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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手工业联社紧紧围绕青海省经信委甲穆霪熊。簸蠹厘鹱曩垦野蹩墼蹩，，凛纛瓤撬巍服学鳙域a菖嚏雪鼬
青海省传统民族手工业产业发展为服务对象，蕾蒡穰露蜜藤基量冒墨量堕纛锺醒赫径。201覆圜
30日至8月 日期间，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卓圜嚣礴圜圉圈曩赛匿圈隧曩瞬、耆器遣滢墨l
社主任娄志军及杂志社主编李生良一行人，+裁缝膏麓饕羁两函圜离匿基曩纛醺赛蘸库瑟囊舞高圜■羼
东市循化县、苴助县等地的民族手工制造业发展情况j灞耀鹱逦受臻藏匿霾圈露弱霍跪癌甑蓬彝霜垦墨爱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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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传统民族手工制造业发展现状调研

青海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

二O一六年八月十日

青海传统民族手工制造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工艺，包括金、银、铁、铜、木、石等加工。其主要产品有

藏、蒙、回、撒拉族、土等民族服饰、鞋帽、民族家具、金银首饰、昆仑玉饰品、金银铜器、民族刀具、皮革用品、

唐卡、绘画、石雕、刺绣、堆绣、皮绣、排灯、藏香、泥塑、弓箭、标本制作、剪纸画、金、银、铜、玉和其它材

料制作的各类民族工艺品、各类牲畜用具、民族宗教用品、工艺美术等几百种产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地方民族手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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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手工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传统民族手工制造业在青海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青海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青海人民政府相继m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地区手工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明确提出了“因地因时制宜，发挥优势，广

开生产门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手工制造业，恢复和重点发展具有青海民族特色的手工制造产业和

地方名牌产品；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特别是适应旅游事业发展需要的各种民族手]：业产品”。在生产资料供应、税收、

工商注册、土地征用、银行贷款、经营管理、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了较为优惠的政策，使青海民族手工制造业得到较快

的恢复和发展。为了更好的扶持传统民族手工制造业发展，2012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又出台了青海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十二五”期间青海民族手工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任务和目标。在青海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加强旅游商品、纪念品的开发生产，带动民族手工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发展的意见，为进

一步发展青海民族手工制造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截止2015年12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民族手工制造业企业达600多家，资产总额近16．5亿元，产品种类730个，

实现产品销售额l 13000万元，在全省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达3．6％，成为青海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企业规模较小，微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6％，就业人数4万人，文化程度比较低，除个别技术工人外，多数

就业者均为小学文化，平均年龄在2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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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蹦专题>～一青海民族手工制造业工艺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民族文化的长期积累和沉淀：目前，在全省

各地区县已形成了特色产品生产区域。

黄南藏族自治州具有丰富的藏传文化艺术，同f_县是热贡艺术之乡，又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县的吾屯村基本卜．

家家户户都在绘制唐卡、雕像制作也非常有名气；曲库乎、年都乎两个乡以制作堆秀而闻名天下；保安镇以铜银器加工而闻

名；泽库县和日乡等地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热贡艺术手工制作，主要制作的手工艺品有：唐卡、堆绣、刺绣、泥塑、藏式木雕、

藏式地毯、藏香、石雕、金银铜器、和砚加工等，泽库县泽和石源石材工艺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石雕艺术品多次获得省级荣

誉称号；河南蒙古自治县少数民族主要以牛、羊绒编制各种蒙古族和藏族生活用品为主，产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

黄南州热贡画院、同仁县刚坚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布达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唐卡、堆绣、刺绣名扬海内外，同f■

县f■俊热贡艺术有限公司制作的佛像、泥塑以精湛的艺术展现在世人面前，黄南卅I旦正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制作的藏式木

雕深得少数民族群众喜爱，同r县热贡神工金属手工艺品传播有限公司生产的金银铜器饰品以精细而闻名．同f■县赛雄热贡

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藏式手工地毯供不应求。由青海省藏医药博物馆珍藏的全长618米的彩绘大观唐卡获得吉尼斯世

界纪录，正在制作的全长1300米的唐卡即将刷新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为了整合民族手工艺品的挖掘和科学发展，黄南州

不断发展壮大民族工业，他们在州委、州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2010年成立了青海热贡文化保护与开发有限公司，集中一

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使黄南州热贡艺术品的开发与保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藏族群众不仅是一个热情奔放、非常好客

的民族，也是一个心灵手巧、善于创造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在藏民族发展过程中，大多以家庭

手工作坊为主，藏族男人基本上都会绘画、刺绣、堆绣、雕刻、泥塑等基本的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技术，称为闻名遐迩的“热

贡艺术”。全州专门从事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的从业人员近1000余人：唐卡、堆绣、藏式雕刻、泥塑、手T织毯、刺绣、民族

服饰、藏靴和传统金银首饰等产品非常热销，供不应求。除满足本地市场外，主要销往东南亚国家和内地城市。目前黄南州

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艺人5个，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艺术传承人称号的3个，获得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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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省级非物质文化艺术传承人称号的7个，获得中国艺术奖称号的1个。这些艺术大师不断传承和创新民族手工制造业，

又带领了数以千计的热贡人走上民族手工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尖扎县制作的唐卡、绘画、敲制铜雕、刺绣、藏香、

弓箭、藏式家具、民族服饰、五谷画制作等产品远销国内外。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生产的石雕艺术品、羊绒画、“娜迪娅”民族被褥、伊斯兰民族服装、鞋帽、藏式服装、藏香制作、

唐卡制作、木质雕刻等也非常有名气，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玉树藏族自治州生产的黑彩陶、唐卡、藏族服饰、安冲藏刀、泥雕像、铜金银制品、藏式家具、标本工艺品、玛尼石等，

