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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人文资源法律保护
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国际公约与外国制度，我国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实践与经验等
。
《人力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可供相关研究的同人们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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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东方，男，北京大学金融证券法博士后。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代表性著
作：《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独著）、《公民的物权》（合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合著）、《市场管理法教程》（主编）、《经济法案例教程》（主编）等。
代表性论文：《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其社会公共利益的本位性》、《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政府监管的缺陷与证券监管的适度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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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节 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一、从“文化遗
产”到“人文资源”措辞转换的意义二、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三、“文化遗产”双重价值之间的平衡
应由法律规制第二节 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主旨：人文精神的维护和重构一、人文资源法律保护对传统
人文精神的维护——文化贬损的防止二、人文资源法律保护对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肯认——重构
人文精神三、人文资源法律保护对文化遗产“双重价值”的肯认——协调利益分配第三节 人文资源法
律保护的实证分析一、案情简介——《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带来的讨论二、《乌苏里船歌》著
作权纠纷案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第四节 权利、义务分配以及救济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权利主体的
确定二、权利内容的界定三、文化的解释权的主体四、权利的救济五、结语本章参考文献第二章　人
文资源法律保护的国际公约与外国制度第一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一、物质文化
遗产法律保护制度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三、结语第二节 欧美国家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
一、欧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沿革二、欧美国家对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等概念的使用和界定三、
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指导思想四、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措施和法律制度五、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主要
机构及其职权、职责六、欧美国家的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本节参考文献第三节 日本文
化财法律保护制度一、日本文化财法律保护的沿革二、日本文化财法律保护的体系三、日本文化财保
护的法律原则四、日本文化财法律保护的基本制度五、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实例六、日本文化财法律
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本节参考文献第四节 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一、韩国文化财保护导论
二、韩国文化财保护立法的沿革三、韩国文化财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四、韩国文化财保护的组织机构
及其职能五、韩国文化财保护的经验本节参考文献第五节 我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制度一、对相关
概念的辨析二、我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三、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法的主要内容
四、对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制度三对核心关系的剖析第三章　我国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实践与经验
——对国家与民问两种保护力量的解读第一节 来自国家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一、国家保护从无序到有序
——规则确立的沿革二、国家保护人文资源的主要规则三、政府保护人文资源的计划及实施状况四、
国家保护实践的经验总结第二节 来自民间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一、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保护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民间保护三、民间保护人文资源的经验总结四、结论第四章　人文资源保护法的立法思考
第一节 人文资源法律保护的经验总结和对策探讨一、人文资源保护法的既有经验总结二、我国人文资
源保护法的立法对策第二节 我国人文资源保护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别问题探讨第五章　
人文资源典型保护规则解读第一节 保护人文资源的重要国际性文件解读一、《雅典宪章》、《威尼斯
宪章》以及《华盛顿宪章》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三、《保护民间
创作建议案》四、国际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国际文化观光宪章》五、《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节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人文资源保护立法解读一、日本《文化
财保护法》二、中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节 我国保护人文资源的主要立法及重要政策解
读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三、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
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及《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五、《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通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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