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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
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
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
第47项世界遗产，稳居世界第二位。
丝绸之路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
响力和号召力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
此次申报成功，表示其突出普遍价值
（OUV）、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中国政
府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
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专业咨询
机构的一致认可。
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项目由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牵头启动，历时久，难度大，
申报项目内容复杂，要求高，涉及面广，

.



意义和价值

 丝绸之路申遗是史无前例的遗产保护过程，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之路、对话之路、和平之路和发展之
路，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哈、吉等中亚国家的传统友谊，成为新时期中国与中亚地
区各国和平对话、共同发展的新纽带。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以后，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
作指南的有关要求，继续为丝绸之路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最好的保护，并将继续团结各利益相关方，进一步
巩固跨地区跨行业对话和协调机制，深入探讨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
用模式，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绽放灿烂的光彩。

-----童明康



准备阶段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
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
研究”项目，开始考虑将丝绸之
路整体或部分地申报世界遗产。

•1990年至1995年教科文组织组织
相关专家分别对丝绸之路的沙漠、
草原和海上线路进行了考察。

•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
立了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

•进入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又组织过两次丝绸之路沿线专业
考察，形成较为专业的考察报告。

•2003年3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委
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修订《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
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加入了有
关文化线路的内容。

•2005年11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
拉木图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亚地区研讨会上，一致通过了
将丝绸之路中亚段作为线性遗产
申报的计划。

•2005年10月，ICOMOS第15届大
会暨科学研讨会通过了有关《文
化线路宪章（草案）》（Charter 

启动阶段

•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中心召开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签署了
《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吐鲁番
初步行动计划》，标志着跨国联合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

•200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
绸之路申遗地区研讨会上，中、哈、
吉、塔、乌等5个国家通过了丝绸之
路概念文件。

•2007年10月，经过多次修改完善，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代表们共同签署
《概念文件》，确认了丝绸之路的基
本定义、范畴和框架，明确了申报策
略和程序强调丝绸之路沙漠线路的中
国和中亚段作为第一阶段申报范围。

•2009年5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
于丝绸之路系列申遗的第五次次区域
研讨会会议上通过《丝绸之路突出普
遍价值的声明草案》。

•2009年11月，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协
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立IICC-X为
跨国申遗协调委员会秘书处，标志丝
路申遗进入新的阶段。

•201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出了

实施阶段

•2012年7月“丝绸之路：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工作组进行第一次会议，
三国形成协调合作机制

•2012年9月，工作组进行
第二次会议，就丝绸之路
项目申遗文本的内容达成
了一致意见

•2012年11月，工作组第
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对
申报文本的进行完善、补
充，对跨国协调管理机制
修改完善

• 2013年1月丝绸之路申遗
文本递交，并被正式受理。

•2013年10月世界文化遗
产专家到现场评估遗产的
保护和管理情况

历程及回顾



丝绸之路项目成功的要素

学术上达到共识

• 联合国

支持

• 国家支

持

跨国协调

机制

• ICOMOS支持

• IICC协助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支持

 ICOMOS通过完善申遗的上游进程（Upstreaming 
Process)，建立丝绸之路大框架下廊道组合的模式，
使丝路申遗具有可实施性，解决遗产范围跨度，遗产
点的类型划分等问题.

 ICOMOS委托伦敦大学学院（UCL）Tim Williams
教授编写“丝绸之路专题研究”，提出丝绸之路跨国
申遗的新策略和框架，将丝绸之路分为52条廊道
(Corridor)，每个廊道都有自身的普遍价值，并能够
在整个丝绸之路框架内作为一个重要而独具特色的系
列申遗候选名单而展示其“突出普遍价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所涉及遗产类型在“丝绸之路
专题研究”中被划分为：中心
城镇(Central Town)、聚落
(Settlement)、设施(Facilities)、
产出遗迹（Outcomes)四大类，
共33个遗产点。

遗产类型划分



丝绸之路：长安-天上廊道的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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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交河故城

北庭故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

碎叶（阿克·贝希姆 遗址）

巴喇沙滚（布拉纳遗址）

新城（科拉斯纳
亚·瑞希卡遗址）

开阿利克遗址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

高昌故城



塔尔加尔遗址 库兰遗址

奥尔内克遗址 阿克亚塔斯遗址 科斯托比遗址

阿克托贝遗址



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

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锁阳城遗址

悬泉置遗址

玉门关遗址

克孜尔尕哈烽燧

卡拉摩尔根遗址



克孜尔石窟 苏巴什佛寺遗址 炳灵寺石窟

麦积山石窟 彬县大佛寺石窟

大雁塔

小雁塔 兴教寺塔



张骞墓













申遗成功后面临的压力

数量多

种类丰富

跨度大

保护管理压力大

保护管理状况报告
（SOC）

定期报告
(Periodic Report)



