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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经 济

部地区，旅游业已形成了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产品和特种旅游产

品并存的多元化产品供给结构，而西北地区旅游的产品仍以观光

旅游产品为主。即使在观光旅游产品中也仍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现

象，以相互简单模仿为基本特征的“塑像热”、“造庙热”、“仿古

一条街热”、“人造景观热”轮番出现，致使旅游产品间的特色无

法形成互补效应，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在相互抵消中下降。在激烈

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西北资源优势被开发不足的劣势所抵消。

应充分认识到旅游产业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充

分认识旅游业发展在西部中的重要地位，克服障碍因素，积极促

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实现西部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1.统筹规划，合理分布

西北旅游资源较为分散，有关部门应树立“大旅游”和“旅

游区域”的观念，选择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前景看好的旅游项目，

统筹规划，成片开发，力争打破行政壁垒，接通西部黄金旅游线

同时注意景点合理布局与线路合理规划。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西北地区经济又相对落后，应广拓渠

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西北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在

保证资金利用效率的前提下，可利用国家基建资金、扶贫资金、

国债和外资（甚至可以设立西部国际旅游开发基金会，向国内外

广泛集资），对重点景区进行建设，尤其要改进西北国际旅游交

通结构，重点建设景区与交通干线之间的道路，使客源流向由单

向运转变为环路运行。可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作为大型国际直航

口岸，直接通往东南亚及欧美客源市场。

3.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

各部门要进行有效配合，适当延长产业链，使之在一体化框架

内衔接互动，并引向更深层次。不妨在西北建立若干旅游经济开发

试验区，逐步开放旅游市场，探索国际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新模式。

4.精心定位，加强宣传

要注意东西部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搞好定位，防止资源浪

费。同时要突出特色，改进宣传手段，尽可能结合互联网等现代

化手段进行促销。

5.重视人才资源

地方政府要发挥服务功能和主导作用，制定优惠政策，灵活

用人机制，要争取引进一批熟悉国际旅游业务，掌握现代经营手

段的专业适用型人才。

6.完善监管机制

目前，西北地区国际旅游业无序竞争现象较为严重。国家应

努力完善监督管理职能，引入公平竞争机制，维护国际旅客的合

法权益，保护旅游业的纯洁性。

旅游业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特殊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中

率先突进的产业，西北地区的旅游业要想成为真正“兴西富民”

的支柱产业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就必须克服制约发展的障

碍因素，积极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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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众多、地域广袤，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孕育了灿烂

的文化。西部文化具有地域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虽是老课题，也有明确

的答案。但在当今文化与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大背景下，给文化对经济的渗透力与推动力注入了新的内涵。近

十几年来，西部民族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西部本土民族文化特

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探索“本土

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用，以期为本土文化的发展寻求理论

支撑。

一、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指出：文化属上层建筑范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

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有

着其自身的本质特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其对

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有着相对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党的十六大报

告则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从中不难得出这样的

经论：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互为动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向前

发展。换一个角度说，民族文化最稳固最基本的特质，即民族心

性、民族气质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民族经济的发

展方向和质量。

1.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从来密不可分。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

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的总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生产力越发达，经济与文

化的关系就越密切。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的经济是文化经济。经

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如果那个民族在文化问题上

变得自觉了，对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并且把民族传统

文化和现代化结合好，可以预见这个民族在未来的经济地位一定

是举足轻重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只谈民族经济，不谈民族

文化，民族经济的发展就难以持久；只有发达的民族经济而没有

先进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有强大的民族。

2.民族文化渗透于民族经济发展全过程。从经济活动中的人

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

与“本土文化”的关联效应

[摘　要] 文化是不朽的。民族文化特质一旦形成，对民族经

济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本土文化”与区域经济本来就

是两个互相包容和交融的组合体。失去了本土优势的文化是单薄

的，同样缺少“本土文化”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显得单薄。西部

历来不缺少文化精品，从丝绸之路到《大梦敦煌》，构成了具有

鲜明独特的本土特色，才使得“本土文化”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

原动力。本文从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探索“本土文化”对区域经

济的发展效用，以期为本土文化的发展寻求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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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璧之美，藏文化凝重神秘，巴蜀文化古色古香，滇黔文化富于

