3.  有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的恰当

法律框架，但实施中有一些缺陷 

 

5.2.3.4.  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的法律框

架为有效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5.2.4. 缓冲区内的法律框架（即立法和/或规范）是否足以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遗产的

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件？ 

在这里，缓冲区是指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且为其所承认的那些缓冲区。请指出为这一问

题给出的多选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了遗产的现状。在这一多选答案中，请考虑您

在 4.2.1 中给出的答案，并考虑这些答案中哪个答案在缓冲区中适用。 

此问题有助于确定是否没有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没有为遗产专门提供保护的、在缓冲区

中适用的法律），或者是否这些法律不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关键术语 
 

真实性 
 

缓冲区 

完整性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法律框架，部分足够的 



突出普遍价值  

保护和管理 

 

仅勾选一个方框 

5.2.4.1.  遗产没有缓冲区  

5.2.4.2.  缓冲区中没有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

件）的法律框架 

 

5.2.4.3.  缓冲区中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

的法律框架不完善 

 

5.2.4.4.  缓冲区中有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

件）的恰当法律框架，但实施中有一些缺陷 

 

5.2.4.5.  缓冲区中保持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世界遗产完整性的条件）

的法律框架为有效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5.2.5. 世界遗产的更广泛的背景环境中的法律框架（即立法和/或规范）足以保持突出普

遍价值（包括遗产的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件）吗？ 

请指出建议的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遗产的现状。请考虑您在 5.2.2 中给出的答

案，以及这些答案中哪个答案在缓冲区（如果有一个缓冲区的话）外部和遗产外部适用。 

 

关键术语 
 

真实性 
 

更广泛的背景环境 

完整性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法律框架，部分足够的 

突出普遍价值  

保护和管理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5.2.5.1.  没有控制世界遗产在更广泛的背景环境中的利用和活动的法律框架  

5.2.5.2.  针对世界遗产的更广泛的背景环境的法律框架不足以确保保持突出普遍

价值（包括遗产的真实性和/或完整性的条件） 

 

5.2.5.3.  有针对世界遗产的更广泛的背景环境的恰当法律框架，但实施中有一些

缺陷，这些缺陷有损于突出普遍价值（包括遗产的真实性和/或完整性的

条件）的保持 

 

5.2.5.4.  针对世界遗产的更广泛的背景环境的法律框架为遗产的有效管理和保护

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有助于维持其突出普遍价值，包括真实性和/或

完整性的条件 

 

 



5.2.6. 该法律框架（即立法和/或规范）能够得以实施吗？ 

请评估您的世界遗产内部的现有实施和合规水平，要指出实施方面的有效能力或资源是否

很少或没有，或者是否实际进行的实施很少。 
 

请指出建议的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遗产的现状。 

 

关键术语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法律框架的）实施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5.2.6.1.  没有实施世界遗产立法和/或规范的有效能力/资源   

5.2.6.2.  实施世界遗产立法和/或规范的能力/资源有重大缺陷  

5.2.6.3.  实施世界遗产立法和/或规范的能力/资源尚可，但实施仍有一些缺陷  

5.2.6.4.  有实施世界遗产立法和/或规范的足够能力/资源  

 

5.2.7. 请对立法（包括空间规划及其他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起作用进行简短总结 
 
 
 
 
 
 
 
5.2.8. 与关于世界遗产保护措施的信息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5.3. 管理体制/管理计划 

问题 5.3 问的是关于用于帮助保护列入遗产的各种管理工具的信息，以及这些管理

工具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管理体制。 

 

在《操作指南》第 108-118 段中，对管理体制进行了描述和定义。 
 

具体而言，第 108 段指出“每一处申报遗产都应有适宜的管理规划或其它有文可依的

管理体制，其中需要详细说明将如何采取措施（最好是多方参与的方式）保护遗产突

出的普遍价值”。. 



 

第 109 段作了进一步描述，说“管理体制旨在确保现在和将来对申报遗产进行有效的保

护”。第 110 段给出了管理体制的宽泛定义：“有效的管理体制的内容取决于申报遗产

的类别、特点、需求以及文化和自然环境。由于文化视角、可用资源及其它因素的影

响，管理体制也会有所差别。管理体制可能包含传统做法、现行的城市或地区规划手段

和其它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划控制机制。对所有提议的干预措施进行影响评估，对世界遗

产地是至关重要的”。. 
 

管理计划可通过众多格式和模板进行编制，并且没有‘理想的’管理计划的正式规范。

《操作指南》第 111 段包含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的某些要素。 
 

管理规划的全面方法见世界遗产资源手册：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 （UNESCO 2013 年）（附录 A，第 122 页）。 

世界自然遗产管理 （UNESCO 2012 年，第 37 页） 

 

5.3.1. 请勾选最近似地符合遗产的治理和管理体制的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框 

这一问题问的是关于用于帮助保护列入遗产的各种管理工具的信息，以及这些管理

工具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管理体制。 

 

关键术语 
 

社区 
 

治理  

管理体制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1.1.  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体制  

5.3.1.2.  省/地区层面的公共管理体制   

5.3.1.3.  国家/ 当地联合公共管理体制   

5.3.1.4.  地区/当地联合公共管理体制   

5.3.1.5.  传统管理体制  

5.3.1.6.  当地社区管理  

5.3.1.7.  慈善管理（例如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  

5.3.1.8.  私人所有/管理  

5.3.1.9.  其他  

5.3.1.10.  解释 如果是‘其他’，请详细说明  

 

5.3.2. 管理体制：请指出以下所列的各种管理工具中哪个管理工具被用于帮助保护遗产。 

这一问题问的是确定用于帮助保护列入遗产的各种管理工具以及这些管理工具如何共同构

成一个管理体制。 

管理规划的全面方法见世界遗产资源手册：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 （UNESCO 2013 年）（附录 A，第 122 页 ff）。 

file:///D:/wwwroot/en/managing-cultural-world-heritage/
file:///D:/wwwroot/en/managing-natural-world-heritage/
https://whc.unesco.org/en/managing-cultural-world-heritage/


世界自然遗产管理 （UNESCO 2012 年，第 37 页） 
 

关键术语 
 

社区 
 

文化多样性 

文化遗产 

灾难风险 

生态系统服务 

治理 

包容性经济开发 

原住民 

管理体制 
 

自然遗产  

其他特定群体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5.3.2.1.  法定的遗产管理计划或分区计划。  

5.3.2.2.  其他形式的法定或非法定计划（例如战略计划）  

5.3.2.3.  当地社区及其他特定群体所认可的传统管理方式  

5.3.2.4.  促进并尊重遗产的传统做法、知识和利用的治理机制  

5.3.2.5.  不同管理机构、群体等之间议定的‘谅解备忘录’，包括与当地各社区就

管理议定的文件 

 

5.3.2.6.  促进各群体（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当地社区、原住民族、女性和男性

以及  其他特定群体）之间和内部的平等参与的机制 

 

5.3.2.7.  包容性经济开发的一个框架，包括平等机会、资源分布以及遗产保护

带来的机会  

 

5.3.2.8.  当地社区或其他群体制订的业务守则  

5.3.2.9.  行业制订的业务守则  

5.3.2.10.  结合了世界遗产和任何其他保护身份的综合管理计划  

5.3.2.11.  管理计划  

5.3.2.12.  年度工作计划或商业计划  

5.3.2.13.  灾难、气候或冲突风险管理计划  

5.3.2.14.  游客/参观管理计划  

5.3.2.15.  环境管理框架  

5.3.2.16.  对遗产所提供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  

5.3.2.17.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联合管理方法  

5.3.2.18.  其他（请在下面详细说明）  

5.3.2.19.  解释 如果是‘其他’，请详细说明  

 