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IICC-X承担了丝绸之
路中国段SOC的编写工作，就38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针对丝路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回复，并于
2015年12月1日正式提交至世界遗产中心。

在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决议草案对中国保
护管理与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
支持中国利用更充足的技术资源与哈吉两国合作

丝绸之路保护管理状况报告(SOC)



定期报告——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

 定期报告（Periodic Reporting）

 定期报告是对世界遗产的进行周期性的监
测进行汇总。是境内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对遗
产保护管理状况进行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

报告的程序。



监测是世界遗产管理的要求

“丝绸之路”作为新列入的世界遗产，各遗产点的保护与管理工作面临新的要求，而监测管理工作，是
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一环，是有效解决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的必要手段。



世界遗产的OUV监测

保护压力监测
• 开发压力监测
• 环境保护压力
监测

• 自然灾害监测
• 旅游压力监测

管理保障体系监测
• 遗产管理体制保
障监测

• 规划保障体监测
• 资金保障监测
• 技术保障监测
• 机构和人员保障
监测

• 公众支持与参与
监测

• 遗产缓冲区监测

预警和应急机制
真实性完整性
的变化

• 外形和设计
• 材料和实体
• 用途和功能
• 传统技术与管
理体制

• 方位与位置
• 语言和其他形
制的非遗

• 精神与感觉



丝绸之路的监测工作

 国家文物局委托IICC-X承担丝绸之路中国段22处遗产点的监测状况调研

和评估工作，根据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线性文化遗产及跨国联合申遗的特性
，IICC-X设计四个层次的表格用以评估丝路监测工作。



监测调查表格 评估项目

申请承诺执行情况

人员培训情况

基础信息完善程度

遗产总体格局变化

遗产使用功能变化

遗产要素形式材料变化

病害变化

环境因素负面影响的控制情况

新建项目建设控制情况

土地利用变化

游客负面影响

日常管理情况

安全事故

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

保护展示与环境整治工程

保护管理规划执行情况

丝绸之路规模大、遗产数量多、许多遗产都相对脆弱，
而且遗产之间相距较远，对其监测是一件困难的任务，同时
监测管理也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关键部分。

IICC-X根据定期报告的要求，建立起监测工作的调查表
格。

表一：丝绸之路总体评估项目表



表二：单点监测项目评估表

遗址本体稳定性监测

类
别

监测
内容

监测因子
是否
有监
测

是否有应急预
案

备注

地
上
遗
址

遗存
本体

体量

本体及载
体变形

风蚀及风
化

水蚀
雨蚀

本体
保护
工程

本体保护
工程辐射

面

实施
内容

档案记
录

工程实
施效果

相关工作监测

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是否有设

置
设置内
容

评估

展示

展示活动

博物馆或展厅
设施

展示路线

参观引导系统

解说系统
宣传教育活

动
宣传活动
教育活动

考古研
究工作
计划

是否有考古
工作计划

有

短期

长期

监测收集/汉长安城遗址监测概述6.8.doc


环境监测

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是否有监

测
是否有应急

预案
备注

自然
环境

生态环境
监测

降水

风沙

盐水沟水量

植被覆盖率

昼夜温差变
化

自然灾害
监测

地震

大风

暴雨

洪水

人文
环境

土地利用
监测

用地规模统
计

用地指标调
整

开发压力
监测

周边开发建
设项目

景观环境影
响程度

管理监测

行政管理 备注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是否有监

测
效果

预警系统
预警系统策划方案

反应机制

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结构

机构设置情况

管理规则
规章档案

执行情况

规划编制与
执行

规划方案

报批程序

执行情况

培训
培训方案

培训活动情况

人员构成 人员构成



游客管理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是否有监测 是否有应急预案 备注

游客量

年游客量统计

下一年游客量预测

集中季节、集中时段游客量统计

容量控制 游客容量控制指标实施效果

游客行为
游客可能对遗产点造成破坏的行
为特征统计和分析

服务设施 游客服务设施的满意程度和统计



表三：单点遗址遗址的监测表格（以中心城镇类遗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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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的监测表格

监测收集/汉长安城遗址监测概述6.8.doc








黄山-自然文化双遗产

(ii) 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
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
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

(vii) 绝妙的自然现
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
美学价值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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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

奇松 怪石

温泉



希望大家关注丝路遗产，增进丝路文化交流，推进丝路沿线繁荣发展。

2016年6月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