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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为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评估工作提供指导，所采用的框架既适用于自
然和文化遗产，也适用于小型或大规模项目。该框架既能在更广泛的环境与
社会影响评价（ESIA）中运用，也能作为独立的遗产影响评估（HIA）来实
施。

《指南》也是世界遗产管理能力建设和认知提升的资源：它既是世界遗产中
心、咨询机构和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相关能力建设活动的基础教材，也可用
于自主学习。本《指南》将和《操作指南》一起，共同支持《世界遗产公约》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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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我们的世界遗产面临威胁时—— 
影响评估提供了解决方案

2022年《世界遗产公约》颁布50周年之际，全球已有一千一百多处世界遗产，保

护这些人类宝贵的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然而，许多世界遗产地及其周边的各类

开发项目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决定实施此类项目之前，对其影

响进行评估，对于预防世界遗产遭到破坏，确定可持续方案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作手册》（以下简称“《指南》”）阐释了如何实现上

述目标，是解决该问题的必备参考资料。它提供了实用技巧和工具手册，包括核对清

单和术语表，为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开展影响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

本《指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

委员会咨询机构（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

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共同编写，旨在通过促进跨部门、多学科的合

作，以探求既能保护世界遗产，又能支持高质量且

适度发展的解决方案。我们诚邀《世界遗产公约》

缔约国、遗产管理者、决策者、规划者和开发者使

用本《指南》，助力我们履行共同承诺，将珍贵的遗

产传承给子孙后代。 

已有 

1 / 8
的世界遗产

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

开展影响评估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

    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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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遗产资源手册系列

自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颁布以来，《世界遗产名录》持续更新，世界遗产数量也随之稳
步增长，各缔约国迫切需要针对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指导。各类专家会议和定期报告的结
果均表明，缔约国和世界遗产管理者在特定领域需要更多支持，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能
力建设活动。世界遗产资源手册系列正是回应了这个需求。

世界遗产资源手册系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秘书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
三个咨询机构（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共同出版。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第30届会议上（2006年7月，立陶宛维尔纽斯）明确支持出
版世界遗产资源手册的倡议，并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进该
倡议的筹备和落实。

资源手册旨在为缔约国、遗产保护机构、地方政府、遗产地管理者和当地社区，以及参与
世界遗产认定和保护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针对性指导。资源手册
通过提供知识和帮助，确保《世界遗产名录》具有代表性和可信度，使世界遗产地受到良好保
护和有效管理。

这些手册被设计成便于使用的工具，用于围绕《世界遗产公约》开展能力建设和提高公
众意识的工作。它们既可以供个人自学独立使用，也能作为培训研讨班的教材资料，而且应
当对理解《世界遗产公约》的基本条款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
作指南》”）起到补充作用。

本系列手册的PDF格式文件可在下述网站免费获取：
https://whc.unesco.org/en/resource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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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自成立75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准则性文书，以保护世界的创意多
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宣言和建议书涵盖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
共同形成了一个法律工具网络，旨在助力各个成员国在全球各个地区保护遗产和创造力。

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为《世界遗产公约》，被认为是保护
遗产最成功的国际文件之一。作为首个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皆纳入其中的国际法律文件，
它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问题之间建立起独特而有力的联
系。此外，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1154处世界遗产反映了遗产的多样性，成为遗产保护
各个方面的重要试验场。

在2022年庆祝《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之际，所有世界遗产行动者都秉着“下一个50年：
作为韧性、人文和创新之源的世界遗产”的精神，批判性地反思了自1972年以来取得的非凡
成果，并展望未来之路。本出版物涉及世界遗产半个世纪以来诸多关键领域的反思，如气候
变化与遗产保护、可持续旅游、日益强大的数字传播，以及世界遗产在社区生活中展现的内
在韧性。

在审查遗产保护状况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反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对可能影响世界遗
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进行评估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兼顾发展需求、社会福祉和遗产保护
可能具有挑战性，需要专门工具帮助《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尽可能高标准地履行其职责。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制定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以帮助缔约国更好地
保护遗产，如201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指南》和2013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的《世界遗产环境评估指导建议》。自这些文件发布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始终鼓
励各缔约国在委托和审查影响评估工作时，充分利用这些指导性文件。

本《指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联合出版。它对遗产领域的
独特贡献在于，借助同一灵活适用的框架，指导使用者按照必要步骤，针对各种类型和规模
的项目，在文化、自然或混合世界遗产地开展影响评估。因此，若没有各咨询机构的技术专
长以及深度持续的参与，本出版物是不可能实现的。

该框架遵循最高标准，历经数年，打磨而成。它为缔约国、项目利益相关方和独立专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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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委托、开展和审查遗产影响评估的实用指导。秉承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在国
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的精神，这一方法论也适用于《世界遗产名录》以外所
有形式的遗产。

令我尤为高兴的是，修订后的《指南》也为世界遗产管理的能力建设和认知提升提供了
资源，它既可作为有组织的团体培训活动的一部分，也可供个人自学使用。这一新增工具直
接受到《世界遗产公约》指导文本和原则的启发，旨在尽可能做到方便用户使用且具有广泛
适用性，无疑对全球的杰出遗产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挪威气候与环境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
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IUCN-ICCROM World Heritage 

Leadership Programme）的支持，使《指南》得以顺利出版。我相信，随着更多利益相关方使用
《指南》，他们将提供更多的行动支持，为造福后代而保存和保护好我们共同的遗产。

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Lazare Eloundou Assom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前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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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手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
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联合
出版物。这项工作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领导
力”项目的内容之一，获得了挪威气候与环境部的慷慨支持。

本出版物的目的在于，为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评估工作提供指导，所采用的框架既适用于
自然和文化遗产，也适用于小规模或大规模项目。该框架既能在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
价（ESIA）中运用，也能作为独立的遗产影响评估（HIA）来实施。

从2018年9月起，咨询机构在世界各地召开了许多会议和工作坊，确定研究范围、研究内
容，合作编制了《指南》。根据当前影响评估方法的最佳实践，本《指南》采用了综合方法，既考
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为《世界遗产公约》各利益相关方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反
馈的诸多要求和需求，又整合并取代201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指
南》、201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环境评估指导建议》，是目前开展和审查世界遗产
影响评估的最新参考资料。本《指南》中的方法也可用于其他不同类型的遗产。

本出版物概述了世界遗产体系和指导原则，并阐释了开展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ESIAs）
或遗产影响评估（HIAs）的流程。此外，文件还包含术语表、建议工具包及核对清单。新版《指
南》将协助缔约国、遗产管理者、决策者、项目提议者、社区和其他相关方，在世界遗产范围及
其周边计划开展或已开展可能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OUV）的重大行动时，对遗产地进行有
效管理。

《指南》不仅为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提供了操作框架，而且是世界遗产管理的能力建设和
认知提升的资源：它既是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和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相关能力建设活动
的基础教材，也可用于自主学习。本《指南》将和《操作指南》一起，共同支持《世界遗产公约》
的实施。

咨询机构确信，本资源手册将有助于所有世界遗产工作者探寻解决方案——既保护世
界遗产，又支持高质量且适宜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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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手册》（简称“《指南》”）阐释了如何借助影响评估保护
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以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简称

《世界遗产公约》）（UNESCO，1972年）框架内，通过提供良好的决策依据，实现对世界遗产
传承与变迁的妥善管理。当年《世界遗产公约》的颁布，反映出人们对现代社会快速变化的深
切关注。50年后，已有194个缔约国批准了《世界遗产公约》，一千多处遗产因其突出普遍价值
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这些变化愈演愈烈，人们并非总是优先考虑人与自身所
处的自然及文化环境之间的平衡。自然和文化遗产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很重要，因此有必要通
过全球合作，不仅保护遗产，还要让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以最佳状态传承给
子孙后代。

为实现《世界遗产公约》目标，世界遗产地内外的变化都要进行管理。影响评估在这一过
程中至关重要，事实上，它早已作为一种工具用于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工作中。世界遗产委员
会要求，影响评估应更加充分地考量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进而助力缔约国履行《世
界遗产公约》规定的义务。

本《指南》面向熟悉影响评估的个人以及参与世界遗产管理和治理的相关人员。其内容
结构如下：

● 第2章 阐述了开展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的基本原则；

● 第3章 解释了世界遗产及其涉及的基本概念；

● 第4章 讨论了开展影响评估的必要性，介绍评估的不同类型；

●  第5章 介绍了在国家或其他框架下必须进行影响评估，且还需将世界遗产相关要求纳入考
量的情况；

●  第6章 介绍了在国家管理框架下虽未强制要求开展影响评估，但为履行《世界遗产公约》义
务而开展影响评估的情况（即“独立评估”）；

●  详细的 术语表 解释本《指南》中使用的专业术语；

●  附录中 包含了一些工具，供专业人士在对世界遗产地进行影响评估时使用。这些工具作
为通用模板，展示诸多可行方法中的一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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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则

本章讨论了影响评估的原则，所有可能影响世界遗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动均
需遵循。  

1.通过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每个缔约国都承诺保护

和保存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确认、保护、保存、展示及代代相传其文化和自然遗产，
并确保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任何拟议行动的决策应确保保护和保存世界遗产的突
出普遍价值。相应地，这可能需要对其他遗产/保护价值予以保护。倘若一处世界遗产地恶化
到丧失了当初使其得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那些特征，那么世界遗产委员会最终有权将
该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参见《世界遗产公约》第4、5条等

2. 影响评估有助于实现与世界遗产保护和保存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缔约国已承诺在保护和保存世界遗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挖掘其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的潜力。影响评估可用于评价拟议行动的必要性及其后果，从而在不损害突出普遍价值的前
提下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此外，影响评估还可识别拟议行动与保护突出普遍价值这
一首要任务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参见《操作指南》第14bis段；《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缔约国有义务在考虑采取任何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影响的拟议行动之前，事先通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该原则适用于任何合理预测会影响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动，无论在遗产区、
缓冲区或是更广泛的环境中。世界遗产委员会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也可要求
缔约国在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决策前，准备并提交影响评估报告。影响评估应该为是否继续
推进拟议行动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不应在评估完成前做出决策，也不应让决策影响评估结
果。

➜参见《操作指南》第110、112、118bis、1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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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4.对世界遗产开展的任何影响评估，都应着重考量其突出普遍价值以及其他遗产/保护价

值。 

在许多国家，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影响的拟议行动，会通过国家或其他管理框架进行评
价，例如作为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或战略环境评价的一部分。在此情形下，应在更广泛的评
估中专门探讨世界遗产相关事宜。若拟议行动不受此类规划程序约束，就应该开展独立的遗
产影响评估。无论哪种情况，评估都需要明确考量对遗产中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属性以及其
他遗产/保护价值的潜在影响。 

➜参见《操作指南》第110、118bis段

5.影响评估应从考虑到拟议行动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影响的最早阶段开始，并在行动方案

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及之后持续进行。

在决定是否需要影响评估（即“甄别筛选”）时，应将世界遗产视为敏感且有价值的，需采
取预防措施——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拟议行动不会影响世界遗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否则应
该始终开展影响评估。即使拟议行动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情况也是如此。这样做可以提
前充分考虑遗产相关问题，并在做出承诺或开展不可逆转的活动之前，对拟议行动进行必要
的调整、重新选址或阻止。拟议行动获批后，在实施期间及实施完成后，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在
拟议行动退役和恢复阶段，都需要进行跟踪。监测有助于判断是否需要及何时采取进一步的
应对措施，以确保世界遗产得到持续保护。

➜参见《操作指南》第110、118bis、172段

6. 影响评估应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来进行。

开展影响评估的专家团队应具备以下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

● 《世界遗产公约》

● 特定遗产地（包括可能受到影响的价值属性）

● 拟议行动

虽然可能会有一些例外情况，但通常需要一个多部门、多学科且独立的团队。 

➜参见《操作指南》第14段

7.影响评估应鼓励和促进权利人，包括原住民、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包容

和公平参与。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加强社会各界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中的作
用”。应尽早确认所有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并征询其意见，以便在评估中充分考虑他
们的意见和关注点。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也指出，在批准任何影响原住民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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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土地、领土和其他资源的项目之前，原住民有权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影响评估同样鼓
励世界遗产缔约国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在适当时机征求权利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 参见《操作指南》第12、14bis、39、119段

➜  参见教科文组织2018年关于鼓励土著参与的政策 

8. 影响评估应确定若干合理的替代方案，并评估其潜在影响。

影响评估应考虑拟议行动及其替代方案的消极和积极影响，以确定最可持续的方案，
既保护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又实现拟议行动目标。替代方案可能包括不同选址、规模、流
程、场地布局、运行条件等。不继续进行拟议行动也应作为选项之一。 

➜参见《操作指南》第118bis段

9.影响评估应评价更广泛的趋势和累积影响。

评估拟议行动时，应置于更广泛的环境中，而非孤立地进行。多个同类项目，或不同项目
在长时间内组合，都可能会造成累积影响，从而加剧单个拟议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包括
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使世界遗产变得脆弱，放大拟议行动的影响。因此，评估应
考虑过去、现在，或合理可预见的未来中，拟议行动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的影响。在详细考虑
具体影响之后，评估还应对所有潜在影响进行综合的最终分析。

➜参见《操作指南》第111d、112段

10.影响评估是一个迭代过程，而不是线性过程。

影响评估的许多步骤需要参考其他步骤的结果，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新。例如，在评估了
拟议行动的潜在消极影响并确定了可能的缓解措施后，需要重新评估这些影响，以确保采取
的缓解措施仍能保护遗产/保护价值。同样，范围界定报告草案的公众咨询结果也可能导致
重新考虑替代方案。

➜参见《操作指南》第111c、d段

11.影响评估应纳入世界遗产的管理体系中。

影响评估所提出的建议应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可以借鉴现有的管理框架
和流程（例如，突出普遍价值声明、其他遗产/保护价值识别、价值属性分布图、数据收集）。通
过这样的循环过程，有助于实现更优的管理、监测、风险缓解，并为改进未来的影响评估提供
反馈。

➜参见《操作指南》第108、110段

https://en.unesco.org/indigenous-peoples/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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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本章概述了世界遗产体系：《世界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及其价值和价值属性、世界遗产
治理和管理，以及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3.1 《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认识到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1，以及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保护和
保存这些遗产的紧迫性。虽然缔约国承诺保护其领土内的所有遗产，但《世界遗产公约》中最
广为人知的是，创立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世界遗产名录》。要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必须至少符合突出普遍价值十项标准中的一项（参见附框3.1），同时
满足真实性、完整性与保护和管理的要求（参见附框3.2）2。世界遗产类型丰富多样，涵盖自然
与文化等不同范畴，包括：展现地质特征或地质演变的遗产地、自然和文化景观、生态系统和
自然栖息地、建筑群、人类聚居区、考古遗址、工业遗产地、圣地、遗产线路等。它们可能还蕴
含相关的非物质属性，诸如重要的宗教仪式或相关文化传统，这些都体现在遗产地的物质构
成要素之中。

全球遗产种类丰富多样，这意味着可能影响世界遗产地的因素同样纷繁复杂。例如：影
响淡水区水位的上游排水工程；影响世界遗产内外景观视野的大型建筑；对代表某一历史时
代特征的城市格局造成的渐进式改变；阻断重要物种迁徙路线的障碍物；或是因该遗址上的
任何开发活动，而对依托于该遗址原始风貌的重要文化传统造成影响。影响评估是识别、避
免此类消极影响或将其降至最低的关键手段。  

《世界遗产公约》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缔约国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负
责维护《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支持《世界遗产公约》的工作，内设秘书处，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8.3条，三个国际组织被确定为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监督
和指导《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会议议题包括审议哪些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被除
名。委员会还审查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的保护状况报告，若发现某一特定问题影
响该遗产，委员会有权要求缔约国采取保护行动——其中可能包括要求开展影响评估。事实
上，委员会第39届大会第7号决议强调了缔约国采用影响评估管理（世界遗产）连续性和变化

1.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
2. 如果缔约国打算在未来申报世界遗产，这些遗产首先将列入《预备名录》。本《指南》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帮助保护和

管理《预备名录》中的遗产。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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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的好处，并鼓励缔约国将影响评估纳入法律、规划机制和管理规划中。

附框 3.1 突出普遍价值的标准 

该遗产应符合：

i. 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ii. 展示一段时间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在建筑或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
观设计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

iii. 能为延续至今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iv. 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v. 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它面临不可逆变化的影响而变得脆弱；

vi. 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vii. 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

viii. 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重要地质过程或显著的
地质或地貌特征；

ix. 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

x. 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
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

附框 3.2 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和管理理 

真实性适用于文化遗产，指的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的可信度：其文化价值是否通过外
形和设计；材料和实质；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位置和环境；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
质遗产；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外因素等价值属性真实可信地表达出来。

完整性用来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属性的整体性和完好性：要求遗产在最大程
度上包括了所有表现其突出普遍价值的要素；是否具有足够大的面积，以确保能完整地代表、体
现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以及保护范围是否足够，以此免受开发和/或缺乏维护的消极影响。

保护和管理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保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包括其完整性和/或真实性，仍
得到保持和加强。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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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3.2 世界遗产

3.2.1 突出普遍价值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该遗产已正式被认定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V）。突出
普遍价值的定义，与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状态，共同构成《世界遗产公约》以及与世界遗产地
相关的所有活动（包括影响评估）的基础（参见图3.1）。《世界遗产名录》的每一项遗产都有一
份“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该声明概述了该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并作为该遗产地
获得全球认可与接受的遗产/保护价值的基准。这些声明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中心网站上获得，同时还有其他相关文件，如申遗文本、管理规划和考察报告等。

图 3.1 突出普遍价值的“三大支柱”

3.2.2 价值和价值属性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包括对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属性的描述。正是基于这些，该遗产才得
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任一处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而言，都必须始终保护
其突出普遍价值，包括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这些概念在世界遗产背景下开展影响评估
时尤为重要。

价值是遗产地之所以独特的关键因素，特定的遗产/保护价值组合，诠释了为何某个特
定场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就世界遗产而言，被认定为“对全人类的当代及后代均具有重要
意义”的价值，即为突出普遍价值（参见附框3.3的示例）。世界遗产地还可能具有其他遗产/保
护价值，在影响评估时需予以考量，例如，国家和地方认定的遗产价值，和/或原住民及相关
社群所认可的价值。这些价值既可能是正式认定的，也可能是非正式认可的。

