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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两次提及“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2021 年 5月25日《“十四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 划》提

出，要推动传统 工艺类非遗在

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

传统手工艺不仅具有地域文化价

值、美学艺术价值，承载着地域

和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更是作为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性资

源，在文化产业领域日益显现出

蓬勃的社会 经济价值。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传统手

工艺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

存，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

与实践课题。

一、发展传统手工艺文

化产业在内蒙古乡村振兴中

的作用

传统手工艺多发源于乡村，

传统手工艺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

制作，兼具经济促进和文化建构

的双重价值。传统手工艺这一产

业的振兴，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途经之一。

程 熙

摘  要 ：本文基于对乡村振兴中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发展作用的认知，分析了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

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困境。建议完善制度建设，使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走上法治化发展道路 ；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 ；完善人才培养与促进机制 ；以传统工艺振兴项目打造品牌引领产业发展新范式，推动

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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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一）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为内蒙古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

物质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

点。内蒙古传统美术类、传统手

工技艺类项目众多，分布面广，

传统手工艺中蕴含的生态经济、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在新的

经济和产业形态中有较大的应用

和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内蒙古传

统手工艺文化与产业资源特色优

势盘活乡村产业发展，以传统手

工艺文化产业为核心发展乡村经

济，是当下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

新思路之一，能够激发农村发展

新动能，保持农村经济发展旺盛

活力，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

全面发展，带动就业创业，为乡

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为内蒙古乡村全面振兴

奠定物质基础。

（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为内蒙古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

精神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关于

振兴传统工艺的实施意见》中指

出，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内蒙

古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

文化自信。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

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内蒙古的精神文化财富和内蒙

古文化的靓丽名片，如蒙古族服

饰、蒙古族刺绣、蒙古包、剪纸

等。内蒙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及

其产业化的发展，不仅是内蒙古

传统技艺与造物思想的传承、传

统知识的经济转化，背后更是由

此蕴含的社会价值体系。让传统

手工艺介入乡村建设不仅为传统

手工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

将重建乡村中以传统手工艺文化

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为

乡村振兴供给绵延不绝的精神动

力，促进内蒙古乡村的文化振兴。

（三）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为内蒙古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

智力支持

乡村的 振 兴、 传 统手工艺

的振兴、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的

发展，人才是基石。传统手工艺

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增强手艺人

参与传统手工艺生产的主动性，

鼓励工艺传承和技艺创新，引导

手工艺传承人成为乡村发展的带

头人。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的发

展，将 使 更多的乡村 妇女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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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会，参与到手工技艺的传

