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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１９８８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

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

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内生式
发展机制的构建

———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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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面临跨越与转型发展的双重使命，破解这两个历史性难题，不能单纯依赖外部力
量嵌入式发展，需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出发，发挥优势，探索形成基于内生力量不断增强的发展路径。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通过传承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增强内生力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
推进给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应在构建少数民族文化产权保护体系、形成少数民族文化共同
体传承发展机制、完善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机制、完善少数民族特色产业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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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摆脱全国落后状况出

发，基于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的思想，践行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

略构想①，由此沿海地区得益于改革开放、历史发

展基础及其区位优势，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要

素向 其 集 聚，实 现 了 快 速 发 展，这 拉 大 了 其 与 中

西部地区特 别 是 其 中 的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展的差距。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国家在东部

地区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大力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的问题，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步入快车道。总体而言，
少数民族地区仍处于欠发达水平，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 下，面 临 双 重 使 命，一 方 面 要 破 解 通 过 跨 越

发展来追赶全国发展水平的老问题，一方面还要

破解转变 发 展 方 式 实 现 更 好 发 展 的 新 问 题。破

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需要辩证地认识和处

理好嵌入式与内生式发展的关系，发挥好少数民

族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探索形

成内生力量不断增强的发展路径。

一、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与转型发展

需要内生力量的增强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既有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外部力量嵌入式发展的辉煌，也有现今不断

增强内生力量的持续发展，其中所给出的重要启

示，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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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家在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 实 施 嵌 入 式 建 设

项目为少数 民 族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但由于 没 有 形 成 融 合 发 展 机 制 而 难 再 持 续。
中国现 代 工 业 的 发 展 是 由 东 向 西 梯 度 推 进 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

发动战争的威胁和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全

国一 盘 棋，举 全 国 之 力，通 过 实 施 规 模 宏 大 的 三

线建设战略，大力推进内地工业化和交通设施建

设，对内地 偏 僻 落 后 地 区 实 施 嵌 入 式 发 展 措 施。
在２０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国 家 第 四 机 械 工 业 部 先

后从全 国 各 地 搬 迁 了 近２０个 单 位，以 贵 州 省 的

都匀、黔东南苗族 侗 族 自 治 州 为 中 心 组 建 了０８３
基地（国家在贵州省建立的军工电子基地），在苗

岭侗寨 之 间 建 起 了 全 国 先 进 的 电 子 工 业 企 业。
其中，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国营永光电工

厂（８７３厂）、国营宇光电工厂（７７１厂）、国营华联

无线电厂（８５１厂）、国营南丰机械厂（８３０厂）、国

营长 征 无 线 电 厂（４２６２厂）、国 营 红 云 器 材 厂

（４３２５厂）、国营新云器材厂（４３２６厂）、国营永华

无线电仪器厂（４５４０厂）、国 营 红 州 无 线 电 厂、国

营凯旋机械厂（４２９２厂）等 十 几 家 工 厂。国 家 三

线建设战 略 的 实 施，建 起 了 国 家 的 战 略 大 后 方，
扩展了 国 家 战 略 纵 深，增 强 了 反 侵 略 战 争 的 能

力，让侵略者“打不起”，遏制了战争的爆发，赢得

了和平 发 展 机 会，实 现 了 备 战 的 战 略 目 标。同

时，也改 变 了 沿 海 与 内 地 生 产 力 布 局 失 衡 的 格

局，缩小了地区间工业化的差距。就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而言，三线建设不仅迅速嵌入了现代

工业，还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等基础设施。
诺贝尔经 济 学 奖 得 主 缪 尔 达 尔 的 地 理 二 元

结构理论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

员、技 术 等 要 素 的 自 由 流 动，会 使 先 进 的 地 区 更

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日 益 显 著，在 这 样 的 态 势 下，正 如 地 理 二 元 结

构理论所揭示的机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

三线厂跟随０８３基地（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属５５家首批国家试点大型企业集团之一，
拥有国家级技术中 心、博 士 后 工 作 站 和 国 家８６３
成果转化基地）为获得较好的生产经营发展条件

（包括满足职工关于文化、就医、子女上学和就业

等生活条件 改 善 的 需 求）而 迁 移 到 贵 阳 市 等 地，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嵌入式发展受到了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少数民族地区如何

