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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批评视野中的四川旅游文创产品开发

詹颖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610213

摘要：四川拥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对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当下四川旅游文创开发中，

由于体制机制、品牌管理、设计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导致设计过程中出现文化资源转化不充分、设

计形式高端化和同质化并存、设计类型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应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完整的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产业链，以

“品牌联名”的形式形成聚合效应，以“文创+”的设计模式创新旅游文创商品的购买与使用体验，以设计带动乡村振兴、以文创

推动精准扶贫等路径，推动四川旅游文创设计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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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ichuan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View of Design Criticism
ZHAN Ying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engdu 610213, China

Abstract: Sichuan is rich in tourism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sign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Sichuan, such as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high- end and

homogeneous design form,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esign types because there are a series of restrictive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brand management, design tal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tc.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orm

the aggregation effect by“brand joint name”, to innovate the purchase and use experience of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the design mode of“cultural and creative + ”. Paths of design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promoting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tc., ar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better and faster.

Key words: design criticism; Sichuan;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duct development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创意、文化旅游与设计产业

融合趋势的加深，文创产品的设计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和重视。文创产品凝聚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旅游文

创产品承载了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灵魂，是旅游景区形

象推广和旅游收入增加的重要力量。2014年，《国务

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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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0号）提出“提升旅游产品

开发和旅游服务设计的人性化、科学化水平，满足广大

群众个性化旅游需求。加强自然、文化遗产地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特色文

化旅游，推进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建设文化旅游

精品[1]”。2016年，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对文物单位进行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作了明确指示。2019年8月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

办发〔2019〕41号）提出，要“努力使我国文化和旅游消

费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结构更加合理，消费环境更加优

化，文化和旅游产品、服务供给更加丰富……鼓励文创

产品开发与经营，拓宽文创产品展示和销售渠道[2]。”

在此背景下，旅游市场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方向，文创

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中

显露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四川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

四川作为一个旅游大省，也是同时拥有世界文化

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省份，旅游资源丰

富、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旅游文创产品对文旅品牌 IP

的打造和引流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熊猫邮局、成

都博物馆、金沙博物馆、成都诗婢家、散花书院等品牌

的文创设计已初显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仍有很多问题

有待解决。

（一）设计元素——文化资源转化不充分

文化资源是旅游文创产品的重要设计元素来源。

四川拥有许多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如古蜀

文化、三国文化、大熊猫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宗教文

化、酒文化、竹文化等。目前已有少数文创设计品牌在

文化资源的转化上跨出了关键步伐，如成都熊猫邮局

结合线上线下多种经营手段，推广“熊猫带您游成都”

的主题旅游模式，将熊猫元素传递到世界各地，受到大

量来蓉游客的追捧（见图1）。但总体来说成都的旅游

文创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不仅较小，且在省内外和国际

上的影响力都稍显不足。据报道，在2020年1月6日—

8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国际授权展“中国内地馆”展览

现场，四川展团的金沙博物馆、成都华珍藏羌、道明竹

编、散花书院、九寨沟祥巴艺术等5家品牌预计实现授

权收益超 2000 万元 [3]，而 2017 年，故宫文创产品收益

已达15亿。相比之下，差距无疑是巨大的。地域文化

旅游资源的有效转化是提升旅游收入的重要途径。旅

游商品销售是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旅游发达国家

的旅游购物收入在旅游综合收入中占比普遍达到

40%～60%，而国内据估计仅为 10%～15%，甚至可能

更低。以峨眉山景区为例，据 2018年、2019年年报显

示，峨眉山景区公布的主营业务包括游山门票业务、客

运索道业务、旅行社业务、宾馆酒店业务，旅游购物收

入未予纳入。其他景区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表明在大

多数旅游景区（景点）的经营中，旅游文创产品或其他

特色商品的销售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极小。总体来

看，四川地区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在文化资源的挖掘、应

用和有效转化方面尚不充分，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设计形式——高端化和同质化并存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四川各地区的旅游文创产品

