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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开发模式研究

) ) ) 以凤凰古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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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运作模式同一般产业商业模式相比, 具有商业模式的依托性、价值网络性、风

险性、运作高要求性等特点。营造商业模式发展环境、产品定位与开发、产业品牌营销、市场化产业运营、产业链

延伸、产业集群构建等策略乃凤凰古城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有效商业模式。凤凰古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

式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其他民族地区营造商业模式发展的外部环境、立足民族文化创意挖掘商业模式价值源泉、不断

创新产业价值实现模式、实现商业模式价值延伸和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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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创意产业 ( C reativ ity Industries) 于 20世纪

80年代已开始逐渐兴起, 其概念于 1998年由英

国最早提出, 并将其界定为源于个体创造力、

才能与技术, 且通过知识产权创造财富与就业

的活动。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在实践

中已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在增强自主创新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

中具有重要作用, 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有效途径, 也是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

效战略 (厉无畏、王慧敏, 2006 )
[ 1]
。创意产

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创新是相辅相成, 在民族

文化旅游活动中加入创意元素, 可进一步增强

原有产品、服务的体验性和吸引力, 充分显现

民族文化旅游的魅力, 不少民族地区推出的文

化旅游项目, 如云南和广西基于其独特的民族

文化推出的 5丽水金沙 6 和 5印象 # 刘三姐 6
等表演晚会, 本质上都属于旅游创意产业的范

畴。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基于创意元素与民

族文化旅游元素的完美融合, 是民族地区文化

旅游实现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对推动民族地

区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和谐发展也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当前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 总体上是从经

济向运营、战略和整合递进的。商业模式最早

被理解 为公司的经济模式, 如 Stew art等

( 2000)、A fuah等 ( 2001) 把商业模式定义为

企业获取并使用资源以赚取利润的方法
[ 2- 3]
。

运营类定义则重点说明企业通过何种内部流程

和基本构造设计来创造价值, 如 T imm ers

( 1998)、M ahadevan ( 2000) 将商业模式定义

为企业与商业伙伴及买方之间价值流、收入流

和物流的特定组合
[ 4- 5]
。战略层面定义关心企

业的竞争优势及其可持续性, 如 L inder等

( 2000)、W eill等 ( 2001) 认为商业模式是对

企业的顾客、合作伙伴和供货商间关系与角色

的描述
[ 6 - 7]
。上述三种解释都具有片面性, 整

合类定义则从经济逻辑、运营结构与战略方向

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上说明企业商业模式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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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如 M orris 等 ( 2003 )、 O sterw a lder 等

( 2005) 提出商业模式旨在说明企业如何对战略

方向、运营结构和经济逻辑等方面一系列具有

内部关联性的变量进行定位和整合
[ 8 - 9]
。国内

研究主要从整合角度, 如罗珉等 ( 2005 ), 周

辉、刘红缨 ( 2007) 认为企业商业模式是一种

战略创新意图与可实现的结构体系及制度安排

的集合
[ 10- 11]

。本文认为商业模式是一个框架,

以价值创造为目的, 通过企业整合内外资源和

运作管理将战略理念具体化和实践化, 并使之

能够维持和发展的范式集合, 成功的商业模式

是实现产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湘西凤凰县

近十年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实现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所以当前开展对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研究,

分析其成功经验, 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

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

特征分析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作为创意产业在民

族文化旅游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冯学钢, 于秋

阳, 2006)
[ 12]

, 和民族文化旅游业密不可分的。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即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的商业运作模式, 和一般产业商业模式相比,

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 ) 商业模式的依托性

创意产业具有空前的产业关联度, 表现为

极强的渗透性和整合性, 在横向上广泛延伸,

跨越了众多传统产业部门, 在其未独立之前,

创意产业以创新为依托, 暂时蕴含在众多传统

产业领域之内, 但居于传统产业的价值链高端。

由于缺乏资金, 经济落后,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

实现经济效益必须依托于其他产业, 而旅游成

为最佳的选择。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是相互

依存和促进的, 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旅游产业发展, 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对旅游业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 两者的完美结

合形成产业价值网络, 如湘西各地少数民族各

种装饰品的热销。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依托

于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其产品定位于旅游

者, 以满足到目的地旅游者的精神需求为手段,

并从中获取价值求得自身发展为根本的目的,

所以其商业模式也是依托于旅游产业模式的。

(二 ) 商业模式的价值网络性

许多国外学者在定义企业商业模式的时候,

或多或少地提及到企业的价值链。 Rappa

( 2004) 指出商业模式明确了一个企业在价值链

中的位置
[ 13]

