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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11.htm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

日） 现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请示报

告》转发给你们，请研究贯彻执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

于加强文物工作的请示报告 去年五月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

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决定，并要我

们就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向中央写个专题报告。我们在去年六

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就制止

文物破坏，控制文物出口，增加文物经费，培养专业人才，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健全文物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一致认为，由于这些问题长期末得解决，给文物工

作带来很大损失和困难。因而及时地、正确地解决问题，是

加强文物保护，发展文物事业，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

重要条件。会后，我们又就这些问题进一步作了研究，并听

取了有关部门的意见。现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坚决制止破坏文物的现象 林彪、

“四人帮”横行时期，煽动极左思潮，打着所谓“破四旧”

的旗号，使祖国文物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由于极左思潮

的流毒尚未肃清，由于我们宣传不够，社会上不少人对保护

文物的意义认识不足，目前继续破坏文物的状况在许多地区

依然严重，主要表现势：＂一些古建筑（包括长城在内）被

任意拆毁，古墓葬、古遗址被任意挖掘或平毁。而且有的是

由一些部队、机关、公社等单位领头造成的，文物部门制止

无效。②不少博物馆收藏文物，由于库房和设备严重不足，



长期露置在院中或棚下，风吹雨淋，造成严重的自然损坏。

有的名贵书画，由于存放条件太差，也发生潮霉。文物的安

全缺乏保证。③有些新出土的重要文物，因管理制度不严，

被非文物单位或私人占有，甚至流失。④许多全国和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长期被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不适当占用，

或改为仓库和家属宿舍；有的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或附近

，任意增盖新建筑，弄得面目全非。 为了迅速制止这种严重

情况，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１．动员各种宣传手段，包括报

刊、电影、电视、图书、招贴画等，大力开展文物保护的宣

传工作。使＂保护祖国文物，人人有责＂的思想真正深入人

心，把党的政策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２．我们在征求

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已经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①，拟报经人大常委会审定正式颁布，在《文物保护

法》未公布前，必须坚决贯彻国务院有关文物方面的文件精

神，切实制止破坏文物的活动。 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要分别情况进行一次文物普查或文物复查工作。原已公布的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经过调整和补充后重新加以公布，

切实落实保护、管理、维修的责任。要重新审查目前使用革

命纪念建筑和古建筑的单位，凡有损于这些建筑安全的，必

须限期迁出 。经过审核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建筑的单位 ，要与

文物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合同，严格遵守文物管理部门提出的

保护文物安全的各项要求，并负责进行必要的维修。修缮时

，必须将计划事先报经文物管理部门同意。使用古建筑的单

位要设专职或兼职人员，在文物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保护

工作。 ４．为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被不合理占用

的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维修准备开放。涉及这些单位今



后归谁管理使用的问题，应本着有利于保护文物和发展旅游

的原则，作慎重考虑。须由当地人民政府研究提出意见，并

征得上级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 各有关部门凡在文物保

护单位及保护范围内设置业务活动机构，均应征得文物部门

和城市规划部门的同意。 ５．有些重要文物因缺少库房而无

法保证安全，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务必尽快地把必要的文物库房建立起来。有的可以将

某些古建筑加以维修作为库房。没有条件保存珍贵文物的单

位，国家文物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领导部门可将

这些珍贵文物调往有条件保存的单位暂时收藏。 ６．文物比

较集中的地区或城市，当地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中应有专人分

管这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并定期召集文物、旅游、园林

、城市规划及宗教等有关部门开会，统一规划，互相协商，

及时调节文物保护工作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二、 调整文物出

口政策，加强市场管理。 目前，文物出口和文物市场存在的

问题是：一、文物出口量过大，根据过去规定，一七九五年

（乾隆６０年）以后的部分存量较多的一般文物可以出口，

但是近几年来每年出口较多，有些文物在国内存量已日益减

少，如再不加以控制，就可能造成近二百年来某些文物的历

史空白。二、多头经营，价格不一。有些部门不经批准就自

设文物收购点和销售点，甚至在外宾较多的地方摆摊。 不少

地方出现了黑市交易和文物走私活动。 因多头经营、盲目竞

争，大大刺激了私自挖坟掘墓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恶性发展。 

为了控制文物出口和改变文物市场的混乱状况，需要采取以

下措施： １．坚决落实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国务院批转

外贸部、商业部、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



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通知①的规定，真正做到文物商业统

由文物部门归口经营，统一收购，统一价格。其它部门应立

即停止收购文物。文物管理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文物

市场管理办法，取缔黑市，坚决打击文物走私和投机倒把活

动。文物商店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商业手段来收集和保护流

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它是文物管理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一般