才能实现跨越和转型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破解

的重大难题。

２．增强内生 力 量 是 破 解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跨 越

与转型发 展 难 题 的 基 础。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工 业 化

的发展，受 到 地 处 偏 僻、交 通 不 便、基 础 设 施 落

后、资本积累不足、现代工业基础薄弱、产业技能

人才缺乏 等 多 重 因 素 的 制 约。少 数 民 族 地 区 要

突破这 些 困 境，实 现 经 济 社 会 的 跨 越 和 转 型 发

展，除了要利用好中央政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均

衡发展的 支 持 政 策 外，需 要 寻 求 新 的 发 展 路 径，
需要发育 壮 大 一 种 内 生 力 量。这 种 力 量 则 缘 于

日益成为一 种 稀 缺 而 又 绚 丽 的 经 济 资 源 的 少 数

民族文化。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在 如 何 充 分

利用少数民族文化优势，扬民族文化之长增强内

生力量，带 动 跨 越 与 转 型 发 展 方 面，进 行 了 积 极

的探索。该州文化遗产总量位居贵州省之首，有

１项（侗族大歌）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５２项６８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点进入国家级名录，有１７５项２０６个

保护 点 进 入 省 级 名 录；有５个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名镇、名村，有２个国家级生态博物馆、１０个

中国民 间 艺 术 之 乡；有１９个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位、３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①。２０１２年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在黔东南创建民族文化旅游创新

区。该州抓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少数

民族文化旅游需求呈现出的旺盛增长态势，积极

发挥民族节日、民族歌舞、民族服饰、民族传统手

工艺等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的优势，着力保护好传

统民族村寨 等 文 化 遗 产，对 其 加 以 开 发 利 用，将

其打 造 成 为 全 贵 州 省 独 特 的 民 族 旅 游 胜 地。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黔 东 南 州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由

１５１２．８万 人 次 增 加 到３７４４．６万 人 次，实 现 旅 游

总收入由１０９．７亿元增加到３１４．８亿元，由此带

动民族工艺、民 族 医 药、民 族 食 品 等 特 色 产 业 的

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全州

三次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４．６：

３０．１：４５．３，发 展 成 为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７．８：３０．６：

５１．６，第 三 产 业 比 重 上 升 了６．３个 百 分 点，并 在

全州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第三产业的发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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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关部门向调研组提供的资料。下文中，凡为调研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省略注释。



促进了整 个 经 济 的 发 展。黔 东 南 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在整个贵州省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全

省各市州 相 比 经 济 总 量 位 次 靠 后。该 州 近 年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较 快，２０１４ 年 全 州 生 产 总 值 为

７０１．７１亿元①，比２０１０年 的３１２．５７亿 元 有 了 大

幅增长，其中２０１４年比上年增长１４．４％，比全省

的１０．８％高３．６个 百 分 点②，高 于 全 国 约１倍。
可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传承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发 展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旅 游 等 特 色 产 业，为 一

方脱贫致富和实现跨越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旅游业、民族工艺、民族

医药、民 族 食 品 等 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为 少 数 民 族

地区经 济 社 会 跨 越 和 转 型 发 展 奠 定 了 人 文、人

才、产业基础，提升了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市场

开拓 能 力，积 累 了 产 业 资 本，并 形 成 少 数 民 族 地

区特色而 又 靓 丽 的 名 片 效 应 和 聚 集 效 应。换 言

之，开 发 利 用 好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这 一 特 色 资 源，渐

进地增强了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实 现 经 济 社 会 跨 越 和

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递次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

传承发 展———旅 游 业 等 民 族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第三 产 业 发 展———整 个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良 性

态势。

３．传承发展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有 利 于 内 生 力 量

的凝聚。在长期的文明演进中，特别是在社会主

义国 家 大 家 庭 中，少 数 民 族 文 化 的 传 承 发 展，有

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可以为经济社会的跨越

和转型发 展 奠 定 和 谐 的 社 会 基 础。黔 东 南 苗 族

侗族自治州是多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２０１２年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黔东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繁荣发展示范区。全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八成，
有苗族、侗族、汉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畲族、
仫佬族、壮族、瑶族等民族；２０１４年全州民族村寨

