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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是提高非遗管理与保护水平和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分析

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就其与旅游融合的路径进行研究。结论表明：①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较少，
省级非遗项目与市级非遗项目占绝大部分。其中，传统手工技艺是金华市非遗项目的主要类型，占比近

30%。②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以金东区为中心向外扩散，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逐渐增加，在金华市

外围城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由两边城区向中间城区逐级递增，向中部–两侧呈显著递减的趋势。

而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在分布上大致呈现东部–西部逐渐递减。③ 基于各类非遗所占比重、功能、特色

以及外部条件，从资源、功能、空间、市场、产业五个方面进行对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路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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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ng, inhe-
riting and promo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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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This paper takes Jinhua Cit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ze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y the path of its integration with tourism. It shows that: ① The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
itage projects and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Among them,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re the main typ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accounting for nearly 30%. ②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City spread out from the center of Jindong District, and the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middle-both side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generally 
shows a gradual decrease in the eastern part and the western part. ③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func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resources, function, space, market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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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种特殊的遗产形态，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

更是当代的“活化石”，见证着历史的变化，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意义[1]。各国和各民族都希望

通过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中，非遗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准，成为民族和国家人文精神的

重要载体[2]，非遗保护传承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际上对非遗的保护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非遗保护的经验也日益成熟。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非

遗研究也越来越多样、全面、深入。学者们从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对策与保护意见，对知识

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3]，对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创新也提出有效建议。各国各地区纷纷通过

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日益注重从“物”的保护理念向以“人”为主导保护理念的转

变，赋予了非遗保护活态性与动态性的特征[4]。 
我国在 2003 年开始对非遗进行保护，不仅分析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加强国人对非遗的认识，从

而实现对非遗的可持续传承和最大程度的保护。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积极推进国际非遗工

作的展开。近年还开展大规模的非遗普查工作，为今后全面深入的保护工作盘清家底、打好基础[5]。直

至目前，中国已有 42 项非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此

外，中国共有 3610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一可观的数据体现中国对非遗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在国际上展

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智慧有着重要的意义。 
众多学者、非遗专业人士针对非遗保护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制定出有效的保护策略。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守护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6]，只有进行有针对性且措施得当的保护，才能

达到预期的保护目的[7]。但近些年来旅游产业过度开发和滥用非遗的做法损害了非遗的文化空间[8]。文

旅融合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必将成为一种趋势[9]，雒树刚指出在对非遗进行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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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后，将其更优质、更富有吸引力的精华注入旅游产业中[10]，才会实现非遗与旅游的高度融合。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来看，非遗 + 旅游拓宽遗产传承的途径，是今后一个时期文旅融合的一大重点[11]。 

2.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金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非遗文化和丰富特色的民族文化。多民族居住和悠久的

历史使得非遗有着一定的地方性和独特性。非遗数据主要是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金华市人民政府

等渠道取得。截止目前，金华市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36 项，省级 116 项，涉及到非遗的 9 个门类，见

表 1。其中有部分非遗是由金华本市级申请并被授予的，如金华婺剧、金华酒传统酿造技艺、黄大仙传

说等，因此将这类非遗进行单独统计，不与其它地区进行合并，在后面计算非遗面积分布密度时忽略不

计；有部分非遗是由多个不同地区共同申请并被授予的，如断头龙(兰溪市、江山市)、翻九楼(东阳市、

萧山区)、畲族三月三(武义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等，因此将这类非遗进行归类计算。因为市级项目数量

庞大，达到 481 项，所以本研究不涉及市级非遗项目。 
 
Table 1. The number of national and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nhua City 
表 1. 金华市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 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 

类别 项目/项 类别 项目/项 

民间文学 1 民间文学 4 

传统音乐 0 传统音乐 2 

传统舞蹈 3 传统舞蹈 18 

传统戏剧 3 传统戏剧 10 

曲艺 4 曲艺 6 

民俗 5 民俗 18 

传统美术 5 传统美术 12 

传统技艺 10 传统技艺 31 

传统医药 2 传统医药 5 

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 3 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 10 

合计 36 合计 116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利用地理集中指数这种方法来计算非遗的分布密度，以此为基础来分析金华市非遗

的空间分布格局。 
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适用于测定一定区域内的非遗项目在各个区域

中的集中程度[12]。其公式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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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式中， ix 表示第 i 个区域内的非遗项目数量，T 表示非遗项目总数，n 表示子区域总数。G 的取值为 0~100，
G 值越大表明非遗项目分布越集中，反之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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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析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共36项，占全国比仅1%左右，其中，传统技艺占27.78%，传统美术占13.89%，