; Pow ell ( 2001) 认为商业模式是

开办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所涉及的流程、客户、

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
[ 14]

;

Dubosson等 ( 2002) 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

进行价值创造、价值营销和价值提供所形成的

企业结构及其合作伙伴网络
[ 15]
。在国内, 高

闯、关鑫 ( 2006) 认为商业模式界是一种基于

价值链创新的企业价值活动
[ 16]

; 张向国、吴应

良 ( 2005) 提出商业模式是通过整合产业链构

筑起来的一种以顾客为核心的价值创造体

系
[ 17]
。商业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

或者商业价值网络, 其通过对企业全部价值活

动进行优化选择, 并对某些核心价值活动进行

创新, 然后再重新排列、优化整合而成的, 民

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商业模式运作过程也具

备明显的价值网络性。民族文化旅游满足旅游

者需求的过程中, 企业需把握旅游者的需求,

立足民族文化创意开发各种文化旅游创意产品

和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旅游者达到满足旅游者需

求使其实现其价值, 同时企业也可实现其价值;

由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利

益相关者也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旅游

者价值实现的同时, 其价值也可实现; 而旅游

者、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实现又可促进文

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产业价值网络, 如图 1。为更好的满足旅游者

的需求, 需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禀赋资源, 促

进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和传播信息化, 注重旅

游资源的价值延伸和外延的拓展, 打造民族文

化创意产业链条, 提升民族文化附加值; 同时

还要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 开发更多的相关产

品, 发展相关的辅助产业, 实现更大范围的价

值创造, 使旅游产品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涵。

(三 ) 商业模式的风险性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依托于民族文化的神秘

性和创意元素的新奇度、体验性, 并在双方相

互渗透的基础上, 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科

技、生态等多个领域的产业要素在产业链的高

端有机整合, 本质上要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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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如民族传统工艺可能为手工的、少量生

产的产品, 但如果进行创意设计, 使之呈现出

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特点, 便

可超越产品本身的价值, 衍生出巨大的附加价

值。但是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民族文化旅

游创意产业的盈利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且需要借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制造类产品

相比, 旅游文化创意产品无法在开发出后即检

验其品质, 即使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产品, 如

果不能得到旅游者的认同, 其价值就为零; 由

于当前旅游者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变性, 产品开

发者很难准确的把握旅游者的需求, 并开发出

适当的产品, 这种不确定性使产品开发的风险

很大。同时创意产业的产品属于具有知识产权

属性, 必须要保护其知识产权, 才能在更大程

度上实现创意的价值, 而这样会限制其产品的

影响范围, 又会限制其价值的实现, 所以必须

解决产权和传播的矛盾问题。

图 1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价值网络

(四 ) 商业模式运作要求更高

由于民族文化旅游商业模式的高风险性, 所

以其运行过程中, 需要更好的产业策划、更完善

的管理团队和更广泛的参与合作。首先, 需要更

好的产业策划。在创意产品的价值实现中, 更加

强调对产品的包装与宣传, 特别是必须借助于品

牌的效用。创意是文化旅游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

和保障, 产品开发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创意, 创

意在此商业模式运作中的意义异常明显。其次,

需要更完善的管理团队。由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属于综合性的产业, 需要多个组织机构密切的合

作, 所以对于管理和协调的要求比较高。再次,

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和合作。这必须要调动尽可能

多的参与的积极性, 其中当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异常重要。由于创意产业以文化为基础, 以创意

为核心生产要素 (王志成等, 2007)
[ 18]

, 每个创意

工作者都可以在植根文化的基础上将个人对产品

的理解和创意冲动倾注于创作中。由于民族文化

的独特性, 对民族文化没有深入了解的人很难完

成民族文化创意产品, 所以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

创新必须有民族居民的支持参与, 因为他们不仅

对民族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更是民族文化创意产

品的直接传承者。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须以民族

文化为基础, 同时要广泛的吸收当地居民的参与,

脱离民族文化的产品是不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二、湘西凤凰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商业模式构成分析

关于企业商业体系的构成, 一是根据商业

模式发挥作用的机理来推导, 如原磊 ( 2007 )

根据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将商业模式分解为 / 3

- 4- 80 构成体系 [ 19 ]
, 翁君奕 ( 2004) 把商务

模式界定为由价值主张、价值支撑、价值保持

构成的价值分析体系
[ 20 ]

