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先生于 1978 年在北京的全国政协民

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野藏彝走廊冶概念遥 野藏彝走

廊冶 作为民族学概念概括了我国藏羌彝地区的多

民族渊族群冤迁徙融合的历史袁体现了民族在空间

地理上的集聚分布和流变遥 在国家促进东中西部

均衡发展袁促进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和生态五位

一体协调发展的进程中袁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野藏
彝走廊冶基础上袁民族学尧社会学学者们拓展深化

提出了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冶遥 藏羌彝走廊丰富

的民族文化尧 生态文化资源成为促进中国西部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本袁 在民族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不断得以凸显遥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藏羌彝走廊核心区域的汶川发生大地震之

后袁在国家尧地方政府尧学术界和各民族发展诉求

多元力量的推动下袁 藏羌彝走廊民族地区的灾后

重建工作尧 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遥
2014 年 3 月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制定了叶藏羌彝

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曳袁旨在以地方和民族特色

文化资源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为抓手袁 培育在

地性特色文化产业袁打造藏羌彝文化旅游带袁为西

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袁 推动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党和国家围

绕三农问题尧 乡村振兴和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等方

面实施了系列国家战略工程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背后体现的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尧 同步

实现小康的国家意志袁 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和各民

族人民依托区域民族文化尧 生态文化资源探索西

国家、地方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学理思考

李 炎

渊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袁云南 昆明 650091冤

摘 要院 源于费孝通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旨在从民族学角度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为学理

佐证的野藏彝走廊冶概念袁在国家整体协调发展观引领下袁从推动西部大开发尧促进民族地区同步发展尧共
同富裕的角度提出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袁体现了国家和地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诉求和权益袁有区域文

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支撑遥 但在培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实践过程中袁国家诉求和地方发展的

权益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之间也存在诸多复杂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内在矛盾遥 廓清国家尧
地方诉求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在市场基础尧产业要素配置和影响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矛盾袁理性认

识带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客观制约因素袁区域文化产业才能得以有序健康发展遥
关键词院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曰国家诉求曰地方权益曰文化产业曰产业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院G 114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1-0057-11

收稿日期：2018-11-02
基金项目：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重点项目野藏羌彝走廊建设中的云南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

究冶渊SYSX201704冤
作者简介：李炎袁法学博士袁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1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1
圆园19 年 1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Jan援 圆园19



部脱贫致富道路袁 体现的是全球化时代西部民族

地区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诉求遥 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总体规划曳发布四年来袁四川尧贵州尧云南尧西藏尧
陕西尧甘肃尧青海七省区在培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尧 促进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方面做了不懈的

探索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的西藏自治区

传统民族工艺尧青海省黄南州民族工艺热贡唐卡尧
甘肃省甘南州民族宗教文化体验尧四川甘孜尧阿坝

地区文化旅游尧云南省香格里拉的藏民家访尧云南

省楚雄州彝族刺绣和传统火把节尧 贵州省毕节地

区的传统工艺尧 节庆文化产业等呈现出良好发展

态势袁拓宽了民族地区家庭经济收入来源袁推动了

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遥 在促进本土消费市场的基

础上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通过枢纽城市

都市文化消费尧 外来文化旅游消费带动形成了相

对集聚的野核心区要要要辐射区冶廊道发展格局遥 像

野大理要丽江要香格里拉冶 就形成了集民族演艺尧
休闲娱乐尧 民俗体验和传统民族工艺为一体的特

色文化产业廊道袁 促进了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和县域经济发展遥 但从总体上看袁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还停留在国家诉求尧 政策引领和地方政府利

用国家工程带来红利的发展阶段袁各自为政尧散点

聚集尧分段发展的格局依然突出袁建设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的愿景还远远没有实现遥 国家尧地方诉求

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成为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建设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遥

一尧藏羌彝走廊文化资源的禀赋

世界由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组成袁 这已成为

文化地理学传统的出发点袁 牵涉到各地区不同民

族所创造的文化景观[1]遥 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与自然

矛盾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遥 人类的进化既是文

化的创新与成长过程袁 也是与自然相关关系的扩

展与深化过程[2]遥
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

域文化袁从世界屋脊到热带雨林袁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沿线大山尧 大河纵横分布袁 地形地貌复杂多

