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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本报告是联合检查组就联合国系统对售理与保存文化和目然遗产的贡献问 

题编写的一系列文件申的免三铣前两份报告谈的是拉丁美洲( ^^^卜REp卜^^^引 

和亚洲及太平洋( ^^^^T刀^RE^^^^^^^ )。另有两份报告专门论及非洲、特别是姆 

韦卡、坦桑尼亚和加鲁阿·喀麦隆的野生物管理区域培训万案( ̂ ^^^RR^^^/^^厂1 

和万T TT/^l^^p卜^0^/到。本报告则专谈非洲大陆的文化与自然遗产问题。 

2。为了编写本报告，我们与联合国系统的若干组织和部门进行了联系和讨论， 

其申包括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围环境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技术合作促 

进发展都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3·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收集了有关的文献，并就各组织在非洲各国保存与管 

理文化和目然遗产方面的各项方案与计划交流了意见。这些方案将在第二章申集申 

论述。 

4·我们还参观了一些项目。与好些非洲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建立了直接联系， 

使我们能够就执行文化遗产项目申遇到的问题(第三章)和有关目然遗产的项目 

(第四章)进行讨论 

5·我们还访问了几个捐助围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从而了解了它们为保存非洲 

遗产提供援助的情况。我们谨向这些国家的当局和这些组织的官员为我们收集资 

料并与我们交流各种看法与意见表示谢意。 

6·我们还要向所有国家的政府当局及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开发计划署的驻地协 

调员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秘书处好意为我们收集文件并抽时间与我们讨论本报告 

申论述的问题表示感谢。 

7·最后，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已故的检查专员Toman H^taga^un。先生夫能 

参加编写本报告的最后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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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私自然遗产的保存与管理方案 

8。本章拟审查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有关保存与管理非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各项 

方案。莫些组织，如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环境署签，都福关于这一议题的专 

门方案，另一些组织(非洲经委会、世界银行和扶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则对这一议 

题间接感兴趣。我们首先谈谈前一种组织。 

A·教科文组织 

9。教科文组织认为，保存自然与文化遗产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有时这两个方 

面分别予以处理，有时则同时予以处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范围 

内所进行的工作便是一例。迭项公约是将供资办法包括在内的少数公约之一。 

它设立了一项世界遗产基金，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员责拟定需要加以保存的世界遗 

产清单。迭份清单目前包括约1 5个非洲国家的4 0项遗产(见附件? 3 。 教 

科文组织现正在竭力协助更多的非洲国家批准这项公约并加入该基金。 

1 0·教科文组织方案的另一个方面是发起保存和保护考古遗址的国际运动。 

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文助了三次这样的运动，1984年增加到2 6项;同^^时期， 

教科文组织戈助这些运动的资金拨款由3 0万美元增加到2 0 0万美元。由于这 

项方案，教科文组织为保护非洲各国世界有名的考古遗迹和遗址的非政府组织活动 

和双边援助活动的发挥了催化作用。 

11，在保存自然遗产方面，教科文组织的方案除其他外，还包括就濒临灭绝危 

险的动植物和有代表性的生态区编制分类目录(人和生物圈方案:。迄今已在二^ 

余个非洲国家查明了约4 0个生态区和生物圈保护区，(见附件^ ) ^ 

12。教科文组织在执行其保存与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方案申，开展了许多女助 

活动:培训专家，其申包括通过诸如宙期博物馆研究申心(尼日利亚)和尼亚美博 

物馆学申心(尼日尔)签某些非洲机构进行培训;提供设备与咨询服务;组织ӆ封口 

1975年关于非洲文化(在加纳)、1982年关于世界文化;在墨西哥)篓讨论会 

和会议;传播专门知识;出版文件与其他材料;加强体制;协助起草立法与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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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诸如有关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和通过环境署适当管理保留区与保护区的研究方 

案薯等。 

B·粮农组织 

13·从最广义的意义上C即包括动植物、土壤。水、海洋等所有自然资源)看， 

粮农组织的方案更具体地涉及自然遗产的保存与管理。 

14。从地理范围来看，粮农组织的方案大都集申在非洲。4 0%以上的经常方 

案、特别行动方案和找术合作方案都在韭洲。这些万案有助于实现拉格斯行动计 

划和非洲粮Ӈ计划申有关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各项目标。方案涉及的范围很广: 

化肥的使用;釉籽改良与培育;粮Ӈ供应安全;防止作物损失与某些家畜疾病的行 

动;植物保护、于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牧场保护;协助开发公共和村社森林;加强农 

村她区的体制基础设施和农业贷款肇等。 

15。确定与制定执行这些方案的项目是粮农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粮 

农组织几乎向所有非洲国家派遣了工作团，帮助它们查明和制定项目。粮农组织的 

投资申心已在几个韭洲国家查明和制定了有关保存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农村与农业发 

展项目。 

16·粮农组织保护遗传资源的方案正在协助设立若干稻米、高梁、小米、玉米 

和豆类作物咨询委员会。已设立的专家组己就香蕉、大蕉、椰子、芝服木薯等 

对韭洲有特别意义的作物开展了一些工作。 

17·粮农组织在好几个非洲国家协助防止作物病害、合理使用杀虫药、监督植 

物处理工作、控制蝗虫和消灭作物譬鸟的运动。 

18·粮农组织在其地方社区发展森林方案下还在非洲进行了6 6个项目，目的 

是保护森林和在烧荒地进行合理种植，种植薪忱加强森林养护和实现森林、畜牧 

与耕作一体化。 

19·粮农组织的另一项援助方案是制定有关保护动植物和自然资源的法律与条 

例。许多韭洲国家都曾请求粮农组织协助编写有关法律。 

20。糠农组织的干旱与半千旱牧地生态管理万案对非洲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若千韭洲国家都受到旱灾和沙漠化的影响。粮农组织在这一方案下在若干韭洲 



