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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探寻旅游文创产品的价值，探寻优化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方法，最大程

度地发挥旅游文创产品的价值。方法 采用文献法、案例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找到当

下我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案例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的方法。结论 要想解决当

下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存在的同质化现象突出、IP 意识薄弱、内涵性欠缺、产品设计滞后的问题，应该

注意个性化创新设计、推动 IP 孵化、关注品牌知名度建设，从特定地域旅游资源中提取设计元素，同

时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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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sign of Tourism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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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integra-

tion, to explore way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Method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case and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Putting for-

ward a problem-solving a problem", we can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sig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and with the case to explore a targeted solutio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omogeneity, weak IP awareness, lack of intension and lag of product design in the current tourism creative product de-

sig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ersonalized innovative design, promote IP incubation, focus on brand awareness build-

ing, extract design elements from specific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while combining tradition and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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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我国旅游业空前繁荣，作为

旅游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创产品也越

来越多地被重视起来[1]。旅游文创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旅游景区的文化特色，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人文

底蕴，也是景区品牌文化的重要传达。因此，必须要

不断优化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最大程度地发挥旅游

文创产品的价值[2]。本文将从当下我国旅游文创产品

发展的背景入手，简要分析旅游文创产品的价值，针

对我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对文旅融合背

景下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优化展开探究，以供参考。 

1  当下我国旅游文创产品发展的背景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实施旅游休闲重大工程

的通知》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了满足休闲性、文

化性的体验需求，需加大旅游产品开发，提升服务内

容的丰富性，实现消费升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旅

游产业日益壮大，尤其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旅游

文创产品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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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游文创产品的价值 

旅游文创产品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一定的

文化价值。 

2.1  经济价值 

旅游文创产品是一种经济产品，其在景区各项经

营收入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一方面，景区通过

出售旅游文创产品能够获得二次盈利；另一方面，旅

游文创产品的销售还能够进一步扩大景区的知名度，

助力区域经济的顺利转型[4]。可见，旅游文创产品不

仅收获了经济效益，还为旅游业的内部框架与盈利增

长点提供新的契机[5]。 

2.2  文化价值 

旅游文创产品是根据当地的地域特色及文化所

设计的文化创意产品，能够很好地展现当地的文化特

色与旅游风格，凸显当地的文化底蕴，传承传统文化

和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产生独具中国特

色的艺术审美[6]。 

3  我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同质化现

象突出、IP 意识薄弱、内涵性欠缺、产品设计滞后等。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共性问题，

需要人们加以重视。 

3.1  同质化现象 

我国地大物博，各旅游景区在地域特色、风土人

情、文化等方面也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在文创产

品设计中也应该各具特色[7]。然而，现今我国很多景

区的旅游文创产品设计都大同小异，存在着比较突出

的同质化现象。例如，很多景区的文创产品在品类、

主题、制作工艺、产品造型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很难

区别开。游客购买文创产品后，对该产品形成的印象

并不深刻。可以说，全国性的行业内已经多次暴露了

这类问题。怎样借设计举措充分利用起旅游景区的各

种资源，从整体上提高旅游文创产品的质量已然成为

当下值得多方研讨的重要命题。 

举例来说，旅游大省安徽省有着黄山、九华山、

天柱山等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但旅游产品的开发却

不尽人意。安徽的旅游景区还在卖 30 年前的纪念品，

例如：黄山的“笔墨纸砚”四件套；九华山的佛珠、

佛串、佛像等。如此同质化的旅游文创产品开发设计

不免令人唏嘘。 

3.2  IP 意识薄弱 

这里的 IP 即建立产品品牌化之后，使其品牌形

象能够更普遍地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接纳，无形

中增强市场竞争力。当下的文创产品业内，仅有个别

商家和企业品牌意识较强，并投入较多资金，打造了

专属的产品品牌形象，更多商家和企业或者少部分手

工匠人却忽视品牌化塑造，在 IP 层面的投入极少，

使得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为此，要进一步开发并推

广旅游文化资源，更应着眼于当地文化属性，针对性

地塑造标新立异的品牌，为文化创意产品提供更大的

展示平台[8]。 

3.3  内涵性欠缺 

内涵性反映了产品本身的特色和文化内涵，以产

品赋予的文化内容无形中使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质

变。目前的文化创意产品行业，其塑造的多数产品形

象均在文化内涵方面表现较差，毫无特点、创新性滞

后，由此让当代受众的消费心理预期一再失望。通过

把地域文化要素融入创意产品中，把充斥于文化中的

故事和精神等有机关联到产品中，就能有效将文化底

蕴发掘出来。 

3.4  产品设计滞后 

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审美能力也有了明

显进步。而旅游文创产品的市场扩张，更应从产品的

设计门类去切入。尽管最近几年旅游文创产品的创新

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然而设计思路仍较为滞后，门类

单一，资源利用率较差，多数文创产品设计思路仍沿

袭着文物仿造或突出地域形象的做法，不仅完全忽视

了消费者的产品消费心理，也没有做好消费者市场调

研，直接导致产品设计欠缺体验性、创新性，市场接

受度反响平平。 

4  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优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中，应该注意个性化创新设计，推动 IP 孵化，关注

