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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旅游纪念品的创意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

李 杨，钟 蕾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191）

摘要：分析当前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化结构的发展弊端，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模式，通过对旅游纪念品产业特征与创

意产业的分析找到契合点，力求通过建立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与对文化创意产业模式的借鉴、研究，构建适

合其发展特征的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模型。最终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模式，实现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繁荣发

展以及对民俗文化资源经济潜质的最大化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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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nalyzed the drawbacks of the current Tianjin tourist souvenir industry structure, introduc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model. By analyzing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souvenirs and creative industry, it tried

to find a meeting point, and striv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with the reference and research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model to build Tianjin tourist souvenirs creative industry model. Finally, it introduc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model to achiev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of Tianjin tourist souvenirs,

as well as the maximize mining of the folk cultu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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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化道路，在民俗文化资源的

不合理运用、传统工业结构、地方民情复杂等多方面

因素的制约下，已荆棘满地。旅游纪念品趋同化、粗

制滥造、老品牌老字号难以扩大市场等纷杂问题的根

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化

发展需要谋求新方向。

文化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模式，它是以完善

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及高科技的应用为基础，依托

文化资源[1]，是文化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的产物，是以

创意为灵魂和核心，以文化资源和高科技手段为基础

的新兴产业。创意产业提供了将投资、设计与策划、生

产、流通、消费等诸领域的创造性内生到一条利润链上

来的新技术[2]。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实质上是

创意促进旅游增值的过程，也是旅游从单纯依赖自然

和历史人文资源转入主动创造文化价值的过程[3]。天

津旅游纪念品的创意产业之路，将可能带来理念的转

变、流程的改造和展现方式的创新。

1 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1.1 旅游纪念品产业发展模式存在弊端

天津乃至中国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大都存在着产

品直接由生产商和销售商完成设计、生产、销售的全

过程，产业链缺少其他专业部门参与的问题。生产

商、销售商统揽全局，生产商为了获取更多利益，通过

降低生产成本并更多依附于控制其“咽喉”的销售环

节，同时被生产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左右，旅游

纪念品成为“扩大可销售地区范围”和“尽量大众化”，

以便迎合不同旅游景点销售商需求的利益牺牲品，恶

性循环的产业结构导致廉价的、缺少地域特色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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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充斥在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因此，缺少对设

计策划环节的关注，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的发展模式

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弊端。

1.2 旅游纪念品产业化链条不完整

当前天津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发展仍以自发性为

主，旅游商品多为本地的特色手工艺产品，对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创新仍不具备能动的反应机制，往往一种

产品整个旅游区销售价格都不一。偶有独门手艺难

被抄袭的，又因缺少适时营销策略或产品本身缺少时

代感、创新性而少人问津。

对完整的产业链而言，“投资、策划与设计、生产、

流通、消费”几个环节缺一不可，而天津旅游纪念品产

业这种自发性的产销一条龙模式，缺少专业策划与设

计部门的参与，致使产业化链条被模糊为生产与销售

两大职能繁杂又缺少专业性的板块。生产商可能同

时兼具投资者、开发者、生产制造者甚至在流通与消

费环节的市场营销者等多重角色。这种发展模式的

弊端在于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不够灵敏，一旦某类手工艺

产品因缺乏更新而淡出市场时，其相关的手工艺技术也

可能从此绝迹。渗透进各个环节的“策划、设计”正是旅

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化发展的关键。这2个步骤的缺失，

已严重制约了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发展。

2 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如何突显创意产业特性

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4]。不同于传统产业模式，

对于创意产业而言，设计、理念、精神、心理享受、增值

服务等非物质产品构成了创意产业的核心。在此模

式下，文化资源的价值被最大化挖掘，这里通过剖析

天津民俗文化资源，力图通过找到二者共通点，最终

挖掘出一条运用高新技术、多部门协同合作，从而发

挥出更高效率的新型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发展道路。

2.1 挖掘民俗文化资源，深化天津旅游纪念品设计

天津传统旅游纪念品，单纯依靠传承手工技艺，

已被社会发展需求和市场经济运转残酷的淘汰，或曲

高和寡或无人问津。反观一些旅游业发展成熟的国

家，将设计理念与方法融入对当地旅游品开发中，则

能因时度势，依据地方文化特色或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有目的的完成旅游纪念品的创新。如日本富士山地

区售卖的装有富士山空气的瓶子，见图1，通过对富士

山清新空气的图片描述，实现了利用低廉的物质成本

和巧妙的设计思维创造最大的经济利润和对旅游者

精神需求、心理享受的满足以及对富士山自然风光的

最好评说。这种完全依靠设计、策划、构思产生的创

新型旅游产品正是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的新兴产物。

2.2 利用网络技术探索物联网系统下天津旅游纪念

品产业平台的搭建

物联网技术主要解决物品到物品、人到物品、人

到人之间的互连。利用计算技术监测和控制物理设

备行为的嵌入式网络化物理系统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可以将完全分割的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结合，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交互，构成一个高效

的、智能化的物理世界[5]。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

以此为基础，以网络传播为途径，用可触及的旅游纪

念品实体来承载一部分文化信息，这种可触可感使用

户更愿意和更顺利地去接受非物质形式的信息，进而

主动接受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新型文化信息服务。物

联网系统下的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平台的搭建，将能

实现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者与受众间的信息交互，产

品本身也能从设计之初直至自身使用价值结束，实现

多时段多地点的设计者与用户甚至企业第三方之间

的信息交互。

3 天津旅游纪念品的创意产业化发展策略

3.1 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化发展的核心策略

3.1.1 完成关于“策划、设计、生产、销售的四位一体”

