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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将从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成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战场。民

族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通过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本研

究以广西六堡茶为案例，引用Porter钻石模型来探究民族地区非遗传承与产业振兴衔接的框架。主要研

究发现：工艺创新包括文化创意、制程改良等；保护/传承要素包括影像和文字记录、培养文化传承人等；

需求条件包括公民素质、地方文化代表、品牌推广等。研究结果将可作为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案制定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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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 er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erritory of nationality will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effec-
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erritory of nationality is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ow to effectively conn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with ru-
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 worthy research issue. This study takes Guangxi Liubao Tea as a 
case, and uses the porter diamond model to explore the framework of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minority area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The first one is process innovation including cultural creativity, process improvement, etc. The 
second one is protection/inheritance elements including scraping images and written records, 
cultivating cultural inheritors, etc. The final one is demand including citizen quality, local cultural 
representatives, brand promotion, etc.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a reference for the formu-
lation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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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2021 年 1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及 2020 年 12 月 19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

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显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重

要性。后扶贫时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从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成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主战场，自治区政府除了加大力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外，也持续开发其他方式和产品来衔接乡村振

兴，而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六堡茶，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特色农产品之一。 
六堡茶产于广西梧州，当地的地形与气候造就了六堡茶独特的品质特征，使六堡茶在黑茶产业中具

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梧州市六堡茶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指出六堡茶的种植面积 5600 亩，

年产量 3250 吨，综合产值 85 亿元，已稳居广西茶产业第一位。因此如何通过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值得讨论的议题。 

2. 文献综述 

非遗的保护有助于社区经济社会发展[1]，而民族地区非遗更可体现出民族文化，除在旅游产业的开

发上将有助于该区发展，更通过非遗保护，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扶贫实践路径，使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从

外力推动向自我内生性发展转化[2]。 
国外学者在非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遗保护及非遗旅游为主题为主[3]、非遗的内涵及演化和保护体

系[4]等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集探索非遗的保护、传承尤其是使其服务于旅游开发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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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5] [6]。此外，非遗文化资源价值可以让农村经济在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得以转型发展，成为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途径[7]。案例研究表明采取非遗“样本保护和活态生产两条腿走路”，加强传承人群研修

培训，推动文化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探索景区商业开发项目准入制度[8] [9]，利用网络平台交流和增强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10]等作为可促进非遗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在非遗在传统村落的振兴模式上则存在旅

游示范型、文化创意型、保护储备型、主题民宿型[11]。 
学者杨军昌和颜全己(2020) [12]认为将“茶”列入非遗是体现茶在文化的重要性。茶文化可代表一个

地区的历史性、地方性、多样性、传承性、经济性等，这些特点可从唐代陆羽的《茶经》体现。陆羽将

当时产茶的地区归纳为山南(荆州之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 8 区，而目前非

遗茶文化项目的所在地与陆羽描述的区域大致相同。此外，《茶经》也详细记载当时的茶叶采制、饮用

经验、茶事风俗等，证实了我国茶文化已具备连续性和传承性[12]。 
在梳理民族地区非遗保护历程、乡村振兴过程和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 Michael 

E. Porter (1990)的钻石理论模型，基于工艺创新、保护(传承)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机会、

政策等因素构建民族地区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如图 1)，对民族地区非遗保护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理论解构，并以六堡茶为例进行分析。 
 

 
Figure 1. Framework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al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图 1.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理论框架 

3. 案例分析 

广西自古就是茶叶生产区，茶产业也成为广西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六堡茶是较为出名的一款茶类。

广西六堡茶已经沿袭了 1500 年，曾出口到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环。如今在广西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下，广西六堡茶的种植、加工、储存和销售都已形成一