5.3.3. 请对您的遗产的现有管理体制进行简要描述  

https://whc.unesco.org/en/managing-natural-world-heritage/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5.3.4. 管理文件 

这一部分列出了目前已知的管理文件；例如，上文 5.3.2 中所列的任何对您的世界遗产而

言，目前有效或者是正在批准或修订过程之中的文件。 
 

确认 更新 
 

您的解释： 

 
 
 
 
 
 

 

5.3.5. 在制订保护本项遗产的政策和最佳实践规范时，曾利用过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

镇景观的建议书》吗？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文本） 
 

 

关键术语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 

保护和管理 

 

该问题旨在寻求有关在此场所积极利用与管理相关的建议和政策的信息。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5.1.  未曾利用过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  

5.3.5.2.  对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有所利用   

5.3.5.3.  处理开发提议的政策完全基于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  

5.3.5.4.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与本项遗产不相关  

 
 
5.3.6. 如果本项遗产已利用过《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请简要描述曾做过什

么。 

关键术语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 

 

 

 

 

5.3.7. 该项遗产曾利用过《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政策文件》吗？ 

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政策文件 
 

关键术语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政策（《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政策文件》）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7.1.  未曾利用过世界遗产气候变化政策  

5.3.7.2.  对世界遗产气候变化政策有所利用   

5.3.7.3.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完全基于议定的世界遗产政策  

 
5.3.8. 如果已经利用过气候变化政策，请简要描述有关气候变化对遗产影响的研究中已完

成的工作内容： 
 

《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政策文件》： 

https：//whc.unesco.org/en/CC-POLICY-DOCUMENT 
 

关键术语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政策（《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的政策文件》） 
 
 
 
 
 
 

 

5.3.9. 该项遗产曾利用过《降低世界遗产灾害风险战略》吗？ 
 

管理世界遗产灾难风险：https://whc.unesco.org/en/managing-disaster-risks/ 
 

关键术语 
 

灾难 
 

灾难风险 

灾难风险管理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世界遗产 

https://whc.unesco.org/en/CC-policy-document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9.1.  未曾利用《降低世界遗产灾害风险战略》  

5.3.9.2.  对《降低世界遗产灾害风险战略》有所利用   

5.3.9.3.  风险管理政策完全基于议定的《降低世界遗产灾害风险战略》  

 

5.3.10. 如果已利用过《降低世界遗产灾害风险战略》，请简要描述曾做过什么 

关键术语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世界遗产 

 
 
 
 
 
 

 

5.3.11. 评估参与世界遗产的管理的多个行政层级（即国家/联邦；地区/省/州；当地/市级

等）之间的协调？ 

请指出为这一问题给出的多选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了遗产的现状。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11.1.  参与遗产管理的众多行政机构之间没有协调  

5.3.11.2.  参与遗产管理的众多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很少  

5.3.11.3.  参与遗产管理的众多行政机构之间有协调，但可改善  

5.3.11.4.  参与遗产管理的所有机构/级别之间有充分的协调  

 

5.3.12. 该管理体制/计划是否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突出普遍价值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12.1.  现在没有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管理体制/计划   

5.3.12.2.  该管理体制/计划不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3.12.3.  该管理体制/计划仅部分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5.3.12.4.  该管理体制/计划完全足以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注 

如果管理体系不够全面，不足以维持财产杰出通用价值的所有方面，请检查前三个答案之

一。 还请考虑您在 3.1 和 5.3 中给出的答案。 

 

5.3.13. 该管理体制是否正在实施中？ 

请指出哪个建议的答案最能反映遗产的当前状态。有关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第

108-118 段讨论了管理系统。 

请考虑您在 5.3 中给出的答案。 您可能有一个管理系统（即 5.3 中的多个组件之一），但

是如果没有有效地实施和监测它，请检查前三个答案之一。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13.1.  现在没有管理体制  

5.3.13.2.  该管理体制现在没有实施  

5.3.13.3.  该管理体制仅在部分实施  

5.3.13.4.  该管理体制得以完全实施和监测  

5.3.14. 是否有一项年度工作/行动计划，且它正在实施中吗？ 

请指出建议的答案中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遗产的现状。请考虑您在 5.3 和 5.3.3

中给出的答案。 

 

仅勾选一个方框 

5.3.14.1.  没有年度工作/行动计划，且不需要  

5.3.14.2.  没有年度工作/行动计划，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5.3.14.3.  有一项年度工作/行动计划，但其正在实施的活动很少  

5.3.14.4.  有一项年度工作/行动计划，且其许多活动正在实施中  

5.3.14.5.  有一项年度工作/行动计划，且其所有活动正得以实施和监测  

5.3.15. 该管理体制包含确保在世界遗产和/或缓冲区之内或附近居住的以下群体能参与保

持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管理决定的正式机制和程序吗？ 

请考虑参与的规模，并相应地评估每一群体 。 
 

这一问题不仅考虑管理者/协调人员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或对话，而且评估他们的直接

参与，例如参与评估遗产的管理有效性或者是参与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相关的管理规划

或管理决定。 

当特定群体的参与被用作实现明确目标的一个手段（例如在项目实施中利用原住民族和当

地社区的技能和知识）的时候，则选择‘有一定的参与’。 
 

‘转变性参与’能对参与者进行赋权，而赋权又能改变最初导致排斥和边缘化的制度和结

构。 



 

‘其他特定群体’可包括例如可能不游览遗产或没有居住在遗产内部或附近，但仍属于

利益相关方、民间团体成员等的特定性别的群体和社区 

关键术语 

缓冲区 

社区 

原住民族 

管理体制 

突出普遍价值 

其他特定群体 

世界遗产 

 

  
不适

用 

没有参

与机制 

有一定的

参与 

直接

参与 

转变性地参

与所有相关

决策过程 

5.3.15.1.  当地社区      

5.3.15.2.  当地权力机关      

5.3.15.3.  遗产和缓冲区内的土地

所有者 

     

5.3.15.4.  原住民族      

5.3.15.5.  女性      

5.3.15.6.  其他特定群体      

 如果您选择了 ‘其他特

定群体’，请详细说明 

 

 

5.3.16. 请评估世界遗产管理者/协调人员/工作人员与以下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请考虑所显示的量表，并相应地评估相关群体。例如，如果您的遗产管理者与当地社区/

居民之间的关系被评估为‘一般’，则适当时请勾选‘当地社区/居民’旁边的方框。请

注意，问题 9.11 要求更详细地评估与旅游业的关系。 

 

关键术语 
 

社区 
 

原住民族 

其他特定群体 

世界遗产管理者，见 遗址管理者 

世界遗产 
 

  不适用 不存在  较差 一般 较好 

5.3.16.1.  当地社区      

5.3.16.2.  当地/市级权力机关      



5.3.16.3.  原住民族      

5.3.16.4.  土地所有者      

5.3.16.5.  女性      

5.3.16.6.  青年/儿童      

5.3.16.7.  研究者      

5.3.16.8.  当地游客/游客      

5.3.16.9.  国内/国际游客      

5.3.16.10.  旅游业      

5.3.16.11.  当地企业和产业      

5.3.16.12.  非政府组织      

5.3.16.13.  其他特定群体      

 如果您选择了 ‘其他特定群

体’，请详细说明 

 

