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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市场经济逐渐复苏的背景下，民族服饰租赁行业应运而生。根据柳州市窑埠古镇民族服饰租赁业的实

地调研，运用文化和经济互嵌的视角，重点探讨市场需求多元化与民族服饰租赁兴起的相互关系。研究

表明，民族服饰租赁行业的兴起既是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彼此交融，合作共赢的市场局面正在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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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recovery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national clothing rental 
industry ca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ethnic clothing leasing industry in 
Yaobu Ancient Town of Liuzhou 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versifi-
cation of market demand and the rise of ethnic clothing l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clothing rental industry is not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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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bodiment of economic vital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eco-
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brought by it blen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is taking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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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符号，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传达一种文化的力量[1]。而这种独特的文

化符号不仅反应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精神内涵，也是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表现。民族服饰代表着民族独

特的审美倾向和文化传承，以民族服饰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是对民族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

[2]。随着疫情的开放，人们被压抑三年的情绪得到释放，在文化消费上不断求变，那些愉悦精神的文化

产品更受欢迎，因此，古镇的民族服饰租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柳州凭借“一辆车、一江水、

一朵花、一碗粉”频频“出圈”，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3]。特别是今年五一小长假，根据文旅厅官方数

据显示，柳州接待国内外游客 39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6% [4]，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而

窑埠古镇具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背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集商贸、文化于一体的地方，成为首批国家级夜

间经济聚集地后，民族服饰租赁市场的火热现象也在这里有所体现。民族服饰租赁业的兴起和发展，既

是当地经济活力的体现，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将以窑埠古镇为例，从经济–文化

互嵌视角出发，探讨民族服饰租赁市场的现状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经济特点，旨在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

国古镇的发展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们对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丰硕。在国外，学

术界较早关注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文化对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5]。 
首先，从文化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上，研究内容分先是集中在文化资本的定义[6]、表现形式[7]、

估计指标上[8]，再者是对省级、区域文化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上。金相郁、武鹏采用层次分

析法将文化资本作为独立的变量加入到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从回归结果中得出文化资本对经济的发

展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8]。李娟伟、任宝平等人分析了 1997~2012 年间我国省级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

前沿模型对文化资本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异质性协同效应能够使中国的经

济增长效率提高[9]。 
其次，从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定量研究方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郭洁、

吴殿廷基于河南省宁陵县的案例并运用 SWOT 分析该县文化产业的现状并验证该地区在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0]。Power [11]和 Allen [12]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可以通过提高就业水平和改变企业

的投资模式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王林、顾江根据长三角地区 14 个城市的数据，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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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13]。曹清峰、王家庭等人选取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

量方法强调文化产业集聚成为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14]。 
最后，在文化–旅游–经济方面，学者们侧重于将三者体现在发展过程相辅相成、相互协调上。宋

露、毛连宸根据 2005~2019 年间云南省旅游–文化–区域经济三个维度中的相关数据，研究了三个系统

之间的耦合度关系，结果表明，三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均有较为显著的递增趋势，且系

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15]。彭要龙针对江苏省 13 个市的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区域经济的

耦合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江苏省旅游–文化–经济系统之间的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处于

较低水平[16]。王栋同样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经济以及文化三个子系

统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河南省旅游–经济–文化整体协调度水平较低[17]。 
综上所述，文化、经济、旅游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愈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

们倾向于从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等视角分析两两这之间的关系，且研究尺度多从省域、市域、县域

以及经济带较为宏观角度切入，而运用社会学视角对经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借鉴和参

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鉴于此，本文运用经济–文化互嵌视角，以窑埠古镇为例，分析民族服饰租

赁现象在互嵌视角下的体现。进一步丰富民族服饰租赁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 

3. 民族服饰租赁兴起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嵌机制 

3.1. 社会消费升级与文化消费倾向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消费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国人对于文化消费的追求和倾向，

让追求文化和品味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服饰租赁市场便迎来了新的机遇。首先，

社会消费升级促使消费观念改变。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物质消费已经不再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更倾向

于追求精神文化层面上的体验，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青睐于文化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也为文化产业发

展派生更多的消费群体[18]。其次，文化消费的提升促进了民族服饰租赁市场的发展。现代社会强调个性

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注重个体的形象塑造和展示。民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服饰市场上

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感性化的需求和体验。最后，疫情开放之后，旅游业迎来强劲复苏，

民族服饰租赁市场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各地文旅局局长纷纷扮相出境，穿戴民族服饰化身民族文化大

使为家乡经济助力，吸引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提高当地旅游产业的收入水平，为地方经济注入动力。

反之，地方经济得到发展之后，也为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投入更多精力，进而构成良性的发展互动。因

此，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 

3.2. 民族文化传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族服饰租赁市场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旅游体验的需求，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固守、发扬

