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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面向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服务平台构建方法，通过强化设计服务供给，提升地域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水平。方法 以设计服务需求整合结果和一般设计流程为基础制定平台主体框架。主

要分为地域文化设计资源整合子平台、设计辅助子平台和快速原型制造子平台三大模块，力求为多方面

的设计需求服务。结论 论述了平台主要架构和构建的重要节点，并将研究结果在实践中予以运用。经

验证，为设计活动提供辅助服务的平台构建，能够有效地提升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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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for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YI Jun, ZHANG Zi-zhe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for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by strenthening the design service supply. The main framework of service 

platform is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design service requirements survey and the general design flow. The plat-

form contains 3 parts: design resource integration sub platform, design assistant sub platform and rapid prototype manu-

facturing sub platform, striving to serve a wide range of design needs. The main structure and important nodes of the 

platform are explained, and the results are applied to practice. It is prov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platfor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regional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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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化创

意产业的一个分支，包含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即文

化内容与硬件载体[1]。文化是其区别于一般产品的核

心价值，我国漫长历史中沉淀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为文化创意产品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将文

化内容应用到或转化为硬件载体则需要通过设计来

实现。构建设计服务平台是提升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

课题中湖湘文化创意产品快速开发制造一体化平台

建设工作为依托，从设计应用出发，论述面向地域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框架及

其主要节点的研究成果。 

1  研究概况 

目前学术界对于文化创意服务平台的研究多从

产业发展和信息构建高度进行。如有的学者从经济学

和管理学角度，论述了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原

理和运营监管机制 [2]。有的学者以价值实现为出发

点，探讨了文化创意服务交易平台构建[3]。我国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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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设计的服务项目也较少，2016 年国家博物

馆牵手上海自贸区打造“文创中国”平台项目[4]，授权

企业利用馆藏资源进行设计研发，是为数不多的为文

化创意设计提供资源支撑的尝试。综上，目前较少有

为设计阶段服务的专项平台研究。 

2  需求分析 

2.1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概况与产业需求分析 

1）设计概况。在这个激扬创意的时代，面对巨大

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市场，文化创意产品整体设计水平参

差不齐、产品趋于雷同、缺乏地域文化特色，很难唤起

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也影响了自主品牌的建立。 

2）产业需求。创意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积聚了

大量分散的、个体的、自由的创意开发人员，并呈现

“少量的大企业，大量的小企业的组织模式[5]”。且文

化创意产品的价值主要源自无形资本，其初始创造成

本高，而复制和传播成本低[1]，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

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该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及公共服

务体系的支持。 

2.2  具体设计服务需求调研 

针对设计需求进行小组头脑风暴，尽可能详尽地

列出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流程中各阶段可能涉及的

服务需求，并通过访谈、李克特量表问卷形式，对约

100 名从业者和设计专业学生进行了调研，整合结果

后得出主要设计服务需求，见表 1。 

表 1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服务需求调研汇总结果 
Tab.1 Survey summary of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service requirements 

编号 需求 编号 需求 

1 

2 

3 

4 

5 

6 

设计素材 

优秀设计推荐 

设计展览 

设计培训 

设计需求报告 

设计评估指导 

7 

8 

9 

10 

11 

12 

产品知识库 

创意设计库 

材料、工艺知识

创意设计方法 

软硬件支持 

快速表现技术 
 

如表 1，需求涉及多个方面。构建服务平台能实

现资源整合及服务共享，有效地满足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从业人员自身难以实现的多方面需求。 

3  平台设计与构建 

3.1  平台定位 

平台是以地域文化资源设计开发为导向，为基于

地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提供物质或非物质辅助的

共享性、服务性的组织结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文化

创意产业内的企业和独立设计师；服务内容包含地域

文化设计数字资源共享、设计辅助和软硬件、技术支

持等；服务主体包括政府、相关管理和科研机构、高

校及产业内的相关企业。最终目的是降低文化创新创

业成本，提高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水平。 

3.2  总体架构设计 

据表 1 可知，需求主要可分为设计资源共享、设

计指导、产品实现三大类，故平台针对性地分为地域

文化设计资源整合子平台、设计辅助子平台和快速原

型制造子平台三大模块构建。即优化前端资源共享，

帮助中端设计完善，推动后端设计实现，涵盖文化创

意产品设计全流程。总体架构见图 1。 

 

