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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以文化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思路与实践策略。方法 从旅游文化中的旅游纪念品的

概念着手，分析当前时代背景下旅游纪念品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方向，并从产品特色、创新和附加价值等

方面就旅游纪念品的现实短板进行分析，总结出几方面不足，并借此提出以文化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

计策略，分别对当前旅游纪念品的地域化特征的凸显、创新意识的提升等展开探讨，分析旅游纪念品甚

至更高层面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策略。结论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创新一直是旅游领域的重要环节，也

是薄弱环节，而以文化为导向的创新设计能够为旅游纪念品设计提供更多的形与质，同时丰富旅游纪念

品的内涵，让其成为文化传播、艺术欣赏的综合体，从而在不断的创新开发中展示出极强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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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oriented Souvenir Design Strategy 

JIANG Peng, FU Ye-jun, LI Shu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culture-oriented souvenir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con-

cept of tourism culture of tourist souveni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urist souvenirs market demand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nalyzes the real shortcomings of tourism souvenirs in terms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and added value, summarizes several aspects of these shortcomings, and puts forward the culture oriented 

tourism souvenirs design strategy, respectively to the current tourism souvenirs to highligh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ext, th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to improve, the analysis of tourist souvenirs or even higher level of tourism product 

desig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ouvenirs and innov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but weak link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The culture oriented innovative design for 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provide more shape and quality, while en-

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ourist souvenirs,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them a synthesi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appreciation, thus showing strong vitality in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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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是借助多种物质的融

合碰撞所形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概念。游客作为旅游

文化诸多要素中占据主导作用的存在，可以说是旅游

文化的核心，对其他构成要素有着极大的影响[1]。所

以，想要将旅游文化的精髓挖掘出来，必须对游客这

一关键要素引起重视，并结合旅游地的优势资源，为

其打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以独特的旅游环境吸引

游客，促进经济增长。旅游纪念品是旅游地中的各种

文化的物质化体现，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尤其在社会

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是国内游客还是国际游

客，都喜欢购买旅游地的纪念品作为纪念，有时并不

是十分特殊的纪念品却被人视为珍宝。从这一层面



第 42 卷  第 12 期 蒋鹏等：以文化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273 

看，旅游纪念品恰恰是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一大方

面，也是进行文化展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研究

者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进行思

考和创新，以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发挥更好的

价值效用。 

1  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的不足之处 

作为一种象征性名片，旅游纪念品总是有着浓郁

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具备一定的鉴赏价值和收藏

价值[2]。但是，在当前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大多数

旅游纪念品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难以实现更

大的价值。总体上看，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1  地域性差，缺乏特色 

从旅游纪念品在当前市场上的发展实际看，大多

数纪念品存在着明显的相似度，无论是南方还是北

方，总是能够看到相似甚至相同的旅游纪念品，比如

一个中国结，南方和北方的旅游市场上可能只是简单

的大小或形式略有不同，且类似情况经常出现在多种

旅游纪念品中[3]。另外，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旅游

纪念品在各景点的发放属于统一供应，都是某一个或

某一类企业承包。这些现象的出现都表明了旅游纪念

品缺乏地域性特色。 

1.2  形式陈旧，创新不足 

旅游纪念品并不是普通商品，其应当具备一定的

自身优势与特色，有着一定的收藏价值。但是，当前

的大多数旅游纪念品只是作为一种快消型旅游行业

的依附品，形式较陈旧。有的纪念品多年来只有一种

形式，并未进行其他特点的开发和创新，难以激发游

客的购买欲。此外，旅游纪念品不仅形式陈旧单一，

还存在制作粗糙、品质低劣等不足，阻碍了景区的宣

传效用，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3  市场随性，价值降低 

从部分旅游地的旅游市场看，市场随性的弊端日

益突出，不良的事件时有发生，让整个旅游大环境受

到了不小的影响[4]。旅游纪念品就是其中之一，其整

体价值大大降低，或者缺少符合大众审美的外观设

计，或者不宜保存，或者设计开发时太过盲目，导致

价值降低，这些都让旅游纪念品的价值严重受到影

响，无形中失去了很多消费者。 

2  以文化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策略 

上述诸多问题，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文化的丰

富与加持。在旅游纪念品中科学渗入文化元素能够有

效丰富其外在表现与内在蕴涵，真正做到以产品为文

化载体，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旅游文化产品，这是当前

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必须重视的关键点。可以说，将文

化作为旅游产品设计中的重要载体，能够借助文化进

一步提高产品的展现力，实现更大的价值意义。 

2.1  强化地域特色，挖掘文化内涵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旅游纪念品对其产生和发

展的地域有着极大的依赖，地域特色明显，除了可以

展示独特的民风民俗，还能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手工技艺进行展示，从而将一个地区的精神风貌、风

土人情进行精粹的融合和展示，达到了生机与活力的

展示，促进了游客消费行为的产生。因此，在旅游纪

念品开发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必须充分挖掘旅游地中

的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

以地域文化特色为抓手，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激发他

们的购买兴趣。 

首先，立足当地文化。民间工艺产品是旅游纪念

品中的重要门类，也是对游客有着较强吸引力的重要

内容，所以可以将旅游纪念产品的重心放在民间工艺

产品上，让文化创业产业与旅游纪念产品开发相融

合。比如，天津的旅游纪念产品设计就可以借助悠久

的文化，立足当地文化，将传统的艺术与工业产品相

互融合[5]。最突出的就是将泥人张彩塑与现代化人物

结合，设计成新颖独特的旅游纪念品，同时融合一定

的先进技术实现科技的创新应用，这样有着深厚地域

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形式十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消