 

 

5.3.17. 请评估您的遗产的管理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将可持

续发展观点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程序的政策》的目标 

将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程序的政策 
 

关键术语 
 

冲突防止 
 

文化多样性 

生态系统效益 

生态系统服务 

性别平等 

人权 

包容性经济开发 

管理体制  

将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程序的政策（的目标） 

基于权利的方法 

社会融合和平等 

世界遗产管理体制 

 
  不 适

用 

无助

于    

有 限

的 

明 显

的 

完 全

达标 

5.3.17.1.  遗产有助于性别平等      

5.3.17.2.  遗产的管理体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生态

系统服务/效益（例如新鲜空气、水、食

物、药用植物） 

     

5.3.17.3.  遗产的管理体制有助于社会融合和平

等，增加了所有人的机会，不论其年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39146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39146


龄、性别、残疾与否、民族、出身、宗

教或者是经济及其他状况如何 

5.3.17.4.  遗产的管理体制融入了一种基于人权的

方法 

     

5.3.17.5.  遗产的管理体制有助于冲突预防，包括

尊重世界遗产内部和周边的文化多样性 

     

5.3.17.6.  促进包容性当地经济开发，且有助于改

善民生 

     

 

5.3.18. 请进一步详细描述上表给出的对该管理体制的评估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5.3.19. 与该管理体制/计划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注 

请使用此框发表任何评论，即对提供的答案的解释，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与世界遗产地管

理系统和规划有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6. 财政和人力资源 

第 6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该项遗产可获得的资金来源、针对管理需求预算的充足性以及人力

资源的可用性和能力建设水平。 

6.1. 资金 

基于过去五年平均值的、与保存相关的成本（不要提供货币数字，而要提供资金来源的相

对百分率） 

基于过去五年平均值的、列入遗产的年度成本应记录在此，记录为占不同资金来源的一个

或多个百分率，要确保所提供的所有数字合计等于 100%。 

项目成本和运营成本这两栏将分别另行自动计算。 



6.1.1. 如果您的资金来源不完全吻合所显示的资金来源，则请在最近似地反映您状况的资

金类型项下列出相关金额，并在 下面的解释方框中提供更多详细描述。 
 

“项目成本”是指不看作日常运营成本的一部分的、用于特定的且已确定的项目（包括

主要项目，比如大庞贝项目）的短期到中期资金。运营成本包括日常管理、维护和保存

的成本。 

 

关键术语 
 

国际援助 
 

世界遗产基金 

 

  项目成本 运营成本 

6.1.1.1.  多边资金（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等） % % 

6.1.1.2.  双边国际资金 % % 

6.1.1.3.  世界遗产基金（国际援助） % % 

6.1.1.4.  其他公约和方案的捐款 % % 

6.1.1.5.  国际捐款（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 % % 

6.1.1.6.  政府（国家/联邦）资金 % % 

6.1.1.7.  政府（地区/省/州）资金 % % 

6.1.1.8.  政府（当地/市级）资金 % % 

6.1.1.9.  国内捐款（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 % % 

6.1.1.10.  个人游客费用（例如门票、厕所、停车场、露营费用等） % % 

6.1.1.11.  商业活动（例如销售和提供饮食、拍摄许可、特许等） % % 

6.1.1.12.  其他 % % 

  合计 0 % 合计 0 % 

 

6.1.2. 请在此解释上表没有涵盖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资金来源 
 
 

 

 

 

6.1.3. 当前预算足以有效管理世界遗产吗？ 

对于这一多选问题，请考虑当前可获得的预算。假如几乎所有世界遗产均需要有更多的资

金，则多选答案与可获得的资金满足基本管理需求的程度相关。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6.1.3.1.  没有支持世界遗产的有效管理的预算，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6.1.3.2.  可获得的预算不足以满足基本管理需求，且严重限制了管理能力  

6.1.3.3.  可获得的预算尚可，但可进一步增加，以完全满足管理需求  

6.1.3.4.  可获得的预算足以支持世界遗产的有效管理  

注 

在这个选择题中，请考虑当前的可用预算。 考虑到几乎所有的世界遗产财产都需要更多的

资金，这些选择题的答案与可用资金满足基本管理需求的程度有关。 

 

6.1.4. 资金的现有来源稳定且看来会保持稳定吗？ 

要注意大多数资金易于发生突然变化，请考虑报告期间（即自从上一定期报告时以来或

自从列入时以来）的一般状况来回答这一问题。 

 

仅勾选一个方框 

6.1.4.1.  资金的现有来源不稳定  

6.1.4.2.  资金的现有来源在中期内是稳定的，且确保长期资金来源的规划正在

进行当中 

 

6.1.4.3.  资金的现有来源在中期和长期内是稳定的  

 

6.1.5. 与资金和基础设施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注 

请提供评论，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有关与世界遗产财产的金融和基

础设施有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6.1.6. 请估计参与世界遗产的管理、保存和阐释的男性和女性的分布以及他们选自当地社

区的程度。 
 

请不要提供实际数字；要提供百分率。请指出来自当地社区的参与遗产管理的男性和女性

的大约百分率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男性和女性的百分率。 

 

请将这一百分率基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数。 

 

关键术语 
 

社区 
 

保存 

阐释 

世界遗产 

 
 

 来自当地社区 % 来自其他地方% 

6.1.6.1.  男性 % % 

6.1.6.2.  女性 % % 

 合计 0 % 合计 0 % 

6.1.7. 可获得的人力资源足以管理世界遗产吗？ 

请注意，这一问题中的管理人员不限于行政工作人员，而是包括管理世界遗产所必需的全

部人力资源。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6.1.7.1.  没有专门从事于管理遗产的人力资源，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6.1.7.2.  人力资源不足以满足管理需求  

6.1.7.3.  人力资源部分满足该项世界遗产的管理需求  

6.1.7.4.  人力资源足以满足管理需求  

 

6.1.8. 考虑到该项世界遗产的管理需求，请评估以下学科中的专业人员的供应情况  
 

请评估列表中的每一学科，指出为您的世界遗产提供协助的专业工作人员（无论是全职人

员、兼职人员、合同工、志愿者还是不计报酬的协助）的供应情况。例如，您可以与一所

大学合作，这所大学每年提供一些不计报酬的援助 ，方式是在您的遗产所在地进行研究并

在遗产内部进行监测， 此时您可能会评估这种情况为‘一般’，或者，可能当地警察不定

期地提供执行和实施方面的协助，那么您可能会评估这种情况为‘较差’。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能力建设 

社区 

保存 

（法律框架的）实施 

环境可持续性 

阐释 

监测 

风险准备 
 

专业协助的提供情况 0 不适用 1 不可用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6.1.8.1.  保存   

6.1.8.2.  环境可持续性   

6.1.8.3.  社区参与和融合   

6.1.8.4.  风险准备   

6.1.8.5.  能力建设和教育   

6.1.8.6.  行政   

6.1.8.7.  研究和监测   

6.1.8.8.  意识提升和公共信息/传播   

6.1.8.9.  推销   

6.1.8.10.  阐释   

6.1.8.11.  游客管理/旅游   

6.1.8.12.  执行（巡查人员、警察）   

 

