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民俗旅游现状与开发策略初探 

文/范智军 

民俗作为无形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中的价值正日益展现出来，当前，民俗旅游已成为最具吸
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 

一、民俗旅游概述 
民俗旅游又称民俗风情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

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其旅游客体是以某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托，以
其传承文化为载体，通过发掘整理或复原再生等手段，呈现在今天游客面前，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
全新享受。目前，民俗旅游已和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旅游一起构成了旅游三大特色系列产品。在广
义上，旅游实际就是民俗旅游，民俗和旅游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 

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的文化旅游。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可以亲身经历旅游目的地民
众生活事项，体会到当地的民俗文化，领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实现审
美与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
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因
此，可以预计民俗旅游在未来不久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把握并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是提高
我国旅游品位的关键所在。 

二、我国民俗旅游现状 
1、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现状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

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以
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
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风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
理需要。 

据早年对美、日、法、英、德五国游客访华动机综合调查资料显示：第一位的是了解人民生活
（占100%），第二位是了解历史文化（占80%），第三位是游览风光。显然，游客对各国的不同风
情和人民生活非常感兴趣。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因此，我国开发
民俗旅游具有巨大的优势。 

⑴ 国内民俗旅游资源逐步得到开发 
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质量较高，许多旅游区、游览点和旅游项目几乎都包括了民俗的内容

和色彩。在北京，除了长城与故宫，还有深厚的胡同文化，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现
在也越来越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游览；在江苏无锡，华西村开展江南水乡特色的民俗旅游；在香
港，九龙荔园，为吸引旅游者，特地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修建了古风朴朴、古情幽幽的“宋
城”，仿佛把游客带回到十个世纪以前的宋朝京城。凡此种种使民间文化为旅游服务的例子数不胜
数，也证明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民俗系列，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价值极高的旅游资源。 

⑵ 民俗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民俗旅游资源的逐渐开发，也带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如2004年"十一"旅游黄金周期

间，北京市民俗旅游火爆。据统计，民俗旅游共接待游人9.4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实现旅游收
入456.8万元，同比增长130.7%。又据2006年春节期间，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发布的
春节黄金周第2号旅游信息通报显示，春节黄金周民俗旅游正进入高潮：在北京，各区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民俗旅游活动；厦门的台湾民俗村结合台湾高山族主题文化开展的"中国舞狮贺新年"、"金
门风狮爷展"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受到了游客的欢迎；深圳节日充满了浓浓的民族情；桂林的新
春文化活动民俗风情浓郁；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天涯购物周"活动，为中外游客
准备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武汉今年的民俗活动大受游人欢迎；重庆投入上百万元重点打
造"龙文化"，将展出创吉尼斯记录的"中华第一龙"。各地丰富的民俗旅游活动既给游客提供了充实
的文化娱乐生活享受，也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此外，民俗旅游开发正逐步与农村扶贫相结合，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农村
经济的发展。民俗旅游业是一种顾客直接来到旅游目的地的产业，旅游开发打破了封闭的状态，促
进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文化、人才和物资的交流，扩大了贫困地区的对外开放，增强了贫困地区
农民的商品意识，促进其价值观的改变，带动贫困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旅游产业对贫困地
区人口的脱贫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任何单纯性的“扶贫基金”无法比拟



 

的。 
旅游界人士认为，“民俗旅游”以观赏、理解以及参与地域性风土人情为目的，特别适合于较

短时段、较短路途的乡村旅游。在2006年春节期间，民俗旅游和城市周边"农家乐"势头正旺，如成
都推出以"成都农家乐，社会主义新农村体验"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线路13条，深受游客欢迎。由于
2006年中国旅游以“乡村游”为主题，加上中国自驾车旅游方兴未艾，“民俗旅游”作为中国旅游
业的新增长点正在被激活。 

2、存在的问题 
⑴ 过度开发破坏民俗旅游资源 
民俗旅游近年来的逢勃发展，给各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某些地方为了获取经济利

益，不顾后果地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长期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⑵ 商业化、庸俗化损害了民俗旅游品牌 
在民俗旅游开发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使传统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

舞台化、民俗旅游项目过于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如不少景
区把整个冬季创收的"法宝"都押在了春节黄金周上。业内人士是这样形容春节长假的："仨月不开
张，开张吃仨月。"这种过于低级市场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俗旅游的招牌。 

⑶ 失去特色影响民俗旅游的吸引力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

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
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
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个性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
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三、 民俗旅游的发展策略 
1、提高现有民俗旅游产品的品位 
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要保证具有魅力的民族文化能真正得以弘扬和保护，就必须杜绝肆意亵渎和

歪曲旅游地民俗风情资源的现象，要做到原汗原味，把纯真、文明、表现民族气节的风情展现给游
客。其中，高品位开发利用民俗资源是关键之处。我们在民俗资源开发上，要正确掌握本地的资源
特色，结合当地及周边旅游环境，对资源状况充分调研，选择开发方向，确定文化定位，精心规划
主题，把独特的风情民俗展现出来，提高民俗旅游的品位。 

2、 快培养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才 
现代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其从业人员既要数量多又要素质高。目前，从事民俗旅游的

工作人员仍然不能满足行业的需要，特别是资源开发设计人才尤其缺乏。我们要坚持培养与引进相
结合的方向，加快培养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人才。利用高校、大中专、职校、各级旅游培养中心建设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才基地，通过岗位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一些急需的专业人才
和高级管理人才，可以从发达地区引进，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3、 大宣传力度 
民俗旅游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项目有待于各地区政府部门和旅游部门的共同努力，大力

对外宣传。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以及交易会等场所广泛宣传，开展旅游促销活动，大
力推广民俗旅游项目。以“新、奇、特、真”来创造民俗旅游的品牌知名度。 

4、 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民俗旅游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科学合理地保护民俗文化，把民俗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地开
展各种民俗旅游项目。 
（作者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 

相关链接    

 

加强企业战略管理 提高竞争和创新能力  
战略性绩效管理工具——平衡记分卡  
我国民俗旅游现状与开发策略初探  
基于政府“善意创租”的企业寻租策略分析  
知识经济下的“以德治国”的实施方略  
动态能力建立与演化的外部机制研究  
信息网络国际化趋势下的CIS战略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