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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及产业群现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问题

的基本思路是：推进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项目点的规划、布局，建设具有聚集作

用的相应大型综合平台及一定数量的基本发展点；巩固业已形成的三个产业门类，提

升创新力和产能；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和产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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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化产业群这一概念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贵州省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贵州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在英文里，产业集群叫 Cluster

，含有丛集、簇群、组合之意。文化产业集群是指众多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或机构共处一个文

化区域，形成产业组合、互补与合作，以产生孵化效应和整体辐射力的文化企业群落或产业集

聚。我们可以把“苗族文化产业群”看成是“文化产业集群”的派生概念，即：众多相互关联

的、以从事苗族文化生产和提供苗族文化服务的文化企业或机构共处一个文化区域，形成产业

组合、互补与合作，以产生孵化效应和整体辐射力的文化企业群落或产业集聚。 

笔者认为，发展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加强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对推动贵州民族文化

产业发展、加强民族文化产业群建设，加快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具有极为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及产业群的现状 

（一）从产业门类结构看 

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并没有全部涉及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只相对集中在以下三个小门类

：以蜡染、刺绣、银饰、服饰为主的工艺美术业；以村寨旅游为主的文化旅游业；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表演为主的演出业。虽然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在三个产业门类有了起步，但创新力和

产能较弱，急需提升和巩固。 

与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相比，由于缺乏创新能力，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多年来局限于

传统门类的发展，无法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门类，无法延伸产业链和产业幅。虽然苗族可产业化

的文化资源很多，但由于受政策、人才、资金等条件所限，还难以与饮食康体业、影视服务业

、生物遗产业等产业进行融合发展。 

（二）从产业分布格局看 



苗族文化产业在贵州各地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产业布局的规划，缺乏规模化

、集约化、集成化发展的探索，贵州苗族文化产业还没有形成产业群的布局。雷山县的西江千

户苗寨、凯里市的“蚩尤大道”、松桃县的苗王城等为数不多的文化产业载体虽然体量较大、

苗族文化特色浓郁，但并不是苗族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集成化发展与产业群聚集、布

局的宏大构思的结果。 

从苗族文化产业在全省的分布格局看，有以下特点，即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的格局同苗族东

部、中部、西部三大方言区人口集中度和语言保存情况基本上对应，即中部方言区硕大，东部

方言区和西部方言区相对纤小，呈“纺锤体”形状。 

以苗族文化旅游业为例。目前苗族文化旅游业的主要产能集中在属于中部方言区的黔东南

州。苗族村寨旅游相对比较成熟的点，全省有 6 个，其中 4 个在黔东南，东部和西部方言区各

有 1 个。规模为 500 户以上有旅游开发潜力的苗族村寨，全部在中部方言区。规模较大的苗族

传统节庆活动全省有 6 个，其中 5 个在黔东南州，1 个在属于西部方言区的六盘水市，东部方

言区没有。 

苗族民间工艺美术业主要产能也集中在中部方言区。银饰加工名匠 95%以上出自黔东南州

、黔南州。蜡染集中在中部、西部方言区，东部方言区没有。刺绣、织锦、服饰、雕刻等主要

产能也集中在黔东南州。第一届贵州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结果表明，在 28 名大师中有 8 名是苗

族，这 8 名大师，除了吴通英是贵阳市的，其余全部是黔东南州的。 

苗族民间文艺演出业，绝大多数发展主体、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也主要产生在中部方

言区。 

 

二、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及产业群发展、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贵州苗族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产业幅很窄，产业链很短，发展较慢，产值较

小，产业群建设刚起步，同时从事苗族文化产业的主体弱小、分散，缺乏骨干企业。贵州苗族

文化产业及产业群发展、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化程度低，缺乏产业群的规划与布局 

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化程度低，与可产业化的丰富的苗族文化资源反差较大。以雷山县苗族

文化为例，该县目前已有雷山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营造工艺、苗族鼓藏节、苗年节、苗族芦笙

