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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中国已有 56 项世界遗产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项、世

界自然遗产14项、世界文化遗产38项（其

中包含世界文化景观 5 项）。

我国是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

最快的国家，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

自然遗产数量、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这

一成果的取得，与我国对遗产事业高度

重视和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科学部署密不

可分。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中国所拥有的每一项世界遗产及预

备清单中的项目，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特

殊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中华民族取得的

各项历史成就，如今都已成为被国际普

遍认可的意象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

2021 年 7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梅希蒂尔德·罗斯

勒说：“中国在保护国家和地方遗产方

面取得了进步，大量自然和文化遗产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帮助有需要的

国家和地区保护世界遗产方面，中国发

挥着重要作用。”她还说：“2004 年，

我曾参与在中国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

会的筹备工作。时隔多年，我目睹了中

国在保护国家和地方遗产、参与完善世

界遗产方面取得的进步。中国大量的自

然和文化遗产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国文化遗产遍布华夏大地，区域

性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和多民族文化的

丰富构成，使得我国的文化遗产表现出

鲜明的差异性，从而对保护实践提出了

差异化、多样性的要求。同时，快速的

工业化、城市化也对遗产的保护发展提

出了许多新命题。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具

有国家战略地位。自 1985 年加入《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

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发展的理念精神与工

作框架，在遗产保护制度建设、遗产传

承发展与创新利用、文化空间与文化生

态整体性保护等方面探索出多样化路径，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语

境的遗产保护道路，为全球遗产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独特经验与重要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

一片浩渺的“绿色海洋”映入眼帘。素

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誉的武

夷山在经过大力保护之后，一度难觅踪

迹的黄腹角雉、眼镜蛇、黑熊、穿山甲，

而今不时出现在巡护镜头里。

2016 年，武夷山被列入全国首批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探索共商共

管共建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中国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大力推动世界遗产保护

事业发展，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了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武夷

山正可以说是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国拓展了世界遗产保护

的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乃至全球世

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思想库。用法律和制

度构建起世界遗产保护网，建立从中央

到地方较为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

监测和研究工作体系，实现对遗产地的

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同时，充分利用

专业机构力量和新技术，为世界遗产保

护提供更多、更好的实施路径和方式方

法。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国逐

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管理体系。实

施故宫、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布达拉宫、大足石刻等一批重大的文物

保护工程，充分注重科技手段的运用与

创新，借助多学科、跨领域合作，不断

深化保护研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

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