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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

文化的瑰宝，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潜力。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将非遗产品推广到更宽广的国内

国际市场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策略。本文首先从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

兴三个方面分析了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接着指出非遗和电商发展相融合在

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非遗产品自身特性的制约、专业人才与技术的匮乏、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乡

村地区缺乏现代物流体系等问题，最后提出相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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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decision-making deployment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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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
ter referred to as “NCH”) has unique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potential.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e-commerce, the promotion of non-heritage products to a wid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mmerce-enabled non-heritag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or ru-
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constrai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heritage products themselves,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echnology, insufficient ex-
cav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 lack of modern logistic system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pro-
cess of integrating the non-heritage and e-commerc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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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布局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特别强调非遗系统性保护以及文化产业

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意义。非遗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民族精神，彰显着文化的多样性，是民

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所在。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电商与“非遗”文化的深度融

合，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然而，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浪潮下，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

面临诸多困境，如非遗产品自身特性导致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标准化程度低，制约着电商业务拓展；

专业人才与技术匮乏，阻碍产业持续发展；对非遗文化内涵挖掘不足，降低了产品吸引力；乡村现代物

流体系的不完善，影响配送效率与服务质量。为了更好地发挥乡村振兴视域下电商在非遗文化传承与发

展中的作用，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十分必要。 

2. 乡村振兴视域下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值意蕴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

发布，我国明确了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了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及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

的重要性[1]。非遗文化承载人类文明，体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在民族精神传承等方面作用重大。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电商与“非遗”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在经济、社会、文化

层面凸显价值，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力量。 

2.1. 经济层面：激发产业活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传统乡村“非遗”产业面临着市场狭窄、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等发

展瓶颈。电商的介入，为“非遗”产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直播电商凭借其实时互动与高效销售的

特性，让消费者能在直播过程中随时提问，非遗传承人或主播及时答疑，极大增强了消费者对非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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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和信任，促进购买转化。以传统刺绣“非遗”产品为例，借助电商直播带货、线上展销等形式，

销量大幅提升，拓宽了销售渠道，降低了营销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了产业收入。同时，

电商还促进了“非遗”产业链的完善与延伸。围绕“非遗”产品的生产、包装、运输、售后等环节，带

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如原材料种植与加工、文创设计、物流配送等。内容电商通过深度内

容传播，详细阐述非遗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等，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非遗的价值，培养

对非遗产品的兴趣，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 

2.2. 社会层面：培育新型人才，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然而，乡村地区普遍存在人才外流、劳动力素质不高的问题。电商赋

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契机。一方面，“非遗”电商的兴起，创造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涵盖生产制作、直播销售、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众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

业。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在“非遗”电商发展过程中，

当地村民积极参与其中，学习电商运营、直播技巧、产品营销等新知识和新技能，逐渐成长为适应数字

经济时代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人才不仅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推动“非遗”产业发展，还能带动

周边村民共同进步，形成了一支扎根乡村、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文化层面：传承创新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非遗”文化是乡村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电商的发展为“非遗”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直播电商和内容电商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各有贡献。直播电商通

过实时互动，展示丰富细节，让“非遗”文化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吸引更多

人关注和了解，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有效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内容电商则通过持续输

出优质的非遗内容，营造出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让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非遗文化的熏陶，增强对

非遗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同时，内容电商可以通过讲述非遗背后的故事、传承人的匠心等，塑造非遗

品牌形象，提升品牌的文化价值和美誉度。同时，电商环境下的市场需求促使“非遗”文化不断创新。

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非遗”传承人将现代设计理念、时尚元素融入传统技艺中，开发出一系

列新颖的文创产品，如将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家居装饰相结合，打造出独特的装饰品；将传统木雕与动

漫形象融合，开发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手办等。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还拓展

了其内涵，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3. 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电商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

仍面临着诸多问题。 

3.1. 非遗产品自身特性的制约 

非遗产品多为手工制作，生产周期漫长，产量相对较低，难以匹配电商大规模订单的需求。以传统

陶瓷制作工艺为例，从选土、制坯、烧制到成品，每一道工序都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且成品率受限，难

以实现大规模快速生产。某款非遗陶瓷产品在电商平台成为爆款，供不应求的状况便可能迅速出现，消

费者可能面临漫长的等待，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体验。此外，非遗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由于手

