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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博创意产业先进 

样本借鉴研究 

殷玥
1
 

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表征，文博创意产业的灵感源泉发涌于中华文脉，以文物为设计依据的文博创意产品的

研发和营销不仅是文化创意产业中一个增长点，也是文化品牌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可通过产品营销反哺博物馆

的文化功能。国内许多博物馆的文博创意产品已打造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与文化名片。近年来，博物馆文创产品因

为其显著的文化元素与特质，浓厚的文化消费色彩而受到了广泛关注。以博物馆为核心开展的文创产品研发成为了

文创产业新的增长点。故宫博物院连续 3 年的“10 亿神话”正体现了故宫的品牌价值。2014 年，中国文化创意产

业网首次发起了最具人气十大文创产品的票选，其中半数是博物馆研发的文创产品。本项研究通过调研国内文博创

意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博单位，结合资料梳理，提供国内先进的样本借鉴。 

一、国家及地方政策支持 

1、政策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把继

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文博创意产业正是坚持古为今用，

以文物资源为主要创意核心，通过适应时代的创新产品，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2016 年 3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在经营管理上，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同年 5 月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在确保博物馆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2016年 11月《“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文物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的授权机制，

鼓励博物馆“通过总体授权、单独授权、专项授权等，将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为文博单位深度挖掘文物资源价值拓展

了新思路。 

2、政策亮点 

2016 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陆续出台了文博创意发展扶持政策上，江苏、浙江、四川、山东、北京等地陆续都出台了配套

政策，在文博创意概念明晰还是体制机制创新上相继有新的突破，为文博创意发展开拓了制度环境（详见表 1），政策支持力度

空前。国家文物局也为推进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组织遴选了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共 92家。先行探

索未来发展路径，为文博创意发展拓展了“试验田”，试点研究文博创意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表 1相关政策集成表 

突破 亮点 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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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文博创意概念

外沿 

将文博创意产品定义为“具有创造性的特展临展、服

务公众的社会教育项目和文化创意衍生商品”，拓展

了文博创意产品的传统外沿。 

江苏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工作的通知》 

拓展研发模式思路 

提出建立文物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的授权机制， 

鼓励博物馆“通过总体授权、单独授权、专项授权等，

将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优势”。拓宽了研发模式思路。 

国家 
《“互联网+中华文明” 

三年行动计划》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文创 

收入 

分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

收入等可用于加强公益文化服务、藏品征集、 

继续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

绩效奖励等。 

国家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

意见》 

人员 

激励 

制度 

支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可适当增加绩

效工资总量。试点单位要认真落实绩效工资政策，不

断冗善绩效考核分配办法，并对在开发设计、经营管

理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予以倾斜。其中北京规

定试点单位可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净收入中提

取 70%及以上奖励开发工作人员。 

国家、北京

江苏、四川、

山东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

意见》及各地配套政策 

人员 

兼职 

制度 

试点单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在履行岗位职

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单位批准，可以兼职

到本单位附属企业或合作设立的企业从事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经营活动。 

北京 

《关于推动北京市文化文

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整理。 

二、国内文博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1、文博创意研发的深度院企合作 

“三足鼎立”的故宫文化品牌在文博创意研发上较为突出。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品牌根据目标市场、研发定位不同，主要有

旅游纪念品类、文化产品类以及出版物类三大体系。具体来看，主要有“故宫淘宝”“故宫文创旗舰店”“故宫出版旗舰店”

三个电商销售平台以及故宫文化产品专卖店、故宫文创馆、“摘藻堂”故宫书店三家线下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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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调研及相关资料整理。 

图 1故宫文创架构示意图 

故宫博物院的院企合作融合了院企合资，代工厂合作等多种合作模式。例如，故宫文化服务中心通过与企业合资成立的北

京故宫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文创产品研发，电商平台“故宫淘宝”与北京尚潮创意纪

念品开发有限公司合作运营，线下专卖店则以邀请招标方式选择专业公司进行网店规划以及合作研发。同时故宫博物院在院属

的故宫出版社下设文化传播公司，与中书艺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运营电商平台“故宫文创旗舰店”。故宫另有隶属于经营

开发部的故宫文创馆根据不同主题与不同的专业企业进行合作。从根据故宫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员处获悉，为故宫博物院提供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和加工的企业多达 60余家。 

2、多种研发模式融合发展 

当前国内文博创意产品研发模式多样，如自主研发、合作研发以及授权研发融合发展等。如故宫文化体系内拥有多个研发

团队，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及需求进行文化产品研发，主要有院内研发部门、院属企业研发团队，以及合作企业的研发团队。

在研发上，以独立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同时通过紫禁城设计大赛等方式激发社会参与。其中院内研发主要由行政经费支

持，以随展国礼文化产品为主要研发目标。苏州博物馆以院内研发为主，委托研发为辅，同时与当地独立设计师合作，依托专

业文创设计力量拓展研发模式。国家博物馆历经十年发展，经历了从自主研发为主向授权研发为主的转变，目前研发模式为院

内研发与授权研发并行，侧重于授权研发，即将馆内文博资源通过平台授权市场力量进行研发，国家博物馆监制把关的模式。 

3、基于“IP”授权的文创平台 

2016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在天猫旗舰店的筹划过程中，携手阿里巴巴启动了“文创中国”平台的发展计

划，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年 5 月，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签订合作协议。三方合作共同打造“文创中国”品牌，集合了“文创

