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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看民族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罗 莉
1

(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云南是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全球瞩目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里世居有 26 个少数民族，文化

资源纷繁多彩，更是一个文化富矿，潜藏了巨大经济价值。从 1996 年开始，云南省开始探索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

可能性，经过 20 年的摸索，云南省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挤身为全国文化产

业发展大省，并成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领头羊。云南省走过的民族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之路值得总结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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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与优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原则: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这就是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铸就了不同

的民族。广义的民族文化定义，即一个民族或者族群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

的规范。
①
具体来说，民族文化就是古今各族人民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一个民

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涵盖其生活方式、婚姻家庭、服饰搭

配、建筑设计、人生礼仪、口头传承、民间歌舞、戏剧娱乐、工艺美术、节庆习惯等。不同的民族由于其生活环境不同，拥有

不同的民族文化。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都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产

业，就是在经济社会中民族文化资源可被开发并具有经济价值的产业，这种产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民族性和这个民族已经

适应了的特定环境的地域性。

云南省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居住地，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里汇聚了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源的 25 个少数

民族 ( 全国 56 个民族中，除了汉族以外，有 25 个少数民族，其中，佤族、拉祜族、纳西族等 15 个少数民族是云南所独有

的少数民族) 。全国有 22 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云南占了 7 个，人口约 23 万。
②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 ( 全省土地面积

中，山地约占 84% ，高原、丘陵约占 10% ，盆地、河谷约占 6% ，构成了复杂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 形成了云南十里不同

天的立体气候和植被环境，各民族在不同的小地域环境内繁衍生息，环境、植被、气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

节日、宗教、文学、舞蹈演绎出了众多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在长期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特性。美国学者托马斯·哈定在其文章

《文化与进化》中指出， “文化成为人类的适应方式，文化为利用自然能量，为人类服务提供了技术以及完成这种过程的社会

和意识方法。”
③2
因而民族是靠文化维系着的聚合体。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说明了人地关系的协调规律，说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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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 李锦: 《民族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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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改造自然和向自然摄取资源与财富的过程中自身适应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成为了影响一个长住居民的生活和生产

方式的重要因素，长期相对固化了的习俗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习俗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当地劳动人民的

传承与发展，进而升华为一种具有地域烙印的民族文化。由于地形所限，山区较多，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交流碰撞

机会缺乏，云南省保留了最多的民族原生态文化特征，也是我国地域性民族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当然，这些文化资源也

是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最有利的条件。

民族文化还有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其历史性与社会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一般主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

并不断地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形成都具有历史的悠远、厚重与深邃。这里既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

代、蒸汽机时代历史发展的痕印，也有南诏、大 理、古泐等古代民族经济社会变迁的足迹，还有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云南采取的

特别统治方式 ( 如唐代以前的羁縻统治、元明清的土司制等) 留下的历史影响。云南省最能体现我国解放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制度的变迁，可以说解放前我国存在的四种社会经济制度都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留有痕迹，其中傈僳、佤、景颇、独龙、怒、布

朗、基诺、拉祜和哈尼族及僜人等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彝、傈僳、佤和景颇族等民族尚存在奴隶社会经济制度; 藏、

傣族等主要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 白、 苗、壮、布依等民族执行的是封建地主经济制度，而白族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

然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所有的少数民族都一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各个民族由于其社会发育程度不同，经济基础不同，

民族文化特征也迥然不同。

在漫长的岁月中，云南省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都离不开民族群体生活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生理素质条件，人们逐渐形成

和积淀了只属于某个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社会心理。因此，云南的 26 个民族及其文化在这里长期并存，如狩猎文化、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甚至包括一定的工业文化汇集于此，构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的共生与和平相处，是人类少有

的文化共生宝库。主要包括: 艺术资源 ( 民族民间音乐、歌舞、各地方戏剧等) 、器物资源 ( 具体包括云南各族及其支系的

典型建筑、陈设、服饰、饰物、生活及生产用具等) 、技能技艺资源 ( 指云南各民族人民拥有各种高超技能技术，如大理剑川

的木雕、腾冲的玉雕和皮影雕刻等) 以及节庆与宗教礼俗资源，不同民族的节庆以及与各种宗教礼俗相应的建筑、环境，都体

现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和美学价值，完全可以成为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除此之外，各民族的医药资源，如云南白药、藏药、

傣药等大量的民间药业与技术;餐饮方式，如民族菜肴、民族饮品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具有发展特色民族文化

产业的巨大开发空间，并已经使云南地域性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发展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和良好的态势，同时说明民族文化