价值属性是遗产地的价值构成要素，它们传达该遗产地的遗产/保护价值，并有助于人
们理解这些价值。这些属性可以是物理特性、物质结构以及其他物质特征；但也可以是非物
质的，如过程、社会机制或文化习俗，以及反映在遗产物质要素中的关联和关系。

价值标准 真实性和
完整性

突出普遍价值

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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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遗产地，价值属性可以是建筑或其他建筑结构及其形式、材料、设计、用途和功
能，也可以是城市布局、农业过程、宗教仪式、建筑技艺、视觉关联和精神联系。对于自然遗产
地，价值属性可以是特定的景观特征、栖息地、旗舰物种、与环境质量相关的方面（如完整性、
高质量/原始环境质量），栖息地的规模和自然性，以及野生动物种群的规模和生存能力。价
值属性可能覆盖广袤区域，也可能取决于世界遗产区之外发生的过程。

价值属性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应成为保护、保存和管理行动的重点。“价值属性”这一术
语，在世界遗产领域专门用于描述突出普遍价值的识别和传递方式。透彻理解那些承载突出
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对于遗产地的长期保护而言至关重要。这些价值属性的空间分布及其
各自对应的保护要求，应当为遗产边界与缓冲区的划定，以及其他管理措施提供指导依据。 

“价值属性”这一术语，在世界遗产领域专门用于描述突出普遍价值识别与传递方式。  
（参见附框3.3）。

附框 3.3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的示例（节选）

蓝海海洋公园和赫里托波利斯古城

该遗产地位于一个生态突出、享誉全球的地区——蓝海。遗产区占地40万公顷，缓
冲区面积为60万公顷，包括海洋和陆地。它是南北生物地理区域之间较大过渡区的一
部分，其海洋系统已发展出独特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包括濒危生态群落。这些基
本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包括罕见的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独特的软珊瑚物种。该遗产地
及其周边地区还包括海草床和红树林栖息地。这些栖息地是海鸟、海洋哺乳动物、鱼类、
珊瑚、鲨鱼、蝠鲼和海龟种群的家园，该遗产地还为濒危的橙色儒艮最后仅存的健康种
群提供了重要的觅食地。蓝海海洋公园是一个重要的幼虫源区，也是商业鱼类的产卵
地……  

位于蓝海海岸的历史港口城市赫里托波利斯，是一个纵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交
汇点。虽然许多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18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经历的财富黄金时代，但这
些建筑尊崇的城市布局可追溯到6世纪。18世纪的城市规划对建成肌理和市中心的公共
绿地空间给予了同等重要地位。此外，在城市肌理中还分布着各个历史阶段的一系列重
要遗迹：欧根纽斯陵墓、圣海伦娜大教堂和大清真寺及其伊斯兰学校和浴场，都是不同
时期的重要建筑杰作。乡土建筑和纪念性建筑的混合反映了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千五
百年的多元化社区，时至今日仍保持着传统习俗…… 

来源：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

注：在这段节选中，价值用下划线表示（价值：为什么这个遗产地特别？），价值属性用斜体表示（价值属性：我

们去到遗产地，如何看见这些价值？）

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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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价值也通过价值属性进行传达，有助于维护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价值和价值属性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复杂——一项价值属性可能传达多重价值，而一项价值
可能由多项价值属性体现。因此，虽然识别突出普遍价值、国家和地方价值及其属性是有帮
助的，但影响评估应当认识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某一个拟议行动可能会
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3.2.3 遗产边界、缓冲区和更广泛的环境

世界遗产由遗产边界界定，理想情况下，所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都应在该边界
范围内。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遗产还应被一片或多片正式认定的世界遗产缓冲区所环绕，
以支持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价值属性的保护。例如，为重要的天际线提供视廊控制，或连
接世界遗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缓冲区从法律上补充了对世界遗产利用和开发的限制，提供了
额外的保护层。在世界遗产网站上可以找到遗产边界和缓冲区的图示地图，这是成功提交申
报文本的必要条件。不同的国家根据不同的法律、政策和管理框架划定适用的遗产区和缓冲
区。 

每处世界遗产都被更广泛的环境所环绕，这一环境包括直接相邻与延展区域，它们构成
了遗产重要性与独特性的一部分，或对其起到促进作用。该环境可能与遗产所处的地形、自
然及建成环境相关，还涉及诸如基础设施、土地利用模式、空间布局和视觉关系等其他要素。
它或许涵盖相关的生态和水文连通性、社会与文化习俗、经济活动，以及遗产在感知和关联
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更广泛的环境在保护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方面也可能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管理时，需充分考量它与突出普遍价值之间的支撑关系3。 

一般而言，缓冲区覆盖世界遗产周边的紧邻区域，然而更广泛的环境可能未受保护，或
受到其他法规保护。这可能导致一种风险，即在更广泛的环境中规划拟议行动时，未考虑对
世界遗产的潜在影响。有些遗产地可能会在地图上标注需要注意的更广泛的环境，但在许
多情况下，需要通过影响评估中的范围界定来确定这些更广泛的环境。更广泛的环境可能
范围较小，甚至仅局限于缓冲区，例如，突出普遍价值与建筑相关且视野受限的情况；或者
范围较大，比如，某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与某些动物相关，为保障这些动物的生存环境，
使其能顺利通过迁徙路线，就需要广阔的野生动物廊道（参见图3.2）。鉴于世界遗产与其更
广泛环境之间存在联系，一些拟议行动可能会对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因此，影响评估关
注世界遗产的更广泛环境至关重要。

3. 部分改编自：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xian-declaration.pdf

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xian-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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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图 3.2 世界遗产区（橙色）、缓冲区（灰色）及其与更广泛的环境（黄色）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示意

3.3 影响评估的基础：世界遗产管理和治理

3.3.1 管理和治理 

管理世界遗产的规程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有所阐述4。每个缔约国都设
有国家主管部门，作为国家职能部门，从国家层面协助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尽管通常由遗产
管理者或管理团队负责单个世界遗产地，但各遗产地的治理机制不尽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可提供国家主管部门和遗产地管理者的联系方式，并在其网站上提供有关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管理的进一步信息和指导。

3.3.2 要求进行影响评估的程序 

根据《操作指南》第172段的规定，国家主管部门通常负责在任何不可逆转的决定做出之
前，告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有关可能影响遗产的拟议行动。遗产地管理团队也
应该留意此类行动，判断是否需要告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并进行影响评估。根

4. 自1977年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编写本文件时的最新修订版是2021年。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遗产区 缓冲区

遗产区 缓冲区 更广泛的环境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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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操作指南》第174段的规定，关注世界遗产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团体也可以联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作为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可要求缔约国提供更
多有关拟议行动的信息，包括在采取行动前开展的任何影响评估。世界遗产中心会与咨询机
构密切合作，对这些信息进行审查。若某一世界遗产的情况需要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世界遗
产中心将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审议该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在审查
相关信息后，委员会可能还会要求缔约国开展影响评估，或建议对现有的影响评估进行修订，
亦或对拟议行动表明立场。若委员会要求开展影响评估，缔约国有责任按照委员会的要求，依
据现行《指南》开展影响评估，并提交评估结果供委员会审查。

在健全的管理系统和有效的治理措施下，开展影响评估通常会更容易、更有效——数据
收集更直接，公众意见更容易征集，影响也更容易被监测和管理。但即使世界遗产地不具备
良好的管理体系，影响评估也可以帮助改进拟议行动。例如，通过影响评估过程收集的基础
信息可用于其他管理目的；它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利益相关方聚集并推进参与式决
策；还可以帮助判定哪些拟议行动适合世界遗产地。

3.4 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2015年）
解释了世界遗产如何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作出贡献（参见附框3.4）。
该政策强调了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维度（环境可持续
性、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这些维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任
何一个维度都不应有优先权，它们应该共同协作实现各自的目标。这种双重兼顾的方法也适
用于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缔约国应采取前瞻性的方式管理世界遗产和保护突出普遍价值，致
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附框 3.4 《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节选） 

《世界遗产公约》通过识别、保护、保存、展示和向今世后代传递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不可替
代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其本身就为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加强可持续发展
的三个维度，即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如果
审慎地将其纳入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体系中，会给世界遗产地带来益处，并支持其突出普遍价
值。 

因此，除保护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缔约国还应认识且促进这些遗产为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维度做出贡献的潜力，并通过确保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战略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
致，努力为社会带来集体利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不应遭到损害。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第3和第4段。

影响评估的世界遗产相关背景                3

https://whc.unesco.org/en/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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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的影响评估                 44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

本章概述了影响评估以及如何针对世界遗产进行影响评估。主要介绍了在国家或其他
管理框架内必须进行影响评估，且世界遗产相关因素也需纳入考量的情况。

4.1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5被描述为“三思而后行”（莫里森·桑德斯 Morrison-Saunders, 2018）。它通
过探究拟议行动可能对环境，或者就世界遗产而言对其突出普遍价值产生的影响，为决策过
程提供参考依据。影响评估应该在任何不可逆转的决定或行动做出之前进行，以便评估结果
切实为最终决策提供参考。以此确保无论对这些世界上最珍贵的地方还是对社会，在当下及
未来，都能收获最佳成效。 

一项拟议行动从策划到实施包含多个阶段（参见图4.1）。影响评估需要尽早进行，以便
能够影响规划：影响评估进行得越晚，其影响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小。最终的影响评估报告需
及时完成，以在施工和任何其他实地准备工作开展之前，为拟议行动是否应继续、修改甚或
取消的决策提供参考6。 

图 4.1 一项拟议行动从策划到实施的过程。影响评估需要在拟议行动生命周期的合适阶段进行，以便影响规划过程

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注：根据拟议行动的类型，“建设”阶段可能涉及其他形式的准备工作；而 “运营”阶段则可能指拟议行动的任何

长期实施和运行。

影响评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成熟的体系。如今，许多
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型商业银行，都把借款方证明自身在切实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作为发放贷

5. 根据国家的法律体系，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术语，例如“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声明”。

6. 关于影响评估的更多介绍性信息，可参考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1999，2009）、Glasson和Therivel（2019）以及
Morrison-Saunders（2018）。

概念 计划

影响的能力

评估的准确度

建设 运营 退役 恢复

决策

建议

报告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遗产影响评估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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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价值产生影响的方案，以及相应的缓解措施。

表 4.1 影响评估流程概述

通用的影响评估中的提示性问题

（斜体字是考虑世界遗产受到影响时的额外提示性问题）

AB两项贯穿整个影响评估流程

A.参与方法 ●● 谁是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 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应如何参与？

●● 是否涉及一些许可问题（例如，原住民和其他相关群体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

●● 针对不同的群体，包括那些往往容易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应采用怎样的参与方

法？ 

B.前瞻性问题

B.解决方法

●● 拟议行动是否必要？ 是不是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 拟议行动有哪些替代方案？ 

●● 实现拟议目标的首选或最环保的方案是什么？

●● 如何避免或尽量减少拟议行动的消极影响？如何避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突

出普遍价值和价值属性产生的影响？

●● 是否有可能产生或增强拟议行动的积极影响，及加强对突出普遍价值的管理？     

影响评估的步骤 

1.甄别筛查 ●● 是否需要进行影响评估？

●● 该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是什么？

●● 该遗产地的价值属性是什么？

●● 拟议行动是否与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相容？

●● 无论拟议行动的位置在哪里，是否都会对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                 4

款的先决条件，而影响评估就能在此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开
始强调，在世界遗产范畴内，应如何运用影响评估。在过去十年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已针对超过
两百多处世界遗产地，提出开展影响评估工作的要求。 

4.1.1 影响评估的流程

影响评估应在拟议行动策划初期就启动，并贯穿整个规划过程，为其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本身包括11个步骤（参见表4.1），这些步骤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拟议行动的类型
和地点加以调整。 

影响评估通常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团队进行，他们接受委托前应获取以下信息：

1) 拟议行动发起人的计划；

2) 相关职能部门是否批准拟议行动的决定。

影响评估应注重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以及
社区。

与其他影响评估指导文件不同，本《指南》主张权利人和利益相关方的全过程参与方法，
并将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贯穿整个影响评估过程。这是因为让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
与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非常重要，而且影响评估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考虑替代可能对突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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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影响评估中的提示性问题

（斜体字是考虑世界遗产受到影响时的额外提示性问题）

2.范围界定 ●● 影响评估应涵盖哪些内容、影响、地理范围和时间范围？

●● 影响评估的工作范围说明书是什么？

需要哪些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可获取？如果没有，根据现有信息是否

可以进行有效的评估？

（参见上文 “A. 参与方法”部分）

3.基线评估 ●● 现状是怎样的？

●● 如果没有拟议行动，这里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 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的当前状况如

何？

●● 该遗产地是如何被管理的？

●● 该遗产地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的保护状况如何？

4.拟议行动与

替代方案

●● 目前提出了哪些内容（计划、描述、可视化方案等等）？

●● 如何实施？

●● 是否有足够的信息评估拟议行动？

●● 有哪些合理的替代方案可以避免或减少拟议行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仍

然能够实现拟议行动的目标？

（参见上文 “A. 参与方法”和“B.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5.影响识别与

预测

●● 拟议行动及其替代方案会产生哪些环境、社会和其他相关影响？

●● 拟议行动会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带来什么变化，包括积极

和消极的影响？

6.影响评价 ●● 拟议行动和替代方案的影响有多大？

●● 考虑到世界遗产的国际重要性，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影响

有多大？

7.缓解与增强 ●● 对于拟议行动，有哪些合理的替代方案可以避免或减少消极影响，同时实

现拟议行动的目标？

●● 哪些缓解措施是必要的，以避免或减少可预见的消极影响？ 

●● 有哪些积极影响？能否加强这些影响？ 

●● 能否避免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消极影响？ 如果消极影

响不能完全避免，如何将其降低到不再是问题的程度？

●● （缓解措施后）残留影响有多大？

（参见上文“A. 参与方法”和“B.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8.报告 ●● 影响评估的过程和结论应该如何表达？

9.审查 ●● 报告是否与工作范围说明书匹配？

●● 它是否“适用于”决策？

（参见上文“A. 参与方法”）

10.决策 ●● 考虑到已确定的替代方案，拟议行动是否为最佳方案？

●● 拟议行动是否应该得到批准？ 

●● 如果是，在什么条款或条件（缓解措施）下？

（参见上文 "B.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11.跟踪 ●● 应如何实施缓解措施？

●●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监测和管理拟议行动，由谁来负责？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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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评估的类型

一般来说，根据拟议行动的性质，可在不同规模上开展两种主要类型的影响评估，这些
评估可侧重于特定问题，包括遗产问题：

1)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ESIA）；如果评估
聚焦于遗产，则可能被称为遗产影响评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HIA）。

2)  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EA）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ESIA），也被称为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指在项目层面评估某具体拟议行动产生的影响。该评估通常适用于对环境有潜在显著影响
的大型项目，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适用于涉及敏感区域的小型项目。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
现行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体系，旨在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诸如开发银行之类的大型多边金
融机构，通常要求对特定类型项目7进行包括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影响评估。事实上，许多签
署了《赤道原则》8的国际银行现在都将影响评估作为一个标准规划工具，并利用它来筛选拟
议行动。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通常包括对遗产以及其他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评估。本《指
南》第5章解释了应如何将世界遗产和突出普遍价值作为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的一部分进行
评估。

遗产影响评估是针对特定项目的评估，重点是评估对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
产/保护价值的潜在影响。就世界遗产而言，遗产影响评估应着重识别和评估对世界遗产突
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的消极和积极影响。第6章讨论了如何在此类评估中考虑世界遗产相
关事项。      

除了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外，越来越多的国家还要求对为单个项目设定前提条件的政
策、规划和/或计划进行影响评价，这被称为战略环境评价（SEA）。通过在规划初期前瞻性考
虑遗产问题，战略环境评价能够在项目发起阶段为更优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战略环境评价比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更适用于在景观/区域尺度评估多个项目的累积
影响（包括那些不需要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的项目）；也更适用于制定符合所有项目的战略
性和通用性的缓解措施。图4.2总结了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的主要区别9 。

在影响评估中，“环境”一词包括物理、生物、资源利用、社会、文化、健康和经济等方
面，因此它可以同样适用于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7 例如，见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8：文化遗产（国际金融公司IFC，2012）。

8. https://equator-principles.com/
9. 关于SEA的更多信息可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 2006）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2012）中找到。

https://equator-principles.com/
https://equator-princip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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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战略环境评价和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的区别

来源：内容改编自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 1996）；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

如图4.2所示，战略环境评价可以为单个项目及其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提供一个背景和
框架。战略环境评价和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相辅相成，在适当时，可应用于同一世界遗产的
多种情形。战略环境评价更加前瞻主动，更具战略优势，可以在更大的景观尺度考虑问题，
进而可能减少对世界遗产的外部压力，并在提出任何具体项目之前辅助决策。环境与社会影
响评价则有助于详细了解特定的拟议行动，并确保对突出普遍价值没有潜在的消极影响。例
如，针对区域或国家交通网络的战略环境评价可以通过确定环境限制因素、优选替代方案和
可能的累积影响，为单个交通项目的影响评估提供一个框架。它还可以为后续项目设定条件

（“缓解措施”），以助力保护包括遗产的宝贵资产。然而，战略环境评价不能替代单个交通项
目开展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本《指南》中概述的原则和总体方法与战略环境评价相关，但并未能详尽叙述，未来将编
写一份指导文件，更详细地阐述战略环境评价的相关事宜。

最后，也应关注金融机构制定的各类国家、区域和国际标准10。所有形式的影响评估至少
应满足这些标准，而就世界遗产而言，评估应致力于达到最具示范意义的标准。

10. 参见世界银行（20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 2006)；和国际金融公司(IFC 2012)。 

SEA
战略环境评价

ESIA/HIA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遗产影响评估

适用于

执行者

与决策的联系

适用范围

总体思路

替代方案

影响识别

累积影响

缓解

（提供） （回应）

拟议项目

对正式提案的评估未来发展框架

政策、规划和/或计划（“战略行动”） 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通常是规划部门（政府），通常通过顾问 项目提议方（政府或私人），通常通过顾问

为政策/规划/计划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为项目许可/执照的颁发提供决策依据

世界范围内对此有要求的较为有限，例如欧盟国家
对规划和计划有此类要求，而政策并无此类要求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大多数多边金融机构要求
（仅ESIA）