民俗占 13.89%，曲艺占 11.11%，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

艺和竞技所占比例较少，尤其是后 3 项所占比例均为 0，类型缺项较为明显，见图 1。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City 
图 1.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分布比重图 

 
金华市省级非遗 116 项，第一批 12 项，第二批 37 项，第三批 31 项，第四批 22 项，第五批 14 项。

其中，传统技艺占 26.72%，传统舞蹈占 15.52%，民俗占 15.52%，传统美术占 10.35%，传统戏剧 8.62%，

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占 8.62%；曲艺占 5.17%，传统医药占 4.31%，民间文学占 3.45%，传统音乐占 1.72%，

这四部分所占比例无法较少，见图 2。 
金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为省级，国家级较少。其中，传统技艺、传统艺术、民俗风情、民间

艺术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传统体育、娱乐和竞技的比例为零。在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传统舞蹈、民俗风情、传统艺术、传统戏剧、传统体育、表演艺术

和竞技等占主要部分，民间艺术、传统医药、民间文学和传统音乐占很大比重。传统技艺在国家级非遗

项目和地方非遗项目中都占了极大一部分。这种类型的非遗文化有着较强的参与性和体验感，这就为非

遗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融合提供有利的条件。 

3.2.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运用地理集中指数这一研究方法来分析金华市非遗项目的集散程

度。经计算，对金华国家级和省级非遗分别求 G 值，计算结果 G 国家级为 39.4405，表明金华市国家级非遗

项目在分布上呈现较为松散的状态；G 省级为 35.7945，表明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在分布上也呈现较为松散

的状态，并分散程度高于国家级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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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Jinhua City 
图 2. 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分布比重图 

3.2.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共有 36 项，其中有 6 项属于金华市本级，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下辖区。因此，

在下列计算中将这 6 项忽略不计。从表 2 可以看出，以金东区为中心向外扩散，30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均

分布于金华市外围城区，占 100%。按国家级非遗项目密度来分，永康市以 149.857 km2/项位居榜首，浦

江县和兰溪市以 153.333 km2/项和 328.25 km2/项紧随其后，三者均大于金华市整体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布

密度；义乌市、磐安县、东阳市、武义县、婺城区和金东区均低于金华市整体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布密度，

其中金东区无国家级非遗项目存在。由此可见，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以金东区为中心向外扩散，国家

级非遗项目数量逐渐增加，在金华市外围城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由两边城区向中间城区逐级递增，

向中部–两侧呈显著递减的趋势。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as in Jinhua City 
表 2.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区域分布 

区域 项目(个) 比例(%) 面积(km2) 分布密度(km2/项) 

兰溪市 4 13.333 1313 328.25 

婺城区 1 3.333 1391.08 1391.08 

金东区 0 0 658.19 0 

武义县 2 6.667 1577 788.5 
永康市 7 23.333 1049 149.853 
义乌市 3 10 1105.46 368.4867 
浦江县 6 20 920 153.333 
东阳市 4 13.333 1746.81 436.7025 
磐安县 3 10 1196 398.6667 

金华全市 30 100 10942 36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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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的数量 116 项，其中有 15 项属于金华市本级，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下辖区。因此，

在下列计算中将这 15 项忽略不计。从表 3 可以看出，省级非遗项目在分布上大致呈现东部–西部逐渐递

减。其中永康市以 61.7059 km2/项位居榜首，浦江县、义乌市和磐安县的非遗项目分布密度也都高于全市

平均非遗项目分布密度；其余几个城市都低于全市平均非遗项目分布密度。由此可见，金华市东部地区

是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分布集中地区，其涵盖的非遗项目种类比较全面。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as in Jinhua City 
表 3. 金华市省级非遗区域分布 

区域 项目(个) 比例(%) 面积(km2) 分布密度(km2/项) 

兰溪市 8 7.92 1313 164.125 

婺城区 6 5.941 1391.08 231.8467 

金东区 3 2.97 658.19 219.3967 

武义县 13 12.871 1577 121.3077 

永康市 17 16.832 1049 61.7059 

义乌市 14 13.861 1105.46 78.9614 

浦江县 12 11.881 920 76.6667 

东阳市 16 15.842 1746.81 109.1756 

磐安县 12 11.881 1196 99.6667 

金华全市 101 100 10,942 108.3366 

4.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路径分析 

非遗与旅游业融合的路径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可以实现相关产业的相互渗透、

彼此成就[13]。对金华市非遗与旅游融合路径的探索分析，既要考虑各类非遗所占的比重、功能、特色，

同时还要兼顾当地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下面具体从资源、功能、空间、市场、产业五个方面