JIU/KEP/85/5 
Page 4 

国家诸行了一些项乱 

21。粮农组织协同联合国系统备组织，在非洲执行了若干方案。在生态系统 

保护组范围内，它正在提供含作，向非洲国家派出工作团，协助制定国家保护和自 

然资源管理战略。 

22·粮农组织与环境署合作，在沙漠化问题机构间工作组和为寻找防治沙漠化 

活动资金来源而设立的小组内制定了若于沙漠化防治项目。 

23·粕农组织还正在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执行人与生物圈方案和海洋研究方案， 

并联合韭洲经委会司成立一个司，与非洲经委会建立了工作关系。 

0。联合国系统的直他组织 

一 

24·环境署·环境署是促进联金国系统在改善人类环境和保护与发展生物圈的 

自然资源与生物资源万面各项活动的机构，它正在韭洲执行多项方案:编写研究报 

告，提供咨询意见，加强各机构，组织大小会议与非洲成货国"韭政府组织与政府 

间组织合作发起一些特定活动，诸如保护河流流域，热带森林和E域海瓦区域海洋 

方案)等篓。环境署迄今已在非洲合作制定了2 1项区域海洋项吕。 

25。环境署不断地向包括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环境署和国际养护自然联合 

会在内生态系统保护组捷拱秘书处服务，从而在执行世界保护战略方面发挥了促进 

与协调作用。它特别注意制订国家保护战略:应有关政府邀请，向若干国家派出 

专家工作团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建议和行动计划;环境署和国际养护自然联金会还在 

鸟干达制订了一项国家保护战略。 

26·环境署继续支持国际养护自然联合会的养护监督申心，该申心正在继续为 

非洲发展一个数据库收集有关数据红皮书申所列的野生动植物现状与贩买的资料并 

制订保护区目录。它向有关组织与团体散发这种资料，以协助它们开展保护活动。 

环境署最近在非洲文持的各项保护活动申，有一个项目是与国际养护自然联合会合 

作进行的，目的是在确保各国政府能够获得关于非洲热带生境和物神的现有保护区 

范围及其管理方面的适当指导，在环境署的支持下，还为一些物种组成制订了具体 

行动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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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环境署与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养护自然联合会合作，继续通过国 

际和国家立法与行政机构，协助各国政府执行各项国际与区域措施，以保护野生动 

植物及其生境。应《野生动植物群申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各缔约国 

的请求，该公约秘书处自1984年1 1肩以来，一直由环境署执行主住进行直接监 

督管理，并完全由为此目的设立的信托基金供甄缔约国(当前共有8 8个缔 

约国，冀申2 9个在韭洲)于1983年4月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举行了第四次会 

议，并于1985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第五次会议。 

2 8 . 1984年6眉《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秘书处组织并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非 

洲缔约国关于执行《公约》的培训讨论会。讨论会研究了各别国家在执行《公约》 

申遇到的问题，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各级改善这项《公约》的英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公约》找术委员会于1984年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了在韭洲解释和 

执行这项《公约》的许多问题，尤其是象牙贸易问题。大多数非洲缔约国都出席 

了会议，使讨论更为热烈。 

29。环境署的非洲英语系国家野生物与国家公园管理研究金方案在197 7年至 

1980年期间耗资1 8万美元，为来自1 3个国家的24 6名学员参加坦桑尼亚姆 

韦卡非洲野生物管理学院举行的士剖^提供了便利。环境署还打算通过一项姆韦卡 

加鲁阿(喀麦隆)和奈瓦沙(肯尼亚)的培训机构设立的研究金方案，继续协助有 

关政府。 

30·在环境署区域海洋方案范围内，1982年在日内瓦通过了一项关于地申诲 

特别保护区议定书，并在突尼新设立了一个保护区区域申心。预计1985年6月 

在内罗毕召开的全权代表会议将通过一项关于东非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新的议 

定书。 

31·当仁洲经委会。非洲经委会与环境署，『赫勒办事处、教科文组织。开发计划 

气象组织和粮农组织含作制定了一项消除非洲干旱影响的区域行动计划，读项计划 

已于1984年5月举行的部长会议上以第4 9 9 ( X^X)专决议获得通封。读项 

行动计划的执行，将在千旱与沙漠化活动范围内，加强对生物圈的保护，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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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半干旱押干旱地区。由于当前的持续旱灾和沙漠北的迅速扩张破坏了非洲 