变袁自然景观丰富多样袁在长期的人与地尧人与环

境相关关系发展过程中袁 形成了多元民族分布共

生袁 同时形成了与地域相关联的丰富多元的文化

景观尧文化形态和文化地理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

本质上是多民族在时间和空间轴上运动形成的文

化产物袁并非单一刻板一成不变的袁因此袁野藏羌彝

文化产业走廊冶建设并非仅涉及藏尧羌尧彝三个民

族袁而是以三个代表性民族作为文化符号袁涵盖走

廊沿线与之相关的藏尧东乡尧保安尧撒拉尧羌尧普米尧
纳西尧彝尧白尧哈尼尧回尧苗尧瑶等各民族文化的保

护尧开发尧利用[3]遥 藏羌彝走廊区域内形成了丰富多

样尧底蕴深厚尧独具特色尧影响力巨大的文化资源

体系袁是一条多元文化并存尧交流尧变迁的走廊袁是
全世界自然和文化景观最为丰富尧最为多元尧最为

集中的区域之一遥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藏羌彝文

化产业走廊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保障遥

表 1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世界遗产资源

资料来源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要要要世界遗产中心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是一条 野遗产走廊冶袁走
廊所跨越的七省区有着极为丰富的世界遗产遥 世

界自然遗产占全国总量高达 2/3袁世界文化遗产占

全国总量将近 1/3袁 还有峨眉山-乐山大佛 1 处世

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格萨尔王传说尧 羌族庆

祝习俗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渊详见表 1冤遥藏羌

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有丰富多元的国家级文化

遗产袁有武侯祠尧塔尔寺尧海龙屯尧大昭寺尧卡若遗

址尧马家窑遗址尧麦积山石窟尧元谋人遗址尧崇圣寺

三塔尧大雁塔尧蓝天猿人遗址等 905 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 636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袁占
全国总量比重超过 46%袁 中国传统村落 1590 个袁
占全国总量比重超过 38%渊详见表 2冤遥

地区 世界遗产

四川 青城山-都江堰尧峨眉山-乐山大佛尧黄龙尧九寨沟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贵州
土司遗址渊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冤尧中国南方喀斯特渊贵州荔波冤尧中国丹霞
渊贵州赤水冤

云南
丽江古城尧三江并流尧中国南方喀斯特渊云南石林冤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
观尧澄江化石地

西藏 布达拉宫建筑群渊大昭寺尧罗布林卡冤

陕西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尧中国长城渊陕西段冤尧丝绸之路院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渊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尧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尧大雁塔尧小雁塔尧兴教
寺塔尧张骞墓尧彬县大佛寺石窟冤

甘肃
莫高窟尧中国长城渊甘肃段冤尧丝绸之路院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渊玉门关遗
址尧悬泉置遗址尧麦积山石窟尧炳灵寺石窟尧锁阳城遗址冤

青海 中国长城渊青海段冤尧可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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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主要国家级文化

资源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院国家及七省区政府网站遥

藏彝走廊尧藏羌彝文化走廊尧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概念范畴分属于民族学尧文化学和经济学袁藏
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资源种类价值并不仅仅局限

于单一的文化资源袁其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尧地形

地貌尧水文资源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尧生态环境保

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和深远战略意

义袁其资源多重价值的凸显袁体现的是国家整体发

展观尧地方权益和民族发展的诉求遥

二尧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
国家与地方诉求

改革开放 40 年袁中国经济经历了起步尧快速

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 3 个阶段遥 党的十九大审时

度势袁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做出

实事求是的重大判断袁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遥 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表现

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供需层面袁也反映在不同区域袁
尤其是民族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等方面遥 野中国解决

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指向袁 是尊重差异尧 缩小差

距袁这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确定的基本原则袁
也是中国特色民族观在民族事务方面的重要体

现遥 缩小差距袁缩小的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曰
尊重差异袁 尊重的就是广义的文化差异要要要这是

我们民族政策最核心的东西遥 冶[4]

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地区生产

总值达 89823.55 亿元袁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仅为 12.08%遥从分省区绝对值来看袁七省区中仅有

四川省渊第 6 位冤排名靠前袁其余省区均排名相对

靠后袁而且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曰从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来看袁七省区排名均相对靠后渊排名最

高的陕西省也排在全国第 13 位冤袁 且与全国平均

差距相对较大渊见表 3冤袁总体来看袁藏羌彝文化产

业走廊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遥

表 3 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国内生产总值及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表 4 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域

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院11 州市政府官方网站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域经济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袁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袁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相对滞后遥 从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尧城镇化率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尧农村居民

国家级
非物质
文化遗
产名录

全国重
点文保
单位

国家历
史文化
名城

国家历
史文化
名镇

国家历
史文化
名村

中国传
统村落

国家级
风景名
胜区

国家
AAAAA
级景区

全国 1372 4296 133 252 276 4153 244 249
四川 139 230 8 24 6 225 15 12
贵州 85 70 2 8 15 545 18 5
云南 105 132 6 7 9 615 12 8
西藏 89 55 3 2 3 19 4 4
陕西 74 243 6 6 3 71 6 8
甘肃 68 131 4 7 2 36 4 4
青海 76 44 1 1 5 79 1 3
合计 636 905 30 55 43 1590 60 44

