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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08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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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abaogao.com/b/qita/006189EKZY.html

  报告价格：纸质版：7600元　电子版：7800元　纸质＋电子版：8200元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免长话费) 010-80993963

  海外报告销售：010-80993963

  传真：               010-60343813

  Email：            sales@abaogao.com

  联系人：             刘老师 谭老师 陈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abaogao.com/b/qita/006189EKZY.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b]2008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报告 内容介绍：[/b]

　　一个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

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

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

我、丧失根本。

　　中国作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大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漫长

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文化生态，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中

国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文化积淀深厚、艺术形态丰富、文化信息古老而又富有生

命野性活力。

　　目前，传承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国家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许多高校都已开始参与到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事业之中。中央美术学院在国内高校率先成立了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并协助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正在申报中国民间剪纸的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工作。目前研究中心正在积极参与支持文化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国家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抢救工程。同时在甘肃环县建立了“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察研究基地”，在

陕北延川和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合作建立了“民间剪纸原生态保护社区”，正在与云南社科

院合作筹备建立“中国西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已开始支持部分

大学及中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普及工作，并为中国农科院提供了“中国农耕文

化资源信息报告”，呼吁在西部开发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把经济与文化共同打造成一

个平台，以推动农耕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告立足于全国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整体形势，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的现状、分类、相关政策法规及地域分布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了湖北省、湖南省、山

西省、云南省及新疆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此基

础上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进行探讨和判断，分析目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资源开

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发展趋

势及对策建议。本报告是民族民间文化团体、民俗爱好者及从事研究工作的相关单位等了解

目前行业发展动向，把握行业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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