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6卷�第4期·现代教育探索

46

数字化赋能下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
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邓梦宇Ǔ李锦胜
百色学院Ǔ广西Ǔ百色Ǔ533000

摘Ȟ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泛，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区，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赋能下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通过分析当前产业现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的

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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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历史悠久、色彩斑斓，是中

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加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面临着传承困难、市场萎

缩等问题。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

的契机。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

记录、保存、传播与创新，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现状

1.1  产业规模与分布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主要植根于壮族、瑶族、苗

族、侗族等民族聚居区域，这些地区凭借其深厚的民族

文化底蕴，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

例如，在壮族地区，以南宁、柳州为中心的服饰产业

带，专注于传承与发展壮锦、刺绣等传统工艺；而瑶族

聚居的金秀、都安等地，则以其精美的瑶绣服饰闻名。

近年来，得益于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民族自豪感的

日益增强，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土设计

师和企业的加入，还引起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关注。

1.2  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
少数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也是旅游市场中备受欢迎的纪念

品和时尚界的新宠。然而，该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一方面，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繁琐，如手工织造、

刺绣等，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限制了其在大众市场

的普及。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审美观念的快速变化，如

何使传统服饰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成为产业面临的一大

挑战。此外，文化传承方面也存在隐忧，年轻一代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逐渐淡漠，如何激发他们对民族服饰文化

的热爱与传承意识，是产业长远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数字化赋能下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可持续发

展策略

2.1  数字化记录与保存：精准守护服饰文化的原真性
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如壮族的蓝靛染织、瑶族的挑

花刺绣、苗族的银饰配饰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

的瑰宝。然而，这些珍贵的服饰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往

往因为手工技艺的复杂性、材料的易损性，以及传承人

的稀缺性而面临失传的风险。数字化记录与保存技术的

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先，利用

高精度扫描设备，可以对服饰的织物纹理、图案细节进

行毫米级的捕捉，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被准确无误地记

录下来。同时，通过专业的摄影和录像技术，可以全方

位展示服饰的穿着效果、动态美感，以及与之相关的民

俗活动场景。这些数字化的记录，不仅为服饰文化的研

究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后续的传播、展示和

创新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在数字化保存方面，通过

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和云平台，可以将这些珍贵的数字化

资料进行安全、长期的存储。同时，利用数据加密、访

问控制等技术手段，确保这些资料不会被非法复制或滥

用。这样，即使实体服饰因为各种原因而损坏或丢失，

其文化信息也能通过数字化资料得到完整保留和传承。

2.2  数字化传播与创新：拓宽服饰文化的传播渠道，
激发创新活力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了文化传播

的主要渠道。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应充分利用这一优

势，将服饰文化以数字化形式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

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等线上

平台，发布服饰的图片、视频、故事等内容，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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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平台不仅可以展示服饰的精美之

处，还可以讲述服饰背后的文化故事、制作工艺等，增

强受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虚

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创造出更
加生动、直观的服饰展示体验。例如，通过VR技术，观
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壮族三月三歌圩节上人们穿着节

日盛装的场景；通过AR技术，可以将瑶族挑花刺绣的图
案“植入”到现实世界中，让观众在手机或平板上就能

欣赏到这一技艺的魅力。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为服

饰设计提供新的灵感和创意。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了

解当前市场的流行趋势和消费者喜好，为设计师提供设

计方向。同时，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可以对传统
服饰元素进行智能组合和创新设计，生成既具有民族特

色又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的服饰新品。这种创新设计不仅

丰富了服饰产品的种类和风格，也推动了服饰文化的创

新与发展。

2.3  数字化定制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促
进产业多元化发展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于服饰的需求越来

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批量生产方式已经难以满足

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而数字化定制服务的出现，则为广

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定制

服务通过在线设计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参与到服饰的设

计过程中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

服饰的款式、颜色、图案等元素，甚至可以自定义一些

独特的细节。这种服务模式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

需求，也增强了消费者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例如，消费

者可以选择一款苗族风格的服饰，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

调整服饰的颜色、图案布局，甚至添加一些个人化的元

素，如名字缩写、特定日期等。对于服饰企业来说，数

字化定制服务也带来了诸多益处。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

术，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从而

调整生产计划和产品设计，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满意

度[2]。另一方面，数字化定制服务还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

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可
以快速制作出消费者定制的服饰样品或配件；利用智能裁

剪系统，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身材数据自动调整剪裁方案，

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材料浪费。在实施数字化定制服务的

过程中，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还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特

色优势。例如，将壮族的蓝靛染织技艺与数字化设计相结

合，设计出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感的服饰系列。

3��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在数字化赋能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的过程中，既