占全国
比重 46.36% 21.07% 22.56% 21.83% 15.58% 38.29% 24.59% 17.67%

GDP渊亿元冤 全国排名 人均 GDP渊元冤 全国排名

全国 743585.50 要 53777 要
四川省 32934.54 6 39863 24
贵州省 11776.73 25 33127 29
云南省 14788.42 22 30996 30

西藏自治区 1151.41 31 34786 28
陕西省 19399.59 15 50877 13
甘肃省 7200.37 27 27588 31
青海省 2572.49 30 43381 18

七省区合计 89823.55 要 要 要

年末人口总
数渊万人冤 城镇化率

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冤

人均 GDP(元冤
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
入渊元冤

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
入渊元冤

全国 138271 57.35% 743585.5 53777 33616 12363
甘南州 71.02 32.00% 135.95 19213 21327 6414
甘孜州 110.10 29.30% 229.80 19596 27101 9367
阿坝州 91.95 37.86% 281.32 30595 28048 10702
凉山州 512.36 33.35% 1403.92 29549 25963 10368
毕节市 664.18 31.25% 1625.8 24544 25041 7668
楚雄州 273.90 28.51% 847.12 30962 29200 9181
迪庆州 41.00 32.93% 180.58 44153 29439 7088
拉萨市 54.00 53.10% 424.95 64804 29383 11448
昌都市 73.00 16.15% 147.86 20254 22374 8038
林芝市 23.10 39.77% 115.77 50117 22387 11812
黄南州 26.88 31.00% 72.75 27179 24407 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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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四项指标来看袁2016 年核心区域除拉

萨市之外的 10 州市较全国平均值仍有较大差距

渊见表 4冤遥
作为七省区经济尧政治尧文化中心的枢纽城市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较好袁 但与东中部地区主

要城市相比袁仍有较大差距袁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突出遥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

看袁2016 年成都市突破万亿袁排名全国第 9袁其余 6
个枢纽城市的经济总量仍相对较小曰 从人均 GDP
来看袁7 个枢纽城市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袁 但与

东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相比袁绝对值仍相对较低曰从
城镇化率来看袁 除拉萨之外的 6 个城市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袁但除兰州之外的 6 个城市袁与东中部

地区城市相比仍相对较低曰 从城镇和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来看袁7 个枢纽城市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

本持平或相差不大袁 但与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相比

仍相对较低袁 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差距更是较大

渊见表 5冤遥

表 5 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枢纽城市和

东中部地区主要城市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旨在依托藏羌彝地区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尧 生态文化资源以促进民族地

区跨越式发展袁 缩小与东中部地区尧 城乡之间差

距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应通过发挥市场在产业

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袁 更好发挥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引导作用袁 充分挖掘藏羌彝走廊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资源尧 生态文化资源袁 积极培育文化旅游

业尧传统民族工艺美术业尧民族歌舞艺术业尧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袁 实现藏羌彝民族地区可持续

发展的国家意志和地方诉求遥

三尧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
建设的基础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由核心区域尧 辐射区域

和枢纽城市三大部分组成袁共涉及 7 个省渊区冤的
11 个州渊市冤的核心区尧20 个州渊市冤的辐射区和 7
个省渊区冤的省会城市袁从雪域高原到热带河谷横

跨几千公里遥 伴随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尧汶川地

震灾后重建等重大工程推进袁 藏羌彝地区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袁现代交通体系尧医疗卫生尧住宿餐饮

等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袁 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

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袁为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尧特
色文化产业集聚和带状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渊区冤国民经济呈现

快速发展态势袁区域地区生产总值渊GDP冤由 2011
年的 55309.23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89324.87 亿

元渊见图 1冤袁年均增长率高达 10.06%袁增速明显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袁 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

2011 年的 11.41%提高到 2016 年 12.00%袁 经济快

速增长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产业发展创

造了有利条件遥

图 1 2011-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网站遥

年末人口总
数渊万人冤 城镇化率

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冤

人均 GDP渊元冤
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
入渊元冤

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
入渊元冤

全国 138271 57.35% 743585.50 53777 33616 12363
北京 2172.90 86.50% 24899.30 115000 57275 22310
上海 2419.70 87.60% 27466.15 113600 57692 25520
广州 1404.35 86.06% 19610.94 139644 50941 21449
武汉 1076.62 79.77% 11912.61 111469 39737 19152
长沙 764.52 75.99% 9323.70 123681 43294 25448
郑州 972.40 71.02% 8114.00 84114 33214 18426
西安 883.21 73.43% 6257.18 71357 35630 15191
兰州 324.23 81.01% 2264.23 61207 29661 10391
西宁 233.37 70.00% 1248.16 53800 27539 9678
拉萨 54.00 53.10% 424.95 64804 29383 11448
成都 1591.80 70.60% 12170.20 76960 35902 18605
昆明 672.80 71.05% 4300.43 64162 36739 12555
贵阳 469.68 74.16% 3157.70 67771 29502 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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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十二五冶以来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加袁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由 2011 年的 41275.72 亿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93265.7 亿元渊见图 2冤袁交通尧文化尧教育尧卫生等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遥 近些年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各省区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袁 七省区铁路营

