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言 

大 会 

考虑到任何形式的遗产的消失都是全人类遗产的损失， 

忆及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规定，本组织应保证对图书、艺术作品及历史和科学文物等世

界遗产之保存与维护，以维护、增进及传播知识；其“全民信息”计划为制定信息政策和保

护有记载的知识提供了一个讨论和行动的框架；其“世界记忆”计划旨在确保世界文献遗产

的保存和普遍使用， 

注意到信息和创造性表达方式方面的这些资源的生产、传播、使用和保存越来越多地采用数

字化的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遗产，即数字遗产， 

意识到利用这种遗产将为人类知识的创造、交流和共享提供更多的机会， 

认识到这种数字遗产正濒临消失的危险，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保存这种遗产是全世界关注的紧

迫问题， 

宣布下列原则并通过本宪章。 

数字化遗产是共同遗产 

第 1 条--范围 

 数字遗产由人类的知识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组成。它包括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

有的模拟资源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和行政管理的资源及有关技术、法

律、医学及其他领域的信息。那些“原生数字”资源，除了数字形式外，别无其他形式。 

 数字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且日益增多，包括文字、数据库、静止的和活动的图像、

声音和图表、软件和网页等。它们存在的时间一般不长，需要有意地制作、维护和管理才能

保存下来。 

 

保存数字遗产宪章 



  
 

这类资源大多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是一种应为当代人和后代人而加以保护和保存的

遗产。各种语言、世界各地和人类的各种知识或表达方式都可能有这种呈增长趋势的遗产。 

第 2 条--数字遗产的使用 

 保存数字遗产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其始终都能被公众所使用。因此，数字遗产资料，尤

其是公有的数字遗产资料的使用不应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同时，对那些敏感的信息和个人信

息应加以保护，以防任何形式的侵犯。 

 会员国可能希望与有关组织和机构合作，创造一个有法可依和切实可行的环境，以利

于 大限度地使用数字遗产。应根据有关的国际准则和协议，重申和促进在数字遗产资料的

使用方面对创作者及其他权利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与公众的利益这两者的合理兼顾。 

防止数字化遗产的消失 

第 3 条--消失的危险 

 世界上的数字遗产面临着消失和失传的危险，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包括：能创制这种

遗产的软件和硬件迅速淘汰，维护和保存这类遗产的资金、责任和方法都不确定，以及缺少

相关的立法。 

 观念的转变落后于技术的更替。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耗资巨大，各国政府和有

关机构无法及时地制定出相应的保存策略。数字遗产具有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价值，是

建设未来的重要原素，但正面临着威胁，而对这种威胁的认识尚不充分。 

第 4 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如果不着手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有关威胁，数字遗产将会迅速丢失，而且不可避免。会

员国应鼓励采用法律、经济和技术手段来保护这种遗产，必将受益匪浅。当务之急是开展宣

传工作，促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都意识到数字媒体的潜力和保存工作的实际问题。 



 

第 5 条--数字遗产的持久性 

 数字遗产的持久性是至关重要的。要保存数字遗产，必须在数字信息从产生到使用的

整个生命周期中都采取措施。数字遗产的长期保存首先需要设计出能够制作完全相同并具有

稳定性的数字产品的可靠系统和程序。 

必要的措施 

第 6 条--制定策略和政策 

 应根据紧迫程度、当地的情况、现有的方法和未来的打算等因素，制定出保存数字遗

产的策略和政策。这需要著作权和相关权利拥有者以及其他有关各方在制定共同标准和兼容

方式及资源共享方面进行合作。 

第 7 条--确定保存对象 

 同保存所有文献遗产一样，保存数字遗产的选择标准可因国家而异，但决定哪些数字

资料应予以保存的主要标准是有关数字资料的重要性及其在文化、科学、提供证据或其它方

面所具有的长远的价值。显然应优先保存“原生数字”资料。选择的决定和随后的复审应认

真负责，按照已确定的原则、政策、程序和标准进行。 

第 8 条--保护数字遗产 

 为了保护数字遗产，会员国需有必要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作为国家遗产保护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档案立法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他

公共存放处的法定存放或自愿存放都应包括数字遗产。 

 在合理限制的范围内查阅合法存放的数字遗产资料应得到保证，但不得损害其正常使

用。 

 须有确保真品的法律保障和技术保障，以防止对数字遗产的仿造或蓄意篡改。这两方

面的保障都要求原样保存好有关的内容、档案功能及资料。 



  
 

第 9 条--保存文化遗产 

 数字遗产的固有特点是不受时间、地点、文化或形式的限制。虽然它具有文化特性，

但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少数人群体可以对多数人群体说话，个人也可以向全球的人说

话。 

 所有地区、国家和社区的数字遗产都应得到保存和加以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所

有的民族、国家、文化和语言都能得到平等与合理的反映。 

职 责 

第 10 条--职能和责任 

 会员国可能希望指定一个或几个机构负责协调数字遗产的保存工作，并提供必要的资

金。可以根据这些机构现有的职能和专长分工负责。 

应采取措施： 

(a) 鼓励硬件和软件的开发者、数字资料的创制者、出版商、出品人、发行人以及其

他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与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公共遗产组织通力

合作，共同保存数字遗产； 

(b) 开展培训和研究，在相关的机构和专业协会之间交流经验、共享知识； 

(c) 鼓励公立和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确保研究资料得到保存。 

第 11 条--伙伴关系与合作 

 保存数字遗产需要政府部门、创制者、出版商、相关企业和遗产机构进行持续不懈的

努力。 

 在当今存在着数字鸿沟的状况下，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互助，使所有国家都能创 

制、传播和保存自己的数字遗产并使其得到持续不断的利用。 

 鼓励企业、出版商和大众传媒促进和交流知识和专业技术。 

 促进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鼓励资源共享，推广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这些都将有助

于数字保存技术的普及应用。 



第 12 条--教科文组织的作用 

 教科文组织根据其授权和职能，有责任： 

(a) 在其各项计划的实施中重视本宪章提出的原则，并促进联合国系统和与保存数字

遗产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贯彻这些原则； 

(b) 成为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共同制定保存

数字遗产的目标、政策和项目的咨询点和协商论坛； 

(c) 促进合作、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及提出统一的伦理、法律和技术指导原则，以

支持数字遗产保存工作； 

(d) 根据今后六年中实行本宪章及准则的经验，决定是否有必要为促进和保存数字遗

产制定新的准则性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