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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表情类形象 IP 的跨媒介叙事能力，分析决定形象 IP 核心价值的关键设计要素，总结

视觉形态设计的原则与方法，丰富网络表情符号 IP 产业化发展的设计理论基础。方法 对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网络表情类形象 IP 进行筛选、整理与分析，归纳高价值形象 IP 的核心内容、艺术特征、视觉形式

及其传播方式。在此基础上，面向目标用户进行调研，对用户审美接受度及情感关联要素进行分析，归

纳出基于用户认知与情感互动的设计体验要素，并且通过项目设计实践以验证思路和方法的有效性与可

靠性。结论 具备 IP 开发价值的网络表情符号具有高度视觉审美性与鲜明形象特征，能集流量和情感认

知于一体，具有势能转化与跨平台转移的特点，外在的视觉形态以及内在的情感构建是实现表情类形象

IP 多渠道价值的核心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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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Form Design of Network Emoticons Based on Image IP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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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ross-media narrative capabilities of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analyze 
the key design elements that determine the core value of image IP and summarize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visual 
form design of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to enrich the design theory basis of IP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network emoticon. It screened, collated and analyzed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with high popularity, summarized 
the core conten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visual forms, and modes of communication of high-value image IP.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d the user's aesthetic acceptance and emotional correlation elements of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and 
summarized the design experience elements of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based on user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in-
teraction by conducting the survey on the target-oriented users.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deas and 
methods were verified through project design practices. Network emoticons with IP development value have a higher de-
gree of visual aesthetics and vivid imag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integrate network traffic and emotional cognition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tenti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cross-platform transfer. External visual form and intrinsic 
emotional construction are the core and the key to realize the multi-channel value of image IP of network emoticons. 
KEY WORDS: network emoticons; image IP; visual form;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interactive narration 

网络表情符号是指将字符、图形等形式组合起

来模拟表情、体态、动作，在网络交流中表达感情、

情绪与意义的视觉性符号[1]。从视觉形态上分析，网

络表情经历了“键盘符号—静态表情—动态表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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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表情”的发展过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

及，人们使用的自制表情符号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各种表情包应运而生，在各类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

