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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高端化意味着更强的上下游把控能力、更大的市场话语权、

更精准的消费者需求识别。国货企业在创新、运营、营销上积累的优

势，正助力其加速走向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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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行当里有新商机

康琼艳

北京推动“文旅+百业”融合——

赏 花 游 游 出 丰 富 内 涵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国 货 加 速 走 向 高 端 化国 货 加 速 走 向 高 端 化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康琼艳

春末夏初，全国各地花意浓。不

少游人在畅游花海的同时，选择找专

业摄影师将赏花游过程记录下来。近

年来，在悦己消费热潮的推动下，旅

拍、跟拍、陪拍等丰富的消费场景备受

年轻消费者青睐。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摄影行业

市 场 规 模 已 超 过 5000 亿 元 ，预 计 到

2026 年市场规模将达 7000 亿元。其

中，18 岁至 44 岁的女性群体是拍摄服

务的重要消费者。年轻群体拍照需求

的增长，体现了科技进步和时代变迁

下生活方式的革新，也反映出当下消

费观念的转变。

旅拍、陪拍、约拍等新兴拍摄服务

在拍摄地点、拍摄风格方面给予消费者

更大的发挥空间。更自由的拍摄过程、

更低廉的服务价格、更多样的出片效果

将拍照的仪式感直接拉满。无论是在

雪道驰骋，还是在林海穿梭，抑或是身

着汉服体验传统文化，头戴簪花感受别

样风情⋯⋯拍照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念

里对“正日子”的纪念，而是演变为人们

记录日常生活点滴的必要选择。加之

社交媒体的助力，拍照已成为年轻消费

者追求体验、表达自我、彰显个性的重

要载体，由此推动行业朝着多层次、个

性化、体验式的方向发展。

面对激烈竞争，有的从业机构凭

借“最美证件照”出圈，有的重点开拓

国潮古风细分赛道，有的适时推出无

人化自拍馆，吸引“社恐”人士注意。

在行业内部走向分化的同时，一条包

含服装租售、化妆造型、道具制作、礼

仪培训、写真拍摄的拍照产业链迅速

形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以千年古

都河南洛阳为例，在洛邑古城、龙门石

窟等景区，随处可见游人身着汉服拍

照打卡。公开资料显示，洛阳已形成“汉服+造型+拍摄+写真”

全链条产业，相关店面超千家，光汉服店就有 400 多家，同比增

长 375%。仅在 2023 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就引流拉动洛阳市旅游

收入 177 亿元，形成了“一域带全局”的消费格局。

实践证明，看似传统的行业背后蕴藏着无限商机。相关从

业者唯有紧跟消费趋势，不断研究、预测消费者的审美变化、需

求偏好和消费习惯，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在迅速奔涌的发展浪

潮中抓住机遇，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作为传统行业里一种新兴的服务方式，旅拍、跟拍、陪拍等

服务还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拍摄效果不达预期、服务水平良

莠不齐、被摄影师“放鸽子”等现象的频频出现，让很多有意尝试

的消费者心生顾虑。对此，相关部门要及时出台标准规范，不断

加强行业指导，做好质量评价，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业

者要摒弃虚假宣传，以高质量、有保障的服务赢得消费者信

赖；消费者在购买服务前须仔细甄别、充分沟通，特别是在容

易产生纠纷的环节与摄影师进行明确约定，最大程度保护自

身权益。

近年来，一批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市场

需求的国货品牌受到追捧，成为消费领域

的新势力、新引擎。面对被同品类头部品牌

占据大部分市场的现实，国货“后来者”如

何居上？除了把住产品质量关、推陈出新，

还要借势差异化营销，占据消费者心智的有

利位置。

助推国潮新消费

“这两年我买的面膜都是国产品牌，护

肤品里差不多有一半是国货，朋友之间也常

常互相‘种草’国产彩妆。”在北京工作的白

领王诗琦说。

“很多消费领域的国货品牌销量呈现较

高增长态势，2019 年到 2022 年，我们的功能

性护肤品业务收入从 6.34 亿元增至 46.07 亿

元。”华熙生物企业事务与传播副总裁朱思

楠表示，中国消费者对国货的看法在近年来

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国货质量常被认为

不如进口货。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国货正崭露头角”。

从消费心理来看，使用国货是对文化价

值的认同，是民族归属感的表达。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副研究员杨剑飞

认为，国货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对消费理念形

成了强烈冲击，体现了求新求变和彰显个性

的市场需求。“比如，一些群体爱穿新中式服

装，与现代服饰形成区分，其追求个性化体

验和回归传统的象征意味更加明显。”杨剑

飞说。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

武分析，从市场供给来看，中国产业链在全

球占据重要地位，随着质量不断优化、特色

更加鲜明，国货声誉日益向好。一方面，电

动汽车、手机等行业的国货质量已经提升

到一定高度，竞争优势明显；另一方面，本

土特色更便于与中国消费者产生连接，赢得

青睐。

从政策层面来看，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大力发展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