充满了无限机遇，也伴随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关乎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微妙平衡，也涉及技术普及与应用的

实际难题，更包括市场接受度与品牌建设的迫切需求。

3.1  挑战
3.1.1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在追求现代化、创新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服饰文

化的原真性不被稀释，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一

方面，过度的商业化可能导致服饰文化的表面化、庸

俗化，甚至扭曲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例如，一些商家为

了迎合市场口味，可能会过度简化或改编传统服饰的图

案、色彩和制作工艺，从而失去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文

化价值。另一方面，缺乏创新则可能使服饰文化陷入僵

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和生活方式。传统服

饰往往注重仪式感和象征意义，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

更注重服饰的实用性和时尚性。因此，如何在保持传统

韵味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元素，使服饰既具有民族

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3.1.2  技术普及与应用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普及和应用的难

题。首先，广西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缺

乏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许多服饰企业由于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提

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设计、拓展市场渠道。其次，数

字化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对于许多

传统服饰手工艺人来说，他们可能更习惯于传统的制作

方式和工艺流程，而对于数字化技术则感到陌生和不

适。因此，如何加强技术培训和普及，提高从业人员的

数字化技术水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1.3  市场接受度与品牌建设
尽管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文化价值，

但在市场上却面临着接受度不高的困境。一方面，消费者

对少数民族服饰的了解有限。由于历史、地域等方面的原

因，许多消费者对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审美

价值和制作工艺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导致他们在选择服饰

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知名度高、品牌影响力大的服

饰品牌，而忽略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服饰产品[3]。另一

方面，市场上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服饰品牌。由于品牌

建设和营销推广的不足，许多优秀的民族服饰产品难以

被消费者所知晓和认可。这不仅限制了民族服饰产业的

发展空间，也削弱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2  对策
3.2.1  加强文化教育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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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服饰文化的原真性，并提升年轻一代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与兴趣，应加强文化教育与传播。首先，

可以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通过开

设相关课程或举办文化讲座等方式，让学生从小接触和

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同时，可以组织社区活动、文化展

览等，让更多人亲身体验和感受少数民族服饰的魅力。

例如，可以举办民族服饰走秀、手工艺展示等活动，让

市民近距离欣赏和了解民族服饰的精美之处。其次，可

以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传播和推广。通过微信公众

号、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关于少数民族服

饰的文章、视频等内容，扩大服饰文化的影响力。同

时，可以与知名博主、网红等合作，借助其影响力来推

广民族服饰文化。

3.2.2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为了加强数字化技术在服饰产业中的应用与创新，

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首先，可以加强

与科研机构、高校等的合作，共同研发适合服饰产业的

数字化技术。例如，可以开发针对民族服饰设计的数字

化软件或工具，提高设计效率和精度。同时，可以设立

专项基金或提供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升

级[4]。其次，可以加强技术培训和普及工作。通过举办技

术培训班、开设在线课程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数字

化技术水平。同时，可以鼓励企业引进外部专家或技术

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3.2.3  拓展市场渠道与品牌建设
为了提升少数民族服饰在市场上的接受度和影响

力，应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并加强品牌建设。首先，可以

利用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和推广。通过淘宝、京东等

电商平台开设店铺或直播间，将民族服饰产品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同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营销推

广，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可以加强与实

体店的合作。通过与商场、专卖店等实体店合作，将民

族服饰产品引入主流商业圈，提高其在消费者中的曝光

度和认知度。同时，可以举办线下活动或展览，吸引更

多消费者关注和了解民族服饰产品。在品牌建设方面，

应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和推广。通过参加时装周、举办

品牌发布会等方式，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

外，还应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的购物体验和服务保障。

3.2.4  推动跨界合作与创新发展
为了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商业模式，应鼓励民族服

饰产业与其他产业进行跨界合作。首先，可以与影视产

业合作。将少数民族服饰作为影视作品的服装道具或

场景布置元素，提高其曝光度和认知度。同时，可以与

影视制作公司合作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衍生品和周边产

品，拓展产业链和商业模式。其次，可以与动漫、游戏

等产业结合。通过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动漫角色或游戏

皮肤等方式，将民族服饰元素融入其中，吸引更多年轻

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同时，可以与动漫、游戏公司合

作举办线下活动或展览，提高民族服饰产品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在创新设计方面，应注重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时

尚相结合。通过举办设计大赛、设立设计奖项等方式激

发设计师的创新热情，推动民族服饰设计的不断创新和

发展。

结语

数字化赋能为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与传播、推

动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拓展市场渠道与品牌建设等措施

的实施，可以有效推动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广西

少数民族服饰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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