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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资源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载体作用。但由于分布广泛、

保护不力等多种因素，部分红色资源遭到破坏。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重要工

具之一，逐渐渗透至文化建设领域，但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并未形成红色资源保护的完整体

系。因此，我们深入分析加强红色资源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上述四个层面提出保护红色资

源的现实路径，建议推进红色资源的概念界定以及红色资源保护法的制定；同时加大红色资源保护的执

法力度，明晰部门间权责；并深入贯彻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提升司法机关对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视

程度；积极引导公民行使监督权利、促进公民履行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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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witnes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red resources play an important car-
rier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However,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wide dis-
tribution and poor protection, some red resources have been destroyed. In the context of com-
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law,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ols for governing society,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but a complete system of red resource 
protection has not been formed at the level of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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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abiding. Therefore, we deeply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red resources, and give a realistic path for legal means to protect red resources from 
the above four levels, and suggest promot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d resourc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d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law enforce-
ment of red resources protection, clarify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departments,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fair justice, enhance the attention of judicial or-
gans to the protection of red resources, and actively guide citizen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super-
vise and promote citizens to fulfill their protection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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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我们要用好

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历经磨难依旧

辉煌的岁月见证，更是赓续红色精神，传承红色血脉的精神力量。现如今，许多红色资源面临受自然现

象侵蚀、系统性的保护方案缺乏等困境，如何有效保护红色资源原貌这一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在法治中

国建设蔚然成风的今天，法律手段在解决纠纷、处理社会问题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红色资源

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鉴于此，笔者欲从红色资源的保护现状切入，尝试提出保护红色资源的

有效法律路径，以就教于方家。 

2. 红色资源的重要性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2.1. 红色资源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2]。红色资源的重要性在于：首

先，红色资源是历史印记，是革命先烈辛勤劳动、鲜血与生命的见证，它们代表着中国革命。新时代，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革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3]。其次，红色资源是文化宝藏。它们代表了中国革命文化的独特风格，具有重要的历史、思想和审美

价值。再者，红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红色资源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教育我

们珍惜并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伟大精神。我们可以通过参观革命馆、博物馆等，了解红色资源的历史和背

景，领悟革命先辈们的壮烈事迹和奋斗精神，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不仅如此，红色资源还可以促进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近几年，红色旅游景点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因红色旅游发展蓬勃的地区不胜枚举，

这为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2.2. 红色资源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加强

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5]。但目前，我国立法、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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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守法四个方面对于红色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欠缺，分析各层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而加强对红色

资源的法律保护十分必要。通过建立明确、全面和系统化的法律框架及高效、稳定的实施机制，可以促

进我国红色资源获得精确、即时和高效的保障，促进其合理使用与持续发展。 

2.2.1. 立法层面 
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尚未对“红色资源”概念给出统一界定，在此情形下，各地条例也是界定不

一。例如，根据《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第 3 条，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先进文化资源[6]；根据《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

利用条例》第 2 条，红色资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的下列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7]。 
对“红色资源”的定义模糊，会导致普通民众难以形成普遍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对其有效保护。综

合各地条例、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红色资源的概念及范围界定，我们认为，红色资源应是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至今此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相关的物质性或者非物质性资源。 
目前没有保护红色资源的全国性法律，专门性法律也较少，现阶段在保护英雄烈士领域出台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8]《烈士褒扬条例》[9]。 
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明确规划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项目。然而，现阶段的

红色资源保护法规制定工作并未充分专注于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表现在对红色资源的调查认定、

制定保护名录、确立责任人、明确修缮行为准则、明确禁止性行为等内容上的不全面。并且，红色资源

保护涉及各地的政府，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存在不足，对于统筹协调、个性化指导仍需加强。

综上，针对红色资源保护的立法滞后且不均衡，立法内容仍需完善，立法技术有待提升。 

2.2.2. 执法层面 
目前，我国各地区，尤其是没有专门立法的地区，在对破坏红色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过程中

存在明显的“九龙治水”问题。例如，江西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一直备受重视，但以往有些方面还处于“九

龙治水”状态，没有形成合力[10]。文旅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宣传部门主抓精神文明建设，住建、公安等

部门各有分工。虽然表面看起来分工明确，但是在一些具体保护工作上责任不清，存在交叉、空白。即

问题尚未暴露时，各部门都争当“甩手掌柜”，问题一旦暴露，各部门又都想插一手。执法部门的权责

不明，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不力，不利于红色资源的有效保护。 

2.2.3. 司法层面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针对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已有专门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可供司法机关在审查、