业里程由 2011 年的 1.7 万公里增长到 2015 年的

2.15 万公里曰公路里程由 2011 年的 105.87 万公里

增加到 2015 年的 120.21 万公里袁其中袁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由 2011 年的 1.49 万公里增加到 2015 年

的 2.64 万公里[5]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七省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袁公
共图书馆尧文化馆尧文化站尧博物馆尧艺术表演团体

等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善遥
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尧 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

区文化消费总体规模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遥 居

民文化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升

渊见图 3冤袁部分地区在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袁成都市尧丽江市尧兰
州市尧黄南藏族自治州尧泸州市尧遵义市尧昆明市尧
张掖市等八州市入选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遥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袁文化与旅游的不断

融合发展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旅游业持续

快速发展袁旅游人次尧旅游总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

态势遥2017 年七省区旅游人次超过 28 亿人次袁旅游

总收入突破 3 万亿元渊见图 4冤遥 旅游市场的持续快

速发展带来庞大的人际流动尧消费搬动袁为藏羌彝

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遥

图 2 2011-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图 3 2013-2017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

居民文化消费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图 4 2015-2017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

旅游发展态势

数据来源院七省区统计年鉴遥

四尧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资源配置
与区域文化产业规制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四年来袁 相关地区

各级政府利用国家工程的红利袁 依托区域自然资

源和文化资源袁 不断完善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设

施尧 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产品

和文化服务袁拓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袁丰富

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方式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

羌彝廊道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遥 但是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经济之间

还存在复杂的内在冲突袁如不能处理好这些冲突袁
将会严重制约和影响文化产业尧 地方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遥 在国家诉求和地方权益之间袁区域内不同

次区域民族文化认同尧文化生活尧文化消费偏好之

间的冲突有可能形成区域内产业资源配置效益优

第 1 期 李炎院国家尧地方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院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学理思考 窑61窑



化尧消费流通尧市场拓展的限制遥 本土年轻消费群

体对现代文化产品的喜好和外来文化旅游消费群

体对区域多样性文化的消费需求袁 有可能导致地

方文化保护主义对发展本土文化产业的内在遏

制袁也有可能使文化多样化受到冲击遥 地方政府为

推动经济的发展尧 以行政区划和管理为名出台的

系列措施袁在推动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袁也
可能导致跨区域的资源配置受到限制袁 制约藏羌

彝文化产业走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遥 本土文化持

有者和外来文化创意人才袁 包括外来文化创意企

业尧 文化创意者甚至不间断的大量流动性消费群

体之间的冲突和利益博弈都会对区域文化产业的

发展带来负面或正面的影响遥 西方学者在考察文

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袁也发现野一个社会的

文化异质性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

响遥 一方面袁文化多样性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袁对
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袁另一方面袁民族多样性也

可能纳入生产函数之中曰 具有不同生产技能和不

同问题解决方法的人们可能对生产力产生积极的

影响袁从而加快创新的速度遥 冶[6]渊P360冤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袁 决定产业

发展的要素十分复杂袁不仅包括资本尧土地尧劳动

力等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袁人才尧科技尧现代经济

服务体系乃至地理环境尧气候尧交通区位尧发展理

念尧 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无形壁垒等都会成为影响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培育和建设的重要因素遥 野区
域作为经济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袁 区域之间存在

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袁 其中生产力要素区际流动

与产品的区际贸易是两种最为重要的区域相互作

用方式遥 冶[7]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带状发展的初衷

在于激发区域内产业要素袁尤其是中心区市场尧核
心区乡村文化资源尧 中小城市文化资源和枢纽城

市金融尧人才尧科技等产业发展要素的合理流动和

有效配置袁促进区域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
国家发布 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曳

后袁 中央财政文化扶持资金中单列了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专项扶持资金袁 通过培育中小文化企业

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遥 文化部在 2014
年尧2015 年两次征集藏羌彝文化产业项目袁使之成

为独立于国家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库和特色文化产

业项目库的第三个专项项目库袁 并与财政部形成

项目评审通报机制袁 对藏羌彝文化产业项目进行

倾斜扶持遥 截止目前袁入选文化部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重点项目库的项目已达 60 个袁各省区申报项

目近 200 个遥 国家叶野十三五冶旅游业发展规划曳将
野藏羌彝文化旅游带冶 列入 10 条国家精品旅游带

之一袁叶文化部野十三五冶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曳
将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冶作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的五大工程之一袁提出野加快推进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建设袁 引导实施一批有效保护文化资源与产

