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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新文创”时代下文化 IP 的消费模式、商业模式、社会价值，为文化企业和设计

师提供具有实战指导意义的文化 IP 体系。方法 以“新文创”为背景，分析国内外文化 IP 的研究成果

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结合文化 IP 价值演进，以及文化 IP 开发、运营、传播渠道的发展模式，进

行文化 IP 体系构建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搭建用户模型库、文化基因符号提取与

转化、文化 IP 孵化路径、打造文化 IP 全产业链 5 个维度，逐步构建文化 IP 体系。以“新文创”为核心

的文化 IP，将以一种更为严谨、系统的体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基

于“新文创”视角下的文化 IP 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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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LIU Xiao, ZHOU Xin-yue 
(Liaon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nshan 11405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nsumption mode, business mode and social value of cultural IP in the era of "new cul-

tur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cultural IP system with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designer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ultural IP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

tem by combining the value evolution of cultural IP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ultural IP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IP gene database, building user model database, cultural 

gene symbol ext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IP incubation path, to build the cultural IP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five dimensions, gradually build cultural IP system. With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cultural IP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with a more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system, so a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consumers. Cultural IP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and 

path to achieve this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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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文创”，是互联网文化企业腾讯公司于

2018 年提出的以“IP”构建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

强调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与设计方法来实现文化

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相互赋能，从而打造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中国文化符号。随着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

展与消费升级，促使文化 IP 市场不断扩大。韩国创

意内容署（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文化 IP 市场规模约为 1 806 亿美元，比

2009 年的 1 510 亿美元上涨近 20%。根据 2018 年

《License Global》（美国授权杂志）统计，全球授权

商品的零售额超过 2 600 亿美元，而中国仅占 3%，

由此可见，我国文化 IP 产业增长潜力巨大。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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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持续出台了《关于开展 2019 年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

体系建设的通知》，以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在 2019 年发布的《成就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符号：

2018—2019 年度文化 IP 评价报告》等一系列与文化

IP 领域相关的政策与报告，根据市场需求与国家政策

导向，我国文化 IP 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1  国内外关于文化 IP 的相关研究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首个全球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文化时代——首张文化创

意产业全球地图》，确立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与社

会价值，得到了全球的关注与认可。文化 IP 产业是

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在国外主要有 3 种比较典

型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市场驱动型”、英法的“资

源驱动型”与日韩的“政策驱动型”[1]。美国的文化

IP 产业又被称为“版权产业”，以追求高附加值、高

额利润为目标[2]。通过 IP 授权，以及线上、线下联动，

各大金融业务板块紧密配合，实现了全产业链式的开

发运作，例如美国的迪士尼、漫威，以此实现了经典

IP 的变现与延伸。在欧洲，文化 IP 产业称为“创意

经济”，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文化 IP 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实现文化的经济变现。在日本，

文化 IP 产业被称为“内容产业”，其 IP 运作模式是

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成立 IP 委员会，并通过动漫、

影视和游戏等产业给 IP 委员会注资，形成了分工明

确、协作推进的完整产业链条。除此之外，国外学者

多结合跨媒介叙事进行研究与论述，通过多种集成的

媒体渠道传播，形成一个完整的 IP 生态运营体系。

国外学者对文化 IP 的运营模式、传播模式、衍生品

变现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完善，为国内学者对文化 IP

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国内文化 IP 产业发展源自 2011 年的“泛娱乐”

战略，其核心是打造明星 IP 的粉丝经济，在助力文

化传播、扩大文化商业价值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

果。然而，国内文化 IP 产业存在内容浅薄空洞、表

演戏剧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忽略了文化 IP

本身所蕴含的情感与价值观。针对上述现象，“新文

创”应运而生。“新文创”将文化 IP 产业从追求“娱

乐至上”的单一导向，升级为文化内容的体验，以更

加多元的表现形式让大众广泛参与其中，在追求娱乐

的同时，与文化精神内核建立起紧密的情感联结[3]。

随着技术驱动力的不断增强，“新文创”更注重文化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相互助力，

