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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新趋势下旅游文创产品的多元化设计思路与有效实施路径。方法 鉴于当前旅游文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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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面的快步发展），这里先将思路引至现实大背景下，结合旅游文创产品的具体类型和发展需求，剖

析当前旅游文创产品在创新、品牌和文化等现实需求方面的不足；再以相关的设计实践及经验为论据，

分析未来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发展方向，从地域性设计、品牌化发展和时代性表现等方向探索发展路径。

结论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应从社会发展、变革的现实出发，结合自身特点，在强调地域性、注重品牌、

紧跟时代、提升文化内涵、发挥市场导向五个方面进行完善，以更加新颖而独特的形式成就一种创意表

达，带来更大的市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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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Path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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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ified design thinking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new trend.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current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addition to having certain fun and usability, it also needs to have enough culture, artistry and pub-

licity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fast development). Here, we first draw our thoughts to the general context of reality, com-

bine the specific type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analyze their current short-

comings in innovation, branding and culture, and other practical needs; then use relevant design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s arguments to analyz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design, branding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should start from the reality of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ombin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nrich and improve in five aspects: emphasizing regionalism, focusing on brand, following the times, 

enhanc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exerting market orientation, so as to achieve a creative expression in a more novel and 

unique form and bring greater market response. 

KEY WORDS: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reative thinking; regionalism; branding; cultural connota-

tion; modernity; market orientation 

文创产业创新主要体现在它是随着体验经济的

发展而出现的，是一种新型产业。旅游文创产品就是

这一产业的重要分支，它与普通产品不同。对地域的

传统民俗和社会文化有着艺术化的浓缩，在满足消费

者视觉需求的同时，还要在功能与精神层面迎合消费

者的喜好，并具备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从具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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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旅游文创产品的范围很广泛，形式也较为丰富，

有解决游客日常需求的生活用品，有展现当地文化和

建筑风情、扩大品牌影响力的旅游纪念品，还有明信

片、游玩地图、个性报纸等给游客提供旅行建议的各

种图形资料等[1]。受时代发展的影响，为了提升地域

的形象和影响力，打造旅游文创产品的多样化形式和

多元化内涵成为旅游文创产品“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撑。基于对这一现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

