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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当下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发展中出现的产品塑造缺乏文化寄予、文化关联性差等问

题，提出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开发设计研究。方法 首先，界定了地域特色文化形象的

内涵，提出了地域文化形象在当今时代下的要求；其次，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的视角出发，分析了

文化创意产品忠诚度的塑造和地域文化产品品牌开发需要文化基础两个方面，指出了基于地域文化形象

塑造的重要性；然后，归纳了地域文化品牌形象塑造的现状和问题；最后，提出了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

化创意产品品牌开发设计研究的策略。结论 提出了基于地域文化背景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设计策略，

具体内容包括结合地域文化形象和时代特色进行设计；跨专业的研发设计团队是保障；有效提升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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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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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product generalization, empty connotation and poor cultural relevance in the 

br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ran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culture. First of all, it defines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al brand im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for the regional cultural brand image; sec-

ondly, it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gional cultural brand image building in developing product loyalty and more 

regional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n it summarizes three dilemmas in shaping regional cultural brand images. It conclu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which includes 

combining the regional cultural ima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with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uild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publicity mod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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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通常源于一

个地域漫长岁月的积累，具有传承性、渗透性、差异

性等特点。地域文化的外在呈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

是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历史遗迹，也可以是社会风

俗、人情世故等。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经过多年的

沉淀，如今已然形成了众多文化类型，它们共同组成

了我国特有的文化综合体。然而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

来，外来文化带来了新的交融与碰撞，传统文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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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可避免的冲击。为了使地域文化保持长期的稳定

发展，使其在当今时代迸发出自身潜力，必须在坚持

特质的同时不断创新，借鉴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不断积累自身优势，才能实现

新时期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依然焕发出自

己独特的光芒。 

全球化视角为不同领域的变革提供了更多可能。

随着精神与物质、文化与科技的共同进步，不同文化

的多元共生相互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和时

代的发展。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如今城市的文化发展

战略的主要目标，更倾向于支持不同文化地域朝着个

性化的方向发展，打造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和产业，

向彰显具有独特性、差异性、丰富性的地域文化形象

而努力。 

地域文化属性决定地域个性定位，而个性定位又

与地域文化品牌的塑造升级息息相关。既然当地文化

挖掘是提升地域竞争水平的首要任务，那么地域个性

彰显就需要基于对地域和当地资源的正确认识和准

确定位。为了使地域价值得到有效的提升，需要在渗

透性、差异性、市场性等多种特征的作用下对文化创

意产品品牌进行合理的塑造[1]。 

1  地域文化特色形象塑造的时代要求 

对于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创意产品而言，其产品

设计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必将涉及地域品牌的推广、

地域经济的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加

强地域性文化品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

经济水平的提升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前提条件，一些地域的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当地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在设

计时，融入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充分体现出

了地域文化特色，增加了品牌的附加值。 

“地域文化品牌”是指某个地域的文化经过漫长

历史的积累与发展，所形成的一种品牌形象，“文化

品牌”“城市品牌”均与其有一定的内涵关联，可见

“地域文化形象”是某个地域的综合形象。因为这种

形象是基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的需要，以及

当地文化观的潜在指导所形成的，所以同时具有实践

与观念 2 种不同的属性[2]。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持，文化的积累

也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化

遗产在不同的地域内积累，并持续发生作用，但不同

地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必然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地域

文化形象的打造需要这些具有独特性文化资源的支

持，它们是当地最宝贵的财产之一。对于地域性文化

而言，建设文化特色形象的过程就是提炼其核心价值

的过程。地域文化特色形象一般是从整体上命名地域

内所包含的优势文化产业，其不仅是一个特色鲜明的

形象识别系统，同时也是标志当地优势文化产业的重

要象征，而群众对品牌的认知和感知，必然会影响他

们对文化产品的接纳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

在地域文化形象的开发及发展上会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地域文化产业要发展，核心是塑造鲜明的地域文

