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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赋能满足消费需求

从近年来文创产品热卖现象中

不难看出，文创产品市场需求潜力

巨大。但这些文创产品和以往常见

的文化产品却有所不同。昆明市委

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处处长安向辉

告诉记者，文化产品是提取出某一

地方或地区文化内涵的产品，而文

创产品是对文化产品的一些优化、

改良和提升。通过这种改造，让市

场更容易接受这类文化产品，进而

起到宣传推广作用，有助于整个文

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好的设计是从具象到抽象，

再从抽象回到具象。创造出物品本

身价值之外的艺术性，并让大众可

以更好地理解物品本身价值之外的

文化内涵。比如陆军讲武堂推出的

三色卡包，设计上暗含了讲武堂墙

和窗子的颜色，而把卡包倒过来，

蓝色部分的线条，则和讲武堂屋顶

的轮廓一致。”在安向辉看来，文

创产品的价值在于从日常生活器物

的使用出发，应用文创思维来解决

人们不断递进和变化的生活需求，

让人们从喜好的器物中获得持续的

幸福感。

“ 单 纯 复 制 或 者 仅 仅 印 上

LOGO的做法不是市场需要的文创

产品。”黄清兰认为，好的文创产

品应将文化作为元素介入当下产品

的设计，引领文创产品的美学“升

级”，满足消费需求。比如将云南

大学的理念和文化元素融入创意类

产品，能让这些文化走出校园，让

更多的人了解云大。

“《国家宝藏》让聂耳小提琴

火了，我们推出的聂耳小提琴胸针

一度脱销，甚至有人一次性订购了

几百件。这类‘爆款’文创产品与

馆藏文物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以

及背后的故事不无关联。可以说博

物馆文创是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

厅’。”在云南省博物馆文创负责

人蔡雪看来，好的文创会把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既保证了

传统审美的韵味，也符合消费者的

需求和品位。

“很多旅游景区不乏各类周边

产品，但是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

产品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品质

较低，只能将其归结为纪念品或者

仿制品，这样的产品是没有进行过

深度挖掘的。文创产品既是一个普

通的消费品，同时也是一个携带着

文化元素的传播工具，能让你不管

过去多久，再次拿起这件文创产品

时依然能想起当初的感动，引起消

费者的共鸣。”蔡雪说。

产业发展需完善产业链

“从云南文创产业发展质量

和整体效益来看，仍处于发展初

期。”这是多位文创产品负责人的

一致看法。消费升级和设计驱动的

风口前，云南的文创产品还存在文

化附加值未充分开发、相关产业链

不健全、产业规模小、品牌建设动

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安向辉认为，市场和创意没

有很好的对接，向上追溯原因其实

就是人才缺乏，“这方面我们也在

不断改进，搭建平台，为人才提供

良好发展环境。”而在陈岚看来，

目前云南文创产业的商业模式不够

成熟、运行效率和运行模式不够灵

活、市场机制不健全是我省文创产

品开发面临的普遍问题。“一个文创

产品要想受欢迎卖得好，不光是融入

文化元素就够了，背后考验的是品牌

营销、市场开发等综合能力。”陈

岚说。

“云南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

文化IP，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还没有发展开来，且现在品类

比较局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博物

馆。”黄清兰表示。

一种文化，通过创意设计与生

产供应，转身成为文创产品。文创

产品进入体验式销售渠道、消费者

购买并反馈信息、优化产品开发与

销售，形成文创产品生态的完整闭

环。记者了解到，这个产业链并未

完全打通，其原因在于，链条上的

各个环节都面临自己的难点。

文创设计产品难以被人们理

解，产品质量不好无法达到设计要

求，利润空间小且生产成本高、商

家更倾向于批发而来的小商品，最

终导致消费者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好

产品。

“产业链问题其实是目前大

多数文创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瓶颈之

一。文化创意无法和产供销连接

起来，这对于企业来说压力会很

大。”安向辉告诉记者，政府的引

导和资金扶持也很重要，目前云南

对于文化产业创业的资金支持还较

少，需要循序渐进地培养产业氛

围。此外，文化行业的发展也要保

持良性循环，需合众人之力，打通

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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