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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並視為其文化遺

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

所。包括： 

  (一)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 

  (二)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 

  (三)傳統技藝、醫藥和曆法； 

  (四)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 

  (五)傳統體育和遊藝； 

  (六)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 

  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凡屬文物的，適用《中華人民

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第三條 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採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

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採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 

  第四條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有利

於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於促進社會

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第五條 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尊重其形式和內涵。 

  禁止以歪曲、貶損等方式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六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納入本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並將保護、保存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 

  國家扶持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 

  第七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負責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保存工作。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有關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保護、保存工作。 

  第八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宣傳，提

高全社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識。 

  第九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

作。 

  第十條 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做出顯著貢獻的組織和個人，按照

國家有關規定予以表彰、獎勵。 

  第二章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 

  第十一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需要，組

織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由文化主管部門負責進行。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可以對其工作領域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

行調查。 

  第十二條 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應當對

非物質文化遺產予以認定、記錄、建檔，建立健全調查資訊共用機制。 

  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應當收集屬於非物

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代表性實物，整理調查工作中取得的資料，並妥善保存，

防止損毀、流失。其他有關部門取得的實物圖片、資料複製件，應當匯交給同級

文化主管部門。 

  第十三條 文化主管部門應當全面瞭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情況，建立非物

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資料庫。除依法應當保密的外，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

關資料資訊應當公開，便於公眾查閱。 

  第十四條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依法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 

  第十五條 境外組織或者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

查，應當報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批准；調查在兩個以上

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進行的，應當報經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批准；調查



結束後，應當向批准調查的文化主管部門提交調查報告和調查中取得的實物圖片、

資料複製件。 

  境外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應當與境內非物

質文化遺產學術研究機構合作進行。 

  第十六條 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應當征得調查對象的同意，尊重其風

俗習慣，不得損害其合法權益。 

  第十七條 對通過調查或者其他途徑發現的瀕臨消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

縣級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應當立即予以記錄並收集有關實物，或者採取其他搶

救性保存措施；對需要傳承的，應當採取有效措施支持傳承。 

  第三章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第十八條 國務院建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將體現中華

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大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列入名錄予以保護。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立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將

本行政區域內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名錄予以保護。 

  第十九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從本省、自治區、直轄市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中向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推薦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的項目。推薦時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項目介紹，包括項目的名稱、歷史、現狀和價值； 

  (二)傳承情況介紹，包括傳承範圍、傳承譜系、傳承人的技藝水準、傳承活

動的社會影響； 

  (三)保護要求，包括保護應當達到的目標和應當採取的措施、步驟、管理制

度； 

  (四)有助於說明專案的視聽資料等材料。 

  第二十條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中華民族優

秀傳統文化，具有重大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可以向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或者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提出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

專案名錄的建議。 

  第二十一條 相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其形式和內涵在兩個以上地區均

保持完整的，可以同時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第二十二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專家評審小組和專家評審委員會，

對推薦或者建議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目進行初評和審議。 

  初評意見應當經專家評審小組成員過半數通過。專家評審委員會對初評意見

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 

  評審工作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第二十三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應當將擬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性項目名錄的專案予以公示，徵求公眾意見。公示時間不得少於二十日。 

  第二十四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根據專家評審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公示結

果，擬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報國務院批准、公佈。 

  第二十五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制定保護規劃，對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予以保護。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應當組織制定保護規劃，對本級

人民政府批准公佈的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予以保護。 

  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保護規劃，應當對瀕臨消失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性專案予以重點保護。 

  第二十六條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集中、特色鮮明、形式和內涵保

持完整的特定區域，當地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制定專項保護規劃，報經本級人民政

府批准後，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確定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

應當尊重當地居民的意願，並保護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

避免遭受破壞。 

  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集中地村鎮或者街區空間規劃的，

應當由當地城鄉規劃主管部門依據相關法規制定專項保護規劃。 

  第二十七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門應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保護規劃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發現

保護規劃未能有效實施的，應當及時糾正、處理。 

  第四章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傳播 

  第二十八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傳承、傳

播。 

  第二十九條 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門對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公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可以認定代表性傳

承人。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在特定領域內具有代表性，並在一定區域內具有較大影響； 

  (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 

  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參照執行本法有關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評審的規定，並將所認定的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予以公

佈。 

  第三十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根據需要，採取下列措施，支持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 

  (一)提供必要的傳承場所； 

  (二)提供必要的經費資助其開展授徒、傳藝、交流等活動； 

  (三)支持其參與社會公益性活動； 

  (四)支持其開展傳承、傳播活動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一條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履行下列義

務： 

  (一)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後繼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 

  (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 

  (四)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前款規定義

務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取消其代表性傳承人資格，重新認定該專案的代表性傳

承人；喪失傳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重新認定該專案的代表性傳承人。 

  第三十二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結合實際情況，採取有效措施，組織文

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宣傳、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 

  第三十三條 國家鼓勵開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的科學技術研究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保存方法研究，鼓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錄和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性項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動。 

  第三十四條 學校應當按照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的規定，開展相關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教育。 

  新聞媒體應當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宣傳，普及非物質文化遺產

知識。 

  第三十五條 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和非物質文

化遺產學術研究機構、保護機構以及利用財政性資金舉辦的文藝表演團體、演出

場所經營單位等，應當根據各自業務範圍，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

學術交流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宣傳、展示。 

  第三十六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設立非物質文化遺

產展示場所和傳承場所，展示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第三十七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優勢，在有效

保護的基礎上，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開發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

市場潛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 

  開發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應當支持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活

動，保護屬於該專案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對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的單位

予以扶持。單位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的，依法享受國家規定的稅

收優惠。 

  第五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八條 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

護、保存工作中怠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依法給予處分。 

  第三十九條 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

調查時侵犯調查對象風俗習慣，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給予處分。 

  第四十條 違反本法規定，破壞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



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第四十一條 境外組織違反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門責令改正，

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及調查中取得的實物、資料；情節嚴重的，並處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境外個人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

警告，沒收違法所得及調查中取得的實物、資料；情節嚴重的，並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四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三條 建立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辦法，由省、自治

區、直轄市參照本法有關規定制定。 

  第四十四條 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智慧財產權的，適用有關法律、行政

法規的規定。 

  對傳統醫藥、傳統工藝美術等的保護，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

照其規定。 

  第四十五條 本法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編輯：辰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