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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互联网+”背景下北京故宫文创的开发设计与推广方式进行研究，期望对我国文创产品

的设计和推广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方法 围绕开发设计和传播推广两个方面分析北京故宫文创产品在互

联网时代深受市场追捧的成功因素。结论 提出北京故宫文创在开发设计过程中运用精确的用户定位、

结合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将设计与实用性相结合、追求工匠精神、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设计创新等设计

策略，另一方面是故宫文创基于互联网思维的传播与推广的策略，包括新媒体及多传播渠道的交叉融合

推广、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的创新等，都使故宫文创产品在互联网新时代中更为大众化，在保留文化价值

的基础上更具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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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Design and Promotion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LIANG Shu-min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promotion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so as to enlighten the design and promotion of China’s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The successful factors for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being highly sought after in the Internet era 
were analyzed from th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dissemination.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s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process have been proposed, such as accurate user positioning, innova-
tive design combining traditional culture, combination of design with practicality, pursuit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for design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ategy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Internet thinking is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cross-integration pro-
motion of new media and multi-channels, and the innov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sales models. All of these have made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more popular in the new era of the Internet and more commercially 
valuable on the basis of retaining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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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的各行各业之中。

“互联网+”时代，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

与时俱进，联手互联网，当之无愧为最具话题性的“互

联网+”传统文化的范本。本文围绕“互联网+”背景

下北京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与推广模式展开研究，探

究如何让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实实在在地助力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为我国文创产品的设计和推广提出有

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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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游戏《奇迹暖暖》 
Fig.1  Game “Miracle Warm” 

 
 

1  故宫文创近年的发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于 2008 年成立故宫文化创意中

心，2013 年开始设计“卖萌”的文创产品，2016 年

故宫文创入驻天猫。到 2018 年 12 月，故宫文创产品

研发超过 1.1 万件。2017 年故宫文创的总营业额达

15 亿元[1]。种类繁多、形式各样的故宫文创在市场上

广受欢迎。下文从故宫文创的开发设计与传播推广两

方面来探讨故宫文创产品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人们热

情追捧的成功因素。 

2  “互联网+”背景下故宫文创的设计研究 

2.1  精确的用户定位 

北京故宫文创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其精

确的用户定位。目前故宫博物院拥有四家文创网络经

营主体[2]，分别是：主打年轻人的故宫淘宝、面向大

众的故宫商城、分为线下线上销售的故宫博物院文化

创意馆、出售较为古典庄重的产品的故宫博物院文创

旗舰店。它们的目标消费群并不一样，各自售卖的文

创产品根据不同的目标消费人群进行市场调查、通过

网络收集意见和反馈等，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继而为

产品进行精准、明确的设计定位。它们以受众的需求

为导向[3]，其文创设计风格是多元、互补的，共同展

现故宫文化。以“故宫淘宝”为例，它针对年轻的消

费群体，以俏皮卖萌的设计来将故宫文物的文化底蕴

传达出来，推出产品如可爱、卡通化的故宫娃娃，

充满宫廷元素、有趣而又实用的文具手账用品，符

合年轻人趣味，精致的彩妆和首饰等，深受年轻人

的喜爱。 

2.2  结合传统文化的创新设计 

故宫文创的设计团队积极将文物藏品资源、自身

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表达方式相融合进行创新设计。

比如，故宫所藏万余件清代服饰，通过对这些服饰图

案中的纹样提炼，挖掘视觉符号进行设计，就可成为

文创产品的主要元素[4]。如故宫 2017 年发布以清代

皇后朝服和胤禛美人图为主题的皇宫换装游戏《奇迹

暖暖》见图 1，让消费者在有趣的游戏过程中领略了

清朝服饰的丰富形式和内涵，体验了清代服饰文化。

又如 2018 年七夕推出的“紫禁福结·一夕如环”手

绳，其配色灵感就是故宫院藏的清光绪大红绸绣八团

龙凤双喜棉袍，这是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时皇后所穿

的吉服，与七夕这个传统节日十分应景。 

2.3  将设计与实用性相结合 

为了让文创产品更好地走进寻常百姓家中，既发

挥其实用价值，又具备故宫的文化价值，2013 年故

宫举办文创设计大赛[5]，以此拓宽文创研发思路。此

后，“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趣萌的故宫娃娃、“奉

旨旅行”行李牌等富有趣味性的产品问世，使古老的

故宫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焕发出新的光彩。近年来，

故宫不仅注重将自身深厚的宫廷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设计创新，而且还将设计的创意与产品的实用

性、趣味性相结合，产品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充

分调动了人们的购买欲望。比如故宫文创产品见图 2，

灵感来自故宫宫门的宫门箱包、根据雍正的十二美人

所设计的美人伞、故宫日历、朝珠耳机、雍正御批系

列折扇等，众多产品都跟人们生活需求对接，又兼顾

产品的文化特性，赢得了普罗大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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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故宫文创产品 
Fig.2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2.4  追求工匠精神 

故宫文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概念、特征，皆是匠人

精雕细琢而成的世间珍宝。近年来，我国提倡学习工

匠精神之风从工业扩展到各行各业。为了更好地塑造

品牌形象，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文创产品的研发，秉

持工匠精神，对设计、生产等环节都精益求精。故宫

文创产品样品的打样通产都要四次以上，非常注重产

品细节，不断改良、完善、提升产品的工艺和质量。

从文创产品本身到包装盒、包装袋都需要有统一的风

格呈现。2018 年年底推出的故宫口红，在研发过程

中，仅口红外观设计稿就修改了一千多次[6]。追求把

每件文创产品做到精美绝伦，达到更高品质，这就是

匠人精神、工匠精神的体现。 

2.5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设计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典藏

