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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日益严重，保护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构建为“如

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法。本文梳理了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机制概念与内涵的界定，系统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研究发现，目前国内

学者基于多元化视角研究视角，就法律、人员、方法、技术等要素开展了实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了解和把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构建动态，将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

突破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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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xti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protection problem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
tion mechanism provid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reviews domestic scholars’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at 
present,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empirical research on law, personnel, methods,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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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based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have accumulat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dynamics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echanism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break-
through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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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 2003 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在各国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积极倡导之下，学界和业界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希望以《公约》为

基础，通过资源整合与协同合作，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深入，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明显增多，但因其涉及领域较多，文献繁多且冗杂。因此，本文将

梳理和总结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现状，为国内学者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提

供有益思路。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概念与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源自文化遗产，被认为是文化遗产中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一种存在形

态 [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

有时是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

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这一表述多年来仍被视为界定某种文化品种是否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标准，但国内学者发现概念界定与申报认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微妙的差别。向云驹(2004)
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范畴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广义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前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全部口头形态、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 [3]。乌丙安(200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指在特定民族或地区群体中世代传承的，有较大影响的有突出价值的文化表现形态 [4]。王文章(2006)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表现人们生活、生产方式，通过一定物化形式呈现的文化遗产 [5]。根据上述

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紧密相连，必须以人为载体。据此，我们可以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界定为一种需要以人为载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是用某些方法、措施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没落、消亡现状的行为。 
“机制”一词最早来源于机械学领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6]。从词源上看，“机制”主要包

括两层含义，一是机器由什么构成，包含哪些要素；二是机器怎样工作，有什么原理。随着社会发展，

学者在引用的过程中，又结合学科背景，在不同领域赋予“机制”一词不同含义。在自然科学领域，“机

制”也被称为“机理”，是指自然现象产生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如生物机制、化学机制。在社会科学领

域，“机制”被认为是具体系统中驱使或者阻止子系统转变的进程 [7]，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相比而

言，社会科学学者对“机制”一词进行了引申，更加强调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8]。但不管是

哪种含义，“机制”主要通过揭示系统的要素、结构及相互作用来解释系统的运行过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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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研究的兴起，周耀林和叶鹏(2014)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进行了简

单的定义。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各类要素集合的制约与作

用 [10]，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视为一种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整合社会资源的中介物。

与周耀林和叶鹏不同的是，张博文(2018)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是多种保护模式与保护措施的集合

体，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等方面形成的保护规范 [11]。上述定义虽然从不同角度

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但根据邦格对机制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机制应该是一个系统转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理解为使用一系

列方法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不断完善，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过程。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两种研究类型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刚性保护机制与软性保护机制。

刚性保护机制主要围绕强制性保护展开研究，从法制层面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研究中侧重于

明确法律保护、经济保护的研究。软性保护机制则主要围绕专业性保护展开研究，侧重于人才培养与开

发利用的研究。 

3.1. 刚性保护机制 

3.1.1. 以法律保护为中心的研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中，法律保护早在 20 世纪末期就已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2]。作

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初具规模，其

成果离不开我国学者不断开展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法律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完善相关

法律、设置保护机构和加强传承人保护三个方面。 
在完善相关法律方面，国内学者关注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欠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者曾提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应走体系化

的立法之路，建立一种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体系 [13]  [14]。不少学者相继借鉴了这

一理念，对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进行了分析。任学婧和朱勇(2013)针对立法上存在的权属

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完善《知识产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配套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

护具有重要作用 [15]。丁朋超(2018)也指出要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的有效恰

接，改进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不足的问题 [16]。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地方立法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同样具

有重要作用。若说国家立法是从宏观角度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综合性的保护，那么地方立法则通过法规

政策对文化遗产实施具体保护 [17]。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各省市陆续出台并完善了各种非遗保护法

律，例如，2015 年，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并将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申报地理

标志、登记版权等写入条例中。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地方立法能立足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与文化环境，对

已有法律和法规做出补充规定 [18]  [19]。 

在设置保护机构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吸收了国外保护的先进经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实践中机构设置的必要性 [20]  [21]。有学者对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进行了研究，认为专门

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职能 [22]。在此

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者相继发现专门保护机构会引导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

别是在收集资料和建立保护制度方面，专门保护机构结合现实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从而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效率 [23]  [24]。李荣启(201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机构是保

护工作的实施者、实践者，即要实现国家政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保护方略，离不开各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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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构的作用 [25]。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保护机构的职能，涉及管理、科研、教育、收藏、

