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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俗学术研究分析

　　　　（3）民俗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

　　　6.10.4 民俗旅游开发分析

　　　　（1）民俗旅游度假村建设分析

　　　　（2）民俗各级各类展演分析

第7章：中国不同区域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1 中国非遗保护区域发展概况

　　　7.1.1 非遗保护区域格局分析

　　　7.1.2 非遗区域品牌形成机制分析

　　　7.1.3 非遗区域品牌培育模式分析

　　　7.1.4 非遗区域品牌培育路径分析

　　7.2 浙江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2.1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2.2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2.3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2.4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2.5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3 云南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3.1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3.2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3.3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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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3.5 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4 山西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4.1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4.2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4.3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4.4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4.5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5 山东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5.1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5.2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5.3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5.4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5.5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6 江苏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6.1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6.2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6.3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6.4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6.5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7 河北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7.1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7.2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7.3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7.4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7.5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8 川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8.1 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8.2 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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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 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8.4 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8.5 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9 新疆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9.1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9.2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分析

　　　7.9.3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9.4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9.5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10 贵州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10.1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10.2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10.3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10.4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10.5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7.11 福建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分析

　　　7.11.1 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分析

　　　7.11.2 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析

　　　　（1）国家级非遗名录分析

　　　　（2）省级非遗名录分析

　　　7.11.3 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析

　　　7.11.4 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分析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分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分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

　　　7.11.5 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分析

第8章：中国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分析
　　8.1 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总体状况

　　8.2 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分析

　　　8.2.1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8.2.2 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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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8.2.3 荣宝斋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4 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5 曲阳宏州雕塑园林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6 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非遗保护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7 扬州玉器厂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8 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9 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0 安徽省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

9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1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2 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3 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4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5 河南省禹州市杨志钧窑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6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7 成都蜀锦织绣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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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8 贵州省丹寨县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19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困鹿山贡技茶场

　　　　（1）机构发展简况分析

　　　　（2）机构资质荣誉分析

　　　　（3）机构非遗项目分析

　　　　（4）机构人力资源分析

　　　　（5）机构产品及服务分析

　　　　（6）机构竞争优劣势分析

　　　8.2.20 建水县贝山陶庄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机构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2.21 西安大唐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3）企业非遗项目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企业产品及服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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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中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表19：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类别结构分析（单位：%）

图表20：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类别结构分析（单位：%）

图表21：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类别结构分析（单位：%）

图表22：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类别结构分析（单位：%）

图表23：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类别结构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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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展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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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规

图表30：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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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中国部分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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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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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区域数量结构（单位：人）

图表38：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类别数量结构（单位：%）

图表39：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区域数量结构（单位：人）

图表40：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类别数量结构（单位：%）

图表41：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区域数量结构（单位：人）

图表42：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类别数量结构（单位：%）

图表43：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类别数量结构（单位：%）

图表4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图表45：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补助的双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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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7：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发展路径

图表48：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图表49：民间文学项目在三批非遗名录项目中所占比例的变动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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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1：传统音乐项目在三批非遗名录项目中所占比例的变动情况（单位：项，%）

图表52：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音乐传承人的变动情况（单位：人）

图表53：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舞蹈传承人的变动情况（单位：人）

图表5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在地省级名录和代表戏剧项目名单

图表55：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戏剧传承人的变动情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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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7：正式出版发行的传统戏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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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9：传统技艺项目在三批非遗名录项目中所占比例的变动情况（单位：%）

图表70：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项目名录

图表71：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技艺传承人的变动情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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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3：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医药传承人的变动情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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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6：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品牌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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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7：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品牌培育模式

图表78：浙江省三批国家级非遗数量（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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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4：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85：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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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7：荣宝斋基本信息表

图表88：荣宝斋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89：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图表90：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91：曲阳宏州雕塑园林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图表92：曲阳宏州雕塑园林有限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93：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图表94：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95：扬州玉器厂基本信息表

图表96：扬州玉器厂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97：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基本信息表

图表98：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99：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图表100：南京云锦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101：安徽省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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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5：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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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7：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图表108：江西含珠实业有限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图表109：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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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068-7188  0755-82925195 82925295 83586158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

13



或发电子邮件：service@qianzhan.com 
 
或登录网站：https://bg.qianzhan.com/
 
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

14

mailto:service@qianzhan.com
https://bg.qianzh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