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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世界遗产地方专门保护法比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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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中国西部共有 #" 部世界遗产保护地方专门法#其中#K 个地方性法规#! 个地方规

章$& 个单行条例% 西部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符合立法原则规定#因而是有效的#但作为地

方立法#它们只能在所辖区域范围内施行% 西部地区 #" 个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的法规体例和

内容因世界遗产的特质和保护现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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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

委员会确认的地球上罕见且为全人类公认的具有

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世

界遗产具有稀缺性#唯一性#独特性#不可再造性

和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 .又称 (文化与自然双遗

产+/#文化景观遗产#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等

五种类型! 本文所称世界遗产即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和文化

混合遗产以及文化景观遗产 .简称(世界遗产+

或(世遗+/"不包括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

我国于 #F%K 年 #! 月 #! 日加入%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 %世界遗产公约&/!

#FFF 年 #" 月 !F 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

成员! 中国于 #F%$ 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截至 !""% 年"中国先后被批

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 &I 处"

其中文化遗产 !K 项"自然遗产 I 项"文化和自然

混合遗产 O 项"文化景观 # 项!

,#-我国拥有的 &I

项世界遗产中"澳门特别行政区一项"其余 &$ 项

在内地"其中"长城为东西部共有"独属西部的有

#! 项! 按种类统计"中国西部有陕西秦始皇陵及

兵马俑#甘肃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及拉萨大

昭寺和罗布林卡#云南丽江古城#重庆大足石刻#

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等 $ 项世界文化遗产"占全

国世界文化遗产总数.不含长城/的 !Ok! 有四

川九寨沟#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云南三江并流#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南方喀斯特等 K 项自然

遗产"占全国自然遗产总数的 I#*O!k! 自然和

文化遗产混合遗产 # 项.四川峨眉山 N乐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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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占全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混合总数的

!"k2文化景观遗产 " 项! 独属西部的 #! 项世界

遗产占全国 &I 项世界遗产总数的 &K*#&k! 由

此可知"中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世界遗产分布在中#

东部"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世界遗产在西部! 其中"

自然遗产主要在西部"文化遗产和自然和文化混

合遗产主要在中#东部"文化景观只有中#东部有"

西部目前暂缺!

,#-

一%中国西部世界遗产保护地方立法

情况概述

世界遗产立法是指法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

定职权与程序"认可#创制#修改和废止世界遗产

法律和世界遗产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项专门性活

动! 立法是整个法制系统工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重要环节"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现有法可依

问题的根本途径! 保护世界遗产是对先人的责任

对后人的义务! 世遗保护"各国有责000保护世

界遗产首先且最主要是世界遗产所在国的责任"

这已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 %世界遗产

公约&规定"世界遗产所在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责任在本国! 世

遗保护"立法当先000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上"世界

遗产所在国的规制作用首先表现在保护政策#法

律的制定上! 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十

分重视世界遗产法制建设工作"除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普遍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外"据笔者统计"还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 &" 个.不含澳门特别行政区

法律/世界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和单

行条例.#/

! 其中"西部有 #" 个"即%重庆市大足

石刻保护管理办法&#%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

例&#%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云南

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云南省

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

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

护条例&#%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 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7的

条例&! 另据报道"武隆喀斯特世界遗产保护已

经正式列入重庆市人大 !""% 年的立法计划!

,!-

中国西部世界遗产保护地方立法情况一览表

法规名称 通过#批准机关 批准时间 保护对象 法规性质

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FF% 年 $ 月 # 日 大足石刻 地方政府规章

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 年 # 月 #% 日
大熊猫栖息地#九

寨沟#黄龙等
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

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FFI年 $月 #$日."&

年 ##月 !%日修订/

四川青城山和都江

堰的都江堰部分
地方性法规

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

产地保护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K 年 K 月 !I 日 三江并流 地方性法规

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管理条例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

#FFO 年 $ 月 ! 日 丽江古城 单行条例

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

理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FFI年 ##月 #%日 布达拉宫 地方政府规章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 年 #! 月 I 日 莫高窟 地方性法规

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K 年 I 月 &" 日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地方性法规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

资源保护条例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人大.贵州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

