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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中，文化创意产业正

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发展，这无

疑意味着它已成为新兴经济热点[1]。 

1  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 

在创意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引

起了文化存在的形态与结构的嬗变，也导致了文化的

商品化和消费化。视觉传达设计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表达载体，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不可小

觑，从显性层面来看，它是以视觉方式的特定作用，

依托信息媒介实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文化实践

活动；从隐性层面来看，它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的创造性、支柱性力量，从这一意义来说，它也是

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与文化选择。 

但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一味追求产业经济的发

展速度，更愿意趋向于末端形式的创新与选择，造成

产业末端形式上的小创新过度集中，文化产品和服务

雷同，文化资源的创意设计缺乏深层次及专业化的特

色，这也是导致当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同质化竞争严

重的原因之一。各种文化主题公园、文化商业街区、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

些更是借着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旗号经营地产

项目。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主要源于创意和品牌，

而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缺乏关联效益

机制和品牌效应，没有有效地结合视觉传达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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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化资源、诠释文化内容、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 

2  时代背景下的视觉传达设计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

受到图片的侵袭”。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 40 年前

曾预言出如此的视觉景象。如今，人们已经步入到如

此的视觉情景之中，“读图时代”的来临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趋势，更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在消费型社会中的

媒介文化作用下，文化形态已经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

以视觉为中心。正如尼古拉·米尔佐夫在《什么是视

觉文化》[2]中指出：“视觉的事物也瓦解和挑战着任

何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化的企图。”图释消

费时代是“读图时代”进一步的商业化发展，而起源于

美学和文艺学的读图范式理论对设计文化以及传统

的视觉设计、文化产业也在发生着非常隐性的改造功

能，这种改造功能具有很大的副作用，将会严重动摇

我国的设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包括肢解传统的平

面设计。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我国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产生反拨。 

在文化介质和消费介质的共同驱动下，视觉传达

设计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逐渐形成了

当今社会独特的视觉文化景观。当视觉传达设计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文化产业、创意产业

的领域之中，逐步向文化层面渗入，改变了人们日常

生活的视觉经验和审美情趣。在以视觉性为主导的文

化语境中，对文化的把握主要依赖于视觉经验的获

取，图像获得了文化舞台的核心地位[3]。正是如此，

以感性视觉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已悄然来临，一种新的

文化形态得以拓展和延伸，依托视觉为发展趋势的文

化创意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同时也影响

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传统的视觉形态语言已突破

了二维和三维空间的限制，在新型的视觉表现形态

中，它不仅继承了传统视觉艺术的功能和属性，还融

合了新媒术技术中的声音、运动等多种表现手法。听

觉感知和时间流动给予人们在视觉体验中增加了新

的审美维度。先进的视觉艺术表现，已将传统的视觉

形态语言和传播方式在以视觉性为主导的文化情境

中不断的更新与修改。例如，由日本世嘉公司（SEGA）

全力策划，韩国现代数字娱乐公司（Hyundai Digital）

开发的一款实景网络赛车游戏《飙车》，它打破传统

网络游戏视觉形态语言的束缚，并没有简单地把这款

游戏定位在普通的竞技赛车游戏范畴内，而是在游戏

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现实中的真实，以韩国首尔

为“城市模式”的演示背景，游戏中的场景百分之百完

全拷贝首尔的真实实景，甚至在路边的广告牌上都清

楚地看到韩语广告“真露清酒 400 CT，乌冬面 8000 

CT”，如此逼真的视觉画面将城市生活与赛车竞技融

为一体，加之由完全模拟真实数据的竞技车辆，穿梭

于大街小巷的玩家们游离于现实与虚拟之间。视觉技

术的不断进步、更新和普及，视觉形式也变得越来越

丰富多彩。米歇尔在《图像转向》[4]中写道：“图像

转向的幻想，对一种全被图像所主导的文化的幻想，

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真实的技术可能，这已真的

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刻所独有的悖论。”他认

为图像的出场向传统媒介提出了挑战，为视觉图像提

供了新的文化范式意义的阐释和支持。新型视觉传达

是对多种视觉技术和传播媒介的综合运用，是一种交

融性的视觉文化，它已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创意的热

点，同时技术的先进性、媒介的多样性，加之信息网

络的便捷性，为时代背景下的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

联性 

3.1  视觉传达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创意产业两者的宏观概念

涉及的行业门类众多，因其各自的专业结构和行业特

征的差异而在实际操作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

在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下，两者所涉及的应用领

域与范畴具有共通性、融合性[5]。文化创意产业面向

的市场更加宽泛，除设计以外的工艺、广告、表演、

出版、影视、广播等众多消费市场均有所波及，其中

每一个类别或多或少都需求通过视觉传达设计的包

装或展示。因此，视觉传达设计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

重要支撑力量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通过创意、创

造、创新的能力集中优势文化资源形成设计实践中的

闪光点，有效提升市场关注度，刺激大众消费，进一

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发展。 

3.2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实务的变革 

我国的产业经济越来越依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在必须强调本身的

功能性之外，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意性、审

美性和多样性，满足大众的消费与体验需求，即大

众在使用文化产品或享受文化服务时体验到的感受

及认知[6]。在文化创意产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视觉

传达设计实务的理念传达、创意表现、艺术审美等因

素理所当然成为衡量文化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

评价指标之一。因此，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下的当代设

计考量，由原来强调功能性的设计模式，发展为更倾

向于人文环境、媒介文化、品牌营销以及大众审美心

理需求的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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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创意产业和视觉传达设计的协同发展 