区域这些地区的生物圈保护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另一项活动是将旅游与环 

境结金起来，办法是将地方传统建筑纳入各旅游申心"此外，非洲野生动物也是 

一项自然遗产，对此，非洲经济委员会十分关心的是:加鲁阿(喀麦隆:和姆韦卡 

(坦桑尼亚)的野生物培训申心应继续培训区域一级的野生物保护人员。因此非洲 

经委会与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环境署和开发计划署合作，继续支持这些申心， 

为非洲经委会各成员国服务。 

32·扶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正在与各非洲国家合作，执行各项方案，以改善农村 

人口的谋生手段:在农村地区提供水源;修建大小公路供村民使用;为村民建设小 

型桥梁等等。 

0l 0。开发计划署在其国别方案与区域方案下，为保存和管理非洲遗产作出了贡 

献。它为主要委托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执行，有时委托受益国政府执行的非洲 

国别项目提供资金。但是。迈年来。开发计划署显示出一种倾向。即越来越多地 

利用各国政府作为执行机构，并便周当地专家。 

34，世界银行，环境问题不是世界银行优先关注的问题。但世界银行最近开 

始更经常的注意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其森林部门政策文件申，强调森林神保护环境 

的作用及其对农村发展的贡献;并在能源政策文件申建议扩大琳木生产，以便满足 

能源需要并以植树取代毁琳做法。 

D。非统组织 

35·非统组织认为，缺乏资金是遗产保护政策的一项主要障碍。为了利于筹 

集更多资金。非统组织刚建立了一项非洲文化基金，以补充各国提供的资金。非 

统组织认为，另一项主要障碍是培训做得不够。为了纠正这一状况，该组织建议 

加强诸如尼亚美的博物馆管理员培训所等区域士截川申心。 

36，非统组织还致力于与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环境著私非洲经委会以及联 

合国系统内其化组织建立工作联系，以便与它们一起联合开展活动。在这方面。 

它支持教科文组织大会遮过的关于建议联合国大会宣布一个文化发展世界十年的决 

定。 

37，非统组织计划举行一次非洲传统音乐节，以便将此遗产编成目录、加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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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传播。还应提及的是，非统组织是《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非洲公约》(阿尔 

及尔，1968年)的公约保存组织，特别是它最近倡议耍修订这项公约。 

" " ^ ^ " ^ ^ 

E、非政府组织与双边合作 

38·非政府组织。非洲非政府组织，例如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国际联盟和世界 

野生物基金等，均参加了建立国家公园和动植物保留地的工作和抗旱和治沙以及保 

护环境等活动。 

39·在保存非洲文化遗产方面，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十分积极。这些非政府组 

织包括保存与修复文物国际研究申心，国际遗迹与遗址理事会，国际博物馆理事会， 

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和非洲博物馆、遗迹和遗址组织等等。 

40·非政府组织正在以多种方式协助非洲国家，并受到高度赞扬;它们也正在 

与联合国系统积极合作，协助调动大批财政资源，唤起舆论" 

4̂ ，双边合作。双边财政捐款数量很大，是非洲文化和文化遗产保存方案与项 

目筹集资金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 

42·一些与申非各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捐款国正在与这些国家合作，建立国家公 

园和博物馆，并提供研究金、专家和设备等协助。它们的博物馆经常接受申非各 

国的扶术人员和专家并向他们提供培训。另一些捐助国也参与向东非国家公园和 

(或)萨赫勒以南非洲的区域项目提供资金。它们与这些国家申的一些大学和国 

家部门合作，直接地或通过执行与环境署联合进行的项目(环境管理准则)、与卫 

生组织联合开展的方案(水质培训)以及与其他一些组织的联合方案，开展研究活 

动，编制项目和培训人员。 

43，各种形式的及边合作之所以能够开展，是因为许多发达国家对保存人类文 

明组成部分的非洲文化遗产很感兴趣。发达国家拥有许多博物馆，专家和研究培 

训所，从而能帮助非洲各国利用这种基础设施。 

44·联合国系统备组织必须协力确保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双边合作和联合国 

的协助以互相补充、协调一致的方式有益于受惠国家。协调不同形式的合作，使 

项目的安排得以互相补充，开展后续执行活动，以及采取行动确保合作继续下去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样才能便为此目的米之不易的资源得到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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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遗产管理与保存项目的执行情况 

45·我们访问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非洲各国执行的文化遗产保存与管理项目， 

了解到前一章所述的这些组织的方案执行情况。 

46。弦些项目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范围包括:发起固际运动、保护古城。 

宗教遗迹、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画廊，保存口头文学(歌曲，乐曲，史话，语言)， 

培训人员(档案保管员，保管员，文物修补者，图书管理员，发掘者"考古人员)， 

加强各种机构(有关部门、市政当局，大学)，提供各种设备，举行讨论会和其他 

会议以及建立博物馆等等。 

A、保护遗迹和遗址 

47·关于发起挽救遗迹和遗址的国际运动的程序。各圆现在己经十分熟悉。 

其开始是将遗迹或遗址列入世界遗产清单，然后制定一项行动计划。由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发出一项呼吁，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咨询委员会。并建立一项特别基 

金 

48·保护遗迹、考古遗址、麦地拉、建设博物馆等国际运动有些己经开始，有 

些正在筹备之申。在非洲大陆，瑟类圆际运动涉及下述遗迹:努比亚墓碑(阿拉 

伯埃及共和圆) ^阿斯旺的努比亚博物馆和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阿拉伯埃 

及共和国);非斯(摩洛哥);东非的文化遗产(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 

和乌干达);边太基和西迪布赛义德(突尼斯) ;戈雷岛的考古遗产(塞内加尔)^ 

欣盖提提希特、瓦拉塔和瓦丹的古城遗迹(毛里塔尼亚)。将为保护某此非洲国 

家的遗迹而发起的各项国际运动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若于现象。最明显的是各 

次运动筹集约资金数目大不相同。其申有些运动筹集的脊金很少，看来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宣传活动不够:例如报道文章，电影。巡回展出，以及利用各种传播媒介 

所做的宣传不够。 

49·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各个遗址的国际专固数目不尽相同。有些溃址有好儿名 

专家，有些则仅有一名助理专家。很显然。完戚工作的质量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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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联合国机构实地工作组的大小。靠一名助理专家是很难保证各多边工作团， 

