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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开展，在市场导向下，电商经济应运而生并且在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弘扬民族文化时，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也越来越受到关

注和大力支持，如何在电商背景下让传统手工艺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以云南

省LX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例，探讨在电商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协同助力中，LX传承与发展白族扎染技艺方

面的经验，分析传统手工艺在适应电商经济中如何优化资金链接与保障、产品营销与推广、多方协同机

制建立与政府扶持发展，进一步总结成功案例的经验与模式，助力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新市场、新形

势下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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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en in full swing,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ket, 
the e-commerce economy has emerge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n the promo-
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have also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strong support, and how to mak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ut 
of China and into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e-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problem to be solved. 
Taking Yunnan LX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perience 
of LX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Bai tie-dyeing skills in the collaborative assistance of e-commerce 
economy and social work, analyzes how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can optimize capital links and guar-
antees, product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mecha-
nism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in adapting to the e-commerce economy, and fur-
th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models of successful cases to help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
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 the new era, new market and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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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传统手工艺亦是民族

文化中重要的内容，传承与发展传统手工艺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关键作用。在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由于手工制作周期、产品创新与设计、宣传与推广方式等等，传统手工艺面

临不小的困境和发展瓶颈。加之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产品逐渐在市场上兴起、泛滥，使得传统手

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要想使传统手工艺在市场上搏得一席之地，就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发展路线[1]。 
传统手工艺不仅是一件物品，也是围绕人的实践活动形成并展开的，是身体和意识方面的真实性体

现[2]。在历史的长河中，匠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持之不懈的努力尝试，一代代将手工艺传承至今。手工

艺不仅代表了其间的物质辉煌，也反映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匠人们的艰辛探索之路。因此，传统手工

艺的价值在当代应当为人所知、为人深知。但与此同时，经过虚拟建构、数字展示和数字营销，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渠道、传承受众、传承效果获得了全新塑造[3]。传统手工艺有其独特

的内涵与魅力，要使传统手工艺在当代能够大放异彩，还需要与时俱进，将手工艺的传承者、市场的消

费者以及参与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的实践者多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挖掘、产

品设计、制作工艺、资源链接、宣传与推广等方面深入探索，将实物与内涵紧密连结，使传统手工艺迸

发活力。 
近几年，在智能技术、大数据以及信息技术的依托下，电商日益成为全球商业贸易活动中的重要环

节。到今天，电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网上购物，而是可以成为传播文化与知识的载体。电商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遭遇挑战。机遇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提升了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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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市场、增加收益。也面临如工业仿制、知识产权、数字鸿沟等新问题。而在利用电商发展传统手工

艺时需要首先做好定位，即电商本质是工具。既然电商是工具，自然需要让技术适配文化，而非文化迎

合技术。因此，社会工作作为这一中介角色出现，社会工作需结合电商特点，从技术赋能、营销推广、资

源整合、政策倡导四个维度介入，构建可持续的支持体系。 

2. 案例介绍：云南省 LX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1. 公司概况 

云南省 LX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X”)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该自治州有国内最大

的白族自然村，超过 1 万多白族同胞在此居住生活。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白族拥有丰富的民族扎染制品，

扎染是白族人明末清初以来的民间传统工艺，也是 LX 在此地发展的一个根本。LX 经营着四家古法扎染

体验园，其主理人还创办了文化发展中心，以社会企业的形式既开发扎染手工艺项目，同时又从一个技

艺的传承延伸至一村一技，以点带面，逐渐形成立体的项目，带动村民共同参与到扎染的保育与再开发

生产中，促进社区共生发展。 

2.2. 白族扎染技艺简介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是云南省地方纺织品染色技艺，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大理白

族的扎染历史悠久，始于明末清初时期，那时纺织业成为大理白族妇女普遍的手工业，“苍山十九峰，

峰峰有水，大理三千户，户户织布”。除了纺织，白族的染织业也发展兴盛，并带动了染布业的发展，是

当时的织染村，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族扎染之乡。扎花以缝为主，缝扎结合，表现范围广；浸染采用手工