了相关的设计探索，其中有收获，也有不足，共同造

就了当下旅游文创产品的市场特点。而项目组所要研

究的正是从这一现实所呈现的不足与前进趋势中找

到新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路径。 

1  旅游文创产品的概念与设计开发价值 

所谓“文创产品”，指的是文化创意产品。它是

设计者以文化为设计灵感来源，以科技和工艺为实现

方式，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推广渠道所创造出的具有

较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其不仅仅具有商业价值和市

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价值。当下，文创产

品主要分为三种类别，一种是创意家居生活类的文创

产品；一种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如博物

馆、纪念馆的文创产品；一种是内容周边衍生品，如

漫画、电影的周边衍生品。 

旅游文创产品是为旅游景点或者景区，抑或从本

地特色出发所设计的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色的产品。

其设计与开发能够很好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地

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推动旅游产业的进步。 

1.1  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文创产品的载体是产品，其内涵是文化，文化能

够为产品提供更多的灵感、思路。而反之，文创产品

又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与推广，能够将本地的特色文

化通过游客的购买、馈赠、分享等行为传递到更多的

地方，甚至能够通过国外游客的购买，来实现中国特

色文化的国际化推广，进而助推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 

1.2  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助推民族特色文化的

传承 

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能够彰显地域特色，艺

术化的展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与民俗。游客

在愉悦而轻松的状态下更能仔细欣赏产品，更愿意了

解产品背后的文化。而一些有效组织的互动体验，既

达到了推介产品的目的活动，又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实

现了文化传承。 

1.3  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助推旅游产业发展 

成功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能够使更多的

受众了解到当地的地域文化、地域特色，并有主动传

播意愿，在信息沟通极为顺畅的大数据时代，其对文

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2  旅游文创产品的现实困境 

作为一种文化名片，旅游文创产品有着积极的发

展意义，对其进行合理开发设计，打造出形式、内涵

与功能都很优秀的产品，能够提升整座城市旅游品位

的代表性方向，也是促进当地旅游收入增长、带来经

济回报的有效支撑，更是建立品牌文化的不错之选
[2]。然而，单调的类目、保守的造型和传统的形态仍

然是主流，很多不足之处逐渐在市场的考验下暴露出

来，需要得到大家的正视和重视。 

2.1  特色创新不足 

旅游纪念品在体验经济的影响下，其设计应以消

费者为中心，将自身的地域特色内容进行合理融合创

新。但现实状况是，批量化的设计生产大量存在，产

品形式十分单一。同时，受开发旅游纪念品的成本较

高等现实因素的影响，相关的地区景点更多地将重心

放在门票收入上，却对旅游文创产品的重视不足，更

阻碍了创新的实现，特色化表现难以令人满意[3]。 

2.2  文化品牌缺失 

没有文化品牌，这是摆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面前

的现实难题。受此影响，旅游景区的消费链难以与当

地的文化产业联系起来，而游客也难以在旅游中买到

符合心意的文创产品[4]。长此以往，便会形成恶性循

环，现有的旅游文创产品销售难，而新颖的旅游文创

产品缺失，最终对整个旅游地的文化品牌形成负面影

响，难以实现大跨步的发展。 

2.3  文化内涵欠缺 

目前，廉价、粗糙的旅游地纪念品仍然很多，旅

游文创产品设计同样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具体设计

中通常重视外在的表现，并没有从文化的内涵上进行

挖掘[5]，更多的是模仿和重复一些现有的产品设计。

这样的产品没有代表性的语义符号和形态设计支撑，

缺乏深刻内涵，仅靠外表的争奇斗艳，终究难以获得

成功。 

3  旅游文创产品的现实出路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必须借助各种有效的手段来

使自身变得更加新奇而耀眼，从而在更大限度上吸引

旅游者的目光，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具体的设计

过程中，设计师要认真理清思路，从系统性、传承性、

人文性等层面展开思考，将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相融

合，以足够的思维空间进行艺术创造，将创新、文化

和品牌做到极致，以地域性、品牌化和时代化为指引，

提升旅游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发挥旅游消费市场的

导向作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旅游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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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彰显地域性特色 

无论是大型文创产品还是小型文创产品，都应从

同质化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让自身兼有纪念性、文化

性和艺术性，并力图做精做强，将地域性特质进行全

新的展现[6]。究其原因，地域文化是刺激旅游者购买

欲望、带来更高层面的视觉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有效途

径，能够将旅游文创产品的内涵与外在实现更加和谐

的统一，从而形成一种难以被取代的特色创新。 

第一，明确设计理念。设计理念是整个设计的主

导思想，指引着作品的材料、工艺、设计思路、设计

风格、思想内涵、受众群体等多个方面。在工艺和材

料的选择上以当地的常用材料为宜，若能体现一种独

特的手工艺技法更好，再结合当地特色风光与文化，

就能更好地升华旅游者的情感体验，促进文化传播[7]。

比如，在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区的旅

游文创产品开发中，设计师利用当地盛产的竹木材

料 ，运用竹编、竹刻工艺结合当地茶文化、朱子文化、

道教文化制作的文创产品就深受游客喜爱（见图 1）。 

 

 
 

图 1  竹编茶台 
Fig.1 Bamboo tea table 

 
第二，区分设计类型。旅游文创产品在很多时候、

很多地区的展现形式是类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因此，

设计师要在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适当结合现

代科技进行一种现代化的表达，也可以对地域文化进

行延伸，赋予整个造型以更加个性而内涵丰富的识别

性特点，必要时还可以进行艺术化的夸张和重构，让

地域文化的魅力在旅游文创产品的类别化竞争中得

到淋漓尽致的体现[8]。 

以扬州地区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为例，其设计以

相关的景点及其代表性文化元素为依托。如瘦西湖就

是不错的灵感承载体，其中的万花园、白塔、五亭桥、

二十四桥等景点很有代表性，也给了设计师以个性化

创作的灵感。从冰箱贴、钥匙扣、记事本、明信片，

再到茶具、文具套装，其中大多对瘦西湖的各种文化

旅游景点进行了艺术化的融合与创新。比如，“五亭

桥韵”茶具组（见图 2）、“福转乾坤”系列茶器（见

图 3）等“瘦西湖游礼”系列文创产品，已经在文化

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上展示，让人们感受到了“扬州

元素”文创商品的独特魅力。尤其以“福转乾坤”系

列茶器的设计为代表，设计师将乾隆皇帝最爱的珐琅

工艺运用其中，结合现代化的设计工艺和手段，打造

出了融传统、时尚、实用、有趣等特点于一体的旅游

文创产品，并在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中获得银奖。 

3.2  扩大品牌影响 

对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而言，具备了基本的形式

与内容，有了地域文化特色的助力，紧接着就可以进

行品牌化的设计思路，尝试以品牌的影响力来提升自

身的附加价值，进一步扩大市场效应[11]。作为设计师，

应在设计实践中树立品牌意识，深度开发旅游文创产

品，让其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提升附加值，以

良好的口碑赢得更大的市场。 

具体来说，打造旅游文创产品的品牌，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1）深研地域文化与人文特色。为了使旅游文创