来探索金华市非遗与旅游融合路径。 

4.1. 资源融合 

非遗旅游资源融合主要是指将非遗资源以旅游形式融入到旅游业的产品中，并将非遗资源的个性化

提取并与旅游结合。就非遗旅游市场现状来说，由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众旅游需求愈加多元化、

个性化，但非遗旅游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大众的旅游需求。这就需要着重去探索非遗资源与旅

游融合路径，不断提高非遗旅游产品质量。将非遗的独特性和地区性融入到旅游产品的设计上，可以增

加该类型旅游产品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像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曲艺这类表演类非遗就格外

适合与旅游资源进行融合，可以通过展演的形式更好地将非遗展现出来，让游客体验当地独有的风情。

如 2017 年 7 月，在叶圣陶碑文广场举行的双龙之夏开幕式上，浦江乱弹花头抬、婺剧院九节龙、磐安大

力士摔跤、金华山歌等众多非遗展演项目给大批游客带来了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亲身体验了非遗的专

属魅力。像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这类非遗资源可以将其制作过程设计成操作性较强的技艺学

习活动，供游客参与体验，提高游客消费体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坡

阳古街，金华酥饼大师陈紫嫣在古街上开设体验区，通过提供机会给游客亲身体验做酥饼，由此体验金

华酥饼传统制作技艺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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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融合 

非遗和旅游资源的演进开发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以两者功能为切入点进行融合，将加速两者

的功能融合，扩大融合后的收益。要想非遗文化和旅游能够实现完美融合，就得找出非遗文化相较于其

他资源所独有的特点。通过不同类型的非遗文化，与研学、民宿、文创、演艺等方面进行结合，催生出

新的旅游业态和体验项目。在金华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占比 26.73%，为占比最大的类别，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着重将这类非遗文化拥有的实践性和教育性与教育产业进行结合，实现非遗文化的

教育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指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并鼓励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金华市各地都陆续举办了非遗进校园等相关活动，旨在让学生可以更进一步、更多渠道

了解认识非遗文化。武义婺州窑研究所作为浙江省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承担着婺州窑的教学体验活动

得开展。2019 年 8 月与壶山文创联合开展了暑期青少年“体验与传承·非遗研学一日行”活动，将婺州

窑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向参加的青少年娓娓道来，通过亲手实践，了解瓷器的制作过程，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4.3. 空间融合 

金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并拥有众多的古村落。这些乡村既是游客重

要的旅游休闲空间，也是主要的非遗资源依存空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指

出，“挖掘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要想非遗文化和旅游完美结

合，就要深入挖掘这些隐藏在村中的非遗痕迹，开发优质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体验。部分

传统技类的非遗，像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东阳卢宅建筑艺术、诸葛古村落建筑艺术，适合与空间进行融

合，将此类技艺通过建筑进行展示，不仅给游客一个机会更近距离体验这类技艺是多么精致、美观，也

使得非遗所展示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具体化。例如，兰溪诸葛八卦村是诸葛亮后裔一带居住地，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在村内以祖制九宫八卦结构设计，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古文化村落

之一，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大奇村”，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诸葛八卦村村内建筑结构独

特，各种建筑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内容丰富，大多以婺剧中的人物为题材，所有人物均骑马

或神兽，手持武器，左右各配一名护卫，正是由于先前的技工的雕刻技艺如此精湛，使得人物都栩栩如

生。游客在古村游玩的时候，都被那些古建筑所蕴含的美所震撼。 

4.4. 市场融合 

市场融合不仅仅模糊了非遗项目与旅游市场的边界，还增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市场融合丰富了原有

产业的附加功能，从而产生新的产业体系。通过功能整合和价值提升，非遗与旅游的融合既可以使非遗

资源获得新的市场空间[14]，又可以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形成涵盖非遗产业和旅游产业核心价值的新价值

链，释放更强的能量，取得产业叠加效应[15]。科技化、信息化为非遗 + 旅游融合提供了绝佳的宣传和

营销平台。例如，金华打造非遗专属的公众号——金华非遗，通过发布推文向外界介绍像“婺风遗韵·匠

心工坊”、“婺风遗韵·阳光讲堂”、“战“疫”技艺递爱心”等系列活动，以此宣传不同特色的非遗

文化。随着游客年龄年轻化，借助新媒体大力发展“互联网 + 非遗乡旅”来吸引游客，就更加得迫在眉

睫[16]。因此这就需要金华相关部门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宣传，并将设计出的产品与众多热门旅游 APP
合作，扩大产品的营销渠道。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上升，市场需求时刻都在改变，需要根