普查确定的７２６个民族村寨中，两个及其以上民

族组成的村寨有９３个。该州各民族长期呈现出

团结进步态势，这不仅因为各民族有团结进步的

共同理念 和 追 求，还 由 于 丰 富 多 彩 的 节 庆 文 化、
歌舞文化、制 度 文 化、语 言 文 化、服 饰 文 化、婚 姻

文化，以 及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包 容 性 和 融 合 发 展，共

同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其中，节庆文化促进交

流和相亲相爱，歌舞文化净化心灵，制度文化（历

史上，苗族实行“议榔”制，侗族实行“议款”制，榕

江县人民法 院 鉴 此 推 进 无 诉 讼 试 点 工 作 村 寨 建

设，以构建多 元 化 纠 纷 化 解 机 制）促 进 行 为 规 范

和有序发展。

二、探索创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发展的机制

　　尽管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可 以 通 过 发 展 少 数 民 族

特色产业增 强 内 生 力 量，但 快 速 推 进 工 业 化、信

息化、城镇 化、农 业 现 代 化，仍 是 时 代 发 展 潮 流，
仍是追赶全 国 大 家 庭 发 展 水 平 而 实 现 共 圆 中 国

梦的必然 选 择。在 全 国 经 济 发 展 进 入 新 常 态 的

条件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经济增长保持了

较高的速度，与其他地区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

力形成较 大 的 反 差。由 于 工 业 化、信 息 化、城 镇

化、农业现 代 化 的 快 速 推 进，有 的 甚 至 是 快 速 嵌

入，改变了 原 有 的 缓 慢 融 合 发 展 态 势，给 少 数 民

族文化的传 承 发 展，以 及 现 代 与 传 统、工 业 与 农

业、城镇与 乡 村 的 融 合 发 展，进 而 发 挥 好 少 数 民

族文化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作 用，带 来 了 新 的

问题。
一是，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以实现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两者如何协

调推进，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地方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过度开发，在工业化、城镇化、新

农村建设、移 民 搬 迁 中，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所 依 赖

的人文生态环境有所破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

存空间面临挤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变味

甚至消 失 的 可 能。由 于 技 术 进 步，一 些 传 统 文

化，如作 为 侗 族“糯 米 文 化”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侗

果、瘪米、甜 酒、打 油 茶、腌 肉、腌 鱼 等，由 于 种 植

杂交水稻后糯米品种和产量减少，面临慢慢消失

的问题。
二是，随着 现 代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的 快 速 引 入，

保护传统 民 族 村 寨 的 难 度 日 益 增 大。传 统 民 族

村寨独具特 色，不 仅 是 极 美 的 景 观，还 内 含 民 族

智慧，呈现 了 发 展 的 历 史 和 人 文 风 情，是 民 族 文

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传统

民族村寨的保护是基础。然而，生产生活现代化

的快速推进，传统民族村寨保护面临挑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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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民族 村 寨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木 质 结 构 及 体

现建筑文 化 的 房 屋，其 保 存 中 存 在 如 火 灾 隐 患、
不隔 音、排 污 不 便 等 诸 多 需 要 改 进 的 问 题，保 持

原貌时难以解决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居民

对房屋 面 积 扩 大 和 内 部 装 修 改 善 需 求 的 问 题。
普查资料显示，虽然也有１００年以上未发生过火

灾的村寨，但仍然有民族村寨发生不同程度的火

灾，造成较大损失。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也产

生了与原有建筑风格不协调、生态环境破坏和污

染环境等问题。
三是，在多 元 文 化 融 合 发 展 的 进 程 中，独 特

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传承主体分化，
乃至稀缺 和 后 继 无 人 的 问 题。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不

可能脱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一些传统技艺项目需

要具体的 人 来 传 承 发 展。传 统 农 耕 文 明 时 期 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受到现代工业文

