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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建设与开发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
带有普遍性而又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程度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
作者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创新，贴近现实。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研究》在以下一些方面的理论贡献尤其明显。
首先是提出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产权，并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和经济属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为有关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相关依据，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的
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问题的模糊认识。
其次作者以独特的方式提出当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深刻地分析了其问题产
生的根源，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借鉴。
再次作者开创性的提出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化观点，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化的条件到转化途径，以及
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化的现实意义为以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化提供理论指导，其中也是作者睿智的体
现。
最后是作者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可以说是此领域研究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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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研究》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和经济属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将
民族文化资源纳入到市场化运作中来，按照市场的运行模式和理论来进行度量，还将市场化原理和方
法运用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完善和丰富了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理论和方法。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操作指
导，对完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具有学术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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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态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四）
研究思路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二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概述　（一）民族文化　（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三）我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概述三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取得
的成就　（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问题的
主要原因　（四）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政策建议四 民族文化的资源化　（一）民族文化资源的经
济学特征　（二）民族文化资源化的条件　（三）民族文化资源化的途径　（四）民族文化资源化的
作用和意义五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一）资源资产化管理概述　（二）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资产化管理的含义及目标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原则　（四）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资产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五）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措施六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构
建的理论基础　（一）产权理论概述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　（三）西方产权理论　（四）我国的
产权理论七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必要性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旅游规划开发
　（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经济增长　（
四）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五）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资源保护
八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可行性及原则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可行性　（二）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原则九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影响因素　（一）意识形态与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界定　（二）社会制度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界定　（三）市场机制与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界定　（四）影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的其他因素十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
权制度界定的方法　（一）民主评议法　（二）专家座谈法和统一意见法　（三）德尔菲法　（四）
历史沿革鉴定法　（五）调查分析法　（六）头脑风暴法和集思广益法十一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
度体系的构建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的概述　（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的构建　
（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经营权的构建　（四）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评估十二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产权制度建立的功能　（一）明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　（二）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
开发顺利进入市场化运作　（三）促进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保障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和谐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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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产权界定方式，应依据其与企业产权界定的区别，从尊重民族自主权，保护和
弘扬民族文化出发，根据市场条件、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资源的性质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选择界
定方式。
由于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民族文化资源主人、企业、政府三方利益，因此，一般情
况下，应将市场界定、企业界定、政府界定三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安排，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
相对最佳。
　　3）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的合理安排　　少数民族自身对民族文化资源产生保护意识和开发利
用的积极性，是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根本，而目前我国民族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只归属于国家，
即公有制，对民族文化的主人——少数民族，是极为不利的。
因通常而论，公有制企业被看成是“无主财产”或“所有者缺位”的组织。
科斯定理认为经济体对方无论怎样行动，只要产权得到有效界定，最终的结果是有效率的，菲吕博腾
也认为产权的有效界定使双方都能朝同一个由帕累托均衡所支持的“合约曲线”上的一个更令人满意
的状况发展。
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或经营商在开发计划的制订和利润分配方面，都没
有考虑到征求传统文化真正“主人”的意见，目前的产权安排从根本上剥夺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利益，
广大少数民族没有得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后带来的应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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