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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影视IP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其多维度开发与文化传承成为推动文化创新、促进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深入分析了全媒体时代影视IP开发的现状、全媒体技术对影视IP开
发模式的影响，探讨了影视IP在内容创新、技术革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多维度开发策略，阐述了影

视IP在文化传承中的路径。研究得出：通过深度融合与跨界融合、数字技术与互动体验、多元化盈利渠道

等策略，影视IP不仅可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还促进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创新发展。影视IP作为文化传播与

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文化的保护、创新与多样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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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omnimedia era, a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 mult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12336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12336
https://www.hanspub.org/


盖亚兰，辛平 
 

 

DOI: 10.12677/sd.2024.1412336 3011 可持续发展 
 

dimension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P have become the key 
path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
dustry.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P development in 
the omnimedia era, the impact of omnimedia technology o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P development 
model, expl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P in content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tc., and expounds the path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P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deep 
integra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diver-
sified profit channels, film and television IP can not only maximize its value, but also promote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
tural dissemination and edu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IP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ural in-
herita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innovation and diversity display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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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全面迈入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

一变革不仅重塑了信息流动的格局，也为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开发

与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影视 IP [1]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全媒

体时代，影视 IP 的开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影视制作与发行，而是呈现出多维度、跨平台的特征。全媒体

技术[2]的广泛应用，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影视 IP 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提供了无限可能。

通过跨界融合、内容创新、技术革新等手段，影视 IP 可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力量。深入研究全媒体时代影视 IP 的多维度开发与文化传承，不仅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促进文化创新，还能够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自信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

实践意义，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2. 全媒体时代影视 IP 开发现状分析 

目前中国的影视 IP 开发领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飞跃，其显著进展不仅体现在数量的激增

上，更在于质量与影响力的双重提升。在这一进程中，网络小说作为 IP 改编的重要源泉，其转化成果尤

为引人注目。具体而言，一批热门网络小说如《步步惊心》《花千骨》和《琅琊榜》等，经过精心策划与

改编，成功跨越了文字与影像的界限，以电视剧的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市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地观剧热潮，更跨越国界，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文

化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影视文化的海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这些成功案例不仅验证了网络小说作为

影视 IP 改编的巨大潜力，也极大地激发了影视行业对于 IP 资源的热情与投入，促使 IP 价格随之攀升，

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市场效应。与此同时，科幻题材影视作品的崛起，为影视 IP 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

能。以《三体》《流浪地球》和《外太空的莫扎特》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佳作，不仅在叙事手法、视觉效

果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更在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国内外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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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赞誉，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了丰富的衍生品开发元素，如独特的机器人形象、富有创意的玩偶

设计等，这些元素不仅为衍生品的设计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也极大地降低了衍生品的市场

接受门槛，使其更容易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成为潮玩和周边产品的热门选择。这一系列现象背后，

反映出影视 IP 开发模式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影视制作方更加

注重内容的质量与创新，力求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影视化的手法赋予 IP 新的生命与意义；另

一方面，商业模式的多元化探索，特别是衍生品市场的拓展，为影视 IP 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使得 IP 的价值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到实现与增值。 

3. 全媒体时代影视 IP 的多维度开发策略 

3.1. 深度融合古今文化，跨界联动多元 IP 

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影视 IP 的内容创新成为了吸引观众、提升影响力的关键。创新不仅要求作品在

故事、人物塑造等方面有所突破，更需要在文化内涵上进行深入挖掘和融合。深度融合古今文化成为了一

种重要的创新方式，要求影视 IP 在创作过程中，既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结合现代审美和技术手段，

使其既有历史底蕴，又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例如，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国家宝藏》系列纪录片，就

是深度融合古今文化的典范[3]。该纪录片通过邀请当红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将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

与现代演绎相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立体的历史文化画卷。在节目中，明星们不仅用生动的语

言讲述国宝的历史故事，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如 VR、AR 等，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国宝所在的历史场景中，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古今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让观众在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

也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跨界联动多元 IP 也成为了影视 IP 内容创新的新趋势。通过与游戏、

动漫、文学等领域的 IP 进行联动，构建跨媒体叙事体系，实现 IP 价值的最大化。这种跨界联动的方式，

不仅拓宽了影视 IP 的传播渠道，还吸引了更多潜在受众的关注。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该作品不

仅是一部热门电视剧，还成功衍生出了同名手游、动漫、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4]。这些衍生作品在保留

原著故事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创新和改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叙事风格和受众群体。通过跨

界联动，这些衍生作品相互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 IP 矩阵，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和追

