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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借助 3D 打印技术优势，建立众创式设计、分布式生产、定制化消费的新型网络化服务平

台。方法 分析 3D 打印设备技术的特点与文创产品的个性化需要，构建以文创产品为例的 3D 打印定制

化服务设计系统。结果 通过服务设计以及服务流程中涉及到的软硬件产品设计，实现 3D 打印技术在

社会服务方面的广泛应用，为 3D 打印制造企业的创新提供思路，注入活力。结论 用小体量、生活化

的定制化服务设计 3D 打印文创产品，不断挖掘、开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用创新设计手段，继而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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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ized Servi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3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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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networked service platform featuring crowd innovation design, distrib-

uted production and customized consumption, by virtue of the advantages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3D printing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analyzed, and a 3D 

printing customized service design system with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an example wa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services and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ducts involved in the service process, 3D printing technology was 

widely applied in social services, providing ideas and injecting vitality for the innovation of 3D prin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3D prin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designed by means of small volume and life-oriented custom-

ized services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design 

means are used to protect and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r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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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积极响

应与赞同。移动互联网 5G 时代的到来，国际文化艺

术大融合的格局开始形成，民族地域的特色艺术这一

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其价值显得越来越重要[1]。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是人民群众追求、实现美

好精神生活的迫切要求。对传统复兴与传统工艺振兴

的期待，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在社会各

个层面形成的共识[2]。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作为历史和 

文化的载体，用创造性的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个性

化制作，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艺术特色融入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1  互联网+文化创意产品的个性化发展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国务院关于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

意见》、《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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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新兴媒

体平台日趋成熟，我国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

展持续推进，比如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制造业、建筑

业、信息业、体育业、医疗业等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在产业转型升级乃至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

效方面，日益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

神指引”。基于传统文化的产品设计也逐渐在文创市

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互联网+中华文

明”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的鼓励下，文化文物 

单位的文创产品开发和数字化传播，迅猛发展。 

1.1  发展现状 

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市场规模更是不断扩大，发展速

度不断加快。根据数据显示，2015—2017 年，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4 953 亿元、5 843

亿元和 6 975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3.5%、18.0%

和 19.4%。 

以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为形式的博物馆文创，成为

中国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市场销售中非常具有代表

的一个领域。截至 2017 年，国内已有 2 500 多家博

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围绕自己的馆藏产品进行 IP

开发，以故宫博物院文创、国家博物馆文创（错金银

云纹铜犀尊卡通手办见图 1）为例的不少文创产品，

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引

领者。 

 

 
 

图 1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卡通手办 
Fig.1 Cartoon garage kits of copper rhinoceros with inlaying gold and silver moire pattern 

 
1.2  个性化体现 

智能手机的普及、5G 数字移动互联时代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让信息变

得大众化，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寻找和体验符合个体

特性的服务与需要，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社会特

征。现下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需要呈现个体特性，还

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要，甚至让消费者参与到文创

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最终获得具有个人属性特征的

产品，这成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关键。 

个性化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在承载历史文化信

息上体现出个体特征，而且还必须充分理解个人需

求、文化需求、心理需求的差异，区分情感需求和实

际需求，并在设计有效的产品时兼顾两者的关系。其

中，情感设计是产品设计中最难取悦的元素之一，  

因为它唤起了个人的满足感或记忆。有些产品以美 

学标准看可能世俗化，例如华丽的小饰品或纪念品，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也许承载了某种象征或珍贵的

记忆。 

2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 

3D 打印（3DP 技术）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984

年左右，美国人 Charles Hull 发明了立体光刻设备

（SLA），一种由数字数据创建 3D 产品的打印技术。

早 期 的 3DP 技 术 主 要 用 于 产 品 开 发 的 快 速 原 型

（RP）。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3D 打印技术因计算机

技术、新设计软件开发、互联网的进步而迅速发展。

3D 打印机的功能范围、材料种类也随之扩大，工艺

变得更快、更经济。 

2.1  技术优势 

由于 3D 打印能够方便地实现数字模型到三维实

体模型的转换，它弥合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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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设计中重要的设计工具、方法、手段。它能够

灵活地改变、调整产品造型，扩大了设计自由度，适

应了的产品个性化设计的需求，成为小批量生产的最

佳选择。3D 打印的定制化纽扣见图 2。 
 

 
 

图 2  定制化纽扣 
Fig.2 Customized button 

 

