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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二年十一月在威尼斯舉行題為《世界遺

產 2002：共享與共同保護》的國際會議，旨在慶祝【世界文化自然
遺產保護公約】制定 30周年；此一公約迄今已有 175個國家簽署。 

【保護公約】於 1972年 11月 16日在巴黎制定通過，在得到 20
個國家聯合簽署後於 1975年 12月開始生效。今天，它已經成為以實
際行動保護受威脅自然遺產的有效策略。 

目前已有 125個國家的 730處自然文化遺產被列入保護名錄，其
中包括文化遺產 563處，自然遺產 144處，綜合型遺產 23處。這些
遺產中有 33 處被列入受威脅遺產名單。另外，每年還有幾十處的自
然文化遺產陸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保護名錄。 

世界遺產申報最早開始於歐洲和北美，目前各地區遺產數量呈嚴

重不均衡狀態；有一半被列入名錄的遺產分佈在歐洲和北美，亞太地

區只有 140處，拉丁美洲地區 104處，非洲 53處，阿拉伯地區 12處。
在名錄中有 12處位於邊境地區，因此而產生了管理權上的問題。 

在 1979 年黑山大地震後，科托爾天然港成為地一個列入受威脅
遺產名單城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下，科托爾的城牆、四座

羅馬式教堂及一批古蹟已經得到修復。 
而被列入該名單的最著名文物當屬吳哥窟遺址，其地面積 400平

方公里，在 9到 15世紀曾是凱默爾王朝的首都，在這裡遺存了大量
的歷史古蹟；目前已有 35 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加入吳哥窟的研究、修
復及開發的工作，每年預算金額達 500萬美元。 

另外被列入受威脅遺產名單的，還有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剛果

的五處自然公園，耶路撒冷老城等。黃石國家公園是第一處被列入名

單的公園性遺產，今天它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火災及礦山開採；剛果

自然公園內生活著全球僅有的大猩猩，他們的生存環境因戰爭及偷獵

活動而日趨惡劣。 
威尼斯會議將對公約制定 30 年來的成果進行評估，研究以新的

手段擴大公約的影響力，吸引非政府組織、社會各界及私營機構加入

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