承，通过传统技艺的培训与传统

手工艺文化创意的培育，越来越

多的乡村妇女将被定位到传统手

工艺文化产业人才的角色。随着

传统手工艺经济价值的挖掘，传

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加速

了城乡之间人才要素的流动，越

来越多的青年工艺群体基于对传

统手工艺的文化价值认同成为新

型青年工艺匠人，引领工艺传承

和技艺创新。因传统手工艺集聚

的这一批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乡

村人才队伍，将有力推动内蒙古

乡村人才振兴。

二、内蒙古传统手工艺

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内蒙 古传 统手工艺资源丰

富，呈现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

新时代，审视内蒙古传统手工艺

文化资源优势，摸清传统手工艺

传承与手工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及发展瓶颈是解决当前发展困境

的前提。

（一）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

化产业发展现状

内蒙 古传 统美 术类、传 统

手工技艺类项目资源丰富，现有

传统工艺项目 300 多项，涉及剪

纸、刺绣、服饰等多个门类，其

中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等 13 项

传统工艺入选国家级传统工艺

振兴目录。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网数据统计，内蒙古传统美术

和传统技艺类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共有 24

项， 其中 传 统 美 术 9 项， 传 统

技艺 15 项 ；自治区级的传统美

术 19 项，传统技艺 51 项（含扩

展项目）。2021 年 5 月 26 日， 第

一批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

目公布， 一 共 64 项 100 处， 其

中传统美术 22 项 35 处、传统技

艺 39 项 53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中内蒙古传统美术 4 人、传统技

艺 9 人 ；自治区级的传统美术 12

人、传统技艺 9 人。目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共有 100 个，内蒙古自治

区只有阿拉善左旗恒瑞翔地毯有

限责任公司一家在第二批中入选。

内蒙古在促进传统手工艺的

传承与振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传统手工

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政府

主导、民间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已基本形成，建立了

自治区传统工艺工作站和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开展“传统工艺大

课堂”等非遗传承传播活动，促

进了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 ；在

传统手工艺产品宣传方面，组织

开展了传统工艺项目及其代表性

传承人进景区活动，举办了传统

工艺振兴成果展、传统美术作品

展、特色刺绣艺术展等 ；积极推

动传统工艺传承和文化旅游商品

创新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民族

传统工艺传承和文化旅游商品创

新工作的通知》，意在培育壮大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支持民族传

统工艺传承发展、开展扶持传统

蒙古包涉及生产企业试点等，同

时开展“内蒙古礼物”品牌创建

活动 ；激发文化旅游消费，在内

蒙古展览馆搭建了传统工艺现代

创意精品集中展示展销平台，举

办了全区手工艺和文创旅游精品

展示活动及传统蒙古包、文创旅

游商品订货会。

（二）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

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法律

保障 不足。我国现有的传统手

工艺文化产业法律保障表现为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传统工艺

美术保护条例》《原产地保护管

理规定》等突出传统工艺文化保

护的公法为主。中央和内蒙古均

明确了要振兴传统工艺，加强对

传统工艺保护基础上的利用，也

表明了要以财税金融政策予以扶

持的态度，但目前我国传统手工

艺文化产业的相关规范，几乎都

是以政策的形式呈现，法律法规

多集中在传统手工艺文化资源的

保护，保障扶持促进性规范少，

国家层面《文化产业促进法》缺

失，且以规范性文件为主。内蒙

古地方立法不足，缺少《内蒙古

文化产业促进条例》以及相应的

专项立法，现有地方立法中也缺

少促进传统工艺文化产业发展的

相应条款，政策性文件占比高 ；

具体到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生产

加工中，如传统蒙古包的生产加

工，缺少地方标准等问题，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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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足制约着内蒙古传统手工

艺文化产业的发展。

2. 家庭作坊式生产模式为

主，导致产业化程度低。2019 年

内蒙古展览馆开展了“全区传统

工艺项目大调研”活动，重点对

国家级传统振兴项目蒙古族刺绣

和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试点项目

进行了调研。从形成的实地调研

成果之一的《内蒙古蒙古族刺绣

企业推介手册》中可以看出，在

选取的 49 家有一定经营规模，

具备传承创新潜力的刺绣企业

中，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占

绝大多数，呈现出注册资金低、

从业人员少、多采用订单模式、

以传承人为核心的产业 发展特

点，总体来看产业化程度相对较

低。自治区传统工艺项目保护的

调研中，关于传统手工艺产品的

生产，仍以传承人主导下的家庭

作坊式生产模式为主，例如自治

区级土尔扈特蒙古包制作技艺传

承人达来老师，生产方式为家庭

作坊式，按照订单生产，每年做

新包 10 个左右，每年的经营收

入 5 万元左右，达来老师土尔扈

特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者也是

生产者，没有生产场地，缺乏资

金扩大再生产。

3. 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人才

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内蒙古

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人才匮乏，

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首先

表现为传统技能与手工艺的传承

人才缺失。例如蒙古包制作是纯

手工，学艺 2 年基本可以出徒，

但要掌握蒙古包木结构制作、

彩绘、毛毡装饰等所有手艺就得

5-6 年的时间，现代社会一般没

有人专门为了一门手艺学习这么长

时间 ；传承人子女也都接受了良

好的国民教育大都有固定工作，

没有时间传承技艺 ；招收的学徒

或是工人都要付工钱，迫于资金

压力也无法多招学徒，因此面临

后继无人的窘境。蒙古族服饰中

的熏皮袍制作，大多是老年人，

年轻人因为社会和经济原因，并

不愿意从事吃苦多、赚钱少、见

效慢的传统工艺项目，同样面临

后继无人的窘境。其次，传统手

工艺文化产业生产技术人才、经

营管理人才和创意人才短缺，缺

少专业化的人才培训，人才队伍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尚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内蒙古传统手工艺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

在“保护为主、加强利用”