6.1.9. 请评估以下学科中的世界遗产管理培训机会的可获得性  

请将这里列出的所有学科的培训机会的可获得性评估为不可用、低、中或高。如果某一学

科不相关，则请勾选不适用。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能力建设 
 

社区 

保存 

（法律框架的）执行 

环境可持续性 

阐释 

监测 

风险准备 

保护和管理 

世界遗产 



 

培训机会的可用性 0 不适用 1 不可用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6.1.9.1.  保存   

6.1.9.2.  环境可持续性   

6.1.9.3.  社区参与和融合   

6.1.9.4.  风险准备   

6.1.9.5.  能力建设和教育   

6.1.9.6.  行政   

6.1.9.7.  研究和监测   

6.1.9.8.  意识提升和公共信息/传播   

6.1.9.9.  推销   

6.1.9.10.  阐释   

6.1.9.11.  游客管理/旅游   

6.1.9.12.  执行（巡查人员、警察）   
 

6.1.10. 曾利用过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吗？ 

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在区域范围实施。如果

该项遗产得益于区域性实施，可在下面的解释方框中加以解释。 

 

关键术语 
 

2011 年《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 

 

仅勾选一个方框 

6.1.10.1.  没有利用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  

6.1.10.2.  已部分利用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  

6.1.10.3.  本项遗产所在地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完全基于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  

 

6.1.11. 如果已经利用了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则请简要描述已经做过什么。 

关键术语 
 

能力建设战略 

 
 
 
 
 
 

注 

请使用此框发表任何评论，即对所提供答案的解释，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有关人力资源，

专业知识和培训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6.1.12. 是否有能促进形成当地专门技能且有助于世界遗产保存和管理技能的传授的、为

遗址所特有的能力建设计划或方案？ 
 

关键术语 
 

能力建设 
 

保存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6.1.12.1.  没有基于遗址的能力建设计划或方案；由外部工作人员实施管理，

而技能没有得到传授 

 

6.1.12.2.  已经制订了一项基于遗址的能力建设计划或方案，但没有得到实

施，且技能没有得到传授 

 

6.1.12.3.  有基于遗址的能力建设计划或方案，且部分得到实施；一些技能传

授给了当地遗产管理者，但大多数技术工作是由外部工作人员完成

的 

 

6.1.12.4.  有基于遗址的能力建设计划或方案，且完全得到实施；所有技能均

传授给了当地遗产管理者 

 

 

6.1.13. 与人力资源、专门技能和培训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7. 科学研究和研究项目 

第 7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可获得的有关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知识（科学知识和传统知

识）的充足性以及是否存在针对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理解的研究项目 

7.1. 是否有关于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的足够知识（科学或传统），

从而支持规划、管理和决策，以确保突出普遍价值得以保持？ 

请指出以下哪个选择题最能反映遗产价值的当前状态。 

关键术语 
 

价值载体 
 

价值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7.1.1.  没有可获得的关于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的知识  

7.1.2.  关于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的知识不够  

7.1.3.  对于大多数关键领域而言，关于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的知识尚能

满足要求，但有差距 

 

7.1.4.  关于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载体的知识是足够的  

7.2. 遗产地是否有一项已拟订的针对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

的理解的研究项目？ 

请指出以下哪个选择答案最接近地反映了该财产的当前状况，最清楚地表明了对世界遗产

财产的任何研究计划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管理需要。 

 

关键术语 
 

突出普遍价值 

 

仅勾选一个方框 

7.2.1.  没有在世界遗产内部进行研究，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7.2.2.  有少量的研究，但不是计划好的  

7.2.3.  有相当多的研究，但不是针对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的理

解的 

 

7.2.4.  有一个综合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与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

的理解相关 

 

7.3. 研究项目的成果是否已公开并广为传播？ 

请选出以下针对该问题的多项选择答案中最能说明世界遗产研究的成果传播的一项。 

 

仅勾选一个方框 

7.3.1.  研究成果没有在任何层级上加以分享  

7.3.2.  与当地社区和合作伙伴分享了研究成果，但没有积极地扩大到国家或

国际机构 

 

7.3.3.  与当地社区和一些国家机构分享了研究成果  

7.3.4.  广泛分享了研究成果，且积极地扩大到了当地社区以及国家和国际受

众 

 

7.4. 与科学研究和研究项目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请使用此框发表任何评论，即对所提供答案的解释，所用信息的来源，与科学研究和研究

项目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8. 教育、信息和意识提升 

第 8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遗产地的遗产教育和意识方案的存在性与有效性，以及致

力于教育、信息、阐释和意识提升的一般服务的存在性与有效性。 

8.1. 请评估以下群体对世界遗产存在与否及其列入理由的认识和理解水

平  

请从不存在到较好分等级评估所列的每一群体对该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的

认识和理解水平。请评估所有群体，必要时请勾选不适用选项。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社区 

原住民族 

列入理由 

其他特定群体 

世界遗产 

 

意识水平 0 不适用 1 不可用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8.1.1.  当地社区   

8.1.2.  当地/市级权力机关   

8.1.3.  原住民族   

8.1.4.  土地所有者   

8.1.5.  女性   

8.1.6.  青年/儿童   

8.1.7.  研究者   

8.1.8.  当地游客   

8.1.9.  国内/国际游客    

8.1.10.  旅游业   

8.1.11.  当地企业和产业   

8.1.12.  非政府组织   

8.1.13.  其他特定群体   

8.1.14.  解释：如果您选择了‘其他特定群体’，请描述  
 



8.2. 该项遗产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遗产、促进多样性和促进跨文化对话

的、针对儿童和/或青年的遗产教育方案吗？ 

请指出哪个答案最近似地反映了任何世界遗产教育和意识方案得以制订且有助于遗产保护

的程度。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教育方案（遗产） 

跨文化对话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8.2.1.  不需要针对儿童和/或青年的教育和意识方案  

8.2.2.  没有针对儿童和/或青年的教育和意识方案，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8.2.3.  有一个有限且专门的针对儿童和/或青年的教育和意识方案  

8.2.4.  有一个已制订的针对儿童和/或青年的教育和意识方案，但仅部分满足

需求 

 

8.2.5.  有一个已制订且有效的有助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针对儿童和青年的教

育和意识方案 

 

8.3. 您的遗产的教育和意识方案的受众是谁？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社区  

原住民族  

其他特定群体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8.3.1.  当地社区  

8.3.2.  当地/市级权力机关  

8.3.3.  原住民族  

8.3.4.  土地所有者  

8.3.5.  女性  

8.3.6.  青年/儿童  

8.3.7.  研究者  

8.3.8.  当地游客  

8.3.9.  国内/国际游客   



8.3.10.  旅游业  

8.3.11.  当地企业和产业  

8.3.12.  非政府组织  

8.3.13.  其他特定群体  

8.3.14.  解释：如果您选择了‘其他特定群体’，请描述  

 

8.4. 请评估世界遗产地的以下游客设施和服务对教育、信息、阐释和意

识提升而言的充足程度  

请评估对于为您的世界遗产提供教育、信息和公共意识而言，所列的每个设施的充足程

度，要按从“1 = 没有提供但需要”到“4 = 好”来评估充足程度。请回答所有问题，如果

一项遗产没有且不需要某些要素，则请勾选“不需要”。 

‘交通设施’是指可获得的能抵达遗产地的工具的充足程度。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阐释 

世界遗产 
 

 

游客设施和服务 0 不需要 1 没有提供但需要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8.4.1.  游客中心   