反复浸染工艺成以花形为中心，变幻玄妙的多层次晕纹，古朴精致。 

2.3. LX 在传承与发展白族扎染技艺方面的实践 

2.3.1. 传承 
LX 对扎染技艺的传承首先表现在主理人及其员工身上。受到市场发展的冲击，一段时间内扎染技艺

并不受到重视和关注，LX 的主理人自祖辈开始做扎染，不忍如瑰宝般的扎染没落，于是辞去城市的工作

返回家乡创业。公司整体的规模并不大，员工也多为当地的村民，且大多为妇女。公司创办前期，主理

人在村落中寻找经验丰富的手艺人，发掘和培养手艺人以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初步形成染布组和讲解组。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扎染的手工体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LX 的主理人也逐渐研发产品，拓宽

市场，公司应时组建设计组和手工组。在设计出各类扎染产品的同时，主理人积极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

对产品推广和宣传，不仅与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合作宣传，还挖掘产品的内核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参

与各种艺术展与民族服饰展出，成功打造了 LX 的品牌文化。由此，公司正式划分为设计组、染色组、讲

解组、手工组，主体产业是扎染的手工体验店，接待来自各国、各地的游客以及团队研学，主理人始终

坚持“留下一抹蓝”的信念，体验店所用材料以及制作工艺保持最传统的方式，给游客极致的体验。设

计组则负责个性化的订单，常将扎染与蜡染结合，增加产品的特色与风韵。 

2.3.2. 发展 
扎染体验店的游客量受到旅游业的影响，呈现节假日的游客量暴增和旅游淡季的萧条，加之村落中

同类体验店数量的快速增加和模式的相似，使得 LX 或是扎染产业在一段时间内比较颓靡。LX 于是开始

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总店为试点，不仅开发有扎染的体验，还有手织布的体验课程。考虑到两类手工

艺的制作时长和复杂程度，LX 将手工体验分为两类，一类满足大多数单纯想体验的游客，其可选择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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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作方法；一类满足沉浸式体验的游客，可选择较为复杂但体验感更强的成品。在宣传方面，LX 的手

工体验更加活跃在综艺类节目以及在粉丝经济中掀起了热潮，在电商直播带货的市场中，他们也毫不落

后，尽管直播推广扎染产品的方式刚刚起步，但这无疑对产品效益有更强的提升作用。在电商直播带货

方面，LX 首先注重对手艺人的数字技能培训，主理人首先了解和学习电商的运营模式及相关规定，随机

在村落中积极招募青年志愿者对工坊中的手艺人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在完成相关技能培训后，正式在平

台进行直播讲解，完整的将扎染的过去、现在、未来呈现给消费者。同时，LX 还积极参与本地传统手工

艺社区的建立和推广，为未来整合传统手工艺分散的资源做准备。 
在与政府项目制的影响下，LX 从政府方面得到强力的支持，将扎染文化、扎染手艺人、村志民俗等

结合起来，逐渐营造整个社区的文化历史氛围，积极向外获取资源。此外，LX 还与多个学校建立合作关

系，建成学校的实践基地，也进入学校进行宣传，由此也可共享学校的资源。当然，诸如此类的传统手

工艺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职校开设传统手工艺相关专业。当前，LX 正在大力推进品牌和扎染

产品的国际化，包括参与工艺创新博览会、可持续设计展览等，将绿色、可持续、健康的公司理念传达

给外界，既展现品牌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国非遗文化的生动诠释。LX 始终关注市场，守正创新。 

