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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文化消费语境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如何通过IP化设计开发策略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

的双重提升。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法，以杭州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为例，分析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在满足公

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如何通过创新设计和文化价值的强化，促进文化传承和经济效益的共赢。结果：

通过开发具有高辨识度的产品，以文物特性为轴延伸产品个性，呼应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需求；通过

增强情感联结、刺激多次消费和加强消费参与的方式促进文化价值的传播，以实现博物馆文创产品IP化
开发。结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应坚持文化价值优先的原则，深入挖掘文化主题，创新设计思路。

同时，博物馆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把握市场动态，成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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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achieve the dual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 through I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tak-
ing Hangzhou Deshou Palace Site Museu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museum’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promot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co-
nomic benefits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and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values while meeting the 
public’s cultural consumption needs. Resul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with high re-
cognizability, we can extend the product personali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elic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We can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by strengthen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stimulating multiple consumptions, and 
enhancing consumer particip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IP development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onclusion: The design of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hould ad-
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cultural values, dig deeper into cultural themes, and in-
novate design id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museum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national policies, 
grasp market dynamics,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
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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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模式逐渐由物质需求向精神文化需求转型。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体和传播者，其丰富的藏品是文化资源的集中体现。博物馆文化创意产

品以馆藏文物为基础，进行功能上或艺术上的创新设计，从而与公众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在满足参观者

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为了推动我国文化博物事业的持续进步，中央政府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该行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期间的出土文物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计划，激发博物馆文化创意

产业的潜力与活力，指引文博事业的创新方向。在政策支持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据统计

数据，2020 年，全国博物馆总收入已达 326.97 亿元，其中文化创意产品收入超 24 亿元；2021 年，博物

馆总收入进一步增长至 399.65 亿元[1]。2022 年数据显示，上半年文化消费支出中，购物消费所占比例高

达 55%，其中以文化创意产品为主要代表[2]。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已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消费，不仅是大众知识构建、价值观念培养和文化认同建

立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消费领域中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3]。 
我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积极发展，在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期望也

在不断增加。随时代的飞速发展，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也需不断迎合时代风尚，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IP 即知识产权，在当代语境下，IP 的概念逐渐扩展，可泛指具有高专注度、大影响力并且可被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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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造的创意性知识产权[4]。“文化 IP”描述了文化产品之间的联系，形成具有高度可识别性、自带流

量、具备显著的商业转化能力以及持续的盈利潜力的文化符号，博物馆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使其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近年来“IP”成为商业市场中炙手可热的话题，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亦可乘文化 IP 之东风，

建立博物馆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相互赋能的良好合作模式。过往研究中更多关注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化的

推广策略和审美上的设计策略，少见系统性的开发策略。因此，如何有效地将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和文化

资源通过 IP 化的方式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创产品，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以南宋时期的德寿宫为背景，其文创产品深植于宋韵文化，结合了文物元素、建

筑元素和宋韵元素，设计上融合传统与现代，使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热烈反响，也成为市民游客心中对德

寿宫重要的记忆标识。由此，本文将以杭州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文创产品为案例，从文化消费视角出发，

深入探索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的新路径，以期激发该领域的持续进步和演化。 

2. 作为文化消费产物的博物馆文创产业 

文化消费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经济与文化特征，本质上反映了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强

烈需求及其享受过程。文化消费的兴起象征着社会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生产导向型转向以

消费为核心的新型经济模式。鲍德里亚提出，文化消费的内涵中对符号价值的追求远超对物质产品的功

能性追求。在当代社会，消费者被各种符号性元素所环绕，这些元素经由广告、媒体等传播渠道构建出

一种文化语境，塑造和引导着消费者的选择与行为[5]。文化消费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性消费，消费者购

买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是其中负载的地位和个性品味。在这一模式下，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偏好

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文化产业通过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发展。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是博物馆基于其馆藏文物及相关文化元素，通过独立或协作等多元化设计方式

所开发的实体或虚拟的文化产品。自 20 世纪末起，许多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并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

业发展资源。在我国，1996 年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提出将博物馆文创产品定义为博物馆的“最后一

个展厅”。中国博物馆学会发表《关于加强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倡议书》推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6]。
随时代进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进步，要求对其发展策略进行持续的创新与优化，以确保其与时

代发展的脉络同步并实现适应性进化[7]。文化 IP 是国内文化经济的新生态，经由文献和现有热门 IP 综

合分析可发现高价值的文化 IP 具有三大核心特征：高辨识度、鲜明的个性和对价值观的强调。围绕这三

大特征，进行博物馆文创产品 IP 化开发，以创造更优质、更具吸引力的文创产品，促进经济价值与文化

价值的有机融合，实现两者的互利共生与协同增长。 
文化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创造性地构建文化的过程。文化消费不仅推动了博物馆文创产

