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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概况

杨家埠是特色民俗文化旅游村，是中国三大木版年

画产地之一，也是潍坊风筝的发祥地和主要产地，两项

民间艺术均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 年被评定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1]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座落在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

村，占地面积 1.5 平方公里，是集生产、商贸、博览、文

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大观园做为杨家埠旅游开发区

的核心景区，建于 1986 年 5 月，以年画、风筝为主导，

民风民俗为主题。[2] 园区吸引潍坊本地民间手工艺、地

方土特产、旅游纪念品等文化企业入驻，以杨家埠的

“木板年画和风筝”为龙头，形成具有潍坊甚至极具齐

鲁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制作、培训、服装服饰陈列展示

等创意产业链。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年接待中外游客已经达到 60

万人次。园区内已经拥有 15 个风筝年画著名商标，培养

了 50 多名优秀艺人，园内的销售厂家、店铺也达到了

200 余户，从业人员有 1000 多人。每年直接销售两千多

万张年画和一千多万只风筝，凭借这两项当地特色资源，

杨家埠年均文化产业的销售总额超过五千万元。2011 年

在这完成了电视连续剧《年画》的拍摄。[3]

2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运营管理模式的现状

2.1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运营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

当前在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中，乡村旅游的经营管

理模式与其发展模式非常相似，由农民、旅游企业、地

方政府、村集体等不同的经营主体组成。[4] 杨家埠在运

营管理模式上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从初期的“旅游个

体农户”模式到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大观园，最后慢慢

发展为当前的“政府 + 公司 + 农户 + 社区 + 旅游协会”模

式。具体演变过程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1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管理模式的演变

及其主要特征

时间 模式 特征

80 年代初

“旅游个体农

户”模式

居家与作坊一体的“民俗家庭”，

现场参与体验；缺点是现代管理

理念缺乏，科技及后续资金难以

保障。

“农户 + 农户”

模式

辐射效应更大，投入较少；旅游

经济的带动效应较差，难以开成

规模化发展

90 年代中

后期

“村委（村委

带头的村办企

业）+ 农户”

充分利用资源，各种活动集中到

园区，收费参观；缺点游客体验

性变差，同时村委企业与居民收

入差距颇大，利益不均衡

“公司 + 农户”

公司负责规划、开发、营销等，

村委协调农户，农户主要负责维

修自家民居，按规定接待、导游

服务等

当前

“政府 + 公司 +

农户 + 社区 +

旅游协会”

政府组织，全面掌握；公司与协

会分工合作，兼顾社区保护，农

民广泛参与；农民旅游协会负责

组织村民参加当地的戏剧表演、

工艺品制作、提供住宿和餐饮

等，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和组织

客户 [5]

2.2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管理的影响因素及存在问

题

（1）运营管理理念

“集约化发展，品牌化建设，企业化管理”是杨家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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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大观园的基本经营理念。其管理理念和发展规

划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前瞻意义，也得到了当地政府业

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肯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集

约化发展思路的有效融合，景区扩建、人流增多，古村

落农村气息变淡，周围环境变差；品牌化推销是个难题；

企业规模小，机制不成熟，体制不健全。

（2）园区配套服务设施管理

农户积极开展农家院，家庭旅馆建设，建成了一批

具有古典特色的民居院落。在大型住宿接待项目建设方

面相对比较落后，园区至今没有建设大型的接待住宿场

所；餐饮采取外包制经营，从餐厅酒店的建设规模来看，

建设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也不是非常理想，主要是经营

特色不够明显，无法吸引更多的游客就餐园区；环境卫

生由景区管理公司负责管理维护，园区的公共卫生间、

垃圾收容设施均进行了重点建设，硬件设施相对当较为

完善。但是缺乏规范化管理，保洁水平不高。

（3）运营主体

杨家埠村专门成立了村属集体企业杨家埠旅游开发

公司，对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进行运营管理，该公司

是大观园的主要管理主体，公司具体负责大观园内公用

设施管理、园区景点建设维护、景区人事财务管理等工

作，园区内的个体企业和租户在公司的集中管理下自行

运作。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这种以独立公司作为管理

主体的经营模式很好的集中了景区的管理权，增强了管

理力度，提升了景区长远发展建设思路的执行力和执行

水平，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公司的性质

决定公司自主权受限。受到杨家埠村委的领导；其次，

公司自身建设水平有待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和专业水准

与专业的旅游经营公司不可同日而语，有很大的差距。

（4）组织结构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具有相对健全的管理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在于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相对落后。采用

传统管理方式，没有与时俱进，重视人力的培养；二是

高水平的专业素质人才还非常缺乏。高层管理人员多数

是村里的村干部担任，人员素质较低，年龄结构偏大，

学历偏低。

（5）利益分配

杨家埠大观观园经营公司为股份制利益分红方式，

主要经营收入包括入园门票和外包餐厅、游乐项目的租

金收入和自行开发的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等。从大观园

的盈利模式来看，其盈利模式显得比较单一，主要还是

靠门票收入；同时也存在财务监督控制制度不健全等问

题。

4　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运营管理模式改进的对

策与建议

4.1 重视战略管理，加强长远规划

首先，要在充分利用自身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

准确定位、加强规划、合理布局、统筹推进，打造具有

齐鲁文化特色的民俗产业集群。其次，应重视民俗园区

的发展制定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园区集聚区发展的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的规划以及各种专项计划。最后，建

设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园区创意产业及其集聚区建设的

领导和管理。

4.2 实行规范化管理、标准化管理

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

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主体建设。[6-8] 在园区建

设中，按照“企业经营、政府支持、产业集中、功能完

善”的原则，打造集产、商、展、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

区，提升核心竞争力。制定园区管理制度和园区管理模

式，为园区提供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4.3 重视人才战略，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

景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找准市场定位，制定

发展战略，开发出既适合自身特点又区别于其他景区的

优秀差异化旅游产品，这些工作更是需要一支优秀的管

理团队来完成，为景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是景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景区需要更

多更专业的人才队伍来管理运作，注重高素质专业人才

力量的储备。

4.4 塑造品牌形象，提高营销管理力度与水平

在杨家埠大观园管理过程中，就应该形成突出重点，

兼顾特色的运营模式，实现景区持续发展，必须找准特

色卖点：以杨家埠古建筑群为载体，充分利用唯一性旅

游资源的特殊历史优势，突出杨家埠特色风格。针对杨

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发展和筹建的现状，打造杨家埠民

间艺术大观园的特色品牌，坚持精品旅游项目带动。同

时要提高营销管理力度与水平，重视广告营销；融入潍

坊、山东大市场，实现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加大宣传

力度。

4.5 重视相关利益者管理

充分尊重村民的发展要求，通过政府支持、主体参

与、合理规划协调好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

要以人（村民）为本，对于成本和利益要在各相关利益

主体之间均衡分配，寻求村民利益的追求与传统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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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最佳契合，在充分尊重村民选择权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在不断融合新时代因素的基

础上，实现传统的创新与重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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