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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消费者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以数字经济发展为重要驱动力的中国各地优秀文化及其衍

生的文创产品逐渐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文创品牌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这些

地方文创品牌的发展对提升地方知名度，传承特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浙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文创品牌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浙江“知江南”文创品牌，以其对江南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诠释，凭借独特

的营销策略在市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仅彰显了“知江南”品牌的文化魅力，也为其他地方文创品

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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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nsumers’ demand for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he excellent culture and its deriv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a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material consump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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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marke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has shown a 
booming tre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lo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has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awareness, inherit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e 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ad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ejiang ha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which provides a broad spac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Zhejiang’s “Zhijiangn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 with 
it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Jiangnan culture, with a unique mar-
keting strategy in the marke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harm of “Zhijiangnan” brand, 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in other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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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品牌”一词最早源于挪威语的“brandr”，原意是“烙印”或“标记”。在市场营销领域，品牌通

常指的是一个名称、标志、设计，或者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并区分一个销售者或销售群体的产品

或服务[1]。文创品牌是以创意为核心，以文化为底蕴，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品牌。地方文创品牌作为一种

文化品牌，依托某一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新转化和市场化运作，在该地区内塑造出的具有

标志性影响力和广泛知名度、良好美誉度的文创产品与服务体系。这种品牌化的过程与地方文化紧密相

关，强调品牌文化和人文的有机融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

地方文创品牌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成功的地方文创品牌运营不仅需要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还需要创新的思维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知江南以其独特的文创品牌文化诠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传承地方文化和推动浙江经济发展。 

2. 浙江文创品牌资源优势 

浙江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因江流曲折，称之江，又称

浙江，省以江名，“七山一水两分田”形象地描绘了浙江的地貌特征[2]。历史上，浙江多次成为重要的

政治和文化中心，使其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江南

文化、宋韵文化等独特的地域文化。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因素赋予了浙江独特而多元的历史文化资

源，拥有超过 8000 年的文明史。此外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良渚古城遗址、南宋御街、宋城、西湖

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灵隐寺等文化遗产和著名景点[3]。同时，杭州还成功举办了各种国际文化活动，

如西博会、茶博会、动漫节等，巩固了其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任何品牌都需要坚实的基础来保证其生命力，尤其是地方文创品牌更需要丰富的文化资源。由于地

域文化的差异性，品牌形象和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期的资源挖掘[4]。知江南正是利用了浙江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致力于将浙江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俗、风土特产转化为文化创意的省域

文创品牌，品牌名取自汉乐府《知江南》——“谁知江南无醉意，笑看春风十里香”。知江南力图将江南

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东方生活美学融入品牌设计之中，塑造浙江作为江南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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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消费者提供富有文化内涵且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 

3. 浙江文创品牌的发展现状 

浙江作为文化大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强大的创意设计能力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截至 2023 年底，杭州文创产业占 GDP 的比重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2022 年达到 2420 亿

元，占 GDP 比重 12.9%，2023 年上半年达到 1439 亿元，占 GDP 比重 15% [5]。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的“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总体思路，不仅助推浙江省建设全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地，也激发了浙

江文创品牌的创新活力与投资热情[6]。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省的文创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

不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如中国美术学院旗下的“衍园”品牌、杭州的“宋城演艺”等。这些品牌不

仅体现了浙江的文化特色，也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浙江文创品牌的发展过程中，各地方的文化特色成为品牌建设的基石，从杭州的丝绸、茶叶、手

工艺品到温州的印刷、皮革制品等。这些区域特色为地方文创品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浙江文创品牌

的发展版图中，知江南以其独特的品牌理念、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逐渐崛起成为浙江具

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创品牌。知江南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如鲁迅文化、南湖红船文化等，将这些独

特的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产品设计之中，使得文创产品既有历史底蕴又不失现代创意。为了进一步提升

品牌形象，知江南积极举办各类文创活动、展览和赛事，不仅增强了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也扩大了其在

