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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下，电子商务成为民族地区文旅产业转型的关键引擎。本文以西

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技术–组织–环境)，通过案例分析，系统探究电商驱动民族旅

游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矛盾张力。研究发现：直播电商通过“技术激活流量、文化符号转译、市场生态协同”

三轴联动，推动西江苗寨从“地理秘境”向“全网IP”转型；然而，技术赋能的“双刃剑”效应显著——

算法偏见加剧流量垄断，文化商品化引发符号失真，低价竞争导致质量塌缩，暴露“效率优先”模式对文

化原真性与分配公平性的侵蚀。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文化–市场”协同优化策略，为民族地区平衡

“数字效率”与“人文温度”提供理论启示，也为全球语境下民族文化可持续振兴贡献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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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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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engin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in ethnic 
regions. Focusing on Xijiang Thousand Households Miao Village,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OE frame-
work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and case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paradoxical tensions of e-commerce-driven ethnic tourism develop-
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livestream e-commerce propels the village’s transition from a “ge-
ographical enclave” to a “pan-internet IP” through a tripartite mechanism: technological activa-
tion of traffic, cultural semiotic translation, and market ecosystem synergy. However, the “dou-
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anifests prominently—algorithmic bi-
ases exacerbate traffic monopolies,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triggers symbolic distortion, and 
price wars lead to quality erosion, collectively exposing how the “efficiency-first” paradigm un-
dermines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distributive equity.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this study pro-
poses a “technology-culture-market” synergistic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fering theoretical impli-
cations for balancing “digital efficiency” and “humanistic warmth” in ethnic regions, while con-
tributing Chinese empirical wisdom to the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in a glob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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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经济版图的当下，电子商务正以颠覆性力量重构民族地区文旅产业的传统逻辑。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达 16.2%，其中民族文化与旅游服务

的电商化转型贡献率超过 40% [1]，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2]。通过保护与利用苗族文化资源以助力当地旅

游发展，使苗寨居民水平大幅提升，生活质量逐步改善[3]。这一进程中“技术效率”与“文化保护”、

“流量狂欢”与“可持续性”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当短视频平台将苗族古歌剪辑为 15 秒“洗脑神

曲”，当拼多多“9.9 元包邮”倒逼手工艺人简化图腾纹样，民族文化如何在电商狂潮中避免沦为“数字

快消品”？西江千户苗寨作为中国规模最大、非遗保存最完整的苗族聚居地，据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3
年的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西江千户苗寨通过抖音、淘宝等平台实现旅游收入 4.2 亿元，客流量同比增

长 58% [4]，其“从村寨到云端”的实践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绝佳观察窗口。早在 2020 年 3 月，携程集团

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便在西江千户苗寨开启直播，为正式拉开旅游业复工复产大幕的贵州代

言[5]。 
既有研究很少触及“技术–文化–市场”的协同机理。本研究试图突破“经济–文化”二元对立范

式，基于技术赋能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以田野调查与平台数据为支撑，追问三个核心问题：电商如

何重构民族旅游产业的价值链？技术驱动的流量经济是否必然导致文化稀释？多元主体应如何构建“既

保根脉、又见流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本文的创新在于：理论上，揭示数字技术嵌入民族文化再生产的“双刃剑”效应，构建“效率–公

平–原真性”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网上公开数据、抖音与拼多多平台的公开信息，系统分析电商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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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旅游发展的影响；实践上，提出“数据驱动的精准运营 + 文化认证体系 + 利益共享机制”的系统方

案，为民族地区在数字文明时代平衡“守正”与“创新”提供决策参考。这一探索不仅关乎苗族文化的活

态传承，更对其他相似地区文化的数字化生存具有普适启示。 

2. 电商助力西江苗寨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TOE 框架(技术–组织–环境)是用于解释技术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在本研究中：技术维度(Technol-
ogy)涵盖直播技术、大数据分析、AR、VR 等工具，会直接影响流量获取与用户体验；组织维度(Organization)
包括苗寨合作社、非遗工坊等主体的协作网络，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环境维度(Environment)涉及政策扶

持，如贵州省“黔货出山”计划、平台规则如抖音流量分配机制、消费者文化认知变迁。基于这个框架，

分析电商“技术–文化–市场”三轴联动的赋能机制，指出推动西江苗寨转型的关键。 

2.1. 技术赋能 

平台入驻已经成为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获取流量和体验旅游产业的升级，通过短视

频和直播引流的方式，比如抖音，基于用户兴趣标签，如“民族文化”“乡村旅游”和完播率、点赞率，

系统会优先推荐“强视听冲击 + 弱文化深度”内容，导致多数的苗寨视频都集中于服饰拍照。结合虚拟

现实(VR)技术应用，体验腾讯“云游苗寨”项目，从而实现线上 360 度吊脚楼参观。用数据驱动精准的

营销，比如，淘宝上女性用户偏多，据此推出“苗服旅拍套餐”；拼多多实行“农旅结合”策略，购买腊

肉特产赠送苗寨门票优惠券。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交互式直销方式，正日益受到全球大小商家和各