共同构建了更受欢迎的数字文化体验与展现体系[4]。

在“新文创”发展趋势的带动下，2018 年我国发布

了《中国文化 IP 产业发展报告》，首次从内容层、变

现层及延伸层梳理出了文化 IP 产业生态链地图，并

从政策、运营、市场、互联网平台、新技术 5 个维度，

论述了文化 IP 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标志着新时

代我国文化 IP 产业向更深层次、专业化、精细化方

向发展[5]。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文化 IP 的构成要

素[6]、开发模式[7]、文化与价值[8]、传播模式[9]、博物

馆文化 IP 授权[10]及文创旅游产品设计[11]等角度，对

文化 IP 进行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基于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 IP 的研究，文化 IP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升。首先，虽然国外文化 IP

产业发展模式多样、体系完善，但仍然存在问题。例

如，美国市场为追求商业利益导致部分文化产品过度

娱乐化、低俗化，忽略了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随着文化 IP 产业的发展，日韩也面临着政府宏观调

控过度导致的文化 IP 市场不公平竞争、严重损害市

场经济效率等问题。其次，我国学界关于文化 IP 的

研究仍处于产业运营和传播层面，目前存在 3 个问

题：一是我国文化 IP 产品和服务仍然处于商业价值

的层面，存在文化 IP 构建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等问

题；二是文化内容转化为 IP 符号的意识薄弱，缺乏

特征鲜明、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化 IP 识别符号，使产

品生产、设计难成体系并缺乏用户黏度；三是文化 IP

的孵化路径没有形成闭环，各文化机构、设计师、商

品生产商之间缺乏沟通，文化 IP 全产业链的打造尚

未完善。综上所述，构建更加系统、科学、创新的文

化 IP 体系，是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发展的关

键所在。 

2  新文创时代下文化 IP 的价值演进 

2.1  文化 IP 引领消费新模式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于 2019 年发布的《新

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90 后的年轻人已成为“新

文创”消费的主力军。“新文创”时代下的消费人群反

对商业化与大众化，偏好隐秘、小众、私人化的品牌

及消费，愿意消费精神产品，并自己赋予意义与解读。

消费者的消费观由传统的量入为出、注重实用，发展

为更关注精神层次的个性化与多样化[12]。随着数字技

术日益成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使新文创时代文化 IP 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呈现出多元

化、多层次等特点，不断满足并创造大众个性化消费

需求。通过推动线上、线下文化消费的双向互动与融

合共生，形成了更大范围、更立体的文化推广，促进

了整个文化 IP 产业在商业化、产业化、场景化、生

活化等方面的消费升级。例如，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化

技术的新兴“云端”文化新业态，使各互联网视频平

台纷纷联合线下文化机构推出了“云演出”“云展览”

“云直播”等新型文化消费服务场景，包括博物馆、

美术馆、大剧院、图书馆等公益文化场所，通过数字

化平台突破了时间、空间、形态的局限性，开启了消

费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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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 IP 重塑商业开发新模式 

“新文创”以文化资源支撑文化 IP 产业链，通过

连接更广泛的主体来打通相关产业之间的壁垒。以

“文化+产业”的全新生产方式，来重构文化 IP 商业

开发模式，从而打造文化 IP 商业价值新形态[13]。“新

文创”的出现使文化产业开始重新界定原有的商业模

式，使传统产业借助社群、数字化平台、多元场景融

合及跨界联合等商业模式，对文化元素重新整合、策

划、包装，通过创意设计来提高 IP 的文化辨识度和

市场认同度，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激发消费活力。以

实体书店这一产业为例，2020 年中国书店大会显示，

2019 年我国实体书店的市场规模呈现负增长，其原 

因主要是实体书店的传统经营模式与固有的物理空

间不适应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发展趋势，并且其公共

文化服务职能已基本丧失[14]。在大部分线下书店集体

呈现颓势的局面下，“言几又”这一文化 IP 品牌，却

将传统书店衍生成一个生活方式的互动体验店，再到

全域文化空间，见图 1。通过多元场景营造充满文化

韵味与温情的场景模式，为人与物建造了情感链接，

向消费者传达了一种人文理念与情感体验。在真正意

义上完成了“书店”到“全域文化空间”的转变，并

将自己成功塑造成超级文化 IP。由此，“新文创”时

代通过文化与产业互相赋能，以此创造出具有文化与

经济双重效应的商业发展新模式。 
 

 
 