8.4.2.  遗址博物馆   

8.4.3.  问讯台   

8.4.4.  有导游的游览   

8.4.5.  小径/道路   

8.4.6.  印刷信息材料   

8.4.7.  在线（互联网遗址、社交媒体等）   

8.4.8.  交通设施   

8.4.9.  其他   

8.4.10.  解释：如果选择了‘其他’，请详细说明  

8.5. 与教育、信息和意识提升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阐释 

世界遗产 



 
 

 

 
 

注 

请发表任何评论，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关于与教育，信息和意识建

设有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9. 游客管理 

第 9 章搜集的信息包括遗产地的旅游活动和游客管理。 

9.1. 请提供自从上一定期报告时以来的估计年度游客人数（包括国内和

国际游客）  

关键术语 
 

定期报告活动 

 

去年  

两年以前  

三年以前  

四年以前  

五年以前  

 

9.2. 利用了什么信息来源来收集游客统计资料？ 

请勾选相应的方框，以指出利用了哪些信息来源来收集数据和 9.1 中提供的统计资料。 

如果利用了其他信息来源，则您可在 9.17 节中的文本框中对这些信息来源加以详细描述。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9.2.1.  门票和登记处  

9.2.2.  膳宿机构  

9.2.3.  交通服务  

9.2.4.  旅游业  

9.2.5.  游客调查  

9.2.6.  其他  

9.2.7.  解释：如果是‘其他’，请详细说明  

9.3. 一名游客在世界遗产地的平均停留时长是多少？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9.3.1.  一到三个小时  

9.3.2.  一天（不过夜）  

9.3.3.  停留一夜  

9.3.4.  停留两夜  

9.3.5.  停留四夜以上  

 

9.4. 请提供信息来源 

 
 
 
 
 
 

9.5. 日均游客支出大约为多少？（请提供估计的美元货币数字） 

住宿  

食物和饮料  

交通  

门票费用  

娱乐费用  

纪念品及其他零售购买  

9.6. 请提供信息来源 

 
 
 
 

9.7. 该项世界遗产的管理体制/计划是否包含一项策略，且此策略含有管

理游客、旅游活动及其衍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一项行动计

划？ 

关键术语 
 

管理体制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9.7.1.  没有管理游客、旅游活动及其对世界遗产的衍生影响的策略  

9.7.2.  有一项管理游客、旅游活动及其对世界遗产的衍生影响的策略，但没

有实施 

 

9.7.3.  有一项管理游客、旅游活动及其对世界遗产的衍生影响的策略， 但实

施中有一些缺陷 

 

9.7.4.  有一项已拟定且有效的管理游客、旅游活动及其对世界遗产的衍生影

响的策略 

 

9.8. 请提供与上面问题 9.7 中提供的答案相关的任何解释  

 
 
 
 
 
 
 

9.9. 是否有效管理了游客使用，从而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关键术语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9.9.1.  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但没有对世界遗产的游客使用进行积极管

理 

 

9.9.2.  对世界遗产的游客使用作了一些管理  

9.9.3.  世界遗产的游客使用得到了管理，但可作改善  

9.9.4.  世界遗产的游客使用得到了有效管理，且不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  

 

注 

请说明哪个答案最能描述世界遗产地中游客使用的管理水平（请参阅问题 9.7），以及该

游客管理是否确保维持突出普遍价值（请参阅问题 9.1）。 

9.10. 是否对旅游管理的有效性进行了定期监测？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0.1.  否  

9.10.2.  是，通过 UNESCO 旅游管理评估工具来监测  

9.10.3.  是，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管理体制  

9.10.4.  解释 如果是一个不同的管理体制，请详细说明  

 



9.11. 旅游业如何与遗址管理进行合作来改善游客体验并保持突出普遍世

界遗产的价值？ 

关键术语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1.1.  虽然该项遗产内部的旅游业较活跃，但世界遗产负责人与旅游业负责

人之间没有联系 

 

9.11.2.  世界遗产负责人与旅游业负责人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大体上局限

于行政或规范性事项 

 

9.11.3.  世界遗产负责人与旅游业负责人之间有有限的合作，以此展示突出普

遍价值并加强理解 

 

9.11.4.  世界遗产负责人与旅游业负责人之间有良好的合作，以此展示突出普

遍价值并加强理解 

 

注 

请指出以上哪个答案最能准确地描述世界遗产酒店的旅游业对呈现突出普遍价值和增加其

价值属性。 

9.12. 对关于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信息的展示和阐释有多好？ 

关键术语 
 

阐释 
 

突出普遍价值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2.1.  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没有得到展示或阐释  

9.12.2.  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没有充分得到展示和阐释  

9.12.3.  对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展示和阐释差强人意，但可加以改善  

9.12.4.  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示和阐释  
 

9.13. 在遗产的多少位置展示了世界遗产标识？ 

关于世界遗产标识的恰当使用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hc.unesco.org/en/emblem/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标识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3.1.  完全没有展示  

9.13.2.  有一个位置有，但游客不容易看见  

9.13.3.  有一个位置有，且游客容易看见  

9.13.4.  许多位置有，但游客不容易看见  

9.13.5.  许多位置有，且游客容易看见  

 

9.14. 旅游收入（例如入场费、许可证）如何有助于世界遗产的管理？ 

请指出以下哪个答案最近似描述了所收取的任何费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该项世界遗产

的管理。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4.1.  没有收取费用  

9.14.2.  虽然有收取费用的权力机关， 但没有收取费用  

9.14.3.  收取了费用，但无助于世界遗产的管理  

9.14.4.  收取了费用，且多少有助于世界遗产的管理  

9.14.5.  收取了费用，且相当有助于世界遗产的管理  

9.15. 有当地推动的可持续的旅游计划吗？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5.1.  不适用  

9.15.2.  否  

9.15.3.  是  

9.15.4.  解释：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9.16. 与当地社区分享了旅游的效益吗？ 

旅游可以多种方式为社区带来效益： 

经济效益——旅游可为社区提供直接的工作岗位，比如导游或者是酒店业（酒店、酒吧和餐

馆）的工作岗位。间接就业通过其他产业，比如农业、食品生产、创意产业（艺术、音乐表

演）和零售业（纪念品），而产生。 

除了提供工作岗位，旅游所带来的额外投资和消费可支持多种服务，包括水和能源分配、

道路和交通服务、卫生服务、商店、汽车修理厂、休闲和娱乐设施以及户外设施。 



基础设施开发（比如机场、道路、学校、医院以及零售区）具有使当地社区受益的潜力，

并能有助于经济发展，因为带来了更多贸易，并让货物和服务更好地流动。 

社会效益——通过展示其生活方式、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特征，旅游可让社区产生自豪感和

身份意识。 

保存效益——旅游可为世界遗产的保存提供财政支持，使得这个旅游目的地更加真

实，更吸引游客，并让当地旅游业增值。 

 

关键术语 
 

社区 

 

仅勾选一个方框 

9.16.1.  不适用  

9.16.2.  否  

9.16.3.  是  

9.16.4.  解释：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9.17. 与世界遗产参观/旅游/公共使用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 

 
 
 
 
 

10. 监测 

第 10章搜集的信息包括遗产监测项目存在与否、遗产指标以及委员会作出的与遗产相关

的实施决定（适用时） 

10.1. 遗产地是否有针对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的理解的监

测项目？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UNESCO 2013 年）描述监测时说“监测是世

