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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 

第 1 号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 2018 年 12 月 10

日文化和旅游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雒树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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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维护和培育

文化生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

和旅游部同意设立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贯彻新

发展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四条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

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孕

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遗产丰富、

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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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报与设立  

第五条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依托相关行政区域设立，区域

范围为县、地市或若干县域。  

第六条  申报和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应本着少而精的原

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履行申报、审核、论证、批准等程

序。  

第七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一）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具有鲜明地域或民族特色，

文化生态保持良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是当地生产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有序，传承实践富有活力、氛围

浓厚，当地民众广泛参与，认同感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实物、场所保存利用良

好，其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良性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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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在地人民政府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集中、自然生态环境基本良好、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为完

整的乡镇、村落、街区等重点区域以及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所依存的重要场所开列清单，并已经制定实施保护办法和措施；  

（六）有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  

（七）在省（区、市）内已实行文化生态区域性整体保护两

年以上，成效明显。  

第八条  申报地区人民政府向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

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组织开展审核论证，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向文化和旅游部提

出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请。  

第九条  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的申请和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申请的相关文件；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  

（三）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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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省（区、市）内实行文化生态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相

关文件；  

（五）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条  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相关地区人民政府负责编制。编制工作应广泛听取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和当地民众意见，吸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

文化研究、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  

第十一条  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文化形态形成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现状、鲜明

特色、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描述和分析；  

（二）保护区域范围及重点区域，区域内县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物保护单位、相关实物和重要场所清单等；  

（三）建设目标、工作原则、保护内容、保护方式等；  

（四）保障措施及保障机制；  

（五）其他有关资料。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8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