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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亟需青年人的传承与保

护。我国一直积极探索以生产性保护模式作为非遗主要保护模式，然而生产性保护作为非遗保护的传统

模式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相关文创产品如果没有扩大营销渠道，非遗传承的文化内涵就无法展现，非遗

也面临消失的风险。因此，更应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将电商平台与非遗传承相结合起来，建立专业

的人才培养系统、建立电商人才联动培养机制、健全非遗相关的电商人才队伍管理机制的角度入手，进

一步营造文化自信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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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arrier of my country’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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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is in urgent need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by young people. Our country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productive protection 
model as the main protection model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productive protec-
tion, as a traditional model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If 
releva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o not expand marketing channels, the cultural connota-
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ll be lost. It cannot be displayed,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lso at risk of disappearing.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Internet as a 
platform, combine e-commerce platforms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stablish a profes-
siona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establish a joint training mechanism for e-commerce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e-commerce talent team management mechanism related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
itage, start by further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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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提升中华民族认同感的

重要依据。非遗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青年人通过传统节日与长辈团聚，更通过非遗与

祖先达成共鸣，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骄傲。然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新潮文化与

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样的矛盾导致非遗正在被年轻一代人逐渐遗忘，非遗的传承也面

临危机。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指出，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健全非遗调查记录体系、代表性项目制度、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

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实施动态管理，探索认定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加强非遗传承人群培养、

强化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强化融入生产生活，

创新开展主题传播活动，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1]。因此，让非遗融入全新的电商时代

是挽救的最佳措施。 
据《2021 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发展报告》中指出截至 2021 年 6 月底，淘宝天猫平台上非遗店铺

数量超过 35,000 家，较两年前增长近 32%。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非遗商家正从三线向二线和一线城

市快速发展和聚集。两年来，二线城市超越三线及以下城市，成为淘宝非遗店铺数量集中的区域。一

线城市的淘宝非遗店铺数量增长快，增速为 42% [2]。然而，截至 2024 年 5 月，淘宝店铺以当代新潮

“盲盒”文化为代表的泡泡玛特旗舰店有 629.5 万名粉丝，而以非遗文创店铺为分类的第一名店铺“景

韵阁掐丝珐琅画”仅有 17.1 万名粉丝。从以上数据来看，非遗文创产品的受众面正在逐渐扩宽，但与

新潮文化的传播速度相比还是较慢，需要更进一步的改进，跟上现代年轻化审美的步伐。非遗的发展

应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大部分非遗传承人都专注自己的技艺精益求精，然而没有专业的电商人

才进行培养，非遗文创产品对年轻消费群体难以有持续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

文献以及对丹寨靛蓝蜡染坊进行麻雀案例分析，从“非遗+”的模式来分析电商人才培养的路径，并

给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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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遗+”保护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非遗+”保护模式的发展现状 

我国政府和各界学者历来都十分注重非遗保护的发展。一方面，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我国政府将民间口头创作、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民间艺术

等统一纳入“非遗”保护范畴[3]。并在 2011 年 2 月，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

保护提供了法律这一最为关键的保障。从这时候开始，我国政府基于对非遗项目经济价值的认识便提出

“生产性保护”政策。这一积极性探索让非遗加入到市场中进行竞争，用适当的竞争激发非遗的积极性

与创造力，用市场的渠道拓宽非遗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各界学者对非遗保护也持有不同的观念。一是通过“非遗 + 旅游”的模式进行开发利用，

比如结合案例研究有针对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化”传承模式进行了探讨[4]；或者利用 ArcGIS
叠加分析法对保护区 16 个县的非遗资源进行旅游发展潜力评价[5]；又或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法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内容并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社会建构模型[6]。二是通过“非

遗 + 数字化”模式进行保护研究，比如重点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数字分类和检索体系构建、虚拟现实和可视化展示技术等问题[7]；或者是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

具体技术手段，数字博物馆与数据库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运行形态[8]；又或者是通过“数字

化生存”条件，一方面突破特定民族非遗在物理小区域传承传播的传统，让“独特性”通过多民族共同

体建设出协同参与的新文化。另一方面在获得虚拟空间全球开放传播福利的同时，实现多民族文化内生

的多样性在虚拟世界里的创新再造[9]。三是通过“非遗 + 电商”模式进行传承研究，比如基于“互联

网+”的产业新需求，通过个性化定制、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包装、VR/AR 技术应用等创新手段，可以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探索一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10]。因此，本文从“非遗+”模式进行思考，将

电商平台与非遗传承结合起来，建立“非遗 + 电商”运作模式，健全非遗相关的电商人才队伍管理机制。 

2.2. “非遗+”模式的主要问题分析 

尽管近年来非遗消费供给在不断增加，消费人群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非遗传承青黄不接的问题依

旧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当前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如何通过扩大消费来吸引年轻人

