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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激发非遗活态传承内生动力的分析及建议

【要报要点】大数据显示，年轻群体主导非遗线上传播和消费，

并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已经形成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模式。建

议借助新一轮非遗法规的修订和出台，整合各类非遗数字平

台，构建数字化生态，从而有效提高非遗活态传承水平。

随着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体系的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利用

在文化传承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存在的问题也

更加聚焦和紧迫，其中，实现活态传承，是业界和学界的一

个重要共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的工作方针，活态传承是重点也是难点。实现非遗活

态传承的基本条件就是激活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非遗传承

人的积极作为和非遗保护发展经费的自我保障。数字化在非

遗保护、传播、利用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线上非遗消费的

强劲增长，正在重塑非遗生态。

一、数字化激活非遗活态传承内生动力

对阿里、抖音等线上平台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在数字化

进程中，非遗内容线上传播和非遗产品电商销售的规模，经

过几年持续快速增长，已经从量变发生质变，传播和销售环

节的活力已经向非遗保护传承的全链条传导，依托互联网的

行业整合能力，正在形成非遗活态保护的内生动力机制，大

大改善了众多非遗项目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一）线上消费和传播带来发展增量，电商平台为主体

的非遗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非遗产品销售数据显示，首先是

非遗消费供给的增加。淘宝上非遗店铺数量超过 35000 家；

其次是非遗商品销售的增长，过去两年淘宝非遗商品年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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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比增长超过 20%，截止去年年底，淘宝天猫上有 14 个非

遗产业集群年成交过亿；三是消费人群规模的扩大，非遗商

品消费者规模已经达到亿级。抖音上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

频播放总数达 3726 亿，获赞总数为 94 亿，抖音视频覆盖的

国家级非遗项目达 99.74%。传播渠道多样化、消费场景多元

化既降低了从业门槛，也有效突破了规模瓶颈及地域局限。

（二）年轻从业群体专业素养整体提升。基于淘宝非遗

店铺、天猫老字号以及淘宝手艺人商家调研问卷的数据，对

非遗消费的现状和趋势分析发现，“90 后”和“00 后”正在

成为非遗从业和消费主力。在去年“双十一”期间，淘宝天

猫平台上“00 后”消费者购买非遗产品的金额和人数均同比

上升超过 100%。抖音数据显示，“00 后”购买非遗好物的热

情最高，购买非遗好物成交额同比增幅 959%，在抖音非遗创

作者的年龄占比中，“80 后”占 35%，“90 后”占 26%，成

为非遗传承主力军。阿里的相关数据还反映出从业人员的学

历水平正在整体性大幅度提高。数字化搭建的非遗消费平台

和体验场景，契合年轻一代网络原住民的行为偏好，年轻人

的创新活力，又造就非遗在网络空间全新的文化景观。

（三）线上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正在改变非遗传承发展

生态。一是已经通过线上销售和传播形成变现能力和品牌效

应的非遗项目，起到了示范效应，引领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

找到适应的数字化生存模式，比如曲艺类、戏曲类短视频或

者线上直播的广告及打赏、传统手工艺品开发数字藏品、消

费品类直播带货、传统 IP 在新场景的植入、老字号的国潮风、

旅游跨界融合以及和教育结合的研学游等等。二是找到线上

盈利模式获得经济收益，又反哺线下环节，改善非遗项目的

保护条件和生存环境，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格局，经过不断积

累，进而重塑线上线下融合的整个行业生态。三是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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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实结合改善了传承人从业环境，为代际传承培育储备人

才，吸引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参与，根本上解决后继无人的窘

境；以传承人为核心，形成多元化的组织模式，彻底改变众

多非遗项目的个体行为，转变为团队式发展，促进集群式非

遗产业形成。

二、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一）以非遗购物节为基础继续健全非遗线上消费体系。

一是进一步发挥非遗产品销售、传播的优势，广泛发动各类

线上平台参与，形成全网联动的局面，最大限度释放商业平

台市场机制活力，转化为非遗传承发展内生动力。二是引导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中国非

遗大数据中心以及甘肃、浙江、山东等地方性非遗数字平台

等各级各类信息资源型平台，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实现真正

的行业大数据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营销的优势，互动

协作，充分放大网络空间助力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动能。

（二）通过顶层设计强化优化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措施。

一是《“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这些

近两年内出台的重要政策，对非遗保护传承数字化都有具体

的工作部署和前瞻性布局，在贯彻落实中，可以着重从有利

于激发内生动力的线上消费等环节进行重点突破。二是以研

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修订《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为契机，从顶层设

计上，对有效措施进行强化，加快构建生态体系，巩固和增

强非遗活态传承的内生动力。

（三）推动跨界融合，拓展传播空间，构建线上线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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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全媒体多场域传播。一是在完善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

及建设专业非遗馆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为非遗提供学习、演示、展览、展示等传播交流的空间和便

利条件。二是充分利用现有相关领域网络资源，为非遗设置

线上传播展示的虚拟空间，促进非遗文化从多维度实现创新

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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