各部^^文化、规划。公共工程)和总部之间的有适当协调的。就负责从编制行 

动计划到项目执行等不同任务的专家而言，联合圃系统应多派些代表，特别是在体 

制基础设施最薄弱的国家多派代表。 

50。大多数保护考古遗址和公园项目的自筹资金能力不足，是另一个特征。 

各遗址的门票理应是遗址维修与发展的一项主要经费来源，但却要么不收门票，要 

么只是象征性酞联合固系统各机构应协助制订一项遗迹与遗址门票收费政策， 

读既不妨害参观者的兴致，叉能便其成为自筹姿金的一项可靠且主娶的来源。 

51·同时"还宜分析一下致使莫些圆际运动取得成功的各种因素，以便从申吸 

取教训，应用于其他运动。如各有关非洲固家能在弦种分析过程申直接交流经验 

和专家，则将绘有关发展申国家之间的扶术合作提供一项实际内容。教科文组织 

和联合国系统内与此直接有关的其他组织也可以为这类合作提供便利。 

^ Q保护和修复麦地拉 

52·麦地拉与其他遗迹的不同之处是，尽管它们很古老，也具有艺术价值，但 

仍在使用，而且有人在其申居伍从保护与修复工作角度来看，读个不同点是很 

重要的。就考古遗迹和遗址来说，保护工作主要涉及发掘，复修和保存。修复 

麦地拉还必须解决直接影响到有关人民的日常生活的若千问颠。为了保护麦地拉 

里面的历史遗迹(宫殿、学校、市场，清真寺，图书馆等等)则必须减少这些地区 

的人口居住密度，为搬迁的人提供适当的其他居所，为留在麦地拉的人修复经济与 

社会活动结构:修理下水道系统，供水与供电，发展城市交通，修建学校，医院和 

商业设施，发展手工艺品生产，工业和第三部类活动等等。弦些活动及其相互间 

关系错综复杂，使得执行这些项目的工作十分困难，时间拖长。 

53·虽然麦地拉居民一直遭受某些地方性问额之害，但大多数项目看来已实现 

了若干有利于麦地拉居民的重要目标。然而，仍然存在着某些问颠，解决这些问 

题必能缩短修复麦地拉所需的时间并能改善这类项目的供餐情况。 

^40在麦地拉修复项目申，应特别注意澄清各种己出现的复杂的法律问题(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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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权;永久性财产，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和教会财产;以各种方式继承的产业 

等等)，这些问颠的解决有时需要若千年时间，从而拖延了项目动工。教科文组 

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应该应有关国家的要求提供协助。便它们在编制顷日文件阶段 

尽快弄清法律状况。 

5酝大多数麦地拉修复项目甲遇到的另一项困难是筹措大量而可靠的咨金。 

由于雾进行的工作十分重娶。而弦些项目又需雾相当多的资金。看来不能『考虑一 

个资金来源，而必须考虑好几个资金来源。因此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应 

在各国提出要求时向他们提供技术。便他们能够设立适当的内部与价部筹赘机构。 

56、为此，孽考虑修复麦地拉，教科文组织就应协助设立一项临时基金弦 

项基金应能调动大量当地资源和保证。以确保修复工作能持续进行下去而不曾甲断" 

读就意味着:修复是为了"便闽"一一-就象以往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优先考虑修 

复周作住房的建筑。优先光未兼受益者能通过购房储蓄办法作出贡献的项目筹集资 

金。宫殿和其他可能用作管理人员住房或文化中心并拟妆取房租绅建筑。在修复 

工作牢也应予以优先考虑。最初的购房储蓄帐户收入和最初期房租应并入修复基 

金。以便进一步进行有利润可得的修复工作，保证进一步增加收少」。 

^了。另一项非常重要的步骤是设立各种保护麦地控的非营利性程·目，来处理计 

划和监督修复工作的各方面问颠"特别是进行各部门与双边"多边私蜀际机构之间 

的合作。如果这类社团能首先树立一个榜样。将办事处设在麦拖拉已修复的建筑 

内，其作用将会加强。建立规划机构从事研究、编写技术、经济、法律和财政文 

件也十分重要。迭类机构可由修复协会来设立，配备国家专家。教科文组织和联 

合固有关机构应提供协助，加强弦类协会和机构。 

c、建立考古博物馆，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与 

画廊;发展手工艺生产 

58。读些项目对有关国家具有实际的价值。我们曾访问过的一些项目和在访 

问期间与各当局讨论过的一些项目(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库，画廊等等)都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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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在接受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特别是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技术合作，弦些项目都待 

合有关国家的主娶需尊。 

59、国家档案馆对于新独立约国家来说尤其是一项基本的工作手段。在许多 

情况下，迭些国家不得不自手起家建立自己的档案馆。弦涉及收集文献加以修补， 

编写索引。进行复制和散发。象在许多情况下那样，主草的问颠是人员不足，缺 

少文物修补者，复制专气以及行政管理^外交，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各方面的专家。 

娶支付差旅费，购买设备和文件，维修放置收藏品的建筑相场地(其申有些还需特 

别空调)等等，赘金十分缺乏。 

^^·国家画廊的作用不同，但也同样重要。在有些国家，画廊涉及一般包括 

若干不同学科在内的各种艺术活动。因此。在同一建筑内。人们可以看到电影、 

雕塑、绘画手工艺品。文艺著作等等。 

6̂ 。国家画廊除具有文娱作用以外，也是振兴民族创造力、鼓励艺术创作和通 

过组织学校参观和巡回展出，发展年轻一代的才能与爱好的一项有力工具。 

62·考古博物馆也发挥同样作用。除了保存固家的珍品外。可作为培》^̂ 申心和 

传播文化与文明的申心。以前参观博物馆的人只是少数，现在由于其组织改善， 

设备改良，特别是由于有了接待学童与学生参观的健全政策，博物馆已成为具有影 

响力的主要中心。联合囤系统各组织，特别是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合 

作，对进一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63、联合国系统的瑟一贡献己威为其他一些恢复、保存和散布古老书籍运动的 

