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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王雷松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南阳依托丰富的玉矿藏资源，形成了以玉文化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玉雕产业已初具规模：
从业人员众多；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已逐步形成；玉雕技艺高超，品牌享誉全国；加强对

外交流，注重对外传播；玉雕人才层出不穷。但南阳在玉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

题：产业市场秩序混乱，集群规模效应难以凸现；专业创意人才缺乏；文化与产业融合得不深；创新

性缺乏，知名玉雕品牌不多等。推动南阳玉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规范市场秩序，凸显集群规模效应；

加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推动玉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走创新发展之路，发挥特色文化

产业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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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文化竞争的世纪，被称作“文化制胜”
的时代。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

都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被公认为２１世
纪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日本经济学家称其为２１
世纪的“最后一块暴利蛋糕”。文化产业集群已成

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拉动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所谓文化产业集群就是：立足于当地的特色文

化资源，围绕一条产业链、价值链的集聚发展，产业

之间形成彼此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之间相容

互补，实现区域合理化布局，使政策、技术、人才、资

源等各种相关要素合理配置，达到共享共荣、共同发

展的目的，并逐步形成规模化效应的产业集群。

河南南阳人杰地灵，不仅名人辈出，而且资源非

常丰富，是全国著名的玉雕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和

玉文化研究、传播基地。作为中原玉文化的主产地，

南阳玉文化源远流长，因出产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

独山玉而远近闻名。同时，玉文化在南阳文化中占

据着核心地位，南阳因玉闻名，南阳因玉文化而具有

了文化核心竞争力。目前，南阳玉文化产业已初具

规模，且在国内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现已形成开采、

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有南阳市区卧龙路

玉器一条街、镇平县城的玉雕大世界和玉雕湾市场

等多个玉雕交易平台。依托丰富的玉矿藏资源，深

度挖掘玉文化的丰富内涵，发展与玉雕相关的文化

产业，形成以玉文化为核心的产业集群，让玉文化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是南阳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翼。

本文拟在考察南阳玉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

基础上，找出其发展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探寻南阳

玉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以期为南阳玉文化产

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参考。

　　一、南阳玉文化产业集群现状

１．玉资源丰富，独山玉魅力无穷
南阳被称为“中国玉雕之乡”。据有关资料统

计，南阳宝玉石资源有３０多种，除了全国四大名玉
之一的南阳独山玉，还有物美价廉的鲁山玉、汉白

玉、黑绿玉等，丰富的玉矿资源为南阳玉雕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独山玉有“南阳翡翠”之美誉，与新疆和田玉、

辽宁岫玉、湖北绿松石齐名，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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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玉坚韧微密、细腻柔润、光泽透明、色泽斑驳陆

离，有绿、白、红、黄、紫、蓝６种色素７７个色彩类型，
是玉雕的一等原料。独山玉的色彩品种，是其他玉

石所不能比拟的。独山玉文化历史久远，当玉文化

在中华大地刚刚萌芽时，独山玉就展现其独有的魅

力。发展至今，独山玉雕品技艺精湛，文化内涵深

厚，深受世人的喜爱。现在南阳玉雕业已经发展成

为“探、采、工、贸、研”一条龙的产业链条。玉雕业

的发达带动了南阳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了极具地方

特色的文化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南阳经济社会的

发展。

２．产业初具规模，从业人员众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南阳被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确定为全省８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之一。
短短几个月之内，南阳通过聘请高层次文化专业人

士，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规划了区域面积３０平方
公里的核心集聚区和辐射带动区，其中一个面积５
平方公里的玉文化产业带，作为玉文化产业的核心

区。南阳现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玉雕生产企业，如

南阳拓宝，镇平玉神、神圣等，这些龙头企业，与专业

市场、专业村、专业户相结合，打造出多个全国知名

品牌。玉雕产业是南阳文化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

块，已成为该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从业人员的增加。南

阳有很多人依托丰富的玉资源，从事玉器的加工和

销售。据统计，目前，南阳市玉雕从业人员达１００多
万人，玉类加工户１．５万余家，年产值达 １２０多亿
元。正在倾力打造“中华玉都”的南阳镇平县，基本

上村村都有机器响，家家一片琢玉声。许多当地居

民依靠着丰富的玉文化资源，迈上了小康之路。

３．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逐步形成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南阳地区已形成几十

个各具特色、规模不等的玉产品块状加工销售带，或

是家族形式的个体经营农户，或是公司股份制形式

的外资、合资与民营企业。南阳玉取材不拘一格，除

了本土的南阳玉外，还有辽宁岫玉、缅甸翠玉等１５０
多个品种。从原料聚散批发、创意设计、玉雕生产到

加工包装的产业化体系已逐步形成，可以说，南阳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玉雕工艺品生产基地和

