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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设计研究 
黄晓宇 

（河套学院  015000） 

摘要：内蒙古地区是一个民俗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其旅游业发展的也如火如荼。众多游客来内蒙古地区旅游时往往会亲身体

验一系列内蒙古特色文化，从而实际感受牧民们的日常生活。此外，内蒙古地区的文化旅游商品也是其树立特色旅游形象，从而增

强当地在全国旅游业市场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因而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要想发展其乡村文化，势必要设计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旅游商

品，从而赢得市场，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本文就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设计做出逐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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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员分布主要以蒙古族为主体，其余少

数民族并存，且其自古以来便有 “马背上的民族”之称，因而在

旅游文化发展时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情。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业的

发展，内蒙古地区的乡村文化旅游商品也逐渐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

的特色之一，因此，乡村文化旅游纪念商品的质量好坏也影响着内

蒙古地区整体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商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是一

种特殊的商品，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既承担了传播当地特色地域文化

的责任，又蕴含着游客对于当地独有的记忆。但是在内蒙古旅游业

蓬勃发展的同时，当地的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旅游商品在发展时并没有达到设计时的初衷和目的，商品的种类过

于稀少，加之其制作工艺粗糙，未能体现出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独

特的乡村文化，对于游客而言吸引力并不强，为解决以上问题，本

文就当前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设计仍存在的问

题做以分析，并且对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商品设计问题如

何改善加以探讨。 

一、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体现出当地乡村文化特色 

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

善，旅游业中采取自己开车出行游玩的中高端游客人数不断增长，

这类游客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旅游，其目的是为带家人出去享

受，会去体验各种当地特色项目以及购买特色的地域旅游商品作为

纪念，因而这类游客往往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1]。 

但就目前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来说，很多商

品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而且与其他景区的商品并无区别，这导致

游客觉得这种商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就不会再进行消费

了。商品的雷同化和大众化会直接导致内蒙古地区旅游产业经济的

下滑，这不仅会影响游客对于旅游商品的购买率，而且还会影响游

客对当地的印象和自己本次来旅游的心情，会觉得这种地方来不来

都无所谓。 

旅游商品设置的初衷在于发扬当地特色地域文化，通过这种小

物件让游客对内蒙古地区的乡村文化有更深的印象，而且也非常具

有纪念意义，但是由于在设计旅游商品时不够用心，导致商品未能

反映和体现出少数民族的乡村文化，因而违背了旅游商品的设置的

初衷，也因此阻碍了内蒙古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旅游商品种类少，且制作粗糙 

内蒙古地区有很多的文化特色，且游牧民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都具有神秘性，因而会更加吸引他们对当地的文化进行探索，因此