据市场需求不断设计出符合大众的非遗旅游产品。金华在非遗旅游产品设计阶段要秉持全面组合策略，

设计多种产品，推向多个不同的旅游市场，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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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产业融合 

金华非遗项目其实很早就通过旅游商品的形式进入到旅游市场，如金华火腿、金华酥饼、金华酒和

婺州举岩茶等。但是，诸多的非遗传承均停留在旅游产品的层面上，虽然这种模式能够有效的挖掘非遗

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却难以将非遗文化的新鲜感和独特性维持下去，也无法在众多相似的非遗旅

游模式中脱颖而出。因此，要将传统技艺类非遗文化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以此来提高此类商品的“不

可复制性”。在融合相关产业及业态的过程中，非遗资源能够通过推进旅游产业发展、丰富旅游业态内

容、提升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方式，延伸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与旅游内容，进而通过构建能够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及相互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非遗与旅游的全面融合[17]。如 2021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

义乌举办的第 16 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将近百件优质文旅产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驻

展厅，婺剧《金猴闹春》、沉浸式非遗剪纸体验、婺式糕点制作等等，通过互动展示提高游客的体验感，

游客也可以购买博览会上出现的非遗产品。这不仅带动了具有非遗特色的旅游产品的销售动力，推动非

遗产品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非遗资源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的产业发展趋势，还进一步拉动非遗与会

展产业的融合，实现非遗与多产业的融合。 

5. 总结与结论 

本文研究了金华市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格局及与旅游融合路径进行分析，有以下几点结论：① 金华

市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较少，省级非遗项目与市级非遗项目占绝大部分。其中，传统手工技艺是金华市

非遗项目的主要类型，占比近 30%。② 金华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以金东区为中心向外扩散，国家级非遗项

目数量逐渐增加，在金华市外围城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由两边城区向中间城区逐级递增，向中部

–两侧呈显著递减的趋势。而金华市省级非遗项目在分布上大致呈现东部–西部逐渐递减。③ 金华市非

遗项目从资源、功能、空间、市场、产业五个方面与旅游进行融合发展，以达到非遗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持久化。 
金华市在保护、传承和利用非遗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华市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

目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如金东区、婺城区非遗项目数量少于金华市平均标准，需要当地的相关部

门加强对于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挖掘和认识。其次在金华市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分类中，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医药、曲艺的数量相较来说是比较少的，在非遗项目后续的开发、保护、传承

和申报工作，要着重注意这些数量较少的类别，以此来增加当地这些类别的非遗项目的数量，补足在这

些方面的不足。此外在这个生活节奏快、科技产业发达的时代中，对于非遗产业来说，新鲜血液的注入

不足难以支撑它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于非遗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非遗产业的相关激励制度，

保证非遗传承人的各项全力保障。有利于解决非遗传承人对于这非遗产业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非遗传承工作中，为非遗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与生机。 

参考文献 
[1] 江娟丽, 杨庆媛, 张忠训, 苏康传.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J]. 经济地理, 2019, 

39(6): 205-213.  
[2] 欧阳正宇.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3] 王鹤云, 高绍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70-75.  

[4] 徐柏翠, 潘竟虎.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5): 188-196.  

[5] 刘魁立.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 2007(1): 25-34+171.  

[6] 杨程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传承探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0(2): 60-61.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5144


叶菲，石张宇 
 

 

DOI: 10.12677/sd.2022.125144 1277 可持续发展 
 

[7] 李荣启. 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2): 193-197.  

[8] 张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 青海社会科学, 2007(1): 33-36+41.  

[9] 蔡寅春, 方磊.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动力、路径与实例[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3(1): 57-62.  

[10] 雒树刚. 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J]. 智慧中国, 2018(8): 32-36.  

[11] 张苗荧. 非遗 + 旅游拓宽遗产传承途径[N]. 中国旅游报, 2019-05-29(003). 

[12] 把多勋, 王瑞, 夏冰. 甘肃省民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3): 77-82.  

[13] 田磊, 张宗斌, 孙凤芝.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5): 123-128.  

[14] 林继富. “空间赋能”: 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4): 97-109.  

[15] 田磊. 加强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9-24(004). 

[16] 张贺, 喻晓玲. 新疆阿瓦提“非遗”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2(4): 48-49.  

[17] 葛欣欣. 全域旅游背景下金华市非遗与旅游融合实施路径研究[J]. 智库时代, 2020(9): 136-137.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5144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Jinhua C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2.2. 研究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析
	3.2.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
	3.2.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3.2.2.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4.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路径分析
	4.1. 资源融合
	4.2. 功能融合
	4.3. 空间融合
	4.4. 市场融合
	4.5. 产业融合

	5. 总结与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