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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于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加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

10~14世纪的世界著名商贸中心，该遗产向世人展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商旅云集、文化荟萃的整体景象，

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契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本文基于泉州系列遗产
的管理与保护，通过全球对比分析，在世界同类遗产的保护实践中汲取经验，为泉州系列遗产管理与保

护工作提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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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zhou: The World Marine Trade Center of Song and Yuan China” was successfully inscrib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at the 44th World Heritage Conference held in 2021. As a highly pros-
perous business center in the world’s maritime trade network from the 10th to the 14th century, 
the heritage shows the world the overall scene of Quanzhou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here business travelers gathered and cultures gathered. It is an important witness of the ex-
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history. The heritage cor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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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ds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Quanzhou series heritage, through the glob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experience from the protection practice of similar heritage in the world, and puts forward path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Quanzhou series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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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遗产是文化与自然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的象征[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通

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以下简称《公约》)，旨在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确认、保护、

保存、展示，使其得以延续。截至 2023 年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中共有遗产 1199 项，其中世界自然遗产 227 项、世界文化遗产 933 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39
项，分布在 168 个缔约国。中国于 1895 年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后，1987 年第一批遗产被收入名录。

截止目前，中国共有 57 项遗产被列入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39 项、自然遗产 14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客观而准确且明晰：“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以一种杰出的方

式整合了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空间结构及关键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因素。正是这些促进了泉州的惊人崛

起和作为 10~14 世纪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海上枢纽的繁荣[2]。泉州作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在宋

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体系下，完整地展现了多元的社会文化架构，这是宋元时期东西方文明对话、友

好交往的直接实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加强对泉州系列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泉州历史保护工作所

面临的问题。本文通过全球对比分析，研究同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措施，汲取国际经验，为泉州系列文

化遗产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益。 

2.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概况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文化遗产地理坐标为 24˚42'37"N，118˚26'39"E，位于

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核心区为 536.08 ha，缓冲区为 11126.02 ha，共有遗产点 22 项，分别为开元寺、

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文庙及学宫、清净寺、市舶司遗址、天后宫、德济门遗址、顺济桥遗址、真武庙、

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安平桥、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洛阳桥、伊斯兰教圣墓、老君岩

造像、九日山祈风石刻、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安溪青洋

下草埔冶铁遗址，分布在泉州及其周边 4200 Km²的区域内。22 处遗产点及关联环境涵盖了制度性建筑与

场所、公共建筑及宗教场所、城市功能布局与空间结构、手工业生产基地、交通运输网络，各要素之间

呈现出空间、功能、文化、社会上的有机关联[3]。泉州系列遗产各组成要素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

反映了宋元泉州的空间总体布局和社会文化结构，完整全面地向世人展现了作为 10~14 世纪世界海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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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中心的城市整体面貌。 

3. 泉州系列遗产全球对比分析 

3.1. 基本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是为保障《世界遗产公约》实施的技术性导

则，是当前针对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最具权威性的指导性文件，已成为世界遗产领域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

的最直接体现。 
根据 2021 版《操作指南》关于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的规定，凡申报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

文化遗产，必须符合一项或多项遴选标准。截至目前，全球各大洲范围内共有 933 项遗产凭借自身独特

的历史人文优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此将泉州系列遗产同国外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 7 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横向对比(见表 1)。通过有针对性遴选的城市投点，能够直观地反映出

泉州系列文化遗产与全球各大洲内同类的商贸港口城市的主要特征。 
 
Table 1. Comparison ofsome commercial port cities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表 1. 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部分商贸港口城市特征对比 

名称 
Name 

洲 
State 

收录时间 
Time 

遴选标准 
Criteria 

面积 
Area 

主要特征 
Features 

澳门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亚洲 2005 年 (ii) (iii) 

(iv) (vi) 
核心区 16.1678 ha 
缓冲区 106.791 ha 

地理坐标：22˚11'28.651"N，

113˚32'11.26"E，位于中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该遗产反映了自公元

16 世纪中叶起澳门这一港口城市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战略重要性。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 
Quanzhou: Empo-

