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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修订文物保护法
完善文物保护制度措施，针对破坏文物违法行为，多措并举加大处罚力度

“阔别”三年 福马重新开赛
将于12月17日开跑，比赛线路贯穿福州著名景点和区域，预计有5万人参赛，分全马、半马

和健康跑三个项目

“女儿”来电被绑架？是AI拟声诈骗！
事发泉州，一女子惊慌中汇出2.4万，幸好转账时被赶来的民警劝阻

茶叶过度包装
福建多家公司被曝光

A03

A05A04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
华优秀文明资源。现行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11月公布，曾作过5次修正，2002
年作过一次全面修订。新时代文物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文物保护领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文物事业发展需要，亟须作出修订。

10月20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首次
审议。修订草案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体现新时代对文物工作新要求；坚持把保
护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妥善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推动
文物合理利用；多措并举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文物违法行为。

据介绍，此次提请审议
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牢
牢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管理
制度，将一些实践证明的有
效制度上升为法律。例如，
将体现“先考古、后出让”精
神的规定写入修订草案，增
加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

划制度、地下文物埋藏区和
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进一
步强化了各级政府对确保
文物安全的责任等。

“现行法律对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管理规定较为
完善，但针对未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
动文物的保护管理措施不

够明确，给实践工作带来
很多困扰。”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文化室原主任朱兵
说，“修订草案明确各级政
府要把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
把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利
用好。”

修订草案重视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增加
涉及文物保护的投诉、举报
制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文物行政部门或者相关
执法部门应当公开投诉、举
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
处理涉及文物保护的投诉、
举报，还提出新闻媒体要开
展舆论监督。

要发挥文物历史的承
载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就要
让文物“活起来”。在确保
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文
物有效利用已经成为社会
共识。

对此，修订草案鼓励文
物保护利用研究，在确保文
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
效益优先，合理利用文物资

源。同时，加强文物保护数
字化工作，推进文物资源数
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

“目前，在文物利用方
面，既有开放程度不高、利用
手段不多、社会参与不够等
情况，也存在过度开发、不当
利用等问题。”朱兵说，“修订
草案在总则中明确了文物合
理利用的基本原则。同时针

对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
等不同类型的文物明确了多
种展示其价值的方式，例如
通过建立博物馆、纪念馆、保
管所、考古遗址公园等方式，
可以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
保护，展示文物价值，开展宣
传教育；通过借用、在线展览
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馆藏
文物利用效率。”

近年来受到好评的文
创产品，是让文物“活起来”
的有益实践。“文物的活力
在于融入生活、回归社会、
服务人民。此次通过文物
保护法的修订，进一步明晰
未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
和利用方向。以法治护航，
让文物‘活起来’大有可
为。”朱兵说。

对有关文物的违法犯
罪行为，必须加大处罚力度，
确保有效打击违法行为。

对此，修订草案规定文
物行政部门或者有关执法
部门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时可以采取的措施；补充完
善有关法律责任，增加责令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
费用、吊销许可证书等规

定；增加行政处罚类型，设
定不同档次的处罚并相应
提高罚款额度等。

“从实践中不难发现，
当前文物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特别是文物法人违法行
为屡禁不止，惩治力度不够
是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王云霞注意
到，修订草案进一步加大文

物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例如
修订草案大幅提高了处罚
金额，造成文物损坏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

“相信通过加大处罚力

度，将为开展文物执法提供
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发挥有
效震慑作用。”王云霞表示。

近年来，多地检察机关
围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开展相关公益诉讼探索，进
行一些积极尝试。此次修
订草案也明确了人民检察
院可以对有关违法行为提
起公益诉讼。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
升文物保护和追索能力，
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从海
外追索流失文物。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已经
促成了 1800 多件流失文
物回归祖国。

为帮助海外流失文物
尽快“回家”，修订草案明
确了流失文物追索和国际
文物返还合作制度。

例如，修订草案明确，
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
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
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
不受时效限制。

又如，修订草案规定，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依法
会同有关部门对因被盗、
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
物开展追索。

文物追索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中国政法大学国
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认

为，为进一步通过国际合
作打击盗窃、盗掘和走私
文物犯罪活动，修订草案
增加有关“对等原则”表
述，规定对非法流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文
物，根据有关协议或者对
等原则与相关国家开展返
还合作。

“此外，修订草案将外
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按
照有关国际公约通报或者
公告的流失文物纳入禁止
买卖文物的范围，既体现
了我国积极履行国际条约
的义务，也展现了大国担
当，有利于促进国际文化
遗产领域交流合作。”霍政
欣说。

修订草案明确，国家
支持开展考古、修缮、展
览、科学研究、执法等文物
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增
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看点一：坚持保护第一，完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

看点二：促进合理利用，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利用

看点三：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打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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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四：
加强文物追索，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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