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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法》

内容概要

《世界遗产法》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从世界遗产的法律价值观体系到全球大规模保护世界遗产
的行动，因循于合理的思路展开，可为各方人士认知、探究世界遗产提供确切路径和丰富资源。世界
遗产是一个法定概念，世界遗产问题的法律原点即在于国际法上的公约。《世界遗产公约》、《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构造了世界遗产的框架与魂魄。自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
》始运至今，世界遗产已经生长成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然其命脉主干，清晰可见的仍是法律的
贯穿。《世界遗产法》一书的内容，恰是依此而确定并展开。
《世界遗产法》对世界遗产的诸类问题做了详尽梳理与理性阐释，对世界遗产这一全球性事务中的法
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程序、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强调，世界遗产的渊源、类属、遴选
、评定以及保护方略，无一不是在法的轨迹中运行、在法的规范和护佑下呈现；在“人类共同遗产”
的理念指导下，法律确定的人类共享属性，是世界遗产的品格精髓；彰显每一项世界遗产“突出的普
遍价值”，追求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天人和谐目标，是世界遗产一以贯之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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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法》

作者简介

世界遗产是一个法定概念，世界遗产问题的法律原点即在于国际法上的公约。《世界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构造了世界遗产的框架与魂魄。自1972年《世界遗产
公约》始运至今，世界遗产已经生长成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然其命脉主干，清晰可见的仍是法
律的贯穿。《世界遗产法》一书的内容，恰是依此而确定并展开的。
本书对世界遗产的诸类问题做了详尽梳理与理性阐释，将世界遗产这一全球性事务中的法律理念、法
律原则、法律程序、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强调，世界遗产的渊源、类属、遴选、评定以及
保护方略，无一不是在法的轨迹中运行、在法的规范和护佑下呈现；在“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指导
下，法律确定的人类共享属性，是世界遗产的品格精髓；彰显每一项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
，追求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天人和谐目标，是世界遗产一以贯之的主旨。
本书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从世界遗产的法律价值观体系到全球大规模保护世界遗产的行动，因
循于合理的思路展开，可为各方人士认知、探究世界遗产提供确切路径和丰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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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遗产事务发展概况第一节　世界遗产的法律原点第二节　《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概要第三节　法律上的发展第四节　标志性事件第二章　世界遗产法的范畴第一
节　法律概念的辨析与厘定第二节　关于世界遗产的国际法第三节　关于世界遗产的国内法第四节　
世界遗产法的理论价值第三章　世界遗产组织法第一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系第二节　相关国际组
织第三节　缔约国组织法第四章　世界遗产与人类共同遗产第一节　人类共同遗产的范畴第二节　人
类共同遗产理念的培育第三节　相关法律群第四节　世界遗产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第五章　世界遗产的
法定类别第一节　世界遗产的基本类别第二节　文化景观第三节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
规定类别第四节　世界遗产的类型体系第六章　世界遗产的法定标准第一节　《世界遗产公约》确定
的标准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定的标准第三节　真实性与完整性标准第七章　世界遗产
的法定程序第一节　申报程序第二节　确认程序第三节　后续程序第四节　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第八
章　世界遗产的基本政策第一节　全球战略第二节　共享第三节　两个多样性第九章　法律理论的基
本问题第一节　法律精神第二节　国际法主体第三节　法理价值观第四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贯穿第
五节　世界遗产国内立法要义第十章　世界遗产的法律价值观体系第一节　法律价值观的主要内容第
二节　世界遗产诠释价值观的方法第三节　为世界带出新活力第十一章　世界遗产典型案例第一节　
两国或多国共享遗产案例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濒危世界遗产案例第三节　可弥补的案例第四节　特别
情怀的案例第五节　受气候影响的世界遗产第十二章　世界遗产名录系列第一节　《世界遗产名录》
第二节　《濒危世界遗产清单》第三节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四节　《世界遗产地
图》第五节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第六节　世界遗产大国第十三章　保护世界遗产行动第一节　保
护世界遗产的国际行动第二节　国外保护世界遗产行动示例第三节　中国的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第四
节　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第十四章　世界遗产研究和教育第一节　世界遗产研究的若
干问题第二节　世界遗产教育术语概要图表目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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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法》

章节摘录

　　第九章 法律理论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法律精神　　一、世界遗产保护的四个层次　　根据世
界遗产项的特质，保护包含四个层次：　　第一，公众自觉保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与遗产项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人的行为体现着整体保护意识的高下，因而公众的自觉保护是最直接的。　　第二
，技术保护。对于不同的遗产项，需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予以应用。这种保护科技含量较高，要将最为
准确和先进的研究成果应用其中。比如，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要综合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方面最
能适用于具体遗产项的方法；古建筑、古遗迹的维护也必须依仗化学、考古学、建筑学最恰当有效的
成果。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修复，由于使用黏合剂等材料不恰当，
反而对古迹造成了破坏。阿布辛贝勒神庙的迁移行动虽然大获成功，切块移动、重新拼接后也没有留
下太多痕迹，但专家们还是强调类似的切割迁移方法最好不予推广，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不
使用为好。　　第三，行政保护。行政机关通过国家公权力进行相关的保护工作，效果应当是高于技
术保护和民众自觉保护的，因为没有行政机关合法的管理、许可及指导，技术保护手段是无法实施的
，保护理念和意识在公众中也不能得到及时的普及和树立。以行政检查、行政监督、行政处罚等方法
加强全面的、到位的管理是必需的，也是缔约国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四，法律保护。法律保护是
完整地实现所有保护的根本保障。所以，世界遗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法律框架下才能得以实现的事。
从起源上讲，世界遗产这种事物原本就是因法律而产生的，没有《世界遗产公约》就不会有“世界遗
产”这个概念以及这个语词所承载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保护是一张网，法律的保护是网之纲
，公约以及一切与之配套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延伸至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构成了世界遗产法的主体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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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法》

精彩短评

1、（2008年前）信息整理方面做得差不多。但是有些认识真的是太粗浅了，尤其是法理部分。
2、不错~还赠了一面中国国旗。。。
3、老师编的书当然要顶一下~国内有关世界遗产法的作品目前屈指可数，这本书相对来讲很有体系，
并且充分结合案例，书后所付光碟内含相关国际条约等，非常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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