更具战略性、前瞻性、政治性、概括性 更具反应性、技术性、具体性、细节性

识别拟议政策/规划/计划对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更普遍影响

识别拟议项目的具体影响

关注是否超过阈值/标准 评估其他项目与拟议项目的综合影响

旨在制定适用于政策/规划/计划所产生的所有项目
的通用缓解措施，重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旨在避免/尽量减少项目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更多的战略性选择：为什么，如何，在哪里 考虑有限数量的具体替代方案：在哪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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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估世界遗产受到的影响

评估世界遗产受到的影响包括判定拟议行动是否会影响该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
他遗产/保护价值（参见第3.2节）。由于拟议行动不应损害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的重
点应从“这个项目/计划的影响是什么？”转变为“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是什么？” 

首先需了解在世界遗产的遗产区、缓冲区和更广泛的环境中，构成其突出普遍价值及其
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这意味着评估范围应扩展到遗产周围的相关地理、生态和景
观区域，同时考虑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参见图4.3）。

图 4.3 识别可能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更广泛变化。更广泛的环境变化会影响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其

他遗产/保护价值，及其价值属性。范围界定阶段应识别那些可能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周边变化，并将其纳入

影响评估，考虑所有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

4.4 影响评估类型的确定

如果一项拟议行动有可能单独或与其他行动共同影响（“累积影响”）世界遗产地的突出
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那么在行动开始前就要对该行动进行影响评估。确保开展
适当形式的影响评估是缔约国国家主管部门、遗产地管理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责任，
费用通常由项目提议方支付。 

世界遗产管理部门必须了解其管辖范围内适用的影响评估法律法规和运作机制11，以便
开展适当形式的影响评估。如果国家/地方管理框架或赞助单位有正式要求对拟议行动的遗
产的影响开展评估，那么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评估应该被纳入到这种更广泛的影响评价中

（参见第5章）。此外，对于不要求进行影响评估的国家，或者拟议行动不在现有影响评估范

11. 当一个国家的拟议行动可能对另一个国家的世界遗产产生重大影响时，两个国家的法律和管理机制都可能适用。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                 4

栖息地
连通的/碎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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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应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影响开展独立评估（参见第6章）。图4.4总结
了确定所需影响评估类型的过程。

图 4.4 流程图：确定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的行动所需的影响评估类型

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
产/保护价值开展独立遗产影响评估
（参见第6章）

拟议行动是否会单独或与其他行动一起，
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或其他遗产/保
护价值产生消极影响？

所在国家或赞助单位是否有要求对遗产
开展影响评估？

不需要进行与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或其他遗产/保护价值有关的影响评估

所在国家或赞助单位是否有相关要求对
拟议行动开展影响评估？

Q1 A

B

作为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中的一
部分，评估对世界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和
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影响（参见第5章）C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Q2

Q3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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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作为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
价中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要求开展影响评估，以了解在世界遗产范围内及其周边的
拟议行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在此领域已有大量的专业经验和指南。然而，这些针对遗产突出
普遍价值的评估是否严谨，引发了诸多担忧。全面了解突出普遍价值、其他遗产/保护价值，
以及体现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对于开展世界遗产影响评估至关重要。

根据表4.1中概述的流程，本章解释了如何在更广范围的影响评估中探讨世界遗产相关
问题，以满足《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

图 5.1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的流程

A.参与方法 在世界遗产决策和影响评估过程中，应尽早让当地社区及环境和遗产管理职
能部门参与进来，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使其对影响评估过程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应采用基于
人权的方法——即便通常情况下影响评估不包含此类参与方式，但为满足《世界遗产公约》的
要求，世界遗产影响评估也应纳入。此外，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指出，“在批准任何影响
到原住民土地、领土或其他资源的项目之前，原住民有权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这一
方法应适用于原住民和所有当地居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公约和建议书，包括1972年 

《世界遗产公约》，包含了有关人权、参与、社区管理以及获取文化和利益分享习惯做法的重要
条款。当地社区、原住民和其他权利人积极参与文化和遗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2018年《教
科文组织关于土著人民参与的政策》的指导思想。

➜ 参见第2章和第6.2节。 

1 3 44 5 6 7 8 9 10 112 3

实施主体：缔约国
（通过相关机构）

实施主体：缔约国
（通过相关机构）

1. 甄别筛查
2. 范围界定

9. 审查
10. 决策
11. 跟踪

3. 基线评估
4. 拟议行动与替代方案
5. 识别与预测影响
6. 评价影响
7. 缓解与增强
8. 报告

实施主体：影响评估团队

A. 参与方法

B.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评估拟议行动潜在影响的流程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274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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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贯穿整个影响评估过程，对拟议行动进行
全面考量，以确定其必要性，判断是否存在更具可持续性的替代方案，审视能否避免或减少
消极影响，以及能否催生或增强积极影响。 

➜  参见第6.3节。

1.甄别筛查：世界遗产具有国际重要性，应始终被视为敏感且有价值的。如果拟议行动
可能影响世界遗产——无论是直接、间接还是与其他行动共同累积产生的影响——都应该对
该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开展影响评估。即使拟议行动未产生其他影响，也应如此。

提议方应根据现有信息编写一份简要的筛查报告，其中包括： 

1）  世界遗产的名称和显示其边界、缓冲区和（必要时）更广泛环境的地图，如世界遗产委
员会审批通过的地图12；

2）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3） 构成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

4） 该遗产地的其他遗产/保护价值；

5） 针对每项价值属性或价值，初步评估拟议行动是否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这些要点的更多信息将在基线评估阶段进行收集和记录。 

附录工具1提供了更多关于识别价值和价值属性的信息，附录工具2则针对识别影响给出
指导。这将有助于提议方初步判断拟议行动是否可以推进，如果可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保
护突出普遍价值。在任何情况下，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或开发都与世界遗产不相容。许
多行业头部企业已经做出“禁入承诺”，承诺不在世界遗产范围内进行石油、天然气或矿产的
勘探或开采，并确保在世界遗产范围以外的活动不会对突出普遍价值产生消极影响。

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可能会根据《操作指南》
第172段或174段的规定，例如，在接到有关拟议或正在进行行动的通知后，要求缔约国提供
对某一具体项目或行动的影响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可能要求缔约国进行影响评估，特
别是在审查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和/或反应性监测任务的结果时。如果委员会要求进行影响评
估，缔约国有义务在委员会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提供这一评估报告。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尽早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以确保可能对
世界遗产产生消极影响的活动不会继续进行。这也有助于提议方更好地了解与世界遗产相
关的所有问题，使他们能够在影响评估正式筛查步骤之前调整初步方案。

➜  参见第3.4节和第6.4节。

12.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录入世界遗产时或在任何后续边界澄清或修改（包括扩展）之后通过的所有法定信息，包括制图信息
和相关决议，都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网站上获取。

世
界

遗
产

影
响

评
估

指
南

与
工

具
手

册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作为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中的组成部分                          5



26

世
界

遗
产

影
响

评
估

指
南

与
工

具
手

册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作为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中的组成部分                          5

2.范围界定：在步骤1中甄别筛查的流程将为评估范围的确定提供依据，包括评估的地
理边界（参见图5.1）、分析的主题以及任何可能的替代方案。表6.1提供了范围界定的核对清
单。范围界定应考虑现有可用的信息，如果关键信息目前无法获取，则需要依据现有的信息
来源判断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评估。为了充分考虑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范围可能
会远超通常的评估范畴。 

➜  参见第6.5节。 

3.基线评估：除了对遗产资源进行标准描述外，基线评估还应讨论世界遗产地的突出
普遍价值、其他遗产/保护价值、价值属性、边界、缓冲区和更广泛的环境。突出普遍价值和价
值属性的识别和细分应体现在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规划文件中，为所有管理行动提供基础依
据。如果没有这些现成的资料，可通过使用附录工具1来完成。 

虽然基线评估关注的是现状，但重新审视世界遗产在被列入名录时的状况仍有裨益，可
以用来监测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保护状况的后续变化，并识别潜在的脆弱性。此外，有必要考
虑在不开展拟议行动的情况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其他规划项目、新的计划以及国家
或区域发展趋势（如空气质量改善、交通恶化、气候变化）。这可能包括讨论那些发生几率较小，
但会对世界遗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和威胁，例如洪水、冲突、人口迁移或
山体滑坡。这种对未来潜在变化的讨论尤其有助于识别和评估累积影响，说明拟议行动因与过
去、现在和可预见未来的其他行动相关联而可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方面。

➜  参见第6.6节。 

图 5.2 拟议行动对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影响范围。即使拟议行动并未处于世界遗产区或缓冲区内，仍可能对

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需要做出评估。同样重要的是，需认识到世界遗产区与缓冲区和

更广泛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拟议行动影响范围

遗产区
   更广泛的环境

拟议
行动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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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议行动与替代方案：应详细描述拟议行动，包括与其相关的任何工程，如基础设施
建设。如有必要，应寻求更多信息，或准备补充文件，以确保能够理解行动可能产生影响的性
质和全部范围——尤其是行动可能会对突出普遍价值属性产生的影响。一般而言，绘制图表
呈现拟议行动的影响范围与世界遗产地价值属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直观地理解（参见图
5.2）。此外，还应思考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以探寻既能保护世界遗产，又能达成行动目标的
最可持续方案；同时，始终要将放弃推进拟议行动纳入考量。所有替代方案都应与拟议行动
基于相同标准进行评估和比较。

➜  参见第6.3节和第6.7节。

5.识别与预测影响：范围界定阶段确定了影响评估中应考虑的影响范围。附录工具2显
示了如何识别一项行动对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影响，即在影响评估中需要更详细地探讨识
别出的每项影响。在识别和预测影响过程中，重要的是需始终认识到世界遗产与缓冲区和更
广泛的环境的相互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

➜ 参见第6.8节。 

6.评价影响：世界遗产应始终被视为高敏感的环境。列入世界遗产的前提是这些地方
对国际社会而言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在评价任何潜在影响的重要性时，需要考虑到突出普遍
价值的国际重要性，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全球性这一事实。对突出普遍价值和价值属性的影响
应与其他遗产影响分开考虑。例如，某项行动可能对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总体影响有限，但
对突出普遍价值影响却很显著，反之亦然。通常，对影响程度进行分级或排序是有帮助的，特
别是在可能存在危害较小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由于突出普遍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其损
失、损害或改变都是不可接受的。附录工具3提供了更多信息。 

➜ 参见第6.9节。 

7.缓解与增强：对于世界遗产的各项属性，始终应优先避免产生影响，而非仅仅将影响降
至最低。突出普遍价值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均不可接受，这就意味着在世界遗产相关事务中，整
改、减轻（即便降低严重程度但影响仍显著）或补偿等措施并不适宜。另一方面，可强化有助于
突出普遍价值的管理举措，比如安排巡逻以防范非法活动，或移除遮挡世界遗产景观视野的障
碍物。 

在现有数据或技术不足以预测对突出普遍价值潜在影响的情况下，应遵循风险预防原
则，即识别替代方案或适当的缓解措施，以确保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永远不会受到威胁。
这可能意味着由于信息缺乏而决定不推进拟议行动。所提出的任何缓解措施，均应以能够作
为拟议行动规划条件的方式呈现，并纳入未来的实施策略（如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 

➜ 参见第6.3节和第6.10节。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作为更广泛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中的组成部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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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报告：尽管影响评估报告中可能包含世界遗产的各种要素（如生物多样性、景观、遗
产），但应有一个专门章节来说明拟议行动对世界遗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响。该部
分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  介绍有关突出普遍价值、价值属性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信息；
●  推荐替代方案、规避和缓解措施，并说明相关职能部门如何使用这些措施：1）将其作

为审批条件；2）将其与未来实施战略联系起来；

●  如有必要，如认为对突出普遍价值可能有显著影响，则应建议不推进拟议行动。

影响评估报告的非技术性摘要应包括与世界遗产相关的要点。 

➜ 参见第6.11节。 

9.审查：应将影响评估报告向权利人、其他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公开。如果世界遗产委员
会提出要求，或者该行动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那么需将影响评估报告提交给
世界遗产中心，并由咨询机构进行审查。如果未充分解决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响，缔约
国将被要求修改评估报告。 

➜ 参见第6.12节。 

10.决策：作为履行《世界遗产公约》义务的一部分，缔约国应根据《世界遗产公约》规
定，对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潜在影响的拟议行动作出决策；影响评估应有助于为这些决策提
供依据。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旨在保护这些卓越之地，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拟议行动对
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响。与这一目标不一致的拟议行动不应获得批准。如果某项行动被认
为与保护世界遗产总体一致，则应识别出专门针对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的缓解措施。 

➜ 参见第6.13节。 

11.跟踪：如果拟议行动获得批准，必须有明确的针对影响评估中确定的缓解措施的实
施和监测计划。对于小型项目（如单体建筑的改变），可能只是一份商定的实施建议或承诺清
单。对于更复杂的行动，缓解措施应构成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草案的基础，并在寻找
承包方时纳入提议方的招标文件中。另外，还应监测拟议行动的影响和缓解措施的有效性。
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影响和缓解措施的信息应由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以及世界遗产管理
团队监督。国家主管部门也应跟踪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和咨询机构建议的执行情况。

➜ 参见第6.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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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1 什么是独立的影响评估？ 

本章介绍了对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的拟议行动进行独立影响评估的流程。在本《指南》中，
这种针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独立影响评估被称为遗产影响评估。其适用
场景包括：尚无现成影响评估体系的情况，或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拟议行动无需要开展影响
评估的情形。此外，有些拟议行动虽不必进行正式影响评估，但仍可能对世界遗产造成重大
影响，例如拓宽道路、建造游客中心、世界遗产上游区域地面硬化，以及多个小型项目导致世
界遗产缓冲区渐进性地出现渐进式负面改变等。

本《指南》应与其他影响评估指南一并参考13。遗产影响评估可以与其他形式的评估并
列，也可以纳入其他形式的评估，参见第5章。 

影响评估应在拟议行动初期开始，并应贯穿该行动的整个规划过程。如图6.1所示，本章
将讨论遗产影响评估流程中的不同步骤（具体步骤及辅助提示性问题清单参见表4.1）。尽管
影响评估看似是一个线性过程，但许多步骤的结果会以迭代式影响前期步骤的结论。此外，
在整个过程中需考虑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同时也要思考如何通过前瞻性问题
解决方法来避免对突出普遍价值产生消极影响的最佳方式，包括考虑替代方案和缓解措施。

图 6.1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的流程

13. 详见，例如：https://www.iaia.org/resources.php

1 3 44 5 6 7 8 9 10 112 3

实施主体：缔约国
（通过相关机构）

实施主体：缔约国
（通过相关机构）

1. 甄别筛查
2. 范围界定

9. 审查
10. 决策
11. 跟踪

3. 基线评估
4. 拟议行动与替代方案
5. 识别与预测影响
6. 评价影响
7. 缓解与增强
8. 报告

实施主体：影响评估团队

A. 参与方法

B.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评估拟议行动潜在影响的流程

https://www.iaia.org/resourc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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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与方法：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何参与？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识到，让原住民、传统和当地社区参与世界遗产的决策过程至关重要。
其战略目标之一是“加强社区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中的作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国际金融机
构也可能要求透明的影响评估程序和公众参与项目规划：这些应被视为最低要求，但利益相
关方更全面的参与通常会更有帮助。之所以在影响评估程序的开始阶段就讨论（参与）问题，
是因为在每个步骤中都应酌情让相关群体参与进来。

6.2.1 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确定

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见附框6.1）应在早期参与到影响评估中，并贯
穿整个过程。应在最初就制定一个时间表，识别不同的群体、他们与世界遗产和拟议行动的
关系、他们的权利和关注点，以及他们在决策中的角色。这将有助于确定不同群体应如何以
及何时参与协商。还应特别考虑性别、年龄、种族和其他相关维度的均衡性，并辨识出可能限
制均衡性参与的因素，相应调整参与方式。 

附框 6.1 影响评估中的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对于世界遗产： 

● ��权利人是指对遗产拥有法定或习惯权利的人。

●   原住民是指拥有独特文化以及人与环境互动方式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们保留了与其生活

环境中的主流社会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特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指出，在

批准任何影响原住民土地、领土和其他资源的项目之前，原住民有权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  

●  当地社区是指与遗产地有直接关联的人群。可以是原住民或传统族群，也可以是在遗产地生

活或工作的当地人群，或与遗产地有某种关联的群体。这种关联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非物

质的或精神上的，而且往往绵延不断。 

● 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是指负责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具有专业知识的政府机构。 

●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是指市政或地区级职能部门，包括其他国家。

●  其他利益相关方（个人、团体、组织等）是指可能对遗产资源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和关切，但可能

不享有法律或社会认可的权益；或者他们可能受到拟议行动的影响，并对其感兴趣。利益相关

方也可由组织代表，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影响评估过程中，还会有其他对拟议行动感兴趣或受

到影响的利益相关方。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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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何进行，或能否进行。原住民有权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世界遗
产程序，同时也应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方14。根据法律，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需正式征询
他们的意见。

6.2.2 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关于拟议行动及其影响的信息应清晰及时与所有相关群体共享，使其有机会了解遗产/
保护价值、提出问题、切实探讨替代方案，并就缓解措施建言献策。参与的性质、范围和频率
应与拟议行动的性质和规模、潜在风险和影响以及参与的群体相匹配。

参与方式包括：举办研讨会以确定基线数据并识别/评估替代方案；让当地居民参与决策
小组；或至少提供和澄清有关拟议行动及其影响的信息，并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15。通常，赋权
社区和促进双向沟通这些更“积极”的方法，比仅仅提供拟议行动相关信息的“消极”方法更为
可取（参见图6.2）。当然也需认真考虑研讨会或咨询小组的组成等因素。与权利人、当地社区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时，使用相关的社区语言和符合社区文化的方式也至关重要。

图 6.2 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方法。在整个影响评估过程中，参与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对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需采取不同的方法，但一般来说，那些能让人们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技术比单纯提供信息

的被动方式更为可取。 

14.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也是制定和修订《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导则》的一项原则，https://whc.unesco.org/docu-
ment/184566，并得到了国际土著世界遗产论坛的支持。  

15. 公众参与的更多信息来源: André et al.（2006），国际隐私专业人员协会（nd），美洲开发银行（2019），国际金融公
司（2007）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2015)。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权利人、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以及一些关键利益相关方将在整个评估过程中比其
他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应直接联系他们，以确保他们尽早参与。权利人可能会影响到拟议行