!""I 年 & 月 &" 日
中国南方喀斯特贵

州部分
单行条例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四

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的

条例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四川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I 年 I 月 !I 日
大熊猫栖息地#九

寨沟#黄龙等
单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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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西部世界遗产保护地方立法

研究

世界遗产法的规定可以看作对世界遗产基本

关系和世界遗产保护指导思想的一种回应! 这种

回应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体现了法律关系内在

的逻辑结构"能否适应世界遗产保护的需要$ 这

种回应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通过立法技术的运用

体现为不同的立法模式"哪种模式是最佳的$ 这

些都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下面仅就法规性质

和文本的结构即基本的模式作一研究"立足于立

法思路的整理!

"一$西部世界遗产保护法的性质和效力

研究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基本上属于集权为主

结合分权的模式"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即(一

元#两级#多层次+的结构体系! (一元+是指依据

宪法的规定"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全国范围

内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立法体系! (两

级+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简称%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简称%立法

法&/的规定"我国立法体制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

法两个立法等级! 与此相适应"世界遗产立法根

据立法机关的地位不同"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立

法! 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

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分析可知"中国西部世

界遗产 #" 个专门保护法规均属地方立法!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

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

府规章.简称(地方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中国

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

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 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

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 在一般地方立法

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中

国西部目前没有特区"故西部世界遗产立法由一

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构成"包括地方

性法规#地方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规范性

法律文件! 上述 #" 个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中"

%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四川省都江堰水

利工程管理条例&#%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

产地保护条例&#%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和%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等五个世界遗产

专门保护条例属地方性法规"占总数的 K"k!

%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和%西藏自治区

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属地方规章"占总数的

!"k! %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

例&#%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

例&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

产保护条例7 的条例& 属单行条例"占总数

的 &"k!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

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

规!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

规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

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单行条

例"自治州#自治县的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

规"制定规章! 中国西部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符

合上述立法原则规定"因而是有效的! 但作为地方

立法"它们只能在所属区域范围内施行!

"二$西部世界遗产保护法的法规体例研究

法规体例或曰法规结构指法规文本的基本框

架! 内含了立法者的基本逻辑与价值取向"而其

背后更加深刻的背景即为立法体例的决定因素!

首先"法规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结构是决

定立法体例的首要因素! 法规需调整哪些社会关

系"欲调整的诸社会关系孰轻孰重"以何种方式进

行调整等都决定着该法规的结构! 其次"对世界

遗产来说"决定立法体例的另一个因素是该世界

遗产的保护现状! 不同地区世界遗产的保护水平

不同#模式不同"规制方式自然不同"反映在各地

的世界遗产法规中"其立法体例也会不同!

法规结构一般包括三方面的要件'

!

法规的

名称! 名称是法规的必备条件"法规的规范性首

先是从法规的名称中表现出来的! 规范化的法规

名称应反映其适用范围#内容和效力等级!

"

法

规中结构单位的编排"即法规中章#节#条#款#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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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 规模大的法规一般划分较细"章#节#条#

款#项齐全"而规模小的法规往往有所省略! 其

中"条是构成法规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世界遗产立

法技术的重要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

&

法规中总则#分则#附则的设计! 总则是法规中

具有统领性的条文"居于开篇的位置"其内容包括

立法目的#立法根据#立法原则#效力等! 分则是

总则的具体化"从内容数量上看"是法规的主体部

分"规范的是该法规的实际内容"居于总则与附则

中间的位置! 附则规定的是辅助性内容"包括法

规解释权#有关法规的废止及本法的生效日期等"

其位于法规的最后!

西部世界遗产保护法的法规体例大体如此"

但有一些差异! 第一#%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

理办法&的法规结构情况'该办法共 !! 条"正文约

# $O" 字"未分章! 主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目的

和立法依据.第 # 条/2

"

保护范围.第 !J& 条/2

&

保护原则.第 O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KJI 条/2

(

具体管理规定.第 %J#$ 条/2

)

奖罚规

定.第 #IJ#F 条/2

*

程序规定.第 !" 条/2

+

解释

权归属.第 !# 条/2

,

施行日期.第 !! 条/!

