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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承机制研究》，本书共分为八章，具体内容包括理论与实践：文
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历史与现实：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历程与模式；布局与结构：民族文化
产业的门类和组织运营；主体与个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从业者的调查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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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世林，白族，博士后。曾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
兼党总支书记，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
秘书长、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云南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云南省图书馆学会理事、云南省古籍保护
专家委员会成员、云南省民族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大理学院
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云南布依学会顾问。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民族文化研究。出版三部学
术专著，发表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主持或参与二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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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探寻市场经济下民族文化有效传承的创新之路第一章  理论与实践：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第
一节 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时代选择一、文化的繁荣发展：民族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战略步骤二、文化与经济的联姻：时代发展主题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文化产业四、文化的产
业化：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第二节 民族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一、民族文化产业：文化产
业的一种形态二、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产业：联系与区别三、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节 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一、民族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民族地区
发展的内在要求二、主体利益的一致性：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必须重视的问题三、个体性与社区性：民
族文化产业与传承的场域四、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民族文化产业与传承的内在统一五、市场调控：民
族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实施第二章  历史与现实：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历程与模式第
一节 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一、民族文化产业的起步二、民族文化产业的曲折发展第二节 在民族
文化大省建设背景下启动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一、资源与优势：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条件二
、规划与部署：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组织保障三、基础与环境：云南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
入第三节 &ldquo;旅游化&rdquo;催生与嫁接出的民族文化产业一、&ldquo;旅游化&rdquo;概念的提出
二、&ldquo;旅游化&rdquo;在云南的实施三、&ldquo;旅游化&rdquo;与民族文化产业嫁接的内在联系性
第四节 &ldquo;云南模式&rdquo;文化产业的基本内涵一、&ldquo;云南模式&rdquo;的提出二、&ldquo;
云南模式&rdquo;的基本内涵三、&ldquo;云南模式&rdquo;产生的必然性第五节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的现实境遇一、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及特征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成因三、产业资源的特殊
性四、产业开发的无序性五、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公平性问题第三章  布局与结构：民族文化产业
的门类和组织运营第一节 民族工艺品生产一、民族工艺品的基本现状二、产业化运作与民族文化传承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第二节 民族出版业一、图书报刊出版二、音像制品生产第三节 民族题材
的影视业一、现状二、发展三、影视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四、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第四节 民族歌舞
演出产业一、云南歌舞演出产业概述二、民族歌舞演出产业及其资源特性三、歌舞演出产业与民族文
化传承&hellip;&hellip;第四章  主体与个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从业者的调查分析第五章  事业与产业：民
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并行路径第六章  结构与解析：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第七章  
规范与约束：民族文化产业运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第八章  思路与对策：建立良性的民族文化产业
运行机制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传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与实践：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　　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
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指出：&ldquo;要大力支持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科技事业
，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丰富各族群
众的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rdquo;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高屋建
瓴，给我们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蕴涵着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及其在民族工作、民族文化建设领
域的运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其中我
们应当思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处理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及其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关系问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也很复杂。从理论层面讲，主
要是怎样理解和认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怎样界定和对待&ldquo;民族文化产业&rdquo;；而
从实践和操作层面来说，则应对现实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妥善协调、处理好各
种关系，建立起一个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良性互动的社会机制。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文化产业在云南的异军突起，创造的奇迹和模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而其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
就极大地得益于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我们在分享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之余，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由
此引发的问题。其中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事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
文化传承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经营和关注的对
象&mdash;&mdash;文化，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对民族这一共同体而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表征，
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ldquo;民族文化的核心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次心态结构和认同意识，同时也结
构着这深层次心态与意识，伤害了它，便伤害了民族；取消了它，便取消了民族。&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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