参与方法

告知 咨询 参与 合作 赋权

演讲、新闻文章、
网站、展览、传

单等

公开听证会、问
卷调查、访谈等 讨论、论坛等 战略联盟、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等
社区主导的项目等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84566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8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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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影响评估报告应该包括如下附件（参见第6.11节）：

●  列出被咨询的对象和原因；
●  说明采用的参与方法；
●  总结咨询反馈意见，并说明针对这些反馈做出的一切变更；

●  在适用的情况下，解释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变更。

6.3 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 

影响评估为创造性地思考拟议行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如图6.3所示，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包括识别更广泛的替代方案和更具体的缓解措施，
以实现如下目标：

●  完全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影响，使之不再成为世界遗产担忧的问题；

●  提供或增强积极影响。

应始终避免对突出普遍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因为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损害是不可接受的。这不应仅局限于影响评估过程中的某一特定步骤：在
整个评估过程中，都可采取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实现对世界遗产和更广泛可持续性的最
佳结果。替代方案将在第6.7节详细讨论，影响缓解则在第6.9节和第6.10节阐述。

图 6.3 考虑替代方案和缓解措施的最佳实践。通过在整个过程中探索替代办法和缓解措施，可以避免对突出

普遍价值的消极影响。此外，最佳实践还包括将其他影响降至最低，并优化设计以实现更大的积极影响。

6.4 甄别筛查：是否需要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流程的第一步是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评估。这被称为“甄别筛查”，并形成筛查的
决定。任何拟议行动都应尽早审查，以了解它是否有可能影响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
他遗产/保护价值。当筛查过程发现拟议行动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时，就需要对其进行影响评估，
并应鼓励提议方重新审视拟议行动，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避免或减少这些消极影响。

甄别筛查需要考虑拟议行动的类型、规模和特征，受影响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可能的影
响类型（参见图6.4）。需要进行影响评估的不仅仅是大型开发项目或世界遗产附近的拟议行
动，考虑到世界遗产具有国际重要性，任何可能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动都应进行影
响评估，无论其规模或位置如何——在遗产区内、缓冲区内或更广泛的环境中（参见第3.2节）。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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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较小的拟议行动，虽然本身不需要进行影响评估，但也可能需要检查它们对世界遗产的
间接和累积影响。 

甄别筛查分析应考虑拟议行动是否会影响到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属性（参见第3.2节）。
因此，理解一处世界遗产应该从分析其突出普遍价值声明（SOUV）开始，以识别其价值和价
值属性。附录工具1提供了一种基于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识别价值和价值属性的结构化方法。

图 6.4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甄别筛查中应考虑的因素。必须仔细考量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响。  

如果甄别筛查结果表明不需要进行影响评估时，提议方应根据现有资料编写一份筛查
报告，其中包括：

1） 世界遗产的名称和一张显示其边界、缓冲区和（必要时）更广泛的环境的地图；

2）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3） 世界遗产的价值；

4） 支撑每项价值的价值属性；

5） 对于每项价值属性应说明拟议行动是否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如果对此存在不确定
性，则应采取预先防范性措施。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有两种活动与世界遗产身份完全不相容：开采活动16和有大
型水库的大坝建设活动17。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发布了一项“禁入承诺”，即不在世界
遗产地内勘探或开采石油、天然气或矿产，并确保与世界遗产地相邻的作业不影响突出
普遍价值。国际水电协会也同样承诺对世界遗产地采取禁入原则，并作出“审慎责任承
诺”18。一些全球头部企业也响应这一承诺，包括矿业、石油和天然气、保险和银行等行业
的企业。因此，在甄别筛查阶段就可以建议不推进这种类型的拟议行动。此外，任何可能
影响同一流域内遗产地的水坝提案都需要进行评估，以避免对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影响。 

16. https://whc.unesco.org/en/extractive-industries/
17. https://whc.unesco.org/en/decisions/6817
18. https://whc.unesco.org/en/news/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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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可能要求进行影响评估。例如，委员会通过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收到关于拟议或正在进行行动的通报后，根据《操作指南》第172或174段，可以要求缔约国
开展影响评估，相关缔约国有责任落实。缔约国可根据《操作指南》第172段（参见第3.3节)，
利用筛查过程，主动向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通报任何可能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
动。国家主管部门也应跟进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和咨询机构建议的执行情况。

6.5 范围界定：评估什么？

一旦确定需要进行影响评估（参见第6.4节），第一步是确定工作范围。在这一步详细说
明影响评估应包括哪些内容，并描述预期成果。工作范围应在与权利人、当地社区和主要利
益相关方协商后制定（参见第6.2节）。如果范围界定阶段做得好，可以为后续的影响评估打
下坚实的基础，节省时间和资金，并确保影响评估有效地聚焦于关键问题。范围界定文件可
在后续阶段再次使用，以审查影响评估的质量和最终报告。

范围界定是对所有与影响评估相关的问题的初步考察。为避免与本《指南》后面的部
分重复，本章仅介绍需要充分考虑的内容。 

在世界遗产背景下，工作范围应包括： 

●  需要收集的重要数据，特别是需要填补的数据缺口。

●  预估的重大影响（参见第6.7节至6.8节）。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将有关世界遗产区、缓
冲区和更广泛环境的信息与拟议行动的数据结合起来。一般来说，应涵盖遗产相关的
所有方面，以及那些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参见第6.6节）。
项目的不同阶段（如建设、运营、退役）可能发生不同的影响。还应识别和描述突出普
遍价值的价值属性与环境构成之间的关系，从而考虑相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随着评
估的进行，影响范围可能会有所增减。

●  影响评估的地理范围，涵盖世界遗产区、缓冲区以及可能涉及的更广泛的环境。把突
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与受拟议行动影响的区域绘制在同一张地图上可能会有帮
助。这样就可以将一定地理区域确定为影响评估的重点。

●  影响评估过程需考虑的时间范围。这可能要基于相关的环境周期（如野生动物迁徙）
或季节性文化活动（例如农业活动或仪式）来确定。

●  初步确定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参见第6.3节）。目标是确定对环境最友好的方案，在
保护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同时，实现拟议行动的目标。始终考虑不
推进拟议行动这一选项（即“无项目”选项）。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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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范围界定报告（参见表6.1）确定了完整的影响评估的工作范围说明书。它应
该与拟议行动的规模相匹配：小型项目可能只需要填写一个简短的模板并附上相关信息，而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或重大发展计划则需要一份全面、详细的报告。

在范围界定过程中，可能会明显看出拟议行动要么与世界遗产不相容，要么不会对突出
普遍价值产生任何重大消极影响。这种情况下，范围界定文件应明确说明上述结论的依据，
以便相关部门据此直接决定无需进一步评估。范围界定过程的结果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共享，特别是在能够证明无需进一步评估的情况下。

表 6.1 范围界定报告的建议内容

世界遗产、

其价值和价

值属性

➜ 第6.6节

●●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多数情况下可在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上获取）；

●● 初步识别突出普遍价值物质和非物质的价值属性；

●● 概述世界遗产地在国家或地方层面具有重要性的其他遗产/保护价值，尤其是那

些：

•  与突出普遍价值紧密相关的价值；

•  可能会受到拟议行动影响的价值；

•  对世界遗产地管理和保护至关重要的价值；

●● 评估所需信息缺失的领域。

政策背景

➜ 第6.6节

●● 与遗产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决策机制和标准；

●● 拟议行动与现有世界遗产法律法规、治理模式和管理体系的一致性。

拟议行动

➜ 第6.7节
和第6.3节

●● 根据现有信息对拟议行动的描述，包括一张显示其位置和占地边界的地图； 

●● 拟议行动必要性的说明。如果拟议行动类型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定是不相容

的（如开采活动和有大型水库的大坝建设活动），应予以注明；

●● 对可能的替代方案的初步识别，包括不推进拟议行动的选项（即“无项目”选

项）。 

基线

➜ 第6.6节 
和第6.7节

●● 世界遗产区、缓冲区和更广泛的环境；

●● 物质价值属性的具体位置；

●● 通过活动或流程体现于遗产物质要素中的非物质属性所发生的具体场所；

●● 与关键权利人、当地社区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他们居住、工作、迁移的地点

和使用模式等）。 

潜在影响

识别

➜ 第6.8节

●● 拟议行动对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潜在影响； 

●● 对以下方面产生影响的潜在社会问题：

1)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2)与遗产地关联的权利人、当地社区或利益相关方； 

●● 需要在影响评估中考虑的空间范围，即可能受到拟议行动影响的区域，这可能

超出世界遗产区和缓冲区，涵盖更广泛的环境，甚至更远的区域；

●● 可能发生影响的时间范围，分为几个阶段（施工、运营等）。

研究方法 ●● 建议的影响评估方法（可以本《指南》为基础）。方法应根据遗产的类型、突

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拟议行动、潜在影响及其涉及的价值属性进

行调整；

●● 评估团队需要具备的技能和能力，包括所需的专家及其领域。

权利人和利

益相关者 

➜ 第6.2节

●● 初步确定需要参与影响评估过程的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利益相关方（明确说明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 特定权利人或利益相关方全程参与的具体要求。

时间框架 ●● 整个影响评估过程的时间表，包括报告和咨询的截止日期，为《世界遗产公

约》相关流程预留足够的时间（至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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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6.6 基线评估

在后续影响评估阶段（参见第6.8节），世界遗产的现状、其突出普遍价值及价值属性将
被作为基线，以对比世界遗产地在有无拟议行动情况下的变化。基线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点，监测项目建设期间和之后的情况，以确保遗产得到保护。

6.6.1 描述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基线

范围界定阶段应确定基线评估所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基线描述在世界遗产区、缓冲区
和更广泛的环境中，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现状。这种分析可能比
一般的遗产评估涉及更广泛的环境：例如，它可能涉及动物的迁徙路线、当地的地质状况或
文化活动，而这些都是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基线还应描述世界遗产地的其他遗产/保
护价值：研究范围内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认定情况，认定的原因以及它们的敏感性。附框
6.2列出了基线数据的可能来源。

附框 6.2 基线数据的可能来源

●   申遗文本、列入世界遗产时的相关文件，包括经审议通过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   与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活动；
●  案头研究；
●   文化地图19；   

●   民族志研究；
●   实地考察；
●   建筑普查；
●   城市遗产地图； 

●   社会经济研究；
●  游客调查/研究；
●   交通评价；
●  景观特征研究；
●  地质调查；
●   生态/生物多样性调查；
●   水下调查；
●   生态系统服务的测量；
●  环境基线噪声的测量；
●  土壤质量评价；
●  受污染土地调查；
●   空气质量评价；
●   污染监测；
●   自然灾害恢复工作的评价报告。

19. 例如：https://bangkok.unesco.org/content/cultural-mapping 

https://bangkok.unesco.org/content/cultural-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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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重新审视世界遗产被列入时的状况也是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确定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
值、价值属性和保护状况的基线；另一方面可识别自列入以来发生的变化，确定发展过程中
的脆弱性。 

还应考虑在没有拟议行动的情况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其他计划项目、新出现
的规划以及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趋势（如空气质量改善、交通状况恶化、气候变化等）。此外，也
需要考虑那些发生概率较低，但一旦发生就会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重大影响的变
化与威胁，比如洪水、冲突、人口迁移、山体滑坡或重建等情况。对这些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
分析，对于识别和评估累积影响颇为有用（参见第6.9节），因此拟议行动与过去、现在和可预
见的其他行动相结合，可能会致使某些方面的影响加剧。

6.6.2 开展补充研究

收集和分析了现有信息后，需要填补任何相关的数据空白。可能需要开展新的基线研
究。应严格制定收集补充数据的方法——包括明确地理和时间范围——并在最终报告中加以
说明。基线研究的时机也需要考虑。例如，对于自然遗产而言，物种的繁殖、筑巢或迁徙模式
以及天气等季节性变化，会因调研时间的不同而影响所收集数据的准确性。文化遗产也会受
季节性趋势的影响，如农业周期、节庆或旅游活动，因此，调研应选择适当时间进行。

6.6.3 理解法律和管理体系 

世界遗产价值和价值属性受到法律、政策、标准、遗产治理的管理体系的保护。理想情况
下，这些管理体系也为社会带来更大裨益。分析现有的遗产政策、遗产治理和管理体系，有助
于理解新行动所处的政策环境，从而大大提高影响评估的效果。基线分析应审查拟议行动与
这些现有政策是否相符。拟议行动需要与相关的法律和规划保持一致：影响评估应解释其是
否一致，若不一致，应说明原因。

政策背景可通过查阅与遗产和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有有关的国家、区域
和地方政策、土地利用规划来获取。还应查阅与世界遗产地相关的以往咨询或反应性监测任
务报告、影响评估，以及为拟议行动提供条件的规划和政策而编制的战略环境评价（SEA）。
以此确定战略层面的替代方案，和它们被否决或选定的原因；预期的缓解措施；过往行动被
批准或驳回的理由；以及拟议行动可能加剧或减轻的累积影响。

治理和遗产管理的类型因国家而异，有时甚至因地而异，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地方、国家
和国际层面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各类资源不尽相同（IUCN，2013a）。对于单一世界遗产的各
个组成部分，其管理责任可能由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原住民组织或私营部门承担。这些组
织或个人可能积极管理遗产地，或只是通过颁布和执行立法监督他人管理遗产地。

世界遗产管理体系可以通过分析世界遗产相关文件来了解，包括申遗文本、委员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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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议、保护状况报告、任务报告和定期报告。关于如何进行此类分析，已有一些指南，如《提升我
们的遗产：实用工具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和《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第4章（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13）。

分析应该识别以下内容：

●  参与影响评估过程的所有相关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参见第6.2节），以确
保决策是基于共识和对世界遗产的更深入的理解；

●  影响拟议行动和遗产保护的现有政策和规划。使建议更符合法定程序和可操作性，并
可更有效地实施；

●  拟议行动是否与现有政策和规划一致；
●  管理体系的优劣势，这些因素可能会增加对世界遗产的积极影响，或减少消极影响。

了解这些方面，有助于提出建议，进而取得更好的成效。此外，还能据此主动改进管理
体系，以降低未来拟议活动带来的威胁；

●  有助于成功落实影响评估报告建议并监测后续情况的管理机制。

6.7 拟议行动及其替代方案

6.7.1 理解拟议行动

尽管在甄别筛查阶段（参见第6.4节）和范围界定阶段（参见第6.5节）就已初步探讨拟议
行动，但影响评估报告需要更详细的信息。信息量应与拟议行动的规模和范围相匹配。应考
虑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参见图6.5），以准确了解到底直接和间接地会发生什么，如何发
生以及何时发生。此外，还需了解是否需要辅助设施或基础设施来支持拟议行动——例如，为
拟议行动修建道路或安装电线，因为这些也需要进行评估。

图 6.5 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影响评估应考虑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因为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可能发

生在任何阶段。 

需要理解并绘制拟议行动所有要素的准确位置，尤其是它们与世界遗产的关系（例如，
是否位于遗产区内、缓冲区内、遗产地上游等），包括其所有组成部分。附框6.3为项目描述提
供了核对清单，以此理解可能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动的各个方面，可能需要委托专家
获取额外的资料（如模拟效果图）。

> > >> >概念 计划 建设 退役运营 恢复

https://whc.unesco.org/en/eoh/
https://whc.unesco.org/en/eoh/
https://whc.unesco.org/en/managing-cultural-world-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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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框 6.3 拟议行动的核对清单 

不同拟议行动所需了解的信息会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  拟议行动的必要性及其目标；
●  考虑的替代方案，包括“无项目”选项；
●  拟议行动的描述（如果适用，包括如何建造和运营）；
●   拟议行动的地点和路线（在地图上）；
●   拟议行动的类型和持续时间；
●  拟议行动的物理特征描述（涵盖生命周期中的所有阶段）；
●   所有项目组成部分的布局和设计（包括图纸、可视化文件等）；
●   在所有项目阶段需要的自然资源的属性和数量 ； 
●  在所有项目阶段产生的残留物、排放物、污染物和其他干扰的来源和数量；
●  安全和安保问题；
●   通道和交通需求；
●  相关工程，如能源供给、废物处理、水利基础设施等；
●  其他相关政策或项目情况及其地理位置。

一个项目的影响范围将根据拟议行动的性质和发生的环境而改变。影响范围可能是拟议
行动施工、运营或退役时，受噪音、灰尘或空气污染的区域，也可能是更大的范围（参见图5.1）。
例如，如果拟议行动影响河流的水位，那么影响范围可能涉及整个流域。一旦了解并识别了影
响，应更新影响范围（参见第6.8节）。 

6.7.2 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

在项目初期就确定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意味着在仍有可能影响规划决策之时，就能考
虑一系列备选方案，甚至可以通过不推进拟议行动来避免消极影响。探索替代方案，还可能
导致拟议行动被修改或放弃。

替代方案分三个步骤进行： 

1） 确定合理的替代方案。�可以识别和探索各种类型的替代方案，其中处于“替代方案层
级”（参见图6.6）较高位置的替代方案，通常能够提供更多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以及减少
消极影响的机会。从战略层面，替代方案通常要关注“为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个行动？“无
项目”是否更优？）、“是什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在哪里”（大致应该在哪里开展
行动？）。更详细的项目级别替代方案通常会关注“在哪里”（拟议行动的各个要素具体应
位于何处？）以及 “如何”（项目管理和时间安排）。所有的替代方案都应力求避免对突出
普遍价值的影响，且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在此阶段，应咨询权利人、当地社区和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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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因为他们可能会提出提议方未曾考虑
的替代方案。如果替代方案不合理（例如，出于技术或财务原因），可尽早排除，但为保证
透明度，应将其记录在案，并解释排除的原因。

2） 评估和比较替代方案。�应使用与评估拟议行动相同的技术和严谨程度，对合理替代方
案的影响进行评估和比较（参见第6.8节）。

3） 解释选择优先替代方案的理由。 应清晰说明选择优先方案的理由，包括其环境、社会
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其成本、技术可行性、当地可接受度等。

图 6.6 “替代方案层级”。较高层级的替代方案通常在减少消极影响和促进可持续性方面更具潜力。

6.8 识别与预测影响

识别与预测影响是影响评估的核心技术步骤，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专家组至少要
与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确认影响预测和评估的结果，以及对任何重大消极影响的缓解
措施。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最好能参与这个过程。

