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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是中医药文化产业的符号表征,也是中医药文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但

学界对其研发问题鲜有探讨。对在售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其现存问题,并提出以

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导向的产品开发策略。当前,我国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设计重外在表象,轻文化内

涵;生产重标准量产,轻个性定制;市场重零散销售,轻有序统筹。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银饰品需求,
基于中医药文化的银饰文创产品的开发应厘清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市场需求,凸显多元化中医药形

象与文化特色,开展涉中医药元素个性化定制服务,完善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市场体系,以构建“中医

药+”跨界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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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culturalandcreativesilverjewelryisthesymbolicrepresentationofthe
TCMculturalindustryandthemanifestationoflife-orientedTCMculture.However,itsresearchanddevelopmentis
rarelystudied.ThispapersurveystheTCMculturalandcreativesilverjewelryonsale,investigatessomeofitsprob-
lems,andputsforwardfourdevelopmentstrategieswiththepurposeofspreadingTCMculture.Itconcludesthatnowa-
days,externalappearanceofTCMculturalandcreativesilverjewelryisemphasizedratherthanitsculturalconnotation
intermsoftheproductdesign,standardizedmassproductionratherthanpersonalizedcustomizationintermsofthe
productproduction,andfragmentedsaleratherthanorderlyoneintermsofmarket.Infaceofpeoplesincreasingde-
mandforsilverjewelry,thedevelopmentofTCMculturalandcreativesilverjewelryshouldclarifyitsmarketdemand,
highlightthediversifiedimageandculturalcharacteristicsofTCM,startpersonalizedandcustomizedservicesforTCM
elements,andimproveitsmarketsystem,soastobuildanew“TCMplus”patternforitscross-borderintegration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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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事业与文
化创意产业,由此引发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研发热潮

与日俱增[1],如以故宫文创[2-3]为代表的国风金属类
饰品消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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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潜力巨大的经济资
源[4]。为激发中医药发展活力,《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2016-2030年)》特别指出,要创作一批承载
中医药文化的创意产品和文化精品,并作为推动中
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然而,当前
中医药文化产业规划存在着核心产业,如中医药文
化艺术产品未得到重视而发展缓慢[5]、中医文化消

费不足[6]等问题和现象。从古至今,银饰及其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据《本草纲目》记
载,银具有“安五脏、定心神、治惊悸、坚骨、镇心、明
目”之功效。现代社会人们也普遍认为佩戴银饰可
杀菌保健、辟难驱邪等。融媒体时代,文创产业跨界
合作、协同发展已屡见不鲜[3]。但市场在售涉中医
药元素银饰文创产品(以下简称“中医药银饰文创产
品”)特色内涵匮乏、优质案例欠缺,研究成果并不多
见。基于此,本研究阐述在售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
现状,并提出相应开发策略,旨在促进中医药文化生
活化,满足群众中医药文化消费需求[5],为中医药文
化核心产业发展贡献智慧。

1 中医药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是文化创意产品的简称,学界对其概
念阐释各有不同[7]。简言之,文创产品是指文化创
意产业中由各行各业创意者产出,蕴含不同文化内
涵的制品或制品的组合[8],具有商品自然价值和民

族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9]。中医药文创产品作为中
医药文化产业的符号表征,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基于
中医药文化,经创新转化,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
中医药及其文化,进行加工创造后产生的高附加值
产品[10]。为研究需要,本研究在上述定义基础上,将
中医药文创产品理解为依托丰厚的中医药资源,以
其特色文化内涵作为创意灵感,经由现代科学技术
加工创造的兼具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新型产品。

2 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现状调研

笔者团队成员于2022年1-8月对在售中医药
银饰文创产品进行了现状及其认知的市场调研。以
调研数据为基础,现从设计、生产和市场三方面对上
述产品进行分析。
2.1 设计重外在表象,轻文化内涵

目前,国内中医药银饰产品在设计上侧重于对
部分中草药外形的简单模仿或其近似图案的呆板复
制,未能体现中医药文化深层内涵。在调研中,团队
成员发现为数不多的在售产品虽以中医药文化为宣
传卖点,但一方面其外观或图案设计囿于小雏菊、银
杏叶等个别植物,美感不足,寓意不明;另一方面,产
品设计宗旨缺乏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未

