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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量化分析并探讨国内非遗产业化保护领域的研究动态，为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提供数据参

考。方法 基于文献计量统计与知识图谱可视化，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文献为信源，选取 2003 至 2018
年间关于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的 1586 篇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年发文、期刊发文、作者合作、

关键词共现 4 个方向，绘制“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聚类知识图谱。结果 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逐步受

到学界的关注。从期刊发文来看，国内目前已逐步形成较为集中的理论阵地；从作者合作来看，学者间、

地区间的合作尚需加强；从关键词共现来看，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生产性保护”

与“数字化保护”等方向。结论 借助可视化数据，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的现状与

问题，挖掘当前研究的核心热点，探索并研究其未来发展策略，推动非遗产业化的深入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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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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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search trends in the fiel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

zation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s statistics and knowledge graph visualization and taking the literature col-

lected in CNKI as the source, 1,586 journal articles on the study of intangibl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from 2003 to 

2018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annual volumes of papers, journal publication quantities, author coopera-

tions,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s, the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of “intangibl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research” 

was draw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is gradual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urnal publishing, a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oretical position was 

gradually forme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and regions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d on “cultural in-

dustry”, “productive protection” and “digital protection”. With the help of visual data, the researchers can clarify the cur-

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cavate the core hot spots of 

current research, explore and study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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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数量

庞大、种类繁多。自 2004 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先

后于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及 2014 年，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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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并将其划分为 10 大门类、

1372 个项目，依据申报地区或单位统计，共计 3145

个子项目。但囿于其无形的文化传承形式，在社会文

化变迁的冲击中，非遗呈现日益弱化的态势[1]。新时

代，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2]，大力支持非遗

在本真性传承的同时，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打造文

化精品产业链，重燃非遗生命力，为非遗的现代化传

承以及民众文化消费、价值情感重塑提供有效的路径

选择[3-4]。目前针对非遗产业化保护的相关研究中，

学者大多借助田野调查法[5]探求非遗生长历程，剖析

其生存困境，并借助美学[6]、符号学[7]、AHP[8]等研

究方法探讨非遗本真性保护与产业化传承传播的相

互关系，为拓展非遗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但是，现有研究多是定性研究，对象选择大多为具有