6.8.1 识别影响

识别影响需要整合关于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参见第6.6节）、
以及拟议行动和替代方案（参见第6.3节和第6.7节）的具体信息，以确定如果实施拟议行动，
世界遗产的价值属性会发生什么变化。例如，图6.7展示了拟议行动产生的噪音可能对筑巢
的鸟类产生影响。影响是拟议行动与世界遗产某一价值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消极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怎样完成？
模式或过程：是否有其他技术或方法可以满足需求，不需要或减少破坏环境？2

1

3

是否必要？
需求或要求：需求或要求能否在不采取拟议行动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应该在哪？
地点：是否有更合适的地点用于开展拟议行动？

4
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开展？
实施：拟议行动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何种顺序开展？哪些细节可能需要考虑？

施工能否避开每年的泼水节和物种迁徙的季节进行？

新的旅游接待区能否设在古迹的视线范围以外？输电线路能否沿现有道路架设？

新的电线是否可以地埋或者附着在建筑物上，而不是新建电线杆和电力设施？
新建电线杆的高度能否调整？

拟议的卫星天线能否安装在现有建筑物上，而不需要在重要的历史地区建造一座新塔？
穿过遗产地的道路是否需要升级或修改用途，或道路的使用方式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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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可能是积极的，涵盖生物物理、社会、文化、经济、健康、视觉等方面。应考虑所有相关影
响，包括对反映在遗产物质元素中的非物质价值属性的影响（参见图6.9）。 

图 6.7 拟议行动产生的噪音可能对筑巢鸟类的影响。影响是指拟议行动与世界遗产某一价值属性的相互作用。在

这个例子中，拟议行动产生的噪音可能会影响来此筑巢的鸟类，当它们受干扰时则会离开该地区。如果该鸟类具有

世界遗产的价值属性，这将导致突出普遍价值的损失。

图 6.8 拟议行动的声音和振动对城市历史环境造成的影响。影响是指拟议行动与世界遗产某一价值属性的相互作

用。在这个例子中，拟议行动产生的振动可能会对建筑物产生影响，削弱其结构稳定性。如果这些建筑具有世界

遗产的价值属性，这将导致突出普遍价值的损失。

图 6.9 遗产地可能受影响的要素示例。一项拟议行动可能会对世界遗产的诸多价值属性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评

估需考虑对这些价值属性的所有相关影响。

拟议行动可能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
产生间接影响，即直接影响引发的后续影响（例如，因交通流量增加导致空气污染，可能进一
步对人类健康或植被产生间接影响）。这些影响也需要被正式识别和评估。拟议行动的影响
还可能与过去、现有或未来的行动以及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的其他因素（如气候变化）相结合，
产生累积影响。自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该遗产地及其周边可能发生了变化，在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其他

水源

交通经济 社会

生态空气地质生态服务系统

土壤健康重新安置遗产

噪音

景观
土地利用

+ =行动价值属性 影响

+ =
价值属性 行动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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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拟议行动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变化。拟议行动也可能会埋下一粒种子，在未来引发累积性
影响。为此必须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其他行动及趋势，而不是孤立地考虑这项拟议行动。
当累积影响很严重时，最终的影响评估报告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章节来明确阐述这些影响。

附框 6.4 不同影响的示例 

直接影响的例子包括：

●● 对历史建筑的拆除、改建或扩建；

●● 道路拓宽项目侵入到世界遗产地，导致栖息地丧失；

●● 在世界遗产地的某一区域建设游客中心，影响其交通、城市布局或空间规划； 

●● 在具有精神意义或生态敏感性的世界遗产地噪音显著加大。 

间接影响的例子包括：

●● 新建大坝下游的自然水文改变，影响依赖自然水流波动模式的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 为保障拟议行动而修建道路，可能会增加进入世界遗产地的车流量；

●● 当某区域地面进行硬化处理时，可能会导致周边低标高区域的水文条件改变，从而对脆弱的建
筑材料或地下考古遗迹造成水损害；

●● 新的土地利用规划导致历史城镇人口大幅增加，世界遗产地的游憩压力随之增加。

累积影响的例子包括：
●● 多个项目导致自然栖息地逐渐丧失，最终将对依赖该栖息地的稀有物种产生重大影响；

●● 在拥有众多公共绿地的历史城区内，占用某块公共绿地实施单体建筑项目，可能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但如果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公共绿地逐步被建筑取代，那么对城市布局的累积影响将是巨
大的；

●● 在历史城市肌理中重建房屋。单个房屋的重建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大量房屋被重建，那么对遗
产地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累积影响就会很大。

在识别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时，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关注世界遗产与其缓冲
区和更广泛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遗产地不能被视为孤立存在。需要识别拟议行动在整个
影响范围内所有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并评估其对世界遗产的潜在影响。

影响可能发生在拟议行动的任何阶段，因此需要考虑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参见图6.5）。
例如，施工阶段可能涉及少量重型货车运输，而运营阶段可能涉及更多数量的汽车通行。许
多影响评估报告有单独的章节或部分来讨论建设影响。

虽然通常可以用专业经验判断拟议行动的影响，但也可借助一些工具以更系统的方式
考虑所有问题。这些工具包括：

●  叠图法：通过编码色彩在一张地图上叠加显示拟议工程的物理范围和价值属性的敏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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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感区域（如溪流周边的缓冲区）。 
●  清单法：对于某些类型的项目，已总结了一些核对清单可用于识别可能发生的影响，

如风力发电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塞尔维亚，2010）或灌溉和排水项目（国际灌溉排
水委员会，1993）。清单内容需要根据拟议行动和地点进行调整。

●  矩阵法：可以创建一个矩阵，以世界遗产的价值属性为纵轴，以拟议行动的要素为横
轴，以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参见附录工具2）。

●  网络法：用因果关系分析网络描述拟议行动要素与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相互影响关
系。

6.8.2 预测影响

一旦识别了潜在影响，就可以对这些影响可能的规模和性质做出有根据的预测。影响预
测应该将世界遗产的基线条件（参见第6.6节）与拟议行动实施后的情况进行对比；这一对比
不仅适用于拟议行动，也适用于每个合理的替代方案。这是一个技术性步骤，得出的结论应
该是站得住脚的。

潜在影响的预测可包括一系列特征（参见表6.2）。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影响进行量化  
（例如，敏感物种的种群数量变化，或要被改变的历史建筑的数量/面积变化）；在其他情况
下，可能只能通过叙述性文字描述预测影响的结果。无论何种情况，对影响的描述应尽可能
精确。预测依据的假设应清晰披露，不确定性也应加以说明。

表 6.2 作为影响评估一部分的潜在影响特征和提示问题 

影响特征 提示问题 举例

量级 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个可量化的预测，例如：被拆除建筑物的数

量、污染物的浓度

类型 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积极的，消极的，中性的

影响范围 影响将发生在多大的范围？
一个可量化的预测，例如：被清除的栖息地的

面积（公顷）

持续时间 影响会持续多久？
短期（几天/几周），长期（几年/几十年），

永久

频率
这种影响多长时间会发生

一次？
一次性，偶尔，频繁，持续

可逆性
这种影响可逆吗？逆转容

易吗？

自然可逆，通过人为干预可逆，容易或难以逆

转，不可逆  

可能性
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性有

多大？

可以定义一些等级，如“可能”“很可能”

“肯定”

附录工具3提供了预测影响的步骤和方法，纳入了表6.2中的影响特征。在认识到某些不
确定性不可避免的同时，预测应为决策提供尽可能坚实和透明的基础。影响预测的方法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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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分析：使用基线数据和对拟议行动的理解来计算影响。可使用模型来分析更复
杂的情况，包括间接和累积影响；

●● 专业判断：经验丰富的专家可以根据同一地理区域内遗产地的类似项目提供更多的
定性预判；

●● 案例研究：比对在类似背景下的其他相似项目或科学研究，尤其是在有监测数据的情况
下。

将预测的影响量化，有助于直观对比有无拟议行动时的状况，以及拟议行动和替代方案
的影响。如果很难量化，可以用例如“高”“中”和“低”的等级来评定影响。如果影响的不确定
程度很高，提供最佳和最坏情况的预测也是有用的。这些方法，包括所使用的等级界定，都应
在最终报告中明确解释（参见第6.11节）。

影响评估旨在帮助保护自然与文化环境，因此应强调消极影响的评估。但是，影响也可
能是积极的，这些影响也应被识别和预测。这有助于理解以下问题：

●● 拟议行动和任何替代方案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既定项目的目标和指标？

●● 谁是积极影响的受益者（或非受益者）？

●● 积极影响如何能支持缔约国履行保护和保存世界遗产的义务？

●● 世界遗产如何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 该行动如何有助于灾害风险防范和抗灾能力？

6.9 评价影响

评价影响是根据预测影响的特征（参见第6.8节）来确定拟议行动的预测影响是否重大。
对其他遗产产生重大消极影响通常是不可接受的，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而言，产生重
大消极影响是始终不可接受的。这一步骤会直接左右最终影响评估报告的建议（参见第6.11
节），因此评价必须透明且严谨。附录工具3也可用于评价影响。 

尽管评价重点是针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各个价值属性的影响，但也需要评估拟
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整体影响。根据定义，世界遗产具有敏感性和国际重要性，因此即
使是很小的变化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在严重不确定的情况下（例如，没有足够的数据或技
术来预测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响；或对突出普遍价值的重大影响或缓解措施的有效性
极其不确定），影响评估应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必须有替代方案或适当的缓解措施，以确保世
界遗产不受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需做出不推进拟议行动的决定。

评价必须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总体上是否可以接
受。 如果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有消极影响，报告应给出以下三种结论之一：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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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极影响可忽略不计，无需顾虑；

●● 消极影响重大，但通过采取避免和缓解措施可以消除或将其降至可接受程度；

●● 消极影响重大，且无法避免或缓解，因此拟议行动不应继续推进。

如果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有积极影响，报告应给出以下三种结论之一：

●● 积极影响对世界遗产有利，无需顾虑；

●● 积极影响可被增强，可通过选择项目替代方案或调整项目设计实现；

●● 积极影响未能达到拟议行动的既定目标（例如，防洪设施无法有效抵御预测的洪水问
题），因此拟议行动（或拟议行动的某个方面）不应继续推进。

虽然结论应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但不应将两者相互抵消。分析需要揭示而非掩盖
拟议行动的复杂性，以避免利用潜在的益处为对世界遗产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辩解。

6.10 缓解与增强

6.10.1 缓解消极影响

若影响可忽略不计，可能不需要缓解措施。在其他情况下，应考虑采取缓解措施，以避免
或尽量减少一切消极影响（参见第6.3节），并需要重新评估修订后的拟议行动及其缓解措施

（参见第6.8节）。所以影响评估是一个迭代式的过程，最终的预测结论包括计划的缓解措施。

在影响评估中经常采用“缓解等级”，从首选的“避免”到“最小化”“纠正”“减少”和“抵消”
（参见图6.10）。然而，就世界遗产而言，突出普遍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影响不能被“抵消”。对
于世界遗产，最好的结果是完全避免消极影响——这包括取消拟议行动，或将其移出世界遗产
地。但是，这可能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重新思考并可能重新设计拟议行动，或找出能避免
消极影响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所有消极影响，但应通过大幅降低其
程度、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等，将消极影响降至可接受水平，从而不对世界遗产造成影响。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避免

最小化

纠正

减少

抵消*

采取措施完全避免影响，例如将拟议行动
移出敏感地或栖息地

将影响降低到不再是问题的极低水平，例
如沿现有道路建造新的输电线路，以尽量
减少进一步的干扰

改善拟议行动造成的环境退化，例如回填
在考古遗址中挖掘的电缆沟

降低消极影响，但难以达到不会产生明显
影响的程度，例如减少拟议行动的噪声，
但噪声仍会对敏感物种造成干扰

补偿所有无法通过采取积极措施以避免、
最小化、纠正或减少的不利影响，例如通
过在其他地方植树以抵消生物多样性损失

缓解等级

递
减

*就世界遗产而言，OUV不可替代，消极
影响不能被“抵消”

图 6.10 缓解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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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框 6.5 避免和减少消极影响的示例

避免消极影响的例子：

●● 不进行拟议行动；

●● 选择远离世界遗产的不同地点或路线；

●● 在拟议行动（的部分）区域与价值属性区域之间设置缓冲地带；

●● 消除拟议行动中特别有问题的因素。

最小化消极影响的例子：

●● 缩小拟议行动的规模；

●● 选择不同的地点或路线；

●● 将拟议行动的噪音或振动降低到不造成干扰的程度；  

●● 重新设计拟议行动的要素；

●● 采用不同的技术。

确定缓解措施后，重要的是将其纳入修订后的拟议行动中，并重新进行评价。任何遗留
的消极影响——即在采取缓解措施后仍会影响世界遗产的影响——都需要得到解决。因此，
有可能要采取进一步缓解措施。如果仍无法避免对突出普遍价值遗留的重大消极影响，影响
评估报告应建议不应推进拟议行动。

6.10.2 提供与增强积极影响

虽然避免消极影响是影响评估的核心，但影响评估的最佳实践是采取更加前瞻和积极
的方法：提议方不仅应以“不损害”为目标，更应在不损害突出普遍价值的前提下积极“做好
事”。缔约国承诺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进程（参见第3.4节），意味着影响评估为拟议
行动提供了创造或增强积极影响的机会，使遗产和社会都获益（参见附框6.6）。

附框 6.6 增强积极影响的示例 

（在不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前提下）增强积极影响的例子包括：

●● 雇用当地居民，对他们进行培训，并让他们参与项目的管理或世界遗产地的管理； 

●● 通过野生动物廊道连接“绿色”区域，促进生物多样性； 

●● 在需要的地区提供卫生、社区或教育设施；

●● 修复受污染的土地；

●● 消除不当干预，如不协调的建筑附属物或阻碍重要景观的障碍物；

●● 通过新建公园和步行/自行车设施，增进人民福祉和改善空气质量。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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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拟议行动还可以减少外部或累积变化和灾害对世界遗产的影响。例如，加固不牢的地
基，减少对地质环境脆弱的世界遗产地的侵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

6.10.3 落实缓解与增益措施

影响评估报告中缓解措施建议的部分应是一份动态更新的文件，随着项目进入不同实
施阶段，所有相关方都能够使用，甚至那些未参与最初影响评估的相关方也可使用这个文
件。这确保了所有相关方都能理解并执行缓解措施，且这些措施能够得到监督。

影响评估需要明确说明：

●● 为维持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哪些缓解和增益措施是必要的；

●● 谁应负责实施这些措施；

●● 完整的时间表。

在大多数情况下，提议方将负责落实拟议行动和评估建议。影响评估建议的形式应便于
纳入实施策略（参见第6.14节）。例如，它可作为项目提议方承诺的一部分，或者被有关机构
用来设定前置审批条件，提议方在获得许可前必须采纳这些建议。建议应该清晰、可衡量且
有约束力。为确保按要求采取缓解和增益措施，影响评估报告应说明建议与决策、拟议行动
实施和监测等后续步骤之间的明确联系（参见图6.11）。

图 6.11 在决策与实施的每一步都要考虑报告建议。为确保通过影响评估，让拟议行动以最有利于世界遗产的

方式推进，在后续的决策和实施每一步，都应考虑这些建议。

影响评估团队1. 报告

2. 许可证

3. 项目导则

4. 项目落实计划 

相关机构

项目提议方

项目提议方

最终的影响评估报告包含缓解措施及其监测的具体建议

建议可被相关机构用来设定前置审批条件，提议方在获得许可前必须采纳这些建议

审批的前置条件应纳入提议方的项目包中，以确保项目以批准（或同意）的
要求进行

要求履行的义务应纳入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或最终建议中，指导项目提议方
在实施拟议行动时落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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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报告

上述各部分的方法和研究结果应明确记录在影响评估报告中20。该报告应提供给各利益
相关方，包括专家和非专家，以征求意见。评估结果应清晰明了，以便所有读者都能够了解分
析过程，并理解为什么评估在保护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基础上提出某些建
议。在影响评估过程中，对报告内容进行反思非常重要，以便为后续的决策过程提供更好的
信息。报告的详细程度和长度将取决于拟议行动和遗产地的复杂性。 

第5章解释了如何将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纳入更广泛的影响评价报告。在独立评估中，影
响评估报告的范围会相对较窄：聚焦世界遗产的背景，尤其是突出普遍价值，以及更广义的
遗产。 

报告应明确聚焦以下内容：

●● 《世界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的政策框架；

●● 突出普遍价值、其他遗产/保护价值，及传达其价值的价值属性；

●● 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的影响； 

●● 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整体影响；

●● 应对突出普遍价值造成的任何影响而建议的替代方案、避免和缓解措施，以相关主管
部门可用于设定审批条件的形式提供，并与未来的实施策略挂钩（参见第6.14节）。必
要时，若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可能很大，建议不推进拟议行动。

根据《操作指南》第172段（参见第3.3节），报告可作为缔约国报送文件递交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报告送交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后，通常会交由咨询机构审查。

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评估报告的格式由政府或资助单位提供。如果没有模板，可以参考
表6.3中的清单。报告的非技术性摘要应包含与世界遗产相关的要点。 

表 6.3 影响评估报告的指导性提纲

非技术性摘要 ●● 一份清晰的书面报告摘要及其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尤其是：识

别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价值属性；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

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影响；相关建议与结论。

合同信息和确认书 为了体现公开透明，提供以下信息：

●● 报告的资助方和委托方；

●● 监督或审查该过程的机构及其作用；

●● 影响评估工作实施主体，包括主要编写单位和其他有贡献的专

家；

●● 编写主体发表的无利益冲突声明；

●● 独立专家的审查意见。

20.  通常称为环境评估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环境影响声明。这些“报告”越来越多地以互动形式在线呈现。

独立的突出普遍价值影响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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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影响评估所使用的方法概要（如本《指南》）；

●● 拟议行动规划各个阶段及其对应影响评估实施方案的时间表；

●● 权利人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情况，以及意见被考虑情况（若无需

匿名，可在咨询过程的附件中列出所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的人员

名单）；

●● 与基线数据和/或影响识别和预测有关的信息缺失情况或不确定

性；

●● 用于建立基线数据或预测影响的特定方法可列入附件中。

基线

➜ 第6.6节

●●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 世界遗产地及其更广泛的环境的描述，包括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和

