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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手工艺品作为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和独特美学价值的产品，在现代化背景下面临着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的挑战。玉溪市江川区 A 乡具有得天独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发展与产业转型，以彝绣、月琴为代表的民族手

工艺品面临着传承和发展困境。通过运用 SWOT 分析工具，梳理 A 乡民族手工艺品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探

索得出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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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乡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乡。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利用 SWOT 分析方法对 A 乡民族手工

业的发展优势和困境、存在威胁与机会进行分析，提出相应

的策略来提升民族手工业产业化发展效果。希望能够促进 A

乡民族手工艺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一、A 乡民族手工艺品的发展困境

生产困境

A 乡当地民族手工艺品人才短缺。传统技艺主要掌握在

老一辈人手中，年轻一代缺乏对手工艺品的兴趣和相关技术

的传承动力，导致技艺传承出现断层。政府虽然采取了保护

措施，但大多数学生仅将手工艺课程视为传统知识的一部

分，缺乏学习和传承手工艺的动力。因此，A 乡缺乏成熟完

整的手工艺技术人才。

当地手工艺品缺乏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合，主要制作

方式和图案样式由老一辈传承而来，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

求。产品样式单一，只能在特定场景和时间出现，需要进一

步挖掘和发展，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销售困境

A 乡的民族手工艺品尚未形成知名品牌。地区内缺乏全

面制作技能的从业人员，村民对于品牌意识也较为欠缺。制

作者数量有限，多为业余制作，技艺水平有限，未能将手工

艺品的生产和销售提升到经济来源的高度。产品缺乏创意和

创新性，无法形成品牌，缺乏规模化生产和大规模销售。

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宣传力度低。虽有独特产品如彝绣、

月琴、腰鼓，但知名度低，宣传仅限于当地居民，年轻人难

以接触到。宣传渠道单一，未针对手工艺品的历史和技艺进

行系统讲授，缺乏新颖独特的宣传形式，反映创新性和重视

程度不足。

与其他产业相比，手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发展相对滞

后。缺乏规模化发展，无法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生产

者分散，缺乏合作，产品在质和量上未能突破，销售更多处

于自产自销状态，未形成规模化的销售流通。

二、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一种综合考虑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

各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

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发现和利用 A 乡民族手工艺发展的内

部优势，应对外部威胁，寻找机遇，并改善内部劣势。

（一）优势

A 乡的民族手工艺品在形成过程中承载了千百年来社会

文化的变迁，由于地理区域、气候特征和文化习俗的差异，

同类手工艺品也存在着多样性，使得它们具有浓厚的民族特

色。此外，该地民族工艺品主要以家庭作坊的形式来生产，

因此在这种形式下，“一户一品”、“一人一品”更能够显

示出手工艺品的特色和个性。每一个工艺品都是独一无二

的，体现每个手工艺品者的信息、情感和技艺，特别是技艺

高超的艺人，作品更具收藏价值 [1]。

（二）劣势

民族手工艺品发展资金不足。A 乡曾经历脱贫攻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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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乡村振兴中资金较为紧缺。此外，当地产业结构失衡也

导致了第三产业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得民族手工艺品产

业难以蓬勃发展，且很难形成产业聚集。

生产聚集度低。传统手工艺品生产经营模式多表现为：

企业带动型、行业协会带动型、家庭作坊型和个人生产型。

但不论是哪种模式 , 大多生产方式均未能实现产业化和规模

化，使得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因缺乏规模效益在市场中竞争

力相对不足。此外，个体生产因人力有限 , 接班人培养难 ,

资源有限 , 而使其生产能力相对不足 [2]。

当地手工艺品价格高昂且制作时间长。民族手工艺制

作时间长，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周期，影响了生产效率和

灵活性。此外手工制作方式可能限制了产品的供应规模，导

致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并限制了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