并得到广泛应用。凭借生动、形象以及丰富的情感表

达等特点，不少拥有可观流量的网络表情符号已经

发展成为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形象 IP，因此，对于网

络表情形象 IP 创意路径与构建模式的探究具有现实

意义。 

1  网络表情符号的 IP 化发展概述 

作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英文缩写，IP 特指高

专注度、大影响力，具有长期生命力和较高商业价值

的跨媒介文化内容的生产与运营，是文化产业化进程

中经济资本入注文化生产的产物[2]。在 IP 产业发达的

国家，主要分为故事化 IP 与形象化 IP 两条清晰的发

展路线。故事化 IP 强调情境与内容，外在表现由故

事本体所定义和延展，如美国漫威公司的蜘蛛侠、钢

铁侠、绿巨人等经典漫画角色；形象化 IP 注重人格

化的形象塑造与情绪沟通，并以加强视觉形象识别的

方式迅速使用户产生情感认同，典型的有 HelloKitty、

熊本熊、LINE FRIENDS 等卡通形象。 
网络表情符号作为一种轻量化、碎片化的内容形

态，具有极强的传播性，众多开发者将网络表情作为

形象 IP 初期推广的重要载体。如国外的即时聊天应

用 LINE 和 Kakao Talk，从发展最初就将表情贴图当

作形象 IP 运营，依靠表情的付费下载、形象授权及

衍生品销售年收入达到数 10 亿美元。在国内，也有

制冷少女、阿狸、冷兔等知名网络表情类形象 IP，其

中头上长草的“长草颜团子”系列卡通形象，就是拥

有 180 亿次使用量的微信爆款表情包。在这些网络表

情被广为熟知后，企业便开始进一步商业化运作，开

发周边衍生品、设立线下体验店与跨界联名合作等，

不断发展新的营销模式。 

2  网络表情形象 IP 的构成要素分析 

一个具备衍生开发价值的 IP，其核心要素包括内

容化特征、人格化属性和场景化体验[3]。一些图像分

辨率低、制作粗糙、渣画质，全靠调侃、戏谑文字和

魔性风格取胜的拼贴式表情包，即便它拥有很高的认

知度，内涵与价值取向的缺失导致用户很难产生情感

认同与共鸣。这表明缺乏情感凝聚力和审美性的涂鸦

式表情符号并不具备太大 IP 开发的潜质。一个网络

表情符号能够延伸发展成为形象 IP，不仅要符合网络

即时交流的传播需求，而且还需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

与较高的视觉审美性，能够集流量和情感认同于一

体，具备势能转化与跨平台转移的能力。 
从构成要素分析，网络表情形象 IP 的核心要素

可归纳为外形、价值与内涵 3 个方面：具有人格魅力

的主体视觉形象，可以增强识别性与延展性；蕴涵价

值观的核心内容有利于产生社交媒体扩散效应；深层

次的精神价值与内涵能够满足受众的情感诉求。网络

表情形象 IP 的构建通常是先有形象主体与内容的设

定，然后通过情境的多元演绎塑造形象的人格属性，

并借由互联网的多链式传播使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

大，最终实现多轮价值循环达到商业变现的目的，网

络表情形象 IP 构建流程与实施路径见图 1。 
 

 
 

图 1  网络表情形象 IP 构建流程与实施路径 
Fig.1  Image IP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twork emoticons 

 
3  网络表情符号设计审美接受与情感认同

调查 

探讨网络表情符号的视觉语言构成特征、形态符

号化过程与内部情感建构机制，以及表情形象 IP 的

生成路径，有必要通过调查来了解用户对网络表情符

号的综合认知程度。 

3.1  项目调查概述 

项目调查内容围绕视觉主体的审美性、互动叙事

的体验性、创意设计的独特性 3 方面展开，考虑到年

轻用户群体的广泛性与针对性，调查对象选定为高校

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大学生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与

审美素养，能够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价值因素与情感认

知作出客观、理性的评断。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形式，

最终筛选出有效问卷 312 份，节选出具有引导意义的

调查选项及统计结果，基于用户认知与情感互动的网

络表情符号体验要素调查见表 1。 

3.2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用户对于

网络表情符号的认知具有高度一致性：普遍认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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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用户认知与情感互动的网络表情 
符号体验要素调查 

Tab.1  Survey of online emoticons experience elements 
based on user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调查内容 调查选项 统计数据

搞笑、幽默、萌贱 88.14%
俏皮可爱、呆萌柔软 67.63%
恶搞、调侃、嘲讽、戏谑 52.24%
文艺清新、唯美、治愈系 16.35%

喜欢的网

络表情风

格与类型 

严肃沉稳、斯文内敛 11.86%
活跃氛围，缓解尴尬 89.74%
更形象的表达想法与心情 76.28%
弥补文字表述的缺陷 56.09%

使用网络

表情交流

的目的 
彰显独特的个性 20.51%
能够感知对方情绪 97.12%
没什么感受，不知如何回复 2.56%

网络表情内

容表述与情

绪感知 无法理解对方想表达什么 0.32%
与聊天情景相契合 78.53%
趣味性与娱乐性 72.76%
新颖的视觉创意设计 66.99%
心理共鸣与情感互动 62.18%
审美性与个性化语言表达 50.64%