在设计上呈现明显的同质化、复制化倾向。绝大多数

景点的文创产品仍未脱离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形式。一

部分以传统工艺制作的工艺品摆件、民族风格的装饰

产品，设计精美、工艺精湛，但价格较高且难以进入日

常生活，市场销量不容乐观，如成都银花丝、蜀绣、成都

漆器、羌族地区的羌族手工刺绣产品等（见图 2）。另

图1 成都熊猫邮局

图2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尹利萍作品“三格梅竹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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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产品在类别上脱离了传统产品的形式，具有一

定的生活化的实用功能，价格低廉，但在设计上仅仅只

是简单地以地域文化元素作为设计文本，反复“复制粘

贴”在各类常见产品上。这类设计由于盲目关注短期

经济利益、缺乏对当地人文特色的深入研究，只有对表

面纹样的图案化和符号化的挪移和改造，产品和文化

之间没有内在的深入联系，也更易于被模仿和抄袭。

“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语义融入

旅游纪念品设计，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实现形式符

号到文化内涵的转化，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而是在理解这些传统符号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以新时代的视角将其自然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是对

传统符号的再创造。”[4]缺乏创新的符号难以激起现代

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因此，各景区的文创产品出现千篇

一律的商业化倾向，缺乏人文内涵和设计创新，如各种

印制了文化符号的明信片、T恤、帽子、杯子、笔记本等。

还有部分产品以本地区自然物产、特色材料为设计元

素，但形式上承袭传统，缺乏新意。地域特色和人文情

怀是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核心所在，而设计形式的同

质化，导致旅游者和消费者难以形成强烈的购买欲望。

（三）设计内容——各种类型发展不均衡

旅游文创从内容上看，包含了博物馆文创、非遗文

创、地域特色文创等类型。其中，以成都地区为核心的

大型博物馆文创设计的发展趋势较好，而非遗文创和

地域特色文创设计则未有突出表现，呈现出区域和领

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这也体现出各领域、各地域在

设计人才、设计意识、设计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四

川省目前共有国家级博物馆三十九家，其中，国家一级

博物馆八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国家二级博物馆九

家，国家三级博物馆二十二家，位居全国前列。同时，

仅成都地区，民营博物馆数量就超过一百座，为全国城

市第一。成都区域内的一些大型博物馆已有一些文创

产品开发的成功案例，如四川省博物院推出的“二十四

字砖”系列文创，以古朴的“二十四字砖”为元素设计出

红包、杯垫、便笺、书签等产品（见图3）；成都博物馆推

出的“小乾隆”系列，以蜀绣、蜀锦披风等巴蜀特色手工

艺进行装饰，以“经穴漆人”为元素设计的萌态“漆漆公

仔按摩锤”也深受年轻人喜爱；2020年5月18日，三星

堆博物馆文创淘宝企业店正式开店营业，与“三星堆+

生活美学”实体文创馆一起形成了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推出“优雅生活”“品质书房”“日常穿搭”“主题文创”四

大类产品（见图4）。但与故宫等知名博物馆文创相比，

四川的博物馆文创设计起步较晚，目前特色和知名度

尚不鲜明，且有大量的博物馆尚无代表性的文创产品。

非遗文创设计方面，四川作为国内拥有非遗项目

较多的省份，拥有以蜀锦、蜀绣、成都银花丝、成都漆

艺、川剧、绵竹年画、羌绣、藏戏等为代表的国家级非遗

项目和大批省市州级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资源也

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创意化生存”是当下非遗传

承和创新的重要方式。非遗传承创新必须保护与利用

并举，既要加大保护力度，同时也要促进非遗资源转

化，创造新的非遗形态和表达方式，从而提升四川非遗

图3 四川博物院“廿四吉言系列”

图4 三星堆博物馆文创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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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能力。但目前绝大部分非遗文创设计并未脱

离传统形式和内容，缺乏时代新意和文化内涵。地域

特色文创方面，以大熊猫 IP为资源进行设计的产品较

多，但缺乏代表性的设计形象，形象泛滥和品质低劣的

设计产品充斥市场。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文

创产品仍以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民族风格产品为

主，缺乏真正的本土本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设计（见图5）。

二、四川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四川旅游文创产品

的设计开发状况不容乐观。总体来看，在体制机制、品

牌打造、创意能力、资源开发利用、创意设计人才培养

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一）体制机制

在体制机制方面，尚未形成较好的设计外部环

境。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并非是设计师个体参与的活

动，而应是地方政府、景区、管理机构、企业、研究者、设

计师、生产者、渠道、市场、消费者等共同推动的结果。

旅游文创设计与其他商业设计有所不同，它与本地区

的旅游目的地 IP打造、形象推广、收益增长等是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既要符合一

