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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中国旅游纪念品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台湾原住民旅游品创意设计与推广的成功经验为例，提出了构建和

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品产业发展之路，必须整合旅游资源，建立品牌意识，正确引导旅游消费，为发展中国旅游

纪念品行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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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souvenirs industry, tak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ouvenirs

creation and promotion for Taiwan aboriginal, it put forward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the road of souvenirs industry

development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must integrate tourism resources, to establish brand awareness, correct guide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urism souvenirs business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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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的不断提

高，我国已逐渐成为全球五大旅游国之一，据《2011年

中国旅游市场趋势观察研究预测报告》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全国旅

游业增加值预计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2%以上，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旅游纪念

品作为旅游业的一项高附加值产业，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所重视，对旅游纪念品的市场需求也将随之大

大增加，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和发展我

国的旅游纪念品，已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重要的、亟

待解决的课题。

1 中国旅游纪念品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纪念品要能展现传

统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还要具有国际化的设计和创

意。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旅游品大多表现为档次不

高、特色不强、文化内涵缺失、设计陈旧、生产工艺水

平差等特点。同时，旅游商品缺少创新，在设计、生

产、销售、消费等环节上缺乏连贯性。如何打造成既

有文化内涵，又面向市场，符合游客需求的商品，这就

需要设计创意与规划整合。如何进行旅游纪念品系

列化开发，打造品牌效应，形成产业供应链，促进旅游

消费，成为了旅游品行业发展的方向[1]。

2 台湾原住民工艺品设计与推广的成功经验

2.1 台湾原住民旅游品的背景

原住民旅游品是台湾早期工艺品中最具原创性

的项目之一，而每项原住民工艺品的产生几乎都是从

生活中的需求发展而来。早在汉人未迁移台湾时，台

湾已有先住民居住于此，而这些先住民在不同时代也

张峻等 台湾原住民旅游品设计实务探析
17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16 2013-08

有不同名称，如清朝称为“番”，在日治时期被称为“高

砂族”，战后时期先住民被改称为“原住民”[2]。民众开

始重视这些原本就居住在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在工艺

文化领域的发展不容小视，而且跟汉人相比更具有强

烈的个人风格和地域特色，所制作的工艺品开始被大

众普遍认识。如原住民旅游纪念品，见图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对环保意识的

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原住民的生

活器物大多是从自然中取材而制作的，具有取之自然

回归自然的特征。除此之外，旅游品中的图腾特色，

也是让旅游者对原住民工艺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原

因[3]。

2.2 开发具有原住民特色的旅游产品

台湾属于多族群社会，透过各族群的不同生活方

式，融合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其中，“原住民”又

因族群、地势和区域的差别，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部落

文化与手工艺品。设计师注重就地取材、广材博用、

平材奇用，材料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最大的魅

力在于它的差异性和地方特色，如琉璃、灯草、木头、

布片、泥土、纸张等不起眼的材料都是设计师眼中的

上佳用料。材料的取舍和使用，成就了旅游工艺品设

计多样与质朴的特点。在设计中设计师应注重随物

赋形，神超形越，色形相顾，把原住民具有的热情、原

创、自然等地域特色融入旅游产品中，使商品保持浓

郁的民族特征。如原住民手工艺饰品，见图2。

对当地销售旅游商品的人员，进行民族文化和地

域知识的教育与培训，使得在销售这类商品时能够传

递文化内涵，讲出其背后的精彩故事，从而增强游客

购买欲望。通过调研得知，消费者在购买旅游纪念品

时，面对艺术品和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消费者往往

选择后者。由此看来，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更受

到大家的青睐。

建立工作室，培养本土设计师，制作出具有当地

特色的工艺品，开设自己的专售平台，并明确指出只

有出至该地区的商品才算正宗。这里销售的商品有

很强的地域性和文化性，成为活的文化资产。同时，

避免商品同质化现象的发生，提升商品特质，为创建

自家品牌提供良好条件。

营造有地域特色的购物环境。在仿真建筑环境

中，配以摄影图像、情境装置、环场音乐、互动设备以

及 3D动画影片，通过服务人员穿戴浓郁地方特色的

服饰，营造丰富的购物氛围，使消费者仿佛置身于全

新的空间，用心体验购物过程带来的乐趣，给消费者

留下美好印象。

2.3 原住民旅游品的推广

为了更好地宣传原住民文化和旅游，拓展本地产

业销售渠道：第一，当地市公所特别邀请原住民工艺

师参加各种原创设计大赛，借此活动激发他们的创意

潜能；第二，通过活动让原住民旅游品在传统的基础

上，具有现代时尚意识和市场竞争力；第三，以“原住

民文化产业”为主题进行展销活动，内容包含原住民

工艺品、服饰、皮雕及特色小吃等。通过这些渠道使

更多的大众了解原住民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可谓一

举三得。

推广原住民工艺创作成果，应积极参加台湾设计

博览会，集结 14族原住民不同文化风格的设计作品，

让各界对他们有深层次的了解，更好地传播地域文

化、旅游产品和特色工艺。如原住民风格的配饰，见

图3。

原住民参与实际经营和运作。通过了解旅游品

图1 原住民旅游纪念品

Fig.1 Aboriginal souvenirs

图2 原住民手工艺饰品

Fig.2 Aboriginal handicraft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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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状况，让设计师从畅销产品中汲取灵感，鼓励