长点。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具体举措，部署今

年着力做好国货推广等。“总体来看，政策涉

及文化挖掘、产品打造、产品体系等多个方

面。”杨剑飞表示，相关举措有助于提振消

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国货品牌商家对各类支持举措喜闻乐

见。“国货潮品正在多元化、个性化、圈层

化创新发展，起到了供给创造需

求的良好效果。”朱思楠

表示，希望加大政

策支持，让消费者正向认识国货魅力，让企

业正向经营开发，形成市场供需正向循环。

聚焦消费者需求

国货消费的新热度与国货企业在品质、

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新高度紧密相关，

也离不开互联网、供应链、物流等方面的强

大支持。

“对我而言，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要追

求产品功能和性价比的最佳平衡。”王诗琦

表示。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国货品牌愈加注重

提升产品品质与丰富度，通过研发创新、技

术改良等来挖掘市场增量。

“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23 年上

半年研发投入 1.87 亿元，研发费用率达到

6.8%，拥有六大研发平台。”朱思楠表示，行

业技术迭代速度正在加快，新成分、新物质

层出不穷，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是美妆行业

的大趋势。“消费者对功能性产品的认知逐

渐加深，行业监管对产品安全性、有效性的

规范也在不断深化，这都要求我们坚持长期

主义，以科技力塑造产品力、品牌力。”

除了产品开发升级，渠道创新也是国货

品牌增长的强劲引擎。企业通过电商、直播

等方式获得更多消费者关注，并保持高频互

动，形成品牌黏性和情感共鸣。

波司登 2023/2024 上半财年业绩显示，

公司营收和净利润连续 6 年创同期历史新

高。这一增长离不开新零售业务的布局，波

司登在天猫、京东销售平台重点发力，同步

布局抖音等社交新电商，羽绒服线上业务同

比增长达 24.8%。

与此同时，更多国货品牌开始重视线下

经营新模式，借助本地零售平台发掘新消费

场景。即时零售等新业态的发展让买卖国

货更便捷，打开了本地消费增量市场。

美团数据显示，国货化妆品订单量近一

年内同比增长 612%，国产品牌交易额占据

了服饰消费的前三名，本土冷饮、雪糕品牌

销量也大幅上涨。以国产美妆品牌珀莱雅

为例，截至今年 4 月上旬，美团平台上售卖

该品牌商品的商户数量半年内同比增长了

3 倍多。

“产品力+营销力”已成为国货

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国货的流行

和互联网

新 形 态 的 发 展

密不可分，要把新形态

与品牌本身更充分地相结合，通

过渠道创新、策略创新来实现品牌持续发

展。”张颐武建议，国货品牌应掌握消费行为

新特征，探索以更顺畅的路径触达消费者。

瞄准高端化发力

品牌高端化意味着更强的上下游把控

能力、更大的市场话语权、更精准的消费者

需求识别。国货企业在创新、运营、营销上

积累的优势，正助力其加速走向高端化。

在朱思楠看来，高端化是国货实现品牌

升级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满足

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要求，才有底气与国际品

牌一较高低。华熙生物以生物制造绿色供

应链推动消费终端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一

边开通柔性化生产线，为消费者提供护肤品

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一边通过举办公益

活动等方式与消费者加强情感连接，传递企

业文化，强化品牌心智建设。

“过去企业更多强调质量、实用，现在越

来越注重情感、创新，这是国货产品的一个

重要变化，从功能性转向精神需求的满足。”

杨剑飞认为，国货企业瞄准高端化发力，是

一个追求品质、打造品牌的过程。一方面，

企业作为生产商，要通过设计强化、材料研

发、科技提升来带动综合品质的升级。另一

方面，当国货具备一定品质基础后，就不再

局限于“一分钱一分货”的层面，而是更强调

文化价值、品牌内涵等附加值，形成一种文

化符号，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身份象征。

近年来，一些国货品牌在走向高端的过

程中，产品价格明显上涨，引起各界讨论。

对此，杨剑飞认为，国货要更好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应当在其产品研发和定价策略中体

现 丰 俭

由 人 的 差 异 化

理念，既推出亲民款、经典款来满足消费者

期待，也要开发高端款来打造新定位。

另一个难点是，高端化形象的塑造需要

时间。许多国货品牌最初以大众化、平价款

的定位面向消费者，实现高端化跨越并非易

事。张颐武表示，品质的保证和提升是打

造国货竞争力的关键。“消费者青睐国货，

并不只是出于照顾，而应被看作对本土

品牌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国货企业要

积极回应消费者期待，擦亮品牌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国货品牌

带着文化走出国门。今年前两个月，我

国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增长 14.3%，高出

整体 4 个百分点；其中，手机、家具、化妆

品出口分别增长 55.7%、60.7%、37.3%。

“一些国货品牌多线运作，深耕本土

的同时全球发展，彼此交叉、双向发力，既

吸收本土力量，又与世界潮流接轨，适应

不同背景的消费者。”张颐武说。

杨剑飞提出，国货已逐步具备和国外高

档产品竞争的实力，国货品牌出海提升了大

家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但国货成长

周期太短，产品爆火就集中生产，风潮过去

就转向下一个热点，缺乏持续性的文化沉淀

过程，想在国外站住脚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总体来看，国货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有

