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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嘉賓

女士們

先生們：

首先，我想轉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松浦

晃一郎（Koïchiro Matsuura）先生對諸位最熱情的問候。諸位

可能都知道總幹事先生於1999年曾擔任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

松浦晃一郎先生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計劃，尤其是

世界遺產公約在亞洲的成功實施，表示高度贊賞。2002年5月，

澳大利亞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

錄，旨在通過全球化戰略來加強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力度以及

保護和持續利用文化和自然遺產。

2001年11月21日，第56屆聯合國大會宣佈2002年為聯合國

文化遺產年。聯合國大會邀請教科文組織擔任該年度的領導機

構。本人衷心地歡迎這一可以加深並拓展遺產保護領域內國際

合作機會的到來。這一年，世界遺產保護在全球得到了更多的

關注。

我祝賀澳門政府，尤其是澳門文化局所主動組織的本次會

議。由此再次證實了你們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的莊嚴承諾。這

是深厚的民族自豪感的一種根源以及對整個人類共享文化遺產

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澳門這座城市，有史以來即為會議和交流之所，是文化特

性的一個象徵。它是文化、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歷史見證，並將

繼續是激勵未來發展之源泉。城市遺產必須受到保護，但它同

時也給我們以新的思想並且在全球發展政策的整體框架內得到

體現。

迄今為止，世界遺產名錄共有七百三十項遺產。中國共擁

有二十八項遺產（二十一項文化遺產、三項自然遺產及四項雙

重遺產）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有三項

為歷史名城。

經過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城市佈局及其作用都發生了相當

大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及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雙重影響顯著

地加快了城市的發展並促成了建築業的繁榮。城市的蓬勃發展

給亞洲帶來了真正的挑戰。在約二十五年內城市人口將翻一

番，達到近二十五億居民。全球一半的市區以及超過三分之一

的人口將出現在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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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經歷了前所未

有的經濟繁榮。各國之間的往來和貿易快速增長，以及在基礎

設施、教育和城市發展領域進行了富有遠見的投資。然而經濟

的迅速發展也讓我們的國家在遺產資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

價，不僅極度消耗了地區環境資源，而且還大大地消耗了珍貴

的文化儲備資源，而這些都是我們的祖先歷經數個世紀的積累

並精心經營的結果。

在認識到地區經濟的無限膨脹不能繼續再以業已枯竭的資源為基礎之後，政策制訂者們終於

開始將其注意力轉移到有關資源的可持續性以及公眾參與和許可的議題上來。整個亞太地區已逐

漸認識到遺產保護不必要限制在一些有限的國際旅遊勝地上。我們現在漸漸瞭解到遺產保護是國

家政策普遍關注的問題，是可持續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並以此形成各個社會獨特的文化及歷史傳

統。因此，社會文化特性的保護是所有關心人類發展的人們所迫切關心的問題。

澳門，四個世紀以前就已經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地點，是西方在遠東建立的第一個貿易點。

正是在這裡建成了第一所西方風格的大學，即著名的“聖保祿大學”。這座城市是拉丁文化和亞

洲文化融合的典範，這一特色使其成為吸引遊客的重要旅遊勝地。地中海式的古典建築，如議事

亭前地、大三巴牌坊（聖保祿教堂）、東望洋燈塔、媽閣廟、大炮臺等等，僅僅這些就足以見證

澳門的歷史—— 一筆無可替代的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堅決承諾確保所有的社區繼續過上高質量的生活，而不以犧牲有別於其他

地方的傳統特徵以及人們居住的家園為代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戰略重點基於一點共識，即儘

管城區快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地區內都相似，但組成各個城市集體的不同文化群體所具有

的獨特的社會特性決定了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世界遺產保護是一個如此鉅大的事業，從長遠來看，如果所有的地方社會團體積極參與，那

麼它必將會取得成功。遺產保護是一項發展活動，通過廣泛參與及創收活動，它能夠為整個社會

帶來社會經濟效益。通過對遺產當地所有權以及當地對其保護和未來利用之責任的關注，我們不

僅能確保遺產的保存，並且還可以將遺產置於人類發展中心的正確位置。

我們希望，這次會議將能標誌妷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在保護城市文化遺產和促進城市可持續

發展方面的一個積極的具實質性之合作的新開端。

謹此，我想請求大會組委會能夠將這三天的會議成果與中國的其它地區共同分享，以有益於

全國各地在城市遺產保護工作上的共同努力。

最後，我預祝本次大會取得圓滿成功！謝謝！

Dr. Yasuyuki Aoshima

Director and Representative of UNESCO Office, Bei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