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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随之电子商务对于民族地区产品的作用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对于少

数民族来说，对帮助民族地区发展售卖民族特色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能够帮助当地更多农民脱贫致富

的重要手段，对当地的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发展作用。本文主要通过阐述苗族非遗银饰这一贵州具有传

统民族特色产品的发展现状，以及该产品在实际发展和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试图找到一些解

决的方案，以期能够推动贵州民族特色产品电子商务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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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s a result, the role o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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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in the products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or ethnic mi-
norities,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help more local farmers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The 
local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tries to find 
some solutions by expound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ia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lver 
jewellery, a product with traditional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Guizhou, and some problems en-
countered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Guizhou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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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手工艺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1]，如蜡染、刺绣、银饰等。而贵

州省通过打造“黔系列”品牌，整合力量扶持发展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手工艺品，如苗绣、侗绣、水族

马尾绣等，这些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欢迎，还逐步走向国际市场[2]。虽然贵州的传统民族特色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其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存在的问题包括品牌缺

乏、市场狭小、交易平台有限等[3]仍需解决。 
黄平县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苗族银饰

种类繁多，包括银冠、耳环、项圈、项链、手圈、银腰带等，其中以银冠、响铃板、银项链、银腰带最为

精美。但由于处在贵州腹地，鲜少人知。而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交通不断便利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

其是电子商务的出现，为苗族银饰这一古老、原始的手工艺术的发展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平县通过

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探索“非遗传承 + 电商直播 + 扶贫兴农”的发展模式。例如，拱墅区联合浙江苗

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凤凰出山”苗银展销基地，推动苗银工艺的传承和销售。但是由于社会发展

进程的不断加快，苗族银饰制作技艺的传承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并出现了技术的断层以及制作出的

产品缺乏实用性的现象[4]。这无疑对苗族银饰制作技艺的继承与保护是一种威胁，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苗

族银饰在电子商务中的发展进行研究，为黔东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民族特色产品提供新的商业开发模式。 

2. 苗族非遗银饰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市场认可度与知名度不高 
苗族非遗银饰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市场认可度与知名度不高。尽管有些传承人如吴

水根通过精湛的手艺将苗族银饰推向全国和海外，提高了其知名度[5]，但整体来看，苗族银饰的市场认

可度仍然较低。尽管电商平台为非遗产品销售提供了新通道，使得更多人能够看到和欣赏到非遗之美，

但在实际操作中，苗族银饰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仍面临挑战。例如，虽然有“凤凰出山”苗银展销基

地等项目在努力推广苗银工艺，但这些努力的效果有限，未能显著提升苗族银饰的市场知名度[6]，可以

说贵州银饰虽然有数个银饰品牌，但是这些品牌尚未形成强势品牌[7]。此外，虽然数字化技术如抖音等

短视频平台对苗银的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这些平台上的内容传播效果并不稳定，且缺乏系统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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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市场营销策略，导致苗族银饰的市场认知度仍然较低。 
(二) 产业发展受限、市场占有率低 
首先，苗族银饰在国内市场的开发不足。尽管苗族银饰在国外市场有较大的潜力，但根据所查资料

主要的民族银饰来自日本等海外国家地区，国内商家数量较少[8]，这反映出缺乏市场开辟人才和新媒体

智能资源的利用。此外，黄平县的电子商务水平存在包容度低、信息不对称、操作技术落后等问题[9]，
这些因素也限制了苗族银饰的市场拓展。其次，苗族银饰的市场占有率较低。产量偏低，市场混乱，无

法满足需求，同时面临传承困境[10]，虽然通过互联网平台推动产品销售转化，带动了一定数量的手艺人

就业[11]，但整体来看，苗族银饰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不高，这可能与市场需求疲软、消费者认知度不足等

因素有关。 
(三) 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较单一 
首先，贵州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资源型和原材料型产业，缺乏多样化的产业结构

和龙头企业支撑[12]。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民族地区在面对市场变化和外部冲击时，抗风险能力较弱，

难以形成持续的经济发展动力。其次，虽然电商平台为非遗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渠道，增加了非遗文

化的影响力和商业变现价值，但过度依赖电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可能会降低非遗产品的体验和

文化内涵，甚至导致文化快餐现象。此外，传统手工艺人的数量逐渐减少，影响了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发

展[13]。综上所述，苗族非遗银饰在电子商务发展中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仅限制了非遗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还可能会因为过度依赖电商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四) 相关人才匮乏及其面临的其他问题 
根据所查资料，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工艺