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服饰租赁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

盘活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源泉。首先，民族服饰租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人们对民族

服饰文化的好奇心而产生的消费所获得的体验，可以激起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这种文化认同

感又助推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其

次，民族服饰租赁具有资源投入少、循坏利用率高的优点，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实现资

源共享。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服饰租赁行业，可促进业态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以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在消费心理和社会交往、休闲和娱乐等需求。最后，服饰租赁的兴起作为一种无形的

文化吸引力，为旅游、餐饮、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新的机遇，帮助各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从而形成经济产业链，帮助当地实现经济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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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族服饰租赁兴起的文化与经济的互嵌效应 

4.1. 民族服饰租赁的文化效应 

4.1.1. 民族服饰租赁重新定义文化认知 
服饰不仅仅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外在表现[19]。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具

有鲜明的民族性和风俗性的文化发展史。民族服饰租赁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人们可以通过租用民

族传统服饰的方式进一步认识民族文化。民族服饰不仅仅只是一种着装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能够

让人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传达文化所代表的形象，是一种与文化亲近的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与

现代的融合。 

我们本身对古装也很感兴趣，像我今天穿的这条马面裙是清朝元素的，这个颜色和图案构成的是清新淡雅型的

风格，还有我朋友这个是宋代元素的包包。现在这种改良版的服饰可能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标准，让国人重新将民

族服饰穿在身上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的看到。(茂名游客，覃女士) 

民族服饰租赁行业也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能够让使用者能直观地了解自己所穿在身上

服饰背后的民族背景和文化内涵。服饰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也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和品味，人们

也借此不同风格的服饰展示自身的情操和追求，展现出一种自信、开放的精神面貌。 

4.1.2. 民族服饰租赁重新定义文化传承方式 
民族服饰租赁作为非常规的文化传承方式，对游客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

更能让游客们对在地重要文化的关注，通过租赁这种直接参与式的体验中，动态的展示不同样式、不同

银饰的侗族、苗族服饰，向人们展示当地民族服饰的传承方式[20]。同时，通过融入丰富的场景，营造古

镇复古的氛围，满足游客沉浸式体验，提高游客对文化的认知。 

古镇在建筑上的布置还是很用心的，像这种木制小屋、挂满灯笼的小巷，种满花草的小庭院，挺有意境的。穿

上这种民族服饰走在小镇中拍照也觉得很应景，路上的游客也会被我们这个叮叮当当的银装头饰所吸引，赞赏这种

服饰的美。虽然我是非少数民族的广西人，但是穿上这个苗族服饰之后让我产生一种归属感。(广西民大游客，张同

学) 

穿着民族服饰的游客不仅仅是旅行者，更是文化传播者，每一个穿着民族服饰的游客都是一个大写

的民族文化传播者，能够让民族服饰有了直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他们通过穿着民族服饰向人民展示着

不同民族的独特魅力和文化精髓，并借助被精心设计的场景以此吸引更多的关注。 

4.2. 民族服饰租赁的经济效应 

4.2.1. 民族服饰租赁的市场推动作用 
民族服饰租赁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不

断辐射到周边的城市和省域，促进了民族服饰租赁行业的扩大和繁荣。民族服饰租赁还可作为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通过共享和再利用服饰资源，减少浪费，降低环境污染，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目的。 

我来古镇上班还不到一年，看着这里的服饰店从去年 10 月开的一家到现在两三百。游客多数是外地来的，广东

省、湖南省、山西省等，广西本地的有南宁、贵港、梧州等。之前三月三时很多游客想约五一假期拍照，都爆满了

约不到。游客虽然觉得服饰是租的，但是他们主要是想要拍照留念、发朋友圈。对我们商家来说，可以减少成本，

提高服饰利用率。(凤 X 民族服饰体验馆店员，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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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体验而非拥有的消费方式变化，让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对于商家来说，省内外需

求者的增多，为其市场开拓更为便捷。对消费者而言，民族服饰租赁以低价租赁的方式为顾客提供多样

化、高品质的民族服饰，享受“短暂而优质”体验。让追求文化与品味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了一

种旅游消费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创造了市场价值，也促进了民族服饰产业的发展。 

4.2.2. 民族服饰租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民族服饰租赁在市场中的表现不单单是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还带动了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加快

物流业流通、给电商带来商机、摄影技术和信息服务业的需求等等。民族服饰租赁的兴起所催生的相关

产业，这些产业相互支持并形成业态聚集，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的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了一个良

性循环的发展环境，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福利。 

在宣传方面，主要在小红书、抖音上面发布，因为我们是今年 3 月初才开这个店，所以要在网络平台上面投入

资金来扩大宣传。摄影师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像柳州摄影协会的爱好者晚上也古镇这边兼职。古镇现在比以前热闹，