品的设计和发展，优质的博物馆文创产品也能够反向促进和塑造市民的文化消费模式，培养并引导公众

提升其文化消费品味和整体素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化开发，通过加强自身影响力，有助于提升公众

的文化素养，激发社会经济的消费活力，推动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3. 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新开发策略 

3.1. 高辨识度：塑造博物馆文创标志产品 

3.1.1. 标志性形象 
在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化开发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提高辨识度的关键步骤。形象须满足文

化认同并兼具本馆特色，强化观众对产品的视觉认同，激发其情感共鸣，促进消费者对本馆文化背景的

识读，进而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和附加值。博物馆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而德寿宫则着重展现南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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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寿宫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核心形象选择主要围绕宋代建筑特色、精美雅致的宋式美学以及恢弘的皇城遗

址等方面，以德寿宫的代表特征和馆藏文物为设计元素，多采用渐变宋韵青绿色，或包含建筑特色的“宫

墙红”为主题色，体现了宋式韵味和本馆特色，强化辨识度。围绕着宋文化进行开发与设计，不仅回应

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喜好，也进一步强化了本馆独特的文化内涵。 

3.1.2. 标志性产品 
当下市场中商品的同质化现象日益显著，因此塑造具有本馆特色的标志性产品以增强辨识度显得尤

为关键。在杭州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中，生肖手提包作为标志性产品，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和深层

次的价值理念，亦能助推博物馆品牌形象和文化推广，也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与同质化显著的胶带、

明信片一类产品不同，造型小巧的手提包在文创产品中更具独特性与实用性。以兔年手提包为例，产品

设计是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展现。该手提包以“宫兔”为核心文化形象，源于德寿宫遗址出土的南宋

景德镇窑青白釉兔形瓷塑。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温顺、机敏的象征意义，白兔更是长寿和祥瑞的

象征符号。兔形象与手提包结合，给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也符合现代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审美追

求，提供了一种与传统文化相连接的独特体验，强实用性的产品形式也使消费者在购买中实现实用价值

和符号价值的统一。融合传统符号的创新设计使得文创产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同时以本馆

特色藏品为标志开发重点产品，更有助于提升产品的辨识度，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3.1.3. 标志性系列 
通过对文化主题的深度挖掘，系统性地开发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将其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

广泛吸引力和教育意义的文创产品，从而在促进文化传承的同时，实现文化影响力的扩展。不仅有助于

在多样化的产品中维持一致的视觉识别性，加强博物馆品牌的辨识度，也能加强公众对博物馆文化价值

的认知和理解。 
在德寿宫博物馆中，对“宋韵”文化进行挖掘，以知名宋画《千里江山图》为核心锚点打造系列产

品。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是宋文化传承和展示的重要载体，《千里江山图》则是宋韵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推进文创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德寿宫博物馆成功将《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融入到各类产品中，打造了

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开发了包括家居装饰、服饰配饰、文具礼品等在内的多样化产品线。系列

化的产品通过对统一形象的反复提及和不同形式的化用，加强视觉辨识度，同时也更易深入消费者的生

活。通过这些产品，消费者不仅能够感受到宋代的艺术魅力，还能将美的体验和文化精髓带回家中，实

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3.2. 鲜明个性：推动多元文创产品研发 

博物馆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文物形象传达着多样化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文物形象选择，理

解各个消费者群体的文化诉求，文创产品在开发中赋予文物形象鲜明的“角色”个性，强化消费者对产

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促进文化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消费粘性。 
《千里江山图》展示出博大的气场和胸怀，书画的特质也与“知识分子”“精英”等社会角色气质

紧密联系。文创产品在设计中针对高端客户群体，推出了服饰、茶具等产品，通过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

的结合，使文创产品呈现出庄重、文雅的气质。例如，千里江山图系列的高级丝巾，采用精美的印花工

艺，将画中的山水风光细腻呈现，既展现了古典艺术的魅力，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时尚潮流。如意龙系列

则深受青少年及家长的喜爱，这一系列以德寿宫特有的“簪花如意龙”形象为核心，卡通化处理的如意

龙一改威严形象，被“萌化”后的形象吻合了青少年活泼可爱的形象特征。在此形象基础上推出一系列

文创产品，如如意龙造型的文具、摆件等。如“鱼跃成龙”文具，在设计中融入了“鲤鱼跃龙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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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期望，更迎合了青少年和家长们的心理诉求。宫兔系列则以其可爱的设计赢得了女性市场的青睐。温

顺可爱的宫兔形象正迎合大众心理中的女性气质，文创产品在开发中放大了这一个性特征，推出了毛绒

玩具、服饰等产品。 
多样性的文创产品设计开发，表达了文物形象的不同特征，用鲜明的个性强化消费者的记忆，传递

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核心形象塑造起一个丰富的“博物馆 IP 宇宙”，更将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完美

