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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研究》(作者高轩)通过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运行环节
和国际上相关的立法模式，着力探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制度缺失，提出适宜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立法模式，并系统地建立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理论体
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研究》对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制度将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同时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也是一种丰富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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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轩，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人。
法学博士，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专家库成员、广州市总工会劳工法
律服务专家顾问、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近年来，在《法商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副主编司法部高等院校规划教材《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参编《宪法》、《依法行政》、《较大的市政府规章制定权限研究》、《法治
政府建设实践与创新》等教材与专著多部；主持或参与国家与省部级课题研究七项、厅局级课题研究
十项；并有六篇论文分获全国和省市级奖项。
2006年至今，一直致力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研究，且参加教育部的相关课题研究并取
得了相应成果，代表性成果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宪政考量”（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1
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立法模式选择”{载《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节  研究的前提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第三节  历史的回顾与未来实践的展望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第二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
第一节  行政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独特价值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社会意义
第三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缺陷
第一节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现状
第二节  行政法保护理念的迷失
第三节  原生境人法律地位的缺失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界定标准的缺失
第五节  规则衔接制度的缺失
第六节  救济制度的欠缺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机制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机制概述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机制的种类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立法模式
第一节  国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立法模式
第二节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立法模式
第六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立法的应有内容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原则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第三节  主管部门及职责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确认
第五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及许可
第六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保护
第七节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确立
第八节  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
第九节  法律责任及权利救济
第七章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宪政考量及完善建议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立法背景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的意义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宪政考量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完善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

章节摘录

　　其次，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确认的专家咨询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本身就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的很多工作（如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鉴定、名录的编制等）如果没有专家学者的直接参与和把关，很难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
工作的顺利完成。
为此，应通过立法，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确认的专家咨询制度，规定相关专家学者的组成
、职责与职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确认把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建立坚实的理论
和实践基础。
　　最后，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确认的前提是掌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状态、类型、类别及生存状况等
，而要掌握这些情况，就必须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
因此，政府应积极、认真地进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而政府的普查工作必须要有法律依
据。
这样，建立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确认的重要内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政确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就是指有权的
行政主体根据一定的条件，对拥有或持有的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
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相关民族、社区、群落或个人等进行甄别，认定其中
符合条件的个人或组织为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这是对个人或者组织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的确定。
　　首先，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
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有群体传承、家庭传承、社会传承和神授传承等。
传承人资格的确认往往会引发一些争议，如一项传统技艺可能在其存在的社区有许多人都能掌握一些
，这样在对传承人认定时可能就会因选择传承人导致原生境人之间的矛盾。
“当这些传统工艺和商业密切结合时，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争议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如北京两家公司的‘泥人张’名称使用权之争、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与杭州‘张小泉’剪刀店的
正统之争就是典型案例。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方面，就应及时地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政确
认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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