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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 研究背景

特色文化产业指的是根据不同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

通过一些创新科技发展以及市场运营，提供富含区域民

族文化特色的产品以及服务的产业形态，这是一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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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形式的新兴产业。特色文化产业有着不同于传统

产业的竞争力及优势，特色就是自身特有的，体现着与

众不同的魅力。特色文化通过历史沉淀，根据不同的环

境而不断发展，由人们一代代传承而来。因此，各个地

区由于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而产生不同的历史、区

域和宗教等文化，这些的不同的文化组成了各自的特色

文化。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发展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国有着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特色文化，这

些特色文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实力，也是中国文

化产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核心竞争力。

自 2003 年以来，政府非常重视特色文化产业的发

展，制定了许多具体而且强有力的政策以推动文化产业

的不断进步，尤其是那些富含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村落，

深厚的历史成就感是目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最珍贵的宝

藏和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习总书记曾在 2018 年 8 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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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提高文化产业的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

的建立。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在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人们对于特色文化的

消费需求愈加增加，推动我们项目的产生。

通过我们的研究观察，目前特色文化以青年学生群

体消费前景广阔，但是市面上并没有完全成熟的特色文

化平台为顾客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本文则以湘西地方特

色文化衣饰店铺运营作为研究对象，提供给消费者特色

文化的衍生品，例如特色服装，特色饰品等。

1.2 研究意义

特色文化是由于民族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而形成

的共同价值观。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

展，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实力及影响力，是促进经济稳

步发展的着力点及重要引擎。所以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变

得极其重要。湘西地方既有着珍贵独特的民族衣饰制作

工艺，而且有着富含少数民族特色的衣饰文化。

本文通过把湘西地方特色文化与传统衣服饰品等产

品结合，不仅可以推广湘西地区特色文化使得湘西地方

特色文化进行传播，满足人民对于特色文化产品的精神

文明需求，同时还能为湘西地区带来经济效益，促进湘

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2、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的发展现状

湘西位于崇山竣岭的西南地区，风景秀丽，蕴藏着

许多壮美的自然风光，加上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随着湘西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

提高了旅游景点的经济效益，许多独具湘西地方民族特

色文化的服装和饰品，得到游客们的喜爱，极大的促进

了具有湘西地区文化特色衣饰店铺的发展，使得湘西地

区特色文化衣饰店铺林立，同时也是促进湘西地区特色

文化的发展。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湘西地区人们逐渐接触外界文

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游客的涌入更加推动当地文化

的演变，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一个过程，在给游客传播

湘西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会受其他地方文化影响，许多

湘西地区文化特色衣饰店铺在逐渐商业化的过程中，自

身的特色文化内涵也逐渐流失，许多旅游景点店铺所出

租的当地特色民族文化服装大部分是店铺老板根据自己

的喜好随意编制出来的奇装异服，而不是正宗的湘西地

区文化特色服饰，像土家族的女性服装大多以色彩素雅

为主，但出租的土家族服饰却色彩浮夸艳丽。目前湘西

地区许多苗族村寨，除了苗族里的老人以外，许多青年

苗族人的服饰大多是穿现在装，苗族服饰也从日常化和

实用化逐渐转变为节日化和观赏化。因此，我们在创新

和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时候，也不能忘记自身民族文化

的特色和内涵。

3、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经营的优势

3.1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且民族特色鲜明

湘西地方特色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和沉淀，有着丰

富的内涵，底蕴深厚。且湘西有苗族、土家族等众多少

数民族聚居，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文化特色，使得湘西

地方特色文化民族特色鲜明，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片土

地焕发自己的光彩，交相辉映，使湘西地方特色文化丰

富多彩，也使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更加的多样，也更

加具有文化内涵。

3.2 具有珍贵且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制作技艺

湘西地区有着丰富多样且珍贵独特的地方特色衣饰

制作技艺，如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苗族花带技艺、土家

族织锦技艺、苗锦芭排技艺、龙山土布技艺、土家印染

工艺、永顺斑布制作技艺、蓝印花布印制技艺、凤凰蜡

染扎染技艺等服饰制作技艺，都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有利于推动湘西地方特色

文化衣饰产业的发展。

3.3 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的带动

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拥有湘西地方的文化特

色、有内涵，且吸收湘西各民族的地方服装特色，风格

多样。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被湘西地方特色文化吸

引，游客们对湘西地方特色文化的好奇和喜爱，给这些

蕴含湘西地方特色文化的衣饰店铺吸引到更多的客源。

3.4 国家的政策扶持

随着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传

统文化的保护。湘西地方特色文化得到国家的保护，诸

多衣饰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

起国家及地区的极大重视与保护，这些技艺的传承人也

得到国家关怀与支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首要发展目标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2017 年，国家出台

