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2418-2422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449  

文章引用: 袁琴. 数智时代非遗电商化发展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2418-2422.  
DOI: 10.12677/ecl.2025.1472449 

 
 

数智时代非遗电商化发展路径研究 

袁  琴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5年6月13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6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28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变革。电子商务作为现代市场的重要载体，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非遗与电子

商务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非遗与电商的融合发展现状，发现

在数智时代两者融合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数字化程度低、品牌建设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现实困

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数智时代背景下非遗与电商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包括建设“非遗 + 电商”

数字化平台、塑造“非遗 + 电商”数字化品牌、培育“非遗 + 电商”复合型人才、完善政策支持与引

导等，以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非遗传承的数字化转型与电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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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ve ushered 
i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ng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modern market, e-com-
merce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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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e-commerce,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digital age, it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ow digitalization, weak brand building, and a shortage of profes-
sional talents.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outlines an optimization roadmap for inte-
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e-commer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se include 
building 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e-commerce” digital platform, cultivating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 e-commerce” digital brands, nurturing hybrid talent fluent in both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and e-commerce, and refining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The goal is to leverag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o empow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mmerce-driven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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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和卓越的创造智慧，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经验。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数智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广泛的市场覆盖范围以

及便捷高效的交易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非遗与电商的融合逐渐成为

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 数智时代非遗电商化发展概述 

2.1. 数智技术 

数智技术是指运用计算机、网络和数字化设备等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展

示和应用的技术。当前，互联网、5G、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智技术的高

速迭代，加速催生了数字知识产品、数字出版、数字考古、数字文博等文化领域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

业态，推动数智化成为全球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和新动能。随着数智技术力量群的发展以及

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形态变迁，非遗搭上数智技术的快车，涌现出“非遗 + NFT”“非遗 + 数字人”“非

遗 + 虚拟现实”“非遗 + 短视频”“非遗 + 直播”等诸多探索方式。传统非遗领域逐渐出现破圈、重

组、再表达、再结构化的进化式发展，在被赋予新内涵的同时，展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持久生命力和博

大气度。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于 1972 年被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首次提出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了相对具体的概念和

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创作，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和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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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期望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方式，其价值和准则通过语言和模仿来传

承下去[1]。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字、舞蹈、音乐、游戏、习惯、礼仪、神话、手工艺、建筑和其他艺

术。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 

2.3. 非遗电商化发展现状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以来，凭借其高效、便捷、跨时空

的特点，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随着数

智技术的快速发展，非遗与电商的结合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路径。

首先，政策支持为非遗与电商的融合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和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设立，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法律

和资金支持[2]。其次，在传播与推广方面，电商平台和新媒体渠道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

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形式成为非遗展示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丰富了非遗的传播渠道。最后，从市场规模

和产业模式创新来看，非遗行业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非遗与电商的融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然而，非遗与电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融合发展模式，需要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创新、政策的持续支持以及

商业模式的不断优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

生机。 

3. 数智时代非遗电商化传承面临的挑战 

3.1. 数字化程度低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数字化程度低成为非遗与电商融合发展的核心瓶颈。首先，数字化基础薄弱，

非遗数字化呈现形式单一，其根源在于技术资金匮乏和统一标准缺失，数据碎片化导致线上展示缺乏沉

浸式体验，严重削弱了电商平台上的非遗产品吸引力和附加值。其次，传承人认知与能力不足，由于年

龄技术鸿沟、担忧文化内涵稀释及知识产权流失，加之缺乏系统性培训，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化内容

的有效生产，更限制了传承人直接参与电商运营。最后，传播渠道单一，过度依赖官方静态发布，因内

容形态张力、专业运营不足及平台资源倾斜有限未能有效适配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平台[3]，极大地限制

了非遗的线上可见度和影响力，无法有效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并激发购买欲与文化认同。数字化程度低严

重阻碍了非遗在数字时代的有效保护与活态传承，更严重制约了其通过电商实现文化经济价值转化的深

度与广度，使非遗面临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失去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巨大风险。 

3.2. 品牌建设薄弱 

在非遗与电商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品牌建设薄弱已成为核心制约因素。首先，市场认知度普遍偏

低，这既源于非遗品牌自身品牌意识淡薄，未能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效转化为清晰的品牌价值主张，也

由于对数字营销工具的运用不足而导致消费者难以建立信任与认同感，直接影响产品溢价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4]。其次，品牌传播手段单一固化，过度依赖传统广告和基础社媒推广，对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传

播形式的策略性认知不足、内容创意能力欠缺以及专业运营人才匮乏。最后，品牌运营体系化能力严重

不足，缺乏专业的品牌管理团队和系统性运营思维，品牌定位模糊以及缺乏用户反馈机制，无法精准洞

察消费者偏好进行产品优化与品牌升级。品牌建设薄弱不仅造成非遗产品同质化严重、竞争力弱化，更

使得品牌难以在电商生态中形成可持续的差异化优势和用户忠诚度，削弱了非遗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