以彰显和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导向。对购买蕴含中医
药文化的银饰文创产品需考虑因素的调研结果显示,
外观、功效分列8个备选项的第一和第二位,而在被
调研者心目中,外观、功效位列考虑因素的占比分别
为64.0%和68.3%。此外,对兼具中草药形象元素和
中医药保健疗效银饰文创产品的兴趣度方面,有
82.6%的被调研者表示感兴趣,其中,18~44岁的青
年人占比高达63.2%(注:参照2021年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标准规定:18~44岁为青年)。
由此可见,新一代青年人购买产品时除了考虑其外观
特色,也会注重其实用价值,对“中医药生活化”和“生
活化中医药”具有高接受度和高期待值。
2.2 生产重标准量产,轻个性定制

在现代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中医药银饰文创产
品大都源于标准化批量生产,其款式多有雷同,个性
化定制产品较少。上述调研结果显示,有44.7%的
被调研者在购买此类产品时偏爱个性化定制,仅有

9.9%的被调研者选择喜欢工厂批量生产。此外,团
队成员对外形涉中草药元素金属饰品类品牌和店铺
的调查了解到,市场占有量较大的知名品牌饰品均
来自标准化量产,除部分可提供激光刻字服务外,几
乎无特别定制;部分线上原创小品牌店铺可提供单
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但仅限于外形或图案等表象层
面,且定制导致售价较高,与目标消费者心理价位相
差较大,有价无市。人们追求个性化消费模式与当
前特色饰品生产方式单一化之间的矛盾突出。
2.3 市场重零散销售,轻有序统筹

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市场整体呈零散性销售模
式,饰品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价格两极分化,缺
乏有序统筹。调研结果显示,大品牌饰品店铺多遵
守市场规则,产品质量有保障,价格较为合理。但一
些原创小品牌产品跟风现象较多,品控相对较差,因
性价比失衡,小品牌产品大都无法激起消费者的购
买欲。此外,个别小品牌线上饰品店铺还常出现盗
用大品牌正版商品设计和图案、低质量批量化仿造
的现象,扰乱市场有序竞争秩序。整体而言,中医药
相关特色银饰产品的准入门槛较低、竞争体系不完
备、市场环境欠规范化[6],统筹规划有待加强,以提
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

3 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导向的银饰文创产品开
发策略

  基于上述现状,以产品研发至上市销售的基本流
程为指引,从需求分析、产品设计、生产制作、市场销
售等要素出发,提出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导向的银饰
文创产品开发策略,重“双端”,聚“两翼”,以丰富中医
药文化的生活化传播模式。其中,以调研和市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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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端”,以设计和生产为“两翼”,如图1所示。

图1 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导向的

银饰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3.1 调研环节:厘清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调查是产品开发过程的前端环节,可

为产品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为承载中医药文化的银
饰产品寻找目标群体,并厘清其心理需求是进行产
品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的前期基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期待不断提升生活的“美好
度”,不断增强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1]。
例如,饰品于佩戴者而言,已经由权力财富的象征转
变为可满足个性化的表达需求、更深层次的社交和
心理需求的精神产品。尤其是自2018年“国潮”成
为时尚新概念[12]后,独具民族文化韵味的饰品更是
吸引了众多青年消费者的目光。

据《中国银饰市场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预
测报告(2022-2029年)》[13](以下简称《报告》),近二
十年来国内银饰总体市场需求一直呈稳步增长态
势,需求量大。随着“她经济”[14]的发展,女性消费能
力的提高将助力我国银饰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张[13]。
其中,基于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了解,本土大品牌银饰
品市场下沉具有天然优势,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和
发展前景[13]。此外,基于前述被调研青年群体对于
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的高期待性,以传播中医药文
化为导向的银饰文创产品可成为中医药文化产业核
心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待研领域。中医药与银饰的创
新结合将使相关文创产品,既具备文化价值与实用
价值的高附加值,又较易以鲜明特色进入高端银饰
品行列,在传统银饰和时尚银饰两大细分市场中具
有广阔发展空间。
3.2 设计环节:凸显多元化中医药形象与文化特色

设计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常具有“牵
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意义。因此,应力求在银饰文
创产品的设计上既凸显中医药显性形象特色,又融
入中医 药 隐 性 文 化 内 涵。据 调 研 结 果 显 示,有
85.1%的被调研者认为设计开发涉中草药形象元素

和具中医药保健功效的银饰文创产品很有意义,有
86.3%的被调研者愿意推荐他人购买此类产品。有
学者提出,要使中医药文化走入青年一代,文创产品
是最好的载体,而中医药文创产品开发的核心则在
于“中医药文化生活化”[15]。因此,经由银饰品设计
将古老的中医药文化转化为现代时尚产品,融抽象
文化于具象造型中,是中医药文化生活化传播模式
的创新之举。