类企业的广大关注开始积极应用[6]。 

2.2. 文化转译 

直播电商通过场景建构重塑文化感知方式。头部主播以“第一视角”带领观众漫游吊脚楼、参与蜡

染制作，将苗族生活空间转化为“可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剧场。这种“在场感”营造不仅打破传统文旅

的物理边界，更通过情感联结激活文化认同[1]。然而，算法推荐机制偏好“强视觉冲击”内容，导致传

播集中于服饰展示、歌舞表演等表层符号，而枫香染技艺、古歌传唱等深层次文化实践面临“失语”困

境，暴露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的张力。 

2.3. 市场协同 

实现供应链优化与生态共建，建成 O2O 服务闭环。以前寨子里卖腊肉的只管卖腊肉，开民宿的只管

开民宿，旅行社只管拉客。结果就是，游客来了只逛逛就走，没人买特产，民宿房间空着没人住，腊肉堆

在仓库卖不掉。现在有了电商平台“搭桥”，大家开始协同合作：腊肉店老板在淘宝卖腊肉时，还附赠

“民宿折扣优惠券”；民宿老板在抖音直播房间时，挂上“买腊肉包邮”的链接；旅行社会在拼多多上卖

“旅游套餐”——包门票 + 住宿 + 一袋腊肉；政府则负责修路、建物流站，能让腊肉快速发货。最后

形成互惠的结果是，游客因为买了腊肉，更想住当地民宿体验当地生活；民宿客人收到腊肉优惠券，临

走前主动下单；将特产和旅游“打包卖”，游客觉得划算，商家也赚得更多，物流快了，差评少了，西江

苗寨各方面的口碑也就越来越好。 
技术轴、文化轴、市场轴三轴相互作用，共同探究电商推动民族旅游发展的内在机制。技术轴作为

基础驱动力，通过算法推荐、虚拟体验等技术手段激活流量；文化轴作为价值内核，通过符号转译实现

文化资本转化；市场轴作为实现路径，通过 O2O 闭环、分层产品体系构以建供需匹配机制。如此，三者

形成“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文化增值反哺市场扩张，市场反馈驱动技术迭代”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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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商赋能的挑战与矛盾 

3.1. 技术性瓶颈 

在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要“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但未

细化到民族地区手工艺群体[7]。以及数字直播平台中的互动仪式与隐性支配”与算法权力对流量分配的

影响有关联[8]。这说明现在存在数字鸿沟和算法偏见的问题。前者指真正的、有经验的手工艺人直播参

与率极少，后者算法偏见是平台流量向头部账号集中，小微商户获得客户流量的成本攀升。抖音、快手

等平台的推荐算法天然倾向“流量热词”，导致内容同质化——多数集中于聚焦风雨桥、服饰拍照等场

景，而深度的非遗技艺，比如枫香染制作，因缺乏视听冲击力，导致内容播放量不足。具有优势地位的

主播成功地将文化资本等转化为平台流量和人气，头部主播如粉丝超百万的“苗家阿妹”占据大部分流

量，小微手艺人即便内容优质，也难逃这种算法困局。 

3.2. 文化冲突 

电商平台通过流量逻辑重塑民族文化传播路径，但在“文化转译”过程中，过度追求消费适配性，

导致文化符号的简化与深层意义的不符。比如，为迎合消费者，苗绣中的苗族创世神图腾被简化为几何

印花，纹样背后的家族迁徙史、祖灵崇拜叙事被剥离，沦为“拍照背景板”。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中的规定，“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

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9]。但电商对西江苗寨

文化不适配的传播，使其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核没有被保护好。 

3.3. 市场失衡 

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使得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成为旅游产品营销和销售的重要渠道[10]。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

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

用[11]。但随着平台和同类型的产品越来越多，低价竞争和同质化内卷越来越严重。拼多多上挂出“9.9
元门票”，导致节假日游客超载，使西江苗寨的差评率上升；用户邀请 10 人助力可免费获得苗银耳环，

导致商家被迫采用锌合金材质以降低成本，导致投诉量增加；同时，周边村寨模仿西江模式，产品创新

表现有些匮乏。 

4. 优化策略 

4.1. 技术升级，从流量依赖到精准运营 

建立“苗寨文旅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游客偏好。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收集游客的各项数据，包