A 乡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阻碍使得 A 乡的手工艺

者不仅购买材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还限制了手工艺品从乡

村流入市场的可能性。

品牌效应不足。与其他民族手工艺品相比，当地手工

艺产品不具备品牌效应。一个知名的品牌不仅会拥有更大的

消费市场，还会形成自己的品牌群体，然而，当地的手工艺

产品多在村庄内部小范围流通，受众有限，不具备品牌效应。

（三）机会

政府支持是促进当地民族手工艺发展的重要机会。政

府支持可能包括政策扶持、宣传推广和资源投入，为民族手

工艺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A 乡政府坚持文化自信的理念，

近年来高度重视民族手工艺品的发展。政府主动聘请市级彝

绣传承人进入学校设立兴趣班，对当地学生进行刺绣技艺传

授，成功地缩小了传承的年龄间隔，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传承。

A 乡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每年举办的火把节吸

引了大量游客，为产品宣传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活动内容丰

富，涵盖了民族风情展演、取火仪式、篝火晚会等，是向其

他人展现民俗风情和民族手工艺品的优势平台。借助丰富的

旅游资源，当地民族手工艺可以整合旅游市场，拓展销售渠

道，提升产品认知度和市场占有率。

此外，民族手工艺品融入商品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当

今社会涌现了许多“文创”产品，如刺绣小包、茶杯垫、公

文包等，甚至连高校的通知书也加入了刺绣元素。这种趋势

为当地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将保留民族特色的彝

绣图样与生活实用品、消费者喜好、商业投机等因素相结合，

有望在消费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与商品的融合也

为当地的手工艺品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四）威胁

A 乡的民族手工技艺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民族手

工技艺传承人数量有限。根据实地调查，A 乡仅有两位民族

技艺传承人，分别擅长刺绣和月琴制作。这种局面可能导致

传统工艺技艺的流失和传承中断，对民族手工艺的发展构成

威胁。其次，与其他民族村相比，A 乡的产业竞争力较低。

邻村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程度较高，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和更多的技术人才，产品生产技术更先进、图样设计更为丰

富。另外，缺乏足够的社会重视和支持可能导致民族手工艺

失去社会关注，降低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生存空间。最

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传统手工艺产品带来挑战。A 乡的民

族手工艺产品制作在产量、生产速度和标准化产品方面并不

具备竞争优势，在面对市场竞争时处于相对不利位置。

三、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策略

首先，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激发社会参与，形成产业发

展的合力。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作为推动民族手工艺品产业

化发展的引领者，居民则是推动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力量

为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民族手工业发展注入资金和活力。

同时，利用现有的制度和政策，为民族手工艺品发展匹配适

宜的项目，借助国家对非遗文化的法律保障。此模式有望为

当地民族手工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其次，应加速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技术更新与

创新，以适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变化。改善当地手工艺生产

技术，向机器批量化生产转型 [3]，进一步提高产品生产率、

降低成本并缩短生产周期。通过合作模式，手工艺者可设计

图样，而生产商则通过机器代工的方式生产，从源头上提高

产品的生产效率。

再次，应推进民族手工艺品的多元化发展，以满足不

同需求。依托“文创”产品创意，生产更多形式的民族手工

艺品，并将民族文化、时代元素融合其中，制造出既具备民

族特色又拥有现代气息的实用类、收藏类、观赏类产品。

此外，加强对当地民族手工艺品的宣传力度，并建立

产业品牌。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提高产品知名度，确

保更多人了解并欣赏当地特色手工艺品。手工艺品可将其传

统韵味及其自由的文化属性与年轻人当下喜好相契合，充分

挖掘其文化信念，形成以文化情感为抓手，以手工艺视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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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主体的品牌形象 [4]。

最后，将当地社区居民视为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化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激发居民参与热情、自治意识和共享观念，

为其发展提供滋养性环境和人才。这将有助于内生动力的激

发，激发该地区手工艺产业的活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务

求在实施各项措施的同时，注重政策的有效性、资源的合理

配置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性，以推动民族手工艺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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