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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门联合部署加强文物科技创新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 13个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意见》旨在

破解制约文物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补强文物科技短板，支

撑引领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共分为总体要求、优化文物科技创

新布局、建强文物科技创新平台、壮大文物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完善文物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实施保障等 6个部分。

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意见》结合文物领域科技发展现状和趋势，明确了“突出

重点、筑牢基础、以人为本、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到 2025年，

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和地区性文物科研机构，形成科研方向稳

定、结构合理的科研人才梯队，在重点领域突破一批文物保护和

考古关键技术，形成若干系统解决方案。到 2035 年，建立跨学

科跨行业、有效分工合作的文物科技创新网络，建成文物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体系和共享服务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科技

创新系统性理论、方法与技术。

主要内容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围绕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建设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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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针对我国文物科技有效供

给不充分、文物科研机构小散弱、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科技资源

配置不均衡、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优化文物科技

创新布局、建强文物科技创新平台、壮大文物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完善文物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等四个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共提出

16条举措。

优化科技创新布局

《意见》围绕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需求，对文物领域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文物专用装备升级、深化考

古重大课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及文物领域标准化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任务部署。重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

理论体系，加强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集成，突破一批关键装

备、器件、软件系统及专用材料，大力发展考古方法与技术，统

筹实施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平台建设、科技成

果应用示范和技术培训，健全科技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

基地平台建设

《意见》统筹考虑中央级和重要文物大省文博单位科研能力

建设，重点实施“文物科创 2035 工程”，培育建设考古、文物保

护等相关方向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强国家文物局科技创新基地及

工作站能力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和创新优

势，加强跨学科、跨领域业务联系与合作。适应大科学时代创新

活动特点，加快建设文物科研标本库、数据库、实验平台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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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统筹推进文化遗产国际学术

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

壮大人才队伍

《意见》统筹人才培养和使用两个方面加强文物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一方面，通过学科专业建设、扩大招生规模、完善培养

机制等举措，强化科研人才力量储备，注重对战略科学家和科研

领军人才的发现、培养以及创新团队建设。比如，继续实施“文

物优秀青年支持行动”；推动文物科学与技术相关学科建设，加

大文理交叉的文物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等。另一方面，优化文博机

构岗位结构，解决文物行业科技人才容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

等问题，全面提升文物科技人才规模和质量。

完善激励机制

《意见》围绕文博单位科研管理体制落后、科技奖励激励不

足、企业参与创新不足等问题，重点从优化完善文博单位的科研

管理规定、实施科技创新激励奖励政策、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

机制等方面，推动有关科技创新政策在文物行业落地。比如，承

担国家级科研任务的文博单位在科研资金管理使用、科研人员因

公出国等方面享受科研机构同等政策；试点部分研究型文博单位

享受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政策等。

（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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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强科技短板 赋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权威部门解读《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

日前，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 13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科技支撑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专项部署。

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我国文物

事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文物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存在多重短

板。“与国际文化遗产强国相比、与其他领域相比，文物领域科

技创新水平相对落后，难以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

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一背景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国家文物局会同多部门

起草了《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多部

门联合印发。《意见》旨在破解制约文物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

题，补强文物科技短板，支撑引领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重点领域技术突破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结合文物领域科技发

展现状和趋势，明确了“突出重点、筑牢基础、以人为本、改革

创新”的基本原则。到 2025年，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和地区性文

物科研机构，形成科研方向稳定、结构合理的科研人才梯队，在

重点领域突破一批文物保护和考古关键技术，形成若干系统解决

方案。到 2035 年，建立跨学科跨行业、有效分工合作的文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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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网络，建成文物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和共享服务机制，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科技创新系统性理论、方法与技术。

在文物领域重点技术研发方面，《意见》提出，重点突破石

窟寺、古建筑、土遗址、壁画等文物病害无损/微损探测、诊断、

防治和保护效果评价关键技术；研发出土出水脆弱文物应急保护

及修复技术，优化纺织品、竹木漆器、纸质、金属、陶质彩绘文

物成套保护技术；构建适用于文物火灾、洪水、震动/振动、盗

窃盗掘、人为破坏等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和防范技术体系，形

成系统解决方案。推动文物资源数字化、智慧博物馆建设、大遗

址展示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文

物科技创新研究。

技术突破离不开科研硬实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和生表示，我国日益强大的科技创

新实力能够为文物事业提供有力支撑。他介绍，包括北京同步辐

射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国重器在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近年来积极将各类高能物理探测装置应用于文物工作，为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硬支撑。

