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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

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

遗产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

著成绩。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

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

况和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

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

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

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

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

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

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

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

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

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

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

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

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

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

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 

  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

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

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工作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三、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制度 

  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

要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

类别制订普查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调

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

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要运用文

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要通过制定评审标

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国务

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

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组织

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

术的应用。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真

伪。经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单位可以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

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实物和资料流出境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也

要予以保护，对已被确定为文物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充分发挥各级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



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

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

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

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

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探索对

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

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四、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 

  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

制。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行政部

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广泛吸纳有关

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

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

措施。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

措施和目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其总体规划，有步骤、有重点

地循序渐进，逐步实施，为创建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制度积累经验。 



  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

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

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

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

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 

  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

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

教学活动。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

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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