产品品牌化，我们需要对当地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

文特色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在创建品牌的时候，

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进行走访调查，发掘其中

的独特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品牌打造。 

 

 

图 2 “五亭桥韵”茶具组[9] 

Fig.2 "Five Pavilion Bridge Rhyme" tea set group[9]
图 3 “福转乾坤”系列茶器[10] 

Fig.3 "Fortune turns to heaven" series tea war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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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在景区，由于旅游产品

价格相对要昂贵，吸引了大量的商贩。一些商贩为了

获利更大，会选取成本较低、质量不佳的材料来进行

产品的制作。由于监管力度不足，这样的产品流入了

市场，大大影响了受众的购买欲和体验感，也会对该

地区旅游文创产品的整体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为

此，在打造旅游文创产品的品牌时，不仅要设计出蕴

含厚重历史文化的产品，还一定要确保文创产品的质

量，打造完整的产业链，要从源头做起，要选择质量

有保证的供货商，杜绝质量参差不齐现象的发生。 

3）选择多样、高效的营销手段。所谓“酒香也

怕巷子深”，打造旅游文创产品的品牌化不仅需要文

化特色与产品质量，还需要多样、高效的营销手段，

制定有效的营销战略。比如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营

销，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从而提升旅游文创产品的

销量与附加值；可以延伸线下营销渠道，开设体验项

目，游客自制专属文创产品；可以利用公共关系，融

入大型活动，将产品品牌传递给受众。 

4）凸显文化符号。品牌的打造需要有过硬的内

容、形式和功能，因此，设计师的设计需要凸显出文

化符号的含义，从而使旅游文创产品更加独特、更加

具备活力[12]。以沈阳故宫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为例，

设计师在品牌打造上就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传播，

并懂得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各种文化符号，尤其是对

馆藏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素材的利用上，设计师搜集

了清朝文化、经济、政治等众多方面的文化资源，从

中选取了一些特色元素，并对其进行梳理、设计，借

助现代化的手段去反映沈阳故宫的历史文化特征，并

遵循“提取—转译—拓展—生产”的基本流程将精髓

进行艺术化的展现，表现出广阔的商业潜力，也给了

旅游文创产品的品牌化设计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比

如，故宫里的宫殿建筑就是可以提取的有效元素（见

图 4），对其进行艺术化创造，以现代化的表现方式

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种精髓的传承，更为打造品牌

加码。另外，还可以进行藏品的再生设计，将一些保

存完好的家具、陈设等进行功能和外形的保留，并借

助现代技术进行改良和开发，打造高端文创产品，这

也是创建品牌、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手段（见图 5）。 
 

 
 

图 4  御花园立体创意便签[13] 

Fig.4 Imperial Garden 3D creative memo[13] 

 
 

图 5  冲耳宣德炉[14] 

Fig.5 Chonger Xuande Furnace[14] 

 

3.3  营造时代气息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还要从当前的时代趋势出发，

将各种新奇的创意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相结合，打造

城市旅游文创产品时代化的典范[15]。 

1）利用信息化手段。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完全可

以结合新媒体、新技术，打造黏性产品，也可以以信

息化为助力，设计一些互动性的产品。比如人们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 H5 等形式，更好地感受

旅游文创产品的创新诚意，在信息化的互动中感受到

精神层面的情感满足[16]。 

2）融入故事性内容。讲故事是打动人心的有效

方式，能够使产品衍生出情感诉求，宣传文化，寄托

追求，从而赋予产品更加深刻的内涵[17]。比如，一款

以西湖名景“断桥残雪”为设计元素的香插设计就将

许仙和白娘子的动人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借助断桥的

形式寄托一种情感。尤其当香灰飘落在桥台，诗情画

意，美不胜收（见图 6）。这样的设计能够更快、更

好地抓住游客的眼球，吸引他们驻足欣赏，在情感的

指引下实现最终购买。 
 

 
 

