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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

根据 2003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现有保护人权和土著人民权

利的国际准则性文件的精神 ，制定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 。该等伦

理原则代表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理想原则 ，被广泛地认为构成直接或间接影

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 、组织和个人的优秀实践 ，以确保其存续力 ，由此

确认其对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该等伦理原则是对 2003 年《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公约》、实施《公约》业务指南和各国立法框架的补充 ，旨在作为制

定适合当地和部门情况的具体伦理准则和工具的基础 。

1 . 社区 、群体和或有关个人应在保护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

作用。

2 . 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而继续进行必要

实践 、表示 、表达 、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应予以承认和尊重 。

3 . 在国家之间以及社区 、群体和有关个人之间的互动中 ，应尽量相互尊

重并尊重和相互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 。

4 . 与创造 、保护 、维持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 、群体和有关个人

之间的所有互动 ，应以透明合作 、对话 、谈判和协商为特征 ，并以自

愿、事先、持续和知情同意为前提 。

5 . 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对其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有必要的工具、

物品 、人工制品 、文化和自然空间和回忆地点的享有应予以保证 ，包

括在存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对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方面的的习

俗做法应予以充分尊重，即使这种尊重可能限制更大范围的公众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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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各社区 、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该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对其价值的判断。

7 . 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 、群体和个人应从保护该遗产所产生的精

神和物质利益中获益，特别是社区成员或他人对其进行的使用、研究、

文件编制 、推介或改编 。

8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和鲜活本质应持续获得尊重 。真实性和排他性

不应构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忧和障碍 。

9 . 社区 、群体 、地方 、国家和跨国组织和个人应对可能影响非物质文化

遗产存续力或相关社区的任何行动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短期或长期、

潜在和确定影响进行仔细评估 。

10 . 社区、群体和相关个人应在确定何物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威胁（包

括脱离情境 、商品化和失实陈述）以及确定如何防止并减轻该等威胁

时发挥重要作用 。

11 . 应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及社区 、群体和个人的特性 。就社区 、群体和

个人承认的价值及文化规范敏感性而言 ，在设计和实施保护措施时应

特别考虑性别平等 、青年参与和对族裔特性的尊重。

12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应通过双边、次区域、

区域和国际各方合作进行；但是 ，不应将社区 、群体和有关个人同其

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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