工制作的特性，即使是同一类产品，在尺寸、颜色、图案等方面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在电商销售中，消费

者往往倾向于产品的一致性和标准化，这种差异可能引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不一致的质疑，从而影响产

品的销售与推广。这些现象，不仅损害非遗产品的声誉，也削弱了消费者对非遗消费市场的信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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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抑制了非遗产品的市场需求[2]。 

3.2. 专业人才与技术的匮乏 

人才队伍建设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工作，要加强“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充分激发专业

人才的活力与主体作用，才能带动“非遗”文化产业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3]。一方面，目前，非遗传承

人年龄结构偏大，许多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为例，平均年龄达到 63.29 岁，其中 60 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较高。在过去已公布的前四批

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到 2018 年时已达到 78 岁。传承人断层现象明显，虽然青年传承人数量逐渐增

加，但占比仍旧偏低。以传统刺绣技艺为例，其针法复杂多样，需花费数年时间才能熟练掌握，然而学

成后所获经济回报却难以支撑生活，这使得年轻一代望而却步，不愿投身传承。再加上城市化浪潮的冲

击，大量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村民对非遗传承的意识逐渐淡薄，非遗传承失去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另

一方面，“非遗 + 电商”复合型人才的稀缺同样突出。在互联网经济模式下，非遗传承者需身兼生产者、

管理者和经营者等多重角色，这要求具备综合知识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现实中，传统非遗传承人

虽然技艺精湛，但对电商营销、客户服务、数据分析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3.3. 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在当下电商蓬勃发展的浪潮中，非遗产品借助电商平台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部分商家

在电商销售过程中，过度注重于产品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非遗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展示。以传统剪纸非

遗产品为例，商家在电商页面的介绍仅仅是材质、尺寸、价格等基本信息，像简单罗列商品参数一样对

待非遗产品，忽略了剪纸艺术背后那段历经岁月沉淀的深厚文化内涵。同时，宣传内容的同质化严重。

众多非遗项目在电商平台上的介绍千篇一律，缺乏对自身文化特色的深度挖掘。不管是传统的剪纸艺术，

还是古老的编织技艺，在宣传时往往只是简单地描述制作材料和成品用途，没有将它们所反映的民俗风

情、审美观念等文化内涵展现出来，大大降低了其吸引力和独特性。从长远来看，这无疑对非遗文化的

传承形成了阻碍，让珍贵的非遗文化难以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3.4. 乡村地区缺乏现代物流体系 

在数字经济时代，非遗与电商的融合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物流体系提供强大的支撑与帮助。据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截止到 2020 年，我国县级电商公共服务和物流配送

中心已达 200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超过 13 万个，邮政快递在全国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7.6%。尽管

如此，乡村物流设施配套依旧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物流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广大乡

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网络覆盖不全、带宽不足。同时，信息化程度偏低也是一大难题。农村地区网络和

电脑使用率低，居民信息化观念不强，建设积极性不高，导致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水平受限，影响了配送

速度和服务质量[4]。物流成本高昂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分散，订单密度低，配送

范围广且零散，再加上物流体系不完善，“最后一公里”配送存在薄弱环节，导致配送难度和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利于物流高效运作，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成本，降低了非遗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4. 乡村振兴视域下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4.1. 创新非遗产品生产与销售模式 

针对非遗产品生产周期长、产量低的问题，可以优化生产模式，鼓励非遗传承人成立合作社或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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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整合分散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协同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引入现代管理

理念和科技手段，如 3D 打印、数字化设计等，在保留传统手工技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对生产流程进行

合理优化。例如，在传统陶瓷制作中，可采用数字化设备辅助选土、制坯等环节，在保证手工制作精髓

的前提下，缩短生产周期。此外，建立产品质量管控体系，设定合理的质量标准范围，针对手工制作导

致的产品差异，在电商平台上明确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了解非遗产品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手工的差异性，

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差异的接受度。再次，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采用“定制化生产”模式，

开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非遗产品。除了高端的手工精品，还可以推出一些价格亲民、制作相对简单

