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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000万件中国文物
流失国外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 年鸦片战

争以后，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

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

一、二级文物达 100 余万件。目前，中国外

流文物的种类主要是陶瓷器、玉器、青铜器、

绘画、书法、雕塑、漆器、丝织品、家具等。

据霍政欣介绍，我国近现代文物流失

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 世

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战争使中国大量的文

化遗产被摧毁。例如 1860 年英法联军抢

劫圆明园和 1900 年八国联军抢劫北京城，

他们通过战争、不正当交易等手段对中国

的珍贵文物进行疯狂掠夺，使圆明园中大

量瑰宝流落国外。

第二个阶段是 1920 年到 1949 年，虽

然当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律，但

混乱的局势使其形同虚设，抢掠、非法盗

掘、走私等行为使很多文物流失海外。其

间，一些外国人（包括探险家、博物馆策展

人、大学教授等）在来中国探险时，就直接

低价购买或免费将文物从中国带走。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虽然有关部门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加强

执法，但仍有部分珍贵的文物通过盗掘走

私被贩卖到海外。

海外流失文物“回家”
有哪几种途径

据霍政欣介绍，目前文物返还主要有

外交、司法和民间三种途径。

一是外交途径，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开

展返还工作。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一些旨

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

的国际条约。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多个

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

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且已经借助

这些国际条约成功地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

的返还。

二是司法途径，在文物流失目的国的

法院，通过提起司法诉讼要求返还。尽管

国际条约是文物返还的重要法律武器，但

具有无溯及力、仅对公约成员国有效等局

限性，因此，需要借助其他途径实现非法流

失文物返还。对于证据确凿的被盗流失文

物，在研判相关国家国内法的基础上，通过

提起诉讼的方式开展文物返还工作。

三是民间途径。不少爱国人士及友好

人士在文物返还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

们主动捐赠流失文物，促成许多文物回到祖

国怀抱。捐赠是比较常见的文物回归方式。

从 1949 年至今，我国通过执法合作、

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各种方式

追索流失文物，成功促成了 300余批次、15

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其中就

包括 2014 年青铜器皿天全方罍器身回家，

2018年西周青铜虎鎣抵乡，2020年流失整

整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归藏圆明园。

跨国追索流失文物
障碍不少

在霍政欣看来，作为世界上文物流失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文物回归的

现实途径和状况说明，国宝回归的法律和

现实的障碍着实不少。对非法流失文物进

行追索，是最合理的方式，但存在法理上的

困难。

第一，现有国际公约约束力较弱，无溯

及力，实际效用有限。国际公约只对缔约

国有效，而西方文物流入国出于自身利益

考量，大多不加入文物返还公约，这导致此

类公约的实际约束力大打折扣。此外，相

关公约均制定于 20 世纪后期且无溯及力，

无法适用于其生效前被劫或被盗的文物。

第二，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法规是由

西方文物市场国主导制定的。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当代文物返还领

域国际条约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

发挥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本领域国际法

规则系由欧美大国主导制定，明显不利于

维护文物流出国的利益，这是包括我国在

内的广大文物流失国追索文物举步维艰的

重要原因。

第三，文物追索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

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从当前文物追索实

践来看，通过司法途径追索流失文物一般

须在文物现所在国的法院提起诉讼。因

此，文物追索事实上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

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这一状况对文物原

属国明显不公和不利。

“目前来看，能够在文物追索中实际起

到作用的，主要有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

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

公约》（下称‘1970年公约’）和1995年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

出口文物的公约》。但现实问题是，一些文

物流入国并未加入此类公约，且公约无溯