[14]-[16]。然而，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

电子商务的发展还面临网络技术安全、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如农村电商发展迅速，但基础设施

和信息建设仍存在不足，城乡差距明显。网络信息技术不能全覆盖所有农村地区，网速慢以及维修较难

等问题常有。 
具体到苗族银饰，虽然有一些传承人和培训学校致力于保护和传承这项技艺，但整体上仍存在人才

匮乏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手工艺的复杂性和对技艺传承人的依赖，还因为现代电子商务环境对技

术和市场运营能力的要求较高，而这些技能在传统银饰制作领域并不常见。 
因此，苗族非遗银饰在电子商务发展中面临的相关人才匮乏问题，既有其自身技艺传承的特殊性，

也有现代电子商务环境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的提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传统技艺与现代电商技能的

结合培训，以及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推动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非遗银饰的传承和创新中来。 

3. 优化解决的对策及建议 

(一) 在产品中增加与现代元素，增加市场认可度与知名度 
苗族银饰的传统设计虽然精美，但过于复杂和厚重，不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因此，可以在保留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使其更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和佩戴习惯。例如，可以将传统图案

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设计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银饰产品。诸如头饰、颈饰、胸饰、

手饰等，丰富产品线，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其次在产品的设计中，可以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满足现

代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可以开发一些轻便、简约的银饰产品，适合日常佩戴，并且在设计上加入更多

时尚元素，如流行色彩、现代轮廓等。这样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还能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并且针对产品的本身而言不仅仅要创新还要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工艺，在苗族银饰的锻造过程中，要

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确保每一件银饰都具有高品质和独特性。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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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口碑传播。此外还要注重品牌化建设，通过加强苗族银饰的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可以通过故事化营销，讲述苗族银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

同时，建立品牌形象，设计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提升品牌的整体形象和辨识度，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推

进我们本民族文化产品通过新兴的商品流通方式有效结合，使黔货更好“出山”。 
(二) 加强品牌建设、助力苗银产业发展 
首先要明确苗族非遗银饰的品牌定位，确定其目标受众和市场范围。这有助于在消费者心中树立独

特的品牌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并且可以设计一个独特的品牌标识，通过一个设计有特点的视觉元素，

以增强品牌的识别度和吸引力。其次可以强化品牌故事，通过讲述苗族非遗银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增

加品牌的情感价值和文化内涵，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不经如此还要继续优化品牌战略，

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品牌战略，确保品牌在市场中的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已经打造出苗族

银饰的品牌，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优化(SEO)等手段进行宣传推广。并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开设官

方旗舰店，展示苗族银饰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还可以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展会和活动，增加产品的

曝光率和知名度。例如，在重要的节假日或文化活动中，组织苗族银饰展示和销售活动，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关注和购买，推动苗族非遗银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并且近年来黄平县也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

展览，如“芦笙会”，展示苗族银饰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消费者。此外，随着高铁网络等的便

利设施的建设，黄平县的苗族银饰等特色产品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销售。 
(三) 转换经济结构，建设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孵化产业 
电子商务孵化基地应包括直播带货、线上店铺运营、产品包装设计等多个功能模块，帮助非遗传承

人和小微企业快速适应电子商务环境并要建立完善的电商人才培训体系，开展电商培训课程，培养一批

懂技术、会经营的电商人才，帮助当地农民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技能，促进电商产业的发展，通过系统

的培训，提升他们的电商运营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并定期举办电商培训班，邀请电商专家和成功案例

分享者进行授课，帮助学员掌握最新的电商技术和营销策略。 
对于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孵化基地以及有了典型的案例，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的

店铺自 2008 年起开始从事非遗银饰制作与创新，并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苗族蜡染、苗族刺绣有广泛

合作，所通过“非遗 + 直播”、“内容 + 电商”的双结合模式，苗族银饰的制作和销售得到了推广。

还有潘雪利用抖音等网络视频平台展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吸引了大量关注。此外，黎平县“侗家七仙

女”团队也通过短视频软件进行流媒体宣传，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黔东南州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推进

以银饰、苗绣、蜡染为重点的民族文化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构建产销研

“三位一体”的产业体系。同时，一些企业如“黔艺宝”通过品牌化发展，将苗族手工银饰推向全国乃至

世界市场。以及黔东南州首信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建成对于黔东南当地物流集散地的打造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17]，充分展示了我们本地区的电子商务渠道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

