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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环境资源状况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社会各界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发挥可持续的力量为

人类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新思路。博物馆文创产品虽然包含着文化的内涵，但是常常被人忽略，因此

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较低。通过对其进行产品服务系统可持续性的研究，总结出可持续性设计的思路和

方法。方法 以文献分析和案例总结的方法，了解产品服务设计、可持续性以及文创产品的概念和要素，

分析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服务系统的要素，结合可持续的特点，提出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设计思路。结论 通过梳理发现，博物馆文创市场存在关注度不高、产品类型单一、缺乏创新和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思维等问题，继而从 4 个层面逐步提出设计策略，即完善产品设计、优化服务、建立

闭环式产品服务系统和平衡产品与人、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办法，旨在为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总结

一些可持续性的设计原则，同时传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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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Museum Culture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Product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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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onditions, all sectors of the so-
ciety vigorously advoc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ustainable pow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kind and nature.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are often neglected, although contain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so the market occupation and sales are lower.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to summarize the sustainabl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ummary, the concepts and elements of product service design, sustainability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understoo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rket of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were clarified. Then,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of ser-
vice system and sustainable features, the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were proposed. Through sorting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useum's cultural and creative market, such as low attention, single product type and lack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thinking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Then, the desig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improving product design, optimizing service, establishing closed-loop product service system and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and human and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is to summarize som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sign for the design of Museum products and to spread culture. 
KEY WORDS: sustainability; museum creation; product service syste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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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下，资源的无节

制开采和精神世界的不充实让人们重新思考人、自

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第一次工业

革命后，自然界被人类征服，世界的主宰者变为人  
类[1]。然而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使得设计师

需要运用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理念，通过设

计，实现人、产品与自然的和谐状态。20 世纪 60 年

代末，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在《为真实

的世界设计》一书中指出，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过程

中应将环境问题的需求纳入设计的考虑范畴[2]。随着

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把精神

上的感受作为购买产品的重要原则。博物馆文创产品

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带给消费者

文化的熏陶和情感的体验。通过调研发现，现有博物

馆文创产品或多或少存在着诸如受关注度较低，缺乏

创新，实用性差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其中很多问题

亟待解决。本文从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角度，提出

一些可行的方法。 

1  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性 

1.1  产品服务系统概念及要素 

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PSS)是预

先设计好的一种商业模式，它包含产品、服务、支持

网络和基础设施，并且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相对传统

商业模式具有更低环境影响[3]。产品服务系统分为产

品导向的 PSS、使用导向的 PSS 和结果导向的 PSS 3
种类型[4-5]。产品导向的 PSS 注重在实现产品功能的

基础上提供附加价值，例如售后服务和维修服务等额

外的服务；使用导向的 PSS 最典型的例子是租赁和共

享类的产品服务体系，其核心是用户能够通过租赁等

方式使用产品，而产品的所有权往往不属于用户；结

果导向的 PSS 的服务属性是最高的，其核心是通过服

务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案。 
产品服务系统的要素主要有实体产品、服务和

系统。实体产品作为系统中的基础部分，是实现产

品功能与服务的载体；服务是系统中的重要部分，

是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并吸引用户的核心；而系统的

构建则为实体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完善的环境，连接

各方利益相关者，并对信息、资金和人力的流动实

现有效分配。 

1.2  可持续性相关概念及要素 

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发展，这

是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表述。要求人们在保证社会平

稳前进的基础上，避免资源浪费，创造一个细水长流

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经济要素、社会环境要素和

自然要素这三大要素 [6],即经济层面避免盲目追求经

济价值，合理看待人与产品消费的关系；社会层面通

过合理分配资源，实现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自然层

面实现资源的合理规划，借鉴“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则，促使人们从人的根本

需求出发，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 

1.3  产品服务系统与可持续性关系要点 

1.3.1  产品服务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模式 

从时间点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系统是可持续概念

深化发展的结果。1992 年，可持续发展首次列入联

合国国际会议的讨论项目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994 年，可持续消费的概念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

出，利用“非物质化”的服务等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而降低了对物质资源的消耗；近年来，联合国提出

