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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甘肃省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融合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不仅在历史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而且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特色手工

艺品。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为甘肃特色文化产品提供了新的推广和销售渠道，促进了地方特色文化

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本研究通过分析甘肃省的文化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现状，探讨了融合过程中的互

补优势，包括市场拓展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同时，识别了面临的挑战，如物流效率低下、文化产品数

字化转型、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的需要，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外，通过敦煌

文化电子商务实践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成功要素和启示，为未来甘肃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融合提

供了策略方向。最后，文章展望了甘肃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融合的未来，强调了其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和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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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stinctive culture 
and e-commerce in Gansu Province. As a crucial nod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Gansu not only 
historically facilitate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rad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but also possesses a 
wealt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stinctive handicrafts.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e-commerce has provided new channels for the promotion and sale of Gansu’s distinctive cultural 
product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ocal distinctive culture and the economy. This 
study,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e-commerce 
in Gansu Province, discusses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cluding 
market expans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dentifies challenges faced, such 
as low logistics efficiency, the nee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brand building, 
market promotion,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Furthermore, through cas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e-commerce in Dunhuang culture, it 
presents a series of success factors and insights, providing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inte-
gration of Gansu’s distinctive culture and e-commerce. Finally, the article anticipates the futu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stinctive culture and e-commerce in Gansu, emphasizing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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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其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甘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多民族文化汇聚和融合的地区。这里保存了包括

敦煌莫高窟在内的世界级文化遗址，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手工艺品，展现了甘肃深厚的历

史积淀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近几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崛起，大大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消费习惯，其中

也包括了文化旅游商品[1]。电子商务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购物渠道，更为地方特色产品的推广和

销售开辟了新路径。特别是在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与经济发展方面，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管理经营模

式将给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 

2. 甘肃文化产业与电子商务融合现状 

甘肃省，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甘肃的文化特色深受其独特

地理位置和悠久历史的影响，特别是丝绸之路文化、佛教艺术及民间手工艺等，这些都是甘肃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的历史使甘肃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佛教艺术在敦煌莫高窟等地的

壁画和雕塑中得到了卓越的体现，而甘肃丰富的民间手工艺，如羊皮筏子、兰州刻葫芦、庆阳剪纸、洮

砚、甘谷木雕等，也展示了地方民众的智慧和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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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甘肃特色文化产品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拓展。这与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交往理论不谋而合，世界的交往在新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文化传播[3]。电子商务不仅

为甘肃的特色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也使得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到甘肃的文化。当前，甘

肃地区特色文化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表现日益突出，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地方特色食品，通过网络销

售实现了价值的增加和文化的传播。 

3. 二者融合的互补优势 

3.1. 拓展市场 

电子商务为甘肃特色文化产品打开了国内外市场的大门。借助电商平台，甘肃的商家能够突破地理

限制，将产品直接推介给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这不仅提升了销量，也增加了甘肃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此外，电子商务的数据分析工具还帮助商家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供给，从而实现更加精准的

市场定位和产品推广。电子商务平台的利用显著提升了甘肃特色文化产品的市场覆盖率。以敦煌文化创

意产品为例，成立于 2004 年的“敦煌网”平台，目前已成为中国领先 B2B 跨境电商服务平台，也是美

国最大的跨境出口 B2B 电商平台。 

3.2. 文化传播 

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了甘肃文化传播的新渠道。通过网络销售，甘肃的文化产品不仅能够达到商业价

值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产品的流通，甘肃独特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也得以传播。电商平台上的

产品介绍、客户评价和互动交流，为消费者提供了深入了解甘肃文化的窗口。同时，一些电商平台还通

过内容营销，如制作文化背景介绍、艺人访谈等形式，进一步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提升了甘

肃文化的全球认知度。 

4. 二者融合面临的挑战 

4.1. 人才短缺与培养不足 

在甘肃地区，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可能受到人才短缺和培养不足的制约。电子商务领域需要涉及数字

营销、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但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和资源投入[4]。缺

乏相关专业人才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限制了甘肃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和深度。 

4.2. 技术落后与基础设施不完善 

甘肃地区存在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虽然无人机配送和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可以提

高物流配送效率，但如果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发达地区，这些技术的应用将受到限制。

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可能阻碍物流配送的现代化和高效化[5]。 

4.3. 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转型困难 

将传统的甘肃文化产品进行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多方面的困难。首先，这些文化产品可能具有复杂

的制作工艺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数字化过程可能需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其次，数字化转型可能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6]，包括进行文物保护和数字化技术开发等方面。此外，一些传统文化产品可

能难以适应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模式，需要重新设计和调整。 

4.4. 品牌推广和市场扩展受限 

甘肃地区的文化产品面临品牌推广和市场扩展受限的挑战。由于地域文化的认知度不足、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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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强势等因素，甘肃地区的文化产品可能难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此外，一些传统文化产品可能面

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来扩大销售渠道和增加市场份额。 

5. 案例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甘肃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的融合现状，本研究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了敦煌文化

产品的电商化作为研究对象。 

5.1. 敦煌文化电子商务实践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址，其独特的佛教艺术和壁画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瑰宝。近年来，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敦煌研究院与电子商务平台展开合作，成功地将敦煌文化元素转化为一系列文化