地域特征的个案或以区域为整体的非遗保护的研究，

缺少对于非遗产业化保护的整体性、动态性脉络研

究，难以对其形成整体认知与客观审视。基于此，本

文提出运用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

化手段梳理 2003 至 2018 年间关于非遗产业化保护研

究的 1586 篇期刊论文，分析非遗产业化发展的现状

与存在的问题，理性解读国内非遗产业化保护领域的

研究动态，挖掘当前研究的核心热点，探讨其未来发

展趋势，为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提供客观数据参考。 

1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构建 

1.1  知识图谱研究方法 

1955 年，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

出“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引文分析、同被

引分析、共现分析、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

分析等方法，借助可视化图形展示学科整体知识构

架、发展形势、核心热点等，用以揭示学科发展的动

态规律[9]。近几年，知识图谱以收集数据广泛、知识

覆盖全面、量化分析宏观、数据图形可视等优势受到

各领域研究者的青睐。王佑镁等基于共词矩阵、相似

矩阵和多维尺度分析的方法，提出电子书包未来研究

趋势[10]。王俊杰等通过构建时间、地区、期刊、作者

分布图谱，分析太极拳运动的研究热点与演化方向[11]。

郭文斌等基于学位论文进行共词聚类分析，为现代教

育行业局势提供可视化数据分析[12]。非遗产业化保护

相关研究历时长、数量广，成果繁多，运用知识图谱

的方法梳理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成果，对客观综合展

示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的历史脉络、聚焦研究热点、

探索未来发展趋势、优化保护路径具有较强的实践价

值与理论意义[13]。 

1.2  建立样本数据 

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主要数据源

进行文献检索，选择高级筛选，数据类型限定为期刊

数据，匹配方式为精确，将检索时间段设定为 2003

至 2018 年，以保证研究数据的整体性与连贯性。为

确保搜集的文献尽可能覆盖广泛，采用布尔逻辑检索

方法[14]，分别以“非遗产业化”不同的表述形式作为

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2323 篇期刊文献。依据

500 条/次的下载频率将文献以 NoteExpress 格式导

出，所得题录信息使用 Excel 进行处理，仅保留作者、

作者机构、标题、收录期刊、年份、关键词 6 项主要

信息列，剔除重复文献、数据缺失文献及与研究要求

不相符的文献，最终得到 1586 篇有效文献。以下数

据统计及分析均使用处理后所得文献。 

2  数据梳理及分析 

2.1  历年发文量分析 

从一个学科的历年发文量，可以反映出该研究领

域的历史发展趋势，厘清学科的发展脉络[15]。通过提

取文献的年份数据列，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频次降序

统计，并生成年发文量变化趋势，见图 1。从图 1 可

以看出：我国学界于 2004 年开始在非遗产业化保护

研究领域发声。这篇文献是林秋朔学者在《民间文化

论坛》发表的《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提

出了产业化保护是非遗抢救保护的有效手段，被引率

达到 78，在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领域起到较早的理

论导向作用[16]。2005 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要进行非

遗保护，并于次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促

使较早一批学者关注到非遗产业化保护的研究中，学

术成果开始稳定发展。201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

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明确提出文化产业要实现跨

越式发展，大力培育文化企业，扩大文化消费，推进

文化科技创新。学界的研究热潮随即展开，当年度相

关领域的发文有 149 篇，比前一年增长了 2.6 倍，达

到第一次研究高潮，并呈现持续递增的趋势。2017

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指出要重新认识文化生态、文 
 

 
 

图 1  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历年论文发表数量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published journal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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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鼓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引发了学界新的探讨热潮，此后发文

量保持上升趋势。整体而言，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研

究逐步受到学界关注，并向快速探索阶段迈进。 

2.2  期刊发文分析 

论文的发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学科

研究成果的贡献程度，通过提取文献的收录期刊，可

以初步了解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的理论阵地及学科

发展程度[17]。借助文献计量软件对载文期刊降序排列

统计，见表 1。2003 至 2018 年间，发表过相关论文

的期刊共计 698 种，以文学艺术、民族民俗、高校学

报为主。其中，《大众文艺》（64 篇）、《艺术科技》（29

篇）、《文化遗产》（22 篇），为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

领域发文频次较高的期刊。 

依据布拉德福定律[18]，将 698 种期刊划分为发文

数量较为接近的三个区域，见表 2。表 2 的 I 区为核

心区，包含 47 种较高频次期刊，发表论文 515 篇，

占论文总数的 32%，平均载文密度 10.96；II 区为相

关区，包含 111 种期刊，发表论文 483 篇，占论文总

数的 30%，平均载文密度 4.35；III 区为离散区，包

含 544 种期刊，发表论文 668 篇，占论文总数的 42%，

平均载文密度 1.23。三个区域期刊数量之比约为 1∶

2.5∶12。在不过分考虑各区域期刊数量吻合度的情

况下可以得出：发文频次≥6 的 47 种期刊构成了 2003

至 2018 年间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研

究阵地，约占总理论成果的 1/3，具有较高的集中效应。 

2.3  作者合作分析 

通过对作者间合作进行聚类，可以得到作者间的

聚合方式、研究频次、研究主题等信息，用以了解研

究团体整体概况与合作发文情况[19]。提取发文频次≥

2 的 265 位作者进行配对，得到由 108 个节点和 105

条连线构成的 40 个聚类团簇。其中，节点大小表示

发文量多少，节点越大，发文量越高；节点之间的连

线表示度，线越粗，表示作者之间合作越密切[20]。 

 
表 1  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期刊发文频次（≥6） 

Tab.1  Frequency of published journal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6) 

序号 期刊 频次 序号 期刊 频次 序号 期刊 频次

1 大众文艺 64 17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10 33 民间文化论坛 7 

2 艺术科技 29 18 东岳论丛 9 34 法制与社会 7 

3 文化遗产 22 19 才智 9 35 美与时代(上) 7 

4 美术教育研究 19 20 中华文化论坛 9 36 学理论 7 

5 戏剧之家 17 21 艺术教育 9 37 民俗研究 6 

6 贵州民族研究 16 22 遗产与保护研究 9 38 广西民族研究 6 

7 包装工程 16 23 四川戏剧 8 39 文化产业 6 

8 新闻研究导刊 14 24 美术大观 8 40 赤子(上中旬) 6 

9 兰台世界 13 25 齐鲁艺苑 8 41 理论观察 6 

10 大舞台 13 26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8 42 商业时代 6 

11 文化学刊 12 27 中国民族博览 8 43 艺术百家 6 

12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12 28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8 44 怀化学院学报 6 

