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 

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中非经验共享 

 

2019 年 6 月 3 日-6 月 4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法国巴黎总部 

论坛日程 

 

2019 年 6月 3日，星期一 

第 IV 号会议厅 
 

 

时间 
 

 

项目 
 

  

8:00-10:00 

 

 

签到 

10:00-11:00 开幕式 

 

欢迎辞（待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厄内斯托·欧托尼先生 

 非洲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团主席、加蓬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团大使蕾切尔·阿奇科大

使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团大使沈阳大使阁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主席、摩洛哥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佐伍尔·阿拉维女士

阁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李炳铉大使阁下 

 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主任玛丽阿玛·穆罕默德·西塞女士 （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社会事务

委员阿米拉·法迪勒女士阁下） 

 
11:00-11:30 

主旨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 

 非洲发展银行地区发展、融合与商务处副主任卡莱德·沙里夫先生 

 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总干事韦博·恩多罗先生 



 

 

 
 

11:30-12:30 

 

全体会议 （第一部分） 

高级别人士专题讨论 (各国部长、大使、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等) 

专题讨论主题:世界遗产保护、立法、创造就业与青年赋权 

问答互动环节 

 

 
12:30-13:00 

 

合影时间 

 

 
13:00-14:30 

 

午餐 

 

 
 
14:30-17:30 

 

全体会议 （第二部分） 

高级别人士专题讨论(各国部长、大使、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等) 

专题讨论主题: 世界遗产保护、立法、创造就业与青年赋权 

问答互动环节 

 

 
 
18:30 
 

 

招待会 

丰特努瓦（Fontenoy）大楼7层餐厅 

 

 

2019 年 6月 4日，星期二 

第 XI 号会议厅 
 

 
 
9:00-12:00 

 

技术性研讨环节（第一部分，参见附件一） 

第 1 场 世界遗产保护工具和机制 

第 2 场 世界遗产与社区 

12:00-13:00 双边研讨环节 （第III、第V、第VIIIbis会议厅，参见附件二） 

 

 
13:00-14:30 

 

午餐 

 



 

 

 
14:30-15:30 
 
 

 

技术性研讨环节（第二部分，参见附件一） 

第 3 场 共同保护中国和非洲的遗产 

 
15:30-16:30 

 

预备起草建议书与行动计划 

 

 
17:00-17:30 

 

全体会议——拟定建议书与行动计划 

 

闭幕式 

 

 

 

 

 

 

 

 

 

 

 

 

 

 

 

 

 

 

 

 

 



 

 

附件 一 

技术性研讨环节 

 发言人 发言主题 

第 1 场 世界遗产保护工具和机制 

1.  
Mr. Charles AKIBODE  

(佛得角) 非洲-中国:加强世界遗产监测的技术合作 

2.  Xiao SHIZHEN (中国) 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的原则及中国的经验 

3.  
Prof. Guo HUADONG, Prof. 

Hong TIANHUA (中国) 世界遗产可持续管理的空间技术 

4.  
Dr Albino JOPELA  

(非洲世界遗产基金会) 非洲传统的管理制度和世界遗产的管理 

5.  
Colonel Adama TONDOSSAMA 

(科特迪瓦)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非洲遗产管理: 以尼姆巴山(科特迪瓦/几内亚)

综合自然保护区跨界管理的挑战和机遇为例 

6.  Professor Honglin WU (中国) 中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四种途径 

7.  Haiming Yan (中国) 世界遗产监测:中国探索的理论框架 

8.  Ms Alice BIADA (喀麦隆) 喀麦隆的世界遗产监测 

9.  Dr Feng SONG (中国) 经济发展中的遗产保护:杭州西湖规划实施评估的经验 

第 2 场 世界遗产与社区 

10.  
Prof George ABUNGU  

(肯尼亚) 社区参与遗产保护-利益与挑战 

11.  Lu HE (中国)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申遗成功对当地社区和生物影响的分析框架 

12.  
Dr Claudine-Augée ANGOUE  

(加蓬) 
社区对世界遗产的所有权、参与和利益共享:“以加蓬 Lopé-Okanda 的生

态系统和遗迹文化景观”为例 

13.  Dr Cheng WEN (中国) 中国企业和社区在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共同努力 

14.  Mr John MAKOMBO (乌干达) 
案例展示：Bwindi imable 和 Rwenzori 国家公园世界遗产作为社会经济

发展和改善社区生活的催化剂 

15.  Prof Zhang CHAOZHI (中国) 世界遗产保护区内的可持续旅游和减贫工作 

16.  Yan SUN (中国) 世界遗产管理与社区建设:“鼓浪屿，一个国际化的历史定居点”的实践 

17.  Xiaowei HUO (中国) 文化遗产: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第 3 场 共同保护中国和非洲的遗产 

18.  Mr Zhigang JIANG (中国) 中非合作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契机 

19.  
Mr Souayibou VARISSOU 

 (非洲世界遗产基金会) 
创业、青年和可持续发展 

20.  
Mr. Pascall TARUVINGA  

(南非) “解决我们的共同需求”:世界遗产和非洲相关教育机构 

21.  Prof Zhou LYU (中国) 中国大学与非洲文化遗产地合作的可能性 

22.  
Dr Ziva DOMINGOS + Mr 

Emanuel CABOCO (安哥拉) Mbanza Kongo 遗址的维护与开发:行动与展望 

23.  Mr Jian ZHOU (WHITRA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对非中

合作的贡献 

24.  
Mr Muyumbwa NDIYOI  

(赞比亚) 
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挑战 



 