业转化项目袁 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产品

和品牌袁打造藏羌彝文化旅游带袁促进文化产业与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尧生态尧旅游融合发展冶的发展

思路遥 七省区也各自积极主动融入廊道建设袁结合

自身特点制定出台了相关规划尧扶持政策袁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廊道建设与发展遥
第一袁从发展现状进行客观分析袁目前廊道建

设与发展更多是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形成了的

点尧段集聚发展袁核心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得到市场

的关注袁但其产品和服务转化能力相对不足曰枢纽

中心城市消费开始流向核心区乡村旅游市场袁但
枢纽城市对核心区的资源开发尧 产品创意和市场

带动还未充分显现曰 辐射区和核心区行政壁垒并

未打破袁区域内部核心区尧辐射区和枢纽城市在人

才尧科技尧资本等产业要素的流动尧配置的带状发

展格局还没有形成袁区域间协同创新发展不足遥 以

郎木寺景区为例袁 郎木寺景区地处重要的交通节

点袁自然景观独特袁民族文化鲜明袁是著名的文化

旅游景区袁一条不足 2 米宽的小溪从镇中流过袁溪
北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的 野赛赤寺冶袁南
岸属四川若尔盖县的安多达仓郎木寺袁 中间夹着

回族的清真寺袁 两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在这里隔

野江冶相望遥 由于郎木寺景区分属两省袁作为文化旅

游市场尧景区集聚区袁小镇的公共设施尧环境和服

务体系各自为阵袁缺乏统一的规划袁杂乱无序袁丰
富独特的文化资源缺乏合理有效的配置袁 文化产

业多元业态不够清晰袁规模不大袁品牌效应难以凸

显遥 类似的情况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绝

非一处袁省渊区冤尧州渊市冤尧县渊区尧市冤甚至乡镇交际

处的不少景区尧景点都存在狭隘地方保护主义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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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市场规律等现象袁 严重制约区域内文化产业

有序健康发展遥 从总体上来看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

廊建设与发展仍然呈现出野散点式发展冶袁廊道内

部区域间协调联动发展和局部组团式发展相对不

足袁点与点之间缺乏串联和联动袁带状促进发展作

用较弱袁廊道空间集聚发展亟需优化遥 究其原因袁
其根源在于在推动廊道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袁 我们

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认识还不到位遥 地方政府

在推动藏羌彝走廊区域内文化尧 生态资源向资本

转化尧资源向产品尧服务体系转化以及产业要素的

流动和有效配置时缺乏学理性的思考袁 包括对培

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时间周期尧 建设的艰巨

性和所需要的投入成本也缺乏充分的论证遥
第二袁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袁任何产业都以

市场为基点袁文化产业也不例外遥 市场在不同文化

产品的生产之间建立联系袁通过产品销售尧服务等

形式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曰
同时袁也通过影视尧动漫尧出版物尧文化娱乐袁包括

在地性的文化旅游尧演艺尧娱乐尧工艺美术品尧文化

体验和文化创意活动提供数量巨大的岗位袁 为地

方拓展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空间遥 市场对文化

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遥 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地广人稀袁2016 年七省区总人口为 2.39
亿袁 总面积为 365.14 万平方公里袁 人口密度为

65.55 人/平方公里袁 远远低于全国 144.06 人/平方

公里的平均水平[8]遥 尽管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藏羌彝

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城乡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

展袁 走廊区域内七省区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呈现稳

步增长态势袁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

距袁本土文化消费严重不足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渊见表 6冤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大多是以县

城尧 乡镇和特色文化村落为主体的地方文化消费

市场袁其本土文化市场的规模尧性质决定了产业发

展的体量尧规模遥 尽管辐射区尧枢纽城市有规模较

大的消费群体和市场潜力袁 但受到区域内交通条

件尧气候环境和核心区文化服务能力的限制袁如以

现代时尚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和现代产业的基准

进行考量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市场规模尧体量

还相对不足袁 难以促成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遥

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文化产业增加

值为 3111.4 亿元袁较上一年增长 14.17%袁占地区

生产总值渊GDP冤比重为 3.48%袁较上一年度提高

0.18 个百分点遥从横向比较来看袁2016 年七省区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额仅为

10.11%袁地区生产总值渊3.48%冤也远低于全国总体

水平渊4.07%冤曰分省区来看袁陕西和四川占 GDP 比

重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袁 其余五省区则远低

于全国总体水平渊见表 7冤遥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

化企业总量相对较少袁市场竞争力较弱袁文化企业

野小散弱冶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渊见表 8冤遥文化产业

发展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沿线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较弱袁 在提升地方居民收入尧 增加社会就

业尧推动扶贫攻坚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遥
第三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培育建设的终极