公众视野中的知名度。通过这样的努力，知江南正在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文创领域的一张亮丽名片，展现

着浙江文化的魅力和创新精神。未来，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知江南等一批优秀的浙江文创品牌有

望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4. “知江南”文创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地方文创品牌对于地方特色文化的推广具有宣传作用，知江南通过对地方性文化深入挖掘并积极转

化，将品牌设计与地域特色相结合，融入设计、空间、产品，使文创品牌以更加生动有趣，创意的形式呈

现给消费者，这不仅有利于品牌形象的树立，还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进一步诠释“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的文化魅力。 

4.1. 挖掘地域文化元素，打造差异化品牌定位 

差异化定位并非追求特立独行，而是在品牌策略中贯彻一个明确且与众不同的个性定位，以便消费

者直观地理解其价值所在。 
知江南深入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产品

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与其他的文创品牌相比较，更能突出品牌特色。浙江知江南文创品牌在差异化方

面如：知江南围绕浙江文化 IP，联系了丝绸、黄酒、茶叶、青瓷等知名企业产业。它展示了融合宋韵文

化的创新消费品，结合传统丝绸和现代数字技术的宋韵礼服，这些产品既展现了传统的韵味，又符合现

代市场的需求。这些产品不仅展现了浙江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吸引了年轻消费者，

生动地展示了历史经典产业的文化传承和现代创新。 
总的来说，知江南在产品和设计上融合了传统元素和现代风格，通过对浙江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

创新表达与现代设计、创新产品的开发，成功地实现了品牌差异化。 

4.2. 立足品牌设计理念，打造江南山水的设计体系 

知江南秉持“见此物，知江南”的品牌理念，深刻体现了浙江与江南文化的紧密联系。品牌标志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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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采用了宋代色彩体系中的绿色调，以松霜绿作为主色调，辅以浙江特色器皿文物的轮廓剪影，形

成了独特的辅助图形。这样的设计手法使得知江南的品牌形象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散发出浓郁的

江南风情。知江南以浙江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底蕴为根基，将浙江省博物馆、非遗馆、文学馆、图书馆

馆藏藏品进行创新性转化为精美文创如西湖十景刺绣发帖、江南名人徽章、文学四季金属书签、浙江省

十一地市立体磁吸等。诗情画意的“文学四季”书签围绕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杨万里《晓出

净慈寺送林子方》、白居易《忆江南三首》以及林逋《山园小梅》四首诗词为灵感，制作的琉璃书签与挂

饰与门店不远的西湖，相得益彰，展现诗画江南。 

4.3. 依托文化创意空间、注重消费者体验 

之江文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作为知江南文创品牌的一部分，拥有浙江省内体量最大集自然、人文、

艺术、生态于一体多样化的功能区域，集结了艺展中心、生活集盒、浙里食局、文创市集等，为消费者提

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体验空间。在之江文化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知江南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与青年艺术家，

包括中国美术学院学生的合作展览，如“一吨神话”和“我的想象是一束光”等群展。这些展览不仅展示

了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新力，也进一步提升了知江南品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知江南成功地吸引了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为品牌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喜爱。这种策略不仅促进

了文化的传播，也为品牌的年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书店与咖啡厅的完美结合，艺术展览与

互动体验区的无缝对接，可以逛最潮的文化市集，看最潮的青年艺术家展览、买最潮的文创产品都充分

展现了传统江南文化的现代解读和创新实践。 

4.4. 创新文创品类形式，迎合消费市场需求 

文创产品是文化传播的新方式和新手段，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要结合当代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7]。
知江南文创品牌在坚守品牌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巧妙融入时尚元素，以优质的文创产品带给消费者独一

无二的文化体验。其文创产品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也融合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和传统、民族和地

域文化特色。其文创品类形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4.1. 注重产品多样性，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知江南文创品牌深知单一产品难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不能仅依赖单一产品或“爆品”，因此

致力于开发多维度的系列产品，强化品牌记忆，树立品牌印象。依托文创产品品牌化建设，提升文创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知江南并不单一地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通过多样化的服务打造特有的“文创好物” 