的衍生产品。如传统刺绣技艺，可以开发手帕、香囊等小物件，既能满足消费者对非遗产品的需求，又

能扩大市场份额，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 

4.2. 加强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持 

首先，培养非遗传承人才。非遗传承人既是非遗文化的守护者，又是非遗文化的推广者，传承人是

保持非遗本真性和活态传承的根本，非遗赓续发展需要足够数量和高素质的传承者。需要不断培育乡村

非遗文化专业人才[5]。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对从事非遗

传承的人员给予经济补贴和政策支持。例如，四川省 2023 年中央下达该省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

金为 3943 万元，其中包含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 174.5 万元。根据不同的非遗项目，开展如

刺绣、陶瓷制作、木雕、剪纸等具体技艺的系统培训，由资深非遗传承人进行手把手教学，以便更好地

把握技艺的关键环节和独特技巧。 
其次，培养电商运营人才。开展电商培训课程，邀请电商领域专家、成功电商从业者进行授课，内

容涵盖电商平台运营、营销推广、客户服务、数据分析等方面，在此过程中进行学习，借鉴成功经验，提

高他们的电商运营能力和文化素养。同时，还可以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具有电商专业背景的人才加

入非遗文化产业，为非遗电商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再次，培养品牌策划与设计人才。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非遗相关专业课程，设立非遗文化品牌

相关专业或方向。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严谨且全面的课程体系系统传授品牌策划、设计美学、文化传

播等理论知识。同时，配备先进的实验室资源，涵盖数字设计实验室、文创产品研发实验室等，助力学

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例如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独具匠心地在相关专业核心课程里融入惠山泥人等非遗

品牌设计内容，从泥人造型设计、色彩搭配到品牌推广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度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

非遗文化与现代品牌设计融合的魅力与技巧。 

4.3. 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 

4.3.1. 内容深度挖掘与创新呈现 
商家和非遗传承人可以通过深入乡村，对非遗项目进行全面调研，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文化寓

意、传统技艺流程等。将这些深度内容转化为多元化的呈现形式，融入到电商平台的产品介绍、宣传文

案和短视频中，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展现非遗制作过程；推出图文并茂的文化专题，让消费者更好地了

解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 

4.3.2. 加强与文化机构合作 
电商平台和乡村非遗从业者应与博物馆、文化馆、高校等文化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文化机构拥

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专业研究力量，可协助梳理非遗文化脉络，提供专业的文化解读和创意指导。通过

与博物馆合作举办线上非遗文化展览，借助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和研究成果，也能够让消费者更全面地了

解非遗文化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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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鼓励消费者参与互动 
在电商平台中可以设置互动环节，鼓励消费者分享自己对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受。通过举

办文化体验活动，如线上手工制作课程、非遗文化知识问答等，增强消费者对非遗文化的参与感和认同

感，从而反过来促进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传播。 

4.3.4. 打造特色品牌 
每个非遗项目都蕴含独特文化基因，在品牌塑造与推广中，需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典故、民俗仪

式等元素。通过品牌定位、品牌形象设计等方式，突出非遗项目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打造具有辨识

度和影响力的非遗品牌。同时，“非遗”相关企业可以整合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电商平台等多渠道资

源，打造立体化营销矩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化营销网络[6]，让非遗走出乡村，走向世界。 

4.4. 完善乡村现代物流体系 

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政府可以加大对乡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投入，重点对偏远山区的网

络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加快网络覆盖和宽带提升，确保电商业务稳定运行。同时，一方面规划并完善乡

村内部道路，提高物流车辆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加大农村仓储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的仓储中心，满足

货物存储与周转需求。就提升信息化水平而言，政府指导村委会主导，开展信息化普及活动，通过举办

讲座、培训等形式，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化观念，鼓励其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此外，推动农村电商服

务站点与物流企业信息共享，加强协同作业。就降低物流成本而言，农村电商可以通过整合物流资源，

推动物流企业联合运营，建立农村电商统仓共配体系，降低配送成本。物流企业可以采用先进技术，如

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配送路线，运用智能仓储设备提高仓储空间利用率。 

5. 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电商赋能非遗文化走出乡村社会，走向全国乃至国际，通过对乡村振兴视域下电商

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进行探析，我们深刻认识到电商赋能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在助力乡村

振兴中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创新非遗产品生产与销售模式、加强人才培养与

技术支持、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还是完善乡村现代物流体系都至关重要。我们相信，通过不断的实

践和探索，非遗文化必将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现出更加独特的魅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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