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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2025-2031年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由权威行业

研究机构博思数据精心编制，全面剖析了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市场的行业现状、竞争格局

、市场趋势及未来投资机会等多个维度。本报告旨在为投资者、企业决策者及行业分析师提

供精准的市场洞察和投资建议，规避市场风险，全面掌握行业动态。

          第一章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概述第一节  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概念的源起第二节  民间音乐文

化遗产概念的基本含义第三节  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本质和特征第四节  我国民间音乐的特点

一、乡土性二、即兴性三、流传变异性四、人民性五、多功能性第五节  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

评价第六节  我国民间音乐的音乐体系第二章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概述第一节  民间音乐在

我国音乐中的地位第二节  我国已公布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一、第一批已公布名单二、第二批

近期公布第三节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现状一、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二、挖掘

整理和保护行动落后于其消亡速度三、已形成一定的开发规模第四节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的分类第五节  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地域分布第三章民间歌曲第一节  概述一、民间歌曲

的定义二、民歌在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三、民歌的历史发展脉络四、民歌的特点第二节  民

歌的社会功用一、教育与传承功用二、人生礼仪功用三、祭礼与驱邪功用四、交际功用第三

节  汉族民歌的体裁类型一、汉族民歌音乐体裁类型的划分二、号子三、山歌四、小调第三节 

少数民族民歌的代表种类一、我国少数民族概况二、蒙古族的长调和短调三、朝鲜族的抒情

谣四、哈萨克族的“安”类民歌五、藏族的酒歌和箭歌六、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七、云南彝

族的“四大腔”第四章民间舞蹈音乐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汉族民间歌舞音乐一、秧 歌二、花 

灯三、采 茶第三节  少数民族民间歌舞音乐一、维吾尔族民间歌舞二、藏族民间歌舞三、蒙古

族民间歌舞四、瑶族民间歌舞第五章说唱音乐第一节  说唱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说唱音

乐的几本特征第三节  说唱音乐分类与曲种分布一、鼓词类二、弹词类三、道情类四、牌子曲

类五、琴书类第四节  少数民族说唱音乐第五章戏曲音乐第一节  概述一、戏曲音乐的定义二

、戏曲在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三、戏曲的历史发展脉胳第二节  戏曲的艺术形式一、戏曲艺

术的综合性特点二、戏曲音乐的构成因素三、戏曲的剧种与声腔四、戏曲唱腔的结构形式第

三节  戏曲剧种第六章民间器乐第一节  概述一、民间器乐的定义二、民间器乐演奏在我国人

民生活中的地位三、我国民间乐器的产生和发展四、我国民间乐器使用的分类方法五、民间

器乐曲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节  民间器乐的艺术形式一、民间器乐曲的标题二、民间器乐曲的

结构三、民间器乐曲的变奏法第三节  独奏乐一、笛曲二、唢呐曲三、管曲四、筝曲五、琵琶

曲六、胡琴曲第四节  合奏乐一、丝竹乐二、吹打乐三、清锣乐第七章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的申报和保护第一节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申报一、世界级民间文化遗产的申报二、国家



级民间文化遗产的申报第二节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二、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三、保护前提下的开发第三

节  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设计一、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问题的提出二、民间音乐作品

的界定三、民间音乐作品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第四节  民间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障碍及克服

一、集体权利二、保护期限三、独创性要求四、著作权限制制度第八章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

产开发中的问题和对策第一节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我国民间音

乐文化遗产开发的依据一、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二、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三、坚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四、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五、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第三节  我国民族民间音

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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