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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青岛具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东方式海洋文化，引入生物学遗传基因的概念，将文

化基因作为最基本的遗传单位，对青岛海洋文化进行挖掘与梳理，对文化创意产品进行设计。方法 将

生物遗传学中的相关理论融入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梳理青岛海洋文化基因谱系图，构建青岛

海洋文化基因评价模型树，将青岛海洋文化设计元素比作设计基因，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过程

就是以青岛海洋文化基因为基础的遗传和变异，体现青岛海洋文化元素的外在物化过程。结论 文化元

素来源于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不同决定了文化元素的不同表现，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过程起

到了文化与造物之间的桥梁作用，影响着产品的发展并对文化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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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Marine Genetic Evaluation in Qingdao 

YANG Mei, WANG Jing, ZHANG Yuan-ku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Qingdao has an Eastern-style maritime culture of “red tiling, green trees, blue sea and clear sky”. The work 
aims to take cultural genes as the most basic genetic unit to thoroughly dig and comb Qingdao Maritime Culture and de-
sig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introducing biological gene. Related theories in biogenetic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of marine creative products in Qingdao to comb the Qingdao oceanographic gene genealogy map and  
build a Qingdao marine culture gene evaluation model tree. The design elements of Qingdao marine culture were regarded 
as design genes and the design process of Qingdao marine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s the genetics and variation of 
Qingdao marine culture genes and reflected the external materialization process of Qingdao's marine culture elements. 
The cultural elements originate from cultural genes. The different cultural genes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of 
cultural elements. The design process of Qingdao's marine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has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cul-
ture and creation,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al genes; Qingdao marine cultu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valuation model tre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文化产业要“融合发展”。当

前国内文化创意产品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同质化程度

较高、地域特色缺乏、设计感低。被誉为“东方瑞士”

的青岛，这几年文创产业经济飞速增长，但大多数文

创产品缺乏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产品附加价值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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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文化元素，不利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提升。文化创

意产品增加文化内涵，有助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及文

化产业的发展。 

1  前言 

“基因”概念来自生物遗传学，是生物体遗传进

化的基本单位[1]。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像生物世

界里“生物基因”那样的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

的设想。“文化基因”通过类比产生，西方学者也将

其称为“模因”。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

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2]。施舟人首次提

出文化基因库概念，倡导建立文化基因库。还有其他

学者依据对象不同采取对文化因子的提取方法进行

研究[3-7]，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模型通过文化基因谱

系图进一步建立评价模型树，提取出较为重要的设计

因子，对创意产品与文化进行优化结合。 

2  青岛海洋文化及其基因分类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

其产物[8]。青岛海洋文化源自于海洋文化，其中融合

了齐鲁文化、海岛文化、渔文化等多元文化。海洋带

来港口贸易的产业经济繁荣，在近代史中,青岛海洋

文化的发展也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外来文化的冲击

并没有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海洋信仰，中西合璧、兼

容开放的东西方文化在青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

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件中提出：文化遗产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研究对象

的不同，文化基因可按照多种方式进行分类，以物质

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最常见,因此，青岛海洋

文化也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通过书籍、

网络参考大量有关青岛的历史文化资料，试图构建青

岛海洋文化基因谱系见图 1。 
 

 
 

图 1  青岛海洋文化基因谱系图 
Fig.1 Lineage map of Qingdao marine culture gene 

 
3  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研究 

3.1  研究思路 

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研究应以青岛海

洋文化为核心，体现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俗风俗，提 
 

取青岛海洋文化设计因子并对其进行可视化表达，运

用层次分析法对提取元素进行评价及优选[9]，将产品

设计与海洋文化相结合，运用适当的设计方法，对文

化创意产品进行创新设计，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达

到升华其文化价值的目的，研究思路见图 2。 

 
 

图 2  研究思路 
Fig.2 Research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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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因评价模型树的建立 

评价模型树可按如下过程建立：首先，构建具有

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的

模型树框架。虽然不同阶层间相互联系，但是每个阶

层内部都是独立完整的。其次，以青岛海洋文化基因

谱系图为基础，提取表征海洋文化特色的影响因子作

为评价因子。最后，分析各个层次和跨层次因子之间

的相互关系，并使层次结构内部的因子保持并列并能

清楚地区分。依据上述标准建立的青岛海洋文化基因

评价模型树见图 3。 
 

 
 

图 3  青岛海洋文化基因评价模型树 
Fig.3 Evaluation model tree of Qingdao marine culture gene 

 
3.3  模型树量化判定 

在构建模型树之后，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影响因子

间的从属或独立关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比较各层次因

子的影响程度，并对基于相同上层因子或相同级别因

子的相对重要度进行评分，重要性评定等级通常为 9
点标度[10]，重要性标度含义见图 4，并计算决策因子 
的相对重要性权重。选取用户 15 名，包括工业设计

专业在校研究生 5 人、游客志愿者 5 人及工业设计专

业教师 5 人，对各层进行打分，A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见表 1，B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见表 2，C1 层判断矩阵

及权重见表 3，C2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见表 4，C3 层判

断矩阵及权重见表 5，C4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见表 6。 
 

 
 

图 4  重要性标度含义 
Fig.4 Meaning of importance scale 

 

表 1  A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1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A 

A B1 B2 权重 
B1 1 2 0.667 
B2 1/2 1 0.333 

表 2  B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2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B 

B C1 C2 C3 C4 权重 
C1 1 7 4 3 0.561
C2 1/7 1 1/3 1/3 0.064
C3 1/4 3 1 3 0.234
C4 1/3 3 1/3 1 0.141

 

表 3  C1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3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C1 

C1 D1 D2 D3 D4 权重 
D1 1 5 3 1/2 0.325
D2 1/5 1 1/3 1/5 0.067
D3 1/3 3 1 1/3 0.148
D4 2 5 3 1 0.460

 