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推动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政府助推: 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大发展

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政府对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国内外

的经验来看，离开了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文化产业想要得到推动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云南民族文化产业从其起步发展到

逐渐成为文化强省，充分证明了政府在其文化产业大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引导作用。

( 一) 政府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明确目标

云南省是我国比较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市场化、产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比较低，也是我国扶贫攻坚最为艰难的省区之一。

在 20 世纪下半叶，国外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形成文化软实力，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到亚洲的日本、

韩国，文化产业以席卷全球之势，纷纷进入中国，我国虽然也开始注意到发展文化产业，但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实力形成强烈反

② 郑长德: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 ( 2015 年)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年版，第 78 页。

③ 〔美〕托马斯·哈定，等: 《文化与进化》，韩建军，等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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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文化资源远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云南省各级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上下形成共识，大胆探索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

首先，率先提出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1994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曾在丽江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明确

了 “发展大理、开发丽江、启动迪庆、带动怒江” 的旅游发展思路。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丽江、大理的经济发展，使云南省

委、省政府也充分意识到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为此，1996 年中共云南省委六届四次全会上

率先在西部地区提出了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开始探索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具体路径。这也是云南省首次提出把

云南建设成为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的重要思路，并于 2000 年制定发布了 《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1999 年，

云南省委六届九次全会进一步确定，把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作为云南参与西部大开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
①3

其次，云南省较早地在全国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问题，并把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中。2001 年，

云南省第七次党代会的召开，再一次确认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三大目标”之一。在 2003 年 7 月召开的

云南省委七届四次全会上，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云南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培育。
①

也是这一年，

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即: “坚持特色，发挥优势; 培育市场，发展产业; 重点突破，全面进步”。

云南省以民族文化元素作铺垫，开始了民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通过以下年份可以看出政府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导

向轨迹: 2003 年为文化发展的统一思想年; 2004 为文艺繁荣年; 2005 为文化产业发展年; 2006 为文化人才推出年; 2007、

2008 为集思广益年; 2009、2010、2011 年为文化建设年。云南省在 “十二五规划”中的思路集中在 “努力把文化产业打造

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引 擎 和 经 济 发 展 新 的 增 长 点。”
②
上。而在 “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要加快文化

产业发展，重点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不仅要做大做强骨干文化企业，同时支持民营和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并且在 “十三五” 期间，进一步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确定为八大支柱产业之一，并以 “转型升级”为目标，按照 “国

际化、高端化、特色化”和 “做大、做强、做精、做优”的 “三化四做” 要求，实施 “全域旅游”和民族文化产业的 “深

度融合发展”战略。而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云南更是主动融入，积极行动，使民族文化产业在 “一带一路”建

设中，对促进大湄公河区域合作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使云南成为我国唯一能从陆上沟通

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直达印度洋的重要的文化战略通道。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路与目标，云南省在西部地区不仅率先迈开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更为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开发拓展

了一条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 二) 改革文化体制，促进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文化事业单位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体制面临文化市场发育和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旧体制成为文化事

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
③4

文化体制改革大势所趋。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 “积极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这为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和实践要求。

3 ① 曹晋，曹茂: 《从民族宗教文化信仰到全球旅游文化符号——以香格里拉为例》，《思想战线》2005 年第 1 期。

4 ①杨佳: 《八千里路云和月 创意领袖杨丽萍专访》，《创意设计源》2011 年第 1 期。

②云南省 . 云南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http: / /www. china. com. cn/guoqing /2011 － 12 /05 /content_ 24074979. htm

③戴元光: 《从人口大国到文化大国 ( 上) 》，《走向世界》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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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使企业成为文化经济的发展主体。丽江是首批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城市之一。从 2002 年初，丽江市

政府对原有的文化单位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国有文化部门按照职能不同划分为公益性、半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种类型。公益部分

由财政支持，把传统文化单位的经营部分进行企业化改造、重组，使之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

企业。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进竞争机制，激活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如丽江以 《丽水金沙》为突破口，

对民族歌舞团进行改制，与深圳企业合作，成立了旅游演艺公司。《丽水金沙》采用舞蹈配合诗画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

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被业内视为最具开拓意识的民营商业演出之一。丽江旅游演艺公司也被评为 2004 年度

中国文化产业十佳成长型企业，先后荣获 “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 “全国百家优秀文艺团体”称号。

其次，创新体制，全面推动改革试点。由于丽江经验得到认可，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云南省鲜明地提出了 “政府支持，

市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口号，并组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同时在财政、税收、工商、投融资、土