深受游客青睐。

互助土族自治县生产的土族盘绣、各类佩戴挂件、剪纸画等工艺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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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南藏绣”，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刺绣派别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也是藏区农

耕文化的一部分。海南州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生产性保护，并逐步走向产业化，基本形成了“布绣嘎玛”和“贵南藏绣”

两个商标品牌。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趋于返朴归真，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精

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高涨，民间刺绣等手工艺品开始走向市场逐渐火爆起来，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手工艺术正

在世界范围内走俏。手工藏绣品显示出巨大的开发潜力，具有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藏绣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青海藏羊集团公司生产的手工地毯、挂毯；昆玉集团生产的各类昆仑玉饰品；巍巍昆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生产的各类文

化旅游产品等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产品远销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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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手工制造业在全省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民族手工业制造业在工艺传承、产品生产、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5

年手]：制造业在全省T．业中所占的比重达3．6％，在青海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青海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

促进和发展青海省传统民族手1二制造业必将对青海省工业结构的调整、补产业结构的短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生态安全屏障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创建、民族地区的稳定、扩大就业以及民生改善、精准扶贫等工程将产

生长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积极促进和发展青海省民族手工制造业的利好形势

l、国家和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激活了民族手1二制造业快速发展。

2、国内旅游消费市场有效拉动，带动了民族手工制造业迅速发展。一些信奉佛教团体及人员来我省考察旅游增加，随

着交流的不断扩大，招商引资步伐加快，投资成倍增长，特别是困家对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摆在国家发展战略之上，这

些利好因素对我省大力发展民族手工制造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纯手工制作的产品，

为传统民族手工艺品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改革开放加快了我省与周边省份及沿海、东南亚国家的联系，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

带动了我省地方民族手工产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羊绒、牛绒纺织品以及手工地毯、民族服饰、床上用品等产品已通过新

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到东欧和整个欧洲。

4、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和发展了民族手工制造业，为脱贫致富，扩大就业，

稳定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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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手工镧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产业化规模较小，未形成合力，市场竞争力不强。大量的传统手工业者仍然采用传统家庭式作坊，没有规模，故

难以形成产业优势。

2、旅游纪念品市场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是与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相比，仍然又很大差距。

3、品牌意识淡薄，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滞后，满足不了市场消费者需要。

4、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普遍存在融资难问题，向银行贷款又面临中小企业信誉度不强，可用于抵押的有形资产少，

抵押担保率较低，可贷额度非常有限

五、促进民族手工镧造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l、提高和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发展地方民族手工制造业重要性的认识。2016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暨国资监管工作会

上省经信委提出：“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工信和国资系统肩负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

加艰巨。力促我省工业经济发展必须着力把握好“五个坚持”，“四个结合”。

我省是国家资源储备重要的战略接续地，又是发展民族手工业产品原材料基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青海具有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强民族手工制造业的研发和生产，是符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省委十二届十次、十一次、十

二次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环保、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青海民族手工业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既要增加产品种类，更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重视注册

商标专利申请的工作，加大产品宣传的力度，提高产品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彻底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散”

现状，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3、转变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民族手工制造业创新步伐。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理念．树立大市场意识，

不能把市场仅仅局限于本地市场，加快制定青海民族手工业制品的行业标准，使民族手工业逐步向制度化、标准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开拓销售渠道。建立起相对固定的销售网络体系，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支

持增强青海民族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青海民族手工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4、大力宣传，促进传统民族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建议：一是2016年手工业联社准备通过与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厅、

省旅游局、省电视台、中华全国集体经济杂志社等部门合作开展青海民族手工业产品万里行宣传片制作活动；二是对为民

族传统手工艺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不断提高民族传统手工艺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

遇；三是省联社拟与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省胜利宾馆合作，在胜利宾馆设立我省民族手工艺品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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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青海地方民族传统手工艺，扩大民族传统手工艺在国内外的影响和知名度；四是以北京工美合作，每年举办一次青海地方

族手工业产品展，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五是帮助企业建青海省轻工业联合会，发挥联合会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

导企业发展、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业自律、技术咨询、人才培训、宣传、法律援助、招商引资、项目策划、项目论证等方

更好的服务企业作用。

5、积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坚持抓大不放小，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骨干促协同。建议启动实施“百户民

手工制造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工程”，培育若干技术先进、市场竞争力强、主业突出带动明显的优秀民族手工制造企业。带动

批延伸型、配套型传统民族手工艺产业。重点以黄南州地区、玉树州地区、循化县、互助县为传统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示范

地和产业园集中区建设。

6、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人才保护与培养。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改变民族传统手工艺队伍后继乏人的现状。一是从

治卜、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民族传统手工艺大师和行业艺人，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二是组织企业负责

、能工巧匠、带头人外出培训、学习、考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提高艺术品味，提升组织带头能力；j是灵活办学方式，

合培训资源和资金，遵循贴近实际、满足企业用工要求的原则，举办各类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培训班，帮助广大年轻手工艺工

者尽快成才．促进民族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发展。

7、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微小企业做大做强。建立健全政府服务体系。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帮助微小企业解

资金困难问题，在微小企业的组织管理、产权重组、产品研发、项目筛选、投资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建议设立促进民族手

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鼓励和发展我省民族手工制造业产业。

8、努力解决企业发展实际困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以精品促产品，以产品养精品”之路。即企业和艺人可安排一

的人力和财力创作一批纯手工精品。供各级政府、陈列馆和个人收藏，以达到抢救、继承传统手工艺的目的。同时，推进技

改造，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的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成本和价格，满足出E1日用产品消费需求：

精品的声誉为大众产品树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其打开市场销路，实现经济效益。让企业和艺人们有能力培养人才、

作精品，以市场化的产品养工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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