+ “咖啡休闲”的经营模式，结合奶茶、咖啡、果茶等饮品经营，不仅带动了客流量，也为顾客提供了

丰富的文创产品选择，包括茶叶、丝绸、文具、冰箱贴、包包等，覆盖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更是

成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被称为“文创界的星巴克”。 

4.4.2. 注重产品实用性，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 
在如今的市场，一款成功的产品不仅需要独特的创意，还应注重其实用性，以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需

求，同时提供使用体验。例如知江南设计销售的一款温感变色杯，这个杯子在设计和实用性方面做到了

完美结合，采用了高品质陶瓷材质，当消费者将热水倒入杯中时，杯壁便会渐渐显现出西湖的山水风光。

这一巧妙的设计令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它不仅具备普通杯子的饮水功能，还兼具观

赏性和趣味性，受到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地域特色。 

4.4.3. 注重文创形式创新性，增加产品附加值 
知江南文创品牌在产品形式上不断创新，不仅推出了传统的文创盲盒，还结合了经典的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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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蛇传、西游记等，创作了一系列人物联名盲盒，这是以杭州本地知名文化 lP 蓝本，历史文化特色为

基础，将民俗文化融入现代潮玩，用文创 lP 形象来诠释不一样的《白蛇传》丰富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并

且人物形象运用了大面积腮红的京剧妆容，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这些创新举措展示了知江南文创品牌

如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科技创新与艺术表现相结合，创造出符合年轻化市场需求的产品。

这些产品不仅传递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现代审美和创新技术，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目光，

为品牌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忠诚度。 

4.5. 拓展多销售渠道、采用多元化推广方式 

拓展多销售渠道、采用多元化推广方式是现代品牌营销的关键策略。知江南文创品牌团队在这一方

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创新，学习“线上运营 + 线下感受”的联动销售渠道，不仅打破销售的时空限制，

也有利于品牌文化的传播推广[8]。知江南文创品牌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建立了自己的线上销售微

信小程序平台，不仅方便消费者随时随地进行购物，还通过社群营销策略来增强顾客的互动和参与感。

例如，品牌通过建立粉丝俱乐部、兴趣小组等社群，定期发布新品信息、文化活动通知，以及专属优惠，

以此提高顾客的粘性和对品牌的忠诚度。同时，线上平台还提供了个性化定制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需求。 
在实体销售方面，知江南文创品牌在文创市集、书店、博物馆、图书馆、文学馆等文化氛围浓厚的

场所设立了实体门店。这些门店不仅作为销售点，更是品牌文化的展示窗口，为消费者提供亲身体验和

购买服务。通过线下感受体验，消费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质量和设计，从而增强购买意愿。 
此外，知江南文创品牌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讲述品牌故事，发布产品资讯，进

行互动营销。通过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提升品牌的曝光率和美誉度。同时，知江南文创品牌还通过

举办文化活动、艺术展览、手作工作坊等，让消费者参与到品牌建设中来，这些都是品牌与消费者互动

的有效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与亲和力。 
通过这些综合性的营销和推广策略，知江南文创品牌不仅加强了与消费者的沟通互动，也有效地提

升了品牌的市场地位，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 

5. 结语 

地方文创品牌扮演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不仅是企业追

求经济效益的要求，也代表了社会层面上人民大众追求喜闻乐见文化的共同期待。成功的营销策略不仅

仅只是简单地生产和销售产品，更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涉及产品定位、市场分析、渠道选择、

价格策略、促销推广等多个方面[9]。知江南作为浙江省内极具发展潜力的地方文创品牌，其成功展示了

地方文创品牌如何通过挖掘地域文化精髓、创新品牌设计理念、依托文化创意空间、丰富产品品类等多

维度来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在消费者心中建立文化认同感。我们应以长远的发展视角来看待文创产业的

发展，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出既充满文化内涵又有深度的地方文创品牌。这样的品

牌不仅为未来的文化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显著提升了国民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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