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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遗产监测工作的一些思考

赵　鹏

�故宫博物院，北京　�������

摘要：����年在意大利维琴察召开的监测会议，对目前我国开展世界遗产监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重新回顾并思考此次会议的一些要点，有助于提升监测工作的成效。论文强调制定两个基础

性文件的必要性以及七点主要认识，希望借此引起遗产监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重视。

关键词：世界遗产监测　维琴察会议��

监测，是提高世界遗产地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为了更好地保护故宫，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

测中心于����年年底正式成立，也意味着故宫的监测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虽然我国的很多遗产

地都陆续成立了监测中心，相关监测法规也陆续出台，从国家层面到遗产地层面都开始重视监测工

作，但这些良性发展也许并不意味着我们开始理解监测了，因为只有经历过的理解才更深刻，而我

们还在经历的起点。该如何理解监测？该如何开展监测？这是一系列需要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问题。����年��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81(6&2�:RUOG�+HULWDJH�&HQWUH）和国际文

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520）曾在意大利维琴察主办了关于监测工作的一次研讨会，来

自全世界超过���名专家出席了维琴察会议，分别进行了六个主题的探讨，即咨询机构与委员会意

见、世界遗产监测和定期报告经验、监测框架／监测系统的设计、监测的实践经验、监测技术与工

具和监测中的问题与原则。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的内容，仍然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国际层面上

围绕监测这一主题举办的一次非常重要（或许是最重要）的会议。基于对此次会议内容的理解，引

发了一些关于监测工作的思考。

���两�个�文�件

监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专业领域颇多，不同的技术人员对相同的病害可能会有不同

的解释，如何规范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两项基础性文件方案有待制定。

���　监测术语表（JORVVDU\）

维琴察会议建议开发一套监测术语表，该表用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澄清监测、观察、评估、评

价以及报告中相关术语的区别。当时，一个工作小组已经开始编制这个术语表，提出该小组的初步

成果将收录在会议记录的附件中，而且还将与其他关注监测和评估的专业人士合作编制工作，目标

是在����年年底之前编制出一套公认的术语表。遗憾的是，这套术语表到目前为止还尚未看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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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面，完全可以结合国内遗产地的特点，先行建立一套监测术语表。

���　世界遗产监测参考手册

维琴察会议还建议开发一套程序以试行检验《世界遗产监测参考手册》。参与该手册试行检

验工作的各方应包括,&&520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26）的相关专家、各缔约国、遗产地

管理者和其他国内及国际专家。该手册的全称是“�UDIW�0RQLWRULQJ�5HIHUHQFH�0DQXDO��0RQLWRULQJ�IRU�

PDQDJHPHQW�DQG�FRQVHUYDWLRQ�RI�:RUOG�+HULWDJH�SURSHUWLHV”，是,&&520在�����年制定的，但是在世

界遗产中心和,&&520的官方网站上并没有公示，也许说明该手册的内容目前还不成熟。

自然遗产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1(6&2）和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8&1）开始启动主题为“提升我们遗产的手段——评估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的有效性

（(QKDQFLQJ�RXU�+HULWDJH�7RRONLW——�VVHVVLQJ�PDQDJHPHQW�HIIHFWLYHQHVV�RI�QDWXUDO�:RUOG�+HULWDJH�

VLWHV）”的活动项目。活动通过“边做边学”的方式与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个世界自然

遗产地合作，历经�年检验“手段（WRRONLW）”的实际效果。活动涉及��种手段，即遗产地价值和

管理目标确定、风险确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国家背景评价、管理规划评估、设计评估、管理

需求和投入评估、管理过程评估、管理规划执行评估、工作�遗产地产出指标、管理效果评估、管

理有效性评估成果的评价等。该项活动完成后，81(6&2于����年公布了《世界自然遗产地商业规

划——一种方法（%XVLQHVV�3ODQQLQJ�IRU�1DWXUDO�:RUOG�+HULWDJH�6LWHV�——���7RRONLW）》。这份文件长

达���页，详细地介绍了这份商业规划的内容和具体应用方法，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者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作用。此外，也应该看到，,8&1从����年起就一直对世界自然遗产地实施监测工作，

这方面已经走在了文化遗产地的前面，从而才能有翔实的“WRRONLW”的出现。

对以上已公示文件的解读或许有助于我们制定《中国世界遗产监测手册》。从国家层面看，可

以考虑在试点单位试行检验先期开发的评估和监测手段，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后，制定监测手册

或类似的功能性指导文件。

���七��点�认�识

���　监测与评估体系多样性的认识

目前，文化多样性和遗产多样性已经得到共识。在此背景下，认识并确保各监测与评估框架及

方法体系都充分尊重不同地区和文化环境下保护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是十分必要的。维琴察会议

的与会者们提出“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万灵药”的结论。他们认为，监测与评估体系应该与当地

及区域性环境相适应，而不是企图推广一套完全标准化的监测与评估方法。首要原则是监测和评估

信息的形式应该能使管理者可以将其运用于对遗产地管理的调整和改善之中，而各遗产地之间和各

地区之间一致性的考虑应该放在次要地位。

国家文物局强调中国世界遗产监测管理工作应采用国家文物局、省市文物局和世界文化遗产

地“三级管理”，以及中国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和世界遗产地的“两级平台”模式。从实践工作角度

