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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来源： 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多元赋能，跨界融合，电商时代非遗保护出现新变化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非遗保护从

思路到形态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思路上，从输血到造血，非遗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形式上，多种跨界融合的新型模式不断涌现，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与消费，渐成风尚。

生产端：多方入局助力非遗产品产业链优化，市场化运作升级

手艺人层面：手艺人队伍日益庞大，年轻化趋势明显。技能提升、产能提升、收入提升，手艺

人手工产品从“深闺”走向市场，非遗传承实现自给自足良性循环。

新共创方层面：越来越多参与者加入，多元赋能，为非遗产品产业化运作与市场化推广助力，

非遗产品生产实现全链条升级。

消费端：消费升级背景下非遗消费潜力被激发，非遗消费正当时

非遗消费品特征：技艺全面开发，涉及品类日益丰富，产品设计升级，价格定位亲民，非遗营

销手段推陈出新，走向生动化、生活化、社交化。

非遗消费人群特征：80后高知高消费力女性是非遗产品消费主力，呈现年轻化、普及化趋势。

在购买动机上，非遗产品文化内涵和设计更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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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思路：电商时代非遗活化传承模式探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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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在中国
概念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
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非遗新经济：本报告中，非遗新经济指通过各类市场化、产业化举措，让非遗产品融入现代生活，将传统工艺与电商精准
扶贫相结合，以实现其商业化价值、促进非遗的活化与传承、推动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
为其载体的语言

传统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杂技 传统技艺/医药/历法

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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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在中国
发展历程：体系化研究和保护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并世代传承发展的精神财富，对于非遗的保护是一个长
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早期
的传承和保护更多是以民间的、自发性的保护为主。直到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
野，以政府为主导的体系化的非遗研究和保护开始起步，并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非遗的保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术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参与方开始加入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中，中国
非遗保护在政策制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拓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01-2019年中国非遗保护发展历程
2001-2010

探索起步

2011-2015

发展成型

2016-至今

跃上新台阶
• 以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开始，由政府主导推动的
非遗保护工作开始起步

• 2004年8月批准了《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各级政府
开始开展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工作
和宣传活动

• 2005年国务院将每年6月的第二
个星期六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 2005-2009年，第一次大规模开
展了全国性的非遗普查活动，普
查出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

• 随着2011年非遗法的正式颁布
实施，中国非遗保护法律体系
和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 文化部于2015年联合教育部启
动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
研习培训计划，为非遗传承提
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

• 2011-2015年，文化部通过中
央财政支持生态区建设了151
个非遗综合性传习中心，不断
完善顶层设计、规范工作流程，
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各项具体
工作的展开都更为深入细致

• 2016年以来，文化部根据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和《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要求，牵头研究制定了《中国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

• 2016年通过中央财政安排2390
万元，支持18个国家级生态区62
个非遗传习中心的建设与运营工
作，并安排2520万元在生态区增
设287个非遗传习点

• 中国非遗保护在实践方面有了诸
多新的发展和创新，非遗保护跃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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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非遗保护出现新变化
思路转变，从单纯捐助到多元赋能

来源：公开资料，《201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2019年中国非遗保护新变化

理
念
与
思
路

单纯捐助 多元赋能

主要通过物质和金钱的捐助

帮助非遗手艺人改善生活

• 提升技艺：为手艺人提供研习培训，提高非遗手

艺人总体素质，促进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提升

• 打开市场、提高收入：以创新的方式让非遗产品

融入现代生活，促成非遗作品的使用和消费

• 促进传播：以创新方式推广、传播非遗

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

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至今，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体系化的非遗保护
工作已走过了18年。从“抢救性保护”到“整体性保护”，从“生产性保护”到“生活性保护”，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理
念在不断发展。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理念的指导下，非遗保护从思路到形态出现
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输血到造血，非遗保护逐渐步入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具
体
行
动
措
施

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的本质要求。传统“输血”式的捐助保护，能解决手艺人一时的经济困难，却难以实现真正
可持续的、有活力的发展。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活其自身“造血”功能，积极培养传承人传承力、应变
力和创新力，推动非遗融入当代生活，才能保持非遗自身活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输血 造血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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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非遗保护出现新变化
跨界融合，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与消费渐成风尚
线下各类博物馆、展览、旅游与非遗的结合，为非遗产品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但受地域、时间等方面条件限制，传播
有限。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丰富的非遗传播形式开始出现，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程度不断提升。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

近年来中国非遗保护跨界融合形式丰富

…

线下

…

非遗+游戏

非遗+动漫 非遗+综艺非遗+影视剧

非遗+电商 非遗+直播

非遗+旅游

非遗+展览

线上

各类博物馆、展览、旅游与非遗
的结合，为非遗产品提供了很好
的展示平台，但受地域、时间等
方面条件限制，传播有限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丰富的非遗传播形式开始出现，各类与非遗相关的影视剧、
综艺、动漫、游戏、直播等形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让非遗走入更多年轻人的生活。非
遗+电商的形式更是进一步拉近了非遗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为非遗产品带来了更大的
经济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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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唯爱工坊
唯品会特色电商公益平台“唯爱工坊”模式介绍
“唯爱工坊”是唯品会全力打造的专注于非遗活化和传承的电商公益平台，于2017年5月底正式启动。通过行业联合指导、
非遗人才培养、非遗时尚产品打造、电商公益售卖等举措，推动非遗现代生活化、时尚商品化和发展可持续化，并实现对
非遗手艺人的帮扶。唯爱工坊凭借唯品会时尚电商优势，引入设计资源对传统美学进行重构，打造符合现代审美与实用需
求的非遗产品，让非遗重新回归生活；并为手艺人提供系统培训和订单支持，获得可持续的收入。

来源：

唯爱工坊项目主要运营模式

• 唯品会出资，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项目共同捐建“唯爱・妈妈制造非遗手工艺合作社”

• 合作社为当地有意愿学习非遗手工艺的女性提供全面培训，培养更多非遗匠人，壮大生产队伍

• 截至目前，已在全国6个省份捐建10家“唯爱・妈妈制造非遗手工艺合作社”

捐建唯爱・妈妈制造非遗手工艺合作社，为手艺人提供专业技能培训

非遗手艺人
帮扶与培育

非遗产品
时尚重构

非遗产业链
重塑

• 发挥平台力量，撬动多元时尚设计资源，推出兼具时尚性与实用性的全新非遗个性化产品

• 匠心技艺与大众审美碰撞交融，推广现代非遗生活美学主张

• 已联合20个时尚品牌和众多设计师踏访全国13个省份，为30种非遗技艺打造200多款非遗时尚产品

携手知名品牌和设计师走进非遗手艺地采风创作，共同打造非遗时尚好物

• 为非遗产品提供免费包装设计制作、商品质检、线上营销运营、物流配送等支撑，纯公益售卖

• 为非遗产品开拓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推动非遗时尚产品市场化和产业化

• 让消费者从产品到服务及体验都享有全面的品质保障，让消费者爱上并使用非遗产品，让非遗回归生活

发挥电商平台优势，全链条推动非遗时尚消费，让非遗回归生活

见人

见物

见生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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