捧。这种跨媒体叙事的方式，不仅提升了 IP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娱乐体验。 

3.2. 数字技术重塑体验，互动创新传承文化 

技术革新在影视 IP 的多维度开发中如同一股强劲的动力，推动着影视产业不断向前发展。随着 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AI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影视作品在制作质量和互动体验上

实现了质的飞跃，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以电影《头号玩家》为例，该影片充分利用了 VR
技术的优势，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致的虚拟世界——“绿洲”[4]。在这个世界里，观众仿佛穿越了时空

的界限，与主角一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VR 技术不仅让电影场景变得栩栩如生，更让观众能够身临

其境地参与到电影的故事情节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观影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不仅极大地

提升了观众的观影兴趣，也为影视 IP 的多维度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同时，数字技术也为传统文化的

传承提供了创新路径。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数字故宫”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项目通过数字化

手段，将故宫的文物、建筑、历史等信息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展示和传播。观众只需轻点鼠标或滑动屏

幕，就能轻松浏览到故宫的每一个角落，仿佛置身于这座古老的宫殿之中。不仅如此，“数字故宫”还通

过 3D 建模、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让观众能够以更加直观、生动地方式了解故宫的历史和文化。这种数

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也让观众在欣赏传统文化的同时，深刻感

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在《头号玩家》和“数字故宫”这两个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革新对于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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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多维度开发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加多样的互动

体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和更加全面的信息获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

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手段，让传统文化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3.3. 多元盈利拓展空间，生态构建协同发展 

商业模式创新不仅拓宽了盈利渠道，还深化了 IP的影响力，为影视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通过衍生品开发、版权授权、线上付费观看、粉丝经济等多元化盈利渠道，影视 IP 的盈利空间得到了前

所未有地拓展，为产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为例，其商业模式创新

堪称典范[5]。该系列电影自上映以来，不仅票房成绩斐然，更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基

于这一强大的粉丝效应，华纳兄弟公司迅速展开了衍生品开发战略，推出了包括魔法棒、魔法袍、魔法

书籍在内的多种周边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设计精美，而且与电影中的情节和角色紧密相关，迅速吸引了

大量粉丝的关注和购买。通过衍生品销售，华纳兄弟公司不仅实现了 IP 价值的二次开发，还进一步巩固

了粉丝的忠诚度，为后续的 IP 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衍生品开发，构建影视 IP 生态系统也是商

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迪士尼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作为全球知名的娱乐巨头，迪士尼不仅拥

有众多经典的影视 IP，如《米老鼠》《唐老鸭》《狮子王》等，还通过主题公园、酒店、游轮等多元化

业务，将 IP 价值最大化，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闭环。在迪士尼主题公园中，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到电影中

的经典场景和角色，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娱乐氛围。而迪士尼酒店和游轮则进一步延伸了 IP 的影响

力，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的娱乐体验。这种生态系统的构建，不仅提升了影视 IP 的市场竞争力，还为观

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娱乐选择。《哈利·波特》和迪士尼的成功案例表明，商业模式创新是影视

IP 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多元化盈利渠道和生态系统的构建，影视 IP 可以不断拓展其盈利空间和市

场影响力，为产业的长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4. 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全渠道营销提升影响 

在影视 IP 的推广过程中，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和全渠道营销是两大核心策略，它们共同推动着影视 IP
的成功传播，最大化其市场价值。精准定位目标受众是营销策略创新的第一步。通过对目标受众的深入

研究和分析，影视 IP 能够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兴趣、需求和行为特征，从而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营销策

略。例如，对于年轻受众群体，通常热衷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追求个性化

和差异化的体验。因此，针对这一群体，影视 IP 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利用

明星效应、话题营销等手段吸引其关注。这种精准定位不仅确保了影视 IP 能够精准触达潜在受众，还提

高了推广的效率和效果。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推广过程中，精准定位与全渠道营销的结合得到

了淋漓尽致地体现[6]。该电影在上映前，就通过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大量的预热宣传。一

方面，电影制作方邀请了多位知名明星和网红进行宣传，通过粉丝基础和影响力，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

观众的关注。另一方面，电影制作方还利用微博、抖音等平台的话题功能，发起了多个与电影相关的话

题讨论，引发了广泛地讨论和关注。这些话题不仅增加了电影的曝光度，还激发了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和

好奇心。除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全渠道营销也是影视 IP 推广的新趋势。通过整合多种渠道资源，