加强文物科技研发能力建设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统筹考虑中央级和重

要文物大省文博单位科研能力建设，实施“文物科创 2035工程”，

培育建设考古、文物保护等相关方向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强国家

文物局科技创新基地及工作站能力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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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基础研究和创新优势，加强跨学科、跨领域业务联系与合作。

适应大科学时代创新活动特点，加快建设文物科研标本库、数据

库、实验平台等科技基础条件。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统筹推

进文化遗产国际学术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

此外，围绕文博单位科研管理体制落后、科技奖励激励不足、

企业参与创新不足等问题，《意见》重点从优化完善文博单位的

科研管理规定、实施科技创新激励奖励政策、完善企业技术创新

激励机制等方面，推动有关科技创新政策在文物行业落地。“比

如，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的文博单位在科研资金管理使用、科研

人员因公出国等方面享受科研机构同等政策；试点部分研究型文

博单位享受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政策等。”国家文物局相关负

责人说。

专用装备是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意见》

同样提出大力发展文物专用装备。坚持供给提升与需求牵引相结

合，深化“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的创新发展模式，在文物安

全防护、监测预警、巡查监管、预防性保护、修缮修复、展示利

用和田野考古等细分领域，突破一批关键装备、器件、软件系统

及专用材料，填补空白，实现装备供给、性能和质量提升。扶持

量小急需关键装备研发，规范市场需求量大、充分竞争性装备市

场环境，建立健全文物专用装备产业链、供应链。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此前也表示，我

国文物装备及应用发展应继续深挖行业需求，推动专业化装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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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突破，加快科研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应用，深化产需融合

发展，实现文物装备产业向系统化服务转变。

（来源：科技日报）

单霁翔：要让文化遗产资源
“美”起来、“活”起来

日前，在山西运城举行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思

客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在作主旨演讲时讲述了良渚古城遗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

观的申遗故事，生动阐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创新性，为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以下为演讲内容节选：

在 2005年的时候，我用了两天时间考察了运城的文物古迹。

运城、晋城、长治、临汾这一带，是中国早期的木结构古建筑群

最集中的地方，唐宋辽金元 70%的古建筑就在这个区域。我们当

时看了很多运城的文物古迹，感觉需要抢救性维修。第二年，国

家文物局安排了 6 个亿的资金，启动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

程。这是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大项目，抢救了大批早期的木结构古

建筑。

运城有太多的故事可讲了，因此我们应该向世界讲好运城故

事。我曾在山西参加大河文明旅游论坛，一位来自文明古国的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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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使在演讲时非常骄傲“自己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比中国早

了两千年”。过去在某些国际会议等重要场合上，一些人总是有

意无意地说：“中国实证的文明只有三千年，何谈五千年文明

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非常遗憾。从 2001年开始，国家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历史考古学家，在

中华大地上，从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到珠江等

地，满天星斗般地实证了中华文明。在世界遗产大会，10 个国

家的代表听完我们中方代表的陈述后激动地发言表示支持，大会

主席一锤定音，良渚遗址以 5300年的历史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遗址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不仅要把文化遗产

“保”起来，还要让它“美”起来、“活”起来。

十七八年前我去良渚遗址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浙江普通农村

的景象。在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乡镇企业，在最重要的莫角山

宫殿建筑群上是企业的水塔，大型的印刷厂覆盖了遗址很大的范

围，很多农民住宅就建在遗址上，周围乡镇开山取石……2006

年，考古学家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城墙，沿着城墙找城门，沿着

城门找道路，沿着道路找格局。三年时间发现了三套城墙遗址、

高坝低坝长堤的水利工程。

良渚遗址城墙发现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在良渚召开了大遗址

保护的良渚论坛。会议发言时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喊出了一个口号

“要让我们的考古遗址像公园般美丽”。因为只有让考古遗址进入

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才能喜爱它、呵护它、保护它，它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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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治久安。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

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遗址公园建设都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考古界与历史学界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建设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

良渚遗址变成考古遗址公园以后，是不是像公园般美丽？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恢复了它的山形水系、地形地貌、稻作农业景

