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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为研究对象，采用SWOT分析方法，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河

南博物院文创产品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新的设计理念和品牌建设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品牌知名度

不足、市场渗透力有限、社交媒体宣传效果不佳、产品缺乏系列性等挑战。本文基于SWOT分析结果，提

出了跨界协同、系列化创新、新媒体营销、数字化赋能等营销策略建议，以期为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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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Henan Muse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its marketing strategy. The study found that Henan Museum’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have rich cultural resources, innovative design concepts and br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4
https://www.hanspub.org/


王宇翰 
 

 

DOI: 10.12677/ecl.2024.1341604 3964 电子商务评论 
 

building foundations, but they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brand awareness, limited 
market penetration, poor social media publicity, and lack of series of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marketing strategies such as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serial innovation, new media marketing,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Hena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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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文创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14 年，国务院

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创意和设

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1]。2024 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动全省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为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政

策保障和发展方向。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文创产业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在品牌知名度、市场渗透力、产品设计等方面仍存在一

定的差距。本文旨在通过对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 SWOT 分析，探讨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营销策略建议，以期为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 SWOT 分析 

2.1. 优势分析 

2.1.1. 河南博物院文化底蕴深厚 
河南博物院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之一，还是首批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建

的国家级文化殿堂。河南位于我国的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在这里孕育繁荣，从夏朝到北宋有 20 多个王朝

建都或迁都到河南，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 17 万余件，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龟甲和甲骨文，到宋

朝时期著名的钧窑天青釉碗、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2]，都是中华文化最生动的体现。因此河南博物院

文创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可支持产品的设计创作。 

2.1.2. 大力创新产品设计 
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设计不局限于目前同质化的产品类型，针对不同的文物设计了不同的产品形式，

以“绘彩陶伎乐女俑”为原型进行了盲盒创作，推出了“散落的文物”系列文物修复盲盒，让大众在挖掘

清理、拼接过程中感受文物的魅力，掀起了一股“盲盒考古热”[3]，依附玉文化的春秋时期青玉人首蛇身

玉器造型棒棒糖产品、文物巧克力、雪糕、文物图案的拉花咖啡，从味觉角度提升文物的价值和趣味性。 

2.1.3. 豫博文创品牌建设，拓宽产品市场 
河南博物院 2019 年设立文创办，豫博文创荣获各类奖项 40 多个，荣获“国家级版权示范单位”并

入选国务院评选的知识产权建设强国案例，设计了包括，考古盲盒、文物修复大师、仕女乐队手办、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宇翰 
 

 

DOI: 10.12677/ecl.2024.1341604 3965 电子商务评论 
 

拟公社 IP 周边以及华服来潮品牌定制服饰等 30 多款文创产品[4]，并且 2023 年，河南博物院开设“豫来

遇潮”直播间，直播间里不仅聊盲盒，聊文创，还邀请专家聊美食、讲文化，不只是对文创进行销售，更

深度挖掘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底蕴，激发品牌活力，发挥中原文化感染力。 

2.2. 劣势分析 

2.2.1. 品牌知名度与市场渗透力 
河南博物院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馆藏资源，其文创产品不仅是物质化的文化载体，更是传

承与弘扬中原文化的重要符号。因此，为有效发挥文创产品的文化传播功能，河南博物院需要将文创产

品向更广泛的大众推广，特别是当前社会中极具影响力的 Z 世代消费群体，进一步实现文化的深度渗透

与广泛传播。然而，根据市场调研数据显示，相较于苏州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等同行机构，河南博物院

在品牌知名度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而言，苏州博物馆通过精心策划的线上线下活动，在小红书 APP
上，则可以充分利用用户制造的属性，将约拍旅游的主题深化并结合博物馆线下活动来提高话题的关注

度；也可以利用这一平台用户的种草及测评的偏好进行苏州博物馆衍生品的推广和营销[5]。南京博物院

则通过创意十足的文创大赛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实现了文创产品销售额的稳步增长，年轻消费者群体占