贸易集散地。南阳市玉器一条街、三顾缘玉器市场、

南阳玉雕工艺品大世界、镇平玉雕大世界、石佛寺玉

雕湾等十多个玉器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在全国都非

常有名。此外，国内其他城市还有南阳人创办的珠

宝玉器一条街，形成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年销售各类

玉雕产品近２０００万件，促进了南阳玉雕产业的整
体发展。

为提高区域文化的竞争力，实现打造“中华玉

都”的宏伟目标，南阳启动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如

国际玉城、天下玉源、玉文化主题公园、宝玉石产业

园、大师创意园、玉雕职教集团、玉文化博物馆扩建

等，正在建设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以推动南阳

玉器文化产业的发展。

４．玉雕技艺高超，玉文化品牌享誉全国
南阳玉的造型有人物、花鸟虫鱼与飞禽走兽，种

类繁多，形象各异；玉雕工艺精湛，刀法复杂，融本土

特色与国内其他元素、传统元素、西方元素为一体，

兼采南北工艺之长，既有京津派的雄浑豪放，又具苏

扬体的细腻精巧，已形成别具一格的“南阳风格”。

现在，工艺雕刻大师们在制作玉雕工艺品时，既吸取

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注入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既追

求古典高雅的品位，又兼顾时尚的个性释放，特色文

化产品和精品佳作不断出现。

南阳玉雕精湛的工艺获得了国内专家与同行的

认可，如在 ２０１２年的“天工奖”、“百花奖”、“神工
奖”和“陆子冈杯”等全国玉雕精品评比中，南阳玉

雕凭借着“中华第一美玉”的盛名与工艺大师的独

具匠心，魅力四射，让欣赏者拍案叫绝。高超的技

艺、深邃的文化内涵、丰富的题材内容，使南阳玉雕

成为最大赢家，终以金奖３６项，银奖５２项，铜奖６３
项，优秀奖９５项的总名次，使２０１２年成为南阳玉雕
界获奖最多的一年，南阳也成为全国获奖最多的地

区。经过多年的打造与各相关部门、专业人士的努

力，加之玉文化研究大师的推动，南阳玉雕现已开创

出属于自己的全国知名品牌，如“拓宝”、“神圣”、

“玉神”等，提升了玉雕产业层次，将文化品牌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强

化了南阳玉雕的品牌优势。［１］

５．加强对外交流，注重对外传播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南阳镇平县每年都举办镇平国

际玉雕节，提升了南阳玉的影响力。自２００２年第９
届开始，玉雕节由县办升格为南阳市举办，正式更名

为“南阳玉雕节”，每年一届，现已举办了１０届。在
每年的玉雕节暨国际玉文化博览会上，南阳玉雕精

品绽放异彩，向全世界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独山玉文

化。这使得南阳独山玉走向全国、走向国际，也使南

阳玉雕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升。

为了提升南阳玉器的知名度，近几年，通过参加

全国玉雕评比大赛和各种较高规格的玉雕产品工艺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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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大赛、举办玉雕文化节、宝玉石博览会、“独山

玉杯”玉雕精品评选等玉雕文化活动，南阳充分展

示了深厚的玉文化底蕴、坚实的玉雕产业基础和高

超的玉雕工艺水平。玉文化的对外交流与玉雕大师

工艺的切磋，提升了南阳玉的影响力，同时也让中外

友人领略了独山玉的独特魅力和高超的雕琢技艺。

６．玉雕人才层出不穷
南阳从事玉雕产业的人数众多，玉雕人才也层

出不穷。２０１２年，南阳有徐明、仵孟超两位大师获
得了“中国玉雕艺术大师”荣誉称号；在河南省第五

届工艺艺术大师评审中，江广森等２３人获得河南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南阳共有国家级玉雕艺术大师２名，
国家级玉石雕刻大师１８名，省级大师８３名，市级大
师５６名。［２］玉雕新星人才辈出，显示了南阳玉雕产
业强劲的发展后劲和雄厚的人才队伍储备。

　　二、南阳玉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制约

因素分析

　　近些年南阳玉文化产业呈现生机勃勃、迅猛发
展的势头，已成为南阳经济发展的品牌产业。但是

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它已成为制约南

阳玉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

１．市场秩序混乱，集群规模效应难以凸显
南阳玉文化产业中个体成分比重过大，小行业、

小作坊等个体成分占到８０％以上。受个体经济的
局限，加之许多个体从业者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不

