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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非遗项目，传承民族文化。

● 鼓励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 支持非遗项目的研究、宣传和推广，提高社会认知度。

● 促进非遗与旅游、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经济发展。



● 政府财政拨款：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主要来源。

● 社会捐赠：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

● 基金收益：通过设立非遗保护基金，实现资金的增值和滚动使用。

● 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际组织合作，争取国际资金支持。



● 资金规模：根据非遗保护需求及财政状况设定。

● 分配原则：公平、公正、公开，确保资金有效使用。

● 分配方式：根据项目需求、地区差异等因素进行分配。

● 监管机制：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 绩效评估：定期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估，优化分配方案。



● 专款专用：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必须用于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 公开透明：资金使用过程需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 效益优先：注重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

● 可持续发展：资金使用需考虑非遗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 依法合规：资金使用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合规性。





● 申请条件：非遗项目需符合保护名录，具备传承价值。

● 提交材料：申请书、项目介绍、预算方案等。

● 审批流程：初审、专家评审、终审，确保资金合理分配。

● 公示与拨付：公示通过项目，及时拨付资金，保障项目顺利进行。



● 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人需提交详细的非遗保护项目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 初步审查：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确保材料完整、合规。

● 专家评审：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评估项目的非遗价值、保护意义及资金使用的合理
性。

● 审批决策：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决策，确定资金分配方案。

● 公示与监督：对审批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



● 公示渠道：政府官网、非遗保护机构网站等。

● 公示内容：审批通过的项目名称、资金额度等。

● 公示时间：审批结果确定后及时进行公示。

● 公示意义：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 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资金申请和审批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 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检查，确保资金合规使用。

● 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各方意见，优化管理办法。

● 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公开曝光，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





● 资助对象：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节庆活动等非遗项目。

● 资助方式：提供资金补助、设备购置、场地租赁等支持。

● 资助标准：根据项目规模、传承价值、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

● 资助效果：促进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 提供资金补助，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 设立传承人培训项目，提升传承人的技艺水平。

● 鼓励传承人参与非遗展示和演出，扩大非遗影响力。

● 资助传承人开展非遗项目研发和创新，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融合。



● 举办非遗展览、演出等，展示非遗魅力。

● 制作非遗宣传资料，提高公众认知度。

● 开展非遗知识普及活动，增强社会保护意识。

● 利用媒体平台宣传非遗，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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