,!-第

二#%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的法规结构情

况' 该条例共 !$ 条"正文约 ! &&F 字"未分章! 主

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 .第 #

条/2

"

保护范围.第 !J& 条/2

&

保护原则.第 O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KJI 条/2

(

具体管

理规定.第 %J!# 条/2

)

罚则.第 !!J!O 条/2

*

特

别规定.第 !K 条/2

+

施行日期.第 !K 条/!

,&-第

三#%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的法规结

构情况' 该条例共 K! 条"正文约 O $$O 字"分七

章"主要讲下述问题'

!

总则.第 # 章/"包括立法

目的和立法依据 .第 # 条/2适用范围 .第 !J&

条/2 保护原则.第 O 条/2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KJI 条/2奖励规定.第 % 条/2

"

工程建设.第 !

章/.第 FJ#O 条/2

&

工程管理与保护.第 & 章/

.第 #KJ!O 条/2

'

用水管理.第 O 章/ .第 !KJ&!

条/2

(

经营管理.第 K 章/.第 &&J&% 条/2

)

法律

责任.第 $ 章/ .第 &FJK" 条/2

*

附则.第 I 章/

.第 K#JK! 条/!

,O-第四#%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

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的法规结构情况' 该条例共

&" 条"正文约 & KIF 字"未分章! 主要讲下述问

题'

!

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第 # 条/2

"

保护范

围.第 !JO 条/2

&

保护原则.第 O 条/2

'

管理机

关及其职责.第 KJI 条/2

(

具体管理规定.第 %J!O

条/2

)

法律责任.第 !KJ!F 条/2

*

施行日期.第

&" 条/!

,K-第五#%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管理条例&的法规结构情况' 该条例共 OO 条"正

文约 OK#K 字"分六章"主要讲下述问题'

!

总则

.第 # 章/"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第 # 条/2

适用范围.第 ! 条/2 保护原则.第 & 条/2 管理机

关及其职责.第 OJ$ 条/2奖励规定.第 I 条/2

"

大研古城保护管理.第 ! 章/ .第 %J#% 条/2

&

历

史文物保护管理.第 & 章/.第 #FJ!I 条/2

'

风景

名胜区保护管理.第 O 章/.第 !%J&$ 条/2

(

罚则

.第 K 章/.第 &IJ&F 条/2

)

附则.第 $ 章/.第 O"J

OO 条/!

,$-第六#%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

办法&的法规结构情况' 该办法共 !% 条"正文约

!OO# 字"未分章! 主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目的

和立法依据.第 # 条/2

"

保护范围.第 ! 条#第 K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JO 条#第 FJ#&

条/2

(

具体管理规定.第 $J% 条#第 #OJ!" 条/2

'

罚则.第 !#J!I 条/2

(

解释权归属.第 !I 条/2

)

施行日期.第 !% 条/!

,I-第七#%甘肃省敦煌莫

高窟保护条例&的法规结构情况' 该条例共 O#

条"正文约 O&$" 字"分五章"主要讲下述问题'

!

总则.第 # 章/"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第 #

条/2保护范围.第 ! 条/2 保护原则.第 & 条/2 管

理机关及其职责 .第 OJ$ 条/2经费保障 .第 I

条/2奖励规定.第 % 条/2

"

保护对象与保护范围

.第 ! 章/.第 #"J#& 条/2

&

保护管理与利用.第 &

章/.第 #OJ!F 条/2

'

奖励与处罚.第 O 章/ .第

&"J&F 条/2

(

附则.第 K 章/.第 O"JO# 条/!

,%-第

八#%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的法规结构情

况' 该条例共 !F 条"正文约 & "&& 字"未分章! 主

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 .第 #

条/2

"

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第 ! 条#第 KJ$ 条/2

&

保护原则.第 &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IJ#" 条/2

(

具体管理规定.第 ##J!! 条/2

)

罚则

.第 !&J!% 条/2

*

施行日期.第 !F 条/!

