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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销领域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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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必须要承认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的受众是相对比较小的，很多人对于其品质与价值并不了解，因此在面对现代文
化以及商品冲击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是比较小的。这对于其传播，传承与保护会带去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借
助于当前的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如大数据技术来帮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营销，带动消费者对于非遗文化的探索与消费欲望，帮
助其得到更好地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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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身份的一种象征，也是独属

于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过程中我们也
需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借
助更加现代化的一些营销策略来帮助非遗文化成为一种可以被普
通人使用的商品走入千家万户，让更多人了解它，使用它，如此才
能更好地将其传播下去。但面对现代社会种类丰富的商品，要帮助
非遗文化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有更大的优势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营
销，才能使其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扬的主要方式 
（一）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保存展示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主要信息有很多是记录在书籍以及

卷册中的，这些与非物质文化相关的资料被整理成册存放在图书馆
中，既是对非遗文化的一种保护，也是帮助其面向更多社会群体进
行展示，从而帮助非遗文化被更多人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
非遗文化的物品是以展示品的形式存放在博物馆中的，消费者通过
博物馆参观的方式就能够对这些馆藏物品进行近距离观赏，有更加
具象化的观感。 

（二）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进行非遗文化传承 
学校在传播现代知识的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一些与非

遗文化相关的介绍来帮助祖国下一代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
定的了解，进而希望有一些同学可以对其产生探索兴趣，在课外书
籍以及其他资料中寻找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进行了解学习。比如
说高中英语课本中就有一篇文章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单介
绍的[1]。除此之外，很多高校中也专门开设了相关的专业课程来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定兴趣的学生可以接受到与之相关的更专业
的教学。 

（三）专业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 
我国当前还存在一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他们是进行非遗文化

传承的主要群体，通过语言，手工艺，民间表演等形式来进行非遗
文化的传播。这种传播过程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传播者向其他社会群
体进行文化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被传播者，通过比较传统的师
傅带徒弟的方式由上一任的非遗传承人将相应的手艺，知识教授给
下一任传播者。但这种传播形式是极为脆弱了，尤其是现代社会中
并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去成为非遗传承人。 

（四）对非遗文化进行营销传承 
目前还有一种相对广泛的非遗文化传承方式就是通过一定的

营销方式来帮助非遗文化在为传播者带来利益的同时，使其被更多
人了解热爱。比如说苏绣，有企业将苏绣的制作方式以及所需要的
丝线，布料等设计成 DIY 材料包的形式进行售卖，企业本身获得经
济利益的同时，购买者在进行 DIY 创作的过程中也对其有了更多的
了解。再者在苏绣的原发地也建立了相应的成品以及制作过程展示
点，将其作为旅游点，在创收的同时也不断进行苏绣相关文化，知
识，技能的传播。这也是当前比较高效且普遍的非遗文化传播方式。 

二、大数据技术进行非遗文化营销的措施 
（一）建立与非物质文化相关的数据库 
我国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川剧变脸、滩

头年画、江永女书、南京云锦、西安古乐、南音、青浦田歌，皮影，
剪纸艺术等等。要对这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营销必须要先对
每一种非遗文化的特性，受众，价值等进行分析归纳，才能根据社
会群体的喜好等来帮助设计更加有效的营销手段[2]。因此在借助于
大数据技术来帮助进行非遗文化营销的过程中需要构建与非遗文
化相关的数据库，对所有当前已经被审定为非遗文化的传统艺术进
行档案建立，完善与非遗文化相关的资料，以便于后续营销可以更
顺利地开展。 

（二）创新非物质遗产的呈现方式 
在借助于大数据技术进行非遗文化营销的过程中可以将技术

与非遗文化结合起来帮助非遗文化的呈现方式得到创新。譬如说，
很多非遗文化艺术都是通过传承人的声音，形体表演来完成的，那
么在进行该类型非遗文化营销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其表演与不同的
场景结合起来，帮助非遗表演更完整，成效更精彩，也受到更多人
的喜爱。再者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将非遗表演者的表演全方位记
录下来，形成 3D 立体的影像资料，为其建立专用的网络宣传平台，
使用这些资料对该项非物质遗产进行更便捷的营销传播。 

（三）构建非遗文化品牌 
营销者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销的过程中还可以借助于大

数据技术来帮助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品牌，借助于品牌效益
去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比如说剪纸艺术，我国很多地区其实都存
在剪纸艺术，甚至会因为地域的不同产生不同风格的剪纸作品[3]。
在借助于大数据技术进行剪纸艺术营销的过程中就可以先根据互
联网受众的喜好筛选出对某一地区剪纸艺术有好感，或者对于该类
产品有好感的用户，进行定向性的该地区剪纸艺术宣传，在这些用
户心中建立起关于该地区剪纸艺术的品牌，使其在今后一旦想起剪
纸就能想起该地区，想起该地区也能想起剪纸艺术，借助于二者的
相互加成，帮助剪纸这项非遗文化被更多人了解。 

三、结束语 
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处理上有着极大的优势，而在进行数据处理

的过程中又能够获得非常多的信息去帮助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营销。因此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销领域是极为明
智的选择。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据
库，对每一项非遗文化的特性，内容以及可能性受众等进行分析，
再针对性的制定营销策略，如非遗表演影像投放，非遗工艺品制作
等来帮助更多人都能够对非遗文化更了解，从而被其魅力所倾倒，
愿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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