人性化的欢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形态与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观念、习俗、宗教、艺术以及悠久历史、生存环境紧密相联，是

一种广义的文化集合体。

西部民族文化是一座异彩纷呈的文化资源宝库，它所包涵的

内容极其丰富，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为研究文化人类

学、宗教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文化学等学科提供了宝

贵财富，也为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对我们

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西部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其实在

西部尤其很多地方的县域或区位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一味地追

求眼前或局部利益，而丢失了很多原本属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

用专家的观点来说，现代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需要依托的是文

化历史资源，以资源优势来促进发展，以地域特色来发展和带动

第三产业，这既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也对保护地方传统文

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对这些厚重文化历史资源开发利用时，或“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或“寓文化于经济”，不断赋予时代精神，将文化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不失为一步好棋。近年来，地域文化资源资本化、

产业化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新话题，但地域文化丰厚只是一

种潜在优势，而使这种优势真正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优势，需要一

个对文化差异深入发掘、科学配置和恰当转换的运作过程。因为

文化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文明的创建上，更重要的是把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以及参与区域发展的竞争优势。

三、结束语

民族文化对民族经济的推动力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谁抓

住了这只“手”，谁就能推动整个民族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市场也需要培养和引导。“本土文

化”首先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经过公众尤其是本土

民众的认可，才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本土文化”市场的培育

需要各界的协同努力和广泛参与，在扎根于本土的基础上向外推

进，这既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也能贴近市场的脉搏。只有

让大多数本土人士真正体会到“本土文化”的魅力和亮度，并为

之自豪和骄傲，能够自觉维护“本土文化”精品，这才是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

人民出版社,1990年

[2]迈克尔·波特著:《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

济学》[M]

[3]林毅夫著:《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徐圻著:《现实发展与精神超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

[5]龚学增: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M].中共党校出版社，

1998.6

到对经济活动的处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产品的交换以及使

用，无不渗透着文化，因为经济的全过程都是人的活动。马克思

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人主

动地采取一种运动，用它来改变人和物的关系。归根结底，一个

民族在创造劳动成果的同时，创造了与民族同步发展的民族文

化。

3.民族文化不随民族经济亦步亦趋发展。文化有自己的独立

性，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文化除受经济的根本作用外，

还受历史积淀、传统演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一个民

族过去经济发达，后因多种因素落后了，其文化影响力仍可能因

惯性持续很长时间。一般来说，先进的民族文化造就发达的民族

经济，落后的民族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民族经济。从历史上看，

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与民族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均衡

的，有的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

当今时代，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成为重要的全球

趋势，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引导和支撑作用已越来越明显。

这既会给各个民族带来快速发展的经济，也有可能带来文化一体

化的问题，从而抹煞了文化的民族特性。一旦民族文化衰落、消

亡了，经济肯定会萎缩，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民族文化

的自觉问题在当代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大到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小到企业生产管理和名牌产品的创立，既

是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文化活动，需要文化的力量和智慧。

甚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特点，都凸出相

当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因素。没有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伦理和经

济规范确立不了，经济建设就难以搞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民族文化经济，就是文化作支撑的经济。

二、西部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本土文化”的关联效应

1.深入挖掘西部本土文化资源。在漫长的历史中，西部地区

相继建立了一系列邦国性质的地方政权或酋长性质的土司政权，

如西夏、吐谷浑、大理、“西域三十六国”等，它们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的特殊性，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形成

了众多的民族。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地迁徙、分化、融合、发展，

作为独立的族群，许多原生民族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我们从今天

众多的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中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些民族大多

在发展和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民族融合，并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

化。显然，多民族是西部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西部

与众不同的民俗民风，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由于西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

西部文化。从地域和文化个性上看，它至少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

文化圈：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黄土高原文化圈，西北地区的伊斯兰

文化圈，北方草原文化圈，天山南北为核心的西域文化圈，青藏

高原为主体的藏文化圈，长江三峡流域和四川盆地连为一体的巴

蜀文化圈，云贵高原及向东延伸的滇黔文化圈等。这些文化圈具

有各自相对明显的个性或风格。黄土高原文化悠远古朴，伊斯兰

文化充满异域色彩，北方草原文化热情奔放，西域文化显出东西

区 域 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