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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

曹 星

（四川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成都 610500）

摘要：以消费者需求为启示，分析了旅游纪念品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对旅游纪念品

进行设计，明确高、中、低层次产品各自的特点，设计出具有时代感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以促进旅游纪念品和旅游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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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ustomer demand, it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souvenirs design，puts forward the design for

souveni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ustomer demand，made clea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medium and low-grade

souvenirs, and finally designed the products with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times，thus to

promote the virtuous development of souvenirs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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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从属于旅游商品，旅游商品是指为旅

游做准备或者在旅途中购买的物品，其中包括购买衣

服、工具、纪念品、珠宝、报刊书籍、音像资料、美容及

个人物品、药品等。旅游纪念品是指能够反映地域特

色，具有纪念性、时代性、便携性、审美性并能保存收

藏的实物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通过传统工艺或者现

代工业技术加工而成。旅游纪念品的发展与旅游业

的发展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目前，我国的旅游业发

展势头强劲。据统计，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我

国旅游接待人次约为3.62亿，旅游收入约为1800亿元

人民币，比 2011年同期增长 24%。但是与此同时，包

括旅游纪念品在内的旅游商品的发展却是不稳定的，

甚至是滞后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进

入 90年代后，我国旅游商品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的

20%左右；而欧美等旅游业较发达国家的旅游业商品

收入，占总收入的40%左右。旅游商品收入已经成为

旅游业成熟的标志[1]。”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为旅游纪念

品的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应该意识到我国旅游纪念

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改善其设计面貌，从而促进中

国旅游业更稳定更成熟的发展。

1 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设计定位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旅游纪念品

立足本土特色，但同样需要以消费者需求为指导原

则，单一形式的旅游纪念品无法满足多样以及多变的

消费者需求。

2）审美观念与时代特征存在差异。旅游纪念品

继承传统工艺是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但是时代变革，

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改变，如何协调好传统与现代之

间的关系，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重点之一。

3）缺乏功能上的创新。随着人们日益提高的生

活需求，旅游纪念品应该在功能上进行更多地探索和

尝试，使其更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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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紫砂茶壶

Fig.1 Zisha teapot

4）缺乏品牌意识。我国旅游纪念品欠缺众人熟

知的品牌，旅游纪念品品牌既是企业形象，也是城市

名片，可以通过宣传加强游客对旅游地的记忆度。

5）忽视包装、便携性差。我国旅游纪念品包装设

计缺乏礼品概念，商家欠缺对于包装便携性方面的考

虑。

2 旅游纪念品设计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必要性

2.1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设计原则

当今已是体验经济时代，周遭一切的设计活动都

强调顾客的参与和融入。在所有设计门类中，产品设

计与人的行为活动最为密切相关。为了满足在生产

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多样化的需求，人们设计出各式各

样的产品，需求促使了设计活动的发生，是设计活动

的源动力。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设计原则，是指设计

活动的展开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设计结果的评定

以消费者需求为标准，将消费者需求贯穿设计的各个

环节，最终形成满足消费需求与创造消费需求的良性

循环。产品设计能否与消费者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是产品设计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2]。

2.2 旅游纪念品设计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必要性

旅游纪念品设计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原因可以归

结为对消费者需求的忽视。生产者往往主观性的规

划纪念品的样式，对旅游纪念品缺乏系统化的考虑。

旅游纪念品是艺术性、纪念性极强的特殊门类的产

品，并且它的消费者差异性较大，旅游纪念品设计的

展开，应充分分析游客的文化背景、年龄、性别等差异

所产生的不同的审美观念和消费需求。根据 1999年

我国入境游客人均消费调查表统计，消费者的特点如

下：25~44岁的人均消费能力最强；公务员、企事业管

理人员人均消费最高；工人、离退休人员、学生的人均

消费较低；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上人员人均消费较高[3]。

游客的背景差异造成了其审美和消费需求的差异，旅

游纪念品设计应针对这种差异性，将产品分为高、中、

低 3个层次进行设计，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高层

次产品以中年为主，主要针对经济富裕、文化层次高、

消费能力强的人；中层次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经济水平较低，文化素养不等；低层次产品的消费者