高，工艺技术处于初级水平，其玉雕产品内涵肤浅、

工艺粗糙、缺乏创新，时代感不强，市场定位也比较

低，造成玉资源粗放开发，玉雕市场鱼龙混杂、良莠

不齐的乱状。这种小行业、小作坊式的生产与销售，

因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导，经常出现以次充好、以假

乱真、以低价无序竞争的情况。

同时，南阳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不够紧

密，与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之间融合程度不深；产业发

展缺乏战略规划，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盲目性、自

发性的特点，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尚未形成，集群规

模、产业连锁效应尚未产生等，也束缚了南阳玉文化

产业的发展。

２．专业创意人才缺乏
南阳玉文化产业人才很多，但缺乏高层次人才，

国家级、省级玉雕文化大师数量偏少，工艺美术大

师、玉石雕刻大师与高层次创意设计人才短缺，复合

型专业人才集聚不足。南阳玉雕人才还基本沿袭着

父亲带儿子、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人才培训学校

不规范；高层次的针对玉雕业岗位需求的高等学校

太少；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工艺大师级、经营型、创意

型人才激励机制与引进机制，而外地珠宝企业优厚

待遇又造成南阳玉雕人才大量流失等。这些因素严

重制约了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附加价值高的玉文

化产业经济的发展。

３．文化与产业融合不深
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人们眼中的玉雕就是

一件赤裸裸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般过于注重

它的商业价值，而忽略玉器文化的内涵。所以，目前

南阳的大部分玉雕产品，其题材选择、形象设计、工

艺制造等方面，既缺乏传统的优秀文化理念、又缺乏

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化因素等，不少作品展现在世人

面前的就是一件干巴巴的玉器产品，人们感觉不到

玉雕的文化韵味，感受不到它灵动的文化内涵，玉雕

产品与现代消费的结合度差，这让消费者感觉不到

收藏、传家、赠送的价值，从而无购买消费的欲望。

４．玉雕创新性缺乏，知名玉雕品牌不多
目前，南阳拓宝玉器有限公司、镇平神圣玉雕公

司、镇平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镇平石佛寺玉器厂、

镇平县大荣玉雕厂等大型企业，打造出了一批全国

知名品牌，但与南阳玉石资源大市的地位仍不相称。

南阳玉雕业中８０％以上是个体成分，由于其力量薄
弱，生产力量不够集中，资金不够雄厚，加之管理经

验缺乏，思想消极保守，文化修养水平低，从而影响

了玉器品牌的塑造，知名的文化内涵丰厚的玉雕品

牌更是欠缺。

　　三、培育玉文化特色产业集群，推进

区域经济发展

　　南阳玉文化产业的深度发展与特色产业集群的
建立，必将推动南阳经济的大发展。要实现这一宏

伟目标，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１．规范市场秩序，凸显集群规模效应
针对南阳玉文化产业中个体成分比重过大、市

场秩序混乱的现状，必须规范玉器市场。首先，要从

玉器的开采与生产环节入手。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

实行玉料开采许可证制度、玉雕生产许可证制度，把

小企业、小作坊纳入到规范管理的轨道上来。对规

模较小的企业或作坊，还可以实行定企业级别、定使

用原料级别的方式，给予他们一个既能自我发展、又

有所束缚的空间。其次，玉雕行业协会和相关管理

部门要定期举行全行业参加的诚信经营活动培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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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对于不讲诚信的企业要联合政府部门实行严格

的惩罚措施，如吊销开采或经营许可证等，以规范玉

雕行业市场秩序。

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还必须增加玉产品的

附加值，延长玉文化产业链条，凸显集群规模效应，

提高玉文化产业的整体收益。首先，发挥玉雕企业

集团在玉雕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成熟的加

工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高水平的研发平台，使得

玉雕集团从原料购买、设计生产到包装销售等环节

都有很多优势。这对于引领玉文化产业发展，培育

与传播更多的知名品牌，提高南阳玉文化产业的知

名度与美誉度，增强南阳玉在全国的影响力，同时带

动相关产业，如珠宝、包装、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进而

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产生极强的产业

空间近邻效应和集聚扩散效应有着很大的意义。［３］

其次，把玉文化与周边旅游资源连接，促进玉文

化与旅游的并蒂发展，形成玉文化旅游产业链。将

南阳玉文化渗入到南阳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加强玉

文化氛围建设，打造具有南阳特色的玉文化旅游产

业。通过玉文化与旅游的结缘，实现产业旅游互融，

将玉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玩、赏等各个环节，形成南阳玉文化旅游产业。

除此之外，要加快与玉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礼品包

装、石雕、交通运输、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使之与玉

文化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存共荣，实现玉雕业等

相关产业的繁荣，从而助推南阳经济、文化、旅游等

事业的快速发展。

２．加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人力资本是特色文化产业集聚的关键，对于特

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讲，人才对于产业集聚也起着

能动的作用。正是工艺技术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

才、创意人才大量涌入玉文化产业大军中，玉文化产

业生产的规模才不断壮大，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所以，人才对于玉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归