了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可持续性在生

产层面和消费模式层面上的发展。 

1.3.2  可持续性是产品服务系统的内核 

产品服务系统的关键是产品功能和相关服务，而

这恰恰体现了可持续性的要求。产品服务系统弱化了

实体产品在市场消费中的角色，提高了服务性产品的

地位，也就是说产品服务系统提供的产品重点不再是

物质形态产品，而是产品的功能和衍生出来的虚拟服

务。与传统产品设计相比，产品服务系统的主要特点

是“非物质化”，其创新点在于将关注点放在以服务为

中心的设计中，以产品加服务的复合形式最大程度地

满足用户的需求，这种方式能够极大程度地节省资

源，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2  博物馆文创产品 

2.1  文创产品概念 

文创产品是指在文化的背景下，设计者综合文化

的外在表达形式和内在精神，并依附于实体硬件产品

等载体创造出来的产品，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展现其

内涵[7-8]。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文创产品的一个分支，

设计灵感来源于博物馆的展品、那个时代的著名人

物、事物和生活方式等。  

2.2  博物馆文创产品问题分析 

博物馆文创产品目前存在着以下 3 个问题： 
1）大众对文创产品的关注度低。在社会大环境

下，大众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关注度不高，尤其是中

小规模的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普及度不高，大众对

它的了解十分有限，由于其知名度远不如故宫博物院

或大英博物馆这种大型博物馆，因此其文创产品也没

能在大众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 
2）文创产品的设计缺乏创新，实用性差，系统

性不足，这里用“三层次理论”来说明。首先在本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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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产品形态照搬文物。比如一些直接仿制文物的产

品，缺乏创新和改变，显得呆板没有生气。在行为层

上，使用功能类型同质化，大多是文化礼品、办公用

品和家居装饰物等小物件，实用性不强。在反思层上，

文化情感表达不突出或者生搬硬套，并且存在一味追

求趣味性和恶搞性的问题，降低了文化特性。 
3）缺乏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思维。博物馆文创产

品更接近于产品导向的 PSS 类型，实体产品要素是文

创产品的重要部分，大多以外观造型为主要设计点；

服务要素在其中体现得不明晰，因为其主要是针对游

客的单次性购买活动，所以缺乏售后及维修保障等服

务；系统要素主要是以博物馆和文创产品设计与生产 
 

两大系统为主，其中包含的利益相关者较少，涉及范

围较窄。 

3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可持续服务系统设计

策略 

结合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和可持续性的要素进行

分析，总结出实体产品设计阶段、服务优化阶段、

闭环式产品服务系统和产品与人、社会、环境的关

系这 4 个方面的设计策略，每一个部分都循序渐进

地强化了可持续性在博物馆文创产品中的运用，见

图 1。 

 
 

图 1  可持续服务系统设计策略 
Fig.1 Sustainable service system design strategy 

 
3.1  实体产品设计 

3.1.1  类型多样化 

拓宽文创产品类别能够提高其实用性和功能性，

提供给消费者充分的购买选择。让其不仅是装饰性的

产品，而是在生活中能真真切切用得到的产品。那么

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文创产品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

时还附有文化特征，从而更具有竞争力，消费者也更

愿意选择这类文创产品。 

3.1.2  建立品牌   

市场经济鱼龙混杂，滥竽充数的产品时常可见，

而且抄袭、雷同的现象普遍存在，品牌形象的建立能

够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9]，使得产品在共同的设计理

念下，形成系列化的设计，从而保证产品的设计质量，

有利于创造出更系统化的文创产品。然而，博物馆常

常将设计项目外包出去，以此得到的设计方案往往没

有统一的品牌价值和设计理念，因此产品失去了连贯

性和系统性。如果建立品牌，那么设计质量有保证，

消费者也更放心购买，而且也为文创产品市场创造了

良好环境。 

3.2  服务优化 

在服务优化方面要运用体验式服务设计[10]。在产

品服务系统中，服务通常占主要部分，并且服务的价

值有时候比产品本身更高，更能体现可持续性。文创

产品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环境、社会层面上，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可持续，因此将体验引入文创产品

中，让用户参与进来，进行共同设计，这样会更有意

义。例如针对结合传统手工艺（香包、剪纸和竹编等）

的文创产品，提供 DIY 的手工材料和指导手册，通

过学习传统手艺的制作方法，领会古人的生活情趣和

文化的内涵，用文化的趣味性感染大众；又或者建立

手工作坊，比如陶器作坊、编织作坊、绘画作坊，根

据示范或视频资料了解文创产品的制作过程，同时根

据自己喜好创作造型并通过表面涂鸦等方式，完成带

有自身个性的文创产品。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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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方式，在与具象化的文化载体进行互动之后更能激

