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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08_E5_B9_c26_495226.htm 一、十七大报告中的相关

要点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

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

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

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

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推

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

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

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

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

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坚

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

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

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

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



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

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设立国家荣誉制度，

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

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

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

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关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解释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

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2007年6月9日“文化遗产日”期间，温家宝总理

，李长春同志分别到中华世纪坛，观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题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温家

宝总理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

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

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

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内涵、本质和重要性，做了精辟阐述，充分表明中

央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关心。 三、陕西咸阳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拉开帷幕 1月10日，记者从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上获悉，咸阳市对各县市区和个

人申报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43项9大类的评审工作

正式开始，届时将从候选的43个项目中选出咸阳市首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副市长车建营出席当天会议。 据了解

，今年咸阳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对全市近百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详细排查，并由咸阳市保护中心办公室

组织音乐、舞蹈、美术、民俗等方面9位专家，评审出了“旬



邑唢呐”、“乾县蛟龙转鼓”等43个候选项目。当天，参加

联席会议的代表和专家按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

、民间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9项分类，开始了对

候选项目的初评。车建营希望各评审人员要严格按照相关评

审原则，认真仔细地对候选项目进行评审，确保咸阳市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工作顺利实施。（记者朱江博，实

习生、李宁） （发布时间：2008年01月14日 来源于：咸阳日

报） 四、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保

护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

是： 第一，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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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由于保护工作未

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

问题不能得到系统性解决，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

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工作相

对薄弱，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第三

，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

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区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

，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

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第四

，适合我国保护工作实际，整体性有效性的工作机制尚未建

立，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有效性亟待发挥。文化遗产对象所属

权分割，由政府不同部门分别实施管理，与实际的保护工作

不相适应。 五、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制度 一是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来抓，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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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普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县级普查的

基础上，基本摸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状况，做到心

中有数。 二是通过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逐步建立

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及四

级保护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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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 四是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在动态整体性保护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焕发生机。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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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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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充分认

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加强保护工作 首先，

要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的复杂性。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五个方面对保护

对象作了划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作了六个

方面的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七章归纳概括的分

类体系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3个类别。这种划分既是

以国际公约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基础，又充分考虑

我国自身社会特点和文化特性而作出的。它基本包含了我国

各民族、群体、地域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切传统知识



、文化现象和表现形式。应当看到，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表现出经验性

、实践性、可操作性及开放性和衍生性。任何界定和划分都

不会是凝固不变的。随着认识的深化，我们会发现更多现存

文化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精神价值，也就会有新的种类进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当前的普查

和保护工作中，不必拘泥于某些定义的限制，而要注重实际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深化我们的认识。 其次，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认定要坚持科学性。特别是在确定各级保护名

录时，要坚持科学把握该项目的价值、濒危性和保护主体保

护行为的规范性，以及项目公布后保护工作的示范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

民俗旅游开发的角度认定文化保护项目；第二，用保护物质

文化遗产的标准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三，把文化表

现形式仅仅理解为艺术表现形式，不敢也不善于认定其他文

化表现形式的项目；第四，不能正确把握文化空间项目的认

定，往往将其分解为几种文化表现形式分别认定，割裂了完

整统一的文化空间形态。 再次，创新保护的基本方式，主要

有如下几项:第一，建立保护名录制度。第二，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转变为有形的形式。第三，在它产生、生长的原始氛围

中保持其活力。第四，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以生产

性方式保护。第五，保护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丰

富性，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性、独特性、多样性，决定

了保护方式也是多样的。以上列举的几种保护方式，实施的

基础是立法保护。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只有有了健全

的立法保护，才会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



得到保证。 七、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落实 地方各级政府加强领

导，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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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及时研究制定保护规划，

加快法律法规建设，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加

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积极引导和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

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加强保护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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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广泛吸

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保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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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发挥专家的作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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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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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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