,F-第九#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的

法规结构情况' 该条例共 #% 条"正文约 # I!F 字"

未分章! 主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目的和立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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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 # 条/2

"

保护对象#保护范围.第 !J&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责.第 OJ% 条/2

'

具体管理规

定.第 FJ#& 条/2

(

罚则.第 #OJ#$ 条/2

)

特别规

定.第 #I/2

*

施行日期.第 #% 条/!

,#"-第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

例7的条例&的法规结构情况' 该条例共 #$ 条"正

文约 # OF" 字"未分章! 主要讲下述问题'

!

立法

目的和立法依据.第 # 条/2

"

保护范围.第 !

条/2

&

保护原则.第 & 条/2

'

管理机关及其职

责.第 OJ$ 条/2

(

具体管理规定.第 IJ#O 条/2

)

特别规定.第 #K/2

*

施行日期.第 #$ 条/!

,##-

分析可知"中国西部世界遗产 #" 个专门保护

法规中有 % 个地方性法规或单行条例采用了

(.某地/ .某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名称"

有 ! 个地方政府规章采用了(.某地/ .某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办法+名称"这一做法符合%立法

法&的规定并反映其适用范围#内容和效力等级!

值得一提的是 !""! 年前"该类法规多采用(管理

条例+或(管理办法+名称"!""! 年开始"该类法规

名称变成(保护条例+或(保护办法+! 这一名称

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立法指导思想的变

化"即从世界遗产管理和开发利用法发展为世界

遗产保护促进法"这体现了在世界遗产保护中政

府角色从(管理者+到(保护者+的变化! 基本上

转变了世界遗产事业初期以管理和开发利用为

主"促进保护为辅的状态!

章的名称和章#条排列顺序"大致表征了该法

规涵盖的社会关系及立法者对各种社会关系的重

视程度! #" 个地方专门保护法规的章条数及其

序列在大体相近的同时存在若干差别'中国西部

世界遗产 #" 个专门保护法规中有 I 个无章和节

这两个结构单位"只有条#款两个结构单位"反映

出西部多数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规模较小! 法

规字数也说明了这点"中国西部世界遗产 #" 个专

门保护法规平均字数不足 & """ 字"有 &"k的保

护法规不足 ! """ 字! 其中"%四川省都江堰水利

工程管理条例&字数最多"有是 O $$O 字2%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7

的条例&字数最少"仅有 #OF" 字! #" 个专门保护

法规平约条数为 &"*$ 条"最多的是 K! 条.%四川

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最少的是 #$ 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

护条例7的条例&/! 三个有(章+这一个结构单位

的专门保护法规的章数分别为 K#$#I 章! 各法规

章和条所含内容的排列顺序不尽相同"但多参照

了%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的排列顺序"即都

将世界遗产保护放在首位"而后对管理和开发利

用在文本中间进行了规定"再次是法律责任和实

施时间等问题! 体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实体到

程序的立法技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一种

设置方式"在逻辑上尚不够清晰"不能够明确体现

其规制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将对各种社会关系的

调整混杂一起"不利于理解立法的指导思想"也会

给施行带来一定的问题!

"三$西部世界遗产保护法的总则内容研究

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分则往往都是一些较

为具体的规定"各世界遗产的特质和保护现状的

有所不同决定了分则内容的较大差异性! 在此"

我们仅对西部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总则内容进

行比较研究! 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总则一般包

括了立法目的#对基本概念的界定#适用范围#该

地区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政府在促进世界

遗产保护中的义务#世界遗产行政管理部门职权

的总体性规定等内容!

#*立法目的! 西部 #" 个世界遗产专门保护

法无一例外把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放在第一条"

具体为' (为了加强对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

.%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

,!-

(为了加

强对四川省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四川省

世界遗产管理条例&/#

,&-

(为了加强都江堰水利

工程的管理和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

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需

要+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O-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

产地资源+ .%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条例&/#

,K-

(为加强对国家级丽江历史文化

名城的保护与管理"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云南省丽江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

,$-

(为加强对布

达拉宫的保护和管理+ %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

护管理办法&#

,I-

(为了加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

护#管理和利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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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

(为了加强

秦始皇陵的保护"保持秦始皇陵的历史风貌和自

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协调性+ .%陕西省秦

始皇陵保护条例&/#

,F-

(为加强对岩溶资源的保

护"合理开发和利用岩溶资源+ .% 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

,#"-

(为了加强对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辖区内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

护条例7的条例&/!