rium of the World in 
Song-Yuan China 

亚洲 2021 年 (iv) 核心区 536.08 ha 
缓冲区 1,126.02 ha 

地理坐标：24˚42'37"N，

118˚26'39"E，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

建省。该遗产综合反映了公元

10~14 世纪泉州作为全球海上贸

易中心对世界的突出贡献。 

科罗及港口 
Coro and its Port 美洲 1993 年 (iv) (v) 核心区 18.4 ha 

缓冲区 186.3 ha 

地理坐标：11˚24'35.258"N，

69˚40'45.221"W，位于委内瑞拉西

北部法尔孔州。该遗产始建于

1527 年，真实再现了历史上科罗

港的原有格局。 

瓦尔帕莱索港口 

城市历史区 
Historic Quarter of 
the Seaport City of 

Valparaíso 

美洲 2003 年 (iii) 核心区 23.2 ha 
缓冲区 44.5 ha 

地理坐标：33˚2'26.3"S，
71˚37'40.8"W，位于智利中部沿海

瓦尔帕莱索湾南岸。该遗产在很大

程度上保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部分港口基础设施，成为 19 世纪

末全球化早期阶段的杰出见证。 

库拉索岛的威廉斯

塔德历史区、内城和

港口 
Historic Area of 

Willemstad, Inner 
City and  

Harbour,Curaçao 

美洲 1997 年 (ii) (iv) 
(v) 

核心区 86 ha 
缓冲区 87 ha 

地理坐标：12˚6'6.984"N，

68˚54'7.992"W，位于加勒比海上

的荷属安的列斯的库拉索岛，为

1634 年荷兰人所建成的贸易港

湾。该遗产大量保留了 17 至 18
世纪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城

镇的建筑风格。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001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4%E5%86%85%E7%91%9E%E6%8B%89/54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0%94%E5%AD%94%E5%B7%9E/103562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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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波尔多月亮港 
Bordeaux, Port of the 

Moon 
欧洲 2007 年 (ii) (iv) 核心区 1731 ha 

缓冲区 11974 ha 

地理坐标：44˚50'20"N，0˚34'20"W，

位于法国西南的波尔多，创建于启

蒙时期。该遗产大量保留了 18 世

纪早期以来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被

公认为是两千多年来文化的交汇

地，其港口在区域和国际商业中占

有重要地位。 

莱武卡历史港口镇
Levuka Historical 

Port Town 

大洋

洲 
2013 年 (ii) (iv) 核心区 69.9 ha 

缓冲区 609. 4ha 

地理坐标：17˚41'0.16"S，
178˚50'4.32"E，位于斐济东部。该

遗产作为 19 世纪太平洋殖民港口

城市的代表，展示了殖民聚落类型

与当地建筑的结合。 

注：本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https://whc.unesco.org 发布资料整理。 
 

根据表 1，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泉州系列遗产在占地面积、遗产价值特征等方面表现出

了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彰显了泉州系列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世界同类遗

产的全新视角。就遗产地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面积而言，泉州系列遗产远远超出世界同类文化遗产，仅

次于欧洲的波尔多月亮港。因而，在遗产地的管理与保护工作中，泉州系列遗产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

挑战。 

3.2. 保护与管理措施对比分析 

《世界遗产公约》内容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尊重遗产所在国主权的同时，各缔约国也应意识

到，合作保护是一项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工作。根据《公约》要求，遗产保护立法、综合整体规划、

专门机构设置在遗产地的保护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其中，遗产保护立法是当前最具效力的保护手段。

因此，本文就世界范围内相关遗产的保护法规出台进行了对比分析(表 2)。 
 
Table 2. Relevant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表 2. 相关遗产保护法规出台情况 

名称 
Name 

国家 
Country 

法律法规 
Law 

年份 
Time 

澳门历史中心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中国 
China 

第 56/84/M 号法令 
Law-Decrees 56/84/M 
第 83/92/M 号法令 

Law-Decrees 83/92/M 

1984 年 
 

1992 年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 
Quanzhou: Emporium of the 
World in Song-Yuan China 

中国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Regulations of Fujian Province o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Property 
《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Rules of Fujian Provi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 Monuments and Sites of 

Ancient Quanzhou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

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Quanzhou: World Maritime 
Trade Center of Chin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1982 年 
 
 

2009 年 
 
 

2022 年 
 
 

2022 年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001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whc.unesco.org/en/criteria/
https://whc.unesco.org/
https://www.io.gov.mo/cn/bo/a/link/5707
https://www.io.gov.mo/cn/bo/a/link/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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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罗及港口 
Coro and its Port 

委内瑞拉 
Venezuela 

《文化遗产保护法》 
Law on Protection and Defence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1993 年 

瓦尔帕莱索港口城市历史区 
Historic Quarter of the Seaport 

City of Valparaíso 

智利 
Chile 

《国家古迹保护法》 
Law for National Monuments 1972 年 

库拉索岛的威廉斯塔德历史

区、内城和港口 
Historic Area of Willemstad, 

Inner City and Harbour,  
Curaçao 

荷兰 
Netherlands 

《岛屿空间发展规划条例》 
The Island Ordinance on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国家古迹条例》 