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不断发展的重要意义。

加之对湘西地区精准扶贫的工作的开展，为了提高当地

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力促进湘西地方特色文化的产业化

发展，以国家力量来帮助湘西地方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

饰店铺的经营。

4、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经营存在问题

4.1 店铺产品曝光度低

在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知名度比较低没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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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所熟知，实体店铺售卖范围小，一般只在湘西地区

旅游景点附近售卖，而且在线上，与平台上那些已有的

成千上万的服装饰品的店铺相比较，竞争力较低且店铺

粉丝基础薄弱，需要扩大经营范围，进行一定的营销手

段，走进大众视野，增加特色文化衣饰这类产品的曝光

度，不仅销售产品获得经济收益，更是为了传播湘西地

区独特文化，使得这些特色文化加以传承。

4.2 店铺产品制作及运营成本高、竞争力低

这些融入了湘西地方特色文化的衣服和饰品，都是

需要聘请员工进行的制作，尤其是一些非遗技艺，需要

聘请专业人员专门制作。且产品原材料也需要进行购买，

原材料费用加上人工费用，以及材料运输费用等都是一

笔不小的成本开支，而且衣饰店铺的运营也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金。且手工衣饰的文化价值较为内蕴，不能够轻

易被人感知，与线上那些精美的、成本较低、且能够批

量生产的机械化产品比竞争力低。

4.3 配套服务设施有待完善

湘西地区多山地丘陵，且许多道路依山而建，导致

交通不便，最为突出的是村落的公路建设，不管是从公

路网络覆盖面积还是通达度来说都比较落后，许多地方

无法覆盖。对湘西地区物流的发展产生影响较大，也导

致产品在物流上产生较多成本，因此局限了湘西地区衣

饰产品的对外销售。而且，湘西地区网络等其他基础建

设亟待完善，湘西地方网络覆盖率较低，这些基础设施

缺失，会对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产品的线上销售有着

极大局限性。

4.4 传统制作工艺和文化的流失

湘西地方特色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外地文化的冲

击，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涵开始逐渐流失。一些湘西地区

特色服饰制造工艺的传承也开始丧失，许多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制造技艺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原因有国家对

这些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保护不够、人数不多，也可能是

传承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不

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等问题。这些传承方式也有待改变。

湘西地方特色衣饰制作技艺的主要以家族传统以亲友进

行传承，一般以家庭为单位，手艺于一家人传承，这种

传承方式相当的脆弱，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年轻人去

大城市工作，便使传承断绝。

5、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店铺经营解决措施

5.1 多渠道曝光产品

第一，扩大店铺经营范围。不只在湘西地区旅游景

点附近开店，同时可以向全国其他地区扩展，等积累一

定资本及经验，还可向海外扩展，向海外宣传湘西地方

特色文化。

第二，与知名博主合作。在网络上有着众多的粉

丝的知名博主可以为衣饰产品进行宣传，为湘西地区

特色文化衣饰店铺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这不仅可以让

湘西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传播，还可以利用博主庞大的

粉丝基础使得这些特色文化衣饰产品更好的曝光提高

购买率。

第三，利用好社交账号。在微博和小红书等社交平

台上注册一个店铺专用账号，争取做到定期更新，在平

台上发布一些湘西地方特色文化产品制作过程的短视频

或图文，进行特色文化的传播及引流实现变现。

5.2 筹集资金且节约成本

资金方面我们可以寻找企业合作来筹集资金，当然

开源节流我们不仅要开源，更要懂得节流，在节约成本

方面，首先需要节省人力手工成本，经过研究了解，湘

西地方本地的女子对于刺绣等手工比较熟练精通，我们

可以雇佣当地的员工完成特色文化衣饰产品的制作，可

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也可购买一些机器使制作过程更

加便捷，既节省成本又提高效率；其次原材料费用，衣

饰可以与第三方加工厂进行合作采购衣服与饰品的半成

品；最后在物流运输方面我们也可以与第三方物流平台

进行合作，节省运输费用。

5.3 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网络体系

首先需要构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能够保障

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产品的高效流通。其次，完善店

铺平台的建设，熟悉平台运营规则，优化售后服务体系，

将湘西特色文化衣饰产品进行整合，以此为基础进行店

铺线上物流规划，把资源整合与信息传递优势最大程度

地进行发挥，搭建既高效率又全面的衣饰产品线上平台，

促进湘西地方特色衣饰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5.4 妥善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

对于湘西地方特色文化衣饰制作技艺的传承问题，

国家可以通过发布一些政策和提供资金等方面进行支

持，文化传承不应拘于家族血缘，文化要想流传和发

展，使文化不断传承下去，需要加强传承的方式方法，

给每一位真心热爱这些技艺人机会，传承人也应多学习

现代文化及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在保存自身文化特色

的基础上，制作出更符合时代、更受人喜爱的湘西地方

特色衣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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