观。那里 9个城门的格局中 8个是水城门。水塔拆掉以后，莫角

山宫殿建筑群得到展示，重要文物出土的地点得到保护性展示，

为此还建设了一个漂亮的博物馆。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良

渚遗址公园正式开园。作为顾问，我每年都去良渚遗址公园学习。

当看到每天几千人上万人来到遗址公园，这里成为了学习的课

堂，人们通过数字技术了解了五千年前人们生存的状况，年轻人

在遗址上举行文化活动，学习古人制玉、盖房子，秋天参加稻子

的收割……我非常感动。正是我们的努力，让一个考古遗址变成

了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绿洲”。

当时那位来自文明古国的驻华大使听完我讲的良渚遗址的

故事以后，便找到了我，向我表示感谢。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中国

也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我跟他说咱们都是五千年文明的国

家，但是也有不同，我们的五千年文明是没有中断过的五千年文

明。我觉得他听明白了。

讲好运城故事，需要推动我们的文化遗产走向世界。《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诞生，中国 1985年加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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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都有很多处世界遗产。

1987 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 6 项：长城、周口

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这次

申报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我们的遗产保护理念。比如过去，文物

部门保护泰山时保护的主要是泰山的摩崖石刻和古建筑。但申报

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发现摩崖石刻和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

的，摩崖石刻内容跟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中国政府就把

泰山整座山都给申报了。泰山申报成功后改写了世界遗产制定的

历史，过去的世界遗产只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泰山进入

以后出现了第三类——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不到 20年的时间，中国的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

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全部走向了世界，进入了世界遗产。

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成为世界遗产以后，

引发了强大的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我们手里一下有将近 70项

申报的预备名单，它们具备价值但要等待排队。当时我们还算，

一年成功两三项也要 20多年的时间，但 2004年在苏州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出台了一项文件，要求每个国家

无论大小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那么丰富的遗存，每年只能挑选一项，申报还不一定成功，对我

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每年有 130到 140个

项目申报，申报上去后专业机构严格审核会砍掉大半，剩下五六

十项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又会砍掉一半，每年真正成功的不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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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每年挑选一项意味着申报成功与否关系非常大，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挑选。2004 年高句丽王城与王陵及贵

族墓葬、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殷墟、2007年广东开平

碉楼与村落、2008年福建土楼、2009年山西五台山、2010年登

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 年西湖文化景观、2012 年元上

都遗址、2013 年哈尼梯田、2014 年大运河以及跨国申报的丝绸

之路、2015年土司遗址、2016年花山岩画、2017年厦门鼓浪屿

陆续申遗成功，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时，中国一跃成

为了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和意大利并列，都是 55

项。

我国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文化遗产申报

背后的目的是带有抢救性质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确实抢救、

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

我国今年进入世界遗产的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我们首次关

注到古茶林是在 2010 年普洱召开的茶马古道论坛。当得知千年

的普洱茶树，今天还生产着高品质的普洱茶，我们非常感动。世

界三大饮料中的可可和咖啡都有与之相关的世界遗产，而茶还没

有。所以，尽管将一种植物、一片古茶林申报世界遗产很具挑战，

我们还是坚持要申报。10 年申遗路，我们看到布朗族、傣族的

乡亲们坚持用千百年来传统的工艺生产优质的普洱茶，并把它送

往世界各地。当时，我们去体验交流，晚上点起篝火以后，当地

的布朗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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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宣誓搞好景迈山古茶林的保护，现在他们的申遗梦想成真。

今天，我们的理念在迅速地进步，我们意识到生态和文态是

不可分割的。

五台山提出申报世界遗产时，我们到现场一看，20 多处地

点全需要整治。原因是最核心的台怀镇古建筑群山下，小饭馆、

小茶馆、小酒馆等上千个“小门脸”把古建筑围得水泄不通。要成

为世界遗产，就要还原“深山藏古刹”的意境。后来，当地的所有

旅游设施被要求“退后”10里地。一年以后，“深山藏古刹”的意境

真的回来了，这个地方得到了长治久安的保护和文旅融合。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文明孕育的发祥

地，运城是黄河文明中闪耀的一颗明星，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运城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运城盐湖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

一。为保护生态，今天盐湖不再取盐，但是它应该成为我们黄河

文化公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同时，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城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物古迹就是解州关帝庙。关公文化深入人心，是世界性的理念，

应该得到弘扬。所以无论是盐湖还是解州关帝庙，都值得我们为

之不懈努力，争取早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遗产。

（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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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