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物质和非物质价值属性，及其真实性（仅

适用于文化遗产）和完整性；

●● 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的保护现状以及自列入以来的变化；

●● 该遗产地内或周边可能受到拟议活动影响的其他遗产概要；

●● 包括《世界遗产公约》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

●● 对世界遗产地的治理和遗产管理制度的分析。

拟议行动与替代方案

➜ 第6.3节和 第6.7节

●● 拟议行动的必要性及其目标；

●● 详实描述拟议行动的所有阶段（建设、运营、退役、恢复），以

作为完整的报告用于评估，具体细节可作为附件；

●● 说明项目地点和/或路线与世界遗产关系的地图、计划和图示文

件；

●● 考虑过的替代方案，包括“无项目”选项。

识别与评价影响

➜ 第6.8节和 第6.9节

●● 确定拟议行动对世界遗产潜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包括累积影

响；

●● 预测这些潜在影响的特征，包括揭示所有不确定性；

●● 评价潜在影响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

的显著程度。

缓解措施

➜ 第6.3节和第6.10节

●● 必要的缓解措施，包含责任方和资金来源；

●● 说明采取缓解措施后的残留影响。

建议

➜ 第6.11节

●● 根据影响情况，提出建议：进行拟议行动、首选替代方案或不进

行拟议行动。  

跟踪

➜ 第6.14节

●● 如果拟议行动获批，需要相应的监测说明，包括对基线的监测和

实施缓解措施的监测；

●● 对于重大项目，可以将提议方的环境与社会管理计划（或类似计

划）可作为附件。

附件 ●● 工作范围说明书； 

●● 为描述世界遗产基线而收集的任何详细信息（例如，突出普遍价

值和其他价值的价值属性清单；其他遗产的信息、调查、科学研

究；咨询过程中获得的相关信息；图片和照片等）；

●● 为预测影响采用的辅助技术信息。

表 6.3 影响评估报告的指导性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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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审查

影响评估报告（参见第6.11节）应提供给权利人、当地社区和其他与世界遗产有直接或
间接关系的利益相关方、缔约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以征求意见。
根据收到的意见，报告可能需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与规划/许可申请或类似文件一起正式
提交给决策者（参见第6.13节）。审查的目的是确定影响评估方法和成果是否充分，尤其是在
分析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影响方面；以及在透明度和可用性方面是否符合要求。良好的审查程
序可增强人们对影响评估结论的信心。

对影响评估报告的审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 当影响评估是提议方委托时，提议方通常会检查评估是否按照工作范围说明书进行。

●● 当影响评估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时，报告和拟议行动通常由咨询机构进行技术审
查。

●● 当影响评估是在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时，通常有一个主管部门负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进行审查。它们还可能请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机构发表意见。

●● 报告应与所有相关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享，以便他们有机会提出有意义的建
议。许多国家的法律要求有公示的阶段，即使法律没有相应要求，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做法。

●● 可邀请合适的、有资质的独立专家对影响评估进行审查；尤其针对一些敏感项目，需要
确保影响评估的质量和透明度。 

附框6.7列出了一份对影响评估报告进行审查的核对清单。 

附框 6.7 影响评估的审查清单

●● 报告是否涵盖了范围界定文件中提出的问题？

●● 报告是否符合影响评估的相关要求（如国家法律法规、资助方要求）？

●● 报告是否充分考虑了世界遗产的赋存环境和突出普遍价值？

●● 报告是否解释了拟议行动是否符合与遗产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 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参与了影响评估过程，他们的意见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虑？

●● 影响评估的开展是否基于良好的影响评估实践和本《指南》的要求？

●● 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技术上是否合理？报告的结论是否基于充分的证据？是否存在重
大数据缺失而须执行风险预防原则的情况？

●● 报告是否明确提出了为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对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影响所
需采取的缓解措施？

●● 报告是否清晰、完整，并满足支持决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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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审查后，影响评估团队应将所有合理的反馈或要求纳入最终的报告。若团队决定
不采纳某些反馈意见，则应解释原因。最终修订后的报告应向公众公开。即使在有些敏感的
情况下，无法全部公开，也应尽可能共享非敏感内容，并向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非
技术性摘要和/或公开介绍，以提高透明度。 

6.13 决策

涉及拟议行动的各项决策贯穿于整个影响评估过程。例如：

●● 相关职能部门和提议者在甄别筛查阶段（参见第6.4节）和范围界定阶段（参见第6.5
节）决定是否继续推进拟议行动；

●● 在影响评估中，当行动的影响被识别和评价后(参见第6.8节至第6.9节)，提议方可决定
适当地更改行动的位置、设计和技术等；

●● 主要投资者，如开发银行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根据最终影响评估报告来决定是否为拟
议行动提供资金；

●● 相关职能部门将根据最终的影响评估报告，决定是否批准拟议行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
批准拟议行动。

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最终决定是否批准拟议行动，通常有三种结果：

●● 同意，包括具体条件（如缓解措施）。只有当拟议行动在特定条件下可避免对突出普遍
价值的所有消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可忽略不计时，该情况才会发生； 

●● 暂不同意，例如，等待补充资料，或根据要求重新设计拟议行动；

●● 不同意。

缔约国应根据《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义务做出这些决定；影响评估应为这些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旨在确保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到拟议行动对突出普遍价值的潜在影
响，目的在于保护这些杰出的遗产地。无论在世界遗产区内或周边，所有拟议行动都应考虑是
否与突出普遍价值的长期保护相一致。评估还应考虑该遗产与更广泛的环境的联系，因为世
界遗产不能被视为孤立存在。不符合这一保护目标的拟议行动不应获得批准。 

6.14 跟踪

如果拟议行动获得批准，则需要长期的跟踪机制来监测和实施必要的缓解措施，以确保
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保护，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参见表6.4）。虽然世界遗产的相关人员不会
负责所有后续工作，但他们的持续支持对于确保在保护突出普遍价值方面长期履行义务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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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估应说明批准所需的必要条件——即所要求的缓解措施——这个条件是构成明确
实施策略的基础。对于一个小型项目，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经过商定的建议清单。对于一个大型
项目，它可以是一个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草案，纳入拟议行动的合同文件中。实施策略将指导
拟议行动的实地开展：它应明确解释如何实施和监测影响评估所要求的缓解措施。

重大项目获批后，提议方应制定一份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根据相关法律
和商定的缓解措施，说明实施项目的步骤。如果一个可能影响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进行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时，需咨询遗产机构和世界遗产管理团队。一旦商定的缓解措施和
其他保障措施被纳入其中，这份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就可以督促提议方了解、监测项目
进度，并在项目进行中协商做出必要的调整（参见第6.14节）；它还有助于确保参与项目
实施的所有人都了解影响评估的结果，即使他们没有参与评估。

提议方有责任确保拟议行动在实施过程中不造成消极影响。这通常由环境和遗产管理
职能部门监督，并可由居民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或其他适用当地的治理部门跟进。世界遗产
管理团队应审查内部监测和评估程序。缔约国主管部门可以在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的定期报告和/或保护状况报告中，更新项目情况和影响评估建议的实施情况，
特别是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提交此类报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影响评估过程可提出更多
可能需要长期监测的领域。这不仅能为拟议行动的实施情况进行额外检查，还能确保为今后
的所有其他行动提供更可靠的长期基线数据（参见第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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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拟议行动被批准后的跟综 

跟踪 需要做什么？ 谁负责？

缓解措施实施 记录影响评估中建议的缓解措施，在拟议行动中落实

这些措施。对于重大项目，实施策略应整合到提议方

的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中。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提供拟议行动实施进展，确保突出普遍价

值得到保护。

●● 提议方

基线监测 持续收集世界遗产价值载体的相关信息，对比影响评

估的基线数据(参见第6.6节)和评估预测，判定情况

是否按计划进行或是否需要调整。

●● 提议方

●● 缔约国

●● 世界遗产管理团队

●● 公民

合规监测和审计 持续收集信息，并根据规划许可中设定的条件进行审

查，以确保条件得到满足。

●● 相关职能部门

●● 公民

管理 如果监测出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那么可使用现有的

管理系统（对拟议行动和世界遗产的管理）迅速作出

反应。

●● 提议方

●● 世界遗产管理团队

沟通 向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的）通报后续

活动的结果。对于周期性行动（如十年一次的土地利

用规划），基线监测将为下一轮规划的影响评估提供

参考信息。

●● 提议方

●● 缔约国

●● 世界遗产管理团队

强制执行 如果由于不可预见的、新的情况或对缓解措施的跟进

和执行不力，导致项目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产生

消极影响，项目应立即停止。世界遗产委员会可对该

项目进行审查，或派遣专家执行世界遗产地考察任

务，提供建议。

●● 世界遗产中心

●● 咨询机构

●● 世界遗产委员会

●●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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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尽量不使用缩略语，以便让不熟悉术语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内容。然而，为能与
其他经常使用缩略语的文件交叉引用，留意以下内容颇为有益：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SIA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FPIC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CCROM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

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Management Plan ESMP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 突出普遍价值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战略环境评价

Statement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SOUV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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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行动 
Action

一项政策、计划、方案或项目。

咨询机构 

Advisory Bodies
《世界遗产公约》中指定的为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提供咨询的三个国际组

织：ICCROM（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OMOS（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以及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咨询机构具有以下职

能：

●● 在其专业领域内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提供意见；

●● 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专家意见；

●● 协助世界遗产中心准备委员会需要的文件资料、安排会议议程以及执行

委员会各项决议;

●● 协助制定和实施加强《世界遗产名录》的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全

球战略，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和定期报告，并加强世界遗产基金的有

效使用; 

●● 监测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包括应委员会要求开展的反应性监测任

务，以及应缔约国邀请开展的咨询任务)；

●● 审查国际援助申请; 

●● 以顾问的身份列席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会议。  

受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咨询机构参与审查拟议行动和相关的影响评估。

影响范围 
Area of influence

拟议行动的影响范围是指可能发生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的地理区域。此

概念既包括拟议行动实际占据的区域，又包括该行动将影响的更大范围 

（例如通过空气排放、交通或经济活动）。它还应考虑到受影响的世界遗

产价值属性及其他环境要素的相关边界（如人口边界、行政边界、野生动

物栖息范围）。在影响评估期间，应该收集这些范围的基础信息。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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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属性 
Attributes

价值属性是遗产地的价值构成要素，它们传达该遗产地的遗产/保护价

值，并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些价值。这些属性可以是物理特性、物质结构以

及其他物质特征；但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过程、社会机制或文化习俗，

以及反映在遗产物质要素中的关联和关系。

对于文化遗产地，价值属性可以是建筑或其他建筑结构及其形式、材料、

设计、用途和功能，也可以是城市布局、农业过程、宗教仪式、建筑技

艺、视觉关联和精神联系。对于自然遗产地，价值属性可以是特定的景观

特征、栖息地、旗舰物种、与环境质量相关的方面（如完整性、高质量/

原始环境质量），栖息地的规模和自然性，以及野生动物种群的规模和生

存能力，价值属性可能覆盖广袤区域，也可能取决于世界遗产区之外发生

的过程。

价值属性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应成为保护、保存和管理行动的重点。

“价值属性”这一术语，在世界遗产领域专门用于描述突出普遍价值的识

别和传递方式。透彻理解那些承载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对于遗产地

的长期保护而言至关重要。这些价值属性的空间分布及其各自对应的保护

要求，应当为遗产边界与缓冲区的划定，以及其他管理措施提供指导依

据。

真实性 
Authenticity

依据标准(i)至(vi)申报的世界遗产（也就是文化遗产）须符合真实性的

条件。

根据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其文化背景，如果遗产的文化价值（如申报标准中

所认可的）能够通过下述各类属性真实而可信地表达出来，那么就可以认

为这些文化遗产符合真实性条件：

●● 外形和设计；

●● 材料和实质；

●● 用途和功能；

●● 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

●● 位置和环境；

●● 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遗产；

●● 精神和感觉；

●● 其他内外因素。  

基线评估 

Baseline assessment
基线评估是对受影响环境的充分描述：(1)其当前的状况；(2)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时的状况；(3)如果不推进此项目，预计会出现的情况。基线

评估应涵盖环境的所有维度：物理、生物、资源利用、社会、文化、健康

和经济。影响评估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对这些情况的了解程度。

缓冲区 

Buffer zone
对于世界遗产，缓冲区是为了有效保护遗产而划定设立的遗产周围的区

域，其使用和开发受到相关法律和/或习惯规定的限制，为遗产增加了保

护层。缓冲区包括遗产直接所在区域、重要景观，以及其他在功能上对遗

产及其保护至关重要的区域或特征。缓冲区的构成区域应通过合适的机制

来决定。缓冲区划定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后，对其缓冲区的任何修改或创建都必须依据《操作指南》第163-167段

要求，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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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影响 
Cumulative impacts

累积影响由一个项目的环境影响，与其他过去、现在或合理可预见未来的

项目或活动的相同环境影响叠加所致。这里所提及的其他项目或活动，涵

盖了因该项目得以实施而引发的相关项目或活动。

退役 

Decommissioning 
退役是指在项目生命周期结束时，需要完全移除项目的结构和其他部件，

通常是由建造者实施，其目的是将场地恢复至先前的状态。

直接影响

Direct impacts
直接影响是指项目与世界遗产的某一价值属性或其他环境要素之间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

另见：影响、间接影响、累积影响 

灾害风险管理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DRM)

制定、实施和评估策略、政策和措施，以便：

●● 提高对灾害风险的认识； 

●● 促进灾害风险降低；

●● 传播并促进灾害预防、响应和恢复行动的持续改进。

灾害风险管理的明确目标是增强人类安全与福祉，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

环境 
Environment

“环境”一词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组织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在世

界遗产语境下，需要使用广义的环境概念，包含项目的物理、生物、资源

利用、社会、文化、健康和经济等维度。

环境和遗产管理职

能部门 

Environmental and 
heritage authorities

环境和遗产管理职能部门是政府机构，主要负责保护和管理本国的自然和

文化遗产。这些部门也负责在其国家内落实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活

动。  

环境与社会影响

评价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SIA)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也称为环境影响评价（EIA），是针对具体项目进

行的评价（如针对水电项目或高速公路项目的评价）。 

另见：遗产影响评估、影响评估、战略环境评价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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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社会管理计

划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Management 
Plans （ESMPs）

在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过程中，影响管理涵盖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避免

和尽量减少影响。在项目实施阶段，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是影

响管理规划流程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在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中。

各个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通常由提议方根据项目不同阶段的需要而制定，

如建设、运营、退役和关闭等阶段。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通常针对特定需求，如：

●● 应急准备和响应 

●● 针对以下方面的管理：

·  土地、土壤和生物多样性；

·  危险材料和废物；

·  水量和水质；

·  空气质量；

·  噪声和振动；

·  社区健康和安全；

·  文化遗产。

每份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都将明确执行计划活动的角色与责任，包括监

督、监测和报告。世界遗产管理团队对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的了解有助于

参与监测过程，并确保这些活动适于遗产保护。

环境要素 

Environmental 
components

环境要素是指遗产地可能受到拟议行动影响的具体因素，包括景观、土

壤、水、空气和大气、植物、野生动物、生态系统、人口和聚居地、其他

文化遗产等。在影响评估中，一些要素被确定为重要环境要素（VECs）。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环境要素对项目利益相关方、公众、政府管理者或影

响评估的其他关键参与者而言至关重要。重要环境要素是一种将影响评估

中经范围界定确定的需要研究的议题，整合为便于处理的问题集的方式。

在世界遗产背景下，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应被视为重要环境要素。

因素 

Factors
可能对遗产地的价值、价值属性及其保护状况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切

事物。消极因素通常被称为威胁。需要通过一系列参数来分析这些因素对

一处遗产的影响，这些参数包括：作为因素根源的内在原因、其来源（是

源于遗产地内部还是外部）、该因素当前及潜在影响，以及对遗产地价值

属性的影响程度和严重性。

遗产 

Heritage
人们珍视所有因超越单纯实用功能而传承下来的资产。遗产是一个宽泛的

概念，包括源自自然环境的、人类创造的，以及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及相互

作用成果。它涵盖了建成环境、陆地、淡水与海洋环境、景观与海景、生

物多样性、地理多样性、收藏品、文化习俗、知识和生活体验等。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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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影响评估

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

遗产影响评估是一项针对具体活动或项目的评估，重点是识别和评价拟议

活动或项目对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地的遗产/保护价值的潜在影响。就世界

遗产而言，遗产影响评估应特别注重识别和评价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属性所产生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基于人权的方法或

基于权利的方法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or Rights-
based approaches 

基于权利的保护方法可理解为将权利规范、标准和原则纳入政策、规划、

实施和成果评估之中，以确保保护实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尊重权利，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支持权利的进一步实现。采用基于权利的保护方法有助于确

保权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互促进。

影响 

Impact
某个因素对遗产地价值属性的作用或结果，既体现于价值属性的保护状

况，也体现于其传达遗产/保护价值的能力。影响是指实施开发项目后未

来环境状况与不实施项目未来状况之间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影响的产

生必有其源（如工厂的噪音）、影响受体或受影响的世界遗产价值属性 

（如住在附近的居民）、有害行动或物质能够到达受体的途径或路线（如

空气）。影响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当前的或

潜在的，也可能来自遗产地内、既定的缓冲区，甚至是遗产地之外。

另见：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累积影响

影响评估

Impact assessment
影响评估是在作出重大审批决定和承诺之前，对拟议行动的潜在环境影响

进行识别、预测和评价的过程。开展影响评估的目的是避免或缓解不利影

响，增强有利影响。更广泛地说，影响评估可以被视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规

划方法，适用于各种规模的活动。影响评估可应用于项目、规划、计划和

政策等不同层面的开发提案。 

另见：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遗产影响评估、战略环境

间接影响

Indirect impacts 
间接影响是指对环境产生的并非项目直接导致的影响，通常是在远离项目

的地方产生的，或是通过复杂的路径产生的。间接影响也被称为“二级”

或“三级”影响，或者“次级”影响。

另见：影响、直接影响、累积影响

完整性 
Integrity

所有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必须满足完整性条件。完整性用来

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属性的整体性和无缺憾性。因而，审查

遗产完整性需要评估遗产符合以下特征的程度：

●● 包括所有表现其突出普遍价值的必要因素；

●● 面积足够大，确保能完整地代表体现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

●● 受到开发的负面影响和/或缺乏维护。 

迭代式 

Iterative
用于描述影响评估过程的术语，该过程并非线性的——随着新信息的获

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会重复出现。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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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 
Mitigation

