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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台江县台盘村“村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为例，结合台盘村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创开发趋

势，系统分析了台盘村“村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的开发现状及设计存在的问题。文章指出，“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开发具有文化资源优势和流量优势，但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设计同质化严重、

市场定位不足，缺乏品牌意识及用户体验的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认为要从深挖“村BA”文

化内核与IP价值、加强“村BA”文创产品实用性，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拓宽营销

渠道等方面来加强“村BA”官方线下体验店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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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Village BA” official offlin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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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in Taipan Village, Taiji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
ground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aipan Villag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esign problem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he “Village BA” 
official offline experience store in Taipan Village.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offline experience store of “Village BA” has cultural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traffic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serious 
design homogenization, insufficient market positioning, lack of brand awareness and user experi-
ence.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offline experience store of “Village B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cul-
tural core and IP value of “Village BA”,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ity of “Village BA” cultural and cre-
ative products, improving consumer experience, two-way linkage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and 
expanding marketing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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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24 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我国对于文化事业发展所秉持的重要理念。近年

来，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和投入度日益增长，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也为文创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村 BA”火爆出圈后，台盘当地政府建立了“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在体验店内展示了众多文

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成为代表当地文化及社会生活的符号。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文创产品还是体验店，

都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文创产品能有效地将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不仅体现出“村 BA”官方

线下体验店的独特审美，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故事和人文内涵，更是“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发挥出的传

播与教育功能的重要桥梁。如何让文创产品更好发挥其文化属性，满足公众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是

“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文创产品的概念 

就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成而言，文创产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是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行

转换，最终通过实体形态展现于人们面前产品的总称[1]。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特

点，是通过创意、技能以及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而产生的产品[2]。 

2.2. “村 BA”的概念 

2022 年夏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的民间篮球赛“火出了圈”，登上了热搜。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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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氛围异常热烈，从下午一直持续至第二天凌晨，球迷满场围观、熬夜看球，氛围直追 NBA，被众多

网友冠以“村 BA”。 

3. 台盘村“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开发背景 

台盘村，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因其独特的“村 BA”篮球赛而闻名全国。起源于早期发展台盘村的“村

BA”赛事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篮球运动在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台盘村村民们纷纷自发组织

比赛，借此丰富业余生活、增进乡邻之间的交流与情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逐渐演变成一年一度的盛

大赛事，吸引周边众多村落的参加。社会影响与认可随着台盘村“村 BA”的知名度不断提高，这一赛事

逐渐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赛事的成功举办也为台盘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村 BA”火爆出圈后，当地政府建立了“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不仅推动了当地旅游、特色农产

品销售等行业的发展，而且为传播当地的苗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成为外界了解苗族传统文化与

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 

4. 台盘村“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开发现状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引领了一股文创产品开发的新潮流，如“故宫口红”“文创雪糕”“故宫猫”

系列等产品，一经推出，迅速在文博圈引发热烈反响。国内众多大中小型博物馆紧随其后，纷纷依据自

身特色，设计并推出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在此背景下，“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也积极投身于文创

产品开发的探索中，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村 BA”文化特色的产品，如运动服饰类产品、生活周边类产

品、文化纪念品类产品等。2025 年，台江“村 BA”文创产品在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展出，赢得广泛关

注。 

4.1. 运动服饰类产品 

“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中的运动服饰类产品主要包含了篮球、球服、运动 T 恤、旅行背包、帽子

等。其中的篮球有四个款式可以选择：第一款是比赛专用篮球，也是“村 BA”比赛时的首选篮球，选用

了专业比赛用球的材质，在篮球中间烫银印“村 BA”官方 logo，加烫银英文“GUIZHOU·TAIJIANG”

(贵州台江)进行装饰。其余三款是篮球(4 号)、篮球(5 号)、篮球(七号)皆是选用了苗族图腾涂鸦类型的上

色方式对篮球进行上色，篮球整体用苗族图腾进行拼色，展现出了浓厚的苗族特色。 
“村 BA”球服正面印有“TAI PAN 66”的样式，左上方印有“村 BA”的 logo，它的面料采用 170

克针孔为主要材质，领口、袖口采用螺纹布作为辅材，裤头采用 5cm 高度松紧带；球衣侧面采用了鱼纹

及蝴蝶纹的样式。 
“村 BA”旅行背包，该款背包是普通双肩包的大小，包内层是普通背包的样子，外层的抽绳拉开，

则是个篮球包。拉链上有村 BA 图样，写着“中国贵州台江”的字样，背包下方有个“村宝宝”的徽章，

可以单独拆下来，包上印有民族元素的花纹。 

4.2. 生活周边类产品 

冰箱贴的设计理念是选用台江苗族的非遗元素，展现出苗族的风情浓郁以及各具特色的苗族支系文

化，体现“村 BA”篮球圣地，冰箱贴的色彩绚丽，可选的色彩多样。钥匙扣为立体篮球设计，有“村 BA”