般的设计规律和要求，更需要有统一的研究规划、明确

的设计方向。没有自上而下整体的统筹协调和完整的

产业链形成合力，就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旅游文创产品

设计的发展。目前四川大多数地区旅游文创产品在设

计、生产上缺乏规划层面的宏观引导，景区、企业、管理

机构等主体对旅游文创产品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充分，

在急功近利和短期效益的驱使下，往往在文化研究和

产品开发上的经费投入不足，使得旅游文创产品在设

计规划上的市场主导性缺位，也很难培育出优质的设

计产品。

（二）品牌管理

品牌管理方面，还需加强品牌意识，完善品牌融合

力度。一方面，品牌意识的缺乏，使得市场上底端旅游

文创产品设计泛滥，难以出现优秀的代表性产品。多

数地方旅游文创设计正处于探索过程中，品牌意识较

为薄弱，甚至各地区旅游品商店出售的产品没有品牌，

商品质量参差不齐，低水平的价格竞争现象愈演愈烈，

给消费者带来较差的体验感。另一方面，文旅品牌与

产品品牌、设计品牌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一些较有影

响力的文旅品牌通过企业合作、招标等方式开发的文

创产品，销售时通常以其文旅品牌作为产品品牌，部分

设计品牌或团队难以获得冠名权，与设计公司自身市

场形象、品牌建构之间形成一定矛盾，客观上不利于整

体旅游文创设计队伍的培养和发展。

（三）设计队伍

设计队伍方面，缺乏文化研究与创意设计相结合

的优秀人才。文化内涵是文创产品的灵魂，也是旅游

文创设计与一般商业设计之间的重要区别。现有设计

人才的培养模式偏重于对设计技能的培养，设计者文

化研究能力和创意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对旅游文创产

品的设计发展形成了制约。设计者对文化资源的利用

效率低，或对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都可能造成产品形

式和内涵上的单薄，导致旅游文创品牌的延伸价值较

低。当下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泛化和滥用，实际

上就是设计者在应用民族或地域符号时缺乏深刻研

究，追求形式上生搬硬套导致的结果，尤其在非遗文创

的设计中表现较为明显。

（四）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利用法治化手段对旅游文创

设计全过程的保护还不足。旅游文创设计开发的过

程，涉及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保护、利用、开发等

一系列转化。文旅品牌 IP的授权、博物馆文物的文创

授权等机制尚不完善，对更多文创设计者的涉入形成

了一定的壁垒，客观上阻碍了旅游文创设计的繁荣发

展。同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足，模仿和抄袭

的设计现象层出不穷，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原创性受

到损害，也影响了设计者参与设计的积极性。

三、四川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路径分析

旅游文创设计的发展不仅能满足多样化的旅游消

费市场文化需求，还能带动就业、打造四川文旅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提升巴蜀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面对诸多的困难和问题，笔者认为，四川旅游文创产品

设计可从以下路径入手，进一步实现更好的发展。

图5 各景区销售雷同的民族风绣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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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完善体制机制，围绕文化创意开发、产品设

计、生产销售、品牌营销建立完整的旅游文创产品开发

的产业链，为旅游文创设计构建良好的设计生态。同

时在制度保障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一步开放授权，

激发旅游文创设计的活力。2019 年，成都博物馆主

办、黑蚁文创承办了“‘这礼是成都’——2019首届成

都博物馆文创 IP联名设计大赛”[5]，成都博物馆首次以

设计比赛的形式开放文物授权，各设计师机构、高校师

生群体踊跃参与，将成都博物馆开放的近百文物 IP资

源与成都现代生活相结合，产生了大量优秀设计作品，

部分项目最终得以落地。这一设计热潮凸显了文物授

权开放后在设计上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设计师用丰富

的设计创意为文物赋予活力，使文物活起来，让市场热

起来，“文化赋新，产业赋能”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以“品牌联名”的形式，实现文旅品牌之间，