待提升，关键在于能否更好讲出品牌故事和

内核价值。杨剑飞建议：“要积极开展国际

化营销，讲好故事、传递文化、提升内涵，在

国际上打造出知名特色品牌。”

北京平谷素有“大桃之乡”的美

誉，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为期一个月

的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举行。走进平

谷桃花海，放眼望去，灼灼桃花延伸到

山谷间，一眼看不到尽头。游客置身

花海之中，或拍照留影，或漫步赏花，

好不惬意。

“ 我 每 年 春 天 都 会 来 这 里 看 桃

花。坐在长椅上，闻着花香，心情得到

极大放松。”北京朝阳区游客徐偲说。

位于平谷区大华山镇的桃源逸

栈，是万亩桃花海的核心区。这里，搭

建了欢歌大舞台的一层露台充满欢声

笑语。游客可参与花海放歌体验活

动，面对粉色花海一展歌喉，还可以换

上古风汉服，在万亩桃花海中写下心

愿祈福。

“以赏花为主线的旅游消费产品，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力量。”平谷区副

区长马冬梅介绍，平谷桃花节历经 30

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

综合性文化活动品牌。本届平谷桃花

节集农业观光、传统文化、音乐休闲、

美食打卡、体育健身等元素于一身，成

为京津冀地区市民春季休闲旅游的热

门选择。

为了让“桃花常开”，平谷区今年

丰富赏花游内涵，将区内多个景点串

联，拓展赏花游的外延。“得益于各地

对文旅产品、乡村振兴的重视，赏花类

景区不断增加，主题活动增多，体验内

容也更加丰富新潮。”平谷区农业农村

局果品服务中心主任喻永强表示，赏

花游是春季出游的热门主题。在平谷

区，小峪子、小金山、镇罗营等地的桃

花海，以及后西路山水画廊等，都是赏

花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借助桃花节的举办，积极搭

建多种形式的新消费场景，促进农文

体 旅 商 多 元 融 合 发 展 ，受 到 市 民 游

客的普遍欢迎。”平谷区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孙亮说，今年，平谷区首次推出

电音巴士摆渡车，在平谷城区和桃花

海之间免费运行。电音巴士可一路巡

游至千亩梯田等景区，观看风筝表演、

解密爬虫馆、购买京津冀特色农产品

等，为游客们提供更多消费产品和探

索大自然的新选择。

“今年的桃花节与以往最大的不

同是，赏花和游玩的点位全域覆盖，实

现全域旅游多点开花。”马冬梅说，桃

花节期间，全区 18 个街乡镇都举办了

各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活动，满足游

客的多样化需求。我们还与全国其他

旅游城市合作，引入山东潍坊非遗风

筝、云南普洱咖啡等，让游客朋友们获

得更多地域化的体验。

从大华山镇一路向北，就到了镇

罗营镇的平谷风筝谷，这里拥有北京

市唯一的千亩梯田景观。在梯田上

空，大大小小的风筝上下翻飞，为蓝天

着上了彩色。“当风级小于三级时，游

客还可现场体验非遗纸风筝制作。”马

冬梅说。

“我们邀请潍坊风筝队等进行风

筝表演，不出北京就能观赏到全国最

高水平的风筝表演。”平谷区镇罗营镇

党委书记康旺枞介绍，在镇里的集市

上，游客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的冰镇

冰糖葫芦、现摘的山楂、泉水豆腐、鲜

榨果汁等一系列农副产品。

“赏花游”内容的不断外延，显著

激发了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孙亮透

露，今年平谷区首次推出桃花护照，游

客在桃花节期间完成 5 个指定点位的

打卡，就可享受平谷区所有景区 2024

年全年无限次免费畅游的特权。“桃花

节带动了周边游的热度。目前进入旅

游旺季，平谷区的大部分民宿都预订

火爆，区域内景区酒店人流量也显著

增加。”孙亮说。

“桃花是平谷文旅的标志性名片，

也是北京京郊旅游的亮丽名片。举办

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打造北京文旅

品牌是平谷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

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斌说，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推动“文旅+

百业”“百业+文旅”多业态融合，全力

打造首都文旅消费新热点，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产

品和服务。

今年全国消博会上今年全国消博会上，，参观者参观者

在华熙生物展台选购护肤品在华熙生物展台选购护肤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梦娇李梦娇摄摄

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唐妞唐妞””取材于唐代彩绘取材于唐代彩绘

仕女俑仕女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梦娇李梦娇摄摄

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