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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研究报告（2009）》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

，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

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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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b]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研究报告（2009） 内容介绍：[/b]

　　【报告形式】动态研究报告（现成报告内容+客户指定内容+现时内容）

　　【报告作者】行业发展研究课题组

　　【报告提示】民俗旅游，是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保护，开发

的旅游产品。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俗，而且是以地方性或民族性为标志的民情风俗。民俗

旅游取自生活，追求自然，在平实无华的外表下，藏着生活的情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具

有宜感受，宜识解，宜参与的特点，以使游人能很快进入氛围，并将身心融入其中；民俗旅

游的核心内容为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

，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

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

性也，不可推移。”《汉书王吉佳》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些都是先辈

对风俗文化的明确指认。我们的旅游经营、旅游开发、旅游规划，在文字上、在口头上，常

常也以“民俗旅游”做“主题”；但是在实际上，真正民俗旅游的内容并不很多，或者并不

多。究其原因，其实还在于我们对于当地的民俗传承了解不多，或者是还没有分出工夫去挖

掘。除了我们的经营者、开发者、规划者应该在这个领域更加努力外，还应该欢迎更多的民

俗学者进入到旅游经营、旅游开发、旅游规划的工作中来。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韩国“江陵

端午祭”（韩国的中文网站上仍称“江陵端午节”）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在去年的申报成功。在我国，虽然各个地方当局对“申遗”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多把目光

集中在本地的某一处文物上。反观韩国，端午节虽然在总体上也是一个正在淡化的民间节日

，然而江原道的江陵市，却不仅把这个乡土味儿、农民味儿十足的节日活动保留和发挥得很

好，而且还取得了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成功。这对我国说来，是不乏警醒意

义的。从事后我国媒体发表的一些专家的评论来看，诸如什么“韩国端午与中国端午根本不

是一回事”、“韩国端午是祭祀山神而中国端午是祭祀水神”等不合实际的解释，也说明了

，即使是我们的某些专家，也仍然有进一步学习的必要。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作为生活传承的民俗正在不断地淡化和消退。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乡村总是滞后于城市的。所以，乡村保存的民俗也就总是多于城市，再加之我国广袤土

地上交通阻隔的历史差异，因此地域性的民俗特征就更显出了它的千差万别。本报告在大量

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公布和提供

的大量资料，组织课题组编辑而成。本报告是高层次、权威性，深度研究与实际应用的有机

结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b]1.前言[/b]

　　1.1本报告的研究动机

　　1.2相关研究综述

　　1.3数据来源

　　1.4有关术语/指标解释

　　1.5研究方法

　　[b]2.本报告研究的支撑理论[/b]

　　2.1民俗旅游的概念和特征

　　2.1.1民俗旅游的概念

　　2.1.2民俗与旅游的关系

　　2.1.3民俗旅游特点研究

　　2.2民俗旅游资源概述

　　2.2.1民俗旅游资源的概念

　　2.2.2民俗旅游资源的类型

　　[b]3.中国民俗旅游资源[/b]

　　3.1中国民俗旅游资源赋存背景分析

　　3.1.1区域背景分析

　　3.1.2开发条件分析

　　3.2民俗旅游资源类型

　　3.2.1服饰民俗旅游资源

　　3.2.2居住民俗旅游资源

　　3.2.3节庆民俗旅游资源

　　3.2.4婚姻民俗旅游资源

　　3.2.5饮食民俗旅游资源

　　3.2.6崇尚吉祥物习俗

　　3.3中国民俗旅游资源特征

　　3.3.1保留传统民俗且各具特色

　　3.3.2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民俗兼容

　　3.3.3境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民俗与特定范围的奇风异俗兼有

　　3.3.4中外风情兼融

　　3.3.5女性风情地位突出

　　[b]4.中国民俗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b]



　　4.1必要性分析

　　4.1.1适应旅游业发展趋势，满足游客需求

　　4.1.2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需要

　　4.1.3更好的保护民俗文化

　　4.2可行性分析

　　4.2.1民俗旅游资源等级高，开发价值巨大

　　4.2.2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

　　4.2.3具有充足的客源市场

　　4.2.4已有一定的开发基础和典型产品

　　[b]5.中国民俗旅游开发探讨[/b]

　　5.1存在问题

　　5.1.1旅游地的民俗文化出现舞台化、商品化

　　5.1.2现存的民俗旅游活动缺乏文化内涵

　　5.1.3民俗旅游开发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

　　5.1.4规模偏小，资源利用期短

　　5.1.5民俗旅游配套措施重复开发

　　5.2中国民俗旅游开发原则

　　5.2.1挖掘民俗资源的独特性原则

　　5.2.2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原则

　　5.2.3坚持多样性与参与性相结合原则

　　5.2.4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相结合原则

　　5.3开发模式探讨

　　5.3.1动态开发

　　5.3.2静态开发

　　5.3.3商品开发

　　5.3.4服务开发

　　5.4开发方式研究

　　5.4.1集中开发，建立民俗旅游点

　　5.4.2联合开发，开辟民俗旅游线

　　5.4.3系列开发，建立民俗旅游区

　　[b]6.结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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