界遗产体制的核心。从申报流程开始，缔约国必须考虑到监测事务（《操作指南》第

132.6 条）。世界遗产进程中的监测机制包括： 
 

在申报表格中指明监测指标（表格第 6 部分）， 
 

反应式监测和保护状况进程， 

定期报告（《操作指南》第 V 章）。 
 



[……]除此之外，还应该制订一份常规监测计划，监测管理制度的成效，整合一系列具体

的旨在保护突出普遍价值以及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监测要求。世界遗产监测的最终目标是检

查突出普遍价值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如同所有管理过程一样，应定期对监测活

动自身进行审查，以确保正确的事情得以监测，监测正在有效进行，且没有产生冗余信

息。” 

 

关键术语 
 

监测 
 

突出普遍价值 
 

 

仅勾选一个方框 

10.1.1.  没有在世界遗产所在地或缓冲区进行监测，尽管有一项已确定的需求  

10.1.2.  有少量的监测，但不是有计划的  

10.1.3.  有不少的监测，但不是针对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的理解

的 

 

10.1.4.  有一个综合的监测项目，该项目与管理需求和/或改善对突出普遍价值

的理解相关 

 

 

10.2. 是否可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定义衡量保护状况的关键指标，且关键

指标是否用于监测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如何被一直保持？ 

 

关键术语 
 

指标 
 

监测 

突出普遍价值



仅勾选一个方框 

10.2.1.  可用来定义关键指标的、可获得的关于世界遗产价值的信息很少或没

有  

 

10.2.2.  关于世界遗产价值的信息足以定义关键指标，但尚未做这件事  

10.2.3.  关于世界遗产价值的信息是足够的，且已经定义了关键指标，但可改

善对指标状况的监测  

 

10.2.4.  关于世界遗产价值的信息是足够的，而且衡量保护状况的关键指标已

经加以定义，且正用于监测正在如何保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注 

请说明该问题的多项选择答案中，哪一个最能准确地描述当前状况，即是否已同意用于监

测财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衡量保护状况的关键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的监测如何做出对世界遗

产的财产管理的贡献。 

10.3. 遗产的以下主要方面的关键指标是否作了定义并存在？ 

对于评估一项世界遗产的管理成功与否、其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情况以及其对 UNESCO

的更广泛目标的贡献而言，主要考量遗产的保护状况、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其治理的特

征、与其他保存身份的适当结合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这几个方面。 
 

请对遗产监测指标的状况进行评估。 
 

关键术语 
 

能力建设，见能力建设 
 

治理 

管理体制  

可持续发展  

结合 
 

 

扩展指标 
不适

用 

无指

标 

指标已定义但尚

未使用 

自上次定期报告周期

以来，指标已经到位

并正在使用 

10.3.1.  保护状况     

10.3.2.  管理体制的有效性     

10.3.3.  治理的特征     

10.3.4.  与其他保存身份的适

当结合 

    

10.3.5.  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10.3.6.  能力建设     

 
 



10.4. 请提供关于在遗产地通过的相关关键指标的信息 

关键术语 
 

指标 

 
 
 
 

 

10.5. 请评估以下群体参与监测的程度： 

请评估所列的每一群体在世界遗产地进行监测的参与程度，请按由不存在到好来评估参与程

度。如果特定群体没有出现在遗产地，请仅用‘不适用’选项。 

关键术语 
 

社区 
 

原住民族 

监测 

其他特定群体 

世界遗产管理者，见 遗址管理者 
 

 

参与程度 0 不适用 1 不存在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10.5.1.  世界遗产管理者/协调人员和工作人员   

10.5.2.  当地/市级权力机关   

10.5.3.  当地社区   

10.5.4.  原住民族   

10.5.5.  土地所有者   

10.5.6.  女性   

10.5.7.  研究者   

10.5.8.  旅游业   

10.5.9.  当地企业和产业   

10.5.10.  非政府组织   

10.5.11.  其他特定群体   

10.5.12.  解释：如果您选择了‘其他特定群体’，请详细说明  

10.6. 缔约国实施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吗？ 

另请见世界遗产的 SOC 数据库中的保护状况报告。 
 

关键术语  
 

保护状况报告 

https://whc.unesco.org/en/soc/


 

缔约国 

世界遗产中心 

世界遗产委员会 
 

仅勾选一个方框 

10.6.1.  没有相关的委员会建议需要实施  

10.6.2.  已计划实施，但尚未开始  

10.6.3.  实施正在进行中  

10.6.4.  实施已经完成  

 

注 

请指出以上哪句话最能描述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中实施任何计划的进度。 

10.7. 请解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建议的实施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委员会 

 
 
 
 
 
 

 

注 

请使用此框发表任何评论，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关于与世界遗产委

员会的建议的执行有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 

10.8. 与监测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监测 

 
 
 
 
 
 

 

注 

请提出任何意见，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与监测有关的信息的结论或

建议。 



11. 优先管理需求的识别 

第 11 章自动列出了已在定期报告的这一部分中加以强调的、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所

有管理需求。 
 

请选择该项遗产的 10 大管理需求（如果下面列出了 10 项以上的话） 
 

这一问题将自动列出在完成第 4 章的所有问题回答之后需要注意的所有管理需求。在您

已经回答第 4 章所有问题以前，请不要完成这一问题。 
 

如果这里确定了 10 项以上的管理需求，则请勾选您认为最需要注意的 10 项管理需求旁

边的方框。随后，这 10 项管理需求将被导出到第 13 部分，以便对解决需求而采取的措

施进行更详细的审查。如果确定了 10 项或不到 10 项管理需求，则只需勾选所有方框，

然后继续看下一部分。 

11.1. 优先管理需求的识别 

这一部分将自动列出已在定期报告的这一部分中加以强调的、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所有管理需求。 
 

请选择该项遗产的 10 大管理需求（如果下面列出了 10 项以上的话） 
 

这一问题将自动列出完成第 4 章的所有问题之后需要注意的所有管理需求。在您已经回

答第 4 章所有问题以前，请不要完成这一问题。 
 

如果这里确定了 10 项以上的管理需求，则请勾选您认为最需要注意的 10 项管理需求旁

边的方框。随后，这 10 项管理需求将被导出到第12章，以便对解决需求而采取的措施

进行更详细的审查。如果确定了 10 项或不到 10 项管理需求，则只需勾选所有方框，然

后继续看下一部分。 
 

请选择 0 更多问题。 
 

 请保存这一问题，以反映变更  

您提供的答案尚未概述任何重大的管理需求，因此这个表是空白的。请保存以完成该问

题。 

 

12. 总结和结论 

第 12 章强调了定期报告的这一部分中已经强调的最重要的正面和负面因素（各有最多

十个）。 



12.1. 总结 - 影响遗产的因素 

下面列出了因素，且指出了一项因素是涉及遗产内部还是外部。请在所提供的文本框中

指出： 
 

突出普遍价值（见第 3 部分）的价值载体和突出普遍价值自身怎样受到了影响； 

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负面因素；  

有什么监测来确定该因素的程度和范围，且状况是正在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这些活动（即行动和监测）的时间框架；以及 

进行这些活动的领导机构（以及其他参与这些活动的机构）。 
 

也有空白处，可叙述关于每一因素的任何更多信息，或对每一因素作任何额外解释。 

12.1.1. 总结 -  影响遗产的因素 

关键术语 
 

影响遗产的因素 
  

您未曾将任何因素标为当前和负面/正面因素，因此这一评估表是空白的。 

请保存，以完成这一问题。 
 

12.2. 总结 - 管理需求 

12.2.1. 总结 - 管理需求 

您提供的答案尚未概述任何重大的管理需求，因此这个表是空白的。请保存以完成该问

题。 

12.3. 关于遗产保护状况的结论 

12.3.1. 在为本报告做完分析之后，世界遗产真实性的现状如何 ？ 

关键术语 
 

真实性 
 

标准（世界遗产） 

影响遗产的因素 

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12.3.1.1.  不适用（专门按照标准 vii 到 x 列入的遗址（世界自然遗产）  

