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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非遗与旅游融合

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融合理论、协同创新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推动非遗和

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部条件,阐释了非遗与旅游融合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综合效益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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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 

integration theo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and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benefits and influenc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may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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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壮族非遗与广西旅游的深度融合,重点研究

非遗文化在旅游推广中的影响力和发展方向,同时挖掘融合中

的文化创新点。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整合旅游产业链来推动非

遗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 

1 非遗文化对旅游业影响的现况分析 

1.1非遗文化对旅游业的价值—以桂林市为例 

桂林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是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和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山川秀丽、环境优越、文化灿烂,多重旅

游资源交相辉映,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品牌,享誉中外。 

2023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202.39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1%。三大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

贡献比重分别为16.4%、32.8%和50.8%,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率

则分别为19.5%、24.9%和55.6%,可见第三产业是拉动广西经济

增长的主力军。广西2023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4005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2%,地区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第

三产业仍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就旅游业而言,根据广西旅游抽样调查统计测算,2023年全

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8.49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81.7%,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9211.17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0.0%。 

 

图表1-1 2019-2023年广西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2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以桂林市为例 

桂林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超过380处,各级博物馆16家,馆

藏文物5万余件,文化馆18家。目前桂林市已获得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国家级7项、自治区级129项,并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信息上万余条。表1-1所示为7项国家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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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桂林市国家级非遗项目 

项目名称 类别 批次 年份

茶俗(瑶族油茶习俗) 民俗 第五批 2021-06-24

米粉制作技艺(桂林米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第五批 2021-06-2

中元节(资源河灯节) 民俗 第四批 2014-11-11

龙胜瑶族服饰 民俗 第四批 2014-11-11

桂林渔鼓 曲艺 第四批 2014-11-11

广西文场 曲艺 第二批 2008-06-07

彩调 传统戏剧 第一批 2006-05-20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也下大力气制定了“寻找桂林文化的

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的战略。如何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文化价值,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这是一个重要的

研究课题。 

2 非遗与旅游实例调查—以广西桂林市为例 

2.1基于桂林博物馆非遗实地调研 

2.1.1非遗文化建设情况 

桂林博物馆,依托馆藏资源及民族文化主题,自主开发策划

打造了一系列富有“桂博特色”的民族文化展览、节庆活动、

社教品牌、文旅产品,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通过宣传、传承、研究、交流、服务等形式弘扬

民族文化,在未成年人教育、节庆活动、非遗传承、展览交流等

领域,着力打造品牌活动和精品课程,强化民族文化宣传,推进

文化教育与传承。 

2.1.2非遗与周边旅游业情况 

就博物馆陈列的非遗文物桂林青花梅瓶来说。桂林青花梅

瓶瓶身的设计质地坚硬,但其造型却又尽显优雅,瓶身上的图案

元素设计取材多样,其中大多向人们热情展示了桂林山水风景、

民族风情及本土的生活情形,让旅客“见物如见地”。在带动当

地文化旅游业产品经济的同时,更可以与桂林本地的知名旅游

景点“靖江王府”相辅相成,协助推动包含游客数、旅游产品等

在内的旅游流量,在自身发展、宣传桂林历史文化的同时,让游

客将桂林文化“带出去”,亦能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 

2.2基于非遗主题活动实地调研 

2.2.1主题活动 

本次团队调研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非遗技艺,在中国第18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到了桂林图书馆举办的“心阅故

