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珍品

及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认定办法

（2025 年 5月 20 日京经信发〔2025〕24 号文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繁荣和发展，根据

《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本市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

艺、珍品及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以下简称工艺大师）

实行认定制度。

第二条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以下简称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产业发展促进中

心）与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工艺美术协会）协助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办理认定工作的具体事务。

第三条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珍品及工艺大师的

申报在《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主要品种类别》（见附件）范围内

执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设立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

（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工艺美术协会。



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 3—5名。评审委员

会委员从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学者及工艺大师中产

生。评审委员会委员由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工艺美术协会推荐，

并上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准同意后聘任，每届任期 3年。

第三章 申请认定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单位必须是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工艺美

术单位。

申请认定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北京市户籍或与本市工艺美术单位已建立并履行

劳动合同5年及以上。

（二）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专业工作 15 年及以上；或具有工艺

美术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连续从事工艺美术

设计制作工作 5年及以上；或具有工艺美术相关专业大专学历，

且连续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制作工作 7年及以上。

第七条 申请认定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统称申请者）应在有

效的时间内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递交申请材料。评审委员会办公

室自申请材料收齐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初审

意见。

第八条 申请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认定的，应提交

以下材料：

（一）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认定申请书。

（二）提供已有百年以上历史和采用传统、天然原材料的证

明，所申请品种、技艺的风格、特色及生产工艺流程的说明。



（三）出示作品获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委级奖项

证书并提交复印件，获奖作品的照片。

（四）出示工艺大师及主要技术人员的相关学历、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并提交复印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五年及以上的证明材

料。

（五）专业技术队伍、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情况的说明。

第九条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从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大赛

中推荐，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大赛申请表。

（二）申请作品采用特有、天然、环保原材料制作的证明。

（三）申请作品的照片。

（四）提供申报单位及个人作品原创承诺书。

第十条 申请北京一、二、三级工艺大师认定的，需有两名

推荐人，推荐人必须为北京一级以上工艺大师或具有高级工艺美

术师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北京工艺大师认定申请表。

（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1．出示相关学历证书、已获得工艺大师证书、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政府主管部门颁发）并提交复印件。

2．提交所在单位的艺龄证明。

3．出示北京市户籍证明并提交复印件，或出示申请者与本市

工艺美术单位已建立并履行 5 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并提交复印

件。

（三）已发表的专业技艺研究成果、著作及专利证书。



（四）反映申请者近 3年技艺水平作品的照片，并附文字说

明。

第四章 评审认定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依据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自受理之

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者及作品进行现场实物考察，并将申请者资

质、作品及相关申报情况说明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提出

异议。评审委员会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对署名的书面异议做出

答复，并通知意见人和申请者。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 个月内进行评

审。评审会议出席的评审委员人数达到 2/3 以上（不含）为有效

会议。出席评审的委员提出评审意见，形成评审结果。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将评审结果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由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认定后颁发证书并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被确定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的，应符合以下

条件：

（一）具有百年以上历史，有文字或实物记载表明世代相传。

（二）突出民族风格和北京地域特色，艺术表现形式鲜明、

丰富。

（三）材质独特，源于自然，符合环保要求。

（四）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五）传承、创新并代表北京某一类优秀工艺美术技艺。



第十六条 被确定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应符合以下

条件：

（一）世代家传或师承形成，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具备完整

的技艺流程。

（二）技艺精湛并能表现独特的风格流派。

（三）能够充分展示题材的文化内涵、技艺的独到之处和材

质美。

第十七条 被确定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的，应符合以下

条件：

（一）作品采用特有、天然、环保原材料制作。

（二）文化内涵深厚，创意新颖，题材健康，主题鲜明，继

承优秀传统并具有时代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原创性作品。

（三）作品制作技艺精湛，充分合理利用原料，突出工艺美，

展示材质美，风格独特，体现本行业高级技艺水平。

第十八条 北京工艺大师分为特、一、二、三共四个级别，

被确定为各级别北京工艺大师的，应相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北京特级工艺大师：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北

京工艺大师。

（二）北京一级工艺大师：获得北京二级工艺大师称号 3年

及以上，对传承、创新和发展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做出突出贡献，

能独立主持专业研究和产品设计制作。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有影

响的展览会上获奖。

（三）北京二级工艺大师：获得北京三级工艺大师称号 3年

及以上，对传承、创新和发展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做出较大贡献，



能指导、从事专业研究和产品设计制作。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

览会上获奖。

（四）北京三级工艺大师：对继承、创新、发展传统工艺美

术技艺做出一定贡献，能从事本专业产品设计制作。其作品多次

在展览会上获奖。

第十九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对新认定的工艺大师名单予

以公布。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工艺美术协会定期对已获得北京工

艺大师的人员履行大师义务情况进行跟踪。

第五章 奖励政策

第二十条 被确定为北京工艺大师的，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择优推荐申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认定；被确定为北京传统工艺

美术珍品的，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择优推荐申请中国工艺美术珍

品的认定。

第二十一条 被确定为中国工艺美术珍品、北京传统工艺美

术珍品的将予以奖励。被确定为中国工艺美术珍品的，对主持设

计制作的人员奖励人民币 20万元；被确定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

品的，向主持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证书，并奖励人民币 15万元。

第二十二条 支持、鼓励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单位和工艺大师

著书立传，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传统工艺美术人才、品种、技艺的

挖掘、抢救、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北京工艺大师承担带徒（2名以上）学艺任务

的，由北京工艺大师本人申请，经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和工艺美术

协会核准后，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准，符合带徒补助条件的每



月可领取带徒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一）北京特级工艺大师，每月可领取带徒补助 1600 元。

（二）北京一级工艺大师，每月可领取带徒补助 1000 元。

（三）北京二级工艺大师，每月可领取带徒补助 600 元。

（四）北京三级工艺大师，每月可领取带徒补助 300 元。

第二十四条 年龄在 75周岁（含）以上的北京特级工艺大师

且曾经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培养过艺徒，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传

艺、指导，并享受大师带徒补助。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正式颁布之日起执行。《北京传统工

艺美术品种技艺珍品及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认定办法》

（2017 年修订稿）（京经信委发〔2017〕99 号）同时废止。

附件：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主要品种类别



附件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主要品种类别
一、工艺雕塑类 玉雕

牙雕

骨雕

木雕

石雕 汉白玉雕塑等

其他雕塑 泥塑、面塑、微雕、刻砚等

二、金属工艺类 景泰蓝

花丝镶嵌 金银首饰、珠宝首饰、花丝摆件等

其他金属工艺 蒙镶錾雕、铜器、金属雕塑等

三、漆器和宫廷

仿古家具类

漆器 金漆镶嵌、雕漆等

宫廷仿古家具

四、刺绣类 刺绣 丝线刺绣（含绣衣、剧装）、挑花、补

花、绣花、堆绣（或称堆绫）、纳纱等

五、织毯类 地毯 地毯、挂毯、仿古地毯、丝毯、盘金丝

毯等

六、艺术陶瓷类 仿古瓷器 彩绘瓷器、刻瓷、艺术陶瓷、琉璃等

七、其他工艺美术

类

捏塑 泥人、面人、绢人、绢花、料器、绒鸟

等

剪刻 剪刻、皮影等

编扎 手工编结（中华结）等

绘制 鼻烟壶和内画壶、彩蛋、卵石画、戏剧

脸谱等

综艺类 风筝、灯彩（宫灯、纱灯）、装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