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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探寻一种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有效途径，提高博物馆文创产品

的生命力。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案例研究法，针对相关观点列举出一些案例，以进一

步优化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思路。结论 文化旅游新模式实施后，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

过程中，应该把握文创产品的设计定位，了解用户诉求；凸显文化独特性，加强产品创新性；提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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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design and develop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ourism, and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heory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some cases were list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 Conclus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useums, we should grasp the design orienta-

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stand the demands of users, highlight cultural uniqueness, and strengthen 

product innovation To extract typical symbols and endow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study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in depth, broaden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ales channels; to build quality brands and 

focus on brand imag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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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组建完成，由

此国内经济发展到了新形态——“文旅融合”。可以

说，这种新形态成为当前政府与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

内容。作为风格标新立异的文化吸引物，博物馆成为

过去与现在对接的重要文化赏析与学习平台。博物馆

有着非营利的属性，在社会功能上主要为大众提供教

育、学习、娱乐等服务。早期来说，博物馆建馆是将

某些藏品收藏并保存下来，而社会进步与城市文化服

务功能的增加后，博物馆亦有了旅游化趋向，在社会

文化服务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在使命上也承担了更多

和广大民众直接接触且彼此吸引，亦成为其长期存在

的基本诉求[1]。博物馆文化创意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

效益，也创新引领了旅游模式的发展。过去的旅游纪

念品引流有着较大难度，游客对景区、文物游览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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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IP 后才会产生消费欲望，但文化创意产业首要任

务即提取 IP，能直观地为游客与 IP 及其形象搭建对

话桥梁，让游客更有效且深入地了解景观文物的视觉

形象与文化内涵[2]。 

1  博物馆文创产品及其现状 

1.1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介绍 

2016 年，《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国内多个博物馆逐步研发

并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由此文创产品风靡

开来，成为各大博物馆争相追捧的对象。文化创意产

品即各博物馆从自身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找到创意点，

制作成有关产品去推销，进而实现文化传播与创收的

双重目标。这里的文创产品不仅可以取自藏品的外

观，还能依据其蕴含的特殊文化意象去创作，或者是

有关藏品的衍生品[3]。故宫博物院把宫门设计和双肩

包两者结合起来，推出的“宫门”双肩包就是典型代

表。在文化体验活动方面，故宫打造了“皇帝的一天”

体验日，让游客亲身参与其中以获得更直观的感受，

带给游客与过去博物馆完全不同的新奇体验。 

1.2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现状 

多数博物馆均十分热衷文创产品的创意与生产。

这既成为一项重要的创收项目，亦给博物馆行业带来

巨大的变革[4]。博物馆在满足了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

后，又通过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创造出新的契机，

不仅给了游客把“文化”带回家的机会，也为博物馆

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免费开放后开辟了新的营收思路。

如今一些较为知名的大型博物馆均将其文创产品设

置为专门的最后展厅，便于游客在完成参观后集中性

购物[5]。博物馆借自身的创意产品及文化含义开展积

极宣传，不仅实现了文化传播的目标还取得了不错的

营收。比较典型的国家级博物馆，不管藏品数量或文

创产品等在业内都处于殿堂级的地位，其中以故宫、

上海、南京等地的博物馆为代表。然而，相比较来

说，受藏品数量、规模等条件所限，很多地市级博

物馆的受关注程度、财政补贴均不多，不仅在发展进

程上表现得相对较缓慢，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上也存在

着缺乏明确定位、千篇一律等问题，需要加以引导和

解决[6]。 

2  文化旅游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

开发策略 

2.1  把握文创产品设计定位，了解用户诉求 

文创产品本身就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融合了别具匠心的设计理念与复杂高超的生产工艺，