制作工艺、苗族服饰刺绣制作工艺、苗族织锦、苗族银饰锻造工艺、苗族芦笙舞、苗族铜鼓舞

、苗族飞歌、苗族医药 11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苗族酒礼歌、苗族“嘎别福”、

苗族爬坡节、苗族吃新节、苗族招龙、苗族扫寨 6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文化资源

不可谓不丰富，但从该县的苗族文化产业状况看，产业化程度低，总体发展水平低，以上 16

项可作为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只有苗年节、苗族服饰刺绣制作工

艺、苗族银饰锻造工艺、苗族芦笙舞、苗族飞歌 5 项有相应的产业化，但产业化程度都较低，

产值也较低。除苗年节作为官方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日活动带来一定的旅游收入

以外，苗族刺绣、苗族银饰除了有为数几家小企业生产、经营以外，基本上都是小作坊的生产



、销售，产值较低。据笔者调查，类似雷山县的状况，丹寨县、织金县的苗族蜡染，台江县的

苗族刺绣、银饰等等，都存在产业化程度低、产值小的状况。 

笔者调查发现，从各地、州到省里，都没有开展各地、州、全省范围的苗族文化产业群建

设的调研、规划等工作。比如，苗族文化最为丰富的黔东南州，各县的苗族文化既有共同的方

面，但又各具特色，抓住各地苗族文化的特色，做好本地区的苗族文化产业群规划、布局，应

是当前要做的工作。但是，目前，这项工作还没真正开展。 

（二）重生产，轻管理，无品牌 

一是多数发展主体是个体户，前店后坊式小规模、间歇式地生产经营，难以在管理上、品

牌上见成效；二是以“公司＋农户”模式发展的工艺品生产经营企业，往往由于农产“以农为

主、兼做生意”而不能上规模，有大订单时不能承接。例如，苗族工艺家纺产品很有市场，有

一家湖南公司通过调查了解到，贵州能够刺绣的苗族妇女不计其数，欲大力开发这个艺术人才

资源。该公司同美国某公司签订了贴牌销售的合同，又同某印染公司就面料提供方面签订了合

同，订单超过 50 万套／年。但承担刺绣组件加工的妇女们，由于受喜事、农活等耽搁时间，

通常要等闲下来才“给公司干活”，基本上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使该公司难以履行合同而不得

不放弃此项目。三是大多数发展主体习惯于风险小、收益微、发展慢的模式，有质量、成本的

观念，没有品牌意识。例如，雷山郎德苗寨二十多年来坚持“工分制”发展文化旅游，是当地

村民完全自主的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样的模式不能大发展，没有竞争力，在西江

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起来后，郎德苗寨基本上处于品牌衰退的境况。 

（三）对本地区的旅游业存在极大的依赖性，创新发展的思路和方式严重受限 

从目前贵州苗族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状况看，虽然在苗族村寨旅游方面取得了一些

效益，但是由于文化产业过度依赖旅游业，造成创新发展的思路受限，往往局限于旅游景点范

围内的文化产品、旅游商品、服务的创收，没有真正在广泛的市场中去盈利。 

（四）产品、服务同质化、低端化倾向严重 

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刺绣、蜡染、银饰等工艺品生产、销售方面。工艺品低端化表现为用

低廉材料进行加工，导致工艺品处于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之中。比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苗

族银饰品，分有“苗银的”和“纯银的”。所谓“苗银的”，就是假银的，是白铜或是其他廉

价合金做成的。苗族酷爱银制品，这一文化现象已广为人知。因此，顾客往往相信“苗银”是

真的，是有其文化含义的。市场上流行的这种做法，不但会毁掉苗族银饰的品质，更会毁掉苗

族银饰的文化内涵，久而久之，还会毁掉苗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信誉。 

（五）苗族传统知识的资源权益被盗用严重 

带有大银角的银帽和带裙，是黔东南州苗族服饰文化的代表和符号，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

力。目前广西、湖南、重庆的其他民族也在使用，这就分散和稀释了贵州苗族文化名片的独家

效用和效益。因图案抄袭、剽窃、未经授权复制等现象在民间十分普遍，苗族刺绣、蜡染等工

艺产品的生产也常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这类问题目前还未得到重视并拥有合法解决途径。 



（六）在苗族和苗族地区，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存在突出的供需矛盾，但尚未

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关注、重视 

由于缺乏旨在满足苗族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在拍摄、制

作和传播等必须依赖的数字化工具已久处于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之内的条件下，自制、自售苗语

音像光盘等文化产品，在苗族语言保存完好的县、乡、村，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而这种生