网络表情

吸引你的

主要因素 

满足用户心理需求 49.04%
增强了情感的准确表达与交流 88.46%

话题无法继续回复表情可以避免

尴尬 
76.6%

适合表达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 58.65%

评价网络

表情的情

感体验性 
与喜欢同一类表情包的人更有共

同话题 
36.86%

明白网络表情是拥有知识产权的 53.53%

认同网络表情衍生产品的商业经

济价值 
48.4%

对网络表

情商业价

值的认知 
愿意付费下载使用喜爱的表情包 26.6%

 
网络表情符号有利于营造轻松的交流氛围，避免单纯

文字沟通的枯燥乏味；使用网络表情符号的主要动机

是调节气氛、增强亲近感，其次是表达情感与情绪，

以及对交流内容的补充与强化；网络表情符号的趣

味性和无明确目的指向性，体现了调节互动功能；网

络表情符号最吸引用户的 3 个主要因素依次是情景

化的情绪表达、具有趣味性与娱乐性、新颖有创意的

视觉化设计；近半数用户认可网络表情符号的商业

价值。 

3.3  调查结论 

以网络表情符号体验要素调查结果为基础，从产

业化发展的角度分析，一个具有开发价值的网络表情

形象 IP 必须具备两大核心特征：一是高度视觉化，

表情的直观性使其具有较高识别度，打造差异化的形

象更容易被用户认知与记住；二是高度情感化，表情

本身就是各种情绪的形象化呈现，高度情感化内容具

有更高黏性，因此，外在的视觉形态以及内在的情感

构建是实现表情形象 IP 多渠道价值的核心与关键。 

4  网络表情符号的形象 IP 化设计原则 

就视觉层面而言，表情形象 IP 萌生初期大多数

是一些基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原创表情包。这些静态或

者动态的卡通、漫画形象，要转化成为具有高附加值、

强延展性、可持续性开发的形象 IP，其所蕴涵的文化

内涵、价值观念、人格与情感属性是根本动力。根据

网络表情形象 IP 的外形、价值与内涵 3 大核心构成

要素，结合案例分析可初步归纳出网络表情形象 IP
的设计原则。 

4.1  塑造人格化的个体形象 

网络表情天生具有符号传播的优势，以图像叙事

为表述方式也决定了其审美性特质。视觉形态作为网

络表情形象 IP 的表象层，表现出的价值观与内涵直

接影响着受众的情感认同。从营造审美愉悦感的层面

出发，构建外在表征与感官审美相契合、兼具内涵与

外延的人格化形象，能够与用户建立起更良好的情感

沟通渠道，加强人际交流中感情的传递、表达、接受

与理解[4]。 
风靡全球的 Line Friends 系列卡通形象成员见图

2，原本是聊天通讯软件 LINE 中的贴图表情，凭借

呆萌可爱的形象与具有价值导向的角色定位，逐渐发

展成为拥有 5000 余种衍生产品的形象 IP，获得市场

与用户的广泛认可。通过分析发现，Line Friends 中

的这些角色都具有鲜明的外形特征与人格属性，并且

在现实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人物原型。每个角色形象

还被赋予明显却又让人能够接受的性格缺陷，如布朗

熊（BROWN）的不苟言笑、馒头人（MOON）的性

情不定、詹姆士（JAMES）的自大与自恋、蛙里奥

（LEONARD）的不善言辞、可妮兔（CONY）的任

性与固执、莎莉（SALLY）不合时宜的言语或过激举

动等，使得人物性情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强化了形

象 IP 角色的可塑性与延展性。Line Friends 作为网络

表情形象 IP 的典型案例，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就算缺 
 

 
 

图 2  Line Friends 系列卡通形象成员 
Fig.2  Members of Line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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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明确的核心服务内容，单纯的外在形象也能够让用