图 1 “言几又”书店 
Fig.1 "YAN Ji-you" bookstore 

 

2.3  文化 IP 赋能科技创造社会新价值 

“新文创”旨在不断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通过倡导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文化价

值与产业价值相互赋能，从而引导社会价值观走向、

创造社会新价值。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

字化技术等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文化 IP 与新兴

文化 IP 之间的技术壁垒，从而加速了文化 IP 产业的

数字化进程，拓展了全方位的增值渠道，缓解并改变

了诸多传统文化 IP 面临的创新难、保护传承难、无

法适应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困境 [15]。例如，2018

年，腾讯公司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数字文保解决方

案”和“数字供养人”计划，通过现代数字科技保护

敦煌壁画，提高了壁画修复、还原效率。2020 年，

腾讯公司与敦煌合作出品了“敦煌动画剧”，用新技

术重塑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方式。此外，“新文

创”通过赋能科技打造地域城市文化 IP，可以拉动城

市文化产业发展，塑造社会新价值。例如，广州羊城

新八景之一的“科城锦绣”通过多元产业融合，打造

了集科技、生活美学、文化印象等情景体验于一体的

生活空间，创新地展现了新黄浦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意

象；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苏州的“姑苏八点半”

及成都的“三城三都”通过数字虚拟影像、声光电等

“文化+科技”的融合发展模式，使城市文化内容突

破了历史维度与空间场域的限制，进一步符合了年轻

人的审美需求，重塑了不同城市独有的文化 IP 品牌

形象，带动了地域文化旅游产业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3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的体系构建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主要有 3 个方

面的优势。第一，以新的文化生产思维体系指导设计

师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研究，注重以系统性思

维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进行深入挖掘研究，

凝练出文化 IP 的核心价值，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第二，有效帮助文化 IP 产业开发者从整

体把握文化市场基调，以此更精准地把握目标用户，

在提升用户消费体验的同时提高文化 IP 产品的质量，

从而反哺文化 IP 自身价值，延长文化 IP 生命周期。

第三，文化 IP 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提升文化 IP 开发

者对文化创意内容 IP 化的重视程度，充分发掘不同

文化内容的特点和展现形式，对保护创新创意成果具

有推动作用。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的体系构建，由建立文

化 IP 基因数据库、搭建用户模型库、文化基因符号

提取与转化、文化 IP 孵化路径、打造文化 IP 全产业

链 5 部分构筑而成，见图 2。将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整

合，通过建立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来确定文化 IP 的核

心价值观，通过搭建用户模型库来确定设计目标群

体。提取文化基因中能够明确表达核心价值观文化元

素的符号，设计师通过设计将提取出的文化元素符号

可视化，从而输出文化 IP。通过文化 IP 的孵化路径，

进行文化 IP 全产业链的打造，把文化 IP 中所蕴含的

价值观、世界观传递给消费者进行验证，从而实现文

化 IP 衍生品的开发，并实现文化 IP 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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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 
Fig.2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creation 

 
3.1  建立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 

文化基因作为一种根本性的遗传密码，存在于民

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正是由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使

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呈现出巨大差

异。以文化基因为单位，建立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的

核心在于中国文化遗产标准库、中华文化基因库和各

文化机构数据库的构建[16]，见图 3。“新文创”时代 

下更注重文化资源的整合、共享与服务。公共文化机

构、文化生产机构及高校科研机构对现有文化资源授

权，通过新兴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储存、标识，最终

形成了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将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以

云服务平台的模式，为文化生产终端的创意产品设计

提供整合性、共享性、服务性的文化资源，从而实现

与文化内容相关知识产权的载体转换和价值再造。 
 

 
 

图 3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建立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 
Fig.3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IP gene database 

 
3.2  搭建用户模型库 

在“新文创”时代背景下，设计师已经不仅仅扮

演着为用户解决问题、提升用户体验的角色，更重要

的是在文化 IP 设计中扮演协调者、观察者和引导者

等角色，做到真正了解用户，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挖掘

用户的意识和文化需求，从同理心的角度进行设计思

考[17]。从用户角度出发，将提取出的文化 IP 符号与

用户行为、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掌握用户的规律与

特征，更好地提升用户的文化体验感。随着新兴技术

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着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来分析用户的认知特性与群体特征，通 