The National Monuments Ordinance 
《库拉帕拉岛古迹条例》 

The Island Monuments Ordinance for Curaçao 
《马耳他公约》 

The Malta Convention 
《国家海事管理条例》 

The National Ordinance Maritime 
Management 
《建筑条例》 

The Building Ordinance 

 
1976 年 

 
1979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7 年 
 

2012 年 

波尔多月亮港 
Bordeaux, Port of the Moon 

法国 
France 

《历史性建筑法案》 
Loi sur les bâtiments historiques 

《纪念物保护法》 
La loi du sur la conservat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保护历史古迹法》 

De la loi sur l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景观保护法》 

Du code de l’ environnement 
《马尔罗法》 
Loi Malraux 

《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 
La loi de décentralisation du 

《景观法》 
Loi paysage 

《遗产法典》 
Le Code du patrimoine 

1840 年 
 

1887 年 
 

1913 年 
 

1930 年 
 

1962 年 
 

1983 年 
 

1993 年 
 

2004 年 
 

莱武卡历史港口镇 
Levuka Historical Port Town 

斐济 
Fiji 

《斐济城镇规划法》 
The Fijian Town Planning Act 

《环境法》 
The Environment Act 

《斐济世界遗产法令》 
The Fiji World Heritage Decree 

1946 年 
 

2005 年 
 

2013 年 
 

注：本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https://whc.unesco.org 发布资料整理。 

 

通过对比可知，国外在遗产保护立法上有较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荷兰、法国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

自 20 世纪初便不断就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保护宪章、公约等

纲领性文件[4]。以法国为例，环环相扣、不断更新的法律和条例体系构成了一整套保护独立建筑、建筑

群和整体城市景观的完整的法律框架。 
法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1840 年，法国出台了旨在保护古建文物

的《历史性建筑法案》。1913 年的《保护历史古迹法》明确规定，不论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产，一旦

被认定为历史性建筑，就不得拆毁，而其维修费用将由政府资助。1962 年的《马尔罗法》则开始划定国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1001
https://whc.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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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历史“保护区”，将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一起保护。两部法律分别以“文化遗产”和“保护区”为

核心，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并详细规定了遗产地的保护范围、保护方法、申报程序及税收优惠

等内容。完备的立法使得法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有序进行，有关机构和人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了

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确保了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较之于国外丰富的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理念与策略，我国遗产保护立法在时间上存在着一定滞后性，

在内容上缺乏针对性、适用性。根据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11 月 08 日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

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内容要求：在文物保护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文物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并加

强文物领域法律与其他法律衔接，鼓励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出台。因此，针对泉州境内不同存

在形式的文化遗产，根据实际保护现状，明确保护对象、厘清责任主体，加强系列遗产保护立法，建立

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应成为未来泉州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发力点。 

4. 泉州系列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成功申报后，每六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进行一次评估。若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被改变

或破坏，它将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若未能在规定期限内采取有效措施，该遗产将被《世界遗

产名录》除名。而设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目的在于，将全球的关注焦点以及急需保护的紧急性聚焦

于那些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却正面临威胁的遗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为保护世界遗产贡献力量[5]。 
截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第 45 届世界遗产大会，全球已有 56 项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3 项世界遗产被除名。中国虽然尚未有遗产被列入其中，但也应引以为戒，确保我们的世界遗产得到妥

善保护。对于泉州系列遗产而言，正确认识世界遗产的动态机制、在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中取得平衡，

是在后申遗时代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1. 被除名的世界遗产：利物浦——海上商城 

4.1.1. 利物浦——海上商城概况 
利物浦——海上商城(Liverpool-Maritime Mercantile City)，地理坐标为 53˚24'24"N，02˚59'40"W，位

于英格兰的西北部利物浦市区北部海港，包含了阿尔伯特码头、威廉布朗大街等一系列利物浦地标性建

筑。作为世界沿海著名通商口岸，利物浦——海上商城见证了 18 至 19 世纪全球海洋贸易的发展。 
2004 年，利物浦——海上商城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威尔特郡“巨石阵”(Stonehenge)和伦

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会大厦) (Westminster Palace)并称为“英国世界遗产三大明珠”。2012 年，鉴于利

物浦对老船坞区的大规模开发计划，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2021 年 7 月 21 日，根据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第 44 号决定：利物浦水域发展计划

的影响已确定对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构成威胁，将不可逆转地破坏列入名录所必须的完整性属

性和条件。由此，利物浦——海上商城这一遗产正式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4.1.2. 对世界遗产动态机制的认识 
利物浦——海上商城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其中的警示意义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作为港口城

市的利物浦，在过去的十年内，当地政府批准了在遗产地及其缓冲区预计 55 亿英镑的城市建设计划，其

中包括兴建大楼、开发游艇码头等，严重破坏了遗产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违背了《公约》所规定的保

