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戈罗恩戈罗宣言：保护非洲世界遗产，助力可持续发展 

 

2016 年 6月 4 日 

恩戈罗恩戈罗，坦桑尼亚 

 

序言 

我们，来自与会国、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国际合作伙伴的非洲专家们，在 2016 年 5 月

31日至 6月 3日期间，齐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阿鲁沙市，围绕“保护非洲世界遗产，

助力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召开了国际会议。我们衷心感谢坦桑尼亚有关部门和阿鲁沙市的

盛情款待，他们提供了思考文化和自然遗产在非洲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应有地位的宝贵平台。 

我们同时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议组织方面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

捐赠者的慷慨资助，让我们参与会议成为了可能。 

我们进一步感谢《世界遗产公约》的非洲缔约国坚持以兼顾的方式对待遗产保护和可续持

发展问题，既满足了当地社区的需求，也保护了非洲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突出普遍

价值”。 

 

回顾 

 1961 年《阿鲁沙宣言》，由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起草，认识到自然

资源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 年《布达佩斯宣言》，强调了“在世界遗产的保存、可持续和发展之间寻求

适当、公平的平衡”的需要，以便通过开展合适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活动来保护世界遗产； 



 2012 年于南非豪登召开的关于世界遗产地采掘工业的专家研讨会，继而又召开了

“与非洲世界遗产共生”的国际会议，其建议重申了在保护和发展举措间寻求平衡

的需要，并针对当地社区强调了包容性方法的概念； 

 2012 年《京都愿景》，于《世界遗产公约》40 周年庆祝活动的闭幕式上通过，强

化了当地社区在履行公约时起到的作用； 

 2013 年《杭州宣言》，主题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4 年《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宣言》，就尊重非洲文化传统、保护当地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助力非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达成了共识； 

 2015 年非洲联盟的《2063 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讨论了环境可持续性、气

候适应型经济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赋权社区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2015 年《关于将可持续发展观融入世界遗产公约议程的政策文件》，由《世界遗

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大会决议宣布 5 月 5 日为非洲世界遗产日，以反

思各国和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在保护和发展非洲世界遗产的情况； 

 2015 年《关于旅游和文化的暹粒宣言》，指出了应通过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促进

一体化，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2016 年罗本岛《非洲世界遗产青年宣言》，强调了年轻人在促进非洲世界遗产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2016 年在非洲世界遗产基金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办了“非洲世界遗产……未雨绸

缪”专题研讨会，敦促非洲积极应对遗产保护、发展、气候变化、民间社会和能力

建设等新兴、突出的问题。 

 

承认 

可持续发展能确保当一个地区面临气候变化、自然或人为灾害、人口增长、快速城镇化、

遗产破坏和环境退化等问题时，为了今世后代人的利益，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和保存文化

和自然资源； 

《世界遗产公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来理清文化与自然遗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与遗产，特别是世界遗产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的，只要能正确地发现其中蕴

含的机遇并传递给今世后代； 

非洲独特的背景在有形及无形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之间产生了内在的相互作用和连续性。在

这个快速发展的区域，各国政府努力以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作为催化剂，推动急需的社会

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 

非洲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已取得了进展。目前，非洲缔约国和民间社会正进一

步推动和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教科文组织相信，全体缔约国，在各自的法律制度、环境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下，在国

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承担着保护和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共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世界

遗产地； 

代际关系，包括妇女和青年的贡献，在文化习俗的传播和演变以及后代从非洲世界遗产受

益的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遗产保管者的社区使遗产成为了一种“活”的景观； 

传统的管理体系对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宣布 

非洲遗产是保存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从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提高今世后代身份认同

感和尊严的关键； 

遗产，包括世界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可持续

城市化、社会凝聚力以及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号召 

1. 非洲联盟及区域经济共同体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根据《2063 年愿景》确保

对非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 

2. 非洲国家元首信守各项条约下的承诺，包括 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同时以可

持续的方式制定发展计划。我们进一步希望非洲缔约国利用新兴技术提供的机会，

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3. 非洲缔约国制定并执行承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政策，预防并消释争端，恢复和平

与稳定，并利用遗产价值提高境内外社会凝聚力； 

4. 非洲缔约国提升妇女及青年在保护及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中的地位； 

5. 非洲缔约国采取社区赋权的政策，让社区参与决策及利益分享，并通过包容性可

持续发展举措促使其成为世界遗产的代言人； 

6. 发展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工业、私营部门、多边及双边合作伙伴把遗产作为

推动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消除非洲贫困的驱动力，并支持遗产的可持续管

理和保护。在制定发展计划时，探索利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创新方法，避免对遗产

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负面影响； 

7. 国际社会、非洲联盟和非洲缔约国在全球对话中团结协作，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愿望，并应对包括贫困、环境退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非法军火贸易、非法

贩卖动植物、故意破坏及贩卖文化遗产、掠夺文化艺术品和其他严重影响非洲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一系列区域性挑战； 



8. 缔约国大会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向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出建议，与非洲缔约

国共同支持研究，为涉及世界遗产的发展计划提供适当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9. 世界遗产委员会向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出建议，与非洲世界遗产基金及非

洲缔约国合作，为遗产和可持续发展议题提供一个参考性框架以及相应的能力建设

和教育培训项目； 

10.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与非洲世界遗产基金和国家各级教育机构合作，在跨

学科和跨部门的从业人员、社区和网络间开展能力建设，以整合遗产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观点。我们主张世界遗产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合作开设课程，

并纳入各国教育体系； 

11.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咨询机构支持改善咨询机构内的区域平衡和非洲专家的代表比

例； 

12.缔约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善解决遗产问题的法规环境，尤其是通过确保合作机制，

增强与既定的影响评估流程、城乡景观规划政策之间的联系，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

价值纳为国家发展政策和投资计划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 

13.民间社会，包括当地社区，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保护遗产价值，包括世界遗产地

的“突出普遍价值”，成为整个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愿望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