图 1  平台总体架构 
Fig.1 Framework of platform 

3.3  设计资源整合子平台建设 

该子平台建设旨在强化地域文化创意资源供给，

以文化资源驱动设计创新，主要包括地域文化设计资

源库和设计案例库两部分。 

3.3.1  地域文化设计资源库 

地域文化设计资源库构建是平台构建核心内容

之一，目的是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可通过数字化

技术应用于设计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与一般文化资

源库不同，其内容多以矢量图形和数字模型等便于快

速获取和高效复用的媒体形式呈现。并注重挖掘地域

文化中共性的、具有很强识别性的、能引起群体感知

和想象的视觉符号[6]。从设计应用出发，借鉴一般资

源库构建模式制定出建设流程，见图 2。 

 

图 2  地域文化设计资源库构建流程 
Fig.2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regional culture  

design resourc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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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是文化单体的集合，因此文化单体特性信

息框架的定义是决定资源库功用的关键。设计学对于

事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态、色彩、纹饰、材质肌理

等方面，面向设计应用的文化单体也应从这些方面定

义。结合台湾学者徐启贤、林荣泰的文化空间层次和

文化产品设计属性的理论[7]，将文化单体特性信息框

架定义如图 3。 

 

图 3  基于设计的地域文化单体特性信息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regional culture monomer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design 

基于以上工作，按规范流程针对性的采集文化资

源，并进行矢量化等数字化处理。以基于设计的地域

文化知识框架为基础，文化单体信息的展示和易用为

指向，运用云端数据等技术构建文化设计资源数据

库，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提供素材支撑。 

3.3.2  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案例库 

设计案例库建设是为地域文化优秀设计成果提

供展示平台，并有助于设计方获取设计灵感。案例库

构建的关键节点是其展示框架的制定。以资源库建设

中地域文化知识体系重构工作为基础，以案例信息的

完整展示为导向，制定了 4 个层级的数据架构，最终

展示框架见图 4。 

3.4  设计辅助子平台建设 

该子平台是为设计构思与深化阶段的需求服务，

主要包括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的研究、设计培训

体系及专家评估系统的构建等。 

3.4.1  设计模型研究 

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是以设计学方法提取文化载

体所蕴含的文化语意并转化为设计语言加以运用，最

终生成符合现代生活的新的物态形式，是一个感性的

创造过程，但这个感性过程并非无章可循。 

对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模型的研究，本质包含

两个方面：地域文化资源特性语意的提取方法；文化

语意转译到物质载体的方法。平台组织相关研究机构

和专家从符号学、感性工学、产品语义学等学科领域

进行研究，并协助成果推广，形成示范效应，提升整

体设计水平，见图 5。 

3.4.2  设计培训服务 

设计师是设计行为的主体，其对于文化与美的感

知能力及设计技能决定设计的成败，因此对设计师的

相关培训是提升文化创意产品整体设计水平的重要

途径。设计培训为线上与线下并行，线上包括地域传

统文化解析、设计思维、设计技能技法培训及文化创

意产品设计模型课程等；线下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讲

座、工作坊等形式进行。利用平台的专业性和集聚优

势协助从业人员提升设计水平。 

3.4.3  设计方案专家评估系统 

设计方案专家评估系统是通过互联网技术集聚

文化创意产业各领域专家的知识与经验，对设计方案

进行专业评估和意见反馈，是推动设计完善的重要环

节。其构建关键在于两点：设计方案表达框架的定义；

文化创意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设计方案表达即设计方向评估系统提交设计方

案内容及格式的总成。设计表达框架主要分为两部

分：一是设计方案输出，二是设计说明信息。其中设

计说明信息录入包含两个模块：基本信息和解读信

息。基本信息包含产品名称、类别及尺寸等常规信息，  

 
图 4  设计案例库展示框架 

Fig.4 Exhibition framework of design case library 



第 39 卷  第 4 期 易军等：面向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服务平台构建 111 

 

图 5  基于文化单体特性与目标产品特性关联转化的设计模型研究案例 
Fig.5 Design model based on related-transform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arget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解读信息即设计创意的解构，包含设计所用元素、技

