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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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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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b]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发展研究报告 内容介绍：[/b]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

，并高于生活真实，而且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我国，一个由56个民族共

同组成的大家庭中，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彩，犹如繁茂的鲜花，竞相争艳。它涵盖的艺术种

类繁多，包括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及民族器乐等等，它

们都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巩固凝聚各族人民团结的有力武器，对于保持我们中华

民族文化的独特审美性，并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精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虽然十分得丰富多彩，但是有些并没有很好的被重视起来，有的在目

前只是一些潜在的、等待开发的资源，甚者有一些正在濒临着灭绝。等等一系列现象反映出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所处的劣势，在音乐文化市场、音像市场中，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

明显不敌欧美、港台乃至大陆流行音乐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之后，我国民族民间音

乐文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怎样在新时期，保护并发展好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资

源也成为值得考虑、探索乃至最终解决的问题之一。

     2003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有效保护。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

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对

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等作了明确要求。12月

，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设立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为加强对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部还加强了对文化和生态保护区和民间文化遗产

项目传承人的保护。2007年，文化部命名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在今年“文化遗产日”期间，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五大类的226名国家级民间文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第二批国家级民间文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也将于近期公布。围绕“文化遗产日

”，各地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演出、论坛、表彰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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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的现状、分类、相关政策法规及地域分布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了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



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在此基础上对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进行探

讨和判断，分析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保护和

开发中应采取的对策。是民间音乐文化团体、民间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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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