,##-可见"西部 #" 个世界遗产专

门保护法规都把该地世界遗产的保护作为立法目

的放在首位"对世界遗产保护的促进则是一个总体

性的目标"体现了对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

!*适用范围! 有三种界定方式"一是从主体

的角度"如%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

护条例&规定"( 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范围

内从事保护#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

条例+!

,K-

%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规定"(在

秦始皇陵进行文物保护#生产生活#经营服务#旅

游开发#参观游览等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

本条例+!

,F-

%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

条例&规定"(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及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必须遵守

本条例+!

,$-二是从行为的角度"如%重庆市大足

石刻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大足县

境内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

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管理+!

,!-

%四

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规定"(在四川省世界遗

产保护范围内进行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川省世界遗产保

护条例7的条例&规定"(在自治州辖区内的世界

遗产保护范围内进行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

三是从主体和行为相结合的角度"如%西藏自治

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适用于

布达拉宫的保护和管理! 保护#管理布达拉宫涉

及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I-

%四川省

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规定"(在都江堰灌区

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保护以及涉及水

利工程的各项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

本条例+!

,O-笔者认为宜采用主体和行为相结合

的方式界定适用范围"这更符合世界遗产保护法

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要求!

&*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西部 #" 个世

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中"%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岩溶资源保护条例&未明确规定该地世界遗产

保护和管理的基本原则"%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

程管理条例&只规定管理原则而未明确规定保护

的基本原则"其余 % 个法规均对该地世界遗产保

护的基本原则有明确规定! %重庆市大足石刻保

护管理办法&规定"( 文物的保护与维修"应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2文物的保养#修缮#迁

移"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

%四川

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规定"(世界遗产保护坚持

有效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原则!

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

,&-

%云南省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规定"(遵循科

学规划#有效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坚

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K-

%云南省丽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规定"

(丽江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坚持抢救第一#

保护为主的方针"在保持历史文化名城原来总体

布局#形式#风格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和必要的保养#维修#改造+!

,$-

%甘肃省敦

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方针"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

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敦煌莫高窟及其历史风貌和

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

%陕西省秦始皇

陵保护条例&规定"( 秦始皇陵保护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正确处

理文物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的关系+!

,F-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实施6四

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7的条例&规定"(自治州

对世界遗产实行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

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世界遗产地的完

整性#真实性+!

,##-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是世界

遗产管理中的基本矛盾"也是目前世界遗产管理

中的主要矛盾! 中国西部世界遗产保护地方立法

都应把握住的世界遗产管理中的主要矛盾"找准

制约事物发展的关键"都应把保护遗产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放在首位"强调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

用+并重!

O*政府在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义务和管理

FI

第 & 期CCCCCCCCCCCCCCC姜敬红+中国西部世界遗产地方专门保护法比较研究



部门的职责! 西部 #" 个世界遗产专门保护法规

中都有对政府在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义务和管

理部门职责的规定"而且一般都较为原则! 大都

突出强调了政府应当把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其要发挥的协调作用"以

及在发展世界遗产保护教育方面的义务! 例如"

具有代表性的%四川省世界遗产管理条例&是这

样规定的"(省人民政府建设#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全省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

监督管理工作! 世界遗产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综合管理工

作! 建设#文化#林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水利#

民族#宗教#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做好世界遗产保护利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世界遗产地县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管理机构"负责世界遗产

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 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内

的所有单位"应接受世界遗产管理机构的管

理+!

,&-这些规定具有政府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

角色"体现了政府主导型的鲜明特征! 而关于世

界遗产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职权的总体性规定"在

新近修改的一些地方综合性世界遗产保护法规

中"突出了行政管理部门在发展诸事项中的协调#

组织职能"这是对世界遗产保护综合性#关系复合

化特征的一个回应!

综上可知"中国西部世界遗产的立法作为地

方立法"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较好地完成了补充

中央法律#法规以及先行一步为中央立法积累经

验的任务! 但"西部保护世界遗产地方的专项立

法尚处在初级阶段"世遗立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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