术要素（材料、工艺）、功能类别（象征、实用、审

美）等。  

评价指标主要用来综合反映文化创意产品评价

对象、内容的总体数量特征，以此量化文化产品设计

水平，它是文化产品评价的重要工具[8]。统一的评价

指标的确立，便于专家评估的信息录入与展示。一般

产品评价体系基本包含美学、技术、人机交互 3 个方

面，但针对文化创意产品的评估，文化因素应该是一

项关键指标，因此制定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6。 

 

图 6  地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Fig.6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3.5  快速原型制造子平台建设 

这里主要为方案完善和设计实现阶段的需求服

务，通过提供快速原型制造等技术、信息和硬件支持，

推动由设计向产品的转化。 

3.5.1  快速原型制造中心 

以数字化增材制造为基础的快速制造技术的应用是

本模块的关键所在。增材制造俗称 3D 打印[9]，特点是单

件或小批量的快速制造，这决定了它在产品创新中能

够起到显著作用。 
 

平台引进高质量、高精度的快速制造设备和技

术人员组建制造中心，主要提供如下服务。快速成

型，帮助设计方实现虚拟设计模型实物化，利于设

计师测试设计构想和排除设计缺陷，保证设计质量；

技术培训，为企业培养快速制造技术人才，降低人

才引进成本。 

3.5.2  CMF 设计信息资源库 

CMF 是 Color（色彩）、Material（材料）、Finishing

（表面处理工艺）的英文缩写。CMF 设计是联系、

互动于设计对象与使用者之间的深层感性部分[10]，是

创造温暖人心的产品的重要步骤。 

创新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材料和工艺的选择，

多源于设想产品所要传递的某种感觉意向。由于专业

知识壁垒及经验因素，设计师对材料工艺认知多有局

限性，简单的材料工艺罗列不能满足设计师的需求，

所以信息检索和单体信息表达框架的制定就尤为重

要。CMF 设计中，色彩和表面处理工艺都依附于材

料，因此资源单体信息表达是以材料为依托来进行

的，具体见图 7。 

3.5.3  传统工艺制造中心 

传统工艺具有强烈的原生态面貌，其在产品中的

应用能够唤起人们较强的文化认同感。现代社会，设

计师普遍不具备传统工艺技能；传统工艺从业人员则

更多关注技艺本身，产品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传统工艺制造中心旨在助力现代设计的地域特

色工艺制造，使传统工艺借由合理有用的产品重新走

进并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11]。

具体工作为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传统工艺展示及信

息平台，包含工艺简介、工艺用途、工艺限制和工艺

传承人项目案例、联系信息等，为设计师和工艺传承

人搭建沟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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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MF 信息检索和单体材质信息表达框架 
Fig.7 CMF Information search and monomer material information expression framework 

4  平台服务流程  

如前文所述，平台不同模块为地域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流程中不同阶段的需求服务，是相互独立的。同

时各模块的服务也相互影响其他阶段的设计生成，通

过平台内各模块相互协作，共同提升地域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竞争力，见图 8。 

 

图 8  平台服务流程 
Fig.8 Platform service flow 

5  应用案例 

在湖湘地域文化的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中，对湖湘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并制订了以

数字设计资源库、专家评估系统等为主体的服务平台

总体架构。首先着手进行了湖湘文化数字设计资源数

据库的构建工作，通过几年来对长沙窑、侗锦、花瑶

花、岳麓书院等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处理，目前已

完成湖湘文化设计资源库的部分构建。此外，设计案

例库、专家评估系统等也已基本搭建完成，平台具体

页面见图 9。多位设计师借助湖湘文化创意产品快速

设计开发平台提供的服务进行了设计实践，有效简化

了文化资源的获取途径，提升了设计的效率，初步验

证了平台内容构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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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湖湘文化创意产品快速设计开发平台页面 
Fig.9 Hunan culture creative product rapid design platform pages 

6  结语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

文化产业强国。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通过设计融入

现代生活，既能传递优秀文化，又能丰富人民物质和

精神生活，是地域文化展现经济创造力的重要显现。 

本文从设计应用的角度探讨了地域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服务平台的构建，介绍了平台的主要架构、功

用及部分重要节点。受篇幅所限未能详细介绍各模块

内容，目前研究在实践操作层面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解答。抛砖引玉，希望未来有更多文化

资源共享的平台出现，从源头丰富文化创意产品市场

内容，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品整体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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