表 4  C2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4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C2 

C2 D5 D6 权重 
D5 1 1/3 0.250 
D6 3 1 0.750 

 

表 5  C3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5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C3 

C3 D7 D8 D9 权重 
D7 1 3 1 0.429 
D8 1/3 1 1/3 0.142 
D9 1 3 1 0.429 

 

表 6  C4 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6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layer C4 

C4 D10 D11 权重 
D10 1 3 0.750 
D11 1/3 1 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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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各因子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标度值矩阵，并计

算判断矩阵的每一行元素乘积的 n 次方根 Ti： 

1

( 1, 2, , )
n

ni ik
k

T X i n


    

式中：n—评价因子数目；Xik（i=1, 2,…, n, k=1, 2,…, 
n）—第 i 个因子与第 k 个因子相对重要性比较而获

得的标度值。 
求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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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最大特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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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1

max n
n

 



。 

用 Super Decision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通过 
 

一致性检验，表 2 至表 7 一致性检验结果见图 5，随

后，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及总体排序结果，权重

计算排列表见表 7。 

3.4  量化结果分析 

量化评价结果是后续设计实践的基础，在 B 阶层

中，B1>B2，表明物质文化基因是青岛海洋文化的基

础基因，也是设计元素获取的优势基因。之后设计实

践可优先选择物质文化基因中的下层因子进行。在 C
阶层中，居住文化基因 C1 权重最大，说明青岛海洋

文化地域性更加特别，更能体现海洋文化内涵。由 D
阶层最终的 11 个评价因子中，D 阶层权重见图 6，权

重最大的是现代场馆 D4，说明青岛现代场馆对人们

具有较大吸引力，游客们印象更深刻，可作为青岛的

代表性文化基因，从中提取相应的设计元素。历史遗

迹 D1 的权重紧随其后，在设计元素的发掘过程中应

凸显 D4 的文化优势，与历史事件相结合，设计出更

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的产品。 

   
 

   
 

图 5  表 2 至表 7 一致性检验结果 
Fig.5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of Tab.2 to Tab.7 

 

表 7  权重计算排列表 
Tab.7 Weight calculation list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C1 0.325 0.067 0.148 0.46 — — — — — — — 
C2 — — — — 0.25 0.75 — — — — — 
C3 — — — — — — 0.429 0.142 0.429 — — 
C4 — — — — — — — — — 0.75 0.25 

目标权重 0.203 0.101 0.136 0.264 0.016 0.032 0.071 0.024 0.068 0.054 0.031
排序 2 4 3 1 11 8 5 10 6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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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D 阶层权重 
Fig.6 Weight of layer D 

 
4  青岛海洋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应用 

4.1  设计分析 

在青岛丰富的海洋文化中，要优先选择更具吸引

力和美感的元素进行创作，在青岛海洋文化基因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使消费者能快速建立产品与青岛海洋

文化的联系。通过将可以表达文化内涵的象征性意义

符号引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中，使人们无论从视

觉还是触觉上都可以感受产品内在的某种语义联想

性，借助符号的链接增加文化与产品的交融性。 
根据前文的研究，设置消费者对现代场馆喜爱度

的调查问卷，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场馆。运用李克

特 5 级量表（1=非常讨厌，5=非常喜爱）对青岛市境

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下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的偏好程度进行评价。发放的 40 份问卷中

有效问卷 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5 %，进行数据整

理和分析，得到每处场馆偏好平均值，现代场馆偏好

程度见图 7。 
 

 
 

图 7  现代场馆偏好程度 
Fig.7 Modern venue preference 

 
依照以上数据，选取偏好程度较高的青岛水族馆

为原始的文化素材。这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

水族馆，硕大的抹香鲸标本、奇特的一角鲸标本活化

石龙宫翁戎螺标本是青岛水族馆的特色展品。抹香鲸

的设计元素简化见图 8，首先选取抹香鲸的正视图，

用 Illustrator 真实完整地绘制出其整体和局部造型；

其次利用仿生设计的方法，主观处理后运用减法去掉

部分细节，抓出典型特征，例如流线型的身体及尾巴 

的造型；最后将简化后的元素通过变形、拉伸等方式

进行创新，使得产品形态与功能相适应，得到“Whale 
You”办公文创产品，并获 2017 首届两岸专业学位研

究生设计交流展（MFA 奖）铜奖，“Whale You”办

公用品系列文创产品见图 9。 

4.2  青岛海洋文化创意系列产品展示 

“Whale You”办公用品系列产品包括优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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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抹香鲸的设计元素简化 
Fig.8 Simpl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design element 

 

 
 

图 9  “Whale You”办公用品系列文创产品 
Fig.9 "Whale You"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立、花瓶、回形针、笔记本，挂钩 6 小件，消费群体

定位为 20 岁至 30 岁的职场新手，冷色调的产品适合

办公场所使用，同时性冷淡风格个性而优雅，增添办

公的情趣。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联想到海洋、青岛，同

时也呼吁人们重视海洋文化、保护海洋生物。文化与

设计的结合，有助于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在满足产品

功能需求的同时，更有助于唤起消费者的认同感，进

而形成产品的品牌个性[11]。 

5  结语 

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眼球经济”，而且包括了

“原创”和“创新”的创意经济。这里提到的原创可

以理解为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从文化基因的视角，

以青岛海洋文化为研究对象，完成了从青岛海洋文化

的分类、获取到谱系图的绘制，建立基于青岛海洋文

化的创意产品基因评价模型，从中选取权重较高的设

计因子，将青岛海洋文化元素依附于产品，文创产品

作为载体继承和发扬青岛海洋文化，同时，也为其他

区域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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