宣传等多个方面 [26]  [27]。在学者们的号召下，我国开始逐步完善保护机构的职能与作用，各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陆续建立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在加强传承人保护层面，我国学者以法律制度明确了传承人的认定标准、传承人的认定方式和传承

人的权利义务。相关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得到认定对继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重要影响 [28]  [29]。有鉴于此，有学者探讨了传承人认定的法律标准，认为传承人应具有技艺性、权威性、

能动性、影响力等特性， [30]  [31]这为认定和保护传承人提供了基础条件。此外，学者们还探究了传承人

认定方式，他们发现，现有的传承人认定方式较为单一，代表性传承人为主要的认定内容，但在实际的

传承过程中，一般传承人与传承团体也履行着传承义务，因此，需构建多元的传承人认定模式 [32]  [33]。
另外，法律保护中传承人的权利义务是否有明确的规范对保证传承渠道的畅通和传承方式的合理具有重

要影响 [34]。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法律手段保证传承人的自主传承权和惩戒权，明确传承人的发展、保护、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义务势在必行 [35]  [36]。从这一点来说，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 

3.1.2. 以经济机制为中心的研究 
完成一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资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投入大的公

益性事业，必然也离不开这一前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早期，有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可靠的经费

支持与完善的资金投入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影响 [37]。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专项基金被纳入财政预算中，用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研究等活动 [38]。但

从具体情况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还远远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需求 [39]。因此，

袁同凯(2017)借鉴了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资金投入机制，提出了民间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和

个人的资金也可以成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柱 [40]  [41]。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财政建设主要以各级政府的拔款为主，辅以相关组织和个人的资助 [42]。 

3.2. 弹性保护机制 

3.2.1. 以人才培养机制为中心的研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人才培养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颇多关注，学者们对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研究发现，专业人才缺乏、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存在

的普遍问题 [43]。因此，构建人才培养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申茂平等人(2009)针对人才培养问题开展

研究，发现学校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 [44]  [45]。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钱益汇

和黄琎(2013)对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建设独立学科、开设相关课程等对策 [46]。
此外，施沛琳(2019)认为文化部门与民间团队资源也需要参与到人才培育与接班人养成中 [47]。在这一研

究的影响下，各地知名学校开始与非遗保护行业合作，开设了各种非遗学习课程。 

3.2.2. 以开发利用机制为中心的研究 
将开发利用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学界普遍探究的议题，学者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一种

文化资产 [48]，研究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既如何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加工、改造或包

装 [49]  [50]。其中，开发利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旅游开发与数字化开发。 
在旅游开发方面，现有研究特别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认为旅游项目设计是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手段 [51]。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蕴

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52]。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旅游开发并拓

展旅游业的发展空间 [53]。曹诗图和鲁莉(2009)通过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适应性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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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只能依托于景区，以“体验式旅游”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

组和包装；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可通过静态展示，商品售卖的方式来彰显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则可通过参与式体验来使游客感受各地民俗的吸引

力 [54]。在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层面，范玉娟(2007)提出了形象经营、休闲演艺、节事旅游和旅游商品开发

等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55]。肖瑜(2010)在研究大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时提出

了主题旅游线路模式、展览模式、博物馆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模式 [56]。此外，还有静态开发模式 [57]、
景区依托式和市场依托式模式、 [58]主题深入式以及附着扩展式等 [59]。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会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造成破坏和影响，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试图用保护性开

发来解决这一问题 [60]。目前在该领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关注到了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的作用，提出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旅游发展、旅游发展带动经济提升、经济提

升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运营模式 [61]。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开发利用是最为广泛的一种非遗保

护模式，也是与各行各业结合得最为紧密的行业之一。 

在数字化开发层面，学者们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数字资源库是较为常见的储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手段。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经营，并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62]。AR 技术可以将数字化开

发与原生态保护相结合，形成保护与开发双赢的良好态势 [63]。此外，数字化技术还能搭建起宣传和展示

的平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与利用 [64]。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非遗数字化展示、非遗数据库建设以及非遗数字化信息传播三个方面 [65]。此外，在数字化开发模

式的研究中，有学者探讨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观等公共服务机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的

运作模式与实现策略 [66]  [67]。进入 21 世纪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传统行业赋予了新的技术与模

式，最为直观的例子是 3D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更多非遗能展示它们的美。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研究涉及保护法律、保护制度、保护机构、保护人

员等多个方面。既有宏观层面的立法保护，又有微观层面具体保护行为。在研究中，刚性保护机制主要

起到规范、强制保护的作用，而软性保护机制则是起到专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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