产与销售活动，在执法部门看来，都属于非法行为。例如，在凯里、雷山出现的自拍苗语电视

剧《金钱惹的祸》，在受到苗族群众欢迎的同时，却遭到了文化部门的“执法”。政府职能部

门既不能提供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广大苗族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又不允许

生产和提供这样的文化产品，制约了文化的发展。 

 

三、发展、建设贵州苗族文化产业、产业群的对策、建议 

（一）关于苗族文化产业发展、产业群建设的战略思想 

1.大力发展苗族文化产业，把贵州建成我国苗族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走出去”的重要

战略基地。 

“文化产业毕竟属战略性新兴产业，顾名思义，它更需要国家从战略角度出发，为其产业

的发展进行周密布局规划，绝不能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主动成为国家实现某些方面

的战略利益的重要战略基地，应是建设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群的重要目标。 

贵州是苗族文化的“大本营”。贵州苗族文化产品与服务“走出去”，特别是走到老挝、

越南、泰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的苗族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这为我

国通过苗族文化“走出去”，巩固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提供了极其难得的人文条件和民间基

础。随着东南亚在我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苗族文化“走出去”为手段，巩固、

维护和发展我国国家战略利益，贵州责无旁贷。 

实际上，苗族文化产品通过民间和商务渠道已经初步实现了“走出去”。主要产品是苗族

服饰、银饰、刺绣、蜡染、芦笙等；锦鸡舞、花鼓舞、滚山珠、木鼓舞、上刀山下火海绝技艺

术等演艺节目；阿幼朵的歌碟，一些个体户自制的没有经过审批的苗族文艺内容的碟片等。 

2.要对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进行科学、系统、可行的规划。现在形成的苗族文化产业群，

基本上是民间自发的自然集聚而成的，具有显著的草根性，比较弱小、分散，缺乏创新力和品

牌影响力。当下盛行的苗族文化开发利用模式，最大特点是州、县、乡、村各自行动，没有系

统规划，数量产量虽多，但高端产品少、总产值低，同质化现象严重。要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

苗族文化产业群，必须从省级层面，对苗族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使资源利用的效率

更高、产能更大，区域性的差异化更加显著，品牌得以树立。为此，需要建立苗族文化资源利

用的三个大型龙头产能基地，为苗族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集成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桩。 

一是在凯里市建设链接雷山、台江、剑河等县的蚩尤文化园或苗族文化园，作为中部方言

区苗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提供苗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龙头产能基地。 



二是在松桃县、铜仁市及湖南省凤凰县交壤的正大乡、大兴镇之间，建设基于苗王城旅游

和大兴机场空港交通优势的特色旅游城镇，作为东部方言区苗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提供

苗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龙头产能基地。松桃县是东部方言区苗族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其辖

区内的苗王城与大兴机场距离仅 11 公里。这片约 30 平方公里的区域，位于腊尔山台地上，地

势平坦，气候和水资源条件良好，非常适宜于人居，是凤凰县和梵净山旅游的空中来客的必经

之地，是苗族文化旅游同苗族特色城镇建设及生态农业结合发展的理想环境。该城镇建成后，

将成为凤凰县和梵净山旅游的重要纽带。 

三是在贵阳市花溪区选择恰当位置，建设汇集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西部方言苗族文化的

向心空间——亚鲁王城堡或新阿桑都，形成苗族文化同教育、旅游、苗医药研发、康体健身等

结合发展的城市综合体，作为西部方言区苗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提供苗族文化产品与服

务的龙头产能基地。 

贵阳是西部方言苗族最早建造城池的地方，苗语称“阿桑都”。因此，《贵州通志》称贵

阳为“老苗城”。苗族英雄杨鲁（亚鲁）为保卫“阿桑都”而战死在贵阳喷水池一带。因此，

贵阳及四周的苗族，从古至今都在这里举行“四月八”活动。现在，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苗

族不能在喷水池一带举行缅怀英雄祖先的节庆活动了。从发展苗族文化产业，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计，笔者建议：贵州省委、省政府和贵阳市委、市政府应当给苗族举

行这一神圣活动一个永久性的文化空间，把苗族“四月八”节转化为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的重