针对消费能力较弱的游客。各层次的旅游纪念品应

采取针对性的设计方法，设计出个性鲜明的产品。

3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3.1 高层次旅游纪念品设计

高层次旅游纪念品针对的游客多以中年人为主，

其特点是经济富裕、文化层次高、消费能力强。这一

类的消费者往往追求纪念品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

价值。因此，这一层面的旅游纪念品应突出其文化

性，应用产品改良设计方法对现有的旅游纪念品进行

改进和提升。旅游纪念品改良设计方法之一是着手

于“包装”元素，重新定义传统旅游纪念品的包装设

计。例如，无锡旅游纪念品最为典型的是惠山泥人以

及紫砂茶具，其材质、工艺体现出它的地域性、文化

性，也是高价值的最好体现，见图1。这类高档旅游纪

念品设计应该仍然保留其独特的材质以及传统工艺，

包装上应考虑以下方面。（1）安全性。泥料产品容易

破损，只有确保其安全性，才能提高产品的便携度。

（2）精美化。对产品进行精美化包装，可以使得纪念

品提升至礼品层面，将价值最大化体现出来。（3）文化

性。产品包装盒不只起到保护的作用，还可以将材

质、工艺、地域特征介绍等纪念品信息考虑在包装设

计上。这样消费者买到的不仅仅是产品，更多体会到

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增强对旅游地的记忆。旅游纪念

品改良设计方法之二是针对“题材”要素。旅游纪念

品有了材料、工艺等特点，已经可以有较强的地域识

别性，应该在题材方面进行更多探索，将反应美好生

活的社会事件融入其中，丰富题材和造型，使得纪念

品更加多样，从而创造更多消费需求。

3.2 中层次旅游纪念品设计

中层次旅游纪念品针对的消费人群以年轻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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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他们的经济水平相对中年人较低，文化素养不