3. 电商经济中社会工作助力 LX 发展扎染技艺的路径分析 

3.1. 赋能手艺人，提升电商适应能力 

传统的发展或是个体销售，其传承人或手艺人面临老龄化和后继乏人的现状，且传统技艺学习周期

长，经济效益低，缺乏创新便很难吸引年轻人。与此不同，LX 的成功之处便在于手艺人的挖掘和培养。

LX 的体验店有特定的流程。顾客来到店内，首先会有工作人员引导其游览店内的工艺陈设，接着会有时

长半个小时的关于扎染的历史、原料、制作手法、过程、花样选择的讲解，其间就融合了扎染文化以及

LX 品牌文化。然后顾客可选择亲自染色或工作人员代为染色，最后产品晾干、熨烫、打包后即完成整个

体验。因此，每一环节都可渗透进品牌文化，这对每一环节上的手艺人的要求是严格和苛刻的。LX 的手

艺人年龄大多在 30 岁至 60 岁之间，也有 60 岁以上的手艺人，但大多身体素质较好，经验丰富，且普通

话较好。每个组都有一名较年轻的管理人员，他们需要具备市场中基本的服务素质以及灵活的解决问题

的方式。管理人员首先要按时进行产品拍摄、直播带货、店铺运营等实用技能的培训，有余力还需要参

与消费者需求调研，将消费者需求进行整理反馈至主理人，以推动产品的创新与升级。每隔一段时间，

管理人员还需要对手艺人进行制度化的培训，基础的培训内容皆由所有手艺人共同制定，经由主理人的

修改完善形成制度规范。由于 LX 还与高校建立合作机制，每年高校也会有学生来到 LX 实习，这也为

LX 的发展补充了年轻的“血液”，学生的加入使得 LX 可以更加清晰的洞察到市场的变化和新潮流的趋

势，减少数字鸿沟对较年长的手艺人带来的不适应、不理解和不信任，把握产品的定位。 

3.2. 产品设计与宣传 

在 LX 所处区域，大多传统手工艺市场化程度低，以直接售卖扎染制品为生，产品设计陈旧，难以满

足现代审美需求，且缺乏品牌意识和营销手段。LX 则很好地抓住了市场中大众的需求，打造了独有的品

牌文化，以玩偶、服饰、挂件、家具等既实用又富有设计感的产品迎合消费者。并且通过线上线下两种

方式运营，线下以体验店为主，线上则涉及多平台的联动，以年轻人使用较多的平台为主，通过发布新

品、时尚搭配，配合转发、评论、点赞以及顾客的反馈等引流宣传。LX 的主理人还与一些公众人物联合

宣传，打响品牌，形成粉丝效应，吸引其前来打卡，从而形成新的宣传途径。此外，LX 以扎染这一非遗

技艺为立身之本，还参与同行业的交流与分享，积极推动传统手工艺整个市场的繁荣，包括参与国内国

际的展览都是良好的宣传与推广品牌和非遗文化的方式。通过唤醒大众对传统手工艺的文化记忆，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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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创新方式再造大众的传统手工艺文化需求[4]。 

3.3. 资金资源链接 

传统手工艺之所以面临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与资金资源不足有关。由于资金短缺，手艺人难以扩

大生产规模和提升产品品质，因此，一部分人只能选择直接售卖扎染制品。但购进的扎染制品质量层次

不齐，很难吸引消费者购买，不能产生收益又导致整个产业的恶性循环。LX 发展初期的资金来源一部分

是创始人自身前职业的积蓄，另一部分来自政府专项项目的资金支持。社企性质为 LX 的发展提供了诸

多的资源，帮助 LX 打通向外推广的路。同时，LX 的创始人具备一定的学历水平，是熟悉传统手工艺和

金融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 LX 的发展过程中也积极进行招商引资，为 LX 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

障。发展中期和后期，良好的产品收益以及宣传转化收益促进产品的进一步投入研发，产品越多样、别

致，越是能够产生更大的宣传、吸引和购买效益，从而形成产品良好的循环发展。 

4. “电商 + 社会工作”协同助力的策略建议 

4.1. 技术赋能，降低电商参与门槛 

4.1.1. 普及电商知识与培训电商运营技能 
传统手工艺的价值终究与人的参与方式息息相关。社会工作可以用专业优势对手艺人进行电商知识

培训，提高其参与电商经济的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社会工作始终秉持“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不仅