目标是在市场的作用下袁通过国家尧地方政府的引

领袁拓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遥 马克思在分析人类

经济活动时曾说过 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

一定的物质结果尧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袁人和自

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袁 都遇到

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尧资金和环境袁
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尧 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

改变袁但另一方面袁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

活条件袁 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

质遥 冶[9]文化产业的主体是人袁其产品和服务的客体

对象也是人遥 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袁
野人力资本要素构成是动态的袁并非一成不变遥 在

农业时代袁强调以体力为主曰在工业时代袁强调人

的技能尧经验等曰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袁更强调人

的知识尧创新能力和社会协作能力等遥冶[10]作为人类

经济活动的最新形态袁文化产业虽然包含地方野我
者冶的文化活动袁但区域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更

多地是将区域内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

务袁最大化服务更大市场空间内野他者冶的需求遥 文

化产业因此也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发展规律袁 熟悉

现代文化市场袁掌握资本运作袁具有审美创意设计

能力袁懂得营销袁具备文化管理的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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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3-2016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居民文化

消费支出情况渊单位院元冤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表 7 2015-2016 年藏羌彝各省区文化产业增加值

及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表 8 2013 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文化企业情况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渊2017冤曳遥

在历史长河中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不同民

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尧地域文化袁也培育

了众多民族尧地方文化的传承人尧文化持有者遥 这

些人才是区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体袁他们熟悉尧
了解自己民族尧地方的文化袁热爱自己的文化袁但

却缺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

意识尧资本运作尧产品推广和生产管理能力遥 在工

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袁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尧城乡之

间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大量优秀的地方文化人才

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遥 尽管有大量的外

来旅游消费群体进入藏羌彝地区袁 但主要是对区

域内异文化的想象与寻找袁尽管在环境较好尧资源

富集的地区袁如云南大理尧丽江集聚了带着资本尧
技术从事文化生产的外来文化从业者袁 有效推动

了地方演艺尧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袁但
整个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尧
枢纽城市之间尧南北之间尧城乡之间的文化经济活

动的区域差距和不平衡状况袁 绝非短时间内可以

缩小抹平遥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体量规

模的有限背后袁 表面上是文化产业创意尧 经营管

理尧营销人才的匮乏袁深层次则是区域经济由传统

农耕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作为制度调适者

人的观念转化问题遥
第四袁资本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尧相对稀缺的

生产要素袁包括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遥 在生产文

化消费产品与提供服务过程中袁 无论是包括人力

资本尧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袁还是

狭义的金融资本袁都是决定文化产业形态尧产品生

产能力尧服务空间和产业规模的重要产业要素遥 追

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袁 资本供给的规律受制于预

期回报和投资风险遥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袁资本供

给和需求的空间不均衡性必然会加大区域之间发

展的差距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的本土消

费市场尧文化资源的性质尧文化创意活动尧产品流

通范围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小生产方式袁 决定了资

本投资回报的空间差异袁 决定了外来金融资本流

入尧区际资本流动的有限性遥 本土资金的不足尧外
来资本进入有限必然导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资

源富足与文化产业小散弱之间的巨大反差遥 藏羌

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取决于地方

聚集当地资金的能力尧 争取中央和上级政府支持

的能力尧 汇聚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的能力和吸引外

资的能力遥 以个体尧家庭尧村落和中小微企业为主

体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地方资本的有限袁 文化资源

评估和中小企业市场的风险性导致金融资本的吸

法人单位数
渊万个冤

从业人员数
渊万人冤

资产总计
渊亿元冤

营业收入
渊亿元冤

全国 91.85 1760.00 95422.10 83743.40
四川 2.63 48.80 2652.95 2021.32
贵州 0.99 13.09 701.57 259.84
云南 1.42 21.59 1052.17 521.67
西藏 0.08 1.68 41.20 23.12
陕西 1.71 27.89 1476.77 751.13
甘肃 0.89 13.85 346.28 169.53
青海 0.22 4.10 187.39 144.50

七省区合计 7.95 131.00 6458.35 3891.12
占全国比重 8.65% 7.44% 6.77% 4.65%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全国 576.68 671.50 760.06 800.00
四川 419.00 517.25 584.72 625.89
贵州 347.73 462.38 506.54 519.48
云南 373.74 446.36 533.78 540.50
西藏 70.52 109.23 144.32 151.71
陕西 463.58 506.01 576.71 686.58
甘肃 305.01 348.03 438.45 485.79
青海 413.8 589.1 594.6 630.0

地区
2015 年 2016 年

增加值渊亿元冤 占 GDP 比重渊%冤 增加值渊亿元冤 占 GDP 比重渊%冤
全国 27235 3.97 30785 4.07
四川 1141.2 3.80 1323.8 4.02
贵州 241.6 2.30 285.3 2.42
云南 425.1 3.12 453.6 3.07
西藏 26.5 2.58 36.3 3.16
陕西 711.9 3.95 802.5 4.14
甘肃 124.2 1.83 146.0 2.03
青海 54.8 2.27 63.8 2.48

