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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规范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工作，推动各地文物行政部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依法履行文物

行政执法职责，及时查处文物行政违法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是指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的涉

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应由文物行政部门调查处理的文物违法行为信息，依法开展的受理、核查与信息

反馈等工作。 

  第三条  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便民高效、公开公正”的原则实施。 

  第四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文物违法行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保障举报人依法行使举报权

利，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安全。 

  举报人应保证举报信息的真实性，不得虚假举报。故意虚构或歪曲事实，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第五条  国家文物局指导全国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工作，受理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藏一级

文物，以及涉嫌损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行为举报信息，并予督办、转办，对重大案件线索组织调查核

实。 

  国家文物局设立文物违法举报中心，承担文物违法行为举报受理的具体工作，并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工作，受理涉及

省级以上（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馆藏珍贵文物，以及涉嫌损毁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违法行为举报信息，

并予督办、转办。对重大案件线索组织调查核实。 

  第七条  设区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各县（市、区）文物违法行为举报受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受理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以及涉嫌损毁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违法行为举报信息，并组织调

查处理。 

  第八条  各县（市、区）文物行政部门受理、核查辖区内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违法行为举报信息，

并依法处理。 

  第九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建立信函、电话、网络等多种举报受理渠道，并主动对社会公开。适时开

通文物违法举报热线。 

  第十条  文物违法行为信息举报受理范围： 

  （一）涉嫌损毁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行为； 

  （二）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或者建设控制地带内发生的违法建设行为； 

  （三）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或者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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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文物破坏的违法行为； 

  （五）施工单位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重建的违法行为； 

  （六）涉及考古发掘的违法行为； 

  （七）涉及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馆藏文物的违法行为； 

  （八）其他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应由文物行政部门调查处理的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对属于下列情形的举报信息，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登记后予以存档： 

  （一）不属于文物行政部门行政执法职责范围的； 

  （二）未提供违法行为信息或者无具体违法事实的； 

  （三）同一举报已经受理，举报人再次举报，但未提供新的违法事实的； 

  （四）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或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五）已经信访终结的； 

  （六）案发时间超出行政处罚时效的。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应及时一次性告知举报人有权处理机关及相应举报途径。 

  第十二条  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受理并督办、转办的举报信息，按照逐级交转原则，交由属

地文物行政部门核查处理。重大案件线索，或属地文物行政部门应予回避的举报信息，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

物行政部门可指定举报信息核查单位，或直接组织调查核实。 

  第十三条  设区市和县（市、区）文物行政部门受理举报信息，或接到上级督办、转办的举报信息后，

应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上级文物行政部门明确有核查时限的，应在时限要求内办结；情况复杂的，

经上级交办部门同意，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举报信息经实地核查不属实的，由举报受理单位存档结项；属实或部分属实，确有违法行为的，由具有

管辖权的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受理举报信息后，对于实名举报，应自受理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将办

理情况反馈举报人。举报人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应认真做好解释；举报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进一步核实

的，可进行复查并反馈。举报人对复查结果仍不满意，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举报的，不再受理。 

  第十五条  举报人对案件办结报告或执法文书申请信息公开的，应告知其案件文书基本信息，由文书制

作单位负责具体信息公开事宜。 

  第十六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将文物违法行为举报管理经费纳入行政办公经费。鼓励各级文物行政部

门建立文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设立举报奖励经费，对因举报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或免于重大损失的，

给予举报人精神或物质奖励。 

  第十七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建立文物违法举报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受理、核查及信息反馈

过程中形成的资料，并及时整理归档。 



  第十八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建立文物违法举报信息季度、年度统计分析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文物行政部门应将工作情况纳入《文物安全与行政执法工作情况统计表》，按照规定时限要求统计上报国

家文物局。 

  第十九条  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可将文物违法行为举报

相关具体工作委托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实施，并加强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