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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这一背景下，电子商

务作为互联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然而，在“互联网+”视域下，文化传承与创新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

挑战。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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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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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e-commerce,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but also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fac-
ing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o deeply study and discuss the 
path of e-commerce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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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1]，文化凝聚党心、民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

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艺术成就。“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

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本文将

从电子商务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意义、应用和路径，以期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作出独特贡献。 

2.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义 

2.1. 激发传统文化创新活力 

互联网平台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网络生活给社会的多元文化

表达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人们寻找不同文化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全社会开放、包容、多元的

氛围的营造，进而创生出新的文化[3]。 
融合互联网技术与现代思维，传统文化得以与现代元素实现深度对接，从而催生出新颖的文化产品

与服务。在“互联网+”视域下，形成了新的“互联网 + 传统文化”模式，采用精准定位和个性化推送

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满足了大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使传统文化资源在网络中更好地传播和推广[4]。
以传统戏曲艺术为例，其通过与前沿科技如虚拟现实(VR)技术的结合，能够生动再现经典剧目场景，显

著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借助在线直播、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媒介，戏曲艺术的受众范围得以有

效拓展，特别是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喜爱，为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

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还为戏曲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灵感源泉，进一步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创新与

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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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拓宽传统文化传播渠道 

电子商务平台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实体空间。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

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线教育等多种方式，极大地拓宽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 
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物理形态极易受到风蚀等自然因素的损害，一旦遭到破坏，往往难

以复原，即便经过修复，也难以重现其原有的历史韵味与神韵，因此不便以实物形态进行长期展示。数

字技术的引入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具体而言，通过拍照、扫描、录音、录像及情景还原再

现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可以构建起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档案，使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广袤大地上

的遗产遗迹以及古籍文献中的文字记载得以“活化”呈现。 
近年来，我国众多博物馆积极探索元宇宙、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应用，通过在官方网站、移动小

程序等平台搭建云上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实现了线下展览向线上空间的延伸与转化，极大地创新了文

物的展示与传播方式。其中，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官网便是一个典型实例。该平台通过对历朝历代文

物的系统分类与规整，为公众提供了近距离、无障碍的观赏体验，充分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方面的巨大潜力与价值。 

2.3. 促进传统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变革为

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数字时代下，数字内容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颖的媒介形式有助于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现代数字生活服务全球交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实施和全球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数字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更多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中国的影视、游戏、音乐、文学等数字内容通过了社交媒体、流

媒体平台和电子商务等渠道传递到东南亚，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式。”爱奇艺和腾

讯视频国际版 2019 年推出国际版进入东南亚，中国热门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深受欢迎。随后，优酷、芒果

TV 等平台均推出了海外版。如今仅 WeTV 在东南亚地区的社媒粉丝就超过 7000 万，超过东南亚人口的

10%，其内容覆盖了东南亚 30%左右的年轻人[5]。以数字文博为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利用数字技

术将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展示和推广。这不仅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足不出户地欣赏到珍贵的文物藏品，

也为博物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过数字平台，博物馆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博物馆进行

资源共享和联合展览，共同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 

2.4. 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加速了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领域的跨界融合进程。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产业与旅游、教育、科技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一种显著趋势。以文化产业创意园区的建立为例，这

些园区往往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作为宣传基石，通过跨界融合文化旅游业与企业相关产业，不仅实现了自

主盈利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展示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此种跨界融合模式不仅促进了文化新业态

的蓬勃发展，还鼓励了不同行业间的合作共赢，真正践行了分享经济的理念。更进一步来说，它推动了文化

产业结构的创新升级，带动了线上线下产业链的价值实现，从而显著提升了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 电子商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应用表现与优势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电子商务作为现代

商业模式的重要一环，其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应用与优势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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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电子商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应用表现 

3.1.1. 文化商品的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为传统文化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电商平台通过设立专门的文化创意产品专区或店

铺，向全球消费者展示和销售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书画作品、民族服饰等。商家利用精美的

商品图片、详尽的文化背景介绍及用户评价，有效提升了文化商品的吸引力与购买转化率。这既促进了

文化产品的市场化运作，也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并购买到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产品。 

3.1.2. 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传播 
电子商务不仅限于实体商品的交易，更在推动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传播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线课程、

电子书、数字音乐、影视作品等数字化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实现了快速流通与广泛传播。这些产品

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文化消费选择，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与现代表达的结合。 

3.1.3. 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体验 
电子商务还促进了线上线下文化的深度融合。通过电商平台预约、购票等功能，消费者可以轻松参

与线下文化展览、演出、工作坊等活动。同时，电商平台也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线下文化体验活

动在线上进行展示与互动，进一步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边界。 

3.1.4. 国际文化市场的拓展 
电子商务的跨国特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途径。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中国传统

文化商品与文化内容得以跨越国界，吸引海外消费者的关注与喜爱。这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3.2. 电子商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优势 

首先，电子商务能够提供高效的市场对接。电子商务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了文化

商品与消费者的精准匹配。这种高效的市场对接机制，使得传统文化商品能够更快地找到目标市场，实

现规模化销售与文化传播。其次，电子商务创新了传播方式。电子商务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方式，

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电商平台了解、购买、体验传统文化商品与

文化内容，从而增强了文化传播的便捷性与互动性。再次，电子商务拥有广泛的受众覆盖。电子商务的

受众群体广泛，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的消费者。这种广泛的受众覆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市场与消费群体。通过电商平台的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推荐，传统文化可以更加精准地

触达目标受众，实现文化传承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最后，电子商务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电子商务的快

速发展也助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电商平台的推动下，传统文化商品与文化内容不断与新技术、