 

 发言人 发言主题 

25.  Qin DASHU (中国) 
对肯尼亚斯瓦希里村落 Gedi Ruin 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调查并就中非关系

问题进行探讨 

 

 

 

 

 

 

 

 

 

 

 

 

 

 

 

 

 

 

 

 

 

 

 

 

 

 

 



 

 

 

附件二 

ROOM III 
Tentative Lists and 

nominations 

o preparation and update of 
tentative lists  

o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sistance for preparing 
nomination dossiers  

o identifying and carrying out 
research to prepare 
nomination dossiers  

o Upstream conservation work 
for managing sites and 
building up records and data 
to support tentative listing 

ROOM V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 Achieving the 
desired state of conservation 

o Conservation issues  
o maintaining OUV  
o Setting up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ROOM VIII b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o Addressing development 
issues at WHS 

o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mutual benefits from World 
Heritage  

COMOROS  
Dr Toiwilou Mze Hamadi Le rôle 

des communautés dans la gestion 
des sultanats historiques des 
Comores 

GABON  
Mr G Owono Essono  
Mécanismes et outils 
technologiques pour la 
sauvegarde de la Lopé 

Republic of the CONGO  
Mr Jean Omer Ntady Le patrimoine 

culturel et naturel du Congo 
Brazzaville 

LIBERIA  
Margaret Cooper Frank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 Conservation 

Altilda Pela Jarry  
Communities Ownership,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s from 
World Heritage 

CAPE VERDE  
Carlos Alberto de Carvalho 
L’expérience capverdienne dans la 
gestion d’un site classé patrimoine 
mondial     

COTE D'IVOIRE  
Dr Konin Aka  
Contribution socio-économique de 
la Ville historique de Grand-
Bassam, Patrimoine mondial de 

l’UNESCO Colonel Adama 
TONDOSSAMA  
Gestion des biens africains inscrits 
sur la Liste du patrimoine mondial 
en péril : …défis et opportunités de 
la gestion transfrontalière de la 
Réserve naturelle intégrale du mont 
Nimba (Côte d’Ivoire/Guinée) 

ZAMBIA  
Muyumbwa Ndiyoi  Challeng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Mosi-
oa-tunya/ Victoria falls World 
Heritage site. 
 
 

SENEGAL  
Abdoul Aziz Guissé  
La problématique de la gestion 
d’un bien archéologique 
transfrontalier en séries : "les 
Cercles mégalithiques de la 
Sénégambie" 

CAMEROUN  
Christophe M. Mindzie Cameroun, 

diversité naturelle et culturelle pour 
une gestion durable 

TANZANIA  
Christowaja Ntandu Serial 

transnational nom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east 
africa countries; an opportunity to 
enhance cooperation 

Erick J. Kajiru  
Community ownership,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from 
world heritage: the case of 
Tanzania 

NIGER  
Assoumana Mallam Issa 
Processus de réhabilitation d’un 
site du Patrimoine Mondial en 
péril, cas de la Réserve Naturelle 
Nationale de l’Aïr et du Ténéré 
(RNNAT) au Niger  
Maman Ibrahim 
Contribution  de l'ONG  << Vision 
Kara - kara >˃  en partenariat avec  
les communes  rurale  de la 
Région de Dosso  dans le cadre 
du recensement du patrimoine 
National  ( Le  SIG CULTUREL ) 

The GAMBIA  
Mr. Hassoum Ceesay Community 

Empowerment Skills Training For 
Jufureh/Albreda, North Bank 
Region, The Gambia: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ownership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Road Map for 
maximizing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Management 



 

 

ROOM III 
Tentative Lists and 

nominations 

o preparation and update of 
tentative lists  

o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sistance for preparing 
nomination dossiers  

o identifying and carrying out 
research to prepare 
nomination dossiers  

o Upstream conservation work 
for managing sites and 
building up records and data 
to support tentative listing 

ROOM V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 Achieving the 
desired state of conservation 

o Conservation issues  
o maintaining OUV  
o Setting up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s 

ROOM VIII b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o Addressing development 
issues at WHS 

o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mutual benefits from World 
Heritage  

GUINEA EQUATORIAL Lorenzo-
Alvaro Bikoro Nkoa  
La nécessité de restaurer les 
atouts culturels de la Guinée 
équatoriale en possession de 
l'ancien pouvoir colonisateur 

ANGOLA  
Dr Ziva Domingos + Mr Emanuel 
Caboco  
Sauvegarde et mise en valeur du 
site de Mbanza Kongo : actions et 
perspectives 

 

NIGERIA  
Mr Aliyu Lass Abdu  
From Kano City Walls and 
Associated Sites to Kano Historic 
City – new perspectives for 
harnessing the WH potential of 
sites in Af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