13 传播与版权 11 29 边疆经济与文化 8 45 价值工程 6 

14 产业与科技论坛 11 30 广西社会科学 7 46 艺术与设计(理论) 6 

15 艺海 10 31 设计 7 47 中国市场 6 

16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10 32 经济研究导刊 7    

 
表 2  布拉德福定律离散分布表 

Tab.2  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 

分区 期刊载文数量 期刊数量 论文数量 占论文总数 平均载文密度 

I（核心区域） N≥6 47 515 32% 10.96 

II（相关区域） 6>N>2 111 483 30% 4.35 

III（离散区域） N≤2 544 668 4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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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统计的非遗所在省

市进行区域排布，见图 2。分析可得：（1）从聚类作

者来看，团队主要由综合类高校的师生组成，民族类

院校、美术类院校及社会性研究团队在非遗产业化保

护研究领域文献成果较少，没有形成该领域的领导作

用和中坚力量；（2）从学科分布来看，作者团队主要

来自于文化研究中心、教育与传媒学院、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等不同学科方向。可以看出，非

遗产业化保护逐步成为多学科交叉、各领域重视的综

合性研究热点；（3）从作者间连线来看，我国非遗产

业化保护研究主要以单个高校聚合，同一省市间高校

缺少研究性合作，国内同一研究方向的学者间缺少学

术交流与沟通；（4）从聚类地区分布看，有合作联系

的作者机构多集中在黑龙江、京津冀、山东、江苏、

浙江、湖北、云南等地，整体分布由东部、东南部向

西北部递减。作者合作研究情况与非遗项目分布存在

一定贴合度，但西部、南部、中北部地区非遗资源较

为丰富的省市在研究数量及团队规模方面较为滞后。

整体而言，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

高校的不同学科，学术研究较为封闭，缺乏学科间、

省市间的沟通合作，研究能力与非遗资源配比不平

衡，国内尚未形成协同发展、全面促进的良好研究态

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非遗合理有效地挖掘与保

护，以及相关产业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研究内容的核心，关键词共现 
 

分析可以用来研究领域内热点的分布情况以及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内学科的发展方向[21-22]。通过在文献计
量软件中提取关键词字节，共获得 5919 个关键词。为
确保关键词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对其进行数据清洗，
包括：（1）统一同一关键词的全写与简称形式，如“非
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统一同一含义、不
同书写形式的关键词，如“非遗传承保护”和“非遗
保护与传承”；（3）修正作者文献中出现的误写、漏
写、错别字等问题。对所得关键词进行频次降序统计，
见表 3。其中，频次≥100 的关键词分别有“非物质
文化遗产”（1074 次）、“数字化保护”（239 次）、“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84 次）、“生产性保护”（177
次）、“文化产业”（131 次）、“产业化”（125 次），这
些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遗产业化保护
研究的基本方向。 

选取频次≥5 的 121 个关键词，去除核心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进行配对，并提取共现频次≥

3 的亲密词对，绘制关键词聚类图谱，共得到 42 个

节点，65 条连线，非遗产业化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的研究内容交

叉性较强。根据可视化图谱，大致可将热点研究领域

划分为文化产业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 3 个

方面。 

1）聚类一：文化产业保护。该主题主要包含“文

化产业”、“对策”、“发展路径”、“现状”、“文化资本”

等关键词。研究主要围绕对非遗生存现状与问题的分

析，在尊重非遗的多样性、地域性与本真性的前提下，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区域分布 
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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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键词频次统计表（≥20） 

Tab.3  Key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2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累计百分比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累计百分比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1074 18.14 12 传统手工技艺 39 38.79 

2 数字化保护 239 22.18 13 数字化技术 38 39.43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84 25.29 14 创新 37 40.06 

4 生产性保护 177 28.28 15 发展 32 40.60 

5 文化产业 131 30.49 16 互联网+ 31 41.12 

6 产业化 125 32.60 17 文化创意产品 30 41.63 

7 传承 91 34.14 18 文化遗产 29 42.12 

8 新媒体 83 35.54 19 对策 26 42.56 

9 非遗保护与传承 63 36.60 20 少数民族 23 42.95 

10 文化创意产业 50 37.44 21 开发 22 43.32 

11 传播 41 38.13     

 

 
 

