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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国家“ 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 2015 年文化产

业“ 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温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 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 的要求。有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正在加快出台：财政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了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产业税收减免政策相继颁

布；金融方面，证监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

上市，鼓励文化类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稳步扩大

文化企业债券市场融资水平，推动完善经营性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的配套制度；银监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断推进适应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信贷管理制度

创新，推动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

为支持文化产业“ 走出去” ，各部门还采取部

际协调的方式，完善财税、金融、外汇和通关等配

套政策，拓展对外文化贸易网络，积极扩大文化企

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可以说，文化产业大发

展已经迈出积极有力的脚步。

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纵览国内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在模式应

用上虽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可以归结为五类：一

是基于文化保护的文化展示模式；二是文化主题公园

开发模式；三是文化旅游房地产模式；四是创意策划

包装的艺术开发模式；五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发模式。

（一）基于文化保护的文化展示模式

1. 特点

该模式以文化展示作为主要旅游功能，坚持文

化保护的基础原则，具有特色性、原始性以及保护

性等特点。

2. 类型

就国内的发展现状来讲，该模式下的旅游发展

基本类型主要有遗址公园、民俗博物馆、民族旅游

村寨和生态博物馆等。遗址公园是以遗址为载体，

以古迹、文物为主要展示对象，结合遗址的景观设计，

以公园的形式让观众参与其中，让游客重温历史；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依托丰富多样的民俗文物、收藏

品等，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将民间传承下来的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有形和无形的陈列手段，

以保存实现地域民俗特色、对民俗文物的研究和保

护，最大限度的地展示、研究和传播民俗文化 [1]；民

族旅游村寨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或聚居点为旅游接

待地，以少数民族群众为旅游参与主体，以民族文

化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向游客展示特色民族文化；

生态博物馆是以村寨社区为单位，不设置围墙的“ 活

体博物馆” ，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存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原生性 [2]。

3. 适用对象

模式的采用，需要民族地区在自身方面拥有独

特的历史文化遗存、民族文化、民族手工艺等，进

而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向游客展示、传播优

秀灿烂的民族文化。目前国内大部分的文化遗址、

古村落等都属于这一类。

（二）文化主题公园开发模式

1. 特点

文化主题公园开发模式主要是以某种文化为特

定的主题，采用现代科技和多层次活动设置方式，

集诸多娱乐活动、休闲要素和服务接待设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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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西红水河都安三岛湾为例

殷西亮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 摘  要 ] 民族文化旅游是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所开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动。在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大力倡导下，民
族文化旅游逐渐成为当前旅游的主导。然而，目前很多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展的模式选择上还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以广西红水河都安三岛湾为例，针对国内目前主要
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以期给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开展提供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 中图分类号 ] F59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3-9272(2012)04-001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