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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构信息时代背景下 3D 打印技术助力文创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方法 首先研究信息时代的到来对

文创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接下来分析了 3D 打印技术的特点，以及 3D 打印在信息时代中的发展趋势，最后推导

出从内容升级到体验、搭建分布式制造网点、鼓励众创式设计、通过加强社交属性主动制造需求、提供定制化服

务、从供给侧出发培养储备人才的文创产业发展路径。结论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科技+文创”是文创产业发展的

切入点，3D 打印技术的介入有助于文化信息的传播与实现，通过产业间的不断融合，定能推动文创产业走向蓬勃

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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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isted  

by 3D Print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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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path for 3D assiste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

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age. Firstly, influences of the arrival of information 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

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ere analyzed. Finally, a path fo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by upgrading contents and experience, 

encouraging mass creative design, setting up network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creating active demand by reinforcing 

social attributes, providing customized services, training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from the supply side was deriv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ultural creativity" is the entry point for development of cul-

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e interven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s conducive to dissemin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industry will surely be 

promoted to develop vig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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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

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提到，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

建设已经基本完善[1]，这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在国内

的普及和应用[2]。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自

然而然也带动了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进步和云计算

服务技术[3]的成长。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与国际接轨，

正式步入信息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迎

来了新的机会点和更高难度的挑战。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文创产品

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在信息时代的影响下，其

本身知识和信息的承载量、生产制造方式、传播方式、

商业模式乃至整个文创行业的产业格局都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巨大浪潮为文创

产品及其产业的研究与发展带来了全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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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文创产业发展的影响 

1.1  信息渠道的增加驱动文化传播方式的改变 

现今社会，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快速发

展不但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加即时、灵活、多样

化的渠道，同时也为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更加公

平、开放、高效的平台。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智

能可穿戴设备以及户外的一切动态媒体平台等都成

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科学技术的介入下

文化交流的方式不再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一些古

老的、珍贵的、几近流逝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声

渠道。相应的，多渠道的产生也对文化创新方式提出

了新的要求，如何结合科技并顺应这些渠道的特点，

让文化信息更好地传播出去，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1.2  信息技术的普及要求文创产品提升价值与体验 

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消费者获得讯息的方式将基

本实现民主化、平等化，因此，用户获取的信息量与

以往相比呈爆发式增长，同时信息传播的速度、处理

的效率也有了质的提高，并且信息传播的渠道、应用

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改变。在此情况下，获取信息

这一行为本身将无法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情感需求，

如何能同时高效地获得更多价值和体验成为一种新

的诉求，因此从经济角度出发，增加参与感成为提升

用户体验、加强用户粘性的新趋势，这也要求文创产

品在竞争中要不断地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虚拟性和

交互性或许会成为文化产品创新的最佳切入点。 

1.3  信息社会要求文创产业合作模式转型 

在生产方式上，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由规模经济

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的过渡[4]，这些改变为那些

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启发，为它们

今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企业通过协同合作的方

式，用最低成本和最少代价，迅速、高效地获取最大

利润成为主流经济逻辑，传统的工业化思维将会使企

业错失为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的机会[4]。

在追求传播效率的信息化时代，以知识信息和文化内

容为传播主体的文创产业则更需要经济、灵活的分工

合作以及协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1.4  信息化时代促进文化服务型产业发展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传统的、工业化的实体加工

制造方式受到了冲击，大量工厂车间工人面临失业，

而以文化、娱乐、服务等无形内容为主的第三产业，

即服务型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文化产业成为当

前国民经济发展的亮点产业。 

2  3D 打印技术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提供了温床，3D 打印技术作为新兴的社会生产制造