; 二是通过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分析来归纳, 如李东 ( 2006) 采用元分

析法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进行主成分合成
[ 21]

,

罗珉等 ( 2005) 认为商业模式包括组织内部结

构和组织与外界要素的关系结构
[ 22 ]
。结合凤凰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逻辑和经营

活动, 本文认为其商业模式应该包括产业发展

的环境, 产业价值的主张, 产业价值的实现模

式以及产业价值的延伸等几个方面, 如图 2所

示。其中产业价值主张主要包括产品的定位与

开发, 产业价值实现模式主要包括品牌营销和

产业运营, 产业价值延伸主要是产业链的延伸

和产业集群的构建。

(一 ) 营造商业模式发展环境

企业商业模式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内部管理

作为保障, 产业商业模式的顺利实现需要有良

好的发展环境。凤凰从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和优

化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入手, 为旅游文化创意

产业商业模式的成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

图 3所示。其影响力有所差异, 其中政府负责

产业软硬件环境的营造、文化保护和创新, 居

于主导地位; 当地组织和居民主要是参与和支

持, 属于配合影响者; 企业负责创意产业的实

际开发运作, 其经营运作直接影响着创意产业

的发展环境。政府的主导营造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保护和创新民族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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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凤凰现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实现最大的效益,

按照 /保护古城、改造旧城、开发新城、修复
长城、打造名城 0 的思路, 凤凰采取一系列措

施保护和创新民族文化资源, 编制出台 5凤凰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6 和 5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6; 同时不断
强化对民族文化精华的研究与创新, 特别是与

当地高校吉首大学的合作, 实现民族文化的创

新与发展。二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首先, 通

过财政投资、招商引资、民间集资等方式, 不

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景点品位进

一步提升, 如完成沱江河道历史上的第一次彻

底清淤和古城夜景的美化亮化; 其次, 为实现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规范化发展, 凤凰县采取

各种措施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进行规划和引导,

不断的提高管理水平, 先后成立旅游产业开发

领导小组、风景名胜管理处、古城保护管理委

员会、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切实加强对凤

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服务指导。

图 2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构成体系

图 3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发展环境

(二 ) 产品的定位与开发策略

凤凰民族文化是湘西文化中奇葩, 其民族

文化、文物古迹、传奇故事、历史典故等文化

创意素材灿若星河。凤凰立足其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将其旅游准确定位

于文化旅游, 与张家界等自然旅游景区形成了

有效互补。所以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产品开

发中, 凤凰从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入手, 用

文化创意赋予旅游活的灵魂, 将民族文化旅游

创意融入到旅游活动策划、旅游产品开发和旅

游景点建设中去, 如图 4所示, 实现了创意产

品的突破。

图 4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产品开发

第一, 在旅游活动策划中融入文化创意,

如在举办南长城登山比赛中, 为充分展示南长

城的文化魅力, 在比赛展示区外, 利用当地丰

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适时推出民族乐器苗鼓展

示区和民族文化展示区, 使单一的登山比赛充

满文化内涵; 利用谭盾到凤凰举办大型音乐会

的时机, 积极举办湘西原生态文化节, 利用文

化创意将本来单一的音乐表演扩展为听音寻路、

感恩音乐、对话和演唱会等几个文化创意环节,

大大增强了活动的影响力; 邀请著名媒体香港

凤凰卫视高层人士、节目主持人以及中国以凤

凰冠名的地区、著名企业, 举行天下凤凰聚凤

凰活动, 并以天下凤凰聚凤凰活动为契机, 精

心策划集苗族服饰和银饰为一体展演的中国凤

凰苗族银饰文化节活动。

第二, 利用文化创意包装和设计文化旅游

产品, 凤凰在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 不

仅仅是纯粹的文化展示, 而是利用创意和现代

先进手段包装的同时, 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的底

蕴和先进因子, 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 如 2007

年春节期间, 凤凰精心推出了 /万盏红灯耀古
城0、 /新春民俗体育大比拼0、 /民间戏剧闹新

春0、 /狮子龙灯游县城 0 等十多项迎新春民俗
表演项目,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116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4 655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1617%。

第三, 将文化融入每个旅游景点的建设中,

如借助 2001年 4月朱镕基为凤凰古城题写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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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城 0 的契机, 立碑开发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在南长城景点的建设中, 利用文化创意建成历