品牌知名度建设，从特定地域旅游资源中提取设计元

素，文创产品设计要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 

4.1  个性化创新设计 

旅游文创产品差异化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个性

化。设计者着手设计时就应关注其设计的产品定位，

即年龄与文化背景各有差异的消费群体，这样需要将

文创产品与市场营销有机衔接起来，使文创产品的文

化与创新价值进一步彰显出来，有利于产品的宣传与

推广，表达更多元的审美意趣[9]。例如，生活在福建

沿海的居民以渔猎为生，每次出海前渔民都要到妈祖

庙祭祀，佩戴船型头饰，希望保佑自己平安归来。很

多文创产品设计者仅仅从外形与配色上做了模仿，并

未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进而忽视了个性化头饰的含

义，后期只能赋予其纪念品的定位去宣传和消费。事

实上，只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与文化属性并使其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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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设计思路才会体现个性化、创新化，尤其

当今消费者审美愈发呈现多元化，设计者更应关注产

品本身、地域文化等要素，从中汲取灵感，为自身设

计的文创产品赋予更时尚、更恰当的定位[10]。例如，

西安老钢厂的文创产品设计，其不仅体现了原有结

构，还将遒劲的线条与钢质有机结合，创造出凸显朋

克、摇滚风的文创产品，让地域文化与文创产品经过

互动而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4.2  推动 IP 孵化，关注品牌知名度建设 

如今，游客购物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也更趋

品质化和理性化，更关注产品的品牌。可以说，品牌

不仅是旅游文创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旅游文创

产品的重要优势，更是旅游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不断推动 IP 孵化，关注品牌知名度建设，才能

够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创产品的发展[11]。 

最近几年文创产业的 IP 孵化十分流行，也收获

了不小的成功。具体来说，文创行业已然完成了 IP

孵化闭环运营的建设，以传统文化或流量小说等为契

机，快速抓住大众热衷的 IP，再以动漫、影视剧等方

式加速 IP 的具象化，并从具象的 IP 出发，衍生一系

列诸如游戏、手办等产品。值得关注的是，该闭环过

程并非能全程运行，大量 IP 因各种原因中途夭折，

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该 IP 的受关注度与 IP 转化的

满意度情况。 

也可以利用自身景区 IP 元素进行文创衍生品系

列开发，同时进行景区产品开发、景区游线开发、景

区品牌重塑、景区住宿等，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

让 IP 真正意义上植入到景区的方方面面。IP 的传播

度越大，与游客接触面越广，IP 的价值也会逐渐增大。 

就文创企业来看，IP 孵化后很可能给企业带来更

高的热度与关注度，获得发展良机从而实现层级跨

越。但是，单纯把文创行业界定为需求导向型，文创

企业只制造受众需要的产品也是不可行的[12]。文创企

业自身运营的 IP 亦可能被受众发掘新的需求，换言

之，IP 孵化能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对该企业的未来发

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旅游文创设计的过程

中，必须要推动 IP 孵化，关注品牌知名度建设。 

4.3  从特定地域旅游资源中提取设计元素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成功的秘诀是良好的设计符

号，其既能使重要的设计信息得到归纳，彰显设计创

新点与理念，还能对产品自身的文化内涵与厚重底蕴

产生强化效果。因此，设计者在创意构思产品时，应

从地域特色要素出发，从中选择典型设计符号再经过

抽象、加强、转化等，使其与文创产品设计融合起来，

表达出产品的文化主旨与内在情感[13]。而且，设计者

还能借助特定的色彩要素、特殊的造型、图形等赋予

产品更强烈的现代气息，使设计出的文创产品更有艺

术色彩、地域特色与实用价值。 

4.4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要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 

21 世纪是一个互联网主导的新时代，是一个万

象更新的新时代。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应该立足时代背

景，以当代审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寻求传统与时尚

的结合与平衡。为此，可以在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过

程中，更多地着眼于传统工艺、传统民俗、传统元素

的现代化设计，追求现代时尚元素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完美融合。在符合传统审美的同时，尝试更多的创意，

立足国际视野，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5  结语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主 要 提 供 包 括 了 旅 游 的 六 要 素

（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在这六要素中，

“购”指的是旅游购物，即纪念品、文创产品。作为

地方经济进步的原动力，旅游产业必然要与区域文化

结合起来，依托当地历史、传统文化、民风民俗。而

旅游文创产品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构成，其设计上更

应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土壤，与现代生活方式、时尚要

素等有机关联，在全新现代设计视阈下，研发出凸显

当地区域文化属性的旅游文创产品，为地方经济的可

持续进步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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