进行技艺传承已成关键问题。现如今 85 后和 90 后作为非遗商品消费主力军，非遗就更离不开相关文创

产品的电商销售平台。所以培养优秀电商人才是让非遗深度融入新时代文化潮流的重要前提。然而，培

养优秀非遗电商人才面临如下问题：第一，非遗电商营销渠道广泛度有待提高。和义乌小商品的批量生

产不同，许多非遗类文创产品由于其小而精的特点，还停留在线下体验和售卖阶段。第二，非遗电商人

才培养模式规范化程度不高。经济不发达地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不规范，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许多非

遗项目还未被发掘，其传承技艺就已无人问津。但经济发达地区如泉州就开设免费培训班，系统教授泉

绣技艺，并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向有学习刺绣意愿的妇女群众免费开设 4~5 期的职业技能培训班[11]。
第三，“非遗 + 电商”模式的不成熟。尽管非遗涉及的生活及生产维度十分广泛为“非遗+”的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然而正是由于其分散和碎片化的特点，导致“非遗+”模式难以规模化。每个不同的

非遗文创产品都有其独特特点，“非遗 + 电商”的模式不成熟，就会导致电商和非遗传承人之间难以达

成共识，也就无法打造非遗品牌知名度。 
通过以上现状分析可知，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活”的形态体现，是持续增强文化自信的关键。只

有传承人的不断创新，改造民间传统手工艺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模式，让非遗技艺与新潮的电商应

用结合，不断激发非遗的创造性以及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性，才可以使传承更加规范、系统、科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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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类文创产品活跃在年轻人的视野中。 

3. 贵州某工坊案例分析 

3.1. 案例工坊概况 

尽管丹寨县蜡染坊的种类繁多，但本文将以在电商平台粉丝最多的店铺“丹寨靛蓝蜡染坊”为例来

进行分析。黔东南的丹寨县作为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有许多纯手工的传统工艺，而举世闻名的蜡

染便是其中之一。苗族蜡染古称蜡缬，是一种以蜡防染的传统手工艺，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秦汉时期，六朝开始盛行，自宋代以后渐渐衰退。由于丹寨县在改革开放前长期与外界隔绝，形

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工艺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丹寨苗族同胞称蜡染衣服为

窝妥或务图，其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包括各种服饰、床单、被面、包袱布、包头巾、背包、背带、提

包等[12]，上面染的图案则兼有图腾含义和社会意思的特殊文化语言，虽然许多祖辈留下来的蜡染纹样已

难以考证它原来的意义，但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蜡染早已融入苗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之中[13]。传统的蜡

染工艺在丹寨都是运用在少数民族服饰与日常生活中，但正因为创办人是一对 90 后夫妇，丹寨靛蓝蜡染

坊在传统工艺的精湛下又透露出新潮文化的气息。这样一家体验式工坊，不仅将自己独特的蜡染工艺作

为体验式工坊进行学习交流，而且会不断创新蜡染图案融入到新潮服饰中。 

3.2. 案例电商实践 

据数据显示，当前非遗商品消费主力军群体仍为 90 后，电商平台的推荐算法为非遗创新提供了至关

重要的帮助。“丹寨靛蓝蜡染坊”运用“非遗 + 电商”的模式进行蜡染相关文创产品的宣传，其主要运

营平台在抖音，和抖音电商一样，该家在直播、短视频运营、客服接待都能做到面面俱到。第一，该家

店铺会定时直播介绍不同产品的工艺，对手工定制的部分过程也会进行记录，并在其中穿插关于蜡染的

传统知识，让蜡染被更多人看见。第二，该家店铺也会利用短视频对蜡染工艺进行宣传。比如主页置顶

第一条短视频是名人对蜡染的相关产品进行采访，由本土的蜡染传承技艺人进行解答，日常的短视频是

以传承人对蜡染的制作过程为主，体现出蜡染工艺的精美绝伦。第三，在咨询客服的过程中，客服 24 小

时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给顾客对蜡染坊的好感不断增加。除此之外，通过抖音平台的宣传，可以看出

非遗传承人在通过“非遗 + 电商”模式提高了蜡染的知名度，也为未来引入更多的传承技艺人，作为非

遗的蜡染也得到了持续性的发展。“靛蓝蜡染手工坊”通过“非遗 + 电商”模式成功将指尖上的技艺推

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优秀的非遗项目尚未被发掘，这些濒临消失的非遗由于缺

乏经济价值、技艺失传等原因不被重视，如何再造出“手工坊”一样成功的电商“爆款”，吸引年轻人

返乡就业是关键所在。 

3.3. 案例电商人才培养策略 

由于蜡染作为传统非遗的一项特殊技艺，不仅包含了千年来的文化底蕴，也包含了当地苗族人民的

生活习惯，因此许多蜡染图案的制作都是由老手艺传承人进行制作。2016 年，出于对苗族蜡染技艺的爱

好，刘绍花来到了潘其波和朋友合伙创业的蜡染坊，边打工边学习蜡染技艺，两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

人从相知到相爱，共同创业打拼。2018 年，潘其波创立了“靛蓝蜡染手工坊”，走上打造自己原创品牌

的创业路，手工坊还为 6 名有蜡染手工技艺的贫困画娘提供了就业岗位。几年间，夫妻俩每天除了设计

蜡染图案、指导画娘绘画和染制蜡染订单产品外，还定时通过网络直播，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蜡染”的文化渊源及制作技艺。近年来，他们的直播获得了十多万网友的关注，