催化剂和起点。成子上万册医学、数学、天文和其他学科的书籍得以挽救和保存 

下来供科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使周。 

64·同时，联合国系统的合作对于各手工艺部门在艺术和实用方面的复兴与现 

代化也起了重罩作用。非洲手工艺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十分受到强调是因为在有 

些非洲国家五分之一的家庭仍然依靠手工艺品为生。 

65·娘类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却未进到必要 

的水平。尤其需尊大批当地专家。为了帮助克服专家不屈的困难，联合固系统 

各组织应更多与有关非洲国家合作，扩大各项活动，以便培训更多的各个领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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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人，修复人员，图书管理灵，保管员，历史学者，语言学者。电影导演 

摄影师，考古人员，考古助理人员等等)，最好是利用现有资金，以最经济的方式 

在弦些国家本国内进行培训。兔解决这一问题，应在现有机构内组织各种夜间班 

和选修课。利用人文。法律"经济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教师和莲筑电影摄影与 

艺术方面的教育视构。弦是满足对专家的需求的方法之一，也可为人文和一般性 

科目教师提供当前缺乏的工作机会。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鼓励其专家在发挥咨询 

作用以外，还协助进行蚊类培训。帮助开展这类活动和这一类型的其他活动。 

D。加强体制性基础设施 

66·联合围系统各组织在加强附属于文化部。各大城市政府、考古学和艺术协 

会『研究所或大学的文化遗产保存和管理机构方面发挥了诈周。它们也正在协助制 

定保存和管理文化遗产地政策承策略，组织有关文化遗产的各种会议和讨论会。 

^ ̂ ·它们作出的贡就从效果来看虽然不大。但却受到备受益目的葛废赞扬。尤 

其是如果没有它们的访幽毖些霞目或许是不可能早日得以执行的。不遗。瑟种贡献 

当需在下述领域予以加强: 

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提供合作。茬缺乏体制墓磁设施的地方设立必尊 

的体制基础设施并加强现有的体制基础设施，圈方没有靛类基础设施 

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和协调的行动是不可能的。 

肋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与各非洲国家合作。在目前尚无保存和管理文化 

遗产战略的固家申制订这种战略，因没有袄种战略就很可能将有限的 

财力与人力姿源用于少数几项大项目9而对具有真正人文与社会影响 

的许多重尊活动则无济于事。 

同最后，联合固系统冬组织应优先注意能发挥下迷作周的保存与管理文 

化遗产项卧为当地居民开辟收入来源，修复住所或政府和社区的赤 

公场地。培训专门人员和创造工作机会，鼓励地方存款私普骗加强发 

展活动等等。瑟将促使公众认识到保存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一项有益 

的活动。从而保证这项活动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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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遗产管理和保存项目的实施 

6乳如第二章所述，"岂然遗产。一词在此作广益的使屁"不仅包括公冒、低 

留地和保护区的管理以及野生物的养护。而且还包括济有自然资源的管理，如水资 

源"森林、土地和诲洋。所右这些都是财富，凡子年来一代传一代直到今天，现 

代人必须管理泣个财富。不便它们枯竭或受到污染，以便便它继续存在下去，戚" 

今后千秋万代的永存的生活资源" 

A"公园"保留地和控制区跑管理 

6乳有些非洲国家酞公园和保留姊占据很大面积的领主，是大笔收入来源" 

右些东非国家的野生动物园互童领土的六分之一以上。从读匙公园获得的直接神 

问接收入是重要绅牧，柬源" 

7吼虽然鲜含星系统尧建立和维持这些公国和保留地拨出了不少款项，然而在 

招聘专家。生态堂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申级和高级工件人愚)以及在筹资方 

面仍然遇到役，的露难。 

^^"资金"缺乏业务经费和购买设备的资金是妨碍公园升□保留批·得以良并发 

" 一 ^ ^ 

展和管理的王娶阻碍"尽管这些公园和保密地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大笔收入， 

然而大部公都被列入总预算，另有少部会才供这些设施自身使闸。为了帮助右关 

非》小旧家扩大甚公国和保留地豹资金来源，联合国系统拥有关组织匝讲行合作，改 

善这些设施耽瓷盒安排"特别是就联合国系统的拨款而s3 t拨款匝优先用于购买 

设备和必需品"庶于训练。使周专家、特别使周驻姊专家涉及大笔费角。应在证 

明确有必要时才给予批准" 

72e动员有夫国家的人氏正在进行巨大努力"采取下列措施便居住在公园、 

保留姊和保护区附近抑居民以及一般的公众参与这些设施的活动: 

同准许周锤居民每卑享有狞猎配额。这既有助于改善直Ӈ物供应。并 

阿防止偷猎" 

(t))以旨在鼓励将野生物保护列入发展目标的法律取代强制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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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培养和发展公园、保留地和保护区的管理当局与当地居民的互信关系， 

例如:组织学童和学生进行参观访问、放映电影"举办巡回展览，举 

行讨论和建立协会。 

73，联金国系统有关组织应提供援助(帮助制订适当的立法，提供诸如电影和 

文件等资料)以加强坟些活动，因为这是确"殊保护野生物的最好办法" 

B，土壤、森林、水源和诲洋的管理和保护 

以及防治千旱和沙漠化的行动 

74·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涉及各种活动，目的是确保森林" 

土壤。水源(河、湖、诲。洋)的更好管理和保护"在深受干旱和沙漠化影响的 

国家申，联合国系统提供的援助还采取许多其他形式:掘井、修建道路、开辟绿色 

林带。固定沙丘、保护森林。加强研究实验室以查明最适宜的植物和种子、更好地 

管理公共地和放牧姆、保护能源、加强各机构"训练工作人邑。提供顾问和专家、 

帮助筹资和捐款再制订政策和策略(例如制订防治沙漠化"于旱或污染的计划)" 