七省区合计 2725.3 3.30 3111.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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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能力较弱袁 决定了藏羌彝走廊产品的生产能力

较差尧文化产业产业规模偏小尧在地方经济发展中

比例偏低的现状袁 并且资本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袁 成为制约藏羌彝

文化产业走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第五袁文化生活与文化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袁

文化生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族群日常生产生

活中的具体行为尧活动袁文化生产则指向在具体生

产生活中的创造性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物质呈现和

可提供的服务遥 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地区文化的主

要特征袁不同民族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生活袁也
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尧 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产品与

文化服务遥 对文化的野我者冶而言文化是熟知的日

常生活袁文化的价值是野我者冶自身的存在意义袁对
于野他者冶袁文化多样性是对异文化的追寻尧消费和

猎奇的对象遥 相对稳定的知识系统尧艺术尧习俗尧审
美尧观念习惯和偏好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袁但
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生活的惯习也往往会成为遏

制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力量遥 文化追求的是个性

和社会效益袁 产业追求的是利润和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遥 从野我者冶的关怀到野他者冶需求的满足袁要实

现效益最大化袁 市场空间的拓展是文化产业发展

的基础遥 个性化尧独特性背后必然是小众化尧地方

化袁从这个角度看袁野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冶遥
不管是在地性的文化生产尧文化展演活动袁还

是互联网空间的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袁都
需要依赖外来庞大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遥 要获取

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要要要消费群体袁 数字时代传

播就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遥 野一个前所未有的

范围内关于群体与合作的故事要要要耶你爷 的故

事要要要正在为整个经济 辕文化体系构建新式的个

体尧公民以及参与形式遥 冶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

心区尧辐射区大多是中小城市和相对分散的村镇袁
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决定了地方政

府尧 民众缺乏现代经济组织能力和文化创意发展

的理念遥
与日常生活融于一体的民族歌舞在转化为在

地性的演艺产品的过程中袁 地方政府主导的大量

演艺产品缺乏创意和市场化运作的能力袁 大多是

简单的拼贴和过度的渲染袁 很多花费巨资打造的

演艺产品缺乏市场定位袁停留在对地方文化宣传尧
营销的阶段袁 甚至是为满足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绩

效的野贡品冶遥
民族民间工艺是为满足民族日常生活的工具

与配件生产的产物遥 工具性尧 实用性是其主要功

能袁 其次才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技艺和

符号能指意义遥 在民族工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袁实
用功能的弱化与审美装饰的强化尧 地方性复制到

分众化的定制尧 地方性的生产到全球性的旅游工

艺品尧 传统技艺的传承到新技术的融合等在地性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理念的更新还没有形成共识遥
民俗节庆活动是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尧 完善的

文化过程遥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有丰富多样的民

族节庆和民俗活动袁 是体验经济时代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资源遥 这些古老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

作为民族信仰尧 感德祭祀以及生产生活中的知识

体系袁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袁是民族认同的重要

力量遥 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主要形态袁民族节庆和

民俗活动也需要转变观念袁 处理好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袁强化民族特色参与尧互动尧展
演的功能遥

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文化的现代解构和建构的问题遥 国际经济合

作组织渊OECD冤将这一过程中的消费者所引发的两

个相反相依的进程称之为破坏性重建渊disruptive
renewal冤或者创造性破坏渊creative destruction冤[11]遥民
族地区在发展区域文化经济的过程中袁 依托在地

性文化体验和现代市场尧网络平台将地方尧民族的

文化生活转化为满足外来文化消费群体的文化产

品与服务袁 不仅需要突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束

缚袁创新发展理念袁也需要认识和了解大众文化消

费与文化经济的相关理论尧文化产品生产尧贮存与

分配的方式袁 包括统一竞合条件下的市场和商业

模式遥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袁野消费者的耶产业爷概念

由于网络用户的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遥 冶在文化生

产与消费过程中袁野他们的文化尧知识尧选择以及他

们在经济之外的社交网络要要要需要加以考量袁因
为这意味经济与知识的进化过程中的增长尧 创新

与动力都来源于此遥因而这里有一种途径可以收集

利用体系内所有主体的创新力能量袁并且有一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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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要要社交网络市场要要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协调他

们在创新方面以及沟通方面的选择与活动遥 冶[11]