的标志以及民族文化花纹元素，体现当地的民族特色，极具纪念意义。 

4.3. 文化纪念类产品 

“村 BA”村宝宝系列产品的设计理念整体为牛和篮球的组合形象。因为牛是苗族的图腾，篮球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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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村 BA”的主题。村宝宝的头巾采用了苗族的蜡染，印有太阳、花朵等纹样，村宝宝不仅具有展现

苗族文化的功能，也突出了“村 BA”的主题文化。 
“村 BA”文创纪念小徽章，极具创新性，也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小徽章共

有 5 款：1、运球唯我小徽章的图案是一个穿着苗族服装正在运球的小男孩模样；2、台盘 MVP 小徽章的

图案是一个运球上篮的村宝宝形象；3、十步上篮小徽章的图案是一个抱着篮球的苗族妇女形象，它体现

的是苗族中的姑妈篮球文化；4、快乐铁粉小徽章的图案是一位头戴斗笠坐在板凳上的白胡子老人，它反

映了早期“村 BA”早期篮球赛座无虚席的现象；5、苗迪啦啦队小徽章的图案是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的年

轻女性图案，在“村 BA”比赛的赛场上，表演队会到球场中间为观众表演，现场欢快的氛围浓厚。 

5. 台盘村“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5.1. 产品设计同质化严重 

所谓“同质化”指的是产品之间在视觉形象、文化内涵及营销方式等诸多方面缺少明显差异；同时，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产品受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商品流通方式的影响，导致满足同样需求的商

品在功能及形式上是趋同的[3]。在“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内展示的有市面上司空见惯的实用类产品如

笔记本、便签、钥匙扣、工艺品、U 盘、冰箱贴等，这些物品除了带有“村 BA”的 logo 外与平常物品别

无二致，这也体现出了“村 BA”文创产品功能单一及文创产品设计缺乏独特性和创新性，导致了消费者

对产品的选择也越来越难，越来越乏味。同时，同质化使得一些文创产品无法突出自身特色，缺乏创意，

无法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欲望逐渐减弱。缺少创意和独特性的文创产品

很难在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4]，会造成市场份额的下降，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有效释放，使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产品间差异化竞争越来越困难，进而影响“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的发展和盈利能力。 
总之，“村 BA”不仅仅是一项篮球赛事，更是一种深厚的乡村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特点。当前这

些文创产品的开发是对“村 BA”文化进行当代阐释的一种尝试，但开发程度不深，文化表述较为浅显，

因此需要结合当地苗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特色元素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符号内涵。 

5.2. 市场定位模糊，缺乏品牌意识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然而在“村 BA”文创产品领域内，部分文创产品存在目标受众定位不明确的问题。比如，一些文创产品

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水平，或是一些关于主题的高端礼品忽视了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

同时，“村 BA”文创产品的营销渠道选择有限，缺乏清晰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策略，品牌的影响力不足。

以“村 BA”山泉水为例，该产品的销售范围仅在台江县区域内，购买的人群多是来观看篮球比赛的人员，

一旦超出范围，便查无此品牌，其市场占额小，无法在消费者心中形成鲜明的印象。这导致了消费者对

该品牌认知度不高，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难以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无法形成有效的

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 
此外，也未进行充分的消费心理调研分析，缺乏对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偏好和心理需求的了解，

宣传方式仍以传统模式为主，使得营销策略无法精准地满足大众需求，影响了市场定位的准确性和营销

效果的提升。 

5.3. 用户体验的缺失 

在本能层面中，用户体验是以人的感官为主，处于意识和思维之前[5]。视觉是最直观本能吸引，对

产品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村 BA”的部分文创产品在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体验，导致产品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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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程中存在操作复杂、互动性差、教育意义不明显等问题。例如在官方线下体验店内的一些科普软件

的操作页面复杂难懂，让用户在实操过程中感到困惑；还有一些“村 BA”主体的互动玩具互动性差，不

能很好地激发出游客对其知识的兴趣，教育意义不明显；另外，体验店内的向导人员不足，不能及时地

为游客讲解等。用户体验的缺失，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用户满意度，使得消费者在选择此类

产品时望而却步，大大影响了“村 BA”文创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长期发展。 

5.4. 营销手段过于单一 

从营销模式上看，“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的文创产品营销手段较为单一，销售渠道主要是线下专

卖店和展会，未能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去拓展新的市场。购买文创产品的多是来台盘观赛的游客，体验

店除了在抖音商城进行售卖外，并未在淘宝、拼多多等购物平台进行销售，由此不难看出游客在购买文

创物品上出现了困难。 

6. 台盘村“村 BA”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策略 

“村 BA”火爆出圈以来，凭借着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据统计，自 2023 年以来，

赛事期间台盘村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17.98 万人次。同时，贵州台江村 BA 的抖音平台粉丝量也超过

8.5 万人，线上线下潜在的用户量大。“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内的展览形式多样，展览内容丰富，游

客年参与次数超 5 万人次。这些流量优势无疑体现了“村 BA”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存在着巨大潜力。优