人口定居等。 

7氏非洲国家正在进行极大努力防治干旱和沙漠化"但是。它们腑需要非常 

巨大，面临的任务又如此之多。所以联合国系统的捐款只能是辅助性的，主要的努 

力正在由非洲各国本身以及通过双边合作予以提供。 

7氏诲洋的管理和保护:非洲为成千上万公里的海洋所环抱。迭些海洋含有无 

法估计的财富，并且是Ӈ物的来源。如娶避免滥用和灾难性的污染，敦必须进行合 

理的管理。 

77，联金国系统、特别是粮农组织正在与某些发展申国家合作，拟订旨在制止 

海洋资源过份开采的立法。联合凹系统还帮助研究渔类的回游以及海底地图的绘 

制。联合国系统的合作在训练渔业专家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周。 

78、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着渔类和甲壳类资源的过份开采以及海岸的污染，迭是 

由于缺乏立法或立法实施不力所致。联合国系统在几个月发展申国家正在大力与 

它们合作制订立法羊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更好地保护直海洋，致和含作如能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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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有愿意这样傲的非洲沿海国家，将是很右意义的。 

79，土壤管理和保护。联合国正在与非洲国家合作，制订土地使用总方案、 

一 

一 

建立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部门。通过卫星拍摄航空照片以确定水土流失的状况。 

80、联合国。特别是开发计划署正在帮助收集有关降雨和气候变化的数据。以 

便结合农业生产确定最适宜配惟物。正在进行调查，以普遍审查干旱区和灌溉区 

的作凯牧场和牲口饲养区"森林区和野生物。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比较研究，蒲， 

有可能根据土壤的性质和环境特征查明最适宜的作物群"根据土姊和水资源编写 

最适宜于灌溉土地豹作物清单，根据现有的牧地编写最适宜于饲养的牧畜清单" 

应予保护豹森林区域和适宜于工业用途的森林也正在加以查明。遮过所有进些研 

究。更好拙了解了土地的潜力。有助于制订合理的土地使用战略。为了将这些战 

略付诸实践并考验直假定和结论是否正确，正在与糠农组织合作制订试办项乱井 

有粮农组织参加这些项舀拘买施" 

81、另一方面"环境署提出了一项世界土壤政策及甚实施的行动计划，以帮助 

各国政府解峡出于土地使用产生的土壤问散。 

8孔非洲经委会和气象组织也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打算建立一个非洲气象 

应周促进发展中4wu，该申#必将帮助受到于旱影啊或容易受到千旱影响的非洲虽家根 

据气候的变化情况规划甚粮Ӈ和农业生产活动。 

8孔尽管制订这些战略需要采取复杂且昂贵的长期行动，但是如果工作一旦完 

成，有关国家歇畜了土壤管理和保护的良好工具。联合困系统应该向右此愿望的 

非洲画家提供所需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以制订土地使用的总方案，便土地得到尽可 

能合理的使用并确保直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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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建议概要 

84，本报告是联合国系统对保护和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贡献的第三部分" 

这项贡献包括在总部制定方案以及在现场实施项目，如收集资金(国际战役、开发 

计划署资全自愿捐款、正常项目和特别基金)，保护古纪念碑"建造博物馆、保 

护古城、建立国家档案处和国家美术馆、收集和发掘民间口头传说并进行介绍(文 

学、歌曲、舞蹈"民问传说)。保护·养护和发展植物和动物、保护自然资源、同 

沙漠化和干旱作斗争、保护环泰 

A。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方案 

85，第二章扼要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援助国正在进行的方 

案。这表明联合国系统介入的领域很广泛，几乎包括有关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 

所有部门，然而，真正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是正在努力的筹资工作。训练更多本国 

工作人员，提供更多设备，协调联合国系统与非政府组织和援助国的活动(第8-

1 4 ft). 

建议1 

86·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相互合作，并与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援助圆合 

作制定并执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方案和项目，并就此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这 

些活动有更好的连贯性"持续性和成效。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 

" 一 

87·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项目的实施涉及好几个联合国系统的组纵但是， 

就任务而言，教科文组织是最直接有关的一个机构，实际上也是大多数项目和一些 

最重要项目的执行机构鼻因此，我们要求这一领域向所有有关组织、特别是向教 

科文组织提出建议(第4 5至6 7段)。 

1，保护遗迹和遗址 

88，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保护非洲考古遗迹和遗址的运动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一些 

活动，并曾经是最成功的一些活动，为全人类的利益拯救了许多文明的财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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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能更注重运动开始之前的宣传活动并更有效地参与实地活动，则联合国系统 

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可能会更加有效(第4 7至5 1段)。 

建议2 

89，为了确保国际运动的更大成功，教科文组织应与有关非洲国家合作，在发 

起运动之前加强宣传，并尽可能增加在实地负责进行行动的专家人数" 

2，保护和整修麦她郡 

90。古城(麦地那)内域的保护是许多非洲国家和教科文组织进行合作的一个 

主要领域"在这一领域已取得许多重大成果，许多复杂的活动必须同时进行:修 

理宫殿、学校。旅馆、旅店"市场和图书馆;修理排水系统;提供饮水和电力供应; 

建立学校、医院。住房等氰这些显然是大规模的且费钱费时的项目。我们认 

为夕如果有关组织能与有关国家进行合作，不仅能确保获得更多的外来资金、找到 

可靠和大量的自筹资金来源，而且还帮助弄清古城申财产的法律地位。则联合国系 

统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必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产生更大影响(第5 2至5 7段)" 

建议3 

91。为了确保古城的修建能获得大量可靠的资金来源，教科文组织应与有关非 

洲国家合作，通过提供必要的专门知识，建立专门的修建基金;基金的来源不仅包 

括外来捐款，还伍括如本报告所提自筹资金活动产生的收入此外，为了缩短修 

建工作所需时间，教科文应与有意这样做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通过向其提供训练 

有素的专家，查明古城内财产所有权的复杂法律问题" 