图 6 “断桥残雪”青瓷香插[18] 
Fig.6 "Broken Bridge and Broken Snow"  

Celadon Incense Stick[18] 

 

3）打造文创 IP。IP 是指知识产权，文创 IP 是

文化创作与原生 IP 结合后衍生出的产品符号，它是

旅游文创产品质变的关键。在这方面国外的迪士尼，

国内的故宫都有文创 IP 的成熟案例。故宫文创一方

面以接地气的“萌化”形象进行设计（见图 7），将

文化性与功能性结合，博得大众的喜爱；一方面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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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互联网思维营销，推出表情包（见图 8）、手游、

VR 产品，这种文化推广思路让故宫拥有了富有生机

与活力的未来。可见，聚焦旅游地的核心吸引物，从

当下审美出发，结合有效的传播运营方式，才能使所

设计出的产品更快地获得民众青睐，实现更多的设计

可能。 
 

  
 

图 7  饱格格手办[19] 

Fig.7 Baogege handmade[19] 

 

 
 

图 8 “朕”系列表情包[20] 
Fig.8 "Zhen" series facial expression bag[20] 

 

3.4  提升文化内涵 

旅游文创产品与其他产品的不同点在于，旅游文

创产品的内核是文化，是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融入

和提炼，旅游文创产品担负着传播文化的职能。然而

当前，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旅游文创产品

的种类越来越多，水平却参差不齐。很多旅游文创产

品在设计上缺乏文化厚度，难以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

任。为此，未来旅游文创产品的出路就是不断提升产

品的文化内涵，使其真正能够承载起地域文化、民族

文化的重量，使旅游者在获得文化熏陶和感染的同

时，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变为主动的文化传播者。 

曲阜三孔景区设计的旅游文创产品就是这方面

的优秀案例。设计师从三孔建筑、孔子形象、儒家文

化、孔子故事中提炼设计元素，产品兼具文化性和趣

味性（见图 9），既扩大了“三孔”文旅品牌的知名

度，也促进景区旅游经济的发展[21]。再如基于土家族

方言进行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设计者以幽默的画面

解读方言语义，实现听觉符号向视觉符号的转换，使

人们获得直观的理解，同时在画面内容上呈现出地方

特色文化，如土家族的民风民俗、建筑、服饰、地方

美食等（见图 10），这样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文创产

品设计是极具市场竞争力的，也能更好地起到助推旅

游产业发展的作用[22]。 
 

 
 

图 9 “保过君”不倒翁摆件[23] 
Fig.9 "Baoguojun" tumbler ornaments[23] 

 

 
 

图 10  土家族方言文创设计[24] 
Fig.10 Cultural Creation Design of Tujia Dialect[24] 

 

3.5  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旅游文创产品的发展不是盲目的、无头绪的、无

导向的，毕竟其定位是商业化产品，因此需要以市场

作为重要的导向和评判标准。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壮

大，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多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

势，这为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导向，需

要设计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调查消费市场。具体来说，可以通过问卷调

查、市场调研、随机采访、售后回访等多种方式，来

了解消费者对于旅游文创产品的需求和反馈。根据消

费者的需求和反馈对旅游文创产品进行设计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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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成功经验。对旅游文创产品的成功案例

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提炼出这些产品的成功原因，

从中汲取经验。比如，基于故宫博物院藏品进行的旅

游文创产品设计之所以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追捧，其

背后的原因首先是找准了今天的人们在信息方面和

生活方面的需求，再挖掘馆藏国宝在内涵上与社会生

活的契合点，从而实现对设计和生活的影响。同时，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3）重视网络营销。在网络消费大发展的背景下，

当地要结合旅游消费市场需求，采用现代化网络技

术，充分发挥文创产品网络营销的优势，增加销售量，

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的影响力。 

4  结语 

旅游文创产品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功能和地方

影响力。从当前的时代发展来看，旅游文创产品的未

来形势良好，有着很大的开发设计潜力。旅游文创产

品的开发与设计是传承地域文化、展现地域特色、促

进地域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而设计师则要做好市场

调研，以人为中心，以地域文化为指引，以创新性、

艺术性、时代性为追求，通过嫁接设计元素实现内涵

与形式的升级，促进旅游地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产业

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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