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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文物保育與推廣中華文化：申報世界遺產 
 
 
相關概念 / 名詞 

 文物保育（《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基本概念） 

 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基本概念） 

 綜合國力（《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三分冊→基本概念） 

 集體回憶（《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基本概念） 

 

 

建議探究重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甚麼準則而評定一處地方或文物建築屬於世界遺產？

而世界遺產又有哪些分類？ 

 中國於 2017 年有哪些地方入選成為世界遺產？入選的原因又是甚麼？ 

 承接上題，內地以至海外均有輿論表示當這些地方入選成為世界遺產後，恐怕

會不利於文物保育工作。就你所知，為甚麼會有這種擔憂出現？ 

 文物保育與經濟發展（或集中於開發旅遊業）可以如何保持平衡？試以中國現

時的情況為例，提出一些建議（可視乎校本情況而規定建議的數目）供中國政

府考慮。 

 綜合而言，中國成為擁有世界遺產數目最多的國家（截至 2017 年 7 月與意大

利並列世界第一），你認為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47 頁及 59 頁）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當中，中國

的非物質文化數量是世界各國之最。教師可以選取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例子

（崑曲、古琴……），與學生探究中國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及推廣情況。

此外，有意見認為文化遺產不能以文化產業的方式來經營運作，要避免將文化

遺產娛樂化及商品化而向大眾推廣。教師可考慮引導學生討論這種觀點。 

 中國近年積極在國外推廣中國文化，例如安排中國文物出外展覽、在外國成立

孔子學院。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分析這些推廣中國文化行動的成效，以及其對中

國國際形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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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申遺頻告捷 中國世界遺產達 52 處 世遺非終身制 保護不力要「摘牌」〉（《青

年報》，2017 年 7 月 14 日。） 

 〈申遺成功之後〉（新加坡《聯合早報》，2017 年 7 月 13 日。） 

 〈對世界遺產放任自流與過度保護都是極端做法〉（《新京報》，2017 年 7 月 13 日。） 

 〈鼓浪嶼－文化交流標本（世遺新星）〉（《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 年 7 月 12 日。） 

 〈可可西里－世間凌絕之地（世遺新星）〉（《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 年 7 月 12 日。） 

 〈遺產開發與保護矛盾嗎？〉（《北京晨報》，2017 年 7 月 12 日。） 

 〈別把申遺變成生意〉（《新民晚報》，2017 年 7 月 11 日。） 

 〈「世遺」大國要避免患過度開發「依賴症」〉（《每日經濟新聞》，2017 年 7 月 10 日。） 

 〈世遺數量世界第一 保護也要第一〉（《廣州日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鼓浪嶼 可可西里列世遺 恐變搖錢樹〉（《蘋果日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鼓浪嶼入選 中國世界遺產總數稱冠〉（《香港經濟日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平常心看世遺〉（《香港商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可可西里、鼓浪嶼雙雙申遺成功，「世遺」應如何保護？〉（中國新聞社，2017

年 7 月 9 日。） 

 〈「申遺是為更好地保護」當被重申〉（《新京報》，2017 年 7 月 9 日。）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努力成為世界遺產強國〉（CCTV 新聞，2017 年 7 月 9

日。） 

 〈中國那些令人驚嘆的世界遺產，你瞭解幾個？〉（中國新聞社，2017 年 7 月 4 日。） 

 〈第 41 屆世界遺產大會 中國世遺保護工作得到肯定〉（中國新聞社，2017 年 7 月

4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香港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 

 中國與香港的文物保育 

 中國文物保育和經濟發展的爭議—以北京市為例 
 
 
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集體回憶（CE07） 

 保育歷史文物（CE27） 

 中國旅遊發展（CE57）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保育與活化歷史建築 — 以香港三棟屋及北京四合院為例〉（《通識教育科網上

資源平台→教師→學與教資源→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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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黃永豪博士：「文化、保育與旅遊：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通識教育科網

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3/14 學年） 

 丁新豹博士：「中國在過去六十年的文物保育」（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

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9/10 學年） 

 葉國華教授：「中華文化承傳與國際視野」（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

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07/08 學年） 

 魏堅教授：「文物保護的機遇和挑戰」（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

料重温→知識增益→2006/07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澳門吸引遊客到訪的重要景

點。2017 年 6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份文物保護的評估報告當中，認為澳

門政府的保護工作未如理想。澳門政府為此而派員加入由國家文物局所組成的

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17 年 7 月在波蘭舉行的世界遺產委

員會大會，以報告澳門保護文物建築的情況。大會其後通過〈關於澳門歷史城

區保護狀況〉的決議草案，要求澳門政府日後進行填海規劃及城市總體規劃等

項目時，若該項目可能影響文化遺產的價值，則必須先作遺產影響評估，以及

將評估結果交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的世界遺產中心檢閱。教師可考慮以此

為例子，引導學生探究如何在發展經濟（例如城市建設、促進旅遊）和保育文

化遺產當中取得平衡。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澳門世界遺產」網頁（http://www.wh.mo/cn/） 

 朱蓉（2015）《澳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文化局。（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739.285 2544） 

 〈歷史城區保護狀明年交世遺〉（《信報財經新聞》，2017 年 7 月 22 日。） 

 〈文化局稱竭力保護世遺〉（《新華澳報》，2017 年 7 月 15 日。） 

 〈新澳門學社促特區政府嚴格執行聯合國世遺決議〉（《現代澳門日報》，2017

年 7 月 10 日。） 

 〈不擔心澳門被世遺除名 特首：「全力保護」〉（《力報》，2017 年 6 月 22 日。） 

 〈也談世遺組織對澳門的「警告」〉（《新華澳報》，2017 年 6 月 14 日。） 
 〈論者指文遺乃澳發展世界休閒城市基礎 若遭釘牌則為澳人及國家恥

辱〉（《華僑報》，2017 年 6 月 12 日。） 

 〈教科文嚴指澳府保護世遺不力〉（《訊報》，2017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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