化形象。地域文化产品的创新内核和发展方向均有利

于树立良好的示范效应，为地域文化品牌赋予一定的

创造力和生命力，从而打造出特色性极强的文化形

象。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文化品牌，但是

绝大多数都浮于表面，缺少对当地文化深入的研究，

自然就没有强有力的代表性和竞争力，可以研发的相

应的文化产品也就没有根基[3]。 

2  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开发设计的内核 

在塑造地域文化特色形象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特

点包括不稳定性、战略性、系统性。不稳定性指的是

在品牌持续性、品牌形象定位、文化认同及情感共鸣

等方面存在着多种不稳定性，并且在地域居民的认同

感和文化特色形象的认可上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战

略性指的是在塑造品牌形象期间需要采取完整的战

略，用以实现对当地文化品牌形象的提取、整合、传

播，以及后期的持续管理、文化产品的开发推广等一

系列步骤；系统性指的是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不是某

一部门单独的事情，而是需要企业、政府、居民多方

共同的努力，从而对地域文化形象、形象传播、文化

产品设计及推广等进行全方位打造。 

由于不同地域的文化资源不同，其承载的社会记

忆也存在各自差异，所以不同地域的品牌有自己独特

的内涵。地域内文化的独特处又极易引发当地居民的

感情共鸣，这对地域文化形象认知的忠诚度塑造有着

重要意义。因此，基于地域文化资源打造的地域品牌

可以成为充足的创意源泉和创新研发基地，为文化创

意产品设计提供思路，也为文化创意产品推广提供潜

在市场[4]。 

为了开发更多地域文化产品，需要对品牌形象进

行良好的塑造和维护。我国传统文化多种多样，独特

的民族气息浓重，这成为了文化创意产品的魅力所

在。为了使地域文化形象打造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需要对文化的资源形式和内容进行持续的借鉴和调

整。只有将民族宝贵的文化精髓在现代产品中合理呈

现，才能打造出极具我国独特影响力和文化代表性的

品牌。而这种地域文化形象一旦被确立，它所拥有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又会立刻作用于它所代表的文化资源，使

其积极地在更广阔的范围推广，并被顺利接受，文化创

意产品也更容易占有市场打开销路，形成良性循环。 

3  以地域文化形象为主的文化创意产品打

造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开发地域文化创意产品时，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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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象的可持续性塑造仍然缺乏重视，导致相关品牌

未能突出重围，在市场上占有席位。此外，一部分地

域由于缺乏长期的规划及政府的介入引导，在地域文

化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多种问题，例如文化创意产品

形式老套、资源搜集零零碎碎、品牌持续性差等，导

致地域文化的原有魅力不能充分体现，应有的影响力

逐年降低。虽然我国很多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但是并未得到重视，没有搭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推广平

台，文化资源整合方式不够多样，导致了严重的文化

优势浪费现象。另外，文化产业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本应有丰富研发资源的文化创意产品却毫无特色，盲

目追随大流。为了实现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化，

推动地域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承和稳定提升，地域发展

必须对文化形象的塑造不断施力，培养品牌意识，形

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品牌 [5]。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域在建设文化特色品牌形象

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特色弱化、模仿现象普遍、同质

化严重、总体形象质量偏低的问题。除此之外，一些

地域不重视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仅追求塑造品牌时

髦的形象，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严重

的不良影响[6]。 

我国大多数地域建设文化特色形象选择的发展

路径为建设地域优势文化产业，但是并未重视分析

“文化事业”，导致逐渐迷失了最初的文化轨道，地

域文化产业受到不良影响。比如品牌的宣传用语不够

规范文明，文化创意产品的推广恶俗问题层出不穷，

文化品牌建设并未得到有效落实，文化产品设计盲目

跟风，图一时之利，缺乏文化内涵。假如不能有效地深

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权衡文化品牌发展的质量和

速度，那么必然会对地域文化特色带来一定的冲击。 

地域文化品牌的粗放打造必然使得稳定性受损，

出现持续性不强、定位随机调整等常见问题。据统计，

一些地域文化形象的定位在几年内被调整三四次，使

用时间超过 3 年的寥寥无几。当文化主管部门调整

时，品牌文化形象的整体发展思路也随之发生变化，

频繁的变更地域文化形象，导致城市形象随机化、机

动性，地域文化产业很难有效积累其自身的价值和资

产。在这种背景下，稳定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自

然有着很大的困难，在整个市场上自然无法突破重

围，占有席位。 

文化创意产品缺乏创新的问题，与文化品牌的发

展较为粗放的现象不无关系。在实施文化品牌战略的

过程中，通过采取合理的价值联动策略，能够在实现

产业链延长的同时，开发出更多的良性文化产品，从

而创造出良性增值的品牌价值。科学的产业生态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得以提升，

同时还能使文化品牌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然而目前

的地域文化品牌的市场竞争水平相对较低、投资渠道

较为单一、产品科技水平低、缺乏创新，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文化资源的积极发展[7]。 

