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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北民俗艺术文化创意产品发展背景
文化创意产业以创造力为核心，以文化创意产品为展现方

式。随着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
中通过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将科技创新、内容创新、运营
模式创新融入到产业发展当中，加速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发展
空间巨大。

推进文化创新，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的传承。陕北民俗艺术
文化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扎根基层，有着坚实的群众
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和文
化价值。陕北民俗文化创意产品通过挖掘原生产品的独有特色，
找准民俗艺术元素与文创设计的契合点，为民俗艺术产品赋予适
应新时代的商业生命。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不仅
仅只是乡村经济发展，也要发掘民俗艺术文化的优秀内涵，整
合、开发各类民俗艺术文化资源，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
互补。陕西省作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逐渐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和经济效益。区域宏观经济发展良好，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
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2　陕北民俗艺术文创产品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陕北民俗艺术文化创意产品以红色旅游、宗教文化

旅游、陕北风情旅游等旅游项目为主线，并在影视、音乐、文
艺创作、手工艺制造、特色农副产品等方面进行了特色产品开
发，为陕北区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陕
北民俗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发展模式尚未形成，产业链融合、产业
运作机制、资金支持、运营发展方面无法有效衔接，发展进度缓
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品牌意识不强，创新力度不够。缺乏统一的宣传形象
和文化内涵，难以打开知名度。单纯的迎合市场导致内容庸俗化、
内涵缺乏深度广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品内容同质化。文
化创意产品要想拥有市场竞争力，必须要有自身的特点和品牌的
文化底蕴。其次，营销能力薄弱，客群定位不明。在发达的新媒
体时代，如何做好文化创意产品营销、打开市场至关重要。民俗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及
消费人群特点不断调整营销策略，才能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通
过制定多样化、分层次的价格和促销方案，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形成良性循环。

3　陕北民俗艺术文创产品营销路径
3.1提升文化创意品牌竞争力——以特色形象为代表，使品

牌主题化、形象化
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代表形象，文化创意产品要想拥有市

场竞争力，必须要有自身的特点和品牌的文化底蕴。以特色人物
等为原型进行的人物形象再创作，能够直观的表现陕北民俗文
化，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快速与消费者建立关联，有助于品牌
好感度的提升，也为提升用户黏性制造机会。如北京故宫猫系
列文创产品、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妞系列”都是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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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创产品是民俗艺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思路，随着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日益重视，文创产品展现出了巨大
的发展优势及上升空间。文章从陕北民俗艺术文化的发展背景入手，探索陕北民俗艺术文化创意产品营销路径，进一步扩大陕北民
俗艺术的应用范围，挖掘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助力陕北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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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优秀文创产品。
3.2深挖文化内涵及创造力——融入科技因素，提升设计水

平，为产品注入文化灵魂
陕北民俗艺术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强调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

内涵的同时，要打破陈旧的审美方式，在设计中提高科技文化创
新的含量，提炼出可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文化元素，使产品艺
术性与观赏性相结合，承载和传递文化信息、精神内涵，并形成
与人交流的视觉语言，才能使消费者有新鲜感，具备与同品类产
品竞争的优势。

3.3采用目标市场策略——细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遵循
消费者偏好

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仅需要巧妙表达文化主体的特征精
髓，还需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的心理需求特点，引起消
费者的注意和认同。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在做好市场细分的
同时全面优化资源配置，根据消费者特征和需求开发不同的文化
创意产品，是其成为成功典范的重要原因。

3.4完善价格策略——完善定价策略和促销机制，利用网络
平台节约销售成本

价格是吸引消费者消费的一个重要导向，通过市场的细分定
位不同的消费群体，应用分类定价策略针对不同消费人群，设计
出合理的价格区间，结合生产成本设置合理的定价策略及促销策
略。线上销售，节约成本。线下体验，使消费者在场景中感受文
化内涵，从理智和情感层面上令消费者产生兴趣和消费欲望，并
提升对品牌的认同。

3.5形成新媒体营销矩阵——借势营销、跨界合作，满足多
元化需求

新媒体聚集了大量的年轻用户，深耕微博、微信、小红书等
全面的新媒体传播矩阵，是陕北民俗艺术文创产品营销最重要的
环节。同时，抓住热点话题，找到消费者的兴趣点，创造话题内
容、参与热门话题引发关注借势营销。参与直播，通过主播分享
让消费者更便捷、更直观的看到产品的功能与使用，刺激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增强与其他领域知名品牌跨界合作，互动传播，可
以使品牌形象更具活力。

4　总结
文化创意产品是新形势下对传统文化开发、保护和传承的新

方法、新道路。探索陕北民俗艺术文创产品营销路径，为产业发展
提出优化建议，能够有效增强陕北民俗艺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形
成保护与开发的合力，不断提升陕北民俗艺术文化知名度，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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