等。由于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对于产品往往追

求新鲜的审美体验，因此，产品的外观、样式、功能是

吸引他们的重点。中层次旅游纪念品设计方法应该

为创新设计，设计重点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游

客在旅行中的需求，通过产品为他们提供帮助。其

次，突出产品的娱乐化，赋予旅游纪念品娱乐功能，使

得游客获得有趣、幽默、快乐的感受和体验。最后，中

层次旅游纪念品设计还应该突出个性化，在产品样式

上求新求变，实现个性化消费。设计方法之一是功能

创新，这是指在题材、材料、工艺限定的前提下，针对

功能进行开发，让旅游纪念品不再是摆件，而是有着

实际功能的用品。例如，四川乌木旅游纪念品，它的

特色表现在材质的特殊和名贵，因此深受广大游客的

喜爱。乌木旅游纪念品设计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校企

合作项目之一，在此次设计中，原本无处可用的小体

块乌木材料被设计成簪子、梳子等，新的功能赋予了

乌木产品新的特色和卖点，提升了乌木旅游纪念品价

值，深受消费者好评，见图2。无论是乌木旅游纪念品

还是其他材质或工艺的纪念品，仍然可以对新功能进

行持续的探索和开发，将日常生活与产品结合，为游

客提供兼具使用价值和纪念价值的旅游产品。

3.3 低层次旅游纪念品设计

低层次的旅游纪念品针对的消费者较为宽泛，其

共同点在于购买力相对较弱，价格因素是这个群体关

注的要点。这一类的旅游纪念品的设计重点在于解

决产量的问题，只有满足取材易和工艺简单的条件，

才能实现产品的大量生产，低价格也才能有所保障。

材料方面应选择现代工业用材，如合橡胶、树脂或塑

料等，其特点是原材料价格低，加工方便；工艺方面也

应采用现代工业化加工，减少人工投入，降低成本；在

题材和形态方面，应强调丰富、多样，以满足不同年龄

段的消费者喜好；包装方面也不容忽视，设计者在保

证价格低廉的条件下，仍然要对产品包装给予充分考

虑，要实现包装简单却能对产品起到保护作用。低层

次的旅游纪念品的样式设计应追求丰富多变。旅游

业发达的日本，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上有诸多卓越之

处，即使价格低廉的旅游纪念品仍然保持精致的设计

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精致多样、价格低廉的旅游

纪念品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实现购买数量上

的提升。

3.4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实践分析

金沙遗址博物馆纪念品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层次

消费者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定位和设计开

发。金沙遗址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

金沙村一处商周时代遗址，2007年在此处建成的金沙

遗址博物馆是成都著名景区之一，镇馆之宝是太阳神

鸟金饰。金沙遗址博物馆纪念品设计以太阳神鸟金

饰为创作原点，展开高、中、低3个层面的具体设计，将

太阳神鸟的图案贯穿于各层面的产品设计，传达太阳

神鸟金饰蕴含的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强化金

沙遗址博物馆的文化性和纪念性。高层次纪念品设

计内容为饰品和装饰品，饰品以水晶或铂金、黄金等

名贵材质为主，装饰品材质为陶瓷或漆器。以材质的

名贵和工艺的精细复杂，来突出产品的文化性和收藏

价值，这是金沙博物馆高层次纪念品设计的特点。金

沙博物馆中层次纪念品设计为纸镇、书挡、水壶等，这

些产品与传统纪念品不同的是在功能上进行了创新，

针对年轻消费者，突出个性、时尚、趣味化体验。旅游

纪念品分层设计中，低层次产品设计以量产化为原

则，金沙遗址博物馆低层次纪念品设计应用这一原

则，设计成挖耳勺、手机挂件、扇子等。这一类产品同

样应用太阳神鸟图案，但是材料和工艺上相对简单，

降低成本，实现量产化。金沙遗址博物馆纪念品设计

产品定位明确，特点突出，样式丰富，是旅游纪念品分

层设计的最好体现。

4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存在

的普遍性与局限性

4.1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普遍性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强调对消

图2 乌木梳子

Fig.2 Ebony 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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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进行分类，对设计定位进行分层。根据对消费

需求的分析，明确各类产品的设计特点：高层次产品

的文化性、中层次产品的个性化、低层次产品的量产

化。这样的设计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产品设

计与开发，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性。通过对消费需

求的分析，展开设计活动，可以得到样式丰富和个性

鲜明的产品，创造更多需求。

4.2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局限性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强调产品

个性鲜明、卖点突出，对旅游纪念品的发展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

先，旅游纪念品各层次的设计特点是相对的，不是绝

对的。例如，文化性不是专属于高层次旅游纪念品的

特点，中低层次的纪念品也应具备一定的文化性。文

化性作为高层次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原则，是由于这一

层次消费者对于文化性的要求相对突出。旅游纪念

品设计中应注意这一点，避免过分强调某个产品特

质，忽视旅游纪念品应必备的其他因素。其次，消费

需求是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指导原则，但不是唯一原

则。时代变革、技术材料创新、审美意识的转变，都会

影响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生产。旅游纪念品设计应

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进行可持续的研究，对各层次旅

游纪念品的设计重点作出调整，设计出满足游客需求

又符合时代要求的产品。

5 结语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每一个旅游地都具有独特的

美貌与品质，旅游纪念品正是这些旅游地的名片，也

应该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这里正是基于这样一个

诉求，提出从消费需求入手，展开对旅游纪念品设计

的研究。首先，分析了旅游纪念品设计上存在的问

题，指出忽略游客需求是设计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其

次，通过对需求与设计关系的阐述，确定了旅游纪念

品设计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必要性；再次，结合旅游

纪念品的特殊性，这里针对游客的背景、喜好等作出

了具体分析，提出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设计出各

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最后，引用设计实际案例来证

明论点，并且也指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进行旅游纪念

品设计应注意的误区。总而言之，旅游纪念品设计应

该在保护传统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特征及消费者诉求

进行不断地创新与开发，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丰富别致

的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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