中国授权开发平台”及“文创中国大区运营中心”两大功能的“文创中国”平台正式上线。将 IP授权、设计开发以及生产销售、

仓储物流、宣传推广等功能集合于这一统一平台。该平台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阿里原创保护平台对授权平台进行授权保护，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推广、天猫营销、天猫国际等平台负责营销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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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上线以来，国博的天猫旗舰店由平台进行专业化运营，同时积极开拓国博与品牌的合作，如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

肯德基等，实现与这些品牌的共谐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 2018杭州文博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区相关资料绘制。 

图 2文创中国平台授权运作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摄于 2018杭州文博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区（上左、右为与巴黎欧莱雅及肯德基的合作商品、下左为与中华牙膏

的合作商品，下右为与内联升为 G20峰会合作的鞋款样品）。 

图 3中国国家博物馆品牌合作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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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平台通过国博资源的 IP授权，也培养了一批设计人才。如国博通过该平台的合作已与中央美院有过数次合作，为文

博创意发展激发了设计人才的活力，培育了一批后备人才。 

4、文博创意融资渠道不断拓展 

文博单位由于自身体制机制限制，文博创意的资金投人有限，国内一些博物馆在融资渠道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故宫

博物院在博物馆吸引社会资本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成立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增强故宫文化传播的资金保障；联合社会公益基

金，如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获取资金支持。同时，文创研发经营与金融资本融合。故宫博物院与光大集团在固定资产融资、

电商平台、科研成果转化、文创产品推广、境内外文化交流等多领域进行深人合作。苏州博物馆在研发融资方面的创新之举是

通过淘宝众筹平台进行文创产品项目的众筹，如在苏州博物馆新馆落成十周年之际，向新馆的设计师、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致

敬，将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理念融人文创产品之中，联合设计工作室推出纪念文创产品，通过众筹平台筹得近 15

万元资金。 

故宫博物院 2018 年也开始众筹方面的尝试，并由于其独特而优越的 IP 优势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2018 年 10 月 240,故宫

博物院联手专业文创众筹社区一一摩点上线了首部解谜游戏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的众筹项目。该项目上线 24 小时筹集金

额已达到 167万元，项目最终筹集金额也创下了出版业众筹的筹集金额记录，最终筹集金额超过 2000万元。作为文博创意领域

的一次创新尝试，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卫视合作上线了国内首个以文创产品研发为主题的综艺节目一一上新了故宫，该节目中所

展示的研发产品也委托专业众筹公司上线淘宝众筹平台进行众筹。 

5、与本地老字号协同发展共塑城市文化形象 

近年来，国内许多博物馆开始尝试与本地老字号合作，共同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三禾稻香村开展合作，

推出具有文物元素的应时糕点；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内联升为 G20 峰会合作推出文物元素鞋款；苏州博物馆也正式推出了与本地

老字号乾生元的合作项目。老字号经历史锤炼，不但是坚实的城市本土品牌，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土壤，

传承着浓厚的城市文化气息，体现了鲜明的城市个性。同时，老字号涉及多个行业，博物馆与老字号的合作可提供深度融合、

覆盖衣食住行等多个日常生活维度的文化消费产品，打造独具城市特色的文化消费氛围。 

6、积极开展文博研究拓展文博资源 

文博创意产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物所代表传承的文化、与其相关的历史典故都是文博创意研发的灵感来源，文博

创意产品也应将文物资源的底蕴体现在产品设计里。文博单位以本单位的学术研究拓展文博资源成为当下的趋势。故宫博物院

于 2013年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文博创意研发夯实了基础。2017年又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文化传播与创新、文博育人等领域的合作，促使高校的科技与人才深度参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

在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国家博物馆在文博创意产品研发中也十分注重文博研究资源，通过文

创中国平台进行授权的文博资源中不仅包含高清的文物图片，还有文物研究的成果简介等，丰富了文博创意研发的资源库，也

让文博创意更多地体现了产品的文化价值。 

三、国内先进文博创意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是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突破体制机制壁垒。博物馆公益性突出，而文博创意产业发展需要依靠市场运作，如何在以博物

馆为主体的前提下兼顾公益性与市场性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瓶颈。国家文物局设立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以来，

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出台支持政策，部分省市在绩效考核、人员兼职等方面都有政策突破。上海要打响“四大品牌”，提升城市

形象，擦亮城市文化名片，也应在政策扶持上加大力度，突破体制机制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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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助力文博创意的文化传播。当前国内多联合电商平台搭建文博创意产品的营销渠道，打通了过

去以博物馆作为线下销售主体的地域壁垒，同时也促进了馆藏文物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创

中国”平台更是构建了一个“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文博创意生态体系，形成了一个挖掘、转化、传播文物文化价值的闭环，以

馆藏文物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为市场赋能，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文博创意产业的有生力量。上海也应充分挖掘“互联网+”手段，

畅通文博创意的营销渠道，将科技创新融人文博创意的研发与文化的传播。 

三是畅通文博创意产业发展与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双向流动机制。故宫博物院将 90%的文博创意产品收人投人到博物馆的公

共文化服务方面，为博物馆的公益课程等提供了资金支持。文博创意产业是与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高度相关的产业，广义上的

文博创意产品，如独有创意的展览等，也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而狭义的文博创意产品同样可以成为博物馆文化服

务的延伸。上海可在突破收支两条线的限制，打通文博创意产业发展与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双向流动机制上寻找突破，允许

博物馆试点以一定比例的文博创意产品收人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