史文化长廊、民俗文化风情区、武云路休闲观

景区和南长城石林景观区等四大功能分区; 利

用名人效应建设名人故居景点, 如沈从文故居

和熊希龄故居等。文化创意使凤凰文化旅游在

与省内和周边各大旅游景区形成了高度互补,

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和吸引力, 并形成了强大的

产业生命力。

(三 ) 产业品牌营销策略

产品开发之后,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面临着销售的巨大挑战。凤凰县坚持以民族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为主导战略, 立足于民族文

化创意, 通过文化活动策划、创意节目表演和

宣传媒介等途径不断充实凤凰文化内涵, 提高

凤凰知名度, 打造凤凰文化旅游的品牌效应,

如图 5所示, 实现了产业品牌营销的顺利实施。

图 5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品牌打造模式

第一, 利用民俗文化创意活动打造 /民俗

凤凰 0 品牌形象。一是挖掘民间文化资源, 举

办中国凤凰民间文化节, 通过文化创意系列的

展示凤凰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阳戏、傩堂戏、茶

灯戏等民间文化艺术风采, 彰显凤凰独特的民

间文化内涵。二是组织开展民俗节庆活动, 凸

现凤凰独特的民俗魅力。凤凰把春节定位为到

中国凤凰过一个传统的民俗文化年, 把端午节

定位为 /中国凤凰民间龙舟节 0, 把苗族 /四

月八 0 活动定位为 /中国凤凰苗族银饰节 0,
把苗族 /六月六0 活动定位为 /中国凤凰苗歌
节0, 充分展示中国凤凰的民俗风情。

第二, 利用文化产业创意表演打造 /魅力
凤凰 0 品牌形象。建设 /天下凤凰 0 民俗文化

城, 依托凤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建

设文化产业, 在民俗文化城中的风情园中精心

策划组织演出山水实景剧 5神秘凤凰 6; 表演
场景的营造中巧妙地将小桥、流水、水车、竹

林和苗寨吊脚楼等场景融入歌舞风情, 体现历

史与自然生态的文化之美, 使游客对历史文化

名城凤凰有观之如画、读来如诗、仔细思量心

灵又有一种历史的震撼; 表演内容的组织具有

强烈的凤凰区域标识和民族标识, 体现着凤凰

厚重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

第三, 借助各种传媒与机遇作为外包装,

利用宣传创意打造 /天下凤凰 0 品牌形象。一

是借名人造势, 成功举办湘西从文文化节、天

下凤凰美群星演唱会、南方长城中韩世界围棋

巅峰对决赛, 并通过电视直播提升 /天下凤
凰0 的品牌形象, 其中围棋赛已成为两年一度

的固定赛事。二是借名嘴提升品位, 充分利用

香港凤凰卫视与凤凰的关系, 在凤凰卫视 /凤
凰论坛0 邀请当代学者纵谈凤凰文化, 在国内

外受众中制造心智意识, 吸引其到凤凰作凤凰

文化寻根。三是借名家展示风采, 邀请世界著

名艺术家到凤凰采风, 精心策划采风的内容,

并为其提供创作的艺术资源, 提升凤凰在国内

外的形象, 其中谭盾举办的大型水上音乐演奏

晚会影响空前。四是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开

发的历史机遇, 借助各级各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为旅游创意品牌造势, 特别是利用党和国家领

导人如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来凤凰视

察和指导的契机, 扩大凤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品牌的影响力。

(四 ) 市场化产业运营策略

关于产业应该如何运作, 如何使产业能够迅

速发展的问题, 凤凰立足市场大胆创新产业经营

机制, 在西部地区旅游开发中率先探索出 /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 0 的经营
模式,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相关利益主体都

有了明确的分工, 如图 6。其中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拥有产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 负责为产业发

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企业拥有经营权, 主要负责

对产业进行建设投资及宣传运作; 当地居民和组

织享有参与权, 参与产业的开发; 产业各利益主

体都可根据其权利获取相关价值。按照此模式,

通过专门机构的专业化运作, 争取了大量建设资

金, 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现了文化旅

游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

如对于凤凰古城经营, 凤凰按照所有权归

政府、管理权归职能部门和经营权归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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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离 0 经营机制, 摆脱了产权问题对文

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束缚, 以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加快旅游开发, 在激活旅游产业经营机制

的同时, 实现了文物景点保护与开发的双赢。

2001年凤凰县以 8133亿元将县内 8个景点经营

权转让给张家界黄龙洞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50年, 当年的门票收入即比上年增长近 10倍,