4  地域文化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中的

运用 

4.1  结合地域文化形象和时代特色进行设计 

要使地域文化形象具有较强特色的识别度，必须

在跟随时尚潮流的同时，坚守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

同时遵守时尚潮流与文化传统的原则，才能使文化创

意产品更具特色及文化意蕴。只有深入挖掘地域文化

形象的文化来源，对文化传统有足够的尊重，才能使

地域文化形象凸显其文化底蕴，使其具有更加浓厚的

地域特色。对时尚潮流有一定的重视度，确保文化品

牌能够紧随时代潮流，从而使得地域文化形象与时代

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为了使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

要重视产品创新，争取设计出独树一帜的产品；为了

使产品更具魅力，需要植根于一定的传统文化内涵，

从中汲取精华。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与民族

传统特色重新定义的于田县标志与农产品包装设计，

见图 1—2。只有为文化品牌赋予这双重的特色，才

能使文化产品更具辨识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建设与

发展地区产品文化场及营销圈[8]，从而塑造为更多大

众所接受和喜爱的产品，为产品赋予更强大的生命力。 

 

 
 

图 1  策勒农产品包装设计 
Fig.1  Ce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ackage design 

 

 
 

图 2  策勒旅游文化创意 T 恤设计 
Fig.2  Cele tourist T-shi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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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文化产品时，不仅要丰富设计手段，推出

更多的产品类型，还要遵循地域文化品牌的整体形

象，充分利用地域的特色资源，才能设计出能在繁杂

市场环境中立足的文化产品[9]。 

4.2  跨专业的研发设计团队是保障 

文化产品的重要价值源于创新，文化产品的设计

不但要注重地域文化形象效应，还应当注重原创。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不仅要符合地域文化的形象定位，还

要充分考虑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基因的传承，综合考虑

本地的特点，设计出更多的有文化内涵的产品，使当

地优秀文化资源更具活力。 

对于地域文化产品而言，其灵魂是地域文化特

色，地域文化的特色价值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新

产品。因此，在设计地域文化创新产品时，必须结合

当地特有的文化，通过整合提炼当地文化资源中的多

种元素，为地域文化创新品牌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

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而创新力的提

升需要通过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实现。研发文化创新产

品，与市场学、心理学、艺术学、设计学的理论有着

直接关联，知识密集性是文化创新产品的特点之一。

优秀文化资源的普及，必须通过设计者和相关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来实现。因此，急需设立当地的研发机构，组

建一支跨专业的研发设计团队一并和当地高等院校特

色专业资源相对接，为创新产品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要重视原创文化产业的发展，保护原创版

权、文化产权，为创新创意产品设计与进入市场提供

良好的前提，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原创产品，推进高

新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了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文

化产品，更需要通过相关措施保障设计师和参与者具

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要合理调整创新生产机制，针对

重大选题，建立科学有效的面向市场的吸纳机制、媒

体整合传播体系及高校联合开发机制[10]。 

4.3  有效提升新媒体时代文化创意产品的宣传方式 

在设计地域文化产品时可以根据当下的时代特

色，结合热点，同时融合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元素对产

品进行设计。要面向时代，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通

过衔接品牌的文化定位，使产品更具吸引力。并且结

合时代背景，选择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流行元

素，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与流行元素相结合，打造出

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时代热潮，通过融合文化特色和

社会特色，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从而提升消费者的

认可度。适当结合当下的时代事件，在设计时引入热

点关注元素，使时代特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产品

宣传创造更高的热点话题。比如在产品宣传中添加一

定的网络用语，不但能够丰富产品的文化内涵，还可

以对地域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

有效提升产品的关注度，促进产品向不同系列发展[11]，

拓展发展前景。 

5  结语 

根植于当地文化能够对地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

响。唯有形成优良的地域文化形象，创造出极具特色

的文化创意产品才能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提升。深入分

析地域文化的渊源与特色，提炼文化精华，是形成地

域文化形象的基础和前提。以此为依托，也能够开发

出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从而使人们对地域文化有更

加深入的了解，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整合提炼地域文化资源，结合时代的要求和发展

趋势对其进行探索，以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创立当地

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是开发文化产品的重要前提。地域文化产品的

创新发展，如今已经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并

随着经济、科技等水平的不断提升得到了有力的支

撑。在构建文化品牌的过程中，对极具当地特色的文

化创意产品进行开发，不仅是一种商业市场行为，同

时也是对文化的弘扬，从而使人们能够通过了解产

品，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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