根据定义，缓解是指“减少某事物严重程度、严峻性或痛苦的行动”。其目

的是防止消极影响的发生，并将已经发生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在

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在考虑替代方案和设计方案以避免或减少影响时，首

先确定并酌情采用缓解措施。然后，它们将成为项目实施计划的一部分，

以解决在施工、运营、退役和关闭期间预期会产生的影响。缓解措施可以

包括结构性措施（如设计或位置变更）和非结构性措施（如制度和政策工

具；提供社区服务；以及培训和能力建设）。 

影响评估通常会在缓解等级内（从避免到抵消）探索一系列的缓解措施，

但在世界遗产背景下，并非所有缓解选项都适用。事实上，完全避免消极

影响或将其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是唯一应当考虑的缓解类型。

需注意，“缓解”通常适用于处理消极影响。项目也可能有积极影响，特

别是考虑为保护或提升生物物理或社会价值设计的项目。 

国家主管部门 

National Focal Point
主要负责本国境内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活动得以实施，并充当秘书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之间沟通渠道的政府组织。  

操作指南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G)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首版发布于1977年，截止2022年本

《指南》英文版出版，最新版更新于2021年）是一份旨在通过制度程序来

促进《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的文件，这些程序包括：

●● 将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保存；

●● 在世界遗产基金项下提供国际援助； 

●● 调动国家和国际力量为《世界遗产公约》提供支持。 

其他遗产/保护价

值 

Other heritage/
conservation values

在本《指南》中，指遗产地除突出普遍价值之外可能具有的遗产/保护价

值。它们可能包括成为世界遗产所蕴含的国家或地方重要性，以及原住民

对遗产地所赋予的价值。它们也可能包括该遗产地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

虽不足以构成突出普遍价值，但却具有美学、历史、科学、社会或其他方

面的价值。 

突出普遍价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

突出普遍价值指罕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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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表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https://whc.unesco.org/en/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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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段或174段的

规定

Paragraph 172 or 
174 notifications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172段规定，（世界遗产委员会）

促请各缔约国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通报任何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拟议行

动。

第174段规定，若民间社会组织认为某一世界遗产地状况严重受损，或在

拟定时间内未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也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中心提交相关信息。在此情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将联系

缔约国核实信息。

风险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风险预防原则使决策者在有关环境或人类健康危害存在不确定性且风险较

高时，能够采取审慎措施。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1992年）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

是：“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定证据

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项目开发区域

Project develop-
ment area (PDA)

项目开发区域是指与项目建设和运营相关的预计会受到实际扰动的区域。

它包括项目选址或路线，以及支持项目所需新建的任何基础设施所在区

域，如进场道路、输电线路、供水水库和铺设管道等。

另见：影响范围

提议方 
Proponent

提议方是指提议一项行动并组织团队推进该拟议行动的个人、团体或组

织。提议方可以是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团队、其他政府机构、开发商、组

织、原住民、社区团体或其他利益相关方。

拟议行动

Proposed action
参见：行动。

残留影响

Residual impacts
采取缓解措施进行设计后，仍然存在的影响。

另见：影响、缓解

权利人

Rights-holders
拥有与遗产资源相关的法律或习惯权利的社会主体。在涉及原住民的情况

下，他们在任何可能影响其土地、领土及其他资源的项目获得批准之前，

有权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并需要参与影响评估。

范围界定

Scoping
范围界定可确定哪些问题对规划和决策而言足够重要，应纳入环境与社会

影响评价，同时排除或减少对极少或无关紧要问题的考量。这能让影响评

估聚焦于重要问题，避免在不必要的调查上浪费时间和资源。  

范围界定是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的早期环节，一般在甄别筛查之后开展。

它通常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发生，此时项目的性质和范围在相当宏观的层

面进行规划，细节较少或尚无细节。因此，范围界定通常是对潜在环境风

险和影响的定性评估（而后续的影响评估则更侧重于定量分析）。 

通常，范围界定后会形成一份用于指导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文件。这份文

件在不同的影响评估体系中形式多样、名称各异，例如初步环境审查、范

围界定报告、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指南、工作范围说明书和项目简介等。

术语表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CONF.151_26_Vol.I_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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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筛查

Screening
甄别筛查是影响评估过程的第一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评估。当甄别筛

查过程表明，拟议行动可能会对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价值产

生消极影响时，就需要进行影响评估。应鼓励提议方审查拟议行动，并在

必要时对其进行修改，以在早期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这些潜在影响。  

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s
在世界遗产背景下，利益相关方是指那些与遗产资源有直接或间接利益与

关切的个人或团体，但未必拥有法律或社会所认可的相关权利。

在影响评估中，利益相关方即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个人或团体，或代表此

类人员的个人或组织。两者有时被统称为“利益相关方和受影响方”。

保护状况

State of 
conservation

保护状况是指世界遗产地的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其物质状态、真实性和完

整性）、其脆弱性、影响因素，以及为维持其突出普遍价值而采取的保护

措施。在世界遗产背景下，“保护状况”这一术语常指《操作指南》所规

定的反应性监测法定程序。关于某一遗产保护状况的信息，可以通过相关

缔约国根据《操作指南》第169和第172段的要求提交的保护状况报告；或

依据第174段的规定通过其他渠道，在反应性监测中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这些程序可以包含

影响评估。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Statement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SOUV)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是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某一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时（对于2007年前列入的遗产，此声明为回顾性声明）所通过的官方

声明。 

该声明概述了委员会认定该遗产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理由，说明它如何符

合相关标准，以及满足完整性条件（对于文化遗产而言，还包括真实性条

件），以及为长期保护该遗产地并维持其突出普遍价值而制定的保护和管

理措施及要求。所通过的突出普遍价值声明是管理和监测该遗产地及其保

护状况的重要依据。

缔约国

States Parties
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1972年）的国家。 

术语表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https://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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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环境评价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战略环境评价（SEA）是将影响评价应用于政策、规划和计划等战略层面

决策。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旨在将生物物理、社会、文化、经济和健康等

问题纳入战略决策主流的影响评价。其目的是向规划者、决策者和受影响

的公众告知此类决策的可持续性，以帮助寻找最佳替代方案，并提高后续

决策的可信度。 

工作范围说明书

Terms of Reference
工作范围说明书（ToRs）通常是指提供给影响评估团队的文件，描述必须

执行的评估、应考虑的问题以及需要使用的任何特定方法。该文件通常根

据范围界定报告衍生而来。  

价值 
Values

在遗产保护背景下，价值是指一处遗产地被认为对当代及后代具有重要保

护意义的特质。价值由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所看重的价值，可能并不被另一个群体所看重，或者人们看重的原因可能

不同，又或者上一代人珍视的东西，下一代人可能并不在意。遗产地通常

具有多元价值，如美学价值、建筑价值、生物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

值、地质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等。这些价值体现在遗产地的各种属

性中，并通过这些属性得以传达。  

更广泛的环境

Wider setting
世界遗产地更广泛的环境可能与该遗产地的地形、自然和建成环境相关，

还涉及诸如基础设施、土地利用模式、空间布局和视觉关系等其他要素。

它可能还包括相关的社会和文化习俗、经济活动，以及遗产在感知和联想

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更广泛的环境在保护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方面

也可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管理时，需充分考量它对突出普

遍价值的支撑关系。

世界遗产中心

World Heritage 
Centr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是教科文组织内部的一个技术行政机构，

成立于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指定设立。它作为《世界遗产

公约》的秘书处，负责并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与世界遗产有关的所有

事务，确保《世界遗产公约》的日常管理工作。  

世界遗产公约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联合国于1972年通过的一项国际公

约，它定义了哪些自然或文化遗产类型可以因其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公约通常被称为《世界遗产公约》，

它明确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保护这类遗产的责任，规定了缔约国在制

定《预备清单》，以及保护和保存这类遗产的职责。通过签署《世界遗产

公约》，各国都承诺不仅要保护其领土内的、被认定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遗产，还要保护其国家遗产，并参与保护、保存和促进人类遗产的国际行

动。  

世界遗产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自然或混合遗产，被认为对人类具有突

出普遍价值。将遗产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责任，由遗产所在的缔

约国承担。世界遗产委员会会依据咨询机构经严格的评估流程后提出的技

术建议，来判定某项遗产是否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作为通用术语使用时，“世界遗产”指所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

然、文化和混合遗产。

术语表

https://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en.pdf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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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附录：工具包

工具1“遗产/保护价值和价值属性”的使用说明

本工具旨在介绍一种逐步推进的方法，该方法以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为基础，将其用于更
广泛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中世界遗产部分，或作为独立的遗产影响评估。突出普
遍价值声明是一段简短的叙事性文本，阐述了某一世界遗产为何被视为如此特殊，从而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为了能够运用该声明，分析其内容并将其拆分为价值和价值属性
是很有必要的。以下将说明具体如何操作。本工具作为通用模板，仅提供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步骤 1：找到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世界遗产中心网站（https://whc.unesco.org/en/list/）有专门栏目介绍每一处世界遗产，包
括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世界遗产按国别列出，也可以按名称搜索特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声
明在该遗产的首页。

步骤 2：分析突出普遍价值声明

本《指南》介绍的第一步，是标注出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描述价值和价值属性的不同部
分。

遗产/保护价值

声明中的部分短语描述了为什么世界遗产是杰出的、有趣的、不同的或特殊的，即它的
价值。附框A1.1中的举例解释了蓝海海洋国家公园和赫里托波利斯古城因其海洋系统发展
出独特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而被认为是杰出的（红色、斜体表示价值）。

价值属性

声明中的一些文字会描述传达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将价值属性视为世界遗产管
理和保护工作的重点，往往很有帮助；这些要素是我们希望保护并传承给后代的内容。它们
可能具有物质特性，与物质结构及其他有形特征相关，但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如过程、社会机
制或文化习俗，以及在遗产的物质要素中反映出的关联和关系。附框A1.1中价值属性的示例

（下划线标注）包括“海草床”“橙色儒艮”和“礁区”。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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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附框 A1.1 蓝海海洋国家公园和赫里托波利斯古城突出普遍价值声明节选，包括价值（红

色斜体标注）和价值属性（下划线标注）示例

该遗产位于一个生态突出、享誉全球的地区——蓝海。该遗产区占地40万公顷，缓冲区面

积为60万公顷，包括海洋和陆地。它是南北生物地理区之间较大过渡区的一部分，其海洋系统

发展出独特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包括濒危的生态群落。这些基本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包括

罕见的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独特的软珊瑚种物。该遗产及其周边地区还包括海草床和红树林

栖息地。这些栖息地是海鸟、海洋哺乳动物、鱼类、珊瑚、鲨鱼、蝠鲼和海龟等种群的家园，

该遗产地还为濒危的橙色儒艮最后仅存的健康种群提供了重要的觅食场所，蓝海海洋公园是一

个重要的幼虫源区，是商业鱼类的产卵地。  

该遗产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美景，且相对不受干扰。它包含各种类型的栖

息地，如广泛的珊瑚礁群、红树林、海草、潮间带和泥滩区域，这些都使濒危的橙色儒艮、鲨

鱼、蝠鲼、海豚和候鸟等物种的生存（繁殖、觅食和休憩）成为可能。不同的生物物理礁区都

提供了典型的珊瑚礁群落，支撑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和叹为观止的水下景观。

位于蓝海海岸的历史港口城市赫里托波利斯，是一个纵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汇点。虽

然许多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18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经历的财富黄金时代，但这些建筑尊崇的城

市布局可追溯到6世纪。18世纪的城市规划对建成肌理和市中心的公共绿化空间给予了同等重

要地位。此外，在城市肌理中还分布着各个历史阶段的一系列重要遗迹：欧根纽斯陵墓、圣海

伦娜大教堂和大清真寺及其伊斯兰学校和浴场，都是不同时期的重要建筑杰作。乡土建筑和纪

念性建筑的混合反映了这座城市一千五百年来的多元化社区，时至今日仍保持着传统的习俗。

几百年来，因其繁忙的港口与广泛的航运网络相连接，商人、旅行者和朝圣者纷纷来到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游客中的许多人成为当地居民，带来他们的传统和宗教信仰，这些信仰

反映在特定社区现存的节日和传统中，并与特定的历史纪念性物以及自然世界的精神信仰相关

联。这座城市延续着其历史上的港口功能，是周边贸易路线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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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提取遗产价值并将其归类 

下一步是列出从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识别出的价值。声明内容不可改写，但提取价值时，
有时需要调整格式，例如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或将两个相似的价值合并为一句话（参见附框
A1.2）。 

步骤 4: 确定其他遗产/保护价值

除了突出普遍价值之外，还需识别其他遗产/保护价值。这些价值可能是通过其他国际、
国家和地方的认定而获得认可的价值，即遗产地被视为重要且有意义的其他原因。价值之间
并无等级之分——事实上，突出普遍价值通常与其他价值相互依存。尤其不应忽视与非物质
遗产相关的价值。

例如，赫里托波利斯古城被认为具有国家重要性，因为该社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映在
其宗教场所的艺术和建筑中，并与许多传统节日相关。 

步骤 5: 将突出普遍价值和其他遗产/保护价值填入到价值和价值属性列表

一旦识别出价值，就可以将它们填写到价值和价值属性（参见表A1.1）的第一列。所有从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提取出来的价值，都可以填写到“突出普遍价值”认定级别栏中；其他遗
产/保护价值可对应填写至国家价值或地方价值栏中。 

注：一项价值必须首先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被认定为重要后，才会被认定具有突出普遍价
值。因此，没有必要在每一个认定层级重复相同的价值。

附录：工具包

附框 A1.2 蓝海海洋国家公园和赫里托波利斯古城价值示例

赫里托波利斯古城和蓝海海洋国家公园是非凡的，因为……

……它位于生态突出、享誉全球的地区；

……其海洋系统发展出独特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包括濒危的生态群落；

……它为濒危的橙色儒艮最后仅存的健康种群提供了重要的觅食场所；

……其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18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经历的黄金时代，其纪念物是各个历史时

期的重要建筑杰作；

……这座城市延续着历史上的港口功能，是周边贸易路线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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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表 A1.1 价值和价值载体表示例：填入价值  

认定级别 遗产/保护价值 价值载体 信息来源

突出普遍
价值

它位于生态突出、享誉全

球的地区

其海洋系统发展出独特而

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

包括濒危的生态群落

它是许多物种的生存家园

它为濒危的橙色儒艮最后

仅存的健康种群提供了重

要的觅食场所

其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18

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经历

的财富黄金时代，其纪念

物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

建筑杰作；

其中的许多社区仍保留着

节日和传统，并与特定的

历史纪念物以及自然世界

的精神信仰相关联

这座城市延续了历史上的

港口功能，是周边贸易路

线的重要节点

 

国家价值

地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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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价值和价值属性表示例：填入价值属性  

认定级别 遗产/保护价值 价值属性 来源

突出普遍
价值

它位于生态突出、享誉全

球的地区

蓝海、海洋和陆地区域

其海洋系统发展出独特而

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种，

包括濒危的生态群落

生态系统、物种、濒危生

态群落、罕见的热带珊

瑚礁系统及独特的软珊瑚

种、海草床和红树林栖

息地

它是许多物种的生存家园 各种物种种群，如海鸟、

海洋哺乳动物、鱼类、珊

瑚、鲨鱼、蝠鲼和海龟

它为濒危的橙色儒艮最后

仅存的健康种群提供了重

要的觅食场所

觅食场所，橙色儒艮

其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18

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经历

的财富黄金时代，其纪念

物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

建筑杰作；

18世纪建筑、港口、欧根

纽斯陵墓、圣海伦娜大教

堂和大清真寺及其伊斯兰

学校和浴场

其中的许多社区仍保留着

节日和传统，并与特定的

历史纪念物以及自然世界

的精神信仰相关联

节日、传统、街区、居

民、历史纪念物、自然世

界的精神信仰、自然环境

这座城市延续了历史上的

港口功能，是周边贸易路

线的重要节点

港口、港口功能、贸易

路线

国家价值

地方价值 

附录：工具包

步骤 6：将价值属性填入价值和价值属性列表

在将价值填入表格后，回到步骤2从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提取价值属性。价值属性传达了
遗产价值，可以填入到表的第三列，与它们所体现的各项价值对应（参见表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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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步骤 7：完善价值和价值属性表中的价值属性

价值属性可能需要被进一步完善，并为此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研究，这是因为:

●● 部分突出普遍价值声明并没有具体提及传达遗产价值的所有价值属性。这些被遗漏
的价值属性需要补充。

●● 突出普遍价值声明中提到的部分价值属性较为笼统，需要更具体。在赫里托波利斯古
城的案例中，“物种”和“纪念物”可能需要重新审查并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此外，“生态
系统”可被视为一个整体，但在影响评估过程中可能需要更多的细节。 

●● 还需列出传达其他遗产/保护价值的价值属性。

步骤 8：识别信息来源

表格的最后一列需要填写价值属性信息引用来源（参见表A1.3）。这些来源可以是个人
掌握的知识、参考文献、数据库、照片、地理信息系统、档案材料或任何其他相关材料。列出这
些资料有助于指导影响评估下一步的研究，或指出需要收集新数据的方面。

关于世界遗产的某些信息可能高度敏感，需要谨慎管理以保持机密性。尤其是原住民的
神圣而隐秘的知识更需如此。不过，这一点可以在表格中注明。

表 A1.3 价值和价值属性表示例：注明信息来源  

认定级别 遗产/保护价值 价值属性 来源

突出普遍
价值

它位于生态突出、享誉

全球的地区

蓝海、海洋和陆地区域 Della Corte, et al. Assessment of 
habita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Blue Sea Marine Natcional Park 
and its Orange Dugong Habitat, 
2002.

其海洋系统发展出独特

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

种，包括濒危的生态群

落

生态系统、物种、濒危

生态群落、罕见的热带

珊瑚礁系统及独特的软

珊瑚种、海草床和红树

林栖息地

Mizuku, et al. Coral Reef 
Management Plan: Field Survey
and Analysis, 2008.

其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

18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

经历的财富黄金时代，

其纪念物是各个历史时

期的重要建筑杰作；

18世纪建筑、港口、欧

根纽斯陵墓、圣海伦娜

大教堂和大清真寺及其

伊斯兰学校和浴场

Makee, et 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Values 
Assessment, 2012a.

