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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6月9
日电 题：如何建立中
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体
系？

作者 王福州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
长、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6 月 1 0 日 是 2 0 2 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从2001年5月
18日中国昆曲艺术名
列世界首批“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名录，到2011年

6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法》正式实施，再
到今天中国建立起以
国家、省、市、县四
级名录制度为基本特
征的保护体系，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方式不断创新，传
承制度不断完善，已
有43个项目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成为缔约国中入
选名录项目最多的国
家。

历经多年发展，
中国非遗事业由筚路
蓝缕，到成果丰硕，
创造了许多广受赞誉
的“中国经验”。中
国非遗的实践探索，
走在观察与理论思考
之前，而保护实践中
诸多深层次问题，仍
需要系统沉淀、总结
和思考。

非遗的理论建构
刻不容缓

非遗的理论建构
有 两 个 绕 不 过 的 话

湖南郴州，昆曲表演者正在表演天
香版《牡丹亭》。杨华峰 摄

王福州：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
文化遗产体系？(上)

中新社西安6月
10日电 (记者 王恩
博)重庆市原市长黄
奇帆10日在西安举行
的第三届金融四十人
曲江论坛上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深刻
改 变 了 全 球 经 贸 格
局，其推动下的陆地
经济将带来深层次经
济价值。

黄奇帆指出，自
中国2013年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以来，
基于海洋运输体系的
全球分工格局和经贸
秩 序 正 悄 然 发 生 变
化。特别是中欧班列
的开通和运行，将几
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
变成了沿线国家间“
政 策 沟 通 、 设 施 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的
陆上丝绸之路，陆地
经济重新焕发华彩。

他认为，从这个
意义上讲，共建“一
带一路”深刻变革了
近300年工业文明形
成的以海洋经济为主
的世界经贸格局，形
成海洋经济与陆地经
济齐头并进、共同发
展 的 新 局 面 。 而 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
下的陆地经济将带来
四方面深层次经济价
值。

一是运输方式和
物流路径变化将推动
贸易分销体系发生重
大变革。过去靠海洋
运输组织出口贸易一

般需要7到8个环节，
中欧铁路开通后贸易
环节压缩，沿线各国
间产品可互相直达末
端市场。

二是进一步丰富
全球运输服务供给，
为沿线产业链、供应
链带来更经济便捷的
隐性效益。以中国郑
州至德国杜伊斯堡为
例，黄奇帆表示，每
标箱货值5万到100万
美元的商品适合通过
中欧铁路运输，因为
降低企业库存和资金
占用所节省的资金足
以覆盖多出的运费，
还节省了很多短途转
驳的费用。

三是有助于形成
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

体系。过去几百年间
全球形成了以海运为
基础的海洋贸易规则
和标准体系，如今中
欧班列开行为陆路贸
易规则和标准的探索
实践提供了重要试验
平台。

四是更能适应各
类 贸 易 业 态 创 新 发

展。黄奇帆指出，海
洋运输方式下的贸易
活动主要以港口对港
口形式开展，其他地
方难以“雨露均沾”
。陆路运输既可以给
铁路枢纽城市带来枢
纽经济，也将为沿线
带来通道经济。(完)

共建“一带一路”改变全球经贸格局 
陆地经济价值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