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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作用

郭艳华
（朝阳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辽宁 朝阳，122629）

一、引言

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日渐提升，针对精神文化的

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个性化趋势。现阶段，旅

游已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重要途径，

在旅游产业逐步同质化背景下，如何打造富有个性

的旅游项目，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

民俗文化源于人们生活，拥有着不同的风情，可为

各地区发展旅游经济带来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

主要以民俗文化与旅游经济为切入点，探讨民俗文

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提出借助民俗文

化提升旅游经济的策略。

二、民俗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作用

（一）民俗文化拉动旅游经济
纵观我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民俗文化是一个十

分独特的分支，其是某一民俗或某一地区在长期实

践过程中生成的特殊文化。伴随时间的不断推移，

民俗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与时代的

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最终形成内涵丰富、底蕴充

足的地域特色文化，彰显着独特的文化印记。民俗

文化具有多重属性，这使其能对旅游经济产生积极

影响，成为拉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因

为民俗文化具有丰富的特色资源，这也为旅游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撑，游客可以一边欣赏优美的

景色，一边感受极具鲜明特色的民俗风情，并深入了

解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

（二）原生态民俗成为旅游经济新亮点
现阶段，对旅游经济发展造成阻碍的一个重要

因素便是旅游产业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这导致

旅游产业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复制品。对此，民俗文

化的利用可有效改变旅游产业同质化的这一问题。

相关部门可依托原生态民俗来制造不同的旅游亮点，

并开发多元化的原生态旅游项目。比如，原生态土

著舞蹈、原生态音乐、原生态民俗故事等，均可以成

为吸引游客注意力的亮点。原生态民俗具有自然性、

原始性的特质，对游客的吸引力大，特别是一些原始

特征显著的民俗与风景就如同一幅古朴且自然的风

情图，能为人们带来独特的原始体验。原生态民俗

的朴素感与现代都市风格迥异，能吸引游客驻足，令

游客流连忘返，从而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三）差异民俗成为拉动旅游经济的法宝
现代人很容易被新鲜事物以及自己未体验过的

事物所吸引，而民俗文化恰恰契合了人们的好奇探

索心理。民俗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与实践中发展

形成的，各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特点，而

民俗的差异性特点正能成为拉动旅游经济的法宝。

差异民俗，简单来说就是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

更优”的特点，能确实满足旅游者的旅游心理和诉

求。一些民族由于地理文脉的独特性，形成了具有

差异性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而这也成为了吸引

游客的法宝之一。例如，哈尼族梯田文化充分体现

了哈尼族农耕的特点，通过梯田文化，人们能进一

步感受哈尼族“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的梯田精神。
哈尼族梯田文化成为极具特色的生态旅游项目，能

为本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推力。

（四）参与性为旅游经济发展注入生命力
民俗文化的生成，绝非是某一个体的成果，而

是集合了集体的智慧。民俗文化的集体性特点彰显

出了其鲜明的参与性，这有助于推动参与性旅游项

目的出现与发展。民俗文化的参与性为许多游客带

来了新鲜的旅游体验，人们不再以旁观者的身份出

现，而是可以切实地参与到民俗文化活动中，通过

参加各种体验活动来更深入地体会民俗文化的美

好。所以，民俗文化的参与性也能为旅游经济的发

展提供助力。

三、民俗文化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

（一）强化宏观设计，完善旅游开发规划
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非简单之事，而

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特点，这主要是由民俗文化的丰

富性、集体性特色决定的，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旅游经济的体验效果。旅游产业全面开发与利用民

俗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宏观设计，先针对本地

区民俗文化及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

充分了解人们对民俗文化的诉求，再完善定位，有

针对性地推出旅游产业方案，以促进当地旅游产业

经济的持续发展。期间，相关部门需保持对旅游产

业发展的前瞻性眼光，第一步制定行之有效的旅游

战略规划；第二步有机整合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及

民俗资源，形成完善的旅游文化产业链条；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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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民俗文化取胜，打造旅游品牌亮点，走出个性

鲜明的民俗旅游文化产业之路，以此带动当地社会

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充实旅游项目，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相关部门需紧紧扣住旅游产业的核心定位，发