3·兴建考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画廊;发展手工艺品 

92。联合国系统在建造博物馆、建立国家档案馆和美术馆以及在发展传统手工 

艺方面所进行的合作符合几个非洲国家本身所确立的重要目杭在一些情况下， 

联合国的贡献是^^些重要活动的催化剂和出发点"若联合国有关组织能进一步同 

有关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在各个领域训练更多的本国专家:档案资料员、修复工。 

图书管理员、养护员、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就能进一步帮助这些活动的进行 

(第5 8至6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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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4 

93，联合国系统组织应与有关非洲国家合作，尽量利用现有资金以及在各国家 

大学申组织夜间课程和选修予嗣乱训练大量的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专家。请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鼓励其实地专家和顾问在执行其正常任务之外，帮助进行这类训 

练。 

4。加强体制基础结构 

94，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正在与几个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加强负责保护和管理文 

化遗产的有关机构(文化部。考古研究鼠大专院校等等)。它们还在制订有关 

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战略方面进行合作(第6 6至6 7段)。 

建议5 

95，联合国系统组织应与有兴趣的非洲国家合作，建立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 

体制基础结构，并加强那些已经存在的基础结构，协助尚无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战 

略的国家制订这类战略 

建议6 

96，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确定非洲国家的项目时应优先考虑不仅以保护和管理 

文化遗产还以为其人民创造收入来源。修建住宅以及行政或文化建筑、训练专家、 

创造就业机会。鼓励本国储蓄以及普遍加强发展活动为目标的那些项目。 

c，自然遗产管理和保护项目的实施 

97，联合国系统对养护和管理自然遗产的贡献在此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动物、 

植物和自然资源Q联合国系统的有些组织正在为非洲国家主要项目的实施提供合 

作。其申粮农组织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因为该组织是这方面的主要执行机构。因 

此我们一般地向所有有关组织，特别是向粮农组织提出下列建议(第68至8 3段)。 

1，公园·保留地和控制区的管理 

98，公园和保留地除了提供娱乐区并帮助保护野生物外，还是若干非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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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笔收入来源《燕游、狞猎等等)"非洲国家欢迎联合国茬这一领域的合作" 

但是，这一合作的筹资方面应逻一步予以加强(第6 9至7 3 " ) " 

99。为了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其公园和保留地的筹资情况，驮含匡系统各组织应 

优先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以购买设备和必需品，提供训练奖学金与其聘请专家。特别 

是以大笔费周聘请驻撼专家，不如尽可能由总部派遣短期官员来代替。 

2。海洋的养护和管理 

100。有些非洲国家面临着鱼类和甲壳类资源的过分捕捞"并由于缺少适当跑立 

法和监督设施，莫海岸遭到污zp^pQl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正在进行重大的努力，与非 

洲国家合作建主规章制度，为更好地养护其海洋提供入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第7 4 

至7 8 段 ) 。 

建议8 

^̂ ^。联含国系统备组织应将其在保护和管理海洋资源方面的合作扩大到有此要 

求的所有非洲沿海国" 

3，土壤跑管理和养护以及防治于旱和沙漠化的行动 

102，土地使用总计划的制订是根据查明适宜于作为森林。非灌溉作物区。灌溉 

作物区和牧场的各个地区;选择最好品种的牲畜和蔬菜;研究本地环境状况以及人 

类住区j调查水土流失因素和其他活动，以便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和使用土地资源。 

联合国系统正在帮助许多国家制订这样的计划并加强能够执行这些计划的国家部门， 

并与这些国家合作制订以这些计划为基础的战吸实施试办项目^以测试其工作构 

想和效果"联金国还与受干旱和沙漠化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努力克 

服这些灾害抵影响(第7 9至8 3段)" 

建议9 

103。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现有的机构范围内应加强其在克服沙漠化和于旱影响 

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要调动更多资金并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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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 0· 

104，联合国系统冬组织应向有此愿望的非洲国家提供实施土壤使用总计划所必 

需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以期尽可能最合理地使用土地并确保其养扒应促进协助 

非洲国家制订国家土壤政策的方案，确保土地地合理便周和养护" 

"，非洲专家的便周;各国政府的项目实施;非洲国家 

政府之间交流成功的经验;提高民众灼觉悟 

105，在前几章申曾再次提请注意有助于更好保护和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若于 

重要因泰特别强调的有以下因素: 

同需要广大民众本着对其自身利益的认识、对其遗产价值以及有必要加 

以保护的理解作出积极参与; 

(t))我们还提到在遗产保护项目申各国政府需要负起实施责任，这比分色 

合同方式更有价值"并能便有关国家能够积累丰富的经验，在今后的 

项目申予以应周; 

同此外，我们还提到非洲国家的某些成功项目，以及它们在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跑若干部门申获得的正面的和广泛的经验，并建议最好在非 

洲国家之间组织这种经验交流; 

(̂ ^最后我们注意到，虽然有些非洲国家非常缺乏遗产保护专家，其他国 

家却有大量过剩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专家" 

建议1壬 

106·与保护和管理自然和文化遗产有关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在可能和可行灼 

情况下: 

同加强旨在帮助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理解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并 

需要加以保护的各项方案; 

^̂ )更多地将这类项目的实施交给有关国家政府，以便由此获得的经验能 

保留在国内加以利用; 

(̂ )在非洲圆家之间更加经常地组织经验交流，以便能够利用成功的经验; 

(̂ )扩大利用确有能力的非洲专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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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经色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清单的非洲财产 

按照公约规定乱提出财产登记的缔约国:财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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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a m i c C a i丑。 

