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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共十二章，分三个部分：功能篇、主体篇、客体篇。
　　第一部分有五章内容。
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起，界定文化产业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内涵，概说文化产业理论思潮与时代发展脉络
以及在“大营销”概念下的地方文化产业营销。
其中，关于地方文化产业的内涵，本书认为其指生产及运用文化特色的产业，也是将生活、生态以及
生产的文化等加以发挥应用而形成的产业，主要包括地方传统文化产业、地方观光文化产业及地方文
化活动等三大类，具有独特性、本地化和内生性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功能篇的具体展开，即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四大功能：促进地方认同，保护地
方传统文化、发展地方产业文化，发展地方环境建设和对地方空间科学开发利用。
同时，这四大功能也是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重要资产和根基，即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离不开“吾民”对
“吾地”的认同、参与，离不开“吾民”对“吾地”的产业文化认知，离不开或有形或无形的地方文
化产业环境，离不开良好的地方区位空间建设。
　　第二部分有三章内容，研究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大主体对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有很多，比如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作为
，就可以制定文化政策、培育文化人才、保护传统文化、兴建空间设施、支持或补助经费预算等等，
但在本部分的三章中，提领出本书认为这三大主体的主体角色，即作为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者的政
府运作，作为地方文化产业建设赞助者的企业运作和作为地方文化产业建设参与者的非营利机构运作
。
　　第六章中本书肯定政府介入文化，制定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欧美和我国在国家层面和城市层面的
政府文化产业政策，说明尽管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各有不同，但依据当地政治、经济以及人文环境的
“因地”性无疑是最值得借鉴的。
第七章从文化产业化角度出发，认为解决地方艺术资金不足难题的重要出路就是让企业介入，首先地
方艺术有赞助价值，其次企业有赞助艺术的动机：赞助不仅是慈善行为，还是经营方式。
第八章介绍在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力量——非营利机构，从它与政府、企业、社会
公众以及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它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功能以及运作。
　　第三部分有四章内容，研究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四大客体：地方休闲产业经营、地方观光产业经
营、地方节庆经营和地方博物馆经营。
各章中对地方休闲产业、地方观光产业、地方节庆和地方博物馆的内涵给以界定，重点关注地方文化
产业经营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比如地方休闲产业中的艺术休闲与休闲农业活动、地方观光产业中的
文化观光与生态观光、地方节庆中的地方艺术节的经营以及地方博物馆的民营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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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吾地与吾民：地方文化产业研究》关注点就在于此，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
让本地民众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变革时代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
地方文化产业要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唤起本地民众的地方意识，主动参与，人人是参与者，人人
是消费者。
　　《吾地与吾民：地方文化产业研究》共十二章，分三个部分：功能篇、主体篇、客体篇。
　　第一部分有五章内容。
第一章是全书的总起，界定文化产业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内涵，概说文化产业理论思潮与时代发展脉络
以及在“大营销”概念下的地方文化产业营销。
其中，关于地方文化产业的内涵，本书认为其指生产及运用文化特色的产业，也是将生活、生态以及
生产的文化等加以发挥应用而形成的产业，主要包括地方传统文化产业、地方观光文化产业及地方文
化活动等三大类，具有独特性、本地化和内生性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功能篇的具体展开，即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四大功能：促进地方认同，保护地
方传统文化、发展地方产业文化，发展地方环境建设和对地方空间科学开发利用。
同时，这四大功能也是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重要资产和根基，即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离不开“吾民”对
“吾地”的认同、参与，离不开“吾民”对“吾地”的产业文化认知，离不开或有形或无形的地方文
化产业环境，离不开良好的地方区位空间建设。
　　第二部分有三章内容，研究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大主体对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有很多，比如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作为
，就可以制定文化政策、培育文化人才、保护传统文化、兴建空间设施、支持或补助经费预算等等，
但在本部分的三章中，提领出本书认为这三大主体的主体角色，即作为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者的政
府运作，作为地方文化产业建设赞助者的企业运作和作为地方文化产业建设参与者的非营利机构运作
。
　　第六章中本书肯定政府介入文化，制定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欧美和我国在国家层面和城市层面的
政府文化产业政策，说明尽管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各有不同，但依据当地政治、经济以及人文环境的
“因地”性无疑是　　最值得借鉴的。
第七章从文化产业化角度出发，认为解决地方艺术资金不足难题的重要出路就是让企业介入，首先地
方艺术有赞助价值，其次企业有赞助艺术的动机：赞助不仅是慈善行为，还是经营方式。
第八章介绍在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力量——非营利机构，从它与政府、企业、社会
公众以及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它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功能以及运作。
　　第三部分有四章内容，研究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四大客体：地方休闲产业经营、地方观光产业经
营、地方节庆经营和地方博物馆经营。
各章中对地方休闲产业、地方观光产业、地方节庆和地方博物馆的内涵给以界定，重点关注地方文化
产业经营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比如地方休闲产业中的艺术休闲与休闲农业活动、地方观光产业中的
文化观光与生态观光、地方节庆中的地方艺术节的经营以及地方博物馆的民营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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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产业文化认知　　文化认知是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动态概念，可以解释为个人或群众团体对其
继承的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
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文化认知表现为对文化的归属意识。
①　　文化认知是指社会成员经由文化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对于文化活动的目标与价值内化于个人心
中的现象，不但能体会文化活动与个人生活的关系，并自然而然发生良好的情感与认知，而成为个人
人格的一部分。
由于现代社会文化互动交流多元而频繁，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也遭受冲击，文化认知过程不再是稳定的
形成。
相反的，其展开于更多元的形式与层次，并且每一次具体互动中产生更多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地人民在对产业文化认知上跟着产生了显著的改变，而最显著
的变化莫过于人们对传统产业的认知逐渐减少，造成产业文化的逐渐衰退或消失，使得许多学者相继
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断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而改变产业文化的认知现状。
　　对于产业文化认知（industrlal culture recognition）的定义，依据Hall的说法，认知的进行是建构在
个体认知自身与其他群体或其他理念、凝聚方式等以及是否拥有共同的起源或分享的特质。
而Jenkins则认为是探讨一个人在文化认知意识方面，如何主动地与某些东西连结在一起，即在互动过
程中，跨越团体而进行的一种象征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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