视觉传达设计依托于它的创意文化属性在市场

经济中得以迅速发展。文化是视觉传达设计创意产品

和服务的源泉，科技是它的有力支撑条件[7]。文化创

意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资本，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一种新兴文化业态。视觉传达设计

的发展需植根于丰富的文化资源，让设计作品具有内

在的文化底蕴，以此作为视觉传达设计发展的有效途

径。同时，数字化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视觉传达设计

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保障[8]。文化创意产业通过视

觉传达设计进行文化内容的设计管理、文化产品的设

计以及文化品牌的传播，提高文化创意作品和文化服

务产品的的附加值。因此，视觉传达设计与文化创意

产业之间需协同发展，共同创造双赢的局面。譬如，

文创农业是将传统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借助

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意表现形式，融合文化及艺术表现

元素，开发、拓展、提升和丰富传统农业的一种新兴

业态。以文化创意农产品、农艺工坊、创意农品专营

店等专业型文创农业项目的打造与发展，如文创农产

品包装、文创农业工艺品、文创农业装饰品等设计、

创作、生产与销售服务，作为主要盈利途径的一种文

创农业项目开发模式；以与农业休闲生态旅游项目相

结合的文化创意主题农庄、亲子农园、休闲农牧场、

酒庄、现代农园示范园区等综合型文化创意农业项

目，如以生态农业景观、农作物、动物、农事活动等

农业要素，实现游乐体验服务功能的一种开发模式。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注重文化创意的表达、视觉设计的

运用，充分发挥文化功能与特征，展现全新的视觉艺

术形态，把农业技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文化创意产业

以及市场需求进行有机的整合，构建出多层次的文创

农业产业链和价值体系。 

4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视觉传达设计提出

新的要求 

文化创意推动着产业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视觉

传达设计的创新又直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和

发展[9]。设计的本质是人类有目的性的创造活动，是

一种明确目的性和预见性的创新行为，是为文化创意

产业创造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的发展，促进其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

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并对其提

出新的要求。 

4.1  转型 

在两者之间新的产业形态关系中，视觉传达设计

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的装

饰、图案、工艺美术、平面设计逐渐转向更具包容性

的新型学科范畴，涉及到广告、传媒、影像、网络、

工业、信息等更为广泛的新兴领域。考量当今的设计

产业模式不难发现，以往单薄的绘画理念、造型结构、

材料工艺已经无法适应文化创意产业的应用领域和

范畴，因此，视觉传达设计不可避免地要满足众多行

业的需求，由过去注重于绘画形态的表现方式发展为

融合设计管理、市场营销、产业经济以及消费心理等

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由传统的报纸、书籍、摄影、网

页等传播媒介发展到如今更具多元化、数字化的新媒

体，例如交互设计、界面设计、信息视觉化、VR 技

术（Virtual Reality）等；由传统视觉艺术的二维形态

发展到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10]；正如美国学者丹

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1]中认为：“当代

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笔者曾于 2014 年带学生赴广西

进行民俗考察，当时在阳朔观看了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印象刘三姐》。该剧以广西《刘三姐》这样的

山歌融合当地的民族风情为素材传唱至今，以漓江山

水为舞台，运用声、光、电等现代视听技术手段创造

出如此震憾的舞美效果，其强烈的视听冲击力让观众

置身于其中，集艺术性、地域性、民族性、视觉性于

一身，它完全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一场视觉

文化革命。从 2004 年《印象刘三姐》公演至今经久

不衰，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业

态，更是一个典型的视觉创新发展的成功案例。 

4.2  跨界 

在以创造为特征的时代里，跨文化交流、跨地区

合作和跨专业融合更为深入与普遍。多元化的视觉文

化意味着新的视觉传达方式必须突破传统设计学科

门类的界限，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利用整合手段将传统

视觉设计与其它行业在形式、材料、工艺相结合，以

获得全新的设计创意语汇，展现出具有综合性、交叉

性跨学科背景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在当今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力图从本质上把握视觉传达设

计与各行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渗透与互通，形成

视觉设计形态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呈示多维度形式表

现的跨界性、边缘性和前瞻性。例如，视觉传达设计

与数字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为用户的体验与接受提

供了新的手段，10 年前的手机只能用来通话和发短

信，如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已经深深地嵌入

人们的生活之中，拍照、购物、导航、游戏、视频等

功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视觉传达设计正是 UI

（User Interface）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整洁美观

的界面和井然有序的视觉引导给予了终端用户全新

的视觉体验。另外，视觉传达设计与流媒体的跨界结

合更是把视觉转向推向了数字时代，催生出一系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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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4.3  研究范式的转换 

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推动了视觉传达

设计实务的变革，在理论研究、设计方法、教育模式

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设计研

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设计思维与方法以及设计作品

本身的艺术表达形式，需求合理地运用调研、分析、

整合、成型、推广等各个阶段的渐进发展，拓宽研究

范畴，以此促成两者之间的关联效益机制。在研究方

法上应建立实证研究的思维和视野，通过研究数据的

统计和分析来提高设计研究的效率性和准确性，比如

通过 SPSS 社会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的合理性和适用

性，利用 AMOS 进一步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性分析。

信息化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能够更加准确地为文

化产业背景下的设计理论研究、设计实务活动提供有

效的策略依据和数据支撑，构建更加完善的设计产业

体系。  

5  结语 

视觉传达设计因其多元化及广泛的应用平台在

文化创意产业中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实用性及广阔的

发展空间。当今时代背景下的视觉传达设计如何在文

化创意产业大环境中实现自身的转型、跨界、创新和

发展，对促进文化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创新型经

济产业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文化创意产

业下的视觉传达设计不仅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更是

一种文化脉络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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