因此,可考虑设计开发本土大品牌银饰品新产
品,或新创特色原创银饰品品牌。一方面,在产品图
案设计上,可借鉴中草药如“双钩藤”“青棠”“长卿”
等的形象,设计兼具图案美观和寓意美好的银饰品,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例如,在百年国药号
张同泰旗下桐泰文创公司的产品中,就有基于常见
中药材独特外形设计的“药材首饰”———耳环、项链
等[15]。此外,临床疗效是中医药的“灵魂”,也是其文
化持续传播的重要根基。因此,中医药银饰文创产
品在文化内涵设计上还应考虑中医药保健功效,以
符合人们追求健康养生多样化的生活追求[16],促进
消费者与产品内在文化产生共鸣。例如,根据“治未
病”理论[17],可参照古方,采取在银饰品镂空设计处
添加中药香丸的方式,融入中医药芳香疗法[18],调节
阴阳平衡,预防疾病发生。消费者佩戴个性化银饰
品既可提升自身美感的同时,也能实现对自身的健
康管理。再如,上述桐泰文创公司部分产品面料在
染色过程中因使用中药材而具有了驱虫和药用的效
果,可视为在设计层面挖掘和开发中医药文化内涵
的积极尝试[15]。因此,应吸纳具有中医药专业素养
的开发人员进入文创产品的研发团队,助力中医药
文化焕发新时代光彩。
3.3 生产环节:开启涉中医药元素个性化定制服务

生产是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个性
化定制作为用户介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可实现商品
蕴含的价值与用户需求的最优匹配,因此可在银饰
文创产品的生产环节开启涉中医药元素个性化定制
服务,以满足目标人群对产品的需求。新一代青年
人成长于新媒体时代,他们追逐个性、不喜雷同,对
产品的个性化程度要求更高。个性化定制承载着个
人的故事与思想,体现个体的情感与见识。随着女
性青年群体逐渐成为饰品消费主力[14],基于中医药
文化的银饰文创产品个性化定制时代已经来临。

搭建“互联网+中医药”创新平台[19],可实现从
传统标准化批量生产到个性化定制及适度规模定制
之间的灵活变动。一方面,建议创设选择多元化、使
用简单化、生产互动化的线上产品私人定制平台[20],
实现单品定制或柔性定制。即基于市场调研,将定
制的内容要素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和展示,并通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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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易操作的在线DIY工具,吸引更多消费者加入产
品的生产环节,提高用户的参与度[3],凸显产品的个
性化标签。例如,可基于中医体质学说[21-24],依人的
不同体质设计制作具有不同保健疗效的中药香丸,
供消费者根据自身状况进行选择,将用户感受前移
至设计生产环节,可助力传统银饰品产业转型为中
医药文创综合体验化产业。另一方面,针对热销品
类,可逐步调整为满足大部分用户需求、以线上为主
的产品生产或服务模式,在数量上实现适度规模定
制[25],既可定制产品本身,也可含包装定制。
3.4 市场环节:完善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市场体系

市场是产品开发过程的终端环节,其体系是否
完备和规范将直接影响产品的生命周期。《报告》显
示,国内银饰品发展将逐渐呈高端化趋势[13],因此为
促进中医药特色银饰文创产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应从准入门槛、竞争机制、监管效能等方面完善其市
场体系。

一方面,中医药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应联合银饰
行业提升中医药特色银饰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报告》显示,我国银饰企业整体规模较小,投入严重
不足,市场易陷入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因此,应鼓励
本土原创小品牌银饰企业突出产品特色,提升产品
质量,扩大品牌效应,在中高端市场做精、做大、做
强。另一方面,上述相关管理部门应针对目前中医
药文创市场暴露的主要问题,制定相应政策,创造良
好竞争环境,加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公平有序
的市场秩序。当前,国家对文创产品开发、产业发展
尚无具体的相关政策法规[26]。产品在创意、设计、制
作、生产、宣传、营销、服务等环节若对接不好,便无
法形成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如在产品价位方面可能
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调研结果显示,有85.7%被
调研者可接受售价在400元以下的个性化定制中医
药银饰文创产品,但现阶段市场上缺乏价位适中、品
质优良的产品。契合消费者需求、质优价廉的产品
有待统筹规划。

4 结语

在我国文化创意领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医药文化,打造新型中医药文化业态,成为学界和
产业界的共同议题。中医药银饰文创产品的成功开
发,可实现中医药与银饰品在文化价值与产品价值
的融合[5],为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当前,
应更全面、系统地研发中医药文创产品,加大投入力
度,努力构建“中医药+”跨界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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