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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brigad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area,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t	marke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verall	consideration,	 to	extract	 the	attraction	of	brigade	resource	elements,	 to	extract	attractive	cultural	elements	for	
packaging	and	design,	enric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products,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aesthetics,	enhance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of	brigade	market	suitability	and	marketing	ability,	these	ar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mportant product develop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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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视域下的文创产品开发与社会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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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文旅产业不断发展，针对文化旅游区域内的基础支撑条件、文旅资源、客源市场、开发定位等进行总体考虑，对提炼
出的文旅资源元素的吸引度进行深入研究，再对提炼出的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元素进行包装和设计，丰富产品的内涵和外
延，从而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美学高度，增强文化旅游产品对文旅市场的适宜性和可营销的能力，这些
是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设计重要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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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服务环境决定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主题

1.1 公共文化旅游服务的基本概念与范畴研究 
行业标准化是为公共文化旅游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是指通过标准化的技术手

段，引入标准化的方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和均等化

而开展的工作。”[1] 文化旅游行业的主题标准化范畴非常丰

富，常见文化旅游产业的行业分类，其中具有明显主题的行

业有：①游憩主题行业，主要包括有风景名胜景区、主题公

园、健身休闲运动场所、产业集聚区、康疗养生区、度假村、

农家乐等的经营管理和运作的行业。②文旅接待主题行业，

主要包括酒店、旅行社、餐饮、会议等主题内容。③文旅交

通主题行业，主要包括了文化旅游活动项目的城市公路客

运、城际之间的铁路客运、航空运输、水运交通、景区内部

的索道等小交通等。④文旅商业主题，包括集游憩主题的观

赏、购物、娱乐等于一体的购物休闲步行街、特色产品商铺、

创意特色产品市集等。⑤建筑主题行业，包括园林绿化、生

态恢复、设施建造、艺术装饰等。⑥技术生产制造业主题，

包括重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游乐设施生产、土特产品加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产品生产、新信息终端及虚拟文化旅

游等设备的生产制造。⑦营销行业主题，包括文化旅游电子

商务、媒介广告行业、节庆等。⑧金融业主题，包括文旅支票、

文旅信用卡、文旅投融资、文旅保险、文旅衍生金融产品等。

⑨文旅智业主题，包括项目规划、策划、管理、投融资、文

化创意、公共文化传播、景观建筑设计、展览策划与展陈、

音乐美术等艺术创新咨询行业以及相关教育培训行业。

1.2 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标准化下的文创产品研发
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文化旅游产业体系中的文化

创意产品的研发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公共服务属性越来

越强，文旅融合大发展对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的要求即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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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率的标准也越来越高。“文旅产业公共服务意识”作为

文化旅游产业体系中的核心宗旨和关键词，不断引领推动着

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与发展。通过牢固树立文旅产业的公共

文化服务的思想意识，能够有效促进文化旅游品牌的打造和

培育，提高文化宣传教育、旅游公共服务的质量与管理水平，

着实增强了文化旅游执行机构的文化信息传播、科学创新研

究和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旅游文化服务的主动性在逐年

递增。

文化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文化

领域安全、环保、质量、工艺、功能、资质、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各个环节，覆盖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演出场所、

社会艺术教育、文化娱乐场所、网络文化、动漫游戏、乐器、

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文化行业标准化工作得到了快速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发

挥了积极作用 [1]。文化的传播营造旅游空间的氛围，旅游是

文化传播的公共空间，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为大众提供了

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主要产生的传播路径包括旅游景点的

博物馆、遗址公园、图书馆、大剧院等公共文化的设施机构，

这些场所对文旅产业发展发挥着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重要

作用。应该清醒认识到，文化与旅游紧密相连与和谐发展，

说明了共同的民族、区域、历史背景、民风习俗与其生存空

间是一体同在的，构成文化与旅游体系完整的科学、文化、

艺术的价值。

1.3 主题文创产品的公共文化服务市场背景
文旅资源包括游览空间，就是说游览空间是文旅创意

产品发挥作用的重要阵地，也是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标准化在应用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文旅融合文旅产业不断发展的成功经验所在和重点优势