创意产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型

以美国迪士尼为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集

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模式，为美

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6]。将

图1 装有富士山空气的瓶子

Fig.1 Bottle with Mount Fuji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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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经营模式经分析后拓展、改进，应用于天津旅游纪

念品的创意产业化发展策略中，其可行性依据主要有：

首先，天津旅游纪念品的创意产业化道路突显“策

划、设计”环节的渗透对民俗文化创意的作用。“泥人

张”彩塑、林亭口高腿子高跷、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

法鼓等民俗资源，缺少了创意策划环节将为其经济价

值转化增加难度。以天津理工大学学生作品“为天津

狗不理包子总店设计的旅游纪念品餐具”为例，见图2，狗

不理工艺具备雪白的面皮和娴熟的制作技巧，难以直

接物化表达。该方案运用莹润饱满的白瓷隐喻狗不

理包子面皮的白与薄，快要旋转起来的动态感形态与

薄薄的碗壁如同面点师傅正娴熟擀着的面皮。方案

通过设计与策划实现了对民俗文化的传达与经济价

值的转化，亦证明“策划、设计”环节对旅游纪念品创

意产业的重要性。

其次，旅游纪念品以满足用户的精神需求、情感

体验为重点的特质，恰与文化创意产业化强调的非物

质特征相吻合。“创意性”成为两大产业发展道路的共

通点，文化创意产业的最终产品是非物质性的，美国

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策略直接引出“对非物质类的

产品进行开发、生产、销售步骤的整合”。而天津旅游

纪念品的创意产业化发展，则同时兼具传统工业与文

化创意产业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其产品与设计创新、

高新技术应用等文化创意手段息息相关，表现出“创

意产业特性”；另一方面其产品形式仍多为依靠传统

工业的批量化产品。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对文化创

意产业的三位一体的思考，提出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

兼有创意产业特色与传统工业模式的“策划、设计、生

产、销售”四位一体的生产经营模式。

第三，原有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链的不完整性决

定了将“策划、设计、生产、销售”四大核心步骤系统化

整合的必要性。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目前仍以自发

性发展模式为主，缺少市场宏观引导与行业部门策

划、设计的参与，哪种产品现阶段好卖就扎堆经营，经

销商对市场缺少准确预估能力。这些现状从侧面证

实了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化结构的不合理性。“策划

与设计”环节对产业化发展步骤的深度渗透与影响，

将是改变当前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重要策略手段，对旅

游纪念品产业的文化创意整合势在必行。

3.1.2 探索城市旅游纪念品品牌建设与综合服务平台

的一体化整合

“策划、设计、生产、销售”四位一体的创意产业生

产经营模式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源自政府部门

的大力扶植及知识产权法的保护[7]。美国经济学家范

里安认为，经营行为的效用有“消费/产出”和“消费/投

入”2种体察模式。若产权模糊，利益相关者将不能正

确评估自我资本投入，这必然导致其集中关注“消费/

产出”即私人收益[2]。决策者，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往

往是生产商或销售商本身，经营决策时，主要考虑产

出中转化的私人收益而非社会收益。最终发展结果

是产品创新性较差，趋同性明显，忽略天津旅游纪念

品产业的长期规划，陷入产业发展恶性循环。

1）建立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目前产权制度

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要走出困境

必须有一个站位于企业与消费者之上，能够对社会各

资源起到合理统筹与规划的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建立

这一组织的作用也是为了弥补当前产权制度难以企

及之处。天津政府及职能部门处于天津旅游纪念品

市场的管理层，具备对社会各类资源统筹规划的能力

与公信力。由天津政府职能部门建立一体化综合服

务平台，其性质高于策划、设计、生产、销售的任一环

节，与各方不存在利益冲突，因立足于政府平台所以

能最终对“消费/投入”作出准确预估，更加关注城市旅

游纪念品的社会收益性与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发展

的长远性的目标。

2）由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天津城市旅游纪

念品品牌建设。在此基础上，完善的综合服务平台将

使天津旅游纪念品市场发展趋于良性化。在提升其

公信力与口碑的同时，将“天津旅游产业一体化综合

服务平台”提炼衍生出的一套标识设计，作为天津旅

游纪念品品质认证，这将能为天津城市旅游纪念品的

品牌建设提出新的设想。

图2 为天津狗不理包子总店设计的旅游纪念品餐具

Fig.2 Souvenirs for Tianjin GO BELIEV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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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完整的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发展链

完整的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发展链，从步骤

上应具备“策划、设计、生产、销售”四大重要环节；突

出其文化创意产业的两点特性即“天津民俗文化资源

的开发”与“物联网信息交互平台的建立”；产业链得

以顺利运作的保障，为来自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建立

的“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这里将通过表 1阐述产业

链的最终作用关系。

4 结语

天津旅游纪念品创意产业化道路的实现，必须首

先明确当前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格局及传统产业模

式存在的弊端。同时，创意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模

式，准确把握“策划、设计”的能动性，寻找到天津旅游

纪念品产业与其共荣共通的契机，才能继续深入探讨

天津旅游纪念品的创意产业化道路。通过建立一体

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与对文化创意产业模式的借

鉴、研究，天津旅游纪念品产业将真正具有挖掘更大

经济的潜质，使民俗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推进

城市旅游品市场从而最终进入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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