单次观看率最高达 1600 多万次。夫妻俩通过直播平台和电商平台销售的传统蜡染制品和现代家居类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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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多达三十款。如今，他们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订单，其中还有部分私人订制的订单，

年收入达 30 多万元，夫妻俩和贫困画娘们共同摆脱了贫困，走上“指尖致富”之路。来到丹寨，许多游

客可以在这里体验蜡染的制作过程，但是愿意完全停留下来学习该制作工艺的年轻人数量还是屈指可数，

所以在抖音短视频上该家工坊会用部分针法、晾晒工艺来吸引年轻人到丹寨进行学习体验。由于蜡染作

为手工艺品，因此价格会比工厂批量生产的服饰成本高。该家蜡染坊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在电商平台有数

量众多的定制订单，而且在地方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下，国际上定制的蜡染工艺品也售往其他国家，甚至

在国际上还博得了“东方第一染”的美誉。 

4. 电商人才培养路径 

基于本文的上述研究，“非遗+”模式下的电商人才培养路径需要多元主体相互参与支持，如图 1。
以政府部门、相关企业、电商平台三大主体进行分析，最终吸引优秀电商人才活态化“非遗 + 电商”模

式，将非遗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营造真正文化自信的环境。 
 

 
Figure 1. The training path of e-commerce talents unde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del 
图 1. “非遗+”模式下电商人才培养路径图 

4.1. 政府部门宣传与支持 

政府部门作为非遗政策的制定者，国家层面就已出台了 72 份非遗政策，包括了非遗的项目名录、法

律等[14]，足以看出政府部门对于非遗发展的重视。首先，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宣传相关政

策信息，让人们了解相关政策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方式，让年轻人对于当地非遗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

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从而达到电商人才的“内收外吸”，从本文中的案例可知，90 后的劳动力对于创业

的态度是正面的，如果有合适的机会，90 后愿意返乡就业，实现老一辈传承的非遗情怀，又不与时代脱

轨。其次，政府部门可以进行适当的项目推广，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非遗 + 电商”项目进行宣传并开

展培训班，提高当地居民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最后，政府部门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措施：比如提供资金、

资源、政策优惠等支持，以鼓励和推动“非遗 + 电商”领域的发展，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 

4.2. 相关企业鼓励与培训 

相关企业在不同供应链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非遗相关文创产品在走向电商化的道路时需要得到正

向的鼓励与培训。对于“非遗 + 电商”模式下的电商人才来说，首先可以通过设立奖励制度，激发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比如在研发部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远途运输、缩短工时的文创产品时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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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奖金以表鼓励，这样可以极大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为企业提供最佳经济效益。其次，可以通

过企业到校园进行培训的方式，为少数民族非遗相关企业的学员开展个性化的培训与学习，鼓励互联网

平台为非遗企业培养互联网运营人才，从而吸引外来人才资源。比如在蜡染工坊内很多技艺人参加的培

训班都是导师制度，他们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员工指导新员工，加速成长，提高手艺的成熟度。也会对

每个员工个性化培训，根据员工的需求和特点，定制适合的培训内容，比如电商人才可以进行新媒体

运营账号技巧以及拍摄技巧。所有员工通过持续学习非遗企业文化，营造出真正一批向上的非遗保护

企业队伍。 

4.3. 电商平台优惠与补贴 

“非遗 + 电商”模式的成功开展离不开电商平台的优惠与补贴，电商平台可以对消费者进行折扣优

惠直接对商品进行打折销售；也可以通过满减活动达到一定金额可享受减免优惠，比如天猫非遗店铺进

行 300 减 40 的优惠活动；还可以通过赠品促销在购买商品时赠送相关赠品从而让消费者对赠品产生兴趣

再次回购，还有限时特价、或者会员特权等优惠与补贴都是能够有效促进消费的手段。比如列于北京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燕京八绝”与京东商城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些非遗产品将在网上交易、网上拍

卖，并且进行产品和设计众筹以及展商 + 电商模式创新、移动支付等多领域合作。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

加入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的行列之中[15]。因此，西部地区也应加快步伐进行“非遗+”模式创

新，与电商平台进行有效合作，既吸引青年群体的购买消费，又扩大非遗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影响。 

5. 结语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强调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高质量内容产出机制，

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创新媒体业态、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强化用户连接，发挥制度优

势和市场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竞争力。随着网络电商时代的不断发展，非遗保护利用的方式也应有所改

变，尽管生产性保护方式让我国非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具有一定局限性。“非遗+”新发展保护模

式的出现，该模式可以以目前互联网市场占主流的淘宝、抖音、京东平台相互联动的方式呈现，手机用

户都可以通过非遗相关的推广从而进行传播与了解。除开“非遗 + 电商”此类刚起步的“XX + XX”模

式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非遗领域尚未得到发展。因此，如何发掘其他更多“XX + XX”保护模式和发

展好“非遗 + 电商模式”，都还有许多需要思考和上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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