定规模的产业链，目前较为知名的品牌有三鹤、中茶、茂圣、熹誉、濡菲、苍松、芊河、圣源、苍顺、

金益等，其中苍松有 8000 亩茶园，是六堡茶最大的初制厂；茂圣是梧州市行政属下唯一的六堡茶生产企

业；中茶为中粮集团旗下的企业，为国内最大的六堡茶生产出口企业。这些厂家都自有合作的种植场，

茶源稳定且对于六堡茶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程度的贡献。此外，这些厂家对于种植六堡茶为扶贫项目的

茶农，多采取“企业 + 村委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不仅发挥企业资源整合优势将“六堡茶 +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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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贫效果最大化外，也通过文化振兴方式传承六堡茶的非遗文化。非遗文化侧重保护和传承，在广西

梧州市的政策扶持下，六堡茶已成为广西的文化名片，但在衔接乡村振兴时，六堡茶的发展仍以产业振

兴为主。本研究根据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图 1)，汇整出六堡茶

在非遗保护和衔接乡村振兴的分析表(见表 1)。 
 
Table 1. Analysis of Liubao Tea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 1. 六堡茶在非遗保护和衔接乡村振兴的分析表 

理论维度 非遗保护/传承 乡村振兴内容 企业作为 

工艺创新 文化创意 提升农户种植意愿 
1.种苗优化 
2.制程改良 
3.储存环境改善 

保护/传承要素 1.影像和文字记录 
2.文化传承人 

1.文化传承 
2.青年人返乡 

工艺传承人接班，如圣

源、同堡等 

需求条件 1.社会期望 
2.公民素质 地方文化代表 1.品牌推广 

2.渠道开发 

相关及支持产业 旅游、医疗、艺术、食品加工等 

机会 新冠疫情、政策扶持 

政策 

1.《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

就业工作坊的通知》 
2.《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管理办法》 

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2. 《梧州市六堡茶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 
N/A 

 
传统的工艺传承难以吸引现代年轻人的目光，所以在六堡茶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仍需依赖文化创

新方式。支持广西高校开设茶学专业或课程，培养茶业优秀人才，通过年轻人的想法、创意和话语体系，

有助于六堡茶工艺的保护和传承。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将种苗优化、茶制程改良、茶储存环境改善，这些

作为不仅提升六堡茶质量，也提升农户持续种植的意愿，而这将降低原扶贫户返贫的概率。 
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方式多数仍采取影像、文字和培养传承人的方式，其中传承人的培养需要时间

和薪酬支持，所以需要企业和政府同时给予扶持。根据文旅非遗发(2018) 8 号文《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目前广西有韦洁群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并且广西在圣源、同堡等厂家，已实行传承人培养的项目。在传承人的培养过

程中除了将六堡茶制作工艺传承外，也通过年轻人间的信息传递，满足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关于乡土情

怀的归属感，从而提升年轻人返乡创业和就业的意愿。 
非遗保护的需求条件源自于对人们生活模式的演进和缅怀，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体现，也体现人

们生活“素质”在持续提升中，以及社会对人的一种期望，而此一期望提醒人们基本生活方式，故文化

可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族群的代表。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就是将特有地方文化加以宣传和拓展，而

六堡茶作为一个文化、一个品项和一种生活方式，代表广西的文化和生活。此外，通过企业资源整合，

由政府和企业联手打造六堡茶品牌，并将六堡茶推向全国，除了对外展示广西文化和人的素养外，也借

此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 
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企业资源投入，虽已将广西六堡茶拓展至旅游、医疗、艺术、食品加工等业别，

但受新冠疫情影响，近期已造成六堡茶在推广上的困难。目前六堡茶的厂家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推广六堡茶外，也通过储存环境的改善，在不改质量的前提下缩短茶熟成的时间，借以加快销售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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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六堡茶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梧州市旅游业、广西经济的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民族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议题。本研究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民族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相关参考资料，挖掘乡村振兴发展的机会及需求条件，

同时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二是有助于加快沿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通

过政策支持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工艺创新，培育出带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品牌，吸

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最终使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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