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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主要研究草原旅游纪念品的设计研发与营销。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标题所指的“草原旅游纪念品”是指以草原文化为内容，折射草原民
族生活方式，富有草原文化特色，具有纪念性、收藏性、独特性、时尚性、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文
化产品。
研发论的本意是指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的方法论，是论述草原旅游纪念品的文化价值实现而采取
的方法和实现路径。

　　当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优质文化资源转化成大众喜欢的文化产
品，这个问题既涉及对文化资源的理解认识问题，义涉及对文化产品的设计转化能力问题，还涉及对
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营销问题，此问题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在草原旅游纪念品领域里
表现尤为突出。
我们以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为实例，提出草原文化资源转化的方法和路径，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
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研究的参照案例。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的研究思路是从基础研究入手。
一方面研究草原文化资源提炼；另一方面研究创意设计对草原文化资源的阐释表达；再一方面研究在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草原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营销。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从文化研究人手，提出在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系统链中，文
化设计居首位、文化研究是核心的观点，认为提取草原文化核心元素是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关键一
步。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把创意挖掘作为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切入点，提出的创意方法，有
趣有意，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广泛使用。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把系统设计方法引入设计过程中，认为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是文化设
计，同时也是时尚设计，为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提供新的视角。
《草原旅游纪念品设计研发论》针对草原旅游纪念品生产营销提出引导、体验、品牌营销的策略，对
草原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营销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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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旅游是以文化景观和文化活动为主的旅游活动，常以游览文化遗产、参观博物馆、美术馆、
参加各类民俗活动以及历史旅游为主。
近年来，文化旅游活动出现很多新兴项目，如深度体验民俗风情、风光旅游、列车豪华游、美食旅游
、特色探险游等文化旅游项目，旅游成为旅游资源和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文化形态，文化成为旅游的灵
魂。
文化与旅游的高度结合，使旅游与文化共生共进、一体化发展，成为时代发展潮流，使旅游具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和广阔前景。
文化旅游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文化旅游带动了旅游业、设计业、制造
业、服务业以及种植业、农业的发展，使各产业之间出现高度融合，成为提升地区经济效益、创造社
会价值的重要动力。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出席2010年博鳌国际旅游论坛时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应以更主动的姿态、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旅游和文化的融合，为不断满足人们精神
文化需求，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他分析中国旅游业的现状：“就中国来说，2009年国内旅游收入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出游人数
达19亿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16.4%和11.1%；文化消费十分旺盛，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增速超过GDP
增速6个百分点。
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每当物质生产衰退、经济增长下滑时，以资源消耗低、
就业机会多为特征的旅游业往往能展现优势，以创意、知识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往往能呈现生机。
我们还注意到，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协同性越来越强，旅游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
，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发展趋势成为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复苏的内在要求，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因此，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提升旅游的文化品位，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实
现旅游文化产品差异化、品牌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创意产业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互促互进，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实现两者的“双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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