和激发创意，从而设计出最佳的旅游商品。值得注意

的是，为保障原住民创作权益，可以采用电子条形码

管理，防止假冒，为所有原住民展售商品建立身份及

产地证明，方便商品日后在饭店或精品店中销售。

延伸纪念品的功能[4]。纪念品的本质是用来留住

记忆的商品，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和记忆，当地主办方

在现场设有“原住民手工艺DIY教学区”，由文化工作

者现场教学；活动邀请到了原住民歌手到现场表演，

安排当地青年示范原汁原味的传统舞蹈。活动内容

丰富，让大家直接感受到原住民丰富多彩的文化。

2.4 强化品牌意识和拓展原住民文化产业

“原住民”作为一个特色品牌，是“本人”、“本地”

和“文化”的象征，原住民文化和精神的外延，是对于

特定地域文化的概括与传达，有着极强的品牌号召力

和传播性，所以该品牌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的销

售力，对市场和公众产生着积极的消费引导。如原住

民风格的木质纪念品，见图4。

要做好“台湾原住民文化产业认证”工作 [5]，所谓

“认证”，主要符合以下三原则：（1）“本人”，即指原住

民是创作者和制作者；（2）“本地”，即指非台湾地区以

外的生产和制造；（3）“文化”，即指具有原住民文化的

技艺和涵义。

在满足三原则的前提下，经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评

审，通过专业知识、专业角度、公正理性、文化感性四

项评审原则，给合格作品授予“台湾原住民文化产业

认证标识”，该标识附在作品上，让消费者一眼就能辨

识。通过审查作品，可以很好地了解台湾原住民的种

种文化。

在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经过与原住民共同

努力，为认证实体商品开拓出了有效渠道。主要有以

下4个部门：（1）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2）路易士猫空

旅游服务中心；（3）台湾创意设计中心；（4）台湾发源

地原住民主题馆。通过这些渠道使更多旅游者了解

到真正的原住民商品，喜爱原住民文化，提升当地民

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发展原住民文化观光产业[6]。文化观光产业发展

需要以自身特色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以社区或整合后

的邻近区域为消费市场，全面提升原住民社区文化、

生活品质、优质环境、人情之美等生活特色为观光卖

点，以社区观光模式为基础，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从

而带动旅游品的销售力。如原住民文化园区，见图5。

3 对中国旅游纪念品发展的启示

1）文化性、原创性与时尚性并存。 旅游纪念品

需要融合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并且设计要具有原创

性。产品本身不仅仅是消费，而是文化的传承，因此，

充实自身文化及特色十分重要。设计提案必须符合

图3 原住民风格的配饰

Fig.3 Aboriginal style accessories

图4 原住民风格的木质纪念品

Fig.4 Aboriginal style wooden souvenirs

图5 原住民文化园区

Fig.5 Aboriginal cultur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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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方式，强调绿色工艺与环保理念；其次要配

合流行与时尚，旅游品设计的图形和色彩，应简约并

具现代感、时尚感，呈现传统文化精髓，展现地方特色

与人文特色。

2）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先进的运营模式。培养专

业化的具有工艺实践经验的人才，进入旅游纪念品衍

生领域，逐步形成包括设计创意、设计制作、生产与消

费一体化的旅游品产业链，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相关

部门应制定出统一的旅游商品营销标准。杜绝企业

和个人过于分散，资本集中度不高的问题，使旅游商

品销售的市场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优势和集

约优势。为旅游品设计者、制造者和营销商提供相应

平台，建立和形成一套先进有效的管理和运营模式，

为旅游纪念品产业化运作打下基础。

3）以市场为导向，创建自己的特色品牌[7]。借鉴

“原住民”品牌经验，以市场为导向，着力打造体现民

俗文化、地域文化、科技领先、实用美观，趣味与功能

于一体的旅游纪念品品牌，提高消费者的兴趣，凸显

品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增强品牌的号召力与竞

争力。

4）发挥地方资源优势，积极进行产品的宣传与推

广。不断发展与完善市场机制，应充分发挥地方资源

优势，以设计竞赛活动为契机，开展蕴含文化与地域

风俗特征的活动，为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到该商品创

造条件，尽快实现旅游纪念品市场的标准化，为该商

品投向市场起到很好的宣传与推广作用。

4 结语

通过借鉴台湾原住民工艺品创设与推广的成功

经验，积极创建属于自己的品牌旅游纪念品，探索适

合自身品牌发展的运营模式，积极进行地域旅游纪念

品推广活动，以设计竞赛活动为契机，加强我国旅游

纪念品产业化建设，以市场为导向，推行现代化营销

模式。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和改革，促进我国旅游纪

念品的发展，为推进旅游业进步和实现我国旅游经济

新的增长点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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