比也显著提升。而河南博物院，虽然其文创产品蕴含丰富的中原文化元素，但受限于品牌知名度的不足，

市场渗透力尚显薄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在网络平台上的曝光量及讨论度，相较于前

述博物馆，存在明显差距，年轻消费群体中的认知度和购买意愿也有待提升。 

2.2.2. 社交媒体宣传内容严重同质化，缺乏有效的用户互动环节 
如今，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大众了解博物馆文创产品的主要窗口，而有研究发现，Z 世代在选择文创

产品时，会将文创产品的社交媒体宣传文案内容和短视频质量作为依据[6]。河南博物院在利用社交媒体

宣传产品上还缺乏新思路，找不到准确的定位，容易跟风模仿“爆火”文案，无法引起用户的共鸣。同

时，作为承载与传播地方文化精髓的重要平台，河南博物院在数字浪潮中更应积极拥抱社交媒体，将其

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文化与大众的桥梁。目前其短视频评论区往往缺乏即时、深度的互动，这不仅错

失了与受众建立情感联系的宝贵机会，也未能充分挖掘并展现文物背后深厚的历史故事与设计巧思。 

2.2.3. 产品品类多且杂，缺乏系列性 
系列化文创产品设计的实质是将文化作为必备元素融入产品的系列化设计中，它具备系列化产品设

计的自身特征。文创产品的系列化可以包括同一文化主题下生产完整的产品线，并且产品的设计风格要

统一，比如吉林博物馆的“礼遇吉林·永结良缘”茶具，以中国传统婚嫁礼仪文化为基础，开发了包含摆

盘、盖碗茶杯、托盘等茶具摆盘套装，也包括不同文化主题之间的故事串联[7]。河南博物院作为文化底

蕴深厚的博物馆，其文创产品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涵盖了考古盲盒、文物微缩仿制品、文化创意食品

等多个品类。然而，每一个创新思路的产品开发只是浅尝辄止，没有考虑到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互补性

和市场定位，那么这些产品就很难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博物馆品牌的传播和文化价值的传递。 

2.3. 机会分析 

2.3.1. 河南省资金和政策支持，推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 年，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措施中明确了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重点方

向，这有助于河南博物院精准定位，聚焦具有河南特色、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开发，如基

于河南历史文化的文物复制品、艺术品、文化衍生品等，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河南乃至中原文化的独特魅

力。同时，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关于推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意见》，通过举办文旅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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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河南博物院可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并投资文创产业，同时依托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中原出

版传媒集团等骨干企业的力量，形成产业联盟或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8]。 

2.3.2. 跨界合作，为产品注入新活力 
跨界合作有助于打破传统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局限性，将文化元素融入更广泛的生活场景中，实现文

化传承与创新融合的双重目标。河南博物院与宛禾品牌联手推出联名款米线，产品包括文物款袋装米线

和文物款桶装米线。这些米线的外包装以河南博物院的文物如妇好鸮尊、绘彩陶伎乐女俑、花瓣纹彩陶

钵为蓝本，文化韵味十足。此外，还推出了限量文创产品冰箱贴，进一步拉近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人

民创意与河南博物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

目标，在文创产品设计、文化创意活动、文化知识传播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河南博物院与鸿星尔克等

时尚品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融合文物元素的时尚产品。这些产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相结合，既展

现了文物的独特魅力，又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2.3.3. 依托社交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 
抖音集团与河南省文物局、抖音生活服务共同组建了“文博河南——抖 in 博物馆”主题宣传平台，

旨在推动文物活起来，吸引省内近百家文博机构入驻并开设官方抖音账号。平台通过创新视频内容、直

播等形式，探索文物博物馆年轻化、数字化的新玩法，提升河南文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博物馆文创品

牌如“国博衍艺”等正式入驻小红书，通过平台展示和推广其独特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往往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设计元素，能够满足用户对历史文化的独特追求。小红书用户可以通过平台

了解到最新的文创产品动态，并进行购买和分享。从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抖音和小红书)的角度来看，河

南博物院文创面临着广阔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从这两个案例来看，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平台的用户基

础、内容形式、互动体验、电商销售等优势资源，河南博物院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发展，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4. 威胁分析 

2.4.1. 线上：社交媒体平台文创品牌竞争用户注意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营销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线上平台争夺用户流量。这导致获取