秀的文创产品需要植根于特色的民族文化、增强文化产品的实用性功能。同时，还需要加强与篮球明星

的明星效应和独特的 IP 价值效应，强化文创产品的市场吸引力。“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的文创产品

开发要想区别于市场上多数同类化产品，以其独特性脱颖而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6.1. 融入创新理念，开发创意文创产品 

创新是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当代年轻人已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军，且年轻人偏爱美观性强、

社交性强、富有创意、体验感丰富的娱乐方式。在新一代年轻游客面前，台江县内的相关文旅产业要利

用好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深入挖掘文化背后的故事，将民族文化和产品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

在文创产品中融入消费者喜爱的元素。例如可以设计出穿戴苗族服饰的人偶娃娃，在人偶内部放置播放

器，它可以教游客唱苗歌、讲苗话等；也可以设计出带有民族特色的蜡染手提包，手提包上绣有枫树、

蝴蝶、花草等，让手提包不仅有实用性更具有观赏性。同样也可以利用日益成熟的 VR、AR 技术，打造

出身临其境的体验，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工匠制造苗族银饰的全过程中。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让消费者深

刻感受到工匠精神的伟大，还能够激发他们对购买银饰文创产品的欲望。 

6.2. 深耕文化资源，树立“村 BA”IP 文创品牌形象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般简称为 IP)，通常指具有大量影响力、专注度以及较高商业价值

及生命力的多媒介的文化内容产出与运营，是文化产业化进程中资本注入文化后生产的产物[6]。IP 形象

的外观和标志性符号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深刻的记忆点，它不仅是一种视觉呈现，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丰富的故事背景[7]。每一个 IP 形象的诞生均伴随着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这能够激发消费者的好奇

心，从而有效提升购买欲望。个性化的 IP 形象是品牌与消费者情感联系的桥梁，能够使品牌更深入人心。

牛在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苗族认为水牛是苗族的吉祥物，苗族又是稻作民族，因

此对水牛有着极致的崇拜。在远古时代，苗族的先民们甚至会将自己装扮成水牛的模样，以迷惑敌人而

进行攻击。因此，对于“村 BA”吉祥物 IP 形象的设计，我们可以采用 Q 版萌化的外形绘制水牛形象，

将水牛拟人化，主要以红黄两种颜色色调，也代表着朝气蓬勃、乐观热情、健康向上的精神。这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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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将“村 BA”丰富的文化内涵与 Q 版萌化的现代审美相融合，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度。 

6.3. 加强“村 BA”文创产品实用性，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 

文创产品不仅承载了文化精神，而且要具有实用性，让人在使用时产生愉悦感。设计师要坚持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设计出服务于人的产品[8]。实用产品的消费人群十分广泛，设计师将实用性与文化内

涵结合，才能使文创产品受到人们的推崇与喜爱。实用性同时也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上，目前“村

BA”文创产品开发了运动服饰类、生活周边类、文化纪念类等产品，皆围绕人群需要展开。 
例如“村 BA”文创产品设计销售的运动背包，这款运动背包在设计和实用性方面做到了完美结合，

背包两侧带有“村 BA”的 logo 及各处拉链皆带有“村 BA”的人物徽章。这一设计令消费者在使用过程

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它不仅具备了普通背包的储物功能，也具备了观赏性和趣味性，受到了无数消费

者的喜爱，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6.4. 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拓宽营销渠道 

基于“村 BA”的流量优势，“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中的文创产品的推广可以融合线上线下渠道。

线上通过微信、微博、官网等媒体平台定期发布文创产品精美图片、设计理念等进行市场预热，提升关

注度。在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上制作一系列展示文创产品设计、制作、生产过程的短视频，如“一

分钟带您了解‘村 BA’的故事”“村宝宝文创产品设计过程揭秘”等，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产品的整个

开发过程，增强记忆点。线下可以在店内设立文创产品体验区，如台盘当地就有由蜡染染成的篮球，可

以让游客参与到蜡染制作过程中，设计出自己想要的图案，在完成制作后可以选择性购买。同时，文创

产品的营销也可以与展览及讲座双向联动，推出与主体相符合的文创产品。如在当地举行篮球比赛时，

开办非遗集市，让游客们在观赛时可以买到文创产品，以此来加深对当地文创产品的认可度与喜爱度。 
除此之外，“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还可以通过与企业、高校等进行合作，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创作

与交流平台。这一平台能够吸引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或高校的优秀设计者、学生等文化人群，共同探

讨文创产品的开发之路，弥补关内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 

7. 结语 

“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不是纯粹的运动品牌店，它还承担着展示民族服饰、当地土特产的任务。

其文创产品开发的关键点在于突破同质化现象，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将特色的民族文化表现与消费者的

需求紧密结合，同时采用现代化的设计手法，以及多元化的营销推广策略，推动文创产品的持续升级和

市场拓展。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创市场竞争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

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要加大创新力度，深度挖掘“村 BA”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要积极拓宽

宣传路径，借助新媒体、新技术的力量，助力“村 BA”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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