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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品牌建设与发展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品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高附加值的区别性文化特
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品牌不仅蕴涵着无限的市场经济价值，而且关
系到地区形象的建设，关系到整体软实力的强弱。对建设云南丰富的文化品牌是应对国内外经济、文化冲击，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实现由资源大省向经济大省转变的关键。 

该课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政府和企业建设和提升云南文化品牌内涵提供决策咨询，以促进云南文
化品牌价值的实现，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最终起到保护、充实、提升文化品牌，探索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内容和
路径的作用。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品牌消费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品
牌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品牌从数量到质量上都呈现出积极上升的态
势，从单一的烟草、矿冶、特色产品和一些轻工品牌拓展到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旅游产
业和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还涌现出一大批旅游、文化品牌。由于云南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
和产品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体现了巨大的优势，云南文化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大幅度地提升，其与传统产品
品牌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又体现出文化内涵、影响力方面的特殊价值。云南文化品牌直接关涉到云南
文化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走向。正是关注到文化品牌对云南的重要性所在，本课题以云南文化品牌为
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对云南文化品牌进行了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以及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云南文
化品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文化品牌的层次、结构得到完善。云南文化品牌已经形成三大类型，包括文化产品
品牌，如滇西的银铜器、木雕、扎染，《云南映象》、《吉鑫宴舞》、云南花卉、普洱茶等民族手工艺品、文
化艺术产品和区域特色产品在作为具体产品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和区域文化的标志，体现出更大的文化影
响力；而原生态歌舞、云南旅游和云南民族文化等一系列由同类产品或者服务集聚形成的类型性文化品牌，也
发挥着规模化的文化带动力；东巴文化、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则是从一种民族文化、一个地名发展成为包含了
民族、区域所有文化现象、体验和意义的整体性文化品牌，这样的品牌在云南发展地区经济和繁荣民族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以民族文化为文化品牌的主要内容，民族文化品牌的建
设可以强化云南的整体形象，并且成为云南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同时民族文化品牌的建设还丰富
了地方文化生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该课题研究的第二方面，是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云南文化品牌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云南文化品牌建设的经验，主要是以资源构筑品牌基础、以生产铸造品牌形象、以服务充实品牌
内涵、以营销扩展品牌影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相关部门和企业对文化品牌建设重视不足、认识
存在偏差，资源型和产品型的品牌居多，品牌结构不合理，文化品牌内涵提升乏力，缺乏可持续眼光，缺乏打
造大品牌的创意。 

第三方面，是在上述现状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文化品牌建设的基本路径，即尽快培育一批具有
发展潜力，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拓展云南文化品牌的类型、层次、数量，完善云南文化品牌的结构，加快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动，充实、壮大传统旅游线路、景区、景点，开发高端文化旅游产品，充实、壮大云南
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加快文化资源与文化品牌的整合，强化云南文化品牌整体发展与营销云南的意识，充实、
壮大“文化云南”品牌。本课题针对政府决策咨询的需要，进一步提出了培育、充实、壮大云南文化品牌的政
策与措施，即强化文化品牌的自主创新意识，出台有利于文化品牌自主创新的政策，加大对文化品牌知识产权
的保护，培育文化品牌建设的保障机制，加强文化品牌的宣传营销。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该课题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在文化影响力上
起到重要作用的品牌，这些品牌和一般的商品品牌、著名产品等不尽相同，而是以丰富的文化内涵渗透和带动
旅游、文化休闲娱乐、民族民间工艺品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极大的活力。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包括像
云南旅游、香格里拉等都逐渐形成文化价值明显产生辐射力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文化品牌，为云南文化产业的
发展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牵引力。因此，该课题在品牌研究方面不局限于纯粹经济学上对品牌的一般
界定，而是结合云南实际创新性地以独具特色的云南文化品牌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并高度重视其复杂
性、关联性和渗透性研究，形成了对现代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补充，在云南文化品牌的建



设和发展方面提供了详实的材料，阶段性成果形成的论文都发表在国内文化产业方面较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上，
体现了新颖和切实的学术价值。 

同时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实证性，大部分的材料都源于课题组成员亲自田野调查的来的一手资料，因此
研究报告和发表的几篇论文能够较为全面的展现云南文化品牌自形成发展到壮大的过程、类型和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通过比较研究站在全省的角度上提出了进一步文化品牌建设的对策、路径和方法，具有较高的
实践性，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决策咨询参考，具有切合实际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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