图 3  非遗产业化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3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积极呼吁政府加强文化体制建设，运用非遗传统文化

吸引力与艺术特性，探寻适宜民间非遗生存与保护路

径的研究。早在 1947 年，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产业”的概

念，是区别于大众文化的新兴产业。该聚类的研究学

者多提倡手工艺复兴，讲究“慢工出细活”，提倡将

手工与机器相结合，基于非遗的地域特色和制作工艺

发展创新型文化产业，改变原有发展模式，开发非遗

衍生品，提高生产效率，赋予产品多重文化属性，保

障非遗生态可持续发展。 

2）聚类二：生产性保护。该主题主要包含“生

产性保护”、“产业化”、“传统手工艺”、“少数民族”、

“活态传承”等关键词。研究主要探讨非遗在市场需

求下实现“自力保护”[23]的途径，即运用产业化手段

推动非遗以文创产品、旅游产品、民族产品的形式进

入产业链，通过“创新”，在活态传承的基础上，焕

发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面向广大民众，共享物质财

富与精神财富[24]。《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

倍增计划》中提出要推出一批内容积极向上，群众喜

闻乐见，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国原创文化产品，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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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部原部长王蒙表

示，社会“文化热”是令人欣喜的，但由此导致的文

化过度产业化、完全市场化是坚决要抵制的[25]。针对

非遗产业化带来的利与弊，聚焦于生产性保护的研

究，学者也存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高扬元等认为生

产性保护可以将无形的、“口头相传”的非遗具象为

文化产品，进行有形传承，是对无以为继的非遗的有

力传播[26]；冯骥才等学者认为生产性保护意味着批量

化、标准化，与非遗的独特性、手工性背道而驰，势

必会破坏非遗的原生性[27]；彭琳等通过研究日本保护

模式，提出“心意传承”与“模型传承”的二分法，

认为对于不同形式的非遗应采用分别对待的态度，保

护市场经济下非遗的本真性传承[28]。 

3）聚类三：数字化保护。该主题主要包含“数

字化保护”、“新媒体”、“创新”、“传播”、“互联网+”、

“大数据”等关键词。研究主要探讨在全球化、信息

化背景下，借助新媒体技术搭建非遗数字化展示平

台，实现数字化保存、展示和多维文化资源共享的方

式[29]。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基础建设在技术上已

经进入到“大数据化”、“智能化”阶段。《中国文化

报》提出，既要紧跟时代的特征，又要抓住时代的本

质，促进“互联网+”与“文化+”协同发展，是实现

非遗“活起来”、“走出来”的重要举措。但一味追求

网络经济效益、忽视文化价值、扰乱文化市场、曲解

文化内涵的现象也随之而来。对于非遗“慢”文化与

网络“快”节奏是否可以共生共存等问题，聚焦于非

遗的数字化保护，学界也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

方面，张妍等提出借助数字化搭建天津非遗的保存、

展示、营销平台，有助于扩大天津文化的传播范围[30]；

陈丹等提出将数字化展示延伸到旅游行业、数字资

讯、户外移动设备，可以有效提高朱仙镇年画的传播

多样性[31]。另一方面，黄永林等提出数字化是一把“双

刃剑”，过度依赖信息技术会损害文化的多样性与本

真性，造成文化数据化[32]；刘春晓认为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展示非遗，会使之脱离原有生存语境，导致文化