的基本原则下，探索内蒙古传统

手工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对

策，使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化产

业的发展得到有效保障，从而推

进内蒙古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一）完善制度建设，使传

统手工艺文化产业走上法治化发

展道路

传 统手工艺文化产业的创

新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

设，使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走上

法治化的发展道路。未来，作为

文化产业促进领域基本法的《文

化产业促进法》出台后，内蒙古

也应尽快出台《内蒙古文化产业

促进条例》，明确地方政府在促

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责任和

义务，在遵守国家基本法的前提

下，制定《内蒙古文化产业知识

产权保护条例》《内蒙古文化产

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办法》等文化

产业专项法规。传统手工艺产品

与知识产权紧密联系，应完善知

识产权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例

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

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将传

统工艺美术品纳入法律保护范

畴。另外，应完善传统手工艺文

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地方性引导和

鼓励制度 ；建立完善具有代表性

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生产加工的地

方标准，并争取成为国家标准 ；

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政策，为传统

手工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积极

地引导和推动措施，并逐步推动

政策的法制化等，因地制宜的进

行有利于促进传统手工艺文化产

业发展的立法尝试，以实现传统

手工艺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和经

济效益。

（二）发挥政府在传统手工

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传 统手工艺的 保 护、 传承

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是个系统的工

程，当下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市

场需求的多元化使传统手工艺难

以形成自发性的保护、传承和规

模化的经济转化，因此传统手工

艺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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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政 府主导、 引导、 统 筹、 协

调的多重作用。一是 对提升传

统手工艺价值认知的引导。政府

要为传统手工艺搭建宣传平台，

引导媒体搭建传统手工艺传播平

台等，如开展传统手工艺相关的

专题展、举办“非遗购物节”等

活动，推介、展示传统手工艺产

品，打通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渠

道。二是按照保护或振兴的不同

目标，建立针对性、具体化的工

作机制。成立地方传统工艺产业

协会，充分聚合社会资源，促进

传统手工艺文化内核不质变基础

上的经济转化，构建内蒙古现代

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体系。三是

出台有利于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

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给予传统

手工艺必要的财政支持力度，在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专设传

统工艺资金项目，重点支持传统

手工艺企业发展和文化旅游商品

项目开发，探索针对传统手工艺

企业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解决

传统手工艺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完善传统手工艺文化

产业人才培养与促进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中指出，“国家发

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人才同样是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

发展的关键。《中国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在其主要任务中指出 ：

“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参与

的综合模式，是民间工艺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首先，应构建

与完善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与培养机制。建立详细的项目传

承人档案，对年事已高的优秀传

承人实施抢救性保护，同时健全

有效的非遗传承机制，鼓励传承

人收徒、展演、讲习等，使传统

手工艺得以传承。其次，要整合

现有高等教育资源。鼓励高等院

校设立文化创意和传统手工艺专

业，形成高层次的传承和创意人

才培养模式 ；鼓励并支持企业引

进、培育、培训文化创意人才和

传统手工艺人才。逐步构建依靠

政府、工艺传承人、高校、科研

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的传统手工

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促进模式。

（四）以传统工艺振兴项目

打造品牌引领产业发展新范式

现 代市场 体系中， 消费 者

的购买动力不仅源于产品的独特

性，品牌的知名度日益成为重要

的考虑因素，传统手工艺品牌的

创建将成为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

化 产业 发 展 的关 键。2017 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出台《关于

振兴传统工艺的实施意见》，在

总体目标中指出要培育传统工艺

知名品牌，主要任务中明确指出

建立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2021 年 5 月 26 日， 内蒙 古 第 一

批自治区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

公布。内蒙古传统手工艺文化资

源丰富，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传

统手工艺品牌屈指可数，重点培

育一批具有历史传承和民族或地

域特色，又具有产业发展前景传

统手工艺产品是当务之急。内蒙

古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应借助传

统工艺振兴项目的契机，突破传

统发展模式，通过原产地保护、

商标、地理标志等手段，打造一

批具有历史传承和民族或地域特

色的“内蒙古工艺”品牌、“内蒙

古礼物公共品牌”，提升传统手

工艺的文化附加值，使传统手工

艺的独特性转化为品牌性，形成

品牌引领的产业发展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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