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暂行办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2006 年 10 月 25 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日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

强保护工作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列

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所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三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

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

第四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全

国范围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本行

政区域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负责组织、监督该项目的具体保护工作。

第五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整体规划，并定期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

门批准后组织实施，并于每年十一月底前向国务院文化行政

部门提交保护规划本年度实施情况和下一年度保护工作计

划。

第六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确定保护单

位，具体承担该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保护单位的推荐名

单由该项目的申报地区或者单位提出，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

组织专家审议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

第七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

（一）有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的资料；

（二）有实施该项目保护计划的能力；

（三）有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和条件。

第八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当履行

以下职责：

（一）全面收集该项目的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

建档；

（二）为该项目的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三）有效保护该项目相关的文化场所；

（四）积极开展该项目的展示活动；

（五）向负责该项目具体保护工作的当地人民政府文化

行政部门报告项目保护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九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统一制作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标牌，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交该项目保

护单位悬挂和保存。

第十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保护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当地政

府的财政支持，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保护给予资助。

第十一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根据自

愿原则，提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经省级人民

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议后，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

批准。

第十二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其特殊技能；

（二）具有该项目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第十三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



当履行传承义务；丧失传承能力、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应

当按照程序另行认定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怠于履行传承义

务的，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

第十四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建立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物馆或者展示场所。

第十五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实物资料等级标准和出入境标准。其中经文物部门

认定为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相关

实物资料的保护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妥善保管实物

资料，防止损毁和流失。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鼓励、

支持通过节日活动、展览、培训、教育、大众传媒等手段，

宣传、普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促进其传承和社会

共享。

第十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划定保护范围，制作标

识说明，进行整体性保护，并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可以选择本行政

区域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和保护单

位不得擅自变更；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标牌进行复制或者转让。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域名和商标注册和保护，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一条 利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艺术

创作、产品开发、旅游活动等，应当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

内涵，防止歪曲与滥用。

第二十二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含有国家秘密

的，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密级，予以保护；

含有商业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

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物资料或者捐赠资金和实物用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对在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

励。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定期组织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情况的检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

轻重予以警告、严重警告，直至解除其保护单位资格：

（一）擅自复制或者转让标牌的；

（二）侵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的；

（三）怠于履行保护职责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变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或者保

护单位的；

（二）玩忽职守，致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

文化场所及其环境造成破坏的；

（三）贪污、挪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

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