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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遗
传资源则是生态平衡与人类生存安全的根本保障。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现代化在为人类社会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使一些民
族文化和遗传资源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基础和环境。
知识经济的来临、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的掠夺，
严峻的现实迫使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对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的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大国，也是遗传资源大国，云南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大省。
近年来，国内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与国际民族文化和遗传资源开发的浪潮汹涌，加之缺乏知识产权
的保护，使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在国内外“遭抢夺”、“流失”和“消失”的现象不断发生，保护民
族文化和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本书在对国内外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以云南丰
富的民族文化和遗传资源为主要对象，对国内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的资源状况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取得
的成就，以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改善云南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知
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而且可以为国内其他地区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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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就规定："省人民政府设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保护专项经费，专项经费由省人民政府拨款、社会筹集和接受国内外捐赠等构成。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补助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重大项目的保护与研究，征集收购民
间传统文化珍品、珍贵资料和实物下列项目，贫困地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以及民族民间
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命名表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于国家设立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研究、保护机构在研究、保护工作中必要的经费
，应当予以保障。
对于有重大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项目，应当给予专
项拨款。
"5.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机制云南还通过地方立法和采取专门措施，对集中体现民族创造才能的优
秀民族传统文化项目，特别是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以及濒危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进行了
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抢救、保护与合理利用。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规定："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设立云南省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2008年7月，云南省政府颁布《关于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发掘、整理和展示宣传，营建少数民族文化社区和文化生态区，有计划
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保存完整的少数民族自然与文化生态区"。
云南还计划创建16个特有民族文化保护区，9个特色文化保护区，50个省级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培
养100个民间大师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民族文化保护交流机制在做好抢救性保护工作的同时，云南省有关部门还注重民族文化保护的国内
交流，积极向其他地区学习保护经验，鼓励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的国内、国际交流活动，促进民族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2004年11月，《云南映象》剧组随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为配合国家领导人访问南美而主办的"感
知中国——中国文化南美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随后又赴巴西、阿根廷、美国等地演出，传播和弘扬
了云南民族文化。
2008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越南国家文化通信研究院共同主办"红河流域民族
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会议"，与会者就红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丽江的纳西古乐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演出和交流。
7.民族文化保护产业化促进机制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云南省制定了相关的优惠
政策，积极鼓励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商业化，通过商业化手段来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与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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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文化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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