括个人信息、旅行历史、兴趣爱好，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以便更好地对游客进行

精准画像[12]。可以整合抖音、淘宝、拼多多等平台的游客行为数据，如搜索关键词、停留时长、消费偏

好；实时监测景区人流量、民宿入住率、特产销售趋势。在节假日游客激增时，实施动态定价，自动上调

热门民宿价格，提升景区收益 15%~20% [8]。根据贵州省政策，，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推动建设非物质

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现有学术期刊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专栏，支持编辑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交流互动和实践对话[13]。因此可以尝试开发 AR 导览系统，

首先可以与贵州大学计算机学院合作，利用 3D 引擎开发基础 AR 模型库，其能涵盖 20 类核心纹样，如

蝴蝶妈妈、枫木图腾等；然后在景区入口设置扫码提示牌，游客下载“智慧苗寨”APP 后，扫描银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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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触发 3D 动画；最后根据用户反馈优化交互设计，并与携程合作上线“AR 体验套餐”。 

4.2. 文化保护，构建数字时代的传承机制 

鼓励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文艺创作、创意设计、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推动开发形

成动漫、游戏、影视、演艺作品等系列产品，建立一批具有多彩贵州特色和市场潜力的品牌。加快推进

苗绣产业高质量发展，壮大苗绣产业市场主体，研发生产高品质苗绣产品。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相关

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和服

务出口[7]。还可学习其他地区将自己的特点跨界联名，如与故宫文创合作推出“苗银 × 宫廷美学”系列

饰品，定价高端市场；与《原神》《王者荣耀》等游戏联动，将苗寨场景植入游戏，吸引年轻用户“打卡

换装”。 

4.3. 生态共建，实现多方协同与价值共享 

搭建平台–政府合作，在抖音开设“民族文旅专区”，给予流量扶持；支持游客参与设计苗寨及周

边产品，通过小红书等平台发起“我心中的苗寨伴手礼”投票活动，在成本允许的范围内，按照顾客需

求定制服务，让顾客参与线路设计，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14]。建立平台–政府–村民利益共享机制，流

量分配需兼顾公平，签署流量扶持对赌协议[15]。例如：抖音承诺——若苗寨商户联合发布 100 条优质短

视频，则给予首页推荐位曝光，在达标后，政府按播放量向平台支付 0.5 元/千次流量采购费。电商合作

社利润的 50%按村民参与度分配，30%投入公共建设，20%用于文化保护。 
成立“西江文旅电商合作社，统一采购原料(如银料、染料)，降低个体商户成本；建立“一品一码”

溯源系统，游客扫码可查手工艺人信息和制作过程视频。在物流方面，根据 2022 年发布的《“十四五”

现代物流发展规划》，里面提到要完善乡村冷链物流网络，因此可以与顺丰、京东合作，在苗寨 3 公里

内设冷链中转站，确保腊肉、酸汤等生鲜产品在 24 小时内发货。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通过电商驱动的技术轴、文化轴和市场轴逻辑，用直播、短视频、大数据等技术工具打破地理边界，

将西江苗寨从“边缘景区”推入“全网流量池”，算法驱动的流量分配突破地理桎梏，使“云端苗寨”成

为跨地域文化消费的新符号；非遗符号的数字化转译在扩大传播半径的同时，也倒逼传统文化与消费主

义的适应性对话；而平台经济主导的供需匹配机制，则通过生态重构推动“文化资源–市场价值–社群

利益”的闭环流转。这一过程既印证了技术赋能在乡村振兴中的杠杆效应，也暴露出效率导向的发展范

式对文化本真性与分配正义的结构性挑战。 
电商虽然放大了“符号简化”风险，比如苗年节被压缩为 15 秒打卡视频，但也创造了“活态传承”

新路径，我们需要警惕“流量至上”对文化原真性的侵蚀，构建可持续发展框架。 

5.2. 展望 

科技向善历来是社会的期待。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追问：当算法成为文化传播的“隐形策展人”，如

何通过技术治理避免“流量暴政”对文化多样性的压制？当非遗传承从师徒相授转向直播间“点赞教学”，

代际知识传递的伦理边界应如何界定？这些追问不仅关乎苗族文化的活态存续，更触及数字时代人类文

明文化演进的根本命题。 
电商对西江苗寨的赋能既是“破局之矛”，打破地理与信息孤岛，亦需警惕割裂传统与现实的纽带。

未来民族地区的文旅发展，须在“数字效率”与“人文温度”、“流量狂欢”与“可持续生存”之间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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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在数字文明时代，让西江苗寨既留住“温度”，又闪耀“直播间点赞的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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