新潮流相结合，产生了诸多创新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这些创新性的产品与服务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多

样化需求，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综上，电子商务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

作用。它不仅拓宽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创新与融合，还增强了文化产业的竞争

力与影响力，提升了文化传承的参与度与互动性。 

4.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探析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文化传播、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形式多

样的数字载体正在让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经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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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运用数字技术，抓好文化资源数据化工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分门别类地进行数据化整理，加强文化数据的供给与集成，努力

建成分布合理、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大数据体系，有利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传播[6]。 
首先，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分类转化中的应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针对经

典文本典籍，可借助电子书格式实现其数字化转变；而对于传统书法与绘画作品，则应采用高清图像技

术来进行转化。其次，针对那些缺乏实体承载媒介的传统文化资源，例如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问题，地方政府应主动作为，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录制相关系列视频，以有效留存这些宝贵

传统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强化文化数据的供给与整合力度，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且共享

的优秀传统文化大数据体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4.2. 依靠数字媒介，推动文化融合创新 

欲使我国传统文化得到良好的传播，不仅需要“温故”，而且需要“知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

大有前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会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衍生文化消费新场景，带来新的增长点，也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7]。 
首先，积极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数字文化产业，作为依托网络、支撑于数字技术、旨在挖掘文化

资源并带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新兴产业形态，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并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

心内涵，进而推动其品牌化与形象化进程，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实现

跨媒介内容运营的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从而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数字文化、IP 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催生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还能促进城市 IP 与地域特色文化产

业的创新融合，进一步打造原创性的城市文化创意品牌。 
其次，需积极探索文旅融合产业集群的新模式。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向新质生产力的

转化开辟了全新路径。通过深化“数字 + 文化”的融合模式，优化数字文化产业的布局结构，借助三维

建模、互动投影、全息投影等现代数字技术，与文旅业、娱乐业、传媒业等深度交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打造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及地域文化特征的精品项目。同时，开发沉浸式、体验式、

互动式等不受时空限制的线上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拓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渠道，提升文化产业的

社会互动性和时效性。此举旨在更大范围内整合文化产业链条，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生态体

系。例如，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风文化的持续繁荣，精准定位用户需求，开拓云消费、云展览等新型文

化消费场景，打造视觉效果与风格表达独树一帜的国风潮流，持续增强文化品牌的吸引力，为数字文化

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 

4.3. 发挥数字优势，打造特色文化电商平台 

构建我国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单纯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数字化结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注重传播媒介

的创新。为了构建符合传统文化传播发展需要且能体现其特点的传播体系，实现文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与深度渗透，可从以下几个维度着手： 
首先，社交媒体可作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鉴于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

平台已成为年轻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我们应积极在这些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发布传统文化相

关内容，并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与参与。通过制作富有趣味性、短小精

炼的传统文化短视频，降低年轻人接触和理解传统文化的门槛，提升其兴趣与参与度。此外，网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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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互动形式，亦可被用于传统文化的传播。通过组织传统文化专场直播，邀请传

统文化专家、艺术家进行现场解说与演示，并与观众进行互动问答，从而深化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与参与。 
其次，电商平台在传统文化传播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电商平台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与价值，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丰富平台内容体系。通过引入博物馆、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等机构的优质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电商平台，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同时，电商

平台还需创新营销方式，通过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等手段，提升用户体验。具体而

言，可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吸引年轻受众的关注；亦可借助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提升用户的购物体验，使其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产品。 
故宫文创是故宫博物院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推广传统文化产品的成功典范。故宫文创深入挖掘故宫文

化的内涵与价值，研发了一系列富有创意性的文化产品，如故宫口红、故宫胶带等。这些产品不仅融合

了传统文化元素，还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在市场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同时，故宫文创通过电商平台进行

销售推广，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范例。 

4.4. 顺应数字化趋势，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 

当“地球村”成为现实，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也

越加明显。文化交流互鉴，正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渠道。在此背景下，文化“走出去”迎来

新的机会。发挥数字技术的传播优势，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加强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

交流互鉴、优势互补，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8]。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好数字化时代的机遇，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

活动，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在此过程中，应着力提升数字化传播效能，丰富国际传播方式，

增强海内外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效果。另一方面，要顺应数字化趋势，提升中华文化贸易国

际竞争力。为此，应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稳步提高境外文化领域投资合作规模和质量，推动文

化技术标准、装备制造“走出去”，创新对外合作方式，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然而，在推进文化

“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应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确保在创新过程中不丧失其独特性和核心

价值。 

4.5. 加强保护力度，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 

当前，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向数字时代，网络空间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

安全等领域相互交融，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的安全问题之一[9]。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与行

业深度渗透，不仅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显著加剧了数字安全问题的严峻性。 
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应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守适度原则，警惕盲目追求技术应

用而可能导致的文化内核受损及资源内容被随意篡改的风险。此类不当行为不仅会削弱文化的传承价值，

还可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阻碍。因此，加强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建设显得

尤为重要。具体而言，我们应实施严格的数据共享、关联与重构准入管理，确保相关主体具备必要的安

全资质与技术能力。同时，加大隐私计算、数据流转分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以提升数据处理的安

全性与可控性。此外，在电子商务领域，虽然其推动了传统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但也面临着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电商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与创作者的重要桥梁，应承担起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的责任，通过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等措施，有效维护传统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合法权益，进

一步激发其创作热情与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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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数

字化时代，我们需要通过抓好文化资源数据化工作、推动文化融合创新、打造特色文化电商平台、促进

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等方式，将“互联网+”传承模式发展成为有益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传承与

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时代绽放出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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