大家都爱来这边拍照打卡、散步，像小吃、购物、手工艺品这些也涌入进来，比如像 C 区那边，现在增加小朋友游

玩的网红桥项目。(瑾 X 民族服饰店主，吴女士) 

民族服饰租赁行业的发展对周边及其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就

业的机会，尤其是女性和青年人，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随着服饰产业的带动，外来商户的入驻以及第

三产业服务资源的不断丰富，提高当地的经济活跃程度，扩大柳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3. 民族服饰租赁的文化–经济互嵌效应 

4.3.1. 对民族服饰的消费即是对文化的投资 
文化产业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产业实践，而是与现代社会性质紧密相连的，与

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共生共存的事件[21]。民族服饰文化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的

内生动力和重要资源，反之，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为服饰文化的生成环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

促进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文化服务的投资。 

疫情放开之后，民族服饰行业让古镇火起来，很多商户看到这行赚钱，就往里面投资。其中离不开政府等相关

的部门支持和引导，比如，刚开始政府有一个免两年商铺租金优惠，吸引商户来投资。后来，又给予一定的补贴鼓

励我们商会组织晚会、设百家宴。(商会秘书长，黄先生) 

网红柳州频频出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往，民族服饰的兴起又重新点燃带古镇的烟火气息。民

族服饰行业带动古镇的兴旺完美地诠释了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这个种意义上讲，民族服饰

这种文化消费对当地的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有着相互促进的影响。 

4.3.2. 对民族服饰的商业化转化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2]，那些

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文化要素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通过不断对文化塑造进行守正创新，才能为文化发

展空间带来更多的吸引力。事实上，一个地方的民族服饰文化程度越大，能够有效激发当地经济发展的

潜力也就越大。而民族服饰作为一张靓丽的名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挖掘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才能

在变幻莫测的发展环境中经久不衰。 

现在服饰店有 300 多家，在行业发展中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但是民族服饰的文化底蕴还没有得到深度的挖掘，

没有浓厚的文化做支撑，旅游和经济就发展不起来。目前商会也积极地做业态引导，建议一些商户把租改成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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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几家商会把一些门店的服饰收购回来，计划经过创新之后用来做文化展示，也正在努力跟中国书法协会、国画

协会、市政府等积极洽谈去打造文化这一块。(商会秘书长，黄先生) 

立足文化追求的经济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态势，唯有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能促进经济

和文化整体发展的文化元素，形成一个不仅能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物质空间，又能赓续传统文化遗产的

文化氛围。对民族服饰的商业化转化也就是对民族服饰进行创新性转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

民族服饰在经济发展中的质量，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新的文化风貌。 

5. 结束语 

民族服饰租赁是商业市场、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推动了市场需求的满足，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同时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民族服饰租赁不仅作为一种商业租赁行为，也是一种非正式的

文化传承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传播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带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向着文化与

经济互嵌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型市场形态在不断升级，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更多的方向和可能

性。基于实地调查中发现的缺乏文化传承人、从业经营者深挖以及缺少相关政策支持等的实际情况提出

几点建议，以更好深度挖掘民族服饰的文化底蕴，不断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 
第一，对文化传承人的挖掘。文化传承人在讲述文化历史，传播民族文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

方面，挖掘地方民族服饰的主要代表传承人，将手工技艺传承人的历史、传统织布工具、优秀的手工作

品等绘制成文化长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从而增强人民对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设置相应的展厅向游客展示传统手工制作的流程工序，通过动态的方式使大众

对传统服饰文化有更加立体、全面的了解，让游客在游玩古镇的时候又能感受文化的熏陶。 
第二，对既懂经济又懂文化的从业人员的挖掘。对懂经济又懂文化的从业人员的挖掘不仅是传播和

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古镇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要挖掘这样一支专业人才队伍，不仅要靠

培养，还有靠招揽。在培养上，开展校企合作，设立研究实践基地，加强企业与文化行业人才之间的交

流，同时也要注重内部从业人员的培养。在招揽上，商会在联合商管在招商引资的过程，提高从商人员

的准入门槛，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从业人员，要经过相应的经商技能和文化知识的培训，合格者方能上

岗。 
第三，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的扶持能够给民族服饰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一个良好的外

部环境。一方面，设立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机构，吸引各大高校民俗文化的教师和研究民族服饰的专家，

为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承提供专业指导[23]。同时，设立文化教育中心，壮大研究学者的队伍，才能够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民族服饰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政府联合商会根据传统节日开展民族服饰文化展览活动，

使之成为推动该地区发展的文化资本。进一步加强商会对商户进行民族服饰文化推广的监督，规范市场

中的服饰产品，打击恶意哄抬价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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