使旅游产业实现了超常规发展。通过市场化的

运作模式, 凤凰县各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

俗风情表演日益繁荣, 如 5我的湘西 6、 5寻梦
凤凰 6、 5山风鼓韵 6 等大型原生态文艺晚会受
到市场青睐; 凤凰县阳戏剧团根据旅游市场的

需求, 采取合股联办等形式, 先后推出 /凤凰
神韵 0、 /古怪凤凰 0 两台大型原生态民俗歌舞
晚会, 自 2004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 16万余

人次; 2007年 4月, 凤凰县阳戏剧团与天下凤

凰大酒店合作, 斥资 700万元建起了一个占地

面积达 5 000m
2
, 可同时容纳 1 200名观众的大

型森林实景剧场, 同时一台集凤凰传统民俗风

情精髓于一体、名为 5寻梦凤凰 6 的大型森林
实景晚会正式推出, 更是开创了大型森林实景

演出的先河。

图 6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运作模式

(五 ) 产业链的延伸策略

仅仅依靠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无法改变凤凰

的落后面貌, 这必然会限制民族文化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所以凤凰必须探索产业的延伸,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地价值; 围绕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 凤凰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相关的加工业、服务业、高效农业、

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商品加工、旅游服务等,

拓展产业链条, 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良性轨道。

第一, 以园区建设为载体, 初步建成了以

山野绿色食品、肉类食品、矿产品加工、旅游

产品开发为主的四大主体工业, 打造出以蜡染、

扎染、姜糖、纸扎、银饰加工等为代表的民族

工艺特色品牌。

第二, 依托文化旅游创意产业, 餐饮、住

宿、房地产、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相关产业

得到迅速发展, 仅 2005年就新发展家庭旅社 45

家, 酒吧、宾馆 43家, 旅游商品经销店 153

个, 姜糖、银器、蜡染等产业实现产值 3 500万

元。

第三, 围绕旅游服务, 水果、蔬菜、畜牧、

烤烟、劳务等农村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当地

的糯米酒、苗家腊肉、苗族服装、土鸡等苗家

土特产都成为抢手的旅游商品, 村民的收入得

到了有效的提高。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民族文

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经济

环境, 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与区域经

济的发展实现了良性互动, 如图 7。

图 7  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链延伸

(六 ) 产业集群的构建策略

当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创新增量

的主要载体, 为实现凤凰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

业的升级, 使小产品有大市场, 小企业进行大

合作和小区域扩张成大作为, 凤凰主力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集群。

首先, 凤凰主要从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入手,

巧打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活动牌, 使 /天下凤
凰0 成为特色鲜明的旅游形象品牌, 开发培育

和宣传推介产业集群, 如以凤凰古城为中心,

以山江、阿拉两个民俗风情保护带为重点的 12

个民俗歌舞表演地的演出, 每天都吸引着数以

千计的游客前往观看; 其次, 凤凰重点完成四

大支撑建设, 集群产业的主体企业支撑, 提升

产业内质的人才支撑, 完善的体制制度支撑和

开放的创新文化支撑; 同时, 凤凰在产业集群

的建设中加速传统商贸业向现代服务业提升,

加速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小商品制造业提升, 加

速城乡二元差别向城乡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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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 凤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

商业模式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地政府和居民为产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积极支持和

参与民族文化旅游创意活动; 二是创意产业产

品的定位和开发比较准确, 较好地满足了旅游

者的精神需求; 三是文化创意品牌的打造和灵

活的市场化经营管理机制; 四是注意产品产业

链的构建和延伸。凤凰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其他

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借

鉴意义, 其他地区也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 ) 营造商业模式发展的外部环境

任何商业模式的成功都需要相关的外部环

境作支撑, 所以构建创意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如积极发展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 完善相关的