2.1.1  在艺术设计领域 

成功地传递一项新技术需要创新，而这个传递是

由设计来完成的[3]。3D 打印作为快速成型的一种技

术，为塑造带来了便捷，为艺术家，特别是设计艺术

家实现创意、完成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艺术设计学

科工业产品设计、展示模型设计、美术道具设计、服

饰配饰设计、陶艺工艺设计等诸多方向，将具有物理

塑型需要的设计创意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可以成

为设计创新与创作实验的一条非常快捷的路径。艺术

创作从创意设计方案到形成产品实物，需要对设计方

案进行三维建模、切片处理，最后进行打印成型。3D

打印机的分辨率，对大多数设计应用来说基本够用

（在型体弯曲的表面可能会出现锯齿样，显得较粗

糙），如需要更加精细的成型实物，可通过二次加工

的手段来实现。先用当前的 3D 打印机打出物体，再

经过表面打磨，即可得到表面光滑细致的忠于设计方

案的精致物品。 

2.1.2  在生产销售领域 

3D 打印机在医学领域、军事工业、航天工业、

建筑、汽车制造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应用，甚至是应用

在了最先进的技术上。作为一个打印设备，如何在民

用的、更广泛的市场进行销售，或进入寻常百姓家庭

进行使用，是现阶段的技术瓶颈。现有技术设备，在

材料、成本以及精度等条件下，与小件文创产品的生

产、制作结合起来，根据个人需求制作个性化的文创

产品，通过小批量生产，降低产品开发成本，也为

3D 打印设备的销售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不仅在销售

中创造了经济效益，也降低了打印设备进入市场的风

险和成本。 

2.1.3  满足良好的客户体验 

文创产品设计成功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情感设计，

产品呈现的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在信息和与众不同

的形态，而且也有精工细作与充满温情的材料之美。

3D 打印的快速、方便、灵活，能够为消费者和用户

带来良好的产品定制体验和情感体验。3D 打印技术

设备结合支撑需要的参数化模型下载平台，不仅可以

参与到产品制作的过程中，筛选符合个性化需要的产

品模型，而且也可以调节参数的设定，完成更多样式

的产品制作，在成品完成时收获良好体验。 

2.2  普及前景 

3D 打印技术想要进入普通家庭，每个人都能随

意打印想要的东西，那么必须解决打印设备的限制才

行。材料的多样性需求成了 3D 打印普及的一大障碍。

3D 打印机技术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高端工业制

造领域可以实现塑料、某些金属或者陶瓷等材料的打

印，无法支持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需要的各种各

样的材料来打印产品。 

设备生产和销售在民用的普及，将 3D 打印机作

为普及 3D 打印技术和原理知识的教具设备，更多的

是在大中小学院校以及研究单位，从销量来看，普及

度较差。随着互联网、大数据、5G 的普及应用，3D

打印优点也越发明显，这些条件的改变，也为设备生

产和销售带来了新的思维，构建一个用户、设备、个

性产品定制服务平台系统，提出定制化制造与生产，

将打印产品与生活、工作需要结合，为 3D 打印的普

及注入新的活力。技术的革新的日新月异，一旦突破

技术制约的瓶颈，3D 打印将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

工具来满足不同人的个性化需要，从而融入人们的生

活甚至改变生活方式。 

3  文化创意产品个性化定制设计 

文化创意产品是源于文化主题，经由设计创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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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具备市场价值的产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

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制造为核心。以博物馆文创为

例，故宫博物院文创以每年 15 亿元的销售收入，傲

视国内同类博物馆的文创开发。截至 2018 年底，故

宫博物院文创总数超过 1 万种，“故宫淘宝”出售文

创产品 266 种[4]。故宫博物院文创的成功，不仅在于

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时立足在传统中寻找创意元素，表

达传统东方美学，贴近消费者生活，而且是在产品创

意开发中体现了个性化的定制特征以及出品地的个

性属性，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需要的个性产品，将整

个产业链进行延伸，利用线下、线上多渠道服务消费

者的购买需求。非凡士——3D 打印定制化兵马俑文

创见图 3。 

3.1  个性化定制设计服务系统的构建 

个性化、定制化作为 3D 打印融入生活方式的基

本特征，在构建用户、设备、产品定制服务平台系统

时，体现个性化定制服务是关键中的关键。满足用户 
 

群体的个性化需要是前提，创建多类型、多型态的产

品库是必须条件，拥有良好打样能力的打印设备，是

实现定制化制作的先决条件。 

3.1.1  设计者进行设计 

在互联网背景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的

成熟，大数据的形成，设计者充分运用、分析用户的

真实数据进行调研，洞察用户的行为、心理以及需求，

从而更好地改进现有的服务生态[5]。作为一种不断进

化、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手段，设计师能够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制造有形状和多形式的物体，从而让新的和多

样的设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传统设计阶段，产品设

计师主要利用 3D 打印原型设计，如工业设计、产品

设计领域的模型模具的制造。个性化和开放式的设计

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使 3D 打印能够在更广泛的

材料范围和应用范围内进行使用，从原型设计逐渐用

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如工业产品、服装首饰、生

活日用品、文化产品等。 

 
 