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存在极大的开发价值。但由

于缺乏专业的旅游商品设计团队，导致内蒙古地区旅游市场上并无

多少反映当地特色文化的旅游商品，这极大程度上浪费了该地充沛

的文化物质资源[2]。 

除此之外，由于其旅游产品种类稀少，且地域性不强，因而导

致旅游商品市场发展的十分不景气，商家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营并且

赢得一些利润，往往会在旅游商品原材料的预算上加以控制，从而

降低商品的成本。这种旅游商品为了控制成本，一般会在小作坊进

行加工生产，缺乏专业的技术辅助，因而导致了当地旅游商品在制

作工艺上显得十分粗糙，会让游客购买后产生一种实物与图片不符

的心理，间接使得游客对内蒙古地区产生偏见和抵触。 

（三）旅游商品包装陈旧 

一个地区特色的旅游商品品牌是游客用以区分各个地方旅游

商品的具体方式，也是旅游商品在整个旅游市场参与竞争的主要手

段，因而其不光要注重旅游商品内在文化的设计，更要注重其在外

部包装上的造型。就目前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而

言，其商品的外部包装造型单一，且缺乏自己的创新，依旧采取最

原始的包装。例如，游客在购买奶酪类商品时，商家一般采用以蒙

古包造型的铁质盒子来进行包装；在购买马奶酒时则用较为廉价的

白色瓷瓶进行包装。这种包装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内蒙

古当地特色文化，但是却给人一种粗糙廉价的感觉，非常不具备保

存价值，且其在造型设计上较为单调，外在的包装并没有与内在产

品联系起来，因而无法吸引游客进行购买。现如今人们都主张绿色

低碳环保，因此在进行商品包装时可选择较为环保的可再生资源，

在此基础上联系每件产品进行包装设计，要在表现出内蒙古地区少

数民族乡村文化的同时提醒人们保护现如今的生态环境[3]。 

（四）当地政府缺乏专业的管理意见 

上述问题仅仅只是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所

呈现出的比较浅显的问题，但是旅游商品市场混乱的原因还包括政

府方面的因素。由于内蒙古地区整个旅游行业监管体制的不完善，

导致旅游商品行业缺乏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而导致旅游商品行业的

商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将旅游商品“以次充好”，使得整个商品

市场风气日渐颓靡。 

且当地政府在进行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推广时未能树

立起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品牌，因而使得该行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从而使旅游商品呈现大众化走向，没有独特的品牌吸引游客，

进而影响本地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 

政府应当为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提供专业

的技术支持，让其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结合当地实际民俗情况进行

商品开发设计，从根本上改变旅游商品行业的风气，增强该地区旅

游市场的竞争力。 

二、基于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的设计 

（一）反映特色文化 

现如今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市场要想得到

发展，就必须要组建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实地研发，在设计的

前期要去到少数民族乡村里去具体收集当地特色的地域文化，充分

分析当地的乡土风情以及地域特点，在尊重少数民族人民宗教信仰

的基础上去进行设计。在设计时最好将自己前期搜集的各个设计要

素合理的运用到旅游商品当中，从而使旅游市场上所流通的商品可

以最直观地反映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此外，商家还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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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购买时为游客进行具体设计要素的讲解，让各地的游客在购买

旅游商品时了解到当地独特的地势地貌、乡土风情、特色食物以及

特有的民族服饰。专业设计团队要充分利用内蒙古地区特有的文化

资源，以每一个要素作为一个旅游商品的设计点，从而提高当地旅

游商品市场的活力，使其能够时刻更新换代，在发扬当地特色文化

的同时做到创新，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 

（二）旅游商品要具有独特性 

旅游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其多数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实际用