过数据可视化形成不同用户群体的价值观、消费习
惯、生活方式等用户模型，从而搭建更加精准化、专
业化、立体化的用户模型库，见图 4。 

3.3  文化基因符号提取与转化 

文化 IP 符号本身具有故事性、延展性、形象鲜
明、辨识度高等特点。以影视剧、动漫、文创产品等
为载体，将文化 IP 符号可视化，让消费者从中读取、
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从而形成特色鲜明、
具有“唯一”特性的文化 IP。 

“新文创”强调以现代设计方法对文化基因符号

进行再设计、归纳和总结，是将文化基因符号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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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IP 符号的最重要的一环。从文化 IP 基因数据库

中提取文化基因符号，文化生产者通过分析文化特

征、解构文化语义，深入挖掘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美学精神与造物理念，通过隐喻、抽象、组合、解

构等设计方法，对文化基因符号信息进行设计转化、

特色凝练，提取出具有 IP 特征的价值观符号与情感

元素符号，并结合时代的象征与审美进行文化资源的

设计开发，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 IP，见图 5。 
 

 
 

图 4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搭建用户模型库 
Fig.4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building user model base 

 

 
 

图 5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文化基因符号提取与转化 
Fig.5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Creation:  

ext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gene symbols 
 

3.4  文化 IP 孵化路径 

“新文创”时代文化 IP 的孵化，大体分为 3 种路

径。第一，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协同共创文化 IP 孵

化路径。该路径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特性，用户创

造内容 UCG 和专家创造内容 PCG 协同共创的文化内

容生产方式[18]。UGC 和 PGC 协同合作可以为用户带

来更专业、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文化内容体验，有助

于从创造、生产、传播、消费 4 个方面孵化文化 IP，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第二，以科技为驱动场景的

文化 IP 孵化路径。在新文创时代，5G、AR、VR、

MR、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被不断放大，借由

数字技术重塑了新型文化消费体验。“文化+科技”的

模式，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共同打造了虚拟场

景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为文化 IP 孵化带来

了空间全景化、体验全时化的文化沉浸式体验服务新

场景。第三，以跨界为核心的多领域延展 IP 孵化路 

径。该模式是基于多领域、多主体、多元跨界联合衍

生变现的文化 IP 孵化路径。跨界作为丰富用户接受

信息形式的手段，通过增加用户接触文化的机会与频

率，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潜在用户，从而实现文化 IP

的多元孵化。 

3.5  打造文化 IP 全产业链 

“新文创”时代文化 IP 全产业链的打造，主要通

过运营来打通相关产业之间的壁垒。文化 IP 全产业

链打造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文化资源开发主体、消费

者与衍生品开发者之间的关系。以文化 IP+数字化平

台为载体、文化 IP+新技术为动力、文化 IP+跨界为

手段、文化 IP+品牌为保障，来打造文化 IP 全产业链，

见图 6。首先，文化 IP 开发主体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向

消费者传递核心价值观，并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以此为纽带在物质与心理需求层面贴近大众，从而产

生文化价值认同，引领用户消费。其次，通过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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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构建——打造文化 IP 全产业链 
Fig.6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P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innovation:  

building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cultural IP 
 

的多元开发，延展文化 IP 产业链与价值链，实现文

化产业的升级。未来，“新文创”文化 IP 产业链要立

足于“数字化平台、多元跨界、新技术、品牌”四大

维度，通过产业融合等全方位、多渠道的链接，从而

实现文化 IP 的永续增值。 

4  结语 

随着文化 IP 在资源开发、生产、传播、消费层

次等方面的体系化发展，文化、跨界融合、数字技术、

文旅等多方位的赋能已经成为文化 IP 产业发展的亮

点。目前，我国文化 IP 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对“新文创”视角下文化 IP 体系的探究，不

仅有助于文化 IP 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更好地融合，

也有助于为文化 IP 资源的开发与传播提供新思路、

新方法。未来，对于文化 IP 体系的研究，将会随着

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为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

用户体验、传播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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