数字资源向受众传播提供了新途径[7]。故宫文创产品

的开发不再停留在实体产品上，还跨界融合了新媒介

新技术手段进行设计创新，转向虚拟数字化的产品，

增加与观众的互动，助力塑造故宫文化品牌形象。故

宫联合腾讯、网易等开发推出了多款针对移动终端的

APP 及微信小程序，带给观众丰富有趣的新媒体交互

体验，迅速占领了新一代消费群体市场。比如和网易

合作研发了游戏《绘真妙笔千山》，它曾经登上 App 
Store 的榜首，它是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制作的。

2019 年发布的游戏《故宫：口袋宫匠》微信小程序，

它能让大众成为宫廷建造师，体验搭建宫殿的全过

程，在游戏环节收集文物碎片的过程中还能了解相关

文物的历史文化信息，寓教于乐。 

3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故宫文创的传播与推广 

3.1  新媒体以及多传播渠道的交叉融合推广 

基于互联网思维下发展强势的新媒体、自媒体，

如微信、抖音、微博、博客、论坛、空间等能让所有

人畅所欲言，与用户及时互动[8]。数字化新媒体的强

大潜质极其适合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9]。数字新媒体

打破了国界，不再受限于地域。可以说，互联网时代

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对于文创的传播推广

要融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以故宫的微信公众号“微故宫”为例，故宫微信

公众号“微故宫”界面见图 3，其于 2014 年元旦推

出，是我国第一个微信公众号旅游平台。分为“看一

看”、“逛一逛”、“聚一聚”模块，利用数字技术和新

媒体平台，让人轻松浏览诸如故宫资讯、展览信息、

活动讲座等信息，能线上全方位游览故宫、随时随地

观看故宫的展览、逛故宫文创馆和微店等网络商店，

功能强大，足不出户也能和故宫“零距离”接触，让

观众得到丰富多彩、毫不逊色于现场游览的互动体验。 
又如故宫淘宝，以幽默、亲切的语言风格在微博

这一社交平台发布新产品的推文、与粉丝积极互动交

流等，具有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增强了受众对产品的

文化认知和认可度，提升了文创产品的营销效果[10]。 
不管是故宫的电子商务平台、APP、微信小程序、

端门数字馆、游戏、主题漫画，还是故宫网站、微博、

•微信的推广内容，乃至《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

故宫》等节目，故宫博物院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正借

助互联网和数字新媒体平台等多种传播渠道推广宣

传，更加亲民、更趋大众化，既扩大了故宫品牌的影

响力，又推广了故宫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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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故宫微信公众号“微故宫”界面 
Fig.3  “Micro Palace Museum” Interface of the Palace Museum’s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3.2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的创新 

在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下，故宫博物院四家文创网

络经营主体有改以往传统的营销模式与理念，均采用

线上销售的模式，满足人们网购的消费习惯趋向，使

消费者何时何地都能逛故宫“商城”，对商品进行选

购。而其中的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则结合线下和

线上进行销售，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线下文创馆

为 2015 年在故宫神武门内东侧长房开设的实体店，

展销产品包括丝绸产品、陶瓷制品、铜质摆设、紫檀

家具等，均蕴涵故宫的文化元素，为消费者提供实在、

现场的体验方式。线上文创馆于 2018 年年底开始运

营，包括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独立站，主要推

广和销售实体文创馆中的精品。单纯的线上销售模式

不能满足全部消费者的需要，很多游客期待能在逛故

宫的同时顺道选购一些有故宫特色的纪念品，实体店

模式的线下销售正好与线上销售模式互为补充，能让

消费者实实在在地触碰体验文创产品的外观、材料、

功能等，实现“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美好愿望。在

互联网时代下的文创产品营销模式，不能一味地推崇

线上销售的影响力，而是要因地制宜，寻找符合人们

真切需要和行为习惯的模式，而故宫博物院利用线上

与线下销售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有利于整合现有资

源，优化对观众的体验服务，更好地把故宫文创产品

传播和推广开去。 

4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待传统文化应改

变和创新传播观念，使传统文化与互联网深入融合，

以互联网思维开拓、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与传播

途径。就如同北京故宫文创近年来的发展，文创产品

的开发应在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进行设计定位，

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特色，注重设计创意又兼顾实用

性，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设计创新，继而利用新媒

体以及多传播渠道的交叉融合推广，增加与人们的互

动，这样不仅能拓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而且

还能使文创产品在互联网新时代中更为大众化，在保

留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更具商业价值。 
北京故宫文创现已是国内文创的领头羊和佼佼

者，但仍应保持初心，在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

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长远发展。笔者认为，创

新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博物馆要坚持以典藏精品及

其蕴涵的传统文化为设计蓝本与基础，不可脱离历史

与经典；其次要融合国际化的潮流与设计灵感，设计

更多面向市场、面向世界的产品，实现故宫文创产品

的社会化与国际化，扩大故宫文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力，传扬中国文化。  
总之，故宫文创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文创的开发和

推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期待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我国

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等的文创设计和发展贡献一

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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