的商业部门。因此，要克服单纯营利思想，做好珍贵文物的

收购工作，首先为博物馆充实藏品。同时，文物商店要努力

扩大经营范围，一方面，积极配合旅游，做好对来访外宾的

销售业务；另一方面，要恢复和建立面向国内群众的文物销

售业务，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并为国家增加收入。 ２．

出口文物必须严加控制，坚持＂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

针。 文物出口的方向，要逐步减少向国外市场批发，逐步增

加在国内市场零售，有计划、有控制地供应来我国访问、旅

游的外宾，为国家创造较高的外汇。同时，大力加强文物复

制品的制作与外销工作，逐步减少文物真品的出口。 鉴于文

物出口业务的特殊情况，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清目前

文物商店和外贸部门库存的文物品种与数量，统一考虑，严

格控制和逐步减少每年文物出口的数量，对于国内存量已较

少的文物品种，应即停止对外批发。有关改进文物出口业务

的具体问题，拟根据国务院批转外贸部、商业部、文物局关

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的通知

精神，与外贸部门协商解决。三、 合理增加文物经费 这几年

来，文物经费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过去基数很低

，一九八０年全国文物经费预算为四千多万元（图书馆经费

已除外），在全国财政开支预算中占比重很小。这同我国这



样一个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保护和

发展文物事业的需要极不相称。而且这项经费 ，还常被挪作

他用。不少地方 ，除人员工资和日常行政开支外，业务经费

极少，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文物事业在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

地位，然而，在各地城市维护费中，却不包括文物保护单位

维修费用，以致许多重要的古建筑、石窟寺等长期失修。由

于文物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不少文物保管单位连库房

等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具备，各级博物馆的库房条件也很差

。这种状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对祖国文物造成不可弥

补的损失。这种损失，甚至很难用金钱来估计，后果是严重

的。 现在，财政体制正在改革，各项事业经费不再戴帽下达

，而由地方统一安排。今后的文物事业经费主要依靠地方解

决。我们建议： 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地方

财政预算中的文物经费和基建投资（包括文物库房建设），

要在一九八０年原有基数上 ，根据各地财力情况 ，应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特别是，各地重要革命纪念建筑和古建筑维修

、文物库房兴建、重要考古发掘的经费一定要得到确实的保

证，以利于文物工作的正常开展。 ２．各地的城市维护费，

应把本地区内的文物维修费列入开支项目。 ３．国家文物事

业管理局的直拨经费，要根据财政情况，逐年有较多的增加

，以便对重要文物的维修、发掘、收购进行重点补助。 ４．

除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外，文物部门根据国家法令和有关规

定举办商业性出国展览、组织文物复制品出口、旅游收费、

各地文物商店的利润以及特许出口文物等途径得到的收入，

经商得财政部门同意，可部分或全部弥补文物事业经费的不

足，并进口一些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必需的设备。四、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目前文物

专业队伍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一是文物专业人员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很差，一直不被当作科研人员对待，同高等院校、

科学研究机构的差距很大， 往往同工不能同酬。以致人心浮

动，人员不断流向其它部门，现在队伍很难稳定。 二是许多

文物研究人员、鉴定人员、技工等年龄已大，不少行当面临

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危险。 针对这个状况，需要采取以下

措施： １．文物、博物馆部门的专业人员中，不少人学有专

长，有的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但他们的生活待遇等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要尽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他们

的职称，承认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并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

和工作条件，在工资、 业务补贴、住房等方面做到和其它科

学研究、教育部门的同级人员同等待遇。 ２．加速培养专业

人员。建议教育部积极办好高等学校中现有的考古专业，并

在有条件的大学增设博物馆、古建筑等新专业或招收研究生

。争取在三、五年内由国家文物局举办或与地方合作举办一

至数所培养文物、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中等专业学校。同时，

应该加强在职干部的培训工作，继续举办各种专题性的短期

训练班，争取在各大区分别搞几个训练中心。目前，这方面

的最大困难是校舍问题不能解决，希望国家计委和建委在基

建指标方面给以解决。 ３．配备和提拔一些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热爱文物博物馆事业、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年富

力强的同志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建立和健全干部的业务考

核制度。今后文物单位配备干部，应首先考虑接收大学有关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目前有些组织部门把文物单位作为安排

老弱病残或安置干部的地方，这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五、 



健全文物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 这几年文物遭到破

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物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少地方，文

物工作还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我们建议：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以从实际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健全文物管理机构

或配备专职干部、兼职干部负责文物工作。 博物馆是收藏、

展览、研究文物的专业机构，是利用文物对人民群众进行教

育的重要阵地。现在全国只有三百多个博物馆 ，显然太少了 

，而且门类比较单一。我们初步设想是，要积极创造条件，

在今后若干年内，适当发展一些专区、省辖市和文物较多的

重点县的博物馆。各地还应从实际出发，发展有关民族、民

俗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种类型博物馆。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

，希能批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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