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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云霞主编的《文化遗产法教程》是2011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文化遗产法
教程”的终期成果，是我国第一部文化遗产法领域的系统教材。

本教程共分八章，从概要阐述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价值以及文化遗产法的调整对象、意义等入手
，全面阐释了中国文化遗产法的框架体系、历史沿革、主要原则和基本制度，重点介绍了不可移动文
物、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并对国外文化遗产法的经验和我国文化遗产法
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文化遗产法教程》的出版能够积极促进我国文化遗产法学科的发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向前迈
进。
它不仅可供高等院校法学、文博学、民俗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文化遗产法之用，也可
用作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职能部门及相关文化单位工作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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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文化遗产法研究的开创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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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化遗产概述
    第一节  文化遗产的概念
    第二节  文化遗产的分类
    第三节  文化遗产的特征 
    第四节  文化遗产的价值 
第二章  文化遗产法概述
    第一节  文化遗产法的调整对象和特征 
    第二节  文化遗产法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节  中国文化遗产法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文化遗产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文化遗产法的基本渊源
    第一节  宪法及宪法性法律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基本法律
    第三节  其他相关法律
    第四节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地方性法规、规章  
    第五节  中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
第四章  不可移动文物的法律保护
    第一节  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主体
    第二节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制度
    第三节  侵犯不可移动文物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可移动文物的法律保护 
    第一节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主体和经营主体 
    第二节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制度 
    第三节  可移动文物流转的法律规制 
    第四节  侵犯可移动文物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与保护主体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节  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世界各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验  
    第一节  法国   
    第二节  意大利   
    第三节  美国  
    第四节  英国  
    第五节  日本  
    第六节  韩国  
第八章  文化遗产法制建设中的热点问题
    第一节  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第二节  新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第三节  世界遗产的法律保护
    第四节  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第五节  文物的跨国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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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共7章53条，对文物行政处罚应当遵循的原则、案件的级别
管辖、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决定（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等内容作出规定。
规定是针对当时某些地区文物行政处罚行为没有得到有效规范、文物行政处罚管理比较混乱的状况制
定的。
规定施行后，对于文物行政管理工作的改善和行政执法的规范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考古发掘管理办法》 考古发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
为了加强考古发掘管理工作，《考古发掘管理办法》于1998年7月15日发布施行。
 《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共7章33条，主要对该法适用范围、考古发掘资格审定、项目申请和审批、项
目执行和监督、考古资料与发掘报告、奖励与惩罚等内容作出规定，是开展为科学研究而进行的主动
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规范上述行为的法律准绳。
 （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履行1972年《保护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于2006年11月14日公
布并施行。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共22条，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主管部门、制度保障、保护规划、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警示名单等内容作出规定。
为了保证该办法能得到有效实施，以《文物保护法》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依据，国家
文物局制定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监视巡视、专家咨询等制
度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规章 在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以前，已经有一些部门
规章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及管理，如2006年11月2日起施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年6月14日起施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暂行办法》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后，并没有否认以上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因此，这些部门规章仍然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法律渊源。
 此外，文化遗产保护的部门规章还有《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
程管理办法》、《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
相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而言，文化遗产部门规章数量较多，规定更为具体，也更具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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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遗产法教程》是2011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文化遗产法教程”的
终期成果，是我国第一部文化遗产法领域的系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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