图 3  非凡士——3D 打印定制化兵马俑文创 
Fig.3 Elite: cultural creativity of customized Terra Cotta Warriors printed by 3D printing technology 

 

3.1.2  消费者参与设计 

在面向实现产品定制化的过程中，消费者身份也

在经历着向设计师身份的转换。 

伴随着文化产业与金融、互联网等高端产业的融

合发展，互联网为 3D 打印定制化服务提供了平台，

提供 3DP 共享和打印服务的公司，能够满足消费者

对个性化产品和体验的需求，可以为个人购买者量身

定制。同时，消费者可以从选择一个图案到选择一种

材料，设计一个功能到优化一个功能转变……凭借这

项新技术，这种个性化的程序允许消费者也积极参与

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中来。 

随着技术改进和商业模式的日趋成熟，许多设计

师已经能够通过使用 3D 打印，在互联网上创办自己

的企业，并通过与生产小批量作品的第三方公司进行

合作，销售自己的产品。 

3.1.3  人人都是设计师 

30 年前，个人电脑的家庭普及还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 3D 打印机器的普及，对

那些没有技能和时间的消费者来说，至少可以修改已

经购买的产品，并决定如何使用它，这是个性化产品

的关键。这一愿景是看到未来消费者从网上下载他们

需要的东西，然后在家里打印出来，而不是去商店购



第 40 卷  第 14 期 张浩：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设计定制化服务研究 5 

 

买。罗金焕设计的定制化发箍见图 4。 
 

 
 

图 4  定制化发箍设计 
Fig.4 Design of customized hair clasp 

 

3.1.4  个性化定制设计服务系统 

一个良好的个性化定制设计服务系统，促使 3D

打印设备制造、销售商与设计师、消费群体之间形成 
 

了共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体，体现了四者之间所

具有的平等性、渐进性、持续性关系。 

融合 5G 时代云计算、3D 打印、智能制造等高

新技术的 3D 打印云服务系统，构建出“3D 打印+消

费服务+交易门户”的 3D 打印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

采用“需求满足化、创意个性化、设计定制化、打印

多样化、产品消费化”的设计理念，将文创产品的需

求定义、研发设计（正向、逆向）、打印制造与销售

等环节紧密衔接，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为消费群体、

创意设计师、设备销售商、系统构建者提供定制化设

计服务，增强各方在文创产品设计、3D 打印技术下

实现全过程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形成一个由文创产品

设计群体、消费者群体、3D 打印服务提供商、系统

平台构建者共同组成的新型商业模式，面向个体文化

创意产品消费品市场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 3D 打印

产品个性化定制与消费服务。3D 打印个性化定制云

服务系统的生成，以面向文化创意产品、创新设计教

育等领域和行业，满足个性化创意产品线上发布、设

计资源共享、个性化定制服务、在线打印制造服务、

3D 打印文创产品开发销售等服务。传统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课程作品见图 5。 

 
 

图 5  传统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课程作品 
Fig.5 Works from design cours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2  定制化 3D 打印服务与设计教育 

3D 打印是制造技术的原理创新，随着技术的愈

发成熟，在为制造业带来新一轮革命的同时，也为研

发、设计，特别是工业设计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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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广阔空间。作为培养工业设计人才的摇篮，高等

院校应将 3D 打印引入到工业设计专业教学中，真实

世界的问题比课堂假想的问题，更能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唯有体验才能与设计思维产生化学反应[6—7]。

高校根据驻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开设 3D 打

印相关课程，开展 3D 打印产学研项目，建立 3D 打

印服务平台，以加强学生多领域的知识融合，促进学

生的综合培养，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提升学生的  

设计能力，增强学生的设计严谨性，增加学生的就业

机会。 

高校在发挥 3D 打印在教学中积极作用的同时，

应理性看待它的可能性，以更好地推广 3D 打印机的

应用范围，促进工业设计专业产学研教学，提高企业

自主研发的能力，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加速我国“中

国创造”的进程。在工业 4.0 的大背景下，传统制造

模式以及当今高校工业设计教育思路，必将迎来一轮

新的冲击。 

4  结语 

在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时代背景下，借助 3D 打

印快速成型支持客户端制造等优势，结合体现区域文

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来进行开发、应用，以

个性化定制消费的互联网服务为平台，以融入人们生

活的方式推广消费，为 3D 打印设备制造企业的创新，

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注入活力[8—9]。研究并构建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设计定制化服务系统，对深入挖掘、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地加以转化与应用，

开发、设计和推广能与人们生活方式相融合的、较小

体量的、个性化的文创产品，利用 3D 打印和互联网

服务平台，推动产业发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

面复兴，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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