护和保存其作为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承诺。 
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的除名，不仅是当地连续九年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的无

视，更是对遗产地及其周边地区开发与治理的监管体制、机制的严重缺失，反映出有关保护管理部门在

世界遗产保护意识和保护管理能力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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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的管理、保护和开发工作应立足实际国情，遵循立足保护、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和永续利

用的原则，使“保护与开发”相协同[6]。如何协调好保护、利用和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于已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系列遗产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成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意味着遗产地

保护工作的结束，相反，恰是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新高度、新起点[7]。因此，在泉州系列遗

产今后的管理保护工作中，应当构建起与世界遗产中心的对话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从中获取专业性的

保护意见与建议；同时，借鉴世界同类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不断提高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水平。

而这项工作本身，不仅是中国作为缔约国对《公约》所规定的遗产地保护义务的履行，也是对泉州系列

遗产申遗初衷的回归。 

4.2. 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科学地保护和开发世界遗产资源，是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8]。泉州系列遗产作为一项

世界文化遗产，其管理和保护工作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并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以实现其可

持续发展。在开发方面，应当坚持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利用，盘活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协调保

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当统筹不同保护语境、建立起联动保护机制，以此加强对泉州系列遗产的

管理和保护。 

4.2.1. 坚持遗产活化利用 
《操作指南》中明确指出，提高遗产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以延续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与利益。从地理学视角看，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的，更是地方的，它是历史长河中人类活动与特定地理

环境协调发展的产物，反映了该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建筑等多元要素相互联系的结果，具有

鲜明地域特色[9]。泉州系列文化遗产其 22 处代表性遗产点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既是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

也是当地原住民的生活场所。倘如遗产保护工作只见“物”而不见“人”、“生活”，遗产价值便无法

完成阐释、呈现和延伸，也就无从谈及遗产价值的传承[10]。 
因此，在遗产保护中需坚持保护惠及原住民的原则，注重遗产价值的转化，提升遗产地的公共服务

水平。让原住民的生活日常与遗产价值的阐释、传播等密切关联起来[11]。同时，注重传承和弘扬当地的

文化传统，加强对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和遗产保护意识，使遗产价值在

当地原住民的具体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阐释和呈现，并且逐渐融入当下及未来的社会发展之中。 

4.2.2. 统筹不同保护语境 
泉州系列文化遗产成功申遗后，在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上需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

有关规定。因而，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度框架下，遗产地的保护工作还需根据

《公约》内容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保护范围”是指对

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边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控制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

护控制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对标《操作指南》实施规定，则是

所划定的“遗产区 + 缓冲区”。由于二者的认定的角度不同，相关范围的内涵也不尽相同，故所划定的

范围在空间上存在巨大差异。 
同时，根据前文的全球对比分析可知，泉州系列遗产幅员辽阔，在遗产点的分布上更为分散。因而，

以欧洲为中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机制，无法完全有效地应对泉州系列遗产在保护与管理方

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泉州系列遗产的管理与保护实践中，需统筹考虑两套不同的保护语境，融

合观念差异，切实履行好《公约》所规定的保护义务；又要从遗产地的实际出发，合理布局远景规划，

形成一套本土化的保护体系和价值标准，以确保对泉州系列遗产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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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建立联动保护机制 
泉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城市之名成功申遗，其众多的文化资源凝聚了多元文化价值。在遗

产点的保护工作上，应当从空间、功能、事件、文化等多个维度出发，思考系列遗产各组成在文化价值

上的关联性，以此将空间分散的文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12]。泉州系列遗产 22 处遗产点涵盖了佛教与传

统建筑、历史街巷、水系、桥梁、港口、以及墓地，分布于泉州各个区县，在遗产保护实践中，有关保

护主体需对具体管理指标进行明确界定。但我国现有的单一部门管理模式往往受制于辖区，各自为政，

难以针对类型多元、权属多样、分布广泛的泉州系列遗产进行一体化保护。因此，当地政府需建立起一

套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保护机制，对泉州系列遗产开展针对性、长效性、关联性保护。同时，积极吸

纳专家、社会组织及公众等非政府力量的参与，以便实现对泉州系列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5. 结论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古泉州完善的海外贸易管理体

系、精湛的商品生产工艺，也见证了文明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本文基于世界遗产保护语境，针对泉州

系列遗产的管理与保护现状，进行全球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可知，我国现有的遗产保护法律机制还有待

进一步健全。在今后泉州系列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中，需坚持保护与开发相协调的原则，践行遗产的活

化利用，注重遗产价值的转化，同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联动保护机制，使遗产价值在当代得以延续，以

期更好保护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文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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