体现在：①强化了文旅行业公共服务的功能。②产业项目运

营制度。③突出产业的特色性文化的传播效应。④将文化与

旅游紧密联系在一起统筹规划。⑤将文旅创意产品设计中带

入亮点文化元素。⑥应用文化元素激活文旅创意项目。⑦注

重对文化创意产品和活动项目开展评估事宜。⑧夯实了制定

和推广公共文化旅游标准化的基本内容。⑨拓展了文化旅游

创意产品的宣传营销市场。⑩培育新时代新型文化旅游场

地。培育社会劳动复合型人才。积极服务于文旅发展

战略。弘扬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工程。文

旅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文旅行业领域的整体发展，使得文化旅

游创意产品和项目主题性更加鲜明，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纵观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从表象上看又涉及文化旅游

领域的知识版权安全、环境保护、服务与产品质量、产品的

工艺、产品使用功能、生产链资质、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产

品营销模式与主题推广。但从内因分析，文化创意产品的研

发旨在创造与传播具有传统文化和美学元素的产品，所以说

文创产品具备现代化属性。毫无疑问，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

是以开发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为吸引大众的物品为目的，进

而提高文化旅游的社会游览空间的整体质量，助力文旅产业

的文明业态持续良好发展。

2 社会大众的需求决定着文创产品的研发方向

2.1 社会服务特性与文创产品价值的内在联系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典籍《礼记》中记载了社会

服务的思想，同一时期的思想家们还对未来大同社会做过

设想，其中涉及社会服务的问题。《礼记·礼运》中记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

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关于社会服务方面的内容，能够证明社会

服务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行为

是以关爱困难与特殊群体。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在

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社会服务

的思想。关于社会服务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

三形态理论中作了充分的说明：“第一大形势，人的依赖关

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

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

发展。第二大形势，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

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

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大形态，建立在个

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并说明了第二大形态是第

三大形态的创造条件。”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在不断传承、改

进与创新进程中发展而来的。温故而知新，追溯历史，寻找

渊源，各种生产形态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框架。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社会服务体系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来并得到

不断发展完善。在 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中第二十五条表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

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标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

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2] 再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

学》中，提到了对公民的后代——少年儿童的教育应该由城

邦国家负主责的思想，还提到了公共资源的公共使用问题，

这些都隐含着社会服务的思想 [2]。尽管如此笔者依然深度分

析道：“尽管在界定意义上的社会服务也是古已有之，但是，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其服务水平是底层次的，其服务内容是

不充分的，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的社会发展程

度决定的。”从而得知，当今中国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工业

产品的生产力为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制造提供

了可行性实施的科技保障。这种保障赋予了文创产品创意研

发内涵的活化性能，能够通过文创产品的研发主题反映出文

化旅游产业的科学、经济、文化、艺术价值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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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创产品的社会服务价值是一项研究其责任主体

构架、服务对象及其服务的实质内容，且兼具服务功能尺度

的课题。文创产品的价值能够在涉及社会多层面的综合现象

中发现即社会活动中满足大众生活的需求。因为文化旅游已

经成为当代人重要的、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

方式具有精神文明的性质，而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以完善人们

进行文化旅游活动中的物质享受和需求。可以看出，新时代

下的旅游者们更多注重文化、健康、环境美化、科学服务的

游览空间，游览者的目的从观光模式转变为了休闲的模式；

游览者对购物、餐饮、文化内涵等游览环节提出了越来越

多的个性化要求；游览者更多偏好于互动、体验和参与性

强的游览活动；游览者已经开始把游览空间与其历史背景、

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信息结合起来。在这样的

发展局面下，文旅行业随之在四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文创产品）的创新研发和开发升

级版的步伐迅速加快。第二，文化旅游产业的品牌化的打造

和提升力度加大。第三，文化旅游企业集团成立趋势逐渐明

显起来。第四，行业特征与区域之间的文化旅游产业个性化

特征更加明显。而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文创产品）的开发，

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发展则起着导向的作用和传播文化内涵

的实用价值。

2.2 创新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模式和思维方法
不断创新和完善文创产品的使用功能，就是提升文化