地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力图为文化企业提供社会管理职能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云南省级各项文化体制改革

开始向纵深发展，地州市一级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也开始全面启动并得到快速推进。基本的做法是将文化产业区分为经营性文

化产业和非经营性文化事业两个层次，同时把具有市场属性的资产从现行体制中划分出来，并分期分批推向市场，通过改组、

改造为国有控股或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股份制文化企业，这种文化体制的改革，使云南文化事业发展得到突破，实现了文化企

业成为市场主体的重新定位。为此，云南省率先改革了一批文化事业单位，率先发展了一批文化产业骨干企业，率先建设了一

批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文化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篷勃发展起来，同时也成为了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到 2006 年底，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试点的 8 个州 ( 市) 实现文化及 相 关 产 业 增 加 值 135.

92 亿 元，占 全 省 的 74. 04% ; 试点县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39. 80 亿 元，占全省的 22. 00% 。
①

第三，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市场需求。丰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云南省发展不竭的动力。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与突破，

云南省各地文化企业大展宏图，文化精品不断涌现，而与旅游业的联合，更加推动了文化市场的强大需求。如自 2002 年 5 月

1 日 《丽水金沙》向社会公演以来，每晚演出 2 场，几乎场场爆满，仍难以满足广大游客的需要。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文化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日渐提高，这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由丽江首当其冲的试点证明: 通 过 文 化 体制改革，云南省文化发展的体制性、机 制 性 障碍得到基 本 消 除，极大

地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 性 和 创 造 性，也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文 化 自 觉、自 醒、自 信 与 自 强，解 放 和

发 展了文化生 产 力，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文化成为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丽 江 市

4 次获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殊荣。

三、民族文化产业从新兴产业到支柱产业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等，

使我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现代转换，文化必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为此，2009 年国务院颁布了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2011 年

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支柱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能够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

的先导性产业。其特点一是生产发展速度较快; 二是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 三是诱导新产业的崛起。云南省通过 20 年的打造与

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先导性产业。目前，云南省主营业务收入上亿元的文化企业有 73 家，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均处于全国中上水平。
②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一个产业占到 GDP 的 5% 就算支柱产业。因此，在 2005 年时，文化产业就已经成为云南的支柱产

业。2011 年，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5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 6% ，占全省 GDP 的比重达 6. 11% ，云南成为全国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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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超 过 5% 的 省 市 之一。
③
到 2012 年，云南省文化产业已经占到 GDP 的6. 3% 。截止 2015 年，

云南省作为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连续 10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增长超 20% 。
④5

云南省 2001 年至 2012 年文化产业产值情况

年份 全省文化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占全省 GDP

比重的 ( % )

2001 69. 4 3. 30

2002 76. 37 4. 40

2003 106 4. 61

2004 134. 08 4. 53

2005 183. 58 5. 29

2006 216. 72 5. 41

2007 262. 64 5. 53

2008 300 5. 8

2009 360 5. 9

2010 440 6. 1

2011 534 6. 11

2012 635 6. 3

5 ① 李炎，王佳，等: 《空间、布局与特色: 云南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 页。

②李开义，张寅: 《把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云南日报》2016 年 1 月 21 日。

③袁悦: 《云南将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支柱性产业》，《云南日报》2012 年 9 月 18 日。

④蔺以光: 《文化产业已成为云南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http: / /www. ce. cn/culture /gd/201501 /28 /t20150128

_4454347.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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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项目、工程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云南省通过深入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和 “文化产业建设工程”，使文化产业

逐步规模化、基地化。通过不断摸索，各地政府及其文件的制定也更能够适应云南省的实际情况，使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引

导作用得到有力地发挥。由于项目带动使云南省的文化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整合进一步明显，社 会、企业也通过项目投资建

设主动参与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因此，文化产业的项目工程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使云南收获了众多的文化艺术精品，这

些精品的创作又成为带动文化产品向商品转化、营造文化消费氛围、拉动文化市场发展的主要领跑者。如中国·禄丰恐龙城主

题公园、和顺侨乡文化整体开发、云南亚广影视传媒中心、昆明老街、昆明国际印刷包装城、大理州地热国、普达措国家公园

建设、《印象·丽江》等。这些重大项目不仅对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还带动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其次，培育与发挥骨干文化企业的带动作用。在项目带动战略的引领下，云南省很快涌现出一批行业骨干企业和大型文化