看，遗产地这一级的监测平台建设应充分发挥遗产地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应首先评估和监测遗产地

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而不是单纯满足上级主管单位要求完成的统一性行政指标。建议首先建设好遗

产地的系统平台，再根据实践积累，开放完成国家级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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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标准与管理目标关系的认识

定义与记录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与管理目标，对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内容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前

提。在这个过程中，价值标准与管理目标之间的联系应被阐明。世界遗产的特殊地位意味着这些遗

产地被公认的价值标准应该在该遗产地的管理目标中得到承认，因此，对于这些价值标准现状的监

测也应该成为评估项目的核心部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规定世界遗产价值

标准共有六条。某个古迹遗址，是否能成为世界遗产，要看其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289），是

否符合至少一条价值标准的规定，所以在监测之初应该对遗产地的价值标准做更细致的解读，而这

种解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解读过程中，还应将当地认定的所有应得到保护的遗产价值与入选世界遗产时所认定的价值

标准相整合，并将其作为管理与监测工作的基础。因为，许多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所依照

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并非那些当初导致它们入选的价值标准。监测与评估系统的设计与执行应该是通

盘考虑的，顾及所有管理层面的价值标准与目标。

在一些联合项目上，如长城、明清故宫、明清陵寝等世界遗产捆绑项目，还会出现价值叠加的

情况。遗产地根据自身情况细化评估价值标准，会有利于监测目标的确定。

���　遗产地属性（DWWULEXWH）与价值标准关系的认识

在世界遗产入选过程中准备的申报文件以及咨询机构的评估文件中，描述遗产地价值的时候所

采用的表述方式通常足以让人们认识到该遗产地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但是这些表述并不能为监测

这些价值的现状提供足够详细的信息。对遗产地的独特属性，即那些反映并支撑着这一“突出普遍

价值”的属性进行更深入、详细的描述，对于监测与评估规划的设计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骤。所

以，必须认识到要明确遗产地的独特属性与其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作为管理与监测

工作的可操作性参照。

价值标准往往十分抽象，基于标准的属性分析则易于指导具体工作。例如，在明清故宫的

289真实性中提到“真实保存了以木构为主体的中国官式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最高成就，传承了传统

工艺”，那么故宫的现状是否维持了技术和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传统工艺是否得到了传承？属性描

述可以从瓦、木、油、石等各工种在材料、工艺、监管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故宫现状进行评估，评估

的结果就是监测的必要性前提。

���　监测指标（LQGLFDWRU）选取原则的认识

在监测工作中，有必要认识到可供监测使用的资源或许总是有限的，因此，监测与评估工作的

力量应该集中到对该遗产地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与目标之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所有价值标

准和目标的具体指标中只有一两个是能够被评估的。因此，选择最有意义和最具实际操作性的指标

至关重要。尤其是监测初始阶段，一定要注重“最重要”和“最具可操作性”这两方面因素。

此外，还应充分认识到指标的选取并非一项严密精确的科学工作，它涉及实用性、成本与精确

度之间的权衡取舍。确定假设性指标有助于以后选择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且最有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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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技术手段适用性的认识

有很多不同的技术可供监测工作选用，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选用最合适的监测工具。

监测作为新的概念引入遗产地管理和保护之初，人们往往试图采用高新技术来开展工作，并没有充

分考虑到遗产地的需求、资源及其工作人员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简单且成本便宜的监测技术就

能够满足评估的需要，并具备长期可持续性。例如，日常巡视和保养就是最好的基础性监测，做好

日常巡视和及时保养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国内的遗产地都还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现代

技术，如运用卫星的遥感技术，可以为评估体系提供颇具成本效益和高价值的数据。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都应首先选用非破坏性的数据收集技术。

���　为评估程序提供定性还是定量数据的认识

现有的监测与评估系统要么使用定性数据要么使用定量数据，而同时使用两种数据的系统还不

常见。进一步检验与记录这两种监测数据的优缺点，并使它们以一种互补的模式得以运用会有助于

监测工作的设计与实践。

定量数据更有利于遗产地监测平台数据库的建设，为评估研究等工作服务。定性数据更有利于

国家层面监测平台的建设，为定期报告等工作服务。目前一些人力财力匮乏的遗产地完全可以通过

定性数据开展监测工作，不必盲目追求定量数据。

���　监测人才培训和交流重要性的认识

遗产监测对多数人都是较新的概念，而目前在遗产与保护部门内部的监测与评估的培训机会还

十分有限。应该认识到，培训不仅仅是传输知识，更多的是意识和经验的交流。加强各级监测人才

培训，有助于相关人员的主动参与。经验显示，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有助于提高评估工作的可

信度以及监测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维琴察会议期间还编写了一份建议书，希望创建一个关于世界遗产监测主题的网上交流平台，

以便交流经验，并在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下建立一套可供使用的知识管理系统。类似的网上平台，

对于目前中国各个世界遗产地的监测中心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

���结　　语

遗产监测，是目前很多世界遗产地关注的热点，是提升遗产保护与管理质量的有效手段。如何

在热火朝天的展开该项工作之前，冷静的思考监测应该如何做，监测是否能够实现其有效性，达到

预防性保护的目的，都是我们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和亟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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