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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瑶族文化是贺州市瑶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贺州瑶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共同的生产、生活过

程中形成的行为、思维、价值方式，是饮食、衣着、建筑、语言、艺术、文学、

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贺州

瑶族人民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推动后工业时代，文化生产、交换与消费成为

主要经济增长领域。任何地域都必须以战略眼光，创造精神和有力举措，推

动地方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促进地域文化和民族产业大发展。

为加快推进贺州文化产业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贺州瑶族文化资源开发

的战略研究，合理确定开发目标，科学谋划开发的实施步骤，确立开发的最

佳路径，使开发要素之间形成最佳配置。

本书从产业视角，综合运用文化创意、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市场运作

等多种手段，对贺州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进行研究。通过深入剖析贺州

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在系统分析贺州瑶族文化资源的开

发价值、开发内容、开发重点、开发模式、开发政策、产业路径和商业模式

的基础上，提出了贺州市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1367”思路，即谋划

1 大战略、规划 3 大区域、构建 6 大体系、实施 7 大举措，为贺州市党委政

府推进文化事业大繁荣，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创建文化先进城，提供决策

参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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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

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资源是指

能够刺激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动机，并能为文化产业所利用的一切物质

和精神文化，即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切内容，均属于文化资源

范畴。

一、文化资源的内涵

本书界定的文化资源，在理论层面，可抽象为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产

生经济利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操作层面，是指具有一般生产要

素的物质成果转化功能属性，可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要素，通过产业手段

和工程技术，实现经济价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产业化开发角度

讲，就是通过对文化功用背后蕴含的经济价值挖掘开发，能转化为文化

实物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及其各种衍生形态的经济资源。

二、文化产业的内涵

文化产业是指通过人们创造性的劳动，把知识、信息和意象等文化

资源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产业。本书所指的文

化产业包括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层面，负载文化意义的产品复制

与传播层面，赋予一切生产活动和产品以文化的标记层面。

三、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内涵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实质就是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表现为

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配置的结果。具体

来说，是指将文化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要素，与其他经济发展要素

充分结合，进而催生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经济活动。从产业角度讲，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赋予产品文化内在价值体验功能的生产活动，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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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行业，如新闻业、传媒业、出版业等；

直接以文化资源为开发对象的文化产业，如文化旅游业等；以文化为核

心要素与传统产业耦合的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经济形态。概括

来说，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指通过利用产业手段和工程技术，将物

质文化内容和精神文化内容转化为商业形态的文化产品，并供人们体验

消费的经济过程。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包括四个基本步骤：一是评估资源，即对文

化资源开发价值（资源特性）和市场需求（资源特色）进行市场分析

和判断，这是产业化开发的基础。二是创立主题，即根据整合提炼后

的文化资源进行创意策划，这是资源转化成产品，实现市场细分，避

免重叠竞争，产业化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和

灵魂。三是打造市场，即划定市场竞争合作空间，设计生产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产品，开展品牌营销，这是市场对主题的进一步凝练与升华。

四是开发产品，即在充分分析资源的特性和准确选择市场主题条件下，

通过资源整合与文化创意，设计生产具有针对性、独特性的形象和内

容的文化产品。

四、贺州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作用

瑶族文化以其特有的民族风情和历史环境，成为瑶族地区发展经济

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性优势。如同土地、资金、技术等传统经济发展要素，

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发展要素，对贺州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深

刻和明显。

（一）加快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着重要

作用。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为文化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催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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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新的文化业态，如网络服务、动漫游戏、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

加快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农业、

工业、交通、房地产等产业渗透和融合，形成以文化内容为纽带、关联

度日益密切的庞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同时，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之一，以绿色、环保、可循

环使用的文化资源为对象，创意和智力是发展的核心要素，具有低消耗、

无污染等生态环保特征，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作用日

益凸显。因此，推动贺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筑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实现绿色增长，迫切需要加快贺州瑶族文化资

源产业化开发，做大做强做优瑶族文化产业。

（二）加快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拉动消费结构升级、扩

大内需的重要引擎

当前，居民消费正由生存型、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增长之势。通过对贺州瑶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

运用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挖掘文化消费潜力，

拓展文化消费空间，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不仅可以满足消费

者精神层面的需求，还可以直接拉动消费的增长。

（三）加快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

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

文化资源是文化软实力形成的载体和基础，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物

化。在经济与文化加快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成了经济发展的灵魂，经

济成了文化发展的依托，传统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的文化功

能在不断提升，经济产品更全面反映对文化内涵的理解，经济竞争力最

终体现为文化竞争力。文化竞争不仅在提高区域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

促进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增强区域对外部资本、产业、人才等经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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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聚能力，提升区域形象，巩固区域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能够影响区域居民的价值观，推进区域的经济社会进步。

加快贺州瑶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形成区域特色文化产业，打造

贺州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必将增强贺州文化凝聚力，释放贺州文化生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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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是我国南方的山地民族，按语言和习俗信仰，可划成盘瑶、布

努瑶、茶山瑶等支系，主要分布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

等 6省区 130 多个县，现有人口 300 多万，是一个由多支系构成的民族

共同体。贺州瑶族全为盘瑶，多集中在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八步

区一带，人口 23 万多，这些瑶族集中地也是贺州瑶族文化的大本营。

基于瑶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一样，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传承性

的特点，本书将贺州瑶文化资源广义地定义为，贺州能开发利用、转化

为经济利益的所有瑶族文化资源；是以贺州瑶族聚居区为大本营，以贺

州瑶族文化资源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贺州范围，是超越具体时空的限

制，涵盖全区、全国、全球历史时空的全域性瑶文化资源。

贺州瑶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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