12.3.1.2.  该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已经丧失  

12.3.1.3.  该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严重受损  

12.3.1.4.  该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受损    

12.3.1.5.  该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已经受到保护  



 

注 

考虑到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属性，关于财产的保护，管理和监控以及影响财产和管理需求的

因素的摘要中给出的答案，请选择最能描述世界遗产财产真实性现状的答案 。 

12.3.2. 在为本报告做完分析之后，世界遗产完整性的现状如何？ 
 

关键术语 
 

完整性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12.3.2.1.  该项世界遗产的完整性是无缺憾的  

12.3.2.2.  该项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受损    

12.3.2.3.  该项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严重受损  

12.3.2.4.  该项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已经丧失  

注 

考虑到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属性，关于财产的保护，管理和监控以及影响财产和管理需求的

因素的摘要中给出的答案，请选择最能描述世界遗产财产完整性现状的答案 。 

12.3.3. 在为本报告做完分析之后，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现状如何？ 

突出普遍价值（OUV）是世界遗产（包括申报、定期报告等）的根本基础，并且是遗产保

护和管理的基础。 

《操作指南》（第 77-78 段）指出，一项遗产如果符合十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多项，就会被

视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且进一步指出，遗产必须具有完整性和/或真实性的特征，且

有恰当的保护和管理机制确保遗产得到保护。 

 

关键术语 

影响遗产的因素 
 

突出普遍价值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12.3.3.1.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保持。  

12.3.3.2.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受到影响，但

这一状况正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应对。 

 

12.3.3.3.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已因本报告中所描述的因素而受到严重影

响，但这一状况可以应对，或者现在正通过管理措施来应对 

 

12.3.3.4.  世界遗产已失去其突出普遍价值  

 

注 



考虑到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属性，财产的保护，管理和监控以及对财产和管理需求的影响因

素的总结中给出的答案，请选择最能描述 世界遗产当前突出普遍价值状态的答案。 

12.3.4. 遗产的其他价值的现状如何？ 

关键术语 
 

价值 
 

世界遗产 

 

仅勾选一个方框 

12.3.4.1.  其他重要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正在严重降低，且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

有影响 

 

12.3.4.2.  其他重要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正在降低，且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有影

响 

 

12.3.4.3.  其他重要文化和/或自然价值正在部分降低，但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尚

未受到严重影响 

 

12.3.4.4.  其他重要文化和/或自然价值以及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是无缺憾的  

 

注 

考虑到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属性，关于财产的保护，管理和监控以及影响财产和管理需求的

因素的总结答案，请选择最能描述世界遗产财产的价值的其他重要文化和/或自然的现状的

答案。 

12.3.5. 与遗产保护状况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13. 世界遗产地位的影响 

第 13 章搜集的信息有关世界遗产地位对多种课题的影响，特别着重于《世界遗产和可持

续发展政策》（2015 年通过）。 

13.1. 请评估该项遗产的世界遗产地位对以下领域的影响 

请评估世界遗产地位对所列每一领域的影响，要按从负面影响到非常正面的影响来评估影

响程度；或酌情评估为不适用。 

 

本问题在第二轮定期报告格式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且包含利益相关方的更大群体，从

而考虑到了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2015 年通过）。 

 

关键术语 
 



实现性别平等 
 

社区 

冲突防止 

保存 

文化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效益 

性别平等 

原住民族 

法律框架，世界遗产 

监测 

社会融合和平等 

世界遗产地位 
 

0 不适用 1 负面的 2 不影响 3 正面的 4 非常正面的 

 

13.1.1.  保存   

13.1.2.  研究和监测   

13.1.3.  管理有效性   

13.1.4.  当地社区和原住民族的生活质量   

13.1.5.  承认  

13.1.6.  教育   

13.1.7.  基础设施开发   

13.1.8.  用于该项遗产的资金   

13.1.9.  国际合作  

13.1.10.  对保存的政治支持   

13.1.11.  法律/政策框架   

13.1.12.  倡导推广   

13.1.13.  机构协调   

13.1.14.  安全   

13.1.15.  性别平等   

13.1.16.  为当地社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效益  

13.1.17.  社会融合和平等，且为所有人增加了机会，不论其年龄、性
别、残疾、民族、出身、宗教或者是经济或其他状况如何 

  

13.1.18.  促进包容性的当地经济开发并改善民生  

13.1.19.  有助于冲突防止，包括尊重遗产内部和周边的文化多样性   

13.1.20.  其他  

13.1.21.  解释：如果是‘其他’，请详细说明  
 



13.2. 与世界遗产地位及其影响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地位 

 
 
 
 

 

 

14. 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中的优秀实践 

第 14 章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在遗产层级进行世界遗产保护、识别、保存或管理的

优秀实践规范的例证得以为人所借鉴。 

14.1. 在遗产层级进行世界遗产保护、识别、保存或管理的优秀实践规范

的例证 

如果您有在遗产层级进行世界遗产保护、识别、保存或管理的优秀实践规范的例证，请

在下面的方框内进行描述。 
 

关键术语 
 

保护和管理 

保存 

 

 

 

 

 

14.2. 请解释遗产层级的最佳实践规范的这一例证涵盖了哪些课题 

关键术语 
 

治理 
 

可持续发展 

结合 

能力建设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14.2.1.  可持续发展  

14.2.2.  结合  



14.2.3.  保护状况  

14.2.4.  管理  

14.2.5.  治理  

14.2.6.  能力建设  

15. 定期报告活动的评估 

第 15 章评估了定期报告活动的格式、内容和过程，包括所生成数据是如何使用的，以及

答问卷者可获得的培训和指导的利用情况。 

15.1. 定期报告的相关性 

15.1.1. 定期报告进程已经改善了对以下各项的理解吗？ 

 

关键术语 
 

真实性 
 

完整性 

监测 

突出普遍价值 

定期报告活动 

报告 

世界遗产公约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15.1.1.1.  《世界遗产公约》  

15.1.1.2.  突出普遍价值这一概念  

15.1.1.3.  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15.1.1.4.  完整性和/或真实性这一概念  

15.1.1.5.  遗产的完整性和/或真实性  

15.1.1.6.  保持突出普遍价值的管理有效性   

15.1.1.7.  监测和报告  

 

注 

请选中您认为定期报告演习已增进了对世界遗产各个要素的理解的多个方框。 

 

15.1.2. 请评估以下实体所做的上一次定期报告活动的结论和建议的后续工作  

 

每一定期报告活动都会产生关于遗产的保存的诸多建议和后续措施。这一问题要求您用四

点量表评估众多工作者针对这些结论和建议所做的后续工作。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公约的）咨询机构 
 

ICOMOS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IUCN 

定期报告活动 

遗址管理者 

缔约国 

世界遗产中心 
 

后续工作 0 不需要 1 没有后续工作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15.1.2.1.  缔约国   