政策环境等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发展

的前提。首先, 政府对创意产业发展要给予配

套设施建设和后期经营管理的关注和支持, 建

设非赢利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其次, 政府要不

断完善相关的政策环境; 必须认真地保护和利

用民间文化资源, 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

传承和弘扬; 通过培育有利于创意的社会、文

化与地理氛围, 构筑创意产品产业化的促进机

制, 养育创意产业的文化锐气, 整合创意产业

的文化资源, 实现创意产业的市场价值; 健全

与完善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与功能设施服务体

系, 积极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意和内容向不同

价值链渗透与融合的产业组织氛围与发展环境,

促进创意产业的广义创新系统耦合、创意阶层

的再生产和创意市场价值的实现。

(二 ) 立足民族文化创意挖掘商业模式价值

源泉

商业模式的成功必须有赖以生存的价值基

础, 所以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必须

要立足创新, 挖掘民族文化的价值精髓, 将民

族文化创意融入旅游产品开发、活动策划和景

点构建中, 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持

续的动力。要将民族文化创意融入旅游的每个

环节中, 在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建设景区景点、

举办文化旅游活动中都要以民族文化旅游为核

心大胆创新, 树立民族文化旅游创意品牌形象。

首先, 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中要传承优秀

民族文化, 形成独特风格, 打造唯我独有, 唯

我是优的民俗文化产品; 其次, 要将民族文化

创意与旅游景点构建结合起来, 利用历史、传

说等对旅游景点进行包装, 提升其文化底蕴;

再次, 要立足文化创意策划具有鲜明区域民族

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 提升活动的文化内涵和

参与性, 树立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形象。

(三 ) 不断创新产业价值实现模式

商业模式的价值实现模式是商业模式成功

的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产业的生存。从凤凰

的成功经验来看,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 要利用文化宣传创意打造文化旅游

创意品牌, 通过各种途径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

品牌的构建造势。首先, 可以利用民俗文化创

意活动宣传民俗品牌形象, 如通过文化创意举

办民间文化艺术节, 系列地展示民间文化艺术

风采; 通过文化创意组织开展民俗节庆活动,

充分展示当地的民俗风情; 其次, 可以利用民

族文化创意表演来扩大民族文化创意品牌的影

响力, 如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文

化资源, 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 策划具有鲜

明区域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表演; 再次, 可以

借助各种传媒, 如电视和网络等扩大民族文化

创意品牌的影响范围。

第二, 要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机制。灵活的

管理体制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崛起的重要条件,

企业在经营上要打破互相封闭, 互相压制的传

统经营模式, 要合理整合资源, 形成客源共享,

利益共享的良好局面;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把重点放在为产业发展环境构建中, 实现所有

权、管理权和经营的分离, 产业的具体经营要

交给市场和专业机构去管理, 凤凰的 /三权分
立0 体制很值得借鉴;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

放弃对旅游资源的所有权,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要强化对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经营的监督, 避

免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和对民族文化资源的

破坏,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 实现商业模式价值延伸

集群化和规模化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方向

(张海涛, 苏同华, 钱春海, 2006)
[ 23 ]

, 集群发

展模式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品牌效应等优势,

所以在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中积极培育

产业集群, 同时必须注重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链构筑, 因为只有以产业链的方式经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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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创意产业集群才能真正支撑起区域经济

的增长。把创意、产品和市场有机链接起来,

通过文化生态的构建和全景产业链的缔造, 使

得经济发展能够在既有的产业格局之上, 通过

科技、创意与文化的融合, 进行再创造和再生

产, 将旧有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提升至最大化,

从而全面重塑产业发展的流程, 改变经济增长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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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 ercial industry developm entm odel study of

ethn ic culture tourism creative industry
) ) ) A case study of Phoenix O ld C ity

Q IN Q i- w en, WANG Zhao- feng, LE I L i- rong

Abstract: Compared w ith comm erc ia l industry of the o rd ina ry industry, ethn ic culture tour ism creative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re liance o f comm erc ia lm ode ,l va lue ne tw orks, r isk, high dem and o f operation, etc. The strateg ies such

as estab lish ing the developm ent env ironm ent of comm erc ia l mode,l the orien tation o f products and deve lopm ent, the industry

brand m arke ting, m arke t industry opera tion, industrial cha in exten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 l clusters a re the e ffective

comm erc ia lm ode ls o f e thnic cu lture tourism creative industry of PhoenixO ld C it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omm ercia l

m ode ls o f ethn ic culture tourism crea tive industry o f Phoenix O ld C ity has a strong referentia l sign ificance to externa l env iron-

m ent of constructing comm erc ia l model developm ent in o ther ethn ic areas o f our country, exp lo ring the source o f comm ercia l

m ode l va lue based on ethnic cu lture tourism creation, innovating the rea liza tion model of industrial value, and realizing the va-l

ue extension of comm ercia lmode l and deve lop ing cu lture tour ism creative industry.

Key words: Xiangx i Phoen ix; e thnic cu lture tour ism; crea tive industry; comm erc ia lm ode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