及力，加上各国国内法有诉讼时效，也为追

索文物制造了一些困难。所以现在追索的

文物，主要还是当代非法出境的文物。”霍

政欣表示。

文物追索
需完善相关法律与机制

“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近

日登上了热搜榜。

大英博物馆为何不愿归还文物？2002

年 12 月，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联手发布

《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抛出所谓的“文物

国际主义”理念，以此拒绝返还文物，产生

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其中，大英博物馆不

返还文物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不是英国

的博物馆，而是环球博物馆，是给全世界的

人来欣赏文物的”，另一个理由则是文物在

英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研究。

说到更有效地追索流失文物，霍政欣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修订文物保护法，构

建完善的文物追索法律制度，制定追索海外

流失文物的法律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主责

机构，为文物追索提供充分的法治保障。二

是稳妥推进‘1970年公约’适用于香港及澳

门地区。‘1970 年公约’是我国加入的最重

要的文物返还条约，但尚不适用于港澳地

区。只要港澳地区游离在该公约的适用范

围之外，我国打击文物贩运的努力就无法取

得决定性胜利，承受的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

大。三是进一步完善海外回流文物的税收

与文物市场交易法律与政策。四是依托‘一

带一路’倡议，深入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的国际合作，开辟推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

交流通道与合作路径。五是积极推进文物

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进

程，为国际法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破解文物追索这一世界

难题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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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7月底，各主要网约车平台已公告下调抽

成比例，下调幅度普遍在 1%~3%。今年 4

月，交通部发布《2023年推动交通运输新业

态平台企业降低过高抽成工作方案》，推动

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降低平台过高的抽成

比例上限。对此，有受访网约车司机表示，

下调是好事，但感受不明显；还有司机反映，

因平台不断推出优惠活动导致收入不升反

降。

“每一单的抽成比例都不一样，下调两

三个点，根本感觉不到。”从业两年多的安徽

合肥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向记者展示了他 9

月 3 日的订单收费明细，乘客支付金额为

8.25 元、32.92 元、85.45 元的订单抽成比例

分别为21.2%、25.6%、29%。记者以司机身

份咨询网约车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受订单

距离、时间长短、拼车等因素影响，每笔订单

会收取不同比例的服务费。“抽成比例还是

很高。”陈师傅说。

与陈师傅有同样感受的不在少数。有

受访司机表示，抽成比例虽然下降了，但实

际到手的收入不升反降。一位天津的网约

车司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里算了一

笔账：一单 100.46 元运费的订单，平台显示

抽 成 比 例 为 11.3% ，按 理 说 司 机 应 收 入

89.11 元，但由于平台给乘客优惠了 24.77

元，乘客实际支付 75.69 元，司机获得的实

际报酬仅为 67.14 元。“我不理解，平台搞优

惠，为什么要司机来买单。”该司机说。

“一单乘客支付80多元的行程，我到手

才 50 多元，算下来扣掉的钱超过 30%。”北

京网约车司机赵师傅表示，他所在的网约车

平台挂靠在聚合平台上，在网约车平台抽成

的基础上聚合平台还要抽取服务费，他的收

入也不升反降了。

对此，陈师傅也反映，近期优惠单变多，

有平台还强制派单。“有的特价单每公里司

机只收入 1.2 元，基本不怎么挣钱，但不接

特价单平台就不给你派其他单。”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教授肖

竹认为，抽成比例的调整牵涉平台、网约车

司机与消费者三方的利益平衡，应该建立公

开、透明与合理的决定机制。

肖竹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建成

包括订单分配、抽成比例、劳动定额、工作时

间、奖惩制度等在内的平台劳动者收入的合

理形成机制。同时，由相关工会组织与行业

协会、企业代表组织等进行积极的平等协

商，并不断探索行业（区域）职工代表大会、

劳资恳谈会等适合新业态用工群体特点的

民主管理形式，为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收入增

长等劳动权益的实现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

形成机制。

网约车平台下调抽成比例

，有司机称收入不升反降

学者

：应建立公开

、透明与合理的决定机制

《检察日报》 刘亚

最近，一部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爆火出圈。短片采用拟人手法，讲述

了一盏来自中国的小玉壶逃出大英博物馆，央求在国外工作的中国记者带

其回国的故事。

那么，现在还有多少中国文物流落在外？它们又该如何回家？近日，中

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流失文物

回家之路漫长，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