费需求，能够刺激游客的购买欲。 

其次，凸显人文价值。旅游纪念品设计要立足文

化，以人文历史为切入点，寻找经典的地域文化元素

进行设计开发，让旅游纪念品与历史文化内涵相互交

融，进一步凸显人文价值[6]。例如，泸州的白塔商业

圈、大北街、百子图广场等就是一种文化符号，还有

特色的泸州小吃、土特产等，都可以进行艺术化的提

炼加工和设计，制成有着明显地域特色的画册。这样

的旅游纪念品既方便携带，又将泸州的历史文化和商

业特色进行了展示，很好地加深了游客对泸州的印

象，更利于旅游形象的建立和传播。 

2.2  满足多元需求，提升文化体验 

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离不开创新，尤其是文化

导向下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必须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

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恰当的设计理念将文化中各个不

同的内涵融合在产品之中，凸显旅游文化特色，以有

效的旅游产业品牌价值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7]。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作为旅游纪念品中的特殊种类，更

是一种艺术创意产品，其能够将文化性、艺术性、地

域性、创意性等特性进行艺术化的创造展示，所以一

经出现就受到了游客的喜爱和认可[8]。事实上，旅游

文创产品设计并不限于外观上的创新，还在于功能的

配合，在于实用性的发挥，只有在美观的基础上具备

实用属性才算达到了最终的目的。总体上看，其文化

的融入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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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团队的力量。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并不是盲

目的，也不是独立创作的，而是可以借助团队的力量

共同开展的，因为相对一般的旅游纪念品设计而言，

这样的文创产品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借助团队

的整体思考和规划，并借助一定的旅游资源进行合理

开发[9]。如江浙时令小吃文创包装设计就是由团队进

行设计的。 

第二，迎合受众的情感需求。文创产品只有融入

了受众的情感，才能实现更大意义上的艺术效果的升

华。所以，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也要对游客的情感

需求进行分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开

展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在设计

之初进行一定的市场调查，对当地游客的情感需求和

各种相关的文化元素进行巧妙融合，以更加切合实际

的形式打造旅游文创产品的品牌效应。 

第三，丰富文创产品品类。在旅游文创产品的设

计之初，可以先从实体产品着手，将产品的品类确定，

并进一步细化游客的需求，针对不同年龄的游客喜好

和需求进行文创创意产品的设计，实现差异化分类[10]。

例如，针对儿童游客，可以设计拼图和绘本之类的产

品；针对年轻人，可以设计手机壳、水杯、∪盘等实

用同时具备一定趣味的产品；针对老年群体，可以设

计精美的茶具等。通过这些丰富且有针对性的旅游文

创产品迎合各个年龄层游客的喜好，满足不同的情感

需求。另外，旅游文创产品还可以在虚拟产品的开发

上下功夫，实现实体产品和虚拟产品共存的文化创意

产品链，进一步完善设计开发模式，为旅游文创产品

的丰富和创新提供更多可能[11]。 

2.3  实现合理定位，重视品牌建设 

正确的定位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关键，尤其是以

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开展设计，进一步挖掘文化的内涵

和优势，将文化与旅游纪念品两者之间进行互连，凭

借合理的定位设计更加精品的产品，能够大大提升旅

游纪念品的市场竞争力 [12]。对于精品产品的设计而

言，其优点在于要将文化融入产品中，并及时收集市

场的反应，科学定位。如果设计的旅游纪念品在市场

中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就意味着该旅游纪念品

的设计并不合理，此时应停止开发后续产品，同时查

找源头。更进一步讲，就是重视精品元素的构建和精

品产品的设计走品牌路线。有了品牌知名度的支持，

设计者才能以准确的市场定位为导向，设计出更加精

致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同时更具竞争力的产品[13-14]。

例如，四川熊猫冰箱贴、陕西 Q 版兵马俑、北京故

宫皇帝小泥人等，这些旅游纪念品已经成为了一种城

市的名片，也是一种进行文化宣传和展示的有力手

段。这样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

有利于游客的购买行为的实现，印证了旅游纪念品品

牌设计的可行性。 

3  结语 

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文化消费，其不仅可

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还可以促成文化传承与发

展，对优秀的文化元素有着很好的宣传作用。以文化

为导向的现实驱动下，旅游纪念品设计具备了鲜明的

经济特性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我国的旅游开发

还处于薄弱环节的当下，这种文化的融入为旅游纪念

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因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创

新已经成为必然之选和必由之路。面对当前旅游纪念

品市场的诸多问题与不足，设计者有理由对其进行开

发完善，从地域特色、情感需求、品牌建设等方面进

行文化的渗透，力图借助文化的特殊价值丰富原本空

洞、单一的旅游纪念品形式，让旅游纪念品更具活力

和文化属性，促使其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实现更大的价

值，发挥更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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