15.1.2.2.  遗址管理者   

15.1.2.3.  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   

15.1.2.4.  咨询机构（ICOMOS、IUCN、ICCROM）  
 

15.2. 数据的利用 

15.2.1. 主管遗产的权力机关打算如何利用这一轮定期报告所记录的数据？ 
 

关键术语 
 

意识提升  
保存  
定期报告活动 

保护和管理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15.2.1.1.  遗产保护、管理和保存优先事项/策略/政策的修订   

15.2.1.2.  管理计划的更新  

15.2.1.3.  筹款  

15.2.1.4.  意识提升  

15.2.1.5.  倡导推广  

15.2.1.6.  其他  

15.2.1.7.  解释：如果是‘其他’，请详细说明  

 

15.2.2. 对使用来自本轮定期报告的数据的解释 
 
 
 
 



 
 

 

 

15.3. 时间安排和资源 

15.3.1. 参与填写这一在线调查问卷的实体（适用时，请勾选尽可能多的方框） 
 

关键术语 
 

负责文化和/或自然遗产的机构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ICOMOS 

原住民族 

国际公约/方案，见国际身份 

IUCN 

UNESCO 国家委员会 

其他特定群体 

遗址管理者 
 

您可勾选多个方框 

15.3.1.1.  负责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政府机构  

15.3.1.2.  遗址管理者/协调人员，世界遗产工作人员  

15.3.1.3.  其他国际公约/方案的协调中心  

15.3.1.4.  其他国际公约/方案项下的当地指定遗址的负责人  

15.3.1.5.  其他世界遗产的工作人员  

15.3.1.6.  UNESCO 国家委员会  

15.3.1.7.  当地社区  

15.3.1.8.  原住民族  

15.3.1.9.  其他特定群体  

15.3.1.10.  解释 如果您选择了‘其他特定群体’，请提供详细描述  

15.3.1.11.  非政府组织  

15.3.1.12.  ICOMOS 国际总部  

15.3.1.13.  ICOMOS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3.1.14.  IUCN 国际总部  

15.3.1.15.  IUCN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3.1.16.  ICCROM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3.1.17.  外部专家  

15.3.1.18.  捐款人  

15.3.1.19.  其他  

15.3.1.20.  解释：如果您选择了‘其他’，请提供详细描述  



注 

该问题旨在确定参与填写此问卷的所有小组/个人。 

 

15.3.2. 在填写这一调查问卷的过程中考虑了性别平衡的贡献和参与吗？ 

 

关键术语 
 

性别  
性别平衡的贡献和参与 

 性别平衡的，见 性别平等 

 

仅勾选一个方框 

15.3.2.1.  在填写过程中未曾明确地考虑或实行性别平衡。  

15.3.2.2.  在填写过程中已经对性别平衡作了有限考虑，并且正在实行当中。  

15.3.2.3.  在填写过程中已经明确地考虑性别平衡，但实行中仍有一些缺陷。  

15.3.2.4.  在填写过程中明确地考虑并有效地实行了性别平衡。  

 

15.3.3. 给了您足够的时间（即约十个月）来搜集必要信息和填写这一调查问卷吗？ 

 

仅勾选一个方框 

15.3.3.1.  否  

15.3.3.2.  是  

 

15.3.4. 请估计填写这一调查问卷所需的时间（工作时间）  

请仅通过提供的值来回答问题。 您的答案应仅以小时数计算。 

 

搜集数据  

利益相关方咨询  

填写调查问卷  

 

15.3.5. 您曾调动任何额外资源来填写这一调查问卷吗？ 

 

 额外资源 否 是 

15.3.5.1.  人力资源   

15.3.5.2.  组织咨询会议/培训的财政资源   

 

15.4. 定期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15.4.1. 填写这一调查问卷所需的信息的可获取性如何？ 

 

仅勾选一个方框 



15.4.1.1.  所需信息中很少是可获取的。  

15.4.1.2.  所需信息不全是可获取的。  

15.4.1.3.  所需信息中大多数是可获取的。  

15.4.1.4.  所需信息全都是可获取的  

 

15.4.2. 调查问卷便于使用且清楚易懂吗？ 

请评估调查问卷的易用性以及各个问题的清晰性  

 

  非常困难 困难 容易 非常容易 

15.4.2.1.  调查问卷的易用性     

15.4.2.2.  各个问题的清晰性     

 

15.4.3. 请为改善定期报告调查问卷提出建议 
 
 
 
 
 
 

 

注 

请提供任何改进建议，以改进未来的定期报告调查表和在线工具 

15.5. 培训和指导 

15.5.1. 请评估在填写这一调查问卷的过程中，以下实体提供培训和指导的支持水平 
 

关键术语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IUCN 国家/地区代表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家委员会 

世界遗产中心 
 

支持水平 0 不适用 1 无支持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15.5.1.1.  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   

15.5.1.2.  UNESCO（其他部门/总部外办事处）   

15.5.1.3.  UNESCO 国家委员会   

15.5.1.4.  ICOMOS 国际总部   

15.5.1.5.  IUCN 国际总部   

15.5.1.6.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15.5.1.7.  ICOMOS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5.1.8.  IUCN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5.2. 请评估以下实体对填写定期报告调查问卷提供支持的水平  

 

关键术语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IUCN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UNESCO 国家委员会 

国家协调中心（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中心 
 

支持水平 0 不适用 1 无支持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15.5.2.1.  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   

15.5.2.2.  缔约国代表（国家协调中心）   

15.5.2.3.  UNESCO 其他部门（例如总部外办事处）   

15.5.2.4.  UNESCO 国家委员会   

15.5.2.5.  ICOMOS 国际总部   

15.5.2.6.  ICCROM 国际总部/区域中心   

15.5.2.7.  ICOMOS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5.2.8.  IUCN 国家委员会/地区委员会   

15.5.2.9.  IUCN 国际总部   
 

15.5.3. 世界遗产中心准备的关于定期报告的在线培训资源足以让您填写这一调查问卷

吗？ 

关键术语 
 

定期报告活动 
 

世界遗产中心 

 

仅勾选一个方框 

15.5.3.1.  不适用（即我未曾使用这些资源）  

15.5.3.2.  否  

15.5.3.3.  是  
 

15.5.4. 如果您发现在线培训资源不够，那么您希望看到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5.6. 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考虑的措施 

15.6.1. 对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考虑的措施的总结 

这一问题总结了需要作出且需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的、对本定期报告中已强调的世界

遗产信息的任何变更（例如对一些问题中预先填好的信息的任何变更等）。 

 

关键术语 
 

世界遗产委员会 
 

注 

该问题总结了本定期报告中强调的与世界遗产相关的信息需要做出的任何更改（例如，对

某些问题中预先填写的信息的任何更改等），并且需要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同意。 

没有建议更新的项目 

15.7. 与定期报告活动的评估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15.7.1. 与定期报告活动的评估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 

请用这一方框来作出任何解释，即解释所提供的答案、所使用的信息的来源以及/或者是涉

及到与定期报告活动评估相关的信息的结论或建议。请注意，这一文本框对所用的字符个

数有限制，字符个数限制会在您输入您的回答时显示。 
 

关键术语 
 

定期报告活动 

 

 

 

 

注 

请使用此框发表任何评论，即对所提供答案的解释，所用信息的来源和/或有关与定期报告

评估相关相关的解释、结论和/或建议。请注意，此文本框对使用的字符数有限制，在您键

入响应时会出现。 

15.7.2. 您已经填妥所有问题，感谢您。请联系您的国家协调中心进行确认。 

关键术语 

 

国家协调中心（世界遗产） 

 

感谢您填写你所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