裁判红色资源保护案例时适用。但调研发现，由于该领域缺乏指导性法律和案例，排除各案自身原因，

仍然存在审判不均、不公的问题，找到该类案件中对红色资源保护和相关工作正常运作的平衡点，也是

司法层面的重要问题。另外，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司法机关也面临特别程序问题，例如由于红色资

源多为历史遗留资源，在侦查过程中，司法机关的证据搜集固定本身是否符合对红色资源的保护要求。

最后，司法机关中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对于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也存在监督不力的现象，对比常见的

环保、食品安全等事关公众利益的问题，监督力度明显较弱。 

2.2.4. 守法层面 
全民守法能够促进已有法律的落实，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进而推进红色资源的全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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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调研发现，我国大多数人的法律意识本就不强，在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这一专门问题上体现更

为直接。公民对于自己在解决这类问题中，如何发挥作用认知不清，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在公民认知普遍模糊的情况下，很难推进全民守法。 

3. 红色资源保护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红色资源遭受物理破损 

伴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许多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修复与维护，

但在开发过程中却呈现出粗放管理的态势，且因短期利益驱动，开发者对红色历史建筑进行了不恰当的

改建。加之，专业的文物修复技术缺失导致修复效果失真，种种做法无疑是对红色资源物理特征的损害。

另外，在城市建设和农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出于当地居民受教育水平不高、文化资源自身保护困难、

生产建设活动等原因，对红色遗址遗迹直接破坏和摧毁[11]。在经济较为落后的革命老区，受限于资金短

缺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一些红色资源得不到及时的修复保护从而消亡。 

3.2. 相关责任主体和管理体制不明晰 

我国红色资源散布在全国各地，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缺乏明确的管理机构，实际管理中权责分配不

明、职能履行交叉。这就呈现两大问题：一是对于地理位置偏远或开发保护难度较大的红色资源，部分

管理部门出现了推诿和不作为等现象，致使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遗弃；二是对于具有较高旅

游价值的红色资源，多个管理部门又为了争夺经济利益，争先索要管理权，出现了“多头管理、政出多

门”等问题。此外，由于管理体系不清晰，较多红色资源所在地管理机构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这

进一步加大了红色文化资源管理和保护的难度。 

3.3. 文化认同遭受现实考验 

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看，红色资源不可或缺地发挥着文化传承的功能，但我国红色文化保护的普及

程度不足，所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红色教育的不足与红色文化公众认知的缺

失，削弱了社会对红色文化价值的认同，影响人们的文化自信乃至文化主权安全。红色文化不仅是回顾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红色基因、深化红色教育的关键。

现实生活中，红色资源旁多贴有宣传标语和海报，但由于其宣传形式较为单一，缺乏融合现代科技的创

新，难以激发公众的兴趣、吸引访客，无法实现教育目的，降低了他们参与红色文化保护的意愿和参与

度，文化认同面临更严峻的现实挑战。 

4. 红色资源法律保护的现实路径 

4.1. 立法层面 

4.1.1. 推进红色资源的概念界定相关工作 
我们认为，红色资源应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今此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

改革相关的物质性或者非物质性资源。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传承创新、保护开发的基础性前提。

例如，要加强对遵义市刀靶水遗址的保护，首先就要弄清红色遗址的概念，只有在明晰对红色遗址的定

义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做好对刀靶水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 
总之，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在政治认同、社会团结、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我们需要在深入理解其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准确抽象其内涵，纠正过往的误解与偏见，这也是推动相关

立法工作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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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制定红色资源保护法，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立法是最好的保护，保护是最好的传承。目前，虽然许多地区已经制定了关于红色资源传承和保护

的地方法规，但在国家层面上，红色资源的保护仍显不足，缺少统一的法律保障。因此，应当在国家级

别加速推进红色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汇总各地在红色资源保护法规及实施方面的经验，确立统一而协

调的管理架构，制订专门的法律以保护红色资源，并明确保护职责与加强保护措施。 
“红色资源保护立法是一项专业性强、计划性强、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12]。通过立法，可以明确

红色资源保护对象、范围、原则及主体责任，进而明确红色资源的调查与认定标准、方法、程序；通过

针对性加强立法供给，可以突出保护重点，分层分类分级，形成长效保护机制；同时，通过立法细化具

体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条文规定，也能强化法律保护的刚性和威慑力，更好地发挥法律对

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的保驾护航作用。 

4.2. 执法层面 

4.2.1.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的执法队伍建设 
“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更好发挥法学教育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确保立法、