固化、定型，有失其“本真性”[33]；尼葛洛庞帝同样

指出，数字化仅是非遗表层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会造

成表层与内涵的脱离、制作过程与成果的脱离[34]。 

3  讨论与思考 

面对新时期文化市场发展的契机与挑战，非遗产

业化保护研究如何走向更为系统、深入、合理的理论

探索和实践指导道路，如何更有效地服务和指导当前

的文化产业发展，为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提供理论基

础和实践导向，是当前学界需要积极思考的课题。基

于上述知识图谱的分析与梳理，提出以下对我国非遗

产业化保护研究的问题分析与思考。 

1）深化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权威期刊的联动作

用。从期刊发文分析可知，国内目前针对非遗产业化

保护的研究涉及期刊广泛，以文学艺术、民族民俗、

高校学报为主，已形成较为集中的研究阵地，但高级

别及权威期刊占比仍较低，没有充分发挥核心与导向

作用。针对该问题，民族类、民俗类、艺术文化类等

领域的核心期刊首先应在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领域

充分发挥导向和平台作用，结合文化保护政策、国家

及地方资源优势、市场产业发展等需求分析，率先形

成高质量理论阵地，为学科研究梳理方向与路径。其

次，期刊通过专栏约稿等形式，发布栏目导向、内容

导向，为相关学者的合作交流、投稿、研究方向选择

提供借鉴依据，推动研究思想碰撞，形成系统性、交

叉性的非遗产业化研究理论阵地。最后，在政府支持、

学者带动下进行知识扩散，吸收各学科领域研究思

想，为非遗产业化保护提供新思想、新模式、新路径，

形成“点（核心期刊）—线（学科相关期刊）—面（各

领域期刊）”联动的高质量、高产量、宽视野、新层

面的研究期刊群。 

2）加强学者间、地区间交流合作对话，搭建资

源互促平台。从作者网络图谱分析可知，非遗产业化

保护研究在地区分布上由东部、东南部向中西部地区

递减，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能力与非遗资源配比不平

衡，作者间、团队间、地区间缺乏充分的合作和对话，

难以形成深层次的研究推进。针对该问题，研究者应

更多尝试开展学科间、地区间的交叉合作。首先，从

横向来看，各领域学者增加对话交流，密切合作关

系，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推动学术研究向

综合性、全面性发展，扩大学科范围，增加新发现新

成果[35]；其次，从纵向来看，各地区、各高校团队学

者，以及国家成立的各地区的非遗研究院、民族研究

院间互相研讨学习，可以有效推动理论研究向更高层

次、更深角度发展，构建更广阔的合作网络平台。另

外，延伸学术研究范围向全国地区、全国人民发展。

搭建学者与非遗传承人的互动平台，积极鼓励各领域

研究学者、非遗爱好者深入非遗生存空间，近距离感

受非遗，提出适合不同非遗的产业化发展路径；促进

学校间、区域间的交流与沟通，组织东部、南部研究

发展较快地区开展学术交流，共享最新研究成果与方

法，提高和推进西部地区研究层次；组建跨地域的研

究团队，通过学者间项目合作等形式，参照《文化部

“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的发展思路，实

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分类指导，东、西部相互

拉动，充分挖掘中西部、北部等地区的非遗，研究其

发展优势，群策群力，共同推进问题的深入挖掘以及

理论、实践学术研究的突破。 

3）转变研究思路，从问题剖析转向实证研究、

系统研究。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学者的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 3 个

方面，但较多研究仍停留在问题剖析、理论合理性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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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层面，方法与路径研究较少，缺少与政府合作进行

的实践性、针对性研究。国内对非遗的研究逐步从“保

护”、“传承”、“发展”三大主题向“产业化”、“生产

性”、“数字化”等现代领域过渡。随着国家及地区对

非遗挖掘与保护力度的加强，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建议相关学者不仅要关注理论性研究，探讨可实现

性，更要增加与非遗原生地、传承人的接触对话，注

重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研究，聚焦非遗与产业

的合理对接方法、路径和模式，为非遗产业化保护提

供可靠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另一方面，当前研究以团

体、高校等自发性研究为主，与政府的协同配合不够。

非遗保护是国家政府关注并规划的重点科目，产业化

运作需要依托于政府的整合与政策的制定、监督文化

市场合理运作、加强产业链规划、培育文化企业与人

才。学者与政府应多在理论实践上相互配合，实现非

遗挖掘与保护的共同把控。 

4  结语 

非遗产业化保护是一条重要且漫长的研究之路，

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文化产业市场的火热为非遗产业

化保护不断提供新的契机与方向。通过对 CNKI 数据

库期刊文献的梳理与聚类，运用量化的方法，从历年

发文统计分析、期刊发文统计分析、作者合作网络聚

类分析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4 个角度，对 2003 至

2018 年间期刊文献整体数据进行系统化梳理，运用

可视化知识图谱，探讨我国非遗产业化保护研究中的

不足，并就数据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为构建全国共

同推进、学科交叉发展、理论实践并重的非遗产业化

保护研究提供新思路。综上，基于知识图谱的方法，

以期厘清学科研究的动态发展方向，为非遗产业化保

护研究定量与定性结合提供新路径。但本研究仍存在

一定局限，一方面仅选用 CNKI 数据库作为数据源，

所收集的数据范围较为局限；另一方面，数据的采集

与清洗过程中人工处理占比较大，需在今后的研究中

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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