融合，既提升了德寿宫的文化影响力，促进经济增收。 

3.3. 强化价值：激发文化消费主动性 

文化价值体现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能够迎合特定文化需求的特质，或是能够映射特定文化形态的

属性。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中，文化价值是其本质与核心，对文化的传承、消费者认同的构建以及教

育功能的实现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3.3.1. 仪式体验，增强文化情感连结 
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传播活动的本质不仅仅局限于信息的表层传递，而是更深

层次地体现为仪式化的实践，这种实践有助于巩固社会联系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在博物馆文创的产品

开发中，仪式性内容成了促进消费行为的一大助力。 
德寿宫在特定的节日和活动期间推出节日限定文创产品，如春节的宫兔系列、龙年的如意龙系列等。

在春节期间推出的新春福袋，设计师则以生肖为核心元素并结合博物馆特有的文化背景，创造出一系列

富有节日气息的文创产品。例如兔年福袋中内含的“德寿安泰”四字迎合了春节阖家健康的美好祝愿；

以“宫墙红”为底色，将本馆的建筑特色与节日特有的热烈氛围融为一体，也将历史文化符号与现代设

计理念成功结合，在传承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回应了现代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审美追求。在设计中予

以更具仪式性的节日特征，在情感上唤起了人们对春节的美好记忆和期待。产品与节日的文化内涵相结

合，消费者在购买这些限量产品时，不仅是在购买一件商品，更是在参与一个文化节日，这种参与感和

独特性增强了仪式感体验，推动了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从传统节日出发的文创产品设计，从一件商

品，唤起消费者对节日仪式的文化记忆，增强认同感。 

3.3.2. 多次购买，强化文化价值输出 
文化价值是文化产品经济价值形成的基础，文创产品应当追求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在

传承与弘扬文化价值的同时促进经济价值的增长与实现[8]。文创产品的设计应当基于对消费者行为模式

的深入分析，通过促进文创产品的再消费循环，增强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在消费者中逐渐

形成一种潜在的文化传播与教育效应，实现对消费者深层次的文化宣传与教育作用。在德寿宫遗址博物

馆中，其文创产品龙年福袋运用了时下流行的盲盒概念，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每个福袋内含如意龙系列

中不同款式的产品，以随机抽取的形式进行售卖。盲盒的“博彩式”收益反馈机制，使消费者期望从不

确定性中获得更高的回报，收获惊喜。顾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会在赌博式的消费过程中为自己喜欢

的款式反复买单[9]。也有一些消费者以收集全系列产品为终极目标，在博彩式的刺激之下探索“未知”

款式，通过反复购买集全整个系列，获得更强的成就感。反复进行的消费行为会让消费者对文创产品产

生更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加强了背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重复消费不仅可以增进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

认知和了解，增添了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文化价值观的深入输出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传统文化活力。 

3.3.3. 生产参与，延长文化价值感知 
价值内核是优质 IP 的核心构成要素。价值内核的多元性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参与性的平台，使得他

们能够在既定框架内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通过这种参与性生产实现对 IP 的认同感和个性化解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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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赋予，促进了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自我认同和定位[10]。高互动性的产品是消费者参与 IP 构成、接

受价值输出的有效助力。德寿宫热销的风筝、纸雕灯等 DIY 材料包，通过 DIY 过程，让消费者参与到文

创产品的开发中。同一款材料包，制作出的产品却各有差别，彰显着消费者的参与性，以及对于个性化

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者不仅仅是购买一个产品，更是在体验一种文化。主动参与 DIY 产品的生产，这

种参与感既赋予消费者对最终成品更高的认同感和成就感，也延长了消费流程。在制作过程中，消费者

不断接受产品的相关信息，包括其技艺、历史、艺术等等方面，并最终形成产品的相关知识，扩展了顾

客的价值感知。 

4. 结语 

博物馆文创产品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德寿

宫遗址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文化消费语境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新路径与策略。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 IP 化开发策略需要综合考虑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新、产品设计的个性化以及价值

输出的有效性，创造出既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文创产品，从而有效促进文化消费的

升级和文化传承的创新。研究发现，通过打造具有独特文化标识和历史背景的文创产品，不仅增强了产

品的市场识别度，也加深了消费者对博物馆文化的记忆与认同，实现文化影响力的扩展。赋予文创产品

鲜明的“角色”个性，强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消费粘性。此外，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应优先考虑文化价值，通过仪式体验、多次购买和参与生产等策略，激发消费者

的文化消费主动性，加深对文化价值的体验和传播，强化文化价值的传播和教育功能。 
在文化消费的背景下，博物馆文创产品承担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应继续坚持文化价值优先的

原则，深挖文化主题，创新设计思路。此外，博物馆还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把握市场动态，不断优化

文创产品的发展环境，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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