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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不可移动文物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四章 馆藏文物 

第五章 民间收藏文物 

第六章 文物出境进境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

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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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

实物、代表性建筑；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

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并报国

务院批准。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

国家保护。 

第三条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

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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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

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

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四条 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方针。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

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

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

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

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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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

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文物； 

（三）国家征集、购买的文物；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保管、收藏单位

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 

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第六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

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

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七条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八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

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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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

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

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物的职责，

维护文物管理秩序。 

第十条 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

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 

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

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专门用于

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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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