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大力发展南阳的玉文

化产业，必须采取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举措，加强玉

文化产业人才的队伍建设。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方

式，针对产业的特点，招收玉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玉文化研究等方向的本专科人才；也可以通过举办

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岗位培训、实训指导等方式，

用理论服务实践，促进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推进校企

产学研发的结合，培养一大批知识文化水平高、实战

能力强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还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引

进优秀的玉文化产业人才，采取人才激励与奖励制

度，设立专项基金奖励有突出成就的文化产业经营、

管理、艺术创作和工程技术人才，用高工资、厚待遇

等方式，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同时在职称评定、

福利方面给予倾斜政策，留住高层次人才。

３．推动玉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商品使用价

值的需求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消费者对商品功能

的要求越来越高，表现为：人们不仅注重商品本身的

使用价值，而且对增加商品附加值的文化价值、审美

价值、知识价值、社会价值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体

现了人们精神消费层次的不断提高。有学者指出，

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光是生产东西，而要出售生活

的智慧和欢乐。南阳玉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把特色文

化注入特色产业中，提升玉器文化价值与特色经济

内涵。

南阳文化资源丰富，玉器产业的发展要在传承

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玉雕产品与文化的接轨与

融合，力争使玉器产品不仅有商业使用价值，更有知

识、艺术、文化内涵，使其表现形式由传统的以人物

故事、飞鸟走兽、山水神话为主，向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并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兼顾的方向转变，从

而满足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精神消费的需求。首

先，应增加玉器的文化内涵。南阳地区独有的汉文

化、中医药文化、名人文化等积淀深厚，为后代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它们都可以成为玉文化发展的

内力支撑。可以把传统文化中的祝福术语刻在玉雕

产品上，使之成为自勉、赠送、收藏的佳品，从而提升

玉器的档次和品位。例如，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

司生产的玉制系列民族乐器，把玉文化融汇到玉产

业当中，提升了玉雕产业的档次。其次，融西方文化

内涵中的精髓于玉雕产品中，研究制作一些体现基

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的玉雕艺术品，以拓展玉雕

的海外市场，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４．走创新发展之路，发挥特色文化产业品牌
优势

“文化资源优势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产业发展

的优势，创新、创意能力的强弱才是决定文化资源占

有多寡和开发利用成效大小的关键。”［５］在新疆的

和田玉、辽宁的岫玉、湖北的绿松石大力发展，和田

玉、岫玉知名度超过独山玉的的严峻形势下，南阳玉

雕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推陈出新。兼具深厚文化

内涵与时代特征的创新产品，才能吸引人的眼球，满

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知识经济附加价值最高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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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就是以创新设计为核心的生产领域，尤其是源于

艺术美学的创作设计。创意产业就其深层的意义上

来说，就是将美学层次落实到实践层面，透过美学去

关照环境和产业。”［６］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针

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研发新的产品，如玉产品与美

学结合，提高玉产品的附加值；也可以与音乐结合，

开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乐器———南阳市拓宝玉器

有限公司已有探索实践并成立了“玉声乐团”，让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创新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

与生命，鲜明的主题、超前的意识、巧妙的构思，才能

走出集观赏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的特色发展之

路，才能提升玉雕产业的档次和品位。

要把玉文化打造成南阳的名片，打响南阳“千

年玉都”的品牌，提升南阳玉雕发展水平，还必须加

大宣传力度，提升南阳在国内、国际的文化影响力与

知名度。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举办玉文化

研讨会，邀请国内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精英、巧匠、

文人，研讨玉文化的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举行大

型玉文化推介活动，通过拍摄有关玉文化方面的电

视剧、纪录片、专题宣传片等，向世人展示南阳的玉

文化；同时鼓励各类玉文化组织依法保护其名称、标

识等无形资产。

南阳玉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已成为

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规模效应

开始凸显，但是，南阳玉文化产业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多策并举，大力发展一批知

名玉雕企业集团，注重产业连锁效应，扩大玉文化产

业集聚规模，发挥玉文化产业集聚形成的品牌效应，

以促进南阳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河南文化产业的发

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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