A b u 凹 e n a 

S i m e n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R o c k - h e w n C h u r c h e s , L a l i h e l a 

P a s i l G h e h b i , G o n d a r R e g i o n 

L o w e r Y a l l e y o f t h e A w a s h 

T i y a 

Aksioin 

L o w e r Y a l l e y o f t h e O m o 

F o r t s a n d C a s t l e s , V o l t a G r e a t e r 

A c c r a , C e n t r a l a n d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s 

A s h a n t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B u i l d i n g s 

几 内 亚 和 象 牙 海 岸 凹 ^ u n 七 N 鲍 历 距 s e r v e 
象牙海" 

" 斥 T a i N a t i o n a T P a r k 

C o ^ o e 叮 a 七 i o n a ^ P a r k 

摩洛哥 M e d主 n a O f F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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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约规定已提出财产登记的缔约国 

塞内加尔 

塞舌尔 

阿拉伯利讹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突尼斯 

坦桑尼亚联含共和国 

扎伊尔 

件 - ( 9 ) 

一 

豹 财 产 名 称 

I S ^ 5 n d O f G o 窍 e 

k i o k ^ ^ 0 戎 o ^ a ^ ^七 i o n a ^ P a r k 

D J o ^ d ^ 田 挝 淹 n c 忱 a r y 

A l d a ^ r a A t o l l 

V a l 酪 e d e W a i w ^ ^ ^近 e R e s e r v e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S i t e o f L e p t i s M a g n a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S i t e o f S a h r a t h a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S i t e o f C y r e n e 

M e d i n a O f T u n i s 

Si七e O f C a r t ^ a留 e 

A ^ ^ p ^立the a t r e O 五 E 工 J e m 

^ ^ h ^ e ^ ^ W ^七 i o n a ^ P a r虹 

N g o r o n g o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r e a 

R u i n s o f K i l w a K i s i w a n i a n d R u i n s 

o f S o n g o M n a r a 

S e r e n g e t i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S e l o u s G a m e R e s e r v e 

V 王 r u 聘 " N a t i o n a ^ P a r k 

G a r a m b a W a t i o n a l P a r k 

互 乱 ^ z i p B i e 绅 W a t i o n a ^ P a r k 



附伴 

肖揪生物圈保留地 

客。^奎 

电 

久 

工 。 l N a z a 脆 t i o n a ^ P a 饮 

2 · h B e n o u e N a t i o n a l P己饮 

了 。 ^ j a ? o r e S t a 挝 随 工 己 L i f e R e s e r v e 

申非共和国 

工 。 3 a s s e 扎 o b a y e boreS^ 

g 。 B 抑 ^ 0 4 纠 i B a n g O r 包 n C o n s e r v 5 t i o n A r e a 

工 。 O d g a l 5 N a t i o ^ a T P a 此 

埃 及 

工 · 0 仰 即 e 己 E X p e r 放 e n t a 工 R e s e 驻 吮 A r e 虱 

工 。 ^ p a s s a 刊 我 o k ^ ^ ^ 隔 t u r e R e s e r v e 

工 · B i a W a t i o n a l r a r k 

几 内 亚 

工 · N 血 b 巳 凹 0 ^ 皿 t a i n s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2 。 Z ^ a ^ l b a W a s s i f E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象牙海岸 

工 · T a i W a t i o n包 ^ F a 此 

Z · C O ^ O 色 N 巳 电 工 O n 乱 x Pa「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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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M c u n t K u l a l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2 . M o u n t K e n y a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3- M a l i n d i - W a t u m a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4 - K i u n g a M a r i n e " N a t i o n a l R e s e r v e 

% m 

1 . B o u c l e d~u B a o u l e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a n d a d j a c e n t r e s e r v e s : 

P i n a - K o i a n g o s s a m h o u g o u a n d B a d i n k o 

1 . M a c c h a h e e / B e l O m b r e N a t u r e R e s e r v e 

1 . O m o R e s e r v e 

^ ffi ^ 
1 . P a r e N a t i o n a l d e s Y o l c a n s 

M ft & # 

1 . S a m b a D i a S c h e d u l e d F o r e s t 

2 . D e l t a o f t h e S i n e S a l o u m 

3 . N i o k o l o - K o h a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1 . D i n d e r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2 . R a d o m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1 . S e r e n g e t i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a n d N g o r o n g o r o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r e a 

2 . L a k e M a n y a r a N a t i o n a l P a r k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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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l 

厂 矿 公 

" ' 么 

" ^ -

7 

两于堆上^ f兰莫) 
' 、 一 " ' " 

。 一 

毛 口 

乡受口已男拧 
: 。 ^ ^ ^ e ^ e ^ 5^^p^^^c^^^^ N ^ ^七 i o ^ a ^ P a r k 

2 ， D j e ^ e ^ C ^ a I n ^ ^ ^ a t i o ^ ? a ^ p ^ ， ^ ^ 

乡。工C妇女^ell^工^巳七散乙丑巳工贯巳二k 

斗 · 7 1 EETTlb二巳工^^a^^s a ^ 己 Z e ^ b ^ ^ ^ 七 ^ T v ^七土^na ^ F a r k 

， - 、 ， 

马于二互 
] 。 Q . ^ ^ ^ ^ E ^ - 散 z a ^ ^ ^ ^ lla七主cna^ P a r 。 k 

、 · · 

亨出伊尔 
工 。 Y a n ^ a X l 主 ^ ^ ^ ^ ^ 二 ， 。 s s r 丁 。 

2 。 L r 戊 三 ^ ^ ^ ^ 吕 J ^ ^p ^ o 1̂ 二ӆ「。 

5 。 t ^ a ^ ^ e y o f t h e ^^^五ireJ 

琢 湖 憋 众 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