使手艺人接触到电商这一“新模式”，了解、学习和运用这些电商技能帮助自身更有保障的传承和发展

手工艺，而且形成良好的氛围健康推动手工艺的发展，避免技术鸿沟导致手艺人利益受到损害。但最根

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应该培养复合型人才，既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足够的了解，知晓其发展痛点，

又能精通新技术方面的知识，保证传统手工艺的稳步健康发展。 

4.1.2. 挖掘青年资源，实现技能帮扶 
传统手工艺人相当一部分群体已经面临老龄化的现状，中年群体尚有余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但

老年群体数字技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因此，可在当地社区或是高校广泛招募青年志愿者，通过青年

志愿者的力量协助手艺人进行操作。一方面要转变传统手艺人对待手工艺的认知与态度，帮助手艺人了

解现代市场的改变和蕴藏的潜能；另一方面，通过青年志愿者实施“一对一帮扶”计划，为每一位志在

融入市场、传播传统文化的手艺人提供机会，推动建立手艺人数字化工坊，持续学习传统手工艺如何保

持自身内涵的同时融入电商经济中，让传统文化不贬值、不沉没，在新时代中闪耀独特的光芒。 

4.2. 适应电商模式，营销与推广产品 

4.2.1. 深挖传承人故事，打造特有品牌 
一个品牌，一个故事。如 LX 的成功与其创始人的故事离不开一样，若想传统工艺也能大放异彩，打

造独属于自身的品牌，便可突出其品牌故事、塑造“非遗传承人”形象。为传统手工艺赋予其品牌故事

是对手工艺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的突显，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也是对传承人个人生命历程的提

炼，品牌加故事使得传统手工艺更加生动现实的展现在大众面前，增强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可以利用社

交媒体讲好品牌故事，通过视频、图文等方式展示传统工艺的制作过程、匠人访谈等，结合热点话题进

行内容营销。 

4.2.2. 找准市场，精准营销 
尽管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工艺各有不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保留传统核心工艺的基础上，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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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和符合现代化的审美。例如 LX 的产品以家具、服饰和挂件为主，满足消费者实用以

及便携需求的同时兼顾审美。对于产品的定位，每一类传统手工艺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划分市场，

普通大众和高端定制若能同时满足，则更加有利于手工艺的发展。例如 LX 既开发出简单的扎染——以绳

或物体作为工具简易制作，也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用针线缝制再用绳缠绕制作，还接单部分

限量定制，面向高消费人群和特殊市场。实现产品的最大化利用。除了以上营销方式，传统手工艺还可

链接有效资源开发文创、联名款产品，或在影视和游戏中植入，与知名品牌合作，结合旅游景点以及文

旅市场的需求，以此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4.2.3. 拓宽销售渠道 
现有的销售渠道分为两类：线上和线下。线上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等以品牌旗舰店的

方式销售产品，也可以通过社交电商如微信的小程序，销售成本较低的还有直播带货方式，非遗传承人

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合作，提高手工艺的曝光度和知名度。线下主要依靠实体店，在店内开设体验店使

消费者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也增加了手艺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消费者进一步理

解和感受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展览、集会、博物馆、展销会等提高品牌和产品的

宣传。 

4.3. 整合电商资源，建立协同机制 

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中，涉及到多方主体：政府、手艺人、传承人、社会、市场、学校等。一

己之力不足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现代市场的运作方式下，需要协同多方各方的资源优势。政

府在整个协同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在资金投入方面设

立专项基金，调研手工艺人社保、贷款等需求，推动电商创业补贴等专项扶持政策的出台与完善。对传

统手工业企业减免税收，针对相关电商平台、物流企业降低其运营成本，支持传统手艺业全产业链的发

展。加强对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监督、保护与管理。还可推动建立传统手工艺的公共服务平台，促进