在给产品带来更厚重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赋予了更高

的附加值[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创产品的附加值

要契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符合用户需求，才意味着产

品最终销售价值的体现。文旅融合推动下，博物馆在

设计文创产品时不仅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综合了解游

客的年龄结构定位、心态、文化层次，还要充分地了

解游客的产品诉求与购买欲望，科学定位文创产品，

这样设计的产品才会满足用户的心理预期。 

2.1.1  把握受众人群年龄结构定位。 

设计研发文创产品时，设计者应大范围收集当地

的文化素材，而各地的文化素材受众本身差异性也较

大[8]。从市场调研结果看，70 后群体更偏向富含传统

与地域文化的工艺品；而 80 与 90 后群体则对兼具实

用功能与生动性、别致地方特色文化的装饰品更为青

睐。从消费购买力来看，70 后群体的购买数量只有

后两者群体的 31%。为此，设计工作者应依据现实数

据和消费群体爱好等做好设计定位工作。 

2.1.2  把握受众人群购买心态定位。 

在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受众

人群的购买心态，根据消费者心态来有针对性地进行

设计[9]。一般来说，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主要是基于以

下几种心理。 

1）冲动购买。产品在刚刚映入消费者眼中时，

其设计的亮点强烈地吸引了消费者，使消费者产生了

购买产品的冲动，因此购买。 

2）理智购买。这是在对产品的审美价值、使用

价值、收藏价值等进行了综合考量之后，认为产品符

合自己的需求和预期，因此购买。 

3）即时性购买。这是消费者认为产品具有一定

的使用价值，值得购买。 

对于这三种购买心态，在设计文创产品的时候都

需要考虑到，要结合这些购买心理来设计产品。举例

来说，故宫博物院的“海水江崖布老虎百搭外套”设

计灵感来源于故宫博物院馆藏“清·道光大红色缂丝

彩绘八团梅兰竹菊袷袍”，寓意吉祥如意。而衣服上

的布老虎元素不仅寓意驱邪避灾、平安吉祥，还十分

可爱、憨态可掬。版型选择经典的宽松版潮流外套形

式，男女同款，不仅是纯棉设计，还有着实用的贴兜

设计，适合日常穿着。这件文创产品不仅具有文化价

值、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还贴合年轻消费者追求萌

酷潮流的购买心态，因此在设计上是非常成功的[10]。 

2.2  凸显文化独特性，加强产品创新性 

文化内涵即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核心，创新性是其

存在的标志。优秀的文创产品应是文化性、功能性的

结合。文化性体现了博物馆的精神、物质及行为制度

等多种文化间的彼此碰撞与交融，凝聚了该馆的文化

符号，将特殊的文化要素提炼出来，打造品牌，进而

推出集知识性、艺术性、历史性、赏玩性等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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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品[11]。在设计文创产品时，应将当地特殊的物

产、人文传统、风俗习惯等密切关联起来，使文创产

品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度更为紧密。还可以尝试组织文

创设计比赛，在社会上引发更多关注度，最后选择优

秀作品进行展示，从侧面加大博物馆的宣传力度。 

2.3  提取典型符号，赋予文创产品文化特色 

2.3.1  图纹元素的提取转化 

图纹元素经过提取与转化之后，可以成为文创产

品中最具有辨识度的亮点。为此，在博物馆设计文创

产品时，应该积极提取藏品中的图纹，使产品更具形

式美感与视觉美感。 

举例来说，中国国家博物馆设计的“斗转星移小

夜灯”就是对其藏品宋“天文图”碑拓片的提取和借

鉴。该产品中的二十八宿精巧神秘，1 434 颗恒星耀

目璀璨，以独特巧思将斗转星移的奇妙变幻呈现眼

前，带来别样惊艳。 

2.3.2  图形图像元素的提取 

2.3.2.1  直接提取 

具体做法上分为如下三种。 

1）以原物局部形状为蓝本，灵活应用图案设计

法，创造出新图案。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胖芙蓉银项链”是“唐芙蓉”系列首饰之一，它

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中的唐代女性形象为原型，以

唐代女性的发髻和唇妆作为表现元素，展现了盛唐时

期女性的审美意识。 

2）对原物局部形状进行提取，使用多种材质来

创造新的产品。 

3）组合提取，拓宽博物馆文创产品图形、图像

元素提取范围。就当前而言，敦煌市研究院已经研发

出渐变色系的金属书签。该金属书签是以敦煌壁画的

独有图案作为范本，并经过一系列的造型设计最终形

成。该造型不仅以九色鹿的外形为依托，还以生动形

象的纹饰作为点缀。这不仅让其外观更加美观，也充

分彰显出艺术色彩，使得敦煌的多样性文化得以充分

表达。 

2.3.2.2  间接提取 

该提取方法主要有如下两个操作步骤构成。 

1）针对图形、图案提取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

并且通过概括、解构、提炼、补充、重构的过程，让

其纹饰具有创新色彩。 

2）将图形、图像提取对象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

蕴进行深度挖掘，并从中找出具有传统性的文化要

素，之后则是以图形、图样再构的形式设计出新的

符号。  

2.3.3  文字元素的提取转化 

在全面开展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工作时，可将

现有的文字进行有效提取和转化。也就是说，设计人

员可将博物馆现有的馆存文字信息进行直接提取，然

后再通过裁剪、平移、复制等方式将文字元素进行最

为直接的转化。在这里，需要注意文字的选择对象必

须具备视觉性明显这一基本特征，同时在构图方面要

做到高度精巧，这样才能避免文字元素直接转化后出

现呆板性，从而达到提高竞争市场辨识度和认知度的

目的。 

2.4  深度研究当地旅游业，拓宽产品开发与销售渠道 

实际上，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在文化旅游推动下实

现了全新发展、迎来新生，博物馆自身的努力也非常

重要。为此，对当地旅游业的现实情况进行研究也有

一定的现实必要性，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游客需求，使

研发的文创产品更符合市场预期。文化旅游的助力之

下，博物馆应积极联手当地旅游机构、组织等，开展

深度配合，以旅游渠道的拓展来增加产品销售，借助

旅游业发展契机了解市场行情变化，研发出兼具文

化、创意、旅游、艺术等特色，并契合市场预期的优

秀产品[12]。 

2.5  打造优质品牌，关注品牌形象塑造 

博物馆未来要实现长远发展，需借力具有一定知

名度的文创产品品牌，在品牌效应带动下取得良好经

济效益并实现文化推广。而事实上，优秀的博物馆品

牌不仅要求文创产品与市场需求相吻合，以体现较高

的经济价值，更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价值[13]。这种文化

价值即博物馆自身名望、文化底蕴、艺术价值的综合

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整

体心理预期。尤其就部分群体来说，只有经济价值的

博物馆品牌毫无文化吸引力。为此，不管文创产品的

研发、宣传，还是销售，博物馆应全程关注文化价值

的体现和品牌形象塑造。 

3  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从博物馆文创产品及其现状入

手，对文化旅游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策

略展开了探究。如今，很多博物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

文创产品开发的意义与价值，一些博物馆并没有自己

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实质而言，就是将其身后的文化底蕴通过实体

产品、实际活动、虚拟体验的形式展现出来，让博物

馆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盘活，从而使之迸发出更加顽

强的生命力与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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