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十七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劉江華議員的提問

及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的書面答覆：  
 
問題：  
 
  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已於二○○五年向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功爭取將澳門歷

史城區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考慮尋

求中央政府的支持，爭取將本港一些有價值的文化或自然遺產納入該

名錄；若有，作出考慮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女士：  
 
  一九七二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大
會第十七屆會議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約》”）

建立一個依據現代科學方法制定的永久性有效制度，共同保護具有突

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公約》編

制《世界遺產名錄》（《名錄》）。根據《公約》，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

產和自然遺產。  
 
  申報世界遺產的程序為：先由《公約》締約國自行制定其境內具

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預備名單。然後，締約國可將提

名交由世界遺產中心審核，並由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和國際自然資源

保護聯盟，就各國的提名進行評估，最後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是否

將提名列入《名錄》。二○○○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凱思斯決定》，

規定每個國家每年只可提交一項的提名。由於香港不是《公約》締約

國，須以中國名額申報項目。  
 
  截至二○○六年十一月，全球共有１３８個國家擁有世界遺產８

３０處，其中文化遺產６４４處，自然遺產１６２處，文化與自然雙

重遺產２４處。中國政府在一九八五年加入《公約》至今已有３３處

列入《名錄》，包括文化遺產２４項，自然遺產５項，文化和自然雙



重遺產４項，世界排名第三。  
 
  在中國３３處世界遺產中，北京市與四川省佔三分之一（共１１

項），而全國三分之一的省、市、區則一個世界遺產項目也沒有。現

時中國的世界遺產預備清單已有超過１００處申報項目。香港現時未

有項目被列入中國的世界遺產預備清單內。世界遺產的評選要求極為

嚴格，各國之間及中國內地各省市區之間競爭激烈。獲提名的文化遺

產必須：   
 
一．代表人類天才的傑作；或  
 
二．體現着某一時段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在建築學或技術領域、

不朽的藝術創造、城市規劃或景觀設計等方面的發展進程中，表現了

人類價值重要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或  
 
三．見證着一種文化傳統、或依然存在或已經消失的文明，而該見證

是獨一無二或至少是不可多得的；或  
 
四．是標示人類歷史某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的某類建築物，或建築群

體，或技術組合，或景觀的傑出例證；或  
 
五．是傳統人類聚落、或土地或海洋利用的傑出例證，並代表着某種

文化﹙或幾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尤其當這些聚落、

土地或海洋利用在不可逆轉的變遷影響下已變得極其脆弱；或   
 
六．與重大事件或生活傳統、與思想或信仰、與具有突出的普遍重要

性的藝術和文學作品直接或明顯相關  [註：委員會認為，此項標準宜

於特定情況下與其他文化或自然遺產評審標準共同使用，才可作為列

入《名錄》的理由 ]。   
 
  獲提名的自然遺產則必須：  
 
七．包含了卓越的自然現象或極為突出的天然美境；或  
 
八．作為代表世界歷史主要發展歷程的突出例子，包括生活記錄、在

土地發展中不斷進行及重要的地質演進過程；或  
 
九．在反映地球、天然水源、海岸及海洋生態和動植物世界中不斷進



行的重要生態及生物程序方面，作為突出例子；或  
 
十．包含了最重要及最具意義，並須作原地保育以維持生態的多元性

的自然棲息地，包括了從科學或保育角度而言，擁有具有突出的普遍

價值而其生存卻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  
 
  經衡量世界遺產的評選要求後，香港特區政府暫時未有計劃將香

港的文化或自然景觀透過國家申報為世界遺產。我們會在進行保護文

物的工作期間，密切注視及小心評估各古蹟項目的文物價值，以考慮

哪些項目具備足夠條件將來通過國家申報為世界遺產。  
 
完  
 
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