执法、司法工作者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13]。执法队伍作为推进红色

资源保护的重要力量，在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执法队伍应由各地政府的文化和旅游、

退役军人事务、自然资源部、城建规划、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等部门组成，对于执法队伍的建设，要形

成全方位、立体性的系统执法结构，各部门各司其职，认真履行红色资源法的规定。此外，要更加重视

对执法队伍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度提高执法队伍从业准入条件，开设相关红色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学

习课程，强化执法队伍从业人员思想道德建设，防止执法腐败。 

4.2.2. 加大红色资源保护的执法力度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加大执法保护力度是对红色资源保护的必要环节。

执法部门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规范履行其职责。建议主要措施为：各级部门应联合成立红色资源保护小组，

按时对红色资源进行走访调查，并建立互联网监督机制，及时倾听民众意见并向上级部门反馈情况；规

定要求检察机关在红色资源的保护及传承方面，应依据法律充分行使其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监督功能及

其协作优势。通过整合资源进行办案，并重视与行政部门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行政执法机构增强对红色

资源的文化保护工作，促进地方立法和专项整治措施的实施；规范执法行为，制定行政执法人员资格、

执法能力管理制度，制定执法全过程记录(视频、音频，问询笔录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合理行使裁量权；严肃执法纪律，制定执法人员行为规范，严禁包庇、纵容违规违法行

为，严禁以权谋私。 

4.2.3. 加强部门之间权责明晰及协作 
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分工协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其中，文旅、住建、综合执法部门是其中的重要主体。文旅部门主要负责开发利用、日常管理

与维护；住建部门主要负责红色资源范围内土地规划、征收；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收集整理各部执法部门

工作信息，督促检查各部执法部门执法及重要事项的办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工作进展和办理结果，协

调各部门有关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运行，以此打破“多头执法”、“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 

4.3. 司法层面 

4.3.1. 深入贯彻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 
公正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于确保司法活动和成果中遵循公平、平等、合法及正义的原则。红色资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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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政治及社会影响的特殊资源，需要特别关注。因此，在此类案件的司法过程中更

应凸显“公正”这一价值追求，真正做到公正审判、依法取证。通过对司法各环节的严格把控，推进对

红色资源的司法保护。 

4.3.2. 提升司法机关对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 
司法是法律保护中的重要一环，事实和法律在该环节得以联系和对应。因此要促进对红色资源的法

律保护，必须引起司法机关对红色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视，推动司法机关主动审查、监督红色资源的保护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依据相关法律作出裁决，以提升司法机关在该领域的主动性，推进法律介入红色

资源的保护。 

4.4. 守法层面 

4.4.1. 引导公民行使监督权利 
监督权是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指的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包括批评权、

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除监督权外，公民还享有举报他人违法行为的权利。 
目前多地对于保护红色资源缺乏认识，众多革命老区的红色村庄还处于落后阶段，地方规划与发展

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仅有少数红色遗址、文物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当地学校也缺乏启蒙教育，领导、干

部学习也流于形式与表面，有的甚至出现全面“改造”，使其面目全非。 
对于公民破坏红色资源的行为可以行使举报权，对于当地干部的不作为和滥作为可行使监督权，动

用广大人民的力量，共同保护红色资源。 

4.4.2. 促进公民履行保护义务 
公民享有利用、观赏红色资源的权利，也需要履行对其保护、传承的义务，比如配合有关部门进行

监督检查、维护保养、宣传教育等义务；再如关注附近红色资源的防火、防盗、防雷击、防坍塌、防水

损等安全措施，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在可操作范围内采取抢救保护措施的义务。

根据其他地方相关红色资源保护法中的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对保护红色资源的行为进行奖励，对不履

行义务和破坏红色法律的行为予以惩罚。比如破坏、损毁、侵占或者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红色资源

的，由有关红色资源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结语 

经过数月调研，笔者深入探究了对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现状及路径。调研过程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调研方式，以贵州省为重点，再将视线投射到全国各地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尽管国家、社会

等各层面已经越来越重视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法律保护层面的问题亟待解

决，必须重视、规范并加强对红色资源的法律保护，应遵循科学且可持续发展的立法手段，深刻贯彻实

施相关法律法规，相关部门也应进行严格监督审查，促进公民自觉按照法律规定保护红色资源，逐步实

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范化、制度化，在保护红色资源全过程贯彻落实“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 
在建设法治中国蔚然成风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将宝贵的红

色资源保护好，才能够挖掘和发展其中的教育、经济等独特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丰

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坚定“四个自信”，也更能让青年一代增强历史自觉，赓续红色血脉，自觉推

动新时代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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