产业园区。目前，云南省已拥有特色文化产业示范企业 30 个、知名品牌 46 个，特色文化产业示范村 20 个，特色文化产业示

范街区 5 个。2015 年命名挂牌了首批 10 个 “云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 “文化产业建设工程”的实施，云南省不断培

育与壮大了一大批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国有骨干企业的作用: 一是体

现在国有文化企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引领力量; 二是必须时刻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主动担负起提

供优秀精神产品、传播先进思想信息、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 三是自觉承担起引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责任和社

会责任，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在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与此同时，云南省也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

发展，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实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的民营文化企业，使之成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

第三，打造了一批文化精品，品 牌 效 应 凸现。如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组建以来，成立了云南省演艺集团，通过

整合资源，按 “中国元素、国际演绎”的市场需求，通过盘活国有文化资产 搭 建 投 融 资 平 台，打造了大型演艺节目《雨

林童话》、大型史诗剧 《吴哥的微笑》、大型情景歌舞史诗 《辉煌新加坡》等，带动云南演艺业阔步走向国际市场。
①6

而在 2004

年 4 月 11 晚，云南映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文化精品《云南映象》 在北京保利剧院的首演拉开帷幕，给北京演艺

舞台带来全新的艺术震撼。今天，云南的文化精品已经数不胜数，成 为 了 “云 南 现象”的金字招牌。

四、民族文化产业由支柱产业到集群效应

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各个地区建设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必由之路。而文化产业集群主要以文化产

业集聚园为核心。云南省发展的文化产业集群，不仅注重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也注意了现代产业的特点，更加注重了文化

品牌的塑造。

首先形成了旅游加文化的文化旅游集群效应。以丽江文化产业集群为典型代表。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和

云南、四川、西藏大香格里拉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丽江就是我国西南边陲的经济文化的重要集散地。丽江保留了独特的东巴

文化、纳西古乐以及著名四方街古城，依托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丽江古城、 “三 江并流”和 “东巴文献古籍”先后获批为

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记忆遗产，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历史文化城市。2003 年，丽江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综合试点城市后，逐渐形成了以世界遗产文化、东巴文化为核心层，以文化旅游及旅游中心层，以现场表演、东巴文化产

品创作、生产、销售为外围层的产业化运作体系，形成了各类文化企业集群发展现象。
①7

被 誉为 “丽江模式”。目前，丽江民

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品牌效应不断得到彰显，形成了集群内外的良性互动，也推动着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因丽江市文化消费持续

增长，2016 年，丽江又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名单。

6 ① 袁悦: 《云南将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支柱性产业》，《云南日报》2012 年 9 月 18 日。

7 ① 晏雄: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研究》，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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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形成了特色乡村创意产业集群。以 “金木土石布”为主的特色文化企业遍地开花，成果丰硕，走向海内外，成为云

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力军，也逐渐体现出活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如近年来，剑川县将传统的木器木雕民族工艺列为支柱产业

重点加以培植，已把一个传承上千年的传统小手工业打造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的大产业。目前，云南特色文化产业的

木文化产品已形成集群化发展，包括了剑川木雕、红木木艺、根艺、竹编、藤编、草编等木竹藤草工艺品，涵盖了剑川、开远、

曲靖、建水、文山、楚 雄、丽 江、景 谷、勐海等为代表的优秀木艺商品生产，因其做工精良，创意独特，吸引了很多客商。

第三，形成以会展、文体休闲、文化艺术创作等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正在推动云南省城市创意

文化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使云南文化产业呈现出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势。建设起一批高起点、规模化、富有云南特色的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园区，正是云南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以昆明、大理等地为代表的会展文化、休闲文化、

影视创作等创意文化产业集群正在逐渐形成，并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配合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间区域化文化集群发展。云南省充分利用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化

与东南亚、南亚、西 亚、东非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如目前腾冲正在规划建设一个 “一核五区”的文化产业园。“一核”即县城

中心园区，园区内划分影视基地、非物质文化产品区、文物藏品展示销售区、大型根雕文化博览园、南亚、东南亚文化展示开

发区以及会展中心 6个功能板块。云南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贸易，完善机制，搭建平台，打造品牌，已经全面形成 “走出去”

“引进来”双向开放新格局。

总之，经过近 20 年的打造和发展，云南已走出了一条与东中部地区完全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有的产业化运作甚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轰动效应，赢得赞誉。但是，实践层面上的文化产

业的运作还存在着一些随意性、盲目性和短视性等问题，不容忽视。在努力把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

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信息交流和商品交易，开始了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化，而云南省的更大目

标是建设 “全国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区”，并将逐步在深度上培育和挖掘特色民族文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