力和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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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人才匮乏 

非遗与电商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主要体现在非遗传承人、电商运营者以及相关从业人

员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遗传承人与电商运营能力的脱节。非遗

传承人大多专注于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对电商运营、数字营销等新兴领域缺乏了解，对互联网技术

的接受程度较低。此外，非遗传承人对电商渠道的信任度不足，担心在电商平台销售会面临欺诈、侵权

等问题。二是缺乏复合型人才。非遗与电商融合需要既懂传统文化又熟悉电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然而，

目前这类人才极为稀缺，使得非遗产品在设计、推广和销售过程中难以兼顾文化价值与市场需求。三是

人才流失与传承困境。非遗传承人普遍面临年龄偏大的问题，导致非遗传承“后继无人”。同时，年轻人

群体对非遗传承和电商运营的主体意识逐渐淡化。这种人才流失现象不仅削弱了非遗的传承基础，也限

制了非遗与电商融合的发展空间。 

4. 数智时代非遗电商化传承的优化路径 

4.1. 建设“非遗 + 电商”数字化平台 

非遗数字化平台建设不仅能够提升非遗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还能为非遗与电商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

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首先，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非遗创新发展。数字化技术为非遗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非遗项目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VR、AR 等新兴技术突破传统传播的时空限

制，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5]。例如，腾讯看点、抖音、快手等平台通过流量红利助力非遗项目破

圈，使原本鲜少有人了解的非遗项目走入公众视野，甚至引发“非遗热潮”。同时，非遗数字化还为文化

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经过现代创意和技术的重新包装转化为电影、游戏、数字艺术等新

型文化产品，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内生动力[6]。此外，通过线上消费和传播，非遗产品不仅能够获得

经济收益，还可以反哺线下环节，改善非遗项目的保护条件和生存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商业平台的市

场机制活力，转化为非遗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4.2. 塑造“非遗 + 电商”数字化品牌 

非遗电商品牌的塑造，能提升非遗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非遗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首先，明确品

牌定位与核心价值。明确“非遗”品牌的核心文化内涵和独特价值，这是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的基础。

非遗电商品牌应结合自身文化特色，挖掘非遗项目的独特价值，如技艺、文化故事等，通过品牌定位将

这些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其次，创新产品设计与体验。非遗电商品牌需要在产品设计和体验上进行创新，

以适应现代市场需求。一方面，结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对非遗产品进行改良和创新，如开发非遗周边

产品、跨界合作等；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提供沉浸式体验，增强消费者参与感。最后，强化品牌

传播与推广。要根据“非遗”产品的特点和市场需求，确定目标消费群体，为品牌打造和传播提供方向。

非遗电商品牌应借助数字化手段强化传播与推广，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等形式提升知名度

[7]。此外，利用电商平台的智能算法和精准推流技术，非遗品牌可以更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提升品牌

曝光度。 

4.3. 培育“非遗 + 电商”复合型人才 

推动非遗电商行业发展必须培养人才，而且需要培养兼顾传统手艺和电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8]。一

方面，从学校培养入手，搭建跨学科课程体系。非遗电商人才的培养，既要求其熟练掌握电商运营技能，

又需深刻领会非遗文化精髓。非遗电商人才的培养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构建涵盖非遗文化传承、电

商运营、数字营销、视觉设计、直播带货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课程体系，通过跨学科课程体系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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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电商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同时，加强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共同打造非遗电商直播基地，通过校企

合作在非遗企业和电商平台上进行实习和实践，积累实际运营经验。另一方面，从非遗传承人入手，非

遗传承人是非遗文化的核心载体，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通过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鼓励非遗传承人参与电

商培训。此外，政府可以设立非遗电商发展奖励基金，对在电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的非遗传承人给予奖

励和表彰。 

4.4. 完善政策支持与引导 

非遗与电商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完善政策支持与引导能够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政策支持不仅能够为

非遗与电商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还能通过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多方面措施，促进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9]。首先，加强政策引导，优化非遗与电商融合的发展环境。政府应通过制定专项政策，

明确非遗与电商融合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非遗与电商的融合发展提供明确的路径和方向，推动非遗产

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其次，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非遗传承与电商运营。非遗与电商融合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品牌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

人的培养、非遗项目的数字化开发以及电商运营的基础设施建设[10]。最后，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

律保障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瑰宝，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因此要在

保护非遗文化传承人方面下功夫。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维护这一宝贵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与

独特性等，推动非遗知识产权全流程在线诉讼平台的建设，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权属确认、侵

权监测和证据保全。 

5. 结论 

非遗与电商的融合发展是数智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多方主体的协同努力和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平衡，非遗才能在数智时代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为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和人类文明的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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