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孵化基地。这些孵化基地不仅可以为苗族银饰等非遗产品的制作和销售提供平台，

还能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综上，通过建设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孵化基地，培养精通电子商务的人才可以有效推动苗族非遗银饰

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健康发展，实现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商业模式的完美融合。 
(四) 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完善用人机制，要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制度化，从制度上保障人才合理使用，

发挥人才作用最大化[18]，此外还要明确人才引进目标，以及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建立人才评估机制，并

提供优厚的待遇和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高水平苗族银饰锻造技术人才。以及要加强对苗族非遗银饰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确保技艺不被遗忘。可以通过建立非遗工坊、举办技艺展示活动等方式，让更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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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学习这一传统技艺[19]，鼓励和支持非遗技艺人才的培养，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确保技艺得以传承，

并通过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与开发计划，合理地挖掘、开发、培养苗族银饰锻造技术后备人才队伍，为

苗族非遗银饰的创新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五) 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 
贵州省还可以通过与大型的电商平台合作，通过大的平台发展促进本地电商的发展与产品的销售，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案例来分析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对当地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典型的案例一，通

过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贵州省通过产地仓、直采、窗口采购等方式，推动农产

品走入帮扶城市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20]。案例二是由贵州省商务厅和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指导的“智慧商

务大数据”平台“一码贵州”上线，专门设置了“黔系列”品牌专区，为“黔系列”品牌产品销售提供了

新的展示和销售渠道[21]。案例三是贵州省推动天猫(淘宝)、京东、苏宁、贵州电商云、贵农网、黔邮乡

情等大型电商平台落户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组织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和民族特色产品进行销售[22]。
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与大型电商平台的合作，贵州省的农产品得以更广泛地进入市场，特

别是帮扶城市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额和知名度。电商平台的合作不仅促进了

农产品销售，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帮助贫困县和乡村实现了脱贫目标。以及通过“一码贵州”平

台等措施，贵州省的“黔系列”品牌得到了更多的展示机会，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

电商平台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农产品销售，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帮助贫困县和乡村实现了脱贫目标。 
(六) 政府政策扶持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专门的政策和法规，保护和扶持苗族银饰的传承与发展。例如，《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已经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23]。政府还可以通

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苗族银饰的生产、销售和推广。例如，对非遗技艺人开办培训班给予经费补助，

以及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年发放补贴。并且政府还要引导民族企业对所生产的产品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促进民族特色产品的长远发展。以及应继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大数据 + 电商 + 物
流”体系，推动特色产业开发。改善村民对电商的接受能力和积极性，培养具有较强电商运作兴趣和能

力的少数民族农村同胞进行产业开发探索。所以近年来，黔东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等新模式向农村普及，支持农村居民开展多种形式

的电子商务创业就业。 

4. 总结 

近年来，黄平县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推动非遗银饰的销售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积极探索“非

遗 + 电商”的模式，参与了跨界、跨域、跨业融合，发展非遗经济或新业态，为非遗带来新的创作素材、

表现载体、传承平台、传播场域、展示途径和销售渠道。这种模式不仅促进了非遗产品的销售，还吸引

了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壮大了传承力量。在电子商务的推动下，黄平县的非遗银饰不仅保留了传

统工艺，还在不断创新中焕发新光彩。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黄平县将继续深化“非遗 + 电商”模

式，进一步提升非遗银饰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黄平县也将继续探索新的营销策略和渠道，推

动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贵州省内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并且由于贵州地区山脉纵贯，道路崎岖素有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

银的惯称，对于民族地区的商品流通售卖到其他地区是很困难的，并且由于当地物产较为单一，经济发

展主要依靠农业，对于传统银饰，人们即使想售卖，客流也多是本地人，这导致了人们并不能通过售卖

银饰来实现脱贫致富，所以，电子商务的出现大大加强了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的脱贫致富的速度，

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地区黄平县苗族非遗银饰在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分析和探讨，发现了苗族银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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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试着针对其遇到的困难分析其解决的方法。当然对于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还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共同致力于贵州黔东地区民族的特色产品，把苗族非遗银饰继续做大做强做好。并且贵州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且独具特色，通过苗族非遗银饰等具有民族特色产品的发展，使之成为拉动黔东地区乃至

贵州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且贵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独具特色，通过电子商务等的

数字化渠道的传播，必定会产生连锁反应，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贵州经济向上发展，联动

到贵州周围的省份一起发展共同进步，从而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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