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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A 类〕

〔公开〕

昆文旅函〔2019〕38 号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33313 号
提案答复的函

叶明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昆明故事非物质文化,打造

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方针，我市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取得了一定

成效。在全市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逐级申报，

我市逐步了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截至目前，

昆明市非遗四级名录项目共计 58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7 项，省

级项目 55 项，市级项目 248 项，县级项目 274 项；共有代表性传

承人 509 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 7 人，省级传承人 60 人，市级传

承人 150 人，县级传承人 292 人。2007 年，我市采取在昆明市文

化馆挂牌的方式，成立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市

文化馆划拨人员专职从事非遗保护工作。同时，我市非遗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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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面临较大困难和问题，如受现代化和城镇化冲击严重，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能较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保护机构不健全，人才队

伍不稳定；保护工作缺少创新促进机制；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

制约了我市非遗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提案办理情况

（一）加强制度建设，以地方立法的方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2015 年，我市启动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立法工作，2018 年 7 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

导，···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数字化保

护，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共享平台”、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知识产权创

造和运用工作”、“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及其他行业协

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对传承人才队

伍培养、分类保护等内容也做了相关规定。

(二) 因地制宜创新保护。我市对非遗资源集中、传统文化形

式和内涵较为完整、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村镇，设立民族传统文

化生态保护区，进行整体性保护，目前，我市共有省级民族传统

文化生态保护区 3 个，市级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之乡）

34 个；对一些群众基础好、有市场前景的织染刺绣、竹木雕刻、

金银器制作等传统技艺，如刺绣、乌铜走银、云子（围棋）等，

通过政策帮扶，资金扶持等措施，进行生产性保护；对基础条件

较好、持续开展传承活动且效益显著的单位，申报命名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以鼓励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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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共有省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 4 个，命名市级非遗保护传承基

地 14 个。我市还将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属性和存续状况，进

一步细化完善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

护等分类保护措施，制定分类保护相关办法。

（三）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合理利用。为推动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融入现代生活，2019

年 3月，市文旅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昆明市贯彻

落实<云南省传统工艺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尊重传统

与创新创造并重、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并重、产业融合与改善民生

并重的基本原则，提出建立市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壮大传统工艺

传承人队伍，提升创意创新能力和品牌意识，规划形成历史经典文

化特色区域，打造展示展销空间等九项任务。

（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我市鼓励和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工作，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及其他行业协会参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经向知识产权部门征求通过申请专利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专利权对保

护对象的要求是具有工业实用性、新颖性和具有创造性的技术方

案或外观设计，而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悠久，

广泛使用中自然丧失了新颖性和创造性。再加上申请专利权的产

品，应该是可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而大多数民族传统手工制品

是靠拥有技术的人来完成的，无法要求其有统一的制式标准，更

难以用机器进行工业化生产，造成了民族手工技艺因其自身特点

的限制，往往无法达到申请专利的要求，因此也给利用专利权的

相关规定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一定困难。但对于部分尚未



— 4 —

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符合《专利法》的相关要求，能确

定传承的权利主体，可以由权利主体申请专利，从而进行保护。

（五）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是于

2011 年成立昆明市非遗协会，主要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开展非遗保

护相关工作，为各单位、团体提供非遗保护咨询服务，编辑出版

非遗保护书籍等。目前共有圆通动物园、黑龙潭公园、昆明东木

文化传播公司等 15 个会员单位，个人会员 200 余人。二是整合牛

街庄滇戏博物馆、古渡梨园滇剧花灯传习馆、呈贡七甸滇剧传习

馆等民间滇剧演出团体，成立昆明滇剧艺术团，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组织开展滇剧公益演出、传统剧目复排等，促进滇剧

保护传承。三是与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合作，在昆明学院设立非

遗保护研究基地，与昆明学院共同组织开展非遗传承人培训等。

此外，积极组织在中小学校开展“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命名“非

遗传承示范学校”，营造非遗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六）积极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一是积极申

报命名非遗保护传承基地。目前，我市共有官渡古镇、牛街庄滇

戏博物馆等省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 4 个，命名石林民族小学、云

南沙式武术传习基地等市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 14 个。二是扶持非

遗资源集中的地区开展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旅游活动，如争

取资金支持石林县撒尼刺绣传习中心、石林县非遗展示传习中心

建设，此外，我市自 2011 年起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官渡

古镇举办中国（昆明）官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系列活动，

2019 年 6 月成功举办第九届联展活动，共有 18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 100 个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参展，在全国非遗展会中树立了

良好的公益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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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抓好《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昆明市贯彻落

实<云南省传统工艺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等的贯彻落实，逐

步解决制约我市非遗保护工作的资金、人才、机构等问题和困难，

积极探索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提升我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逐步健全完善可持续的非遗保护机

制，让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加大对非遗项目保护

力度，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化、自媒体化保护，

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鼓励和指导非遗传承人利用微

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现代传媒手段，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

遗产。三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争取建立综合性的非遗展示传承基地，充分发挥非遗

基础设施在宣传、展示和传习方面的作用。四是积极借鉴发达地

区经验，鼓励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民间组织，在政

府指导下承担起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公益性工作，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2019 年 6 月 17 日

（联系人及电话：段钟一，65379064）



— 6 —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