高质量、低成本的流量变得越来越难，营销成本不断攀升。同时，用户的注意力被各种社交媒体、短视

频、新闻资讯等分散，导致过渡同质化的营销模式难以长时间占据用户心智。这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快速

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以及创作高质量、有吸引力的内容来吸引用户关注。而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直接影

响内容的曝光率和用户的浏览行为。如果平台调整算法规则，可能导致企业原有的营销策略失效，进而

影响流量和转化率。 

2.4.2. 线下：旅游业影响博物馆客流量与文创销量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购买渠道既包括线上的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平台，线下的博物馆文创店也是不可

获取的一部分。而有研究发现，博物馆人流量与旅游季节性问题挂钩，出现淡季和旺季，地区内其他景

点的客流量也是对文创产品销售的间接影响因素[9]。博物馆需要充分利用旺季的人流量，通过举办特色

展览、推出新品、开展促销活动等手段，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并促进购买。 

2.4.3. 地市级博物馆产品创新困难，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随着文创产品的热销，盗版问题也日益凸显。以甘肃省博物馆的铜奔马文创产品为例，其成功走红

后迅速遭到盗版，不仅损害了博物馆的品牌形象和经济利益，也挫伤了创作者的积极性。盗版产品的泛

滥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对正版产品的信任度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而我国博物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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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文创版权保护方面意识相对薄弱，对文创衍生品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运用不熟悉。多数博物馆缺少

知识产权管理的专门机构，不了解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规范，如此导致其不能对博物馆自身的无形财产

进行有效管理，也不清楚选择何种保护方式对文创衍生品进行保护[10]。 

3. 基于 SWOT 模型的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营销策略分析 

3.1. 弥补型(WO)战略 

3.1.1. 产品层面：跨界协同与系列化创新 
在深入分析当前市场机遇的基础上，河南博物院可充分利用文旅投融资大会这一平台，积极吸引并

汇聚社会资本的力量，为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针对日益崛起的 Z 世代消费群体，河南博

物院应主动寻求与该群体高度契合的品牌合作，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方式，构建起年轻人与古老文

物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跨界合作作为一种高效的市场拓展策略，河南博物院可与其他领域知名品牌携

手，共同挖掘和深化其品牌故事的内涵与外延。在此过程中，强调产品系列化设计的重要性尤为关键。

通过精心策划的系列化产品布局，不仅能够有效精简产品规格，提升产品的实用性和普及率，还能依据

市场需求对产品性能进行合理分档与分级，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与个性化需求[11]。同时，系列化设计确

保了品牌故事在多元产品载体中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进一步提升了合作产品的整体价值感与吸引力，使

得文创产品能够触达并满足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系列化产品的推出通过构建系列产品的期待感与收集

乐趣，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收藏欲望，从而促进销售转化与市场渗透。 
鉴于河南博物院文创品牌当前正处于市场成长期，借助知名品牌的流量优势与影响力，可显著扩大

品牌的市场覆盖面与知名度。不同领域品牌所拥有的独特受众群体，为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潜在市场。当这些品牌通过跨界合作共同推出系列化产品时，其市场覆盖面的扩大效应将更为

显著，有助于加速品牌成长与市场份额的提升。 

3.1.2. 宣传层面：依托新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 
近日，甘肃博物馆推出的“麻辣烫”系列毛绒玩偶，在宣传视频中，文创店的店员用甘肃的方言和

当下占据热搜的 Jellycat 售卖风格结合，一度成为小红书上的文创产品“顶流”。甘肃博物馆抓住“丑萌”

文创的定位，吸引年轻人眼球，提升他们的购买欲望，这一成功案例凸显了社交媒体平台在文创产品推

广中的核心地位，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以下从内容创新、互动营销及数据分析三个维度，结合河南博物

院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社交媒体营销的策略分析。从内容创新层面，河南博物院坐拥“九大镇馆

之宝”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贾湖骨笛、妇好鸮尊等，不断摸索文创产品的市场定位，有效运用新