第六尧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空间与产业发

展的基本要素袁 农耕经济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产

业要素袁 工业经济时代大型厂房和机器设备是工

业发展的基础遥 现代服务业也需要相对体量的商

业楼盘和服务体系遥 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文化资

源尧资本尧科技尧技术和人力资本外袁也需要相关基

础设施和必要的空间遥 文化产业发展初期袁推动文

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两个因素袁 一是城市庞

大的中产阶层袁 这是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市场基

础曰二是城市大量的公共文化设施尧文化产品生产

和流通等配套的产业服务体系袁包括博物馆尧图书

馆尧高校尧主题公园尧广播影视机构尧演艺场所和商

业文化综合体遥 尽管全球化尧互联网信息平台和现

代交通体系为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

的偏远民族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带来稳定的外

来消费群体袁 但相对分散的中小城市和乡村缺乏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必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

设施遥 以家庭尧小型社区和地方性历史文化街区尧
民族村落为主体的文化生产空间可以满足地方性

的文化生活袁 为小部分外来消费群体提供必要的

体验场所袁 却难以大规模满足外来消费群体的需

求曰 边远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足以支

撑建设大规模的公共文化设施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核心区尧 辐射区和枢纽城市空间的区隔尧资
源尧产品生产与服务和市场中心的分离袁也成为产

业聚居和吸引外来资本进入促使产业规模化的重

要遏制因素遥 这也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产业发

展中北端相对滞后尧南端发展较好的重要因素遥
现代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是文化与经济尧科

技尧地缘政治的融合遥 文化多样性是藏羌彝文化产

业走廊建设的基础袁但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尧地
方尧 族群的内在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遏制区

域文化经济拓展的因素遥 在全球化和科技信息时

代袁区域发展的社会组织尧资本尧人才尧技术尧地理

环境等要素配置已成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整体

发展必须要面临和突破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遥 我们

必须看到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不仅是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尧 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途

径袁也是区域现代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遥 藏羌彝文

化产业走廊的培育建设过程也是客观认知和客观

评估全球化时代区域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过程袁无
论国家尧地方政府还是原住居民尧外来群体和资本

力量必须认识到野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创造力袁
但抽象地提倡多样性是不够的遥 我们必须准确地

展示多样性如何带来经济上的成功尧社会机会尧政
治稳定并解决冲突袁而且其自身是有价值的尧美丽

的和令人愉快的遥 冶[6]渊P286冤区域内多样性文化与经

济实现有序整合袁 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区

域文化产业才能有效配置资源袁 文化产业也才能

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形态遥 近

年来袁在野一带一路冶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袁带状发展

思路成为推动跨区域资源配置尧 促进文化产业要

素流动尧带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袁运河

文化产业带尧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尧长江文化产业

带等相继提出遥 漫长的历史发展孕育和积淀了民

族迁徙线路中民族文化的活态分布尧 文化遗存的

带状分布遥 历史和当下的确有文化带存在袁但是要

培育建设文化产业带袁一定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袁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袁构建有效资源配置方式袁而不

是停留在空泛的营销概念层面遥
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袁 藏羌彝文化产业

走廊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本土与全球多种要

素尧多重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行为遥 在

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袁不管是国家意志尧地方权益还

是区域内各民族人民的诉求 野都已经被裹挟卷入

市场经济的逻辑框架之中袁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

渊更不用说村寨层面上的微观存在冤都已经不可能

作为隔离的种群而存在遥 冶[12]此外袁非主流的地方

性尧 民族性文化产品生产是国家文化产业结构的

有机组成部分袁 从一开始就受到本土消费和外来

文化消费的影响袁 这决定了其产业发展必然受到

内外两个市场的制约袁其产业发展的路径尧功能尧
价值指向也与国家和地方民众文化生活的诉求与

权益密不可分遥 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培育和

建设过程中袁 我们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

的空间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袁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袁
培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袁创造产业发展条件袁创
新发展理念袁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曰同时也需要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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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nd Local demands and the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rridor of Tibetan,

Qiang and Yi Ethnic Groups

LI Y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The Tibetan-Yi Cultural Corridor was first proposed by Mr. Fei Xiaotong in the early 1980s, 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the divers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rridor of Tibetan, Qiang and Yi Ethnic
Groups was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reflects the national and local demands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has log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s and economi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rridor of Tibetan, Qiang and Yi
Ethnic Groups, there are also many complex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tween
national demands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w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nly
when we clear up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national and local dema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erms of market basis,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element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objective constraints of zonal development can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 in an orderly and healthy way.

Key words: the Cultural Industry Corridor of Tibet, Qiang and Yi Ethnic Groups曰national demands曰local rights
and interests曰cultural industry;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野本土与全球冶野中心与边缘冶野现代与传统冶野城市

与乡村冶野我者与他者冶的话语权力与利益格局袁破
除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遥 遵循区域经济与文化产

业发展的规律袁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袁才能实

现国家意志尧地方权益和各民族利益的有机统一袁
促进区域文化尧经济尧社会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

展[13]遥
渊感谢于良楠助理研究员协助整理资料尧校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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