其中的许多社区仍保留

着节日和传统，并与特

定的历史纪念物以及自

然世界的精神信仰相关

联

节日、传统、街区、居

民、历史纪念物、自然

世界的精神信仰、自然

环境

Kim F. Ancient Histories: The 
Architecture and History of 
Heritopolis, 2014.
口述历史（注：可能敏感）。

赫里托波利斯社区档案项目。



75

世
界

遗
产

影
响

评
估

指
南

与
工

具
手

册

附录：工具包

工具 1 遗产价值与价值属性

认定级别 遗产/保护价值 价值属性 信息来源

突出普遍价值

国家价值

地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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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工具 2 识别潜在影响  

本工具的目的是介绍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以识别拟议行动的某一要素作用于世界遗
产的一项或多项价值属性时可能产生的影响。该工具提供了一种通用模板，是许多可能方法
中的一种，可根据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拟议行动产生的噪音对筑巢鸟类的影响。影响是指拟议行动与世界遗产的某一价值属
性的相互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拟议行动产生的噪音可能会影响来此筑巢的鸟类，当它们受
干扰时则会离开该地区。如果该鸟类具有世界遗产的价值属性，这将导致突出普遍价值的损
失。

步骤 1：列出世界遗产的价值属性

工具1� 价值和价值属性旨在帮助识别传达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价值属性。在工具1
中，第三列列出了所有价值属性，如表A2.1所示。

+ =行动价值属性 影响

表 A2.1 价值和价值属性表示例 

认定级别 遗产/保护价值 价值属性 来源

突出普遍
价值

它位于生态突出、享誉

全球的地区

蓝海、海洋和陆地区域 Della Corte, et al. Assessment of 
habita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Blue Sea Marine Natcional Park 
and its Orange Dugong Habitat, 
2002.

其海洋系统发展出独特

而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物

种，包括濒危的生态群

落

生态系统、物种、濒危

生态群落、罕见的热带

珊瑚礁系统及独特的软

珊瑚种、海草床和红树

林栖息地

Mizuku, et al. Coral Reef 
Management Plan: Field Survey
and Analysis, 2008.

其建筑反映了该城市在

18世纪作为贸易港口所

经历的财富黄金时代，

其纪念物是各个历史时

期的重要建筑杰作；

18世纪建筑、港口、欧

根纽斯陵墓、圣海伦娜

大教堂和大清真寺及其

伊斯兰学校和浴场

Makee, et 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Values 
Assessment, 2012a.

其中的许多社区仍保留

着节日和传统，并与特

定的历史纪念物以及自

然世界的精神信仰相关

联

节日、传统、街区、居

民、历史纪念物、自然

世界的精神信仰、自然

环境

Kim F. Ancient Histories: The 
Architecture and History of 
Heritopolis, 2014.
口述历史（注：可能敏感）。

赫里托波利斯社区档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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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理解拟议行动

需要理解拟议行动的细节。应考虑拟议行动的所有阶段——建设、运营、退役、恢复——以
确切了解在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内直接和间接地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和何时发生。

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影响评估应考虑拟议行动的全生命周期，因为对突出普遍价值
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任何阶段。

附录：工具包

> > >> >概念 计划 建设 退役运营 恢复

这些价值属性可以列在工具2的第一列（参见表A2.2）。价值属性可能在工具1中出现多
次，但在附框工具2中只需列出一次。

表 A2.2 影响识别表的示例：填入价值属性

工具 2 潜在影响识别

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价值属性

生态系统

珊瑚礁系统

独特的软珊瑚种

海草床

红树林栖息地

18世纪建筑

欧根纽斯特陵墓

圣海伦娜大教堂

大清真寺及其宗教
学校和浴场

节日、传统与街区

港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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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可以做一个清单，描述拟议行动中可能影响世界遗产的所有要素。以下示例仅供参考，
还须了解每个拟议行动的具体细节。

●● 建筑拆除
●● 建筑新建
●● 新通道的建造
●● 居民重新安置
●● 新建筑项目施工人员
●● 与现场施工相关的交通
●● 新建筑的运营
●● 新通道的运营
●● 新增运营人员

步骤 3: 将拟议行动的要素填入工具2

拟议行动的要素列表收集完成后，将其填入工具2（参见表A2.3）。

表 A2.3 影响识别表的示例：填入拟议行动的要素

工具2 潜在影响识别

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价值属性 建筑拆除 建筑新建 新通道的
建造

居民重新
安置

新建筑项目
施工人员

......等

生态系统

珊瑚礁系统

独特的软珊瑚种

海草床

红树林栖息地

18世纪建筑

欧根纽斯特陵墓

圣海伦娜大教堂

大清真寺及其宗教
学校和浴场

节日、传统与街区

港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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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工具包

步骤 4: 理解拟议行动中的要素如何与价值属性相互作用

这一步需要理解拟议行动中的哪些要素将会与世界遗产价值属性相互作用。在某些情
况下，这种相互作用显而易见；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以借助地图和规划来了解拟议行动和
价值属性的确切位置。在更复杂的情形下，还需要邀请专家来识别这些相互影响。例如，鸟类
专家或许能够判断，施工产生的噪音和干扰是否会在特定鸟类筑巢季节对其造成影响；又或
者，规划建设的地铁线路是否会引发振动，从而影响到线路上方的历史建筑。

工具2中应记录拟议行动每个要素和每项价值属性之间的潜在影响。这样确保在每个阶
段都对拟议行动进行系统分析，从而识别出其潜在影响的全部范围。

如果在影响评估的范围界定范围界定阶段或初步分析中使用此工具，那么识别这些相
互作用，或许就足以勾勒出在影响评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领域，以及可能需要涉及哪
些专家和利益相关方。

表 A2.4 影响识别表的示例：记录拟议行动和价值属性之间的每种潜在影响

工具2 潜在影响识别

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价值属性 新度假村的
建造

新度假村的
运营

为新铁路和车
站而拆除的
建筑

新铁路和车站
的运营

......等

珊瑚礁系统 X X X

红树林栖息地 X X

儒艮种群 X X X

名胜古迹（例如：陵
墓；长方形廊柱大厅）

X X

节日及传统 X X X X

城市格局 X X

历史港口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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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描述拟议行动如何与价值属性潜在相互作用

在识别出拟议行动与价值属性间的潜在相互作用后，便可以对这些相互作用进行描述。
这有助于对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更好地理解需要
调查的具体问题。因此，可以在以下表格中添加附框，提供更多细节，使其成为一个阶段性小
结。

表 A2.5 影响识别表的示例：补充每个潜在影响的相关细节，概述影响评估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附录：工具包

工具2 潜在影响识别

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价值属性 新度假村的建造 新度假村的运营 为新铁路和车站
而拆除的建筑

新铁路和车站的
运营

其他

珊瑚礁系统
沿海岸线施工可
能会影响海洋环
境的水质

旅游活动的增加
可能会破坏珊
瑚礁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进入保护区的
机会

红树林栖息地
施工区清理红
树林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进入保护区的
机会

儒艮种群
施工可能会干扰
敏感的儒艮

旅游活动的增加
可能会干扰敏感
的儒艮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人群导致干扰

名胜古迹（例
如：陵墓；长
方形廊柱大
厅）

新交通使旅游活
动增加

节日及传统

当铁路线穿过该
城市时，朝圣和
游行路线可能会
被改变

城市格局
铁路或许打破一
些街区形态

历史港口
新交通可能削弱
港口的作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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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要素

拟议行动
要素

拟议行动
要素

价值属性

附录：工具包

工具 2 识别潜在影响  



82

世
界

遗
产

影
响

评
估

指
南

与
工

具
手

册

工具 3 评价潜在影响 

本工具旨在阐释一种循序渐进评价影响的方法，其中包括对拟议行动将如何影响世界
遗产价值属性的深入考量。需注意，只有在对世界遗产及拟议行动开展研究之后，才能使用此
工具，它无法替代研究工作本身。工具3能够将较为复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以表格形式
加以总结，从而清晰地呈现并分享相关结论。此工具作为一种通用模板，是众多可行方法之
一，可根据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步骤 1: 对识别出的潜在影响进行研究 

在附框工具2中，通过记录每一个拟议行动和价值属性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识别出潜
在影响：

表 A3.1 注明了相互作用的影响识别表示例

工具2 潜在影响识别

拟议行动中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

价值属性 新度假村的建造 新度假村的运营 为新铁路和车站
而拆除的建筑

新铁路和车站的
运营

其他

珊瑚礁系统
沿海岸线施工可
能会影响海洋环
境的水质

旅游活动的增加
可能会破坏珊
瑚礁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进入保护区的
机会

红树林栖息地
施工区清理红
树林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进入保护区的
机会

儒艮种群
施工可能会干扰
敏感的儒艮

旅游活动的增加
可能会干扰敏感
的儒艮

新通道可能会增
加人群导致干扰

名胜古迹（例
如：陵墓；长
方形廊柱大
厅）

新交通使旅游活
动增加

节日及传统

当铁路线穿过该
城市时，朝圣和
游行路线可能会
被改变

城市格局
铁路或许打破一
些街区形态

历史港口
新交通可能削弱
港口的作用

其他

基于定性和定量研究，对每一种影响进行探讨和评价。

附录：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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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价值属性和拟议行动要素输入工具3

根据已开展的研究，现将工具2中确定的每个潜在相互作用输入工具3中。对应每个相互
作用，拟议行动要素应列在第一列，价值属性应列在第二列中（参见表 A3.2）

表 A3.2 影响评价表的示例：将潜在相互作用的拟议行动要素和价值属性置入表中

工具 3 评价潜在影响

拟议行动要素 价值属性 描述潜在影响

施工区清理红树林 红树林栖息地

新度假村的运营 儒艮种群

新度假村的运营 节日和传统

新度假村的运营 节日和传统

步骤 3: 描述拟议行动要素可能如何影响价值属性

根据所进行的研究，第三列可以填写拟议行动的要素如何影响价值属性（当它们相互作
用时会发生什么）。这应该是一个简短的小结（参见表 A3.3）。

表 A3.3 影响评价表的示例：填写潜在影响描述

拟议行动要素 价值属性 描述潜在影响

施工区清理红树林 红树林栖息地
施工前对相关区域进行排水和找平，移除50公顷红树林
栖息地

新度假村的运营 儒艮种群
策划的沿海水域旅游活动（包括小船和潜水）将导致儒
艮转移

新度假村的运营 节日和传统
估计每年有1.7万名游客到度假村参观当地节日，由此
会增加传统活动收入，并为当地居民发展经济带来额外
机会

新度假村的运营 节日和传统
新提出的旅游战略可能会在参与者、后勤和地方意义方
面改变节庆活动的组织形式

附录：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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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描述拟议行动要素的特征 

工具3第4、5、6列应细化拟议行动要素：

●● 潜在行动发生的频率如何？仅一次？间隙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 潜在行动会持续多久？短期还是长期？
●● 潜在行动未来是否可恢复原状？可逆还是不可逆？

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填写在工具3的列表里，对应列出的每种潜在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
需要在影响评估报告中有足够的数据和研究进行论证。 

表 A3.4 影响评价表的示例：填写拟议行动要素的特征

评价潜在影响

价值属性 描述潜在影响 行动频率 行动时长 行动可逆性

一次/间歇
性/持续性

短期/长期 可逆/不可逆

红树林栖息地
施工前对相关区域进行排水和找
平，移除50公顷红树林栖息地

一次 长期 不可逆

儒艮种群
策划的沿海水域旅游活动（包括小
船和潜水）将导致儒艮转移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节日及传统

估计每年有1.7万名游客到度假村参
观当地节日，由此会增加传统活动
收入，并为当地居民发展经济带来
额外机会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节日及传统
新提出的旅游战略可能会在参与
者、后勤和地方意义方面改变节庆
活动的组织形式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步骤 5: 判定价值属性将发生的变化

步骤3和步骤4描述了拟议行动的要素。第7、8、9和10列应该回答以下问题，从而判定价
值属性可预见的变化：

●● 价值属性的变化是否能在未来恢复原状？影响是否可逆还是不可逆？
●● 价值属性的变化将持续多久？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 价值属性会改变多少？没有变化？变化可忽略不计？一定程度变化还是重大变化？
●● 变化的性质如何？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影响评估报告中通过足够的数据和研究进行论证。

附录：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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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5 影响识别表的示例：判定价值属性变化的性质

描述潜在影响 行动频率 行动时长 行动可逆
性

价值属性
变化可逆性

价值属性
变化持续性

价值属性
变化程度

价值属性
变化性质

一次/间
歇性/持
续性

短期/长
期

可逆/不
可逆

可逆/不可
逆

暂时/永久
变化

无/可忽略/
一定程度/
重大变化

积极/消极

施工前对相关区域
进行排水和找平，
移除50公顷红树林
栖息地

一次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策划的沿海水域旅
游活动（包括小船
和潜水）将导致儒
艮转移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估计每年有1.7万
名游客到度假村参
观当地节日，由此
会增加传统活动收
入，并为当地居民
发展经济带来额外
机会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暂时 一定程度 积极

新提出的旅游战略
可能会在参与者、
后勤和地方意义方
面改变节庆活动的
组织形式

持续性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一定程度 消极

步骤 6: 评价影响

工具3的最后一列（第11列）提供了对每个已识别影响的最终评价。它应反映影响的描
述，以及在前几个步骤中定义的行动和价值属性变化的特征。 

以下类别的影响可以是消极或积极的：

●● 中性：对潜在影响的研究表明，价值属性不会发生变化。
●● 轻微：对潜在影响的研究表明，价值属性变化微不足道。
●● 中度：对潜在影响的研究表明，价值属性会发生一定程度变化。
●● 重大：对潜在影响的研究表明，价值属性会发生重大变化。

附录：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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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6 影响识别表格的示例：评价影响程度

行动时长 行动可逆
性

价值属性
变化可逆性

价值属性
变化持续性

价值属性
变化程度

价值属性
变化性质

评价影响

短期/长期 可逆/不
可逆

可逆/不可逆 暂时/永久
变化

无/可忽略/
一定程度/重
大变化

积极/消极 中性/轻微/中度/重
大影响（消极和积
极）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重大消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重大消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暂时 一定程度 积极 中度积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一定程度 消极 中度消极影响

步骤 7: 根据评价影响结果考虑替代方案和缓解措施

工具3的结果可用于为拟议行动的计划提供参考，该计划应进行调整，以避免对突出普
遍价值造成任何潜在的消极影响，或至少将其减少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同时，也可以研究
潜在的积极影响，以了解是否可以加以强化。

评价过程是迭代的——一旦拟议行动被修改，就需要再次用工具3进行评价。

步骤 8: 利用影响评价结果进行报告

在对所有拟议行动及其潜在影响进行评价后，最后一列可以用不同颜色表示影响的性
质和程度，以便更直观地表达最终评价结果。

表 A3.7 影响识别表格的示例：用颜色表示影响程度

行动时长 行动可逆
性

价值属性
变化可逆性

价值属性
变化持续性

价值属性
变化程度

价值属性
变化性质

评价影响

短期/长期 可逆/不
可逆

可逆/不可逆 暂时/永久
变化

无/可忽略/
一定程度/重
大变化

积极/消极 中性/轻微/中度/重
大影响（消极和积
极）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重大消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重大 消极 重大消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暂时 一定程度 积极 中度积极影响

长期 不可逆 不可逆 永久 一定程度 消极 中度消极影响

附录：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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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信息

机构名称与地址 简介 与《公约》相关的职能

ICCROM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意大利罗马 
Via di S. Michele, 13 00153 Rome, 
Italy
电话：+39 06.585-531
邮箱：iccrom@iccrom.org 
网站：www.iccrom.org 

ICCROM，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

修复研究中心，是一个国际政府间

组织，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6 年创建，

其法定职能是开展研究、文献记

录、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公众宣

传活动，以加强对可移动和不可移

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和《公约》相关的特定职责包括： 

•  文化遗产培训领域的重要合作

伙伴；

• 监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 审查各缔约国提交的国际援助

申请； 

• 为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意见和支

持。 

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秘书处

法国巴黎 
11 rue du Séminaire de Conflans
94 220 Charenton-le-Pont
France
电话：+ 33 (0) 1 41 94 17 59  
邮箱：secretariat@icomos.org 
网站：www.icomos.org 

ICOMOS，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在法

国巴黎，创建于1965年。其作用是

促进理论、方法和科学技术在建筑

和考古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理事会

的工作以1964 年《国际古迹遗址

保护和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

宪章》）的原则为基准。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公约》相

关的特定职责包括： 

•  评估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 

• 监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  审查由缔约国提交的国际援助

申请； 

• 为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意见和支

持。

IUCN 
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

瑞士格兰德 
Rue Mauverney 28 
1196 Gland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999-0000 
邮箱：worldheritage@iucn.org 
网站：www.iucn.org 

IUCN，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前

身是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

盟），创建于1948 年，为各国政

府、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工作者在世

界范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其使命

是影响、鼓励和协助世界各地保护

自然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并确保对

自然资源的任何利用都是公平的和

生态上可持续的。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总部设在瑞士格兰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公约》相关

的特定职责包括： 

•  评估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 

•  监测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状况； 

• 审查由缔约国提交的国际援助

申请； 

•  为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意见和支

持。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法国巴黎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电话：+33 (0)1 45 68 11 04 
网站：whc.unesco.org

世界遗产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所有与世界遗

产相关事务的核心与协调机构。中心负责《公约》的日常管理工作，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为缔约国准备遗产申报提供咨询，

应要求落实世界遗产基金的国际援助，以及当遗产地受到威胁时，协

调汇报保护状况和采取紧急情况的行动。中心还组织技术研讨会和培

训班，更新《世界遗产名录》和数据库，开发教材以提高年轻人对遗

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向公众通报世界遗产相关问题。

WHITR-A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

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中国上海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同济

大学文远楼3楼， 200092

电话：+86 (0)21 65987687
邮箱：sec@whitr-ap.org
网站：www.whitr-ap.or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

是专门从事世界遗产研究和培训教育的非营利组织，遗产保护领域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服务于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

国及其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旨在通过培训、研究、信息推广

以及网络建设，提高亚太地区参与世界遗产申报、保护、保存以及管

理工作的人员及其机构的能力，促进亚太地区落实《世界遗产公约》。

mailto:iccrom%40iccrom.org?subject=
http://www.iccrom.org
mailto:secretariat%40icomos.org?subject=
http://www.icomos.org
mailto:worldheritage%40iucn.org?subject=
http://www.iucn.org
http://whc.unesco.org
mailto:sec%40whitr-ap.org?subject=
mailto:www.whitr-ap.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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