媒体平台，精心策划高质量、高创意内容，如短视频、图文故事、H5 互动叙事等，采用故事化、沉浸式

的叙述手法，让静态的文物“活灵活现”，讲述其背后的生动历史与文化意蕴。从互动层面，借助“豫来

遇潮”抖音直播间，河南博物院应积极探索线上互动营销的新路径。通过定期举办线上直播活动，邀请

权威专家学者、知名文化人士或网络红人作为嘉宾，深度解读文物价值，展示文创产品魅力，并设置互

动问答与抽奖环节，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功能，如评论区讨论、

话题挑战等，鼓励用户生成内容(UGC)，分享个人体验与创意作品，形成积极的社群氛围与口碑传播效应。

从用户反馈层面，在数字化时代，对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内容和电商平台进行数据分析是优化营销策略、

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河南博物院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工具，精准描绘用户画像，追

踪用户行为轨迹，评估内容转化率等关键指标。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实施精准营销策略，调整内容创作

方向，确保信息触达目标消费群体的同时，提升信息的有效性与针对性。此外，建立健全的用户反馈机

制，及时收集并处理用户意见与建议，为文创产品的持续优化与迭代升级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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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持续满足市场需求，引领文化消费新风尚。 

3.2. 化解型(ST)战略 

3.2.1. 精准定位，深耕豫博文创品牌建设 
河南博物院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这是其文创产品开发的基础[12]。为了盘活这些资

源，博物院应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通过学术研究、专家解读等方式，将这些文化元素

转化为易于被大众接受和理解的文化符号或故事。因此，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河南博物院需要明确

目标消费群体，进行精准定位。通过对市场需求、消费趋势的调研分析，确定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

好的消费者对于文创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从而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例如，针对年轻消费者，

可以设计具有时尚元素、符合潮流趋势的文创产品；针对教育市场，可以开发寓教于乐的文创产品，如

文物拼图、历史故事绘本等。同时，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 AR/VR 技术、3D 打印等，将传统文化

元素以新颖、互动的方式呈现，增加文创产品的吸引力和附加值。而提升品牌影响力是文创产品进一步

深入市场，形成长期发展的关键。河南博物院应致力于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豫博文创品牌，通过高品质

的产品设计、优质的客户服务、丰富的品牌活动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加强与媒体、

社交平台等的合作，扩大品牌传播范围，提高品牌曝光度。通过持续的品牌建设和推广，使豫博文创品

牌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首选品牌。 

3.2.2. 数字化赋能文创产品全链条，带给用户更高质量的体验 
针对河南博物院在线上和线下渠道销售中面对的威胁，河南博物院可以采取 O2O 模式。通过实现线

上线下无缝对接，用户不仅能够在线上便捷地浏览并下单购买文创产品，还能灵活选择到店自提或快递

配送服务，极大地提升了购物体验。同时，线下店铺也积极融入数字化元素，如扫码关注、线上下单等

功能，为顾客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增强了用户粘性。此外，在线上，河南博物院还可以充分利用 AR/VR
等前沿技术，为用户打造沉浸式的数字化体验。通过手机等终端设备，用户能够“触摸”到文物，观看文

物背后的故事视频，仿佛置身于博物馆之中。而数字化展览和虚拟博物馆的开设，更是让用户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能感受到博物馆的文化魅力[13]。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产品的运营要注重

数据共享与分析。线上线下渠道的数据被有效整合，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行为模式和购买偏好，为产

品开发和营销策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博物院不断优化渠道布局和服务流程，力

求为用户带来更加个性化、高质量的体验，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 SWOT 分析，深入且全面地揭示了其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在未来

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优势方面，河南博物院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以

及广泛的公众关注度，为其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劣势方面，创意不足、产品同

质化、营销手段单一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同时，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数字

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河南博物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增加、政策支持

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数字技术为文创产品创新提供的无限可能。当然，挑战也同样显著，如市场竞争

的加剧、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变化等都对河南博物院的文创营销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以上分析，河南博物院应当积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推动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通过精

准定位，明确文创产品的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群体，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和文化需求。其次，加大产品创

新力度，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文创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吸引力。

同时，加强品牌建设，通过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宣传策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具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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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效应。此外，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通过数字化赋能文创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实现文创

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便捷化，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 
在未来的发展中，河南博物院还需持续关注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文创营

销策略，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加强与相关企业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中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贡献力量。通过这些努力，相信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一定

能够在市场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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