以及文旅品牌和设计品牌的设计融合，形成聚合效应，

打造四川旅游文化的超级 IP。例如，四川拥有大熊猫

这个独特的 IP 形象，而大熊猫也是银花丝、蜀绣、蜀

锦、成都漆艺、竹编四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表现

对象。蜀绣运用其开发的特殊针法——丝毛针，绣出

细密的针脚来表现大熊猫光亮的毛色，成为旅游市场

上颇受中外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见图6）。成都漆器

厂开发的大熊猫漆盘和道安银花丝工作室设计的大熊

猫银花丝摆盘，也深受追捧。多个四川知名文旅品牌

的融合，不仅开拓了旅游文创设计的形式和内涵，也形

成了更为鲜明的“四川形象”，具有极高的识别度。同

时，文旅品牌和知名商业品牌的结合，能进一步提高产

品设计的含金量。如较为成功的非遗文创品牌“华珍

藏羌”，从2015年起，先后与著名美妆品牌植村秀合作

推出羌绣纹样限量版洁颜油[6]（见图7）、与星巴克合作

推出星享卡羌绣系列、与香港HairConer合作《五十六

朵花》系列洗发水产品、与日本品牌“HAKUICHI·箔

一”合作推出羌绣图案的限量版“金箔月饼”等。“华珍

藏羌”的系列联名设计产品不仅成功实现羌绣文化的

国际推广，也获得了近一千万元经济效益。与此同时，

2019四川航展的开放日上推出的“航展×三星堆”联名

款文创产品，也获得了市场的追捧和青睐。

其三，以“文创+”的设计模式，创新旅游文创商品

的购买与使用体验。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大多数停留在

工艺品、“到此一游”式纪念品和农副产品等层面，各景

区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商品形式使得旅游者失去了

购买兴趣。这些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工艺品销售量逐

年下降。旅游商品成为景区经营中的巨大价值洼地，

迫切需要以文化创意设计植入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

力。有学者提出，旅游纪念品更侧重于伴手礼，文创产

品更注重馈赠感和礼品感[7]，换言之，文创产品在设计

上更应关注产品的精神内涵和功能价值，需要更深刻

地了解和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

创+生活”“文创+科技”“文创+美食”“文创+体验”“文

创+物联网”等成为旅游文创设计的主流发展方向。

旅游文创产品在设计上更倾向于故事化、情感化、时尚

化、科技化，文创销售空间设计注重场景化、体验化，产

品运管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延伸，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

运营销售，要求产品在设计中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

对旅游文创产品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考虑，

以此适应当下的旅游消费者的新需求。

最后，以设计带动乡村振兴、以文创推动精准扶

贫，是四川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创新引擎。四川拥有

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

一。《四川省“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指

图6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郝淑萍的熊猫蜀绣作品 图7 华珍藏羌和植村秀联名推出的羌绣限量版洁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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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做好文化与旅游、农业、生态等融

合发展规划，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现代观光农业等产

业，打造红色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旅

游品牌；鼓励乡村和民族地区开发非物质文化旅游商

品和乡村民宿旅游项目，支持其提升文化内涵和附加

值[8]”等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文旅融合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紧密结合，也与精准扶贫的内容有诸多

内在联系。扶贫先扶智，文化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

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设计作为一种生产力，积极介

入精准扶贫，能更好地实现文化研究与传承创新相结

合，促进乡风文明的新转变，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推进设计扶贫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印发《设计扶贫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

“更好发挥工业设计在提升产品品质、助力产业扶贫方

面的作用，切实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9]。目前已有众多高校和机构加入其中，在四川地

区部分贫困地区开展旅游文化资源的设计创新转化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设计介入扶贫，将激发发贫困人

群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从而进一步带动乡

村创业创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四川文化旅游业发

展目标的实现。

四、结语

2019年4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旅

经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提出“经过5

年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

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文化高地

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10]的总体目标。当下，四川

文化的影响力还亟待提升，旅游文创的设计开发对于

构建以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为代表的四川文化旅游

品牌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赋

能、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将极大推进四

川建设文化强省目标的实现，更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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