发大众的民族自豪感。 

3.3  闭环式产品服务系统 

以实体产品为媒介，探索服务系统在环境和经

济上的优势，考虑产品的生产周期、系统中资源的

流动分配以及资金链的合理构建，最终将产品设计

过程和服务体系等适当融合，形成闭环的产品服务

系统 [11]。即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者，从而使整个周

期在人、事、物 3 个方面完美配合，形成可持续的

闭环形式。本文以博物馆文创产品结合当地传统手

工艺为例进行说明。 
服务系统设计的系统要素包括博物馆、竞争对

手、合作伙伴、平台、客户、宣传部门和帮扶机构系

统。通过系统图总结其信息、资金和人力的特点，探

究各个系统间的关系，继而提出一个新的服务体系，

见图 2—3。博物馆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将范围延

伸至城区、学校、培训机构、网络及手机应用程序，

建立一个闭环。 
 

经济要素的特点表现为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资金流动。资金链能较大程度地实现对系统内部资

金的合理利用，例如从网店、流动展览馆、流动博

物馆、培训机构等销售点获得的收益能够作为邀请

手工艺老师，准备制作材料以及录制教学资料等的

费用。 
社会要素主要体现在公益性方面。为中小学生和

需要关爱的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和失业者等）提供

一个结合博物馆文创产品和当地特色手工艺的平台，

让需要关爱的群体能够接触中华传统技艺，在产品制

作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并获得报酬来补贴家用。 
自然要素主要是指对资源的合理规划。资金、教

学、技术和师资等资源能在系统中共享，使资金的收

益与支出达到相对稳定与平衡的状态，教学和技术的

资料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交流学习，聘请手工艺老师

定期在体验展览馆、培训机构和学校授课，最终实现

以传统手工艺结合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可持续产品服

务体系。 

 

 
 

图 2  系统图 
Fig.2 System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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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博物馆文创产品结合手工艺的可持续服务系统案例 
Fig.3 Case of sustainable service system for museum creative products and handicrafts 

 

3.4  平衡产品与人、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博物馆文创产品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文化服务和

文化享受，用户获得的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产品

与人、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见图 4。数据表明，每年

中国文化消费值大概为 4.7 万亿元，然而实际支出仅

仅只有大约 1 万亿元[12]，也就是说文化市场存在尚未

发掘的潜力，需要通过优良的设计吸引大众对文创产

品的注意，以开拓文创市场。文创产品不仅有功能

属性，还存在审美属性等一些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属性 [13]。与机械类等以功能性为主打的产品相比，

文化是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设计将文化特点

赋予产品，以达到传递文化内涵的目的，其不仅在物

质层面，更是在精神层面带给消费者文化与情感共鸣

的感受。 
 

 
 

图 4  产品与人、社会和环境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s and  

 
博物馆文创产品还应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关

注环境的保护,即设计师要探究的不仅是产品生产和
使用过程的部分，而要以全局观的视角拓展至整个文

创产品的生命周期，从最初的原材料来源，到最后的
产品废弃环节，都需要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环环相
扣的链条，生命周期分析见图 5。同时设计风格上强
调简约简单的风格，最大程度地阐释设计理念，而不
是多种材料的复杂堆砌。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可持续产
品。文创产品利用古时的图案、文字、历史上的典故、
传 统 的 手 工 技 艺 等 来 表 达 中 华 的 文 化 精 髓 ， 例 如
“和”、“静”、“悟”和留白的理念，传达着中华文化特
有的意境，最后通过设计让文创产品能够融入当代的
生活，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 

 

 
 

图 5  生命周期分析 
Fig.5 Life cycle analysis People and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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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可持续发展从“绿色设计”、“生态设计”、“产品

服务系统设计”到“社会创新设计”，设计师的目光已

经从以产品为主导的设计渐渐转为融合服务的可持

续发展的设计。文化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正在成长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文化载

体，通过优化产品设计、丰富产品类型、品牌推广、

体验式创新与提高宣传力度等方式，同时建立闭环

结构，关心产品与人、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实现文

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人们需要研究的话题。然而，

将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分析是一个

复杂的工程，并且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需要结合

不同博物馆的特点和地方特色等各种因素，因而落

实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还需

要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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