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统计表
共计 3610 个·2006 年（第一批）763 个·2008 年（第二批）1352 个·2011 年（第三批）567 个·2014 年（第四批）463 个·2021 年（第五批）46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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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 24 15 18 25 28 12 30 54 12 39 257 168 89

2 山东省 27 18 13 33 13 15 28 19 6 14 186 121 65

3 山西省 10 18 14 38 11 6 19 35 8 23 182 110 72

4 广东省 4 13 32 21 5 5 32 18 10 25 165 97 68

5 河北省 5 23 11 36 9 24 15 21 4 14 162 95 67

6 江苏省 11 21 9 22 10 2 31 38 6 11 161 88 73

7 贵州省 11 20 17 14 3 4 12 31 9 38 159 96 63

8 四川省 7 23 20 11 6 4 25 38 3 16 153 106 47

9 福建省 3 9 8 24 7 7 19 33 6 29 145 98 47

10 云南省 19 14 30 17 2 2 6 24 6 25 145 118 27

11 湖北省 21 28 12 25 13 4 14 10 6 12 145 80 65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 28 16 5 9 9 25 7 22 140 99 41

13 湖南省 9 16 13 32 6 4 15 19 6 17 137 85 52

14 河南省 10 13 10 29 5 10 14 14 6 14 125 83 42

15 北京市 8 4 9 5 7 12 18 41 9 7 120 74 46

16 内蒙古自治区 8 23 5 5 6 9 9 15 7 19 106 66 40

17 西藏自治区 3 6 33 9 1 2 12 18 9 12 105 65 40

18 安徽省 5 9 10 25 2 4 9 25 3 7 99 70 29

19 陕西省 7 15 6 18 8 2 12 12 2 9 91 58 33

20 青海省 9 15 9 3 4 3 11 11 6 17 88 62 26

21 江西省 1 7 11 17 6 1 11 21 1 12 88 46 42

22 甘肃省 7 12 11 11 7 1 8 12 2 12 83 55 28

23 上海市 2 9 4 7 5 4 10 19 11 5 76 41 35

24 辽宁省 6 9 9 10 12 2 14 4 2 8 76 42 34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 6 9 9 7 3 1 3 8 1 23 70 51 19

26 吉林省 2 10 6 3 6 5 2 6 3 12 55 36 19

27 重庆市 3 14 4 3 6 1 7 7 4 4 53 30 23

28 中直单位 1 1 2 1 2 4 12 13 11 47 42 5

29 天津市 1 5 1 4 7 8 3 8 8 2 47 19 28

30 海南省 11 3 6 2 12 10 44 32 12

31 黑龙江省 1 7 1 3 7 1 6 6 2 8 42 21 21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3 1 1 1 5 7 4 5 28 12 16

33 香港 2 1 1 2 6 12 3 9

34 澳门 1 2 1 1 2 4 11 6 5

3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 1 2 7 3 4

合计 251 431 356 473 213 166 417 629 182 492 3610 2278 133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保护对象予以确认，以便集中有限资源，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进行重点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

拟订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履行《公约》缔约国义务的必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国

务院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国务院先后于 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 2021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前三批名录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实施后，第四批名录名称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155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级项目”），按照申

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 3610个子项。为了对传承于不同区域或不同社区、群体持有的同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确认和保护，从第二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开

始，设立了扩展项目名录。扩展项目与此前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名项目共用一个项目编号，但项目特征、传承状况存在差异，保护单位也不同。

国家级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门类，其中五个门类的名称在 2008年有所调整，并沿用至今。十大门类分别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每个代表性项目都有一个专属的项目编号。编号中的罗马数字代表所属门类，如传统音乐类国家级

项目“侗族大歌”的项目编号为“Ⅱ-28”。
批次 5类别 10项目 1557子项 3610

http://www.ihchina.c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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