处，只是起到了纪念意义，因而在设计旅游商品时，首先要突出内

蒙古地区的独特地形地貌以及人文风光，其次才是商品本身的实际

用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属性，才能从根本上吸引游客进行购买，

要让游客感受到这是除了内蒙古地区以外其他地方没有的东西，进

而刺激游客消费。以湖南的特色奶茶“茶颜悦色”为例，游客在其

他地方并不能购买到该产品，这只是湖南特有的，因而便会吸引游

客前来进行打卡，从而使其为湖南当地旅游经济贡献出独特的力量
[4]。 

同理，游客在内蒙古地区购买到的旅游商品应当是作为纪念品

存在的，而非注重其实际价值，换种说法就是游客购买的是内蒙古

地区少数民族的乡村文化，因而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时便要突出这一

点，充分运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的乡村文化，设计出该地独特的

旅游商品，进而使游客感受到该旅游商品的独特性，刺激游客消费。 

（三）融入特色节日风俗 

旅游商品虽然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和交易，但其主

要反映的是内蒙古地区特有的风俗文化，因而这种商品更像是一种

文化产品存在，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它更可以以一种符号性质存

在，成为人们谈论某个地方的代名词，从而传递出当地特色的风土

人情和地势地貌。因此专业团队在进行旅游商品设计时可以融入当

地特色的节日风俗，让游客可以从商品上感受到该地区人民的拼搏

向上的民族精神。 

例如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主要以蒙古族为主体，这个民族有着

非常多的传统节日，例如那达慕大会、篝火节以及马奶节等，在这

些节日里当地居民会身着传统服饰，并且进行着自己特有的传统活

动。因此在进行商品设计时可以将那达慕大会上的各种民俗活动以

泥人的方式为游客展现出来，从而使游客更加了解游牧民族人民热

情豪爽的性格特点，使其对更了解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

此外，在旅游商品中融入当地特色节日风俗还可以增加当地旅游业

在整体旅游市场的地位，从而刺激其旅游行业的经济增长，使当地

居民可以过上一个幸福安乐的生活。 

（四）重视旅游商品包装设计 

一件好的旅游商品不仅要具备传递当地特色文化的作用，而且

还要拥有一个美观的外表去吸引游客进行购买。旅游商品外部包装

的好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该地的整体印象，且大部分游

客往往会从外部商品包装的优劣来判断商品的价值好坏，因此必须

要重视对旅游商品外部包装的设计，要反映出内蒙古特色的乡村文

化，从而提高旅游商品的整体价值，激发游客对内蒙古地区的文化

认同感。旅游景区的商家在进行地方特色食品售卖时可在外部包装

上印上当地独特的地理地形以及与售卖的商品有关的一些文化因

素。例如，商家在售卖一些自己加工的牛肉干或者奶制品时可在外

部包装上印上一些关于当地畜牧业的相关知识，要让游客了解到内

蒙古地区的牛羊都是吃的纯天然无公害食品进行喂养的。这种做法

不仅可以在无形之中增加游客对内蒙古地区的好感度，而且还为游

客科普了当地的地域文化，从而增加了旅游商品的文化底蕴[5]。 

三、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设计的前景展

望 

（一）进行旅游商品形象营销 

旅游商品想“出圈”并且被人们所熟知，必须要为其设计一个

商品形象，通过具体的形象定位从而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被人们所熟

知，要为消费者展现出区别于其他旅游商品的特色。因此，旅游商

品在进行设计时必须要把握一个原则——“特色”，其设计的商品

形象必须要具备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最独特的乡村文化，从而使其

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所要宣传和营销的重点，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

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加大广告宣传力度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广告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主要途

径之一，商家为了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往往会请知名人士进行广

告代言，从而提高产品在公众当中的知名度。因此，内蒙古地区少

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在进行设计完成后还应将该商品的设计

理念进行广告宣传，要利用大众媒体反复刺激观众的感官，从而为

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旅游商品具体广告的投放时间时也应

当有所选择，由于内蒙古地区草原旅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属于长

途旅游，因此商家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进行广告宣传，使其在暑

假时能够第一时间决定来内蒙古旅游。再者，可发挥政府作用，让

内蒙古的公众人物为自己的家乡进行代言，从而增加内蒙古地区少

数民族乡村文化旅游商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 

（三）采用多元环保的原材料进行旅游商品设计 

内蒙古地区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切不可以自身的生态环境作

为赌注，且该地区以游牧民族和草原为主，因此可将多元环保概念

列为旅游业发展的主题。设计旅游商品时要在反映当地特色地域文

化的同时尽可能将原材料全部换为可再生能源，变废为宝，从而使

游客可在旅游的同时认识和了解到多种环保材质组成的可再生物，

这样在拉动当地旅游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会对内蒙古地区的生

态环境有所破坏，可谓一举两得的美事。 

结语 

总而言之，由于社会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内蒙古地区的

旅游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若是想让内蒙古地区的旅游业长久不

衰，便要学会创新，与时代共进。要不断优化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

乡村文化旅游商品的设计，从而使其显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和人文

历史，使其凸显出除商品属性外的文化属性。不论内蒙古地区的旅

游业怎样发展变化，其旅游产品在进行设计时必须要发展和弘扬内

蒙古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要让文化旅游产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

纪念意义，从而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熟知，使其独立于内蒙古

旅游业发展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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