要资源。在花溪选择一个恰当的地点建设亚鲁王城，作为举行“四月八”活动及发展文化产业

的功能承载体，让苗族英雄战死的圣地不能再举行“四月八”活动所形成的矛盾得以转移和解

决，用文化产业的方式，变由来已久的困扰为促进发展的新机遇，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二）关于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必要的政策与措施 

1.要鼓励和支持苗族为主体民族之一的自治州、自治县充分发挥自治地方在制定和落实政

策上所具有的灵活空间，尽早出台支持和鼓励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的

政策和相关措施。以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提供，是苗族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环节，是苗族文化产业面向市场的同时面向本民族群众的必要举措。 

2.要鼓励和支持各级苗学研究组织在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发展苗族文

化产业的过程中，具有非营利性质的学术团体——苗学会，应当被赋予和主动承担“三通”的

功能，使之成为联系和沟通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社区的重要渠道，减少和避免一些不必要付

出的成本。 

贵州除遵义市外，各市州地都建立有苗学会，苗族人口较多的县，也建立有苗学会。实践

证明，在促进发展上，苗学会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如，雷山县的苗年节、鼓藏节等节庆

的举办、苗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雷山县苗学会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在推动苗族群众的

主体性作用发挥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三）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基本思路 

就以上贵州苗族文化产业及产业群现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推进贵州苗族文化产业群建设项目点的规划、布局，建设具有聚集作用的相应大型综合平台



及一定数量的基本发展点；巩固业已形成的三个产业门类，提升创新力和产能；发展形成新的

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和产业幅。 

1.建设集苗族文化产业主体集群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规模化、集约化和集成化的 3

个大型综合平台，建设不少于 23 个的苗族旅游村（寨）、镇（群），作为苗族文化旅游业富

有活力的基本发展点（具体内容见下表）。 

 

2.巩固业已形成的三个产业门类，提升创新力和产能。 

（1）在苗族文化旅游业方面，主要是：①以苗王城、西江、施洞等苗寨村镇的基础资源

培育骨干企业；②培育覆盖所有具备开发价值的苗寨的乡村旅游合作社组织；③各地苗学研究

组织主动配合政府、社区、企业，，办好苗族节庆活动。 

（2）在苗族文艺演出业方面，主要是：①扶持松桃、台江、丹寨、贵定、纳雍等县，培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演出企业；②培育一两家重点服务于苗族文艺演出的中介企业，促进企

业开拓演出市场。 

（3）在苗族工艺美术业方面，主要是：①支持经营苗族服饰为主的企业同国际流行服装

设计机构合作，以苗族服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契机，整合资源，培育骨干企业；②有关

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苗族银帽、带裙被其他省区市侵权，“苗银”在旅游商品市场演化

成假银代名词等现象，应予坚决制止，切实维护贵州的资源权益；③成立苗族银饰协会，制止

以“苗银”为假银的代名词的低质化行为，树立“苗银”工艺品品牌形象；④选择一批有一定

实力的刺绣、蜡染、银饰、石雕等方面的企业，支持其发展成为该领域的骨于企业。 

3.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和产业幅。 



在提升业已形成的三个产业门类的产能和产值的同时，大力推动苗族文化产业同苗族医药

产业、苗族饮食产业、苗语影视服务业、苗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特色高效农业、生物遗产业等

产业的融合发展，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切实延伸苗族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产业幅，其中尤

其是： 

（1）在苗族饮食康体业方面，主要是：①鼓励和支持亮欢寨、醉苗乡、老凯里等苗族餐

饮投资企业同体育、健身、保健等方面的企业，合作开拓药膳、康体健身、文艺展演等结合的

服务产品；②依托苗族传统节日，举办以苗族餐饮文化为内容的节庆活动。 

（2）在苗语影视服务业方面，主要是：①创新审批方式，使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

产品生产与销售合法化；鼓励创作生产苗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传统形态的文艺产品；②支持苗

族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产品生产企业同国外苗族同类企业合作，拍摄苗语影视作品；③支持

苗族为主体民族之一的自治州（县）电视台、广播电台安排苗语新闻和文艺作品播出时间，并

进行相应内容生产。 

（3）在苗族生物遗产业方面，主要是：鼓励文化企业同农业科研单位结合，挖掘苗族传

统生物知识资源，并利用这些知识资源发展珍稀物种驯化、育种、繁殖、养殖、种植、加工和

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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