挥旅游项目的抓手作用，深度挖掘民俗文化旅游资

源，进而形成庞大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体系。具体

来说，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重视开

发节庆民俗。节庆民俗，是民俗文化的核心内涵，

围绕节庆民俗主题，可以打造特色的旅游项目。例

如，结合民俗节日来开发观光和参加节日相结合的

旅游项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围绕民俗文化举

办旅游文化主题活动，例如和藕节以及葡萄节等，

这些均可以与旅游经济活动进行有机融合，以此给

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可靠支持。除此之外，相关部门

还可以结合民间艺术、民俗性交通工具以及民间体

育活动等内容来创新旅游项目。比如，少数民族舞

蹈以及极具地域特点的民间体育运动，还有马车、

毛驴车等交通工具，都可以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

俗旅游项目开发内容。

（三）注重区域整合，科学规划旅游线路
当下，由于一些地区对旅游资源的整合重视不

足，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阻碍。对此，相关地区必须认识到整合区域性资

源的重要性，立足本地区旅游产业与民俗文化资源

的结合，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凸显旅游产业重点，

形成旅游项目辐射点，放大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效

应，从而为旅客提供便捷、舒心的旅游服务，提高

游客回头率，稳固旅游经济。

（四）关注次生经济，开发民俗旅游商品
旅游产业如果想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形成良

好的产业链效应。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之际，密切

关注次生经济效益十分重要。相关部门应立足民

俗文化及地方旅游产业特点来开发民俗旅游文化

产品。同时，在具体的民俗文化产品开发过程中，

相关部门既要关注产品的原生态，也要加强设计能

力，丰富题材，以此摆脱品种单一化的问题，凸显

消费档次。可以说，只有不断增强民俗旅游产品市

场的魅力，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进而刺激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五）完善配套工作，构建旅游系统
依托民俗文化发展旅游经济属于一项系统性工

程，其需要完善各项配套工作，扩大宣传影响力，

有机整合传统宣传平台及新媒体平台、互联网平台

等，以此来提升民俗文化知名度。相关部门应完善

营销策略，通过生产与民俗文化相关的商品来全面

凸显民俗文化传统精神与内容，从而提升民俗旅游

景观的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不过，要注意的一点

是，在设计民俗文化产品时，需坚持多元化设计原

则，避免出现结构雷同以及档次相对低劣的产品，

如此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独特的品牌形象，给游客带

来优质的文化享受。另外，相关部门还要注重培养

相关人才，充分发挥传统民间艺人的作用，可通过

加大地方教育资源投入，来培养出更多的旅游经济

人才及民俗文化人才。相关部门可为民俗旅游经营

管理人员提供科学指导与专业引导，由政府部门及

相关行业协会邀请专业人士定期开展培训，以此逐

步提高旅游经营管理水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提高民俗旅游技艺人的报酬待遇，通过物质激励

方式挽留技艺人，并营造尊重民俗技艺人的氛围。

另外，还可以将在外表演打工的年轻人召回本地，

为当地民俗旅游发展贡献力量。

（六）坚持因地制宜，系统开发民俗旅游资源
在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过程中，切记不可千篇

一律。相关部门一定要把握好地域性特点，展现出

独一无二的民俗优势，开设独特的民俗风情旅游项

目，以推动民俗项目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重要“窗

口”。可以说，只有在开发特色民俗旅游资源上下

大功夫，才能在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跟。所以，资源开发必须因地制宜，万万不可盲目

模仿其他旅游项目，更不可“移花接木”。相关部门

应借助区域性固有资源，从自身的独特优势出发，

有机整合文物古迹、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开设独

特的民俗旅游线路，建设民俗博物馆，创新民俗娱

乐方式，以此推动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切实提

高民俗旅游口碑，吸引更多人来此旅游，从而夯实

旅游经济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俗文

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今已成为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的关键动力。因此，在后续发展旅游经济时，应着

重突出民俗文化的优势，注重宏观设计与精准定

位，不断优化旅游产业链条，以此为旅游经济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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