化的冲击，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主体的分

化，以 致 发 生 项 目 传 承 人 年 龄 结 构 老 化、断 层 的

问题。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国家级传承

人２１人，平均年龄６１．４岁，最高年龄８３岁，最低

年龄４７岁；省 级 传 承 人１００人，平 均 年 龄５８．３
岁，最高年龄７７岁，最低年龄２４岁；州级传承人

１９４人，平均年龄５５．９岁，最 高 年 龄９１岁，最 低

年龄２４岁。这是在国家对传承人实行包括给予

荣誉褒奖 和 财 政 补 贴 等 保 护 政 策 下 的 结 果。可

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政策，势态将更为严峻。
鉴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遇到的新问题，

可设立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试验区，从顶

层和整体设计出发，对传承发展机制进行试验探

索。本文仅 就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产 权 保 护 体 系 和 共

同体传承发展机制、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发展

机制和政策支持等作如下探讨。

１．探索建立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产 权 保 护 体 系 和

共同体传 承 发 展 机 制。针 对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遗 产

保护中存在的被动的“要我保护”难做到，而自觉

的“我要保护”机制尚未形成的问题，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 州 在 实 践 中 进 行 了 积 极 探 索：一 方 面，
民族村寨借鉴传统治理方式，形成了保护民族村

寨的村规民 约，如《郎 德 镇 上 郎 德 村 村 规 民 约》、
《贵州省从 江 县 岜 沙 村 村 规 民 约》、《西 江 镇 控 拜

村村民防火 公 约》等，还 计 划 发 起 组 建 中 国 传 统

村落 保 护 联 盟；另 一 方 面，探 索 对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发展做出 的 贡 献 给 予 相 应 回 报 的 方 式。雷 山 县

西江千户苗 寨 景 区 将 门 票 收 入 的 一 定 比 例 返 给

当地村民；针 对 山 顶 上、山 脚 下 居 民 获 得 发 展 和

收益机会不均衡的问题（山脚下的居民可以利用

房屋开商店、农 家 乐 等，获 得 的 发 展 机 会 和 收 益

相对较多，山 顶 上 的 居 民 只 能 下 山 务 工，获 得 的

发展机会和 收 益 相 对 较 少），正 筹 备 在 山 顶 上 开

发休闲旅游业来解决这一问题。上郎德村的“工

分制”、岜沙村 的“集 体 所 有 制”等 也 都 在 一 定 程

度上对参与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者 给 予 了 一 定 的

回报。对参 与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者 给 予 上 述 馈

赠或反哺式回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参与民族

文化传承发展者的积极性，但仍然没有充分体现

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者的产权主体性质。
少数民族文化一般都有显著的活态性，其传

承发展是由 一 个 群 体 在 各 种 生 产 生 活 活 动 中 共

同完成的。具体到传统民族村寨，其特殊文化形

态的延续，不 仅 仅 是 依 赖 某 几 个 人 传 承，更 重 要

的是依赖 村 寨 里 的 所 有 居 民 共 同 实 现。以 雷 山

县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在景区内所有房屋、村巷、
居民、技艺 共 同 构 成 独 特 的 民 族 文 化 景 观，都 是

旅游资源 的 组 成 部 分。如 果 开 发 商 将 传 统 民 族

村寨及其体现的民族文化整体开发，当成旅游产

品打包出售，而不对这个村寨中参与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族文 化 的 每 一 位 居 民 的 付 出 给 予 与 产 权

主体地位相对应的权益，必然困扰民族文化的传

承发展及对这一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解决

好这一关键问题，才可能促进包括少数民族文化

旅游产业 在 内 的 特 色 产 业 的 持 续 发 展。我 们 还

需要注意 到，构 成 民 族 村 寨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大多属于“传统知识”的范畴，有的产权属于族群

集体（有的可具体到社区），有的如苗医药则属于

个人。可见，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产 业 的 发 展，有 着 不

同于一般 物 质 生 产 经 营 的 特 点。只 有 根 据 这 些

特性，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分配制度上进行适

应性创新，才能形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特

色产业发 展 相 互 促 进 的 机 制。可 将 构 成 传 统 民

族村寨的私有房屋，以及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与保护 的 贡 献，量 化 为 景 区 的 贡 献 股，建 立