能力的典型代表，与当今社会的需求和发展高度契

合。3D 打印技术是典型的基于“增材制造”原理的

快速成型技术，它通过 3D 打印机将数字模型文件转

化为电脑命令，通过材料的逐层叠加来建构三维实体

造型，其实体性能依赖于打印耗材的类型，如今，3D

打印技术已经对制造业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

重要影响[5]。3D 打印技术因其众多的便利性，近年

来被广泛应用到原型制造、模具制造、直接制造这三

大类领域，具体涉及领域大到航空航天、军工设备、

建筑、医疗、娱乐、服务等行业，小到玩具、饰品、

服装、电子消费品[6]等多种行业。综合来看，3D 打

印技术被广泛使用主要源于以下特点。 

2.1  可快速成型节省企业研发成本 

企业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产品进行

打样以验证其质量和可靠性，3D 打印由于其“增材

制造”的特点，无论产品造型变化有多复杂、差异性

有多大，其制造成本都远远低于以往的模具制造方

法，甚至在制造过程中不会产生废料。同时，3D 打

印技术成型时间短、效率高，具有即时性，可帮助企

业快速修正方案，这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

发成本。 

2.2  生产过程自动化降低使用门槛 

3D 打印机的运行依靠计算机的命令，然而与传

统工厂车间大型设备的模具化制造方式相比，在面对

同一个复杂的造型时，3D 打印技术所涉及到的操作

技能更简单并且数量更少。不但省去了繁琐的对机器

调整和校准的步骤[7]，零部件可一体化成型也减少了

拼装过程，同时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学习压力和强度。

从下达指令到收获模型，全过程可远程监控，无需专

人值守。自动化的生产方式降低了用户对机器的使用

门槛，从推广应用的层面来看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2.3  按需制造减少仓储及物流成本 

3D 打印机可按需打印，让企业不再需要提前囤

货，可以根据客户订单量生产制造，并且能实现随时

需要随时制造，具有即时性，很大程度地减少了仓储

和运输的压力。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未来用户甚至

可以将生产需求直接委托给离自己最近的具有 3D 

打印服务的提供商，让消费者能够更快更直接地获取

商品。 

2.4 为创意提供更广泛的发挥空间 

在传统生产制造模式的影响下，产品的造型和结

构往往受到制造方法、工具、生产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设计师的创意和想法通常无法得到充分实现。3D 打

印技术突破了以往车、铣、刨、磨、冲压、铸造等传

统制造模式的局限，其“增材制造”的方式和“一体

成型”的特点可以打印出任何复杂的造型，让实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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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美妙复杂、丰富多变的造型和曲线不再成为难题。

同时，打印过程中可结合复合材料，为优秀的创意和

想法提供更加广泛的设计空间。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3D 打印机已经走出实验
室和工厂，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纵观
3D 打印技术发展进程，它已经完成了从打印物体外
形到打印物体内部结构的过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张，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到，3D
打印正朝向打印物体的高级功能和行为的阶段发展[5]，
智能化将会成为 3D 打印未来的趋势。 

3  构建信息社会背景下 3D 打印技术与文
创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当前大众文化最活跃的
地带已经转移到数字世界[8]。当今社会文化中的科技
含量远远超过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8]，信息传播交流
的模式、文化形态的蜕变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形式、
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等都在发生相应变化。“文化+
科技”的结合，是信息化生存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
要切入点，文章尝试结合 3D 打印技术这种新兴的制
造方式，提出如下与文创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思考。 

3.1  从内容升级到体验[9] 

在追求传播效率的信息化时代，大众的感官需求

和情感需求也日益增长，传统的只制造信息和传播文

化内容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获取信

息内容的同时为用户带来多维体验已经成为增强用

户粘度的有效手段。这里的体验包括“内容+形式”
[9]，不但要制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同时要提供有趣的

体验形式，例如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心理

层面切入，与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有机结合，综合搭

建一种全新、多维度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为用户

带来全方位的优质体验。 

3.2  搭建分布式制造网点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让商业模式不再受限于经济

规模，结合云计算服务技术，搭建分布式 3D 打印制

造平台，整合产业链条中设备制造商、原料供应商、

3D 打印服务提供者、设计师、消费者等资源，各需

求方通过平台可以达成共同管理、协同制造、创意共

享，见图 1。这不但减少了时间、空间上的限制，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让所有资源和需求都能够得到

