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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视角下旗袍购买意向指标体系建立
范清清  方丽英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摘  要：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作为我国传统服饰的旗袍也同样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关

注。以文化产品的视角研究旗袍购买意向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和企业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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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1996年开始，“中国风”风靡全球。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

化的瑰宝，其含蓄而优美的曲线造型和东方韵味一方面深深地吸引

着中外设计师的眼球，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旗袍

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魅力也深深吸引着消费者，为他们带来更加完美

的穿衣体验和审美体验。

二、理论基础
（一）文化产品内涵和特征

文化产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文化产品是指由
文化人及文化行业生产出来的含有文化性,艺术性或文化含量高的
文化载体和服务[1]

。对于文化产品的特征，从文化产品的消费角度出

发，学者们认为文化产品具有高风险性、公共性、象征性、创意性、价

值永恒性等特征。从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文化产品的

特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外在形态美观层次、使用过程方便层次以

及内在精神丰富层次。

表2-1  文化产品特征
消费角度 产品设计角度
D a v i d 

Hemondhalgh和

Garnham

高风险性和公共性 L e o n g 和

Clark

外在层次、中间

层次和内在层

次
白寅、何泽仪 象征性和创意性 徐启贤 形态层次、行为

层次、精神层次
臧秀清、游涛 一般特征：象征性、创新性、意识

形态性和价值的永恒性；特殊属

性：无形性、公共性、娱乐性、超

前性和垄断性

Lin 外形层次、行为

层次和心理层

次

张艳国、陈新川 生产隐蔽性和小规模化、交换高

价值和国际化、流通低成本和安

全性、消费的高端性和短暂性。

惠清曦 外在形态、使用

过程、内在精神

（二）旗袍的发展与特征

有学者认为旗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深衣[2]
。20世纪

20年代是旗袍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民国政府甚至将旗袍作为一种国

家礼服。到2011年，国务院将旗袍的制作手工划分为第三批国家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近年来，消费者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上升，旗

袍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旗袍的魅力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物质特

征和文化特征。旗袍的物质特征包括结构合理性、工艺独特性、款式

创新性、色彩丰富性、面料舒适性等；文化特征包括历史悠久性、文

化传承性、内涵象征性和审美体现性等。由此可见，旗袍是一种具有

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其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三）服装购买意向指标体系

目前的服装购买意向研究表明，影响服装购买意向的因素包

括刺激性因素和非刺激性因素两大类。其中刺激性因素包括：产品

属性、店铺属性、品牌属性、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非刺激性因素包

括：人口统计特征、价值观、生活方式等。

三、旗袍购买意向的指标体系建立
（一）深度访谈

为保证所建立的指标体系更加可信和准确，本文在杭州的丝

绸市场遴选20位消费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从深度访谈的结果来看：

（1）旗袍的消费者集中在20-55岁左右的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女性。
（2）旗袍消费者对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情结，追求高雅文艺的生活，

会经常参加传统文化的社交活动。（3）旗袍消费者看重的是旗袍所

蕴含的文化特征：一方面穿着旗袍可以体现自身的文化涵养和民族

情结，宣传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穿着旗袍可以体现出女

性的曲线美和东方优雅气质。（4）消费者的购买渠道并不单一，很大

部分消费者对店铺的风格及服务要求较高，也有消费者希望参与旗

袍的设计，突出其个性；（5）年轻消费者看重款式和图案设计的时尚

性，而年长消费者看重工艺和面料的品质。（6）大部分年轻人觉得旗

袍适合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场合穿着，而年长的人则认为简单装饰的

旗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穿着。

（二）旗袍购买意向的指标体系

结合已有的研究和深度访谈的结果，基于文化产品的视角，建

立旗袍购买意向的指标体系，如表3-1：
表3-1  旗袍购买意向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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