创意产品，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这一合作不仅仅实现了敦煌文化的商业化，更推动了敦煌文

化的全球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种合作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商业转化。通过将敦煌文化的艺术

元素与现代文化产品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富有创意和艺术价值的产品，包括文化衍生品、艺术品、装

饰品等。这些产品不仅保留了敦煌文化的精髓，同时也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和需求，具有很高的市场

价值。其次，这种合作推动了敦煌文化的全球传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渠道，敦煌文化产品得以

迅速触达全球各地的消费者，实现了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购物的方式轻松购买

到敦煌文化产品，从而增加了对敦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总的来

说，敦煌研究院与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是一次成功的案例，不仅实现了文化价值的商业化，也推动了敦

煌文化的全球传播。这种文化与商业的结合不仅有利于传承和保护敦煌文化，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生机，为更多人了解和欣赏敦煌文化提供了便利和机会。 

5.2. 成功因素分析 

首先，敦煌文化品牌的成功建设突显了品牌效应在推广文化产品中的重要性。通过精心打造品牌形象和

传播品牌故事，提高了消费者对于敦煌文化产品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品牌化的推广不仅使消费者更容易记住

和识别敦煌文化产品，也为产品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次，产品

质量与文化深度的保障是品牌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坚持高标准的产品质量与深化文化内涵的开发，不仅使

敦煌文化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确保了产品的可信度和价值体现。通过对产品的严格把控和文

化内涵的深化挖掘，敦煌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业价值，更具有教育与收藏的双重价值，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

丰富和有意义的消费体验。另外，多渠道营销策略的应用也是品牌建设的重要手段。有效融合线上与线下营

销渠道，扩大了敦煌文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力。通过在线上电商平台的推广和线下文化展览活动的举办，敦煌

文化产品能够更广泛地触达目标消费群体，实现了文化与商业的互利共赢。这种多渠道的营销策略不仅扩大

了销售渠道，更增强了品牌的曝光度和知名度，为敦煌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品牌建设在推广敦煌文化产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品牌建设，可以提升产品的

认知度和接受度，确保产品质量和文化深度，同时利用多渠道营销策略拓展市场影响力，实现文化与商

业的有机结合，推动敦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6. 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融合的路径 

特色文化与电子商务的融合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过程，需要从不同角度制定路径和策略。 

6.1. 政府支持与数字化转型 

当涉及政策支持与数字化转型时，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应该积极出台支持特色文化产业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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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以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这些政策

的实施将为特色文化企业提供更为稳定和有利的经营环境，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数字化转型中来。

与此同时，特色文化企业也应该自主采用新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以提升产品展示效果，吸

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通过采用这些新技术，特色文化产品可以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展现更为生动

和震撼的视觉效果，从而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此外，特色文化企业还应该积极拓展在线销售渠

道，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全球化优势，将产品推向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实现销售额的增长和市场份额

的提升。通过政策支持和自身努力的双重推动，特色文化产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将会更加顺利和高效。 

6.2. 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 

在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方面，特色文化企业有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首先，特色文化企业应该加强

品牌建设工作，通过精心打造品牌形象和传播品牌故事，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建立独特的

品牌标识和文化内涵，特色文化企业可以让消费者更加容易地识别和记住其产品，建立起消费者对品牌

的信任和忠诚度。同时，利用电商平台内置的营销工具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力，特色文化企业可以进

行精准的市场推广活动，将品牌信息传播给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增加产品的曝光度和市场份额。 
其次，特色文化企业还应该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的全球化优势，将特色文化产

品推向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通过在电商平台上设立海外销售渠道，特色文化企业可以突破地域限制，

将产品销售至世界各地，实现跨境销售和国际化品牌建设。同时，特色文化企业也可以通过参加国际展

会、举办海外推广活动等方式，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布局，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通过

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的双重努力，特色文化企业可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6.3. 物流配送优化与产业链协同 

在物流配送优化与产业链协同方面，特色文化企业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首先，特色文化企业

应加强与物流公司的合作，共同优化物流配送网络，以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物流成本。通过

与专业的物流公司合作，特色文化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物流资源和经验，实现快速、准确、安全

地配送产品至消费者手中，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增强客户满意度。 
其次，特色文化企业还应积极促进特色文化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通过整合产业资源，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特色文化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包括与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加工企业、

销售渠道商等各环节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特色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的优化和提升。通过

建立稳定的产业合作关系，特色文化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链的持续健康发展。 

6.4. 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 

在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方面，特色文化企业需要采取综合举措。首先，特色文化企业应加强对电商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以提升企业的电商运营和管理水平。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特色文化

企业可以培养出一支具备专业技能和创新意识的电商团队，从而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和发展需求。同时，

特色文化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具有丰富经验和先进理念的电商人才，快速提升企业的电商管理水平，实

现业务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其次，特色文化企业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商合作，拓展海外市场，实现特色文化产品的跨境销售和国

际化品牌建设。通过与国际电商平台的合作，特色文化企业可以将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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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同时，特色文化企业还可以借助国际合作的平台，与海外文化机构、跨国

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文化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活动，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品牌的国际化发展目

标。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特色文化企业可以借助国际资源和市场优势，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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