纸·文献保护与修复”非遗主题活动,主题以“文物保护利用与

文化自信自强”。活动通过古籍拼图游戏、古籍修复技艺展示和

体验、石刻传拓体验等多项内容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2.2.2线上线下周边情况 

为推广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线下各地利用博物馆、图书

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非遗主题活动,

如培训班、专题展览、讲座等。传统节日和文化遗产日期间,

还会组织大型宣传展示、艺术演出等品牌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方

式呈现非遗文化魅力。 

线上方面,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搭建了新媒体宣传平台,设

立非遗专题专栏,并积极借助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

体渠道,最大限度扩大非遗文化的曝光面和影响力。旨在通过线

上线下两条路径的联动,吸引更多群众亲身体验非遗文化,实地

参与相关旅游活动。每年都会有“文化遗产日游园会”、“非遗

展会”、“非遗文化周”等主题性活动密集举办。 

2.3基于线上及周边群众非遗融合旅游意见的调查 

2.3.1调研目标简介 

此次调查我们采用了调查问卷的形式,并在线上和线下同

时进行,在线上,我们通过让各地网友填写问卷来获取意见。在

线下,我们通过走访学校、人流量大的地区、社区周边等,随机

的对路人进行调查问卷,问卷问题主要用于了解个人对于非遗

和旅游关系的见解,未来的发展愿景等。 

2.3.2调研结果及结论 

通过对线上和线下近100份的问卷调查的总结,我们所得的

部分结果如图2-1所示。 

 

图2-1 调查结果部分数据图 

通过对线上及周边群众非遗融合旅游意见的调查,我们可

知绝大部分的网民及周边群众对非遗融合旅游的发展是保持积

极支持的态度的,但仍有一部分人对非遗保护意识淡薄,对旅游

融合非遗的见解不全面等现象。 

2.4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2.4.1社区居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意识

淡薄 

许多居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自己无关,发展

旅游完全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只负责凑热闹看结果。在博物馆

中有游客看到开放性非遗标志性建筑会触摸,这说明当地居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非常匮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

开发价值认识不深,大多数居民并不重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只觉得都是政府的问题,对政府的宣传并不响应,大多数持

漠然的态度。 

2.4.2多数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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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遗活动或者有关非遗文化遗产的现场游客中多为中年

或老年人青少年较少,可见当地青年对本地非遗文化的不重视。 

2.4.3某些经营者对非遗文化的滥用 

在调研中发现,某些经营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活动,多

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对于该项目能否保持遗产的原真性、文

化元素会不会在游客心中印象产生歪曲等问题,有些非遗旅游

产品为了给游客一种物有所值的感觉就捏造了一些历史伟人到

访过此处的故事,且许多旅游经营者所经营的产品雷同,相互竞

争效益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营销多以政府的有限宣传

为主,在资金和人员的支持上严重不到位。 

3 非遗与旅游融合机制分析 

3.1非遗与旅游融合机制概念 

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融合了非遗和旅游

业的基础上,具备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与餐饮、酒店、文化等

众多产业具有天然的关联性。旅游与非遗同样有着天然的关联

性,二者的融合机制及融合程度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二者的融

合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文化发展方式。 

3.2非遗与旅游融合机制模型分析 

 

图3-1非遗与旅游融合机制模型 

如图3-1所示,构建的非遗与旅游融合机制模型由形成机

制、互利机制和效用机制三个层面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源于内

生驱动力和外部助力,互利机制则需要制度保障、利益共赢和价

值创新的支持,而效用机制则体现在非遗与旅游之间的双向促

进、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三种机制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具体来说,形成机制为互利机制提

供了推动力,互利机制则是实现效用的前提条件,效用机制的实

现反过来又能够强化形成机制的内生动力和吸引外部支持力,

三者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链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4 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从非遗

与旅游融合的驱动源泉、交互促进的路径模式,分别构建了融合

形成机理、利益关联机理和效用产生机理这三大核心机理。三

者相互作用、循环驱动,共同推进了非遗与旅游业的深度融

合进程。 

第二,文化与旅游产业存在关联性和互动性。科技进步则提

升了旅游基础设施、产品发挥形式和旅游便利性；创意创新提

高了旅游产品附加值,激发了非遗活力,丰富了旅游产品内涵,

提升了游客体验。 

在非遗和旅游的融合中,需要对非遗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分

类,确定非遗资源的适宜旅游开发形式和方式。探究非遗传承与

旅游开发的融合,实现二者的融合。调查相关的政策支持与规划

引导,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是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协同机制的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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