影视 IP 能够在多个平台上进行同步推广，进一步扩大其曝光度和知名度。 

4. 影视 IP 在文化传承中的路径探索 

4.1. 挖掘文化精髓，创新表达方式，实现文化传承的现代化 

在影视 IP 的文化传承路径中，不仅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肤浅地涉猎或表面的解读，而是要通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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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田野调查及文化对话，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与精神实质。这一过程需

涵盖对传统文化符号、历史故事、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挖掘与提炼，旨在寻找那

些具有时代代表性、文化普遍性以及情感共鸣力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念，为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既深厚

又丰富的素材库与灵感源泉。与此同时，创新表达方式对于实现文化传承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在保留传

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影视作品需灵活运用现代技术与艺术手法，如 3D 动画、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前沿科技，以及电影语言、叙事技巧、视觉美学等方面的创新，将传统文化以新颖、生动、直观

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这种跨界的融合与创新，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文化的固有形式与边界，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与时代感，还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与共鸣，使其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从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挖掘与创新的过程还需具有国际视野，关注

全球文化趋势与观众需求，努力将传统文化与全球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观众产

生共鸣的影视作品。通过影视 IP 这一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平台，不仅可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讲给世界

听，还可以让中国的文化智慧与价值观念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得到传播与分享，促进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互

鉴，推动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 

4.2. 融合多元文化，拓展国际视野，促进文化的全球传播 

在影视 IP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中，融合多元文化应主动跨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广泛吸纳并融合

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与故事素材，创造出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和全球视野的艺术作品。这种跨文化的

融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诠释与再创造，更是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展示，它极大地丰富

了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力，使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够领略到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相

互交融的和谐之美。在此基础上，拓展国际视野对于实现文化的全球传播至关重要。影视作品应紧跟国

际文化潮流，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动态与趋势，及时捕捉并反映人类共同面临的议题与挑战，如

环境保护、社会公正、科技创新等，以此增强作品的国际共鸣力与普世价值。同时，影视作品还需积极

借鉴国际先进的创作理念与技术手段，如叙事结构的创新、视觉效果的提升、音乐与音效的国际化融合

等，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与国际竞争力，使其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 
通过融合多元文化与拓展国际视野，影视 IP 得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不仅

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还推动了文化的全球传播与共享。在这一过程中，影视作品成为了

连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使者，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打破了文化的隔阂，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得以在

共同的审美体验中增进理解、增进友谊，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4.3. 强化文化认同，塑造民族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影视 IP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中，强化文化认同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

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先锋，应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过讲述富有地域色彩与

民族风情的故事，展现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与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以此激发观众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

与归属感，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文化认同。影视作品还需承担起塑造民族品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任。这要求影视作品不仅要展现民族文化的外在风貌，更要深入挖掘并传达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与价值

追求，如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优秀传统美德，以及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等时代精神。通过艺

术化的手法，将这些文化精髓与价值观念融入影视作品的情节构建、人物塑造与视觉呈现之中，创造出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为国内外观众提供一个深入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的窗口。 
通过强化文化认同与塑造民族品牌，影视 IP 得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不仅提

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还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认同。影视作品成为了展现国家形象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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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的重要载体，它跨越了国界的限制，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得以在共同的审美体验中感受到中国的文化

魅力与民族风采，从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文化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文化

力量。 

4.4. 推动文化教育，培养文化人才，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影视 IP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系中，推动文化教育是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证。影视作

品，作为文化传播的生动载体与强大引擎，应当充分发挥其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独特功能，将博大精

深的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念，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观众。这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

挖掘与生动再现，如历史故事、民俗风情、艺术瑰宝等，也涵盖对现代文化的积极倡导与创新表达，如

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环保意识等，使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能接受到深刻的文化教育与心灵

熏陶，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素养。培养文化创新人才对于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

用。影视作品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阵地，应高度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体

系，为有志于文化事业的青年才俊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与展示舞台。这包括提供专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如影视制作、编剧导演、艺术设计等方面的课程与实践机会，以及搭建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鼓励文化

人才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创新能力。通过推动文化教育普及与培育文化创新人才，

影视 IP 得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更加深远的作用，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与精神食粮，

也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文化智慧与力量。 

5. 结论 

通过内容创新、技术革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维度开发策略，影视 IP 不仅实现了价值的最大化，还

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创新发展。影视 IP 作为文化传播与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文化的保护、创新与多样性展示。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影视 IP 与新兴技术的深度融

合，如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版权安全、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营销等。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

利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不断探索与创新，全媒体时代影视 IP 的多维度开

发与文化传承将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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