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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了升级改造的新阶段。
孙丽坤所著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立足这一时代大背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从文化与旅游融合八手，研究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问题。
全书除绪论外共8章，分别论述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理论、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基
于创意理念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策划、民族文化旅游形象创意，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开发
、生态博物馆与新农村建设中的民族村寨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等。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成对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文化旅游项目策划和运
作具有明显的参考意义，同时为文化旅游产业管理者和实践者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与发展战略提供了
有效的科学依据，亦可供旅游管理专业师生、文化经济建设等领域的科研人员，相关行业管理人员参
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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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丽坤，1962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任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副
教授。
中国首届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内外多家旅游企事业单位咨
询专家。
近年来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共主持省
部级课题6项，国内外企业横向合作项目等30多项，在国家级、省部级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等发表学术
论文30余篇，出版5部专著、教材，获得全国、雀市级科研和数学奖励6项，并于2010年获得大连市“
十佳”旅游教师称号。
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先后对其为民族地区政府旅游发展所作的研究工作及其个
人事迹进行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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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与傣族的“泼水节”和壮族的“三月三”时间、形式、内
容不同。
拉萨的大昭寺、傣族的竹楼、苗族的寨楼、藏族的碉房、蒙古族的蒙古包、维吾尔族的窖洞式住房和
布满葡萄架的庭院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了本民族的建筑格调。
各民族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同，形成了各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
如新疆的葡萄干和细羊毛，内蒙古的麦饭石和草原蘑，广西合浦的珍珠和花竹帽，西藏的氆氇和地毯
、藏香等。
 不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季节变化特点不同。
如地处热带、亚热带的桂林等地，季节变化不很明显，冬夏基本都可供游人观光；而地处高纬度、高
原地区的内蒙古草原与新疆等地只能在短暂的夏季开展旅游。
人文旅游资源一般不具有季节性，但各民族的重大节日却具有很强的时间性。
 （二）景点分散 对于很多文化型的旅游目的地来说，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景点景区分散，“满天
星星”，不仅没有“月亮”，而且这些星星之间也过于分散，没有形成一个主题。
大量的旅游景点犹如散落的珠子，缺乏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分散的旅游产品犹如散兵游勇，缺乏一
个灵魂将其统领起来。
因此，有必要用文化这根主线来统领其旅游的整体发展。
所谓文化主线，就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用来统一其旅游产品、要素，以此作为未来旅游产品设计、产
业布局、目标市场定位、市场营销等各项工作的指针。
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确定什么作为本地旅游发展的文化主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里面，既需要考虑本地的历史文脉，更需要研究现实的旅游需求；既需要寻找相关文化要素的共性
主题，也需要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
文化主线的贯穿，首先体现在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方面。
要通过挖掘本地的文化内涵，结合现代旅游者的需求审美塑造一个特色鲜明而富有文化品位的旅游形
象。
文化旅游发展涉及诸多学科，研究难度非常大，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和探索。
从文化角度而言，一方面要重视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利用历史的、地方的、民问的文化要素，结合
现代的、国际的、主流的展示方式，开发出适合一般现代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在这里，关键是如何将
各种文化产品从过去的观光型转变为休闲型，把旅游活动从原来单纯的教育、宗教功能转变为全方位
的体验，把原来静态的、历史的、死板的观赏对象转变为动态的、现代的、生动的体验对象；另一方
面，在其他旅游产品（如度假、休闲、商贸旅游等）的开发中，注意文化内涵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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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案例》一书，是旅游发展研究的一部力作。
全书借鉴国内外文化旅游的相关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以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为主
导，对文化旅游产业的相关前沿理论与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着重反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旅
游开发情况，熟练地驾驭丰富的实证材料、综合多门相关学科的知识、层层深入地做出独到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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