旅游产业的社会服务功能。按照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文创产

品）开发阶段划分，其研发的模式可分为：文旅资源导向

型与创意功能分类、文旅市场导向型与创意功能分类、文旅

形象导向型与创意功能分类、文旅项目导向型与创意功能

分类。

如表 1 所示。

文旅资源导向型的研发模式是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开发

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产品开发主要是从资源自身的特点

出发，通过详细调查本地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和分析研究，

以此为依据，有什么样的资源就开发什么，根据资源本身的

特点进行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开发。以此达到宣传教育与文

化旅游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

文旅市场导向型的研发模式是根据文旅市场的需求进

行开发产品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文旅市场需求的重

要性有着一定的调研和认知后形成的开发模式。文化旅游

创意产品开发首先要进行文旅市场调查和市场的预估，需

要在掌握文旅市场需求和市场演变规律后，再根据社会市

场需求，结合文化旅游的文化特色，确定研发产品的主题、

款式、功能和规模。合理应用文旅资源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 

效益。

文旅形象导向型研发模式是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成

的游览空间即游览形象吸引和激发游览者的兴趣度的产品

研发模式。这种研发模式具有前瞻性，就是对文化旅游创意

产品（文创产品）的开发方向有了一定的把控方向而形成的

模式。在这种研发模式中，研发的主题定位的开发思路更加

具有远见性和可持续性。研发理念更加兼具营造游览空间的

整体氛围，游览空间的主题形象更加适宜文旅品牌的打造。

游览项目导向型研发模式是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文创

产品）开发已经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研发成果。研发环节

进入到项目导向型，注重产品与项目的结合策划，就是说此

研发模式已经具有成熟和稳定性，是一种整合各个资源要素

后形成研发模式。项目研发模式是建立在对文旅资源特色、

文旅市场的环境条件、游览空间的 IP 形象、文创项目策划

和运营措施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要求不断开发出具有灵活多

样、内涵丰富的，具有游览空间文化符号的文旅文创产品。

总之，项目策划是以活化文化旅游资源，通过艺术的手段使

其全民共享文旅资源为目标的。

表 1  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研发项目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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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不断发展，其发展宗旨离不开创新，产业创

新自始至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其类型可分为文旅融合的变

革式创新、产品生产手段创新、文化与旅游市场创新、产

业运营策略创新。创造性思维又被广泛认同与称为变革型思

维，是可以反映出文旅产业的本质和内容、形式有机联系，

所以说创新思维对于打造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是具有新颖的、

广义的创意模式，也是一个可以促进文创产品研发、开发、

落地的思维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研发中

产生的创新性思维具备物质性，创新性思维分为思维方向、

思维进程、思维效果、思维结构、思维表达的特征。其思维

性质具备综合性、求异性、跨越性、灵活性、流畅性。其思

维特点具备多向、突发、整体、广阔、新颖的特点。创新思

维同样还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包括创意活动中大脑产生

的敏锐直觉的思维反应、深刻的抽象思维能力、广域的联想

思维能力，还有丰富的想象思维能力。总之，创新就是突破，

在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研发中，能够寻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并

能够比较清楚地找到有效应用的方法进行主题文创产品创

意开发，需要掌握新的创意思维方法使其应用到文化旅游创

意产品（文创产品）开发实践中。

3 结语

综上所述，开发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文创产品）的社

会环境优势显而易见，文旅融合的成功，既激发了文化旅游

创意产品创新研发的新思路，又增强了公共文化旅游服务的

新动能。从当今社会环境来看，纵观经济的发展势头降中趋

稳，伴随着新兴行业加大和人力资本的大幅度提升，社会职

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大中小学生与在职人员受教

育程度不断提高，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多，社会大众对科学

技术、文化信息、人文艺术的需求将进入大步提升阶段。乡

镇发展向城市化水平提升将成为未来优质生活质量变化的

主要方面，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的研发也将成为社会大众衡量

美好生活与精神文化需要程度的满足与否的重要指标。“随

着新时代智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创作越来越被广

泛使用，将对人类创作形成巨大的冲击。”[3] 展望未来，新

一轮科学技术在不断改革，势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行业的生

产、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势必形成全新的人类社会文明生

态系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性更加明确，人们的精神

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需求来自文旅产业的引导性，人与自然之

间真实的体验反映在游览空间中即文化与旅游项目的创意

层面的导向效应，文旅产业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关系在精神层

面大多通过网络化模式既从真实空间转向虚拟世界，势必由

此产生人们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需求发生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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