手艺人之间资源共享。企业或是个体小工坊则注重产品的创新与市场化的发展，积极拓宽产品的销售渠

道，推动产品品牌化、高附加值、高收益。社会工作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鼓励传承人以手工

艺文化价值为切入点，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举办各种新潮的市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调研传承

人发展技艺的难点，关注手工艺人在转型中的焦虑情绪，通过小组互助提升抗逆力，为传承人赋能，提

升其应对外界风险的能力。还可推动设立社会企业，以盈利反哺传承人培养。只有多方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建立协同工作机制，才能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4.4. 政策扶持与完善 

电商经济中传承与发展传统手工艺在当代不仅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对于提高社区参与度、进行社

区营造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功能，通过系统性政策支持为传统手工艺

的发展提供帮助，为传统手工艺构建可持续的发展生态。首先，政府可以完善电商平台规则以及相关的

制度保障体系，诸如相关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条例、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确认机制、电商平台上传统手

工艺的认证通道等，以更加具体有效的政策法规使传统手工艺认证效率更快、传播流量更高、推广效果

更佳。其次，政府可以帮助构建多元的资金支持网络，以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重点传统手工艺，以税收优

惠为传统手工艺电商创业增添发展活力和空间，以金融创新项目开发传统手工艺的特色产品，以政府为

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建立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基金。接着，政府可以完善基础设施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

传统手工艺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撑，搭建传统手工业的电商服务平台，为手艺人提供电商技能交流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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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和场所。最后，政府还可以建立评估检测体系，实行动态的成效对比以及相关的奖惩机制。政府通

过系统性政策能够将传统手工艺在电商中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有效联系，形成良性循环。 

5. 结语 

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在当代的功能不仅只在福利服务性质的帮弱扶困，还在

于以现代化为背景参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5]。因此，将电商经济与社会工作结合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传

承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本研究以 LX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传统手工艺扎染的传承与发展为例，

挖掘其发展成功的路径，借以提出电商经济中社会工作助力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大有可为。电商为传

统手工艺带来了核心变革，使其突破地域限制将传统手工艺推广至全球，将传统手工艺的深刻内涵传达

至每一位消费者，以短视频或直播的形式展示其工艺价值，用产品吸引消费者，又用数据反馈优化产品

设计打动消费者，实现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忽视其中的弊端。电商只

是工具，其背后真正的技术核心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机械化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兴事物的发展

必然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混乱失序的状态，诸如仿制产品的泛滥、手艺人数字化经历与技能的缺乏、传

统生产模式不匹配电商的“快节奏”、传统手工艺文化价值的污名和简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妥

善的解决才能使传统手工艺更好地在电商经济中发展。 
诚然电商经济的模式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传统手工艺在电商经济中的发展还比较新颖，

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也会存在较多难题。但以成功案例去逐渐带动传统手工业具有一定可行性。传统手

工艺既要保持文化底蕴，又要适应市场需求，在这样的发展要求下，通过政策支持、品牌化、产品创新、

多渠道销售等策略，可以达到一定的发展优化。传承人适时转变发展思路，以新的发展策略去提升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传统手工艺在大众中的曝光度、熟知度，能够为传统手工艺谋取较大的生存空间，

使这些瑰宝在当代焕发生机与色彩。与此同时，要以生产与产品引领消费市场的转变，推动消费者教育，

强调手工艺品的文化价值而非低价竞争。 
电商为传统手工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机会，但单纯的技术赋能不足以解决深层问题。社会工作

的核心价值在于“既保护手艺，更关怀人”，通过能力建设、资源整合和文化倡导，帮助手工艺群体在数

字化浪潮中保持文化根脉，实现有尊严的发展。最终目标不是将手工艺“塞进”电商框架，而是让其成

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商业与人文的可持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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