包括资金、房 屋、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在 内 的 全 要 素

于一体的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社），进而构

建起有利于 形 成 传 统 民 族 村 寨 共 同 体 传 承 发 展

的民族文化产权及其相应的收益分配制度，使参

与民族文化 传 承 发 展 的 所 有 成 员 都 能 够 分 享 景

区发展 成 果，从 权 益 保 障 上 形 成 可 持 续 发 展 机

制，由群众“要我保护”向“我要保护”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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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探索创建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机

制。民族文化旅游、民族工艺、民族医药、民族食

品等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受如上所述少数民族

文化产权制度的影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约

束和现代 工 业 发 展 的 冲 击。鉴 此，一 方 面，应 进

一步探索建设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在生产中对

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进 行 动 态 保 护 和 传 承。经 过 探

索，该州已发展成长起石桥黔山古法造纸合作社

等国家 级 生 产 性 保 护 示 范 基 地３家、省 级８家、
州级５家，在 生 产 经 营 中 培 养 了 一 批 优 秀 传 承

人，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建设，仍然应当根据少数民族文化的特

性加以探索，形成更加适合当地少数民族特色产

业发展 的 组 织 制 度 和 有 利 于 产 业 集 聚 的 机 制。
另一方面，应构建起推进现代工业与发展民族特

色产业相互促进的机制。实现跨越和转型发展，
需要 大 力 发 展 与 民 族 文 化 相 关 的 旅 游、工 艺、医

药、食品等民族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

化、可持续 的 产 业 发 展 之 路。同 时，工 业 化 和 城

镇化可以 使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发 展 更 具 空 间。两

者之 间 的 关 系 需 要 处 理 好，前 者 是 基 础，以 此 为

基础的发展才是有根基和发展空间的；后者则是

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引 擎。如 何 构 建 起 发 展 民 族 特

色产业与推进现代化相互促进的机制，尽可能避

免现代要素 快 速 引 入 对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解

决，如在推进 工 业 化、信 息 化、城 镇 化、农 业 现 代

化进程中，如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

生态坏境，如何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而又

能让 居 民 望 得 见 山、看 得 见 水、记 得 住 乡 愁 的 新

型城镇化之路，如何推进中心城区的发展并发挥

其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如何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中 找 到 一 个 既 保 留 民 族 村 寨 的 村 容

寨貌而又可以适应生活改善的需求，并使原生态

特征的民族 村 寨 的 成 员 也 能 分 享 社 会 发 展 的 成

果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探索完善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政 策

支持机制。少数民族特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

支持，原因有：一 是，少 数 民 族 特 色 产 业，一 般 都

依赖特殊的传统工艺，生产批量小、成本高，盈利

空间较小。二 是，受 机 会 成 本 的 影 响，少 数 民 族

地区 的 资 金、人 才 外 流，少 数 民 族 特 色 产 业 面 临

资金、人才、技术困境。三是，少数民族特色产业

不同 于 一 般 产 业，不 仅 直 接 惠 及 当 地 群 众，更 重

要的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丰富性的持续发展，
即整个国家也从中受益。四是，发展少数民族特

色产业是促 进 民 族 地 区 摆 脱 贫 困 和 实 现 经 济 社

会跨越和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把制度化扶

贫与产业化 扶 贫 结 合 起 来 而 实 施 精 准 扶 贫 的 选

择。鉴此，政府理应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

提供一定 的 支 持。在 支 持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产 业 的

发展上，在 加 大 对 民 族 文 化 项 目 传 承 人 支 持 力

度、加大对传 统 民 族 村 寨 保 护 支 持 力 度（包 括 建

立民族村寨 保 护 专 项 基 金）、加 大 产 业 人 才 培 养

支持力度、加 大 科 技 研 发 支 持 力 度、加 大 基 础 设

施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还要在支持的机制上进

行探索。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框架下，允许

少数民族地区在特色产业发展试验区内，将有关

支持政策和示范建设项目整合起来，改变政府部

门各自为政而难以形成合力的格局，更好地发挥

政策支持 效 应；从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基 础 设 施 落 后、
资本积累不 足、产 业 技 术 人 才 缺 乏、民 族 文 化 遗

产传承保护的生态坏境变化等特殊问题出发，探

索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起政府统筹

保护民族文化、引导多样化的少数民族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发 展 与 企 业 按 照 市 场 机 制 灵 活 经 营 相

结合的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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