无缝对接，为文创产业的成长提供优渥的土壤。 

3.3  鼓励众创式设计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普及，文化的创造和生产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专家和精英群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的边界逐渐消失，全民创造已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

产生既来自于生产者也来自于使用者。互联网时代的

消费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者，更扮演着体验 

 
 

图 1  依托云计算服务的分布式制造平台 
Fig.1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platform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者、创造者、分享者的角色[10]。文化的创造需要一个更

加便捷的窗口，3D 打印低技术门槛的特性为大众彰显

创意和想法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鼓励大众积极展现

文化创意，人人都是设计师也许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3.4  加强社交属性、制造新需求 

社交是人们通过某种方法或途径交流信息和思

想意识的活动，也是人类进行文化活动的主要承载方

式。当 3D 打印的个性化定制服务被广泛普及后，人

人身上或家中都有可能出现 3D 打印实现的个性化的

物品，也许除了满足用户的功能需求以外，其优美的

造型、奇妙的创意会成为彰显主人奇思妙想的重要载

体。定期举办线上、线下创意作品交流展，也许在丰

富大众业余生活、增加社交机会的同时，也激活了源

源不断的创意需求，确保为文创产业的稳步发展带来

良性循环。 

3.5  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信息时代下 3D 打印技术的一个强属性就是可以

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因为可以随意打印任何复

杂的造型，3D 打印机可以很好地满足那些具有针对

性的、小批量的、个性化的需求。可以是衣服中的纽

扣、融合个人创意的手机壳、身上佩戴的饰品等，3D

打印的物品成为消费者装点时尚的要素；还可以是将

原型精准复制的动漫周边衍生品，充分满足动漫文化

爱好者的收集需求；亦或是满怀心意定制打印的巧克

力或饼干，送给心爱的人想必是一份不错的礼物；甚

至还能通过可穿戴设备自动测量人机尺寸，实时监测

生理变化状态，定制打印出完美匹配脸型的眼镜框、

人机尺寸适宜的义肢，提升用户的舒适度，为用户提

供真正的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3D 打印

的定制化属性在增强商业吸引力的同时，也通过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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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真正实现了“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思想，为

文创产业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3.6  从供给侧出发，主动培养专业人才 

文创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涉及到研发、生产准备

与试制、生产、召回修复、商业服务等多个环节，在

现代信息社会中，3D 打印技术由于自身的优越性可

以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发挥积极作用。例如产品生

产前的 3D 打样、生产时不用开模直接打印造型复杂

的零部件、召回时定制修复破损零部件、为适应市场 
 

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造型的服务等，见图 2。因
此，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针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内
容都可以进行专业的人才培养，例如前端的三维数据
采集师、数字建模师，后端的色彩设计师、工艺设计
师、产品设计师以及商业策划师等，从供给侧出发，
主动为文创产业的良性发展储备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综上可见，文化的传承和产业的发展需要依托优
质的内容、有效的传播渠道、有趣的体验形式、广泛
的受众基础、先进的商业模式、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以及产业内外的液态融合。 

 
 

图 2  3D 打印介入文创产品生命周期 
Fig.2 Life cycle of 3D printing involved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 

  

4  结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势必会造成文化的组织、生产、

传播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也会产

生新的经济形势，文化、审美、艺术、创意因素在商

业领域中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科技+文化”的结

合是信息化生存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触点，3D 打

印技术的介入有利于推动文化传播、挖掘文化价值。

尽管现在 3D 打印技术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例如民

用设备成型分辨率较低、材料种类有待开发以及知识

产权归属问题，但是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发展

日渐成熟和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3D 打印技术定  

能在助力文创产业发展上继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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