户产生情感连接与价值认同。 

4.2  满足用户情感体验与价值认同 

从情绪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类表情与个体情感体

验之间有着先天性的联系[5]。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离

不开用户对感情宣泄的诉求，受众心理体验与表情符

号的情绪表达是互通关系。区别于传统的卡通、动漫

形象，表情形象 IP 具有独立的人生观、精神观与价

值观，提供的并非单一的功能属性，更是寄托情感的

承载体。强化信息传播层面的情感认同与互动，能够

赋予表情形象 IP 更多的人性温度与情绪代入感。 
韩国的 KaKao Friends 成员见图 3，国内的 QQ 

family 成员见图 4，同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网络表情

类形象 IP，从视觉形态上看，两者角色形象设计趋向

大致相同，略偏年轻阶层个性化的设定，以萌引发的

亲近感获得用户的情感认同。通过更多案例的对比分

析发现，网络表情类形象 IP 角色的个性特征都很明

确，脱离实际的夸张形象虽然美观性有所欠缺，但是

却有效避免了外观形态上的同质化，因此，社交型形

象 IP 更加注重与用户的精神关联，通过网络表情符

号这一共同情感投射物来聚集用户，形成具有价值认

同感的受众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的品牌概念反

而弱化，形象 IP 的价值得到显现与不断增强。 
 

 
 

图 3  Kakao Friends 成员 
Fig.3  Members of Kakao Friends 

 

 
 

图 4  QQ family 成员 
Fig.4  Members of QQ family 

 

4.3  跨媒介互动叙事与多元开发 

网络语言在人际沟通中主要分为：以文字为沟通

诉求和以表达情绪为主要诉求的两大类[6]。网络表情

符号经历了传达表情、表达情绪以及陈述情节几个叠

加发展的演变阶段，其象征意义逐步增强[7]。用户在

网络空间中依据兴趣爱好聚集形成虚拟社群，用网络

表情进行沟通与交流，主动围绕网络表情进行创造性

的消费与生产，并形成相互主动关联的朋友圈[8]。这

种基于认同感的互动叙事方式，维系了用户之间的亲

切感。网络表情形象 IP 要维持与粉丝的良性互动和

黏性，需要不断探索故事化的内容创作模式，以获取

受众群体的集体想象与参与。 
IP 的多元转换是在与受众实现情感共鸣基础上

跨媒介平台全产业链的产品开发[9]。形象 IP 衍生品的

开发与生成路径可分为 3 个层次：一是视觉层，将文

化元素应用到产品外观设计中，开发成本最低；二是

功能层，将文化内涵进行衍变与产品的功能相结合；

三是文化层，将精神与价值观念融入产品中，实现“一

源多用”的多元价值。网络表情类形象 IP 最终的价

值归属是由表情社交发展至零售、授权和内容等业务

实现商业收益。视觉形态的可塑性有助于实现形象 IP
在不同领域的价值流转，以及从横向跨界到纵向开发

的拓展延伸。 

5  表情形象 IP 的衍生构建与设计实践 

综合上述网络表情类形象 IP 的构建框架、设计

流程与设计原则，通过项目设计实践来验证思维方法

的一致性与可行性。 

5.1  设计思路 

在这个跨媒体叙事不断凸显的时代，对照广泛受

众群体的心智需求，具有本土特色的网络表情更容易

满足用户的审美、情感与个性化需求[10]。以网络表情

符号的 IP 产业化来探索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创作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与文化烙印的“中国式表情

包”具有实际价值。项目设计实践以粽子为主体，通

过形象 IP“圆仔”（设计者：高颖宜、谢涛）的衍生

构建、视觉设计与网络传播，进一步验证设计观点与

实践方法。 
粽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食品。选取粽子作为

网络表情形象 IP 的设计原型，不仅契合了年轻人对

于“吃文化”的偏好，而且也是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

承与延续。从情感层面分析，粽子蕴涵着祝福、温情

与团圆的意味，如“粽子”与“中子”、“枣粽”与“早

中”的谐音，在民间代表着早生贵子、早日高中的美

好祝愿。文化属性及其承载的人文情怀与价值观，

使得粽子作为形象 IP 开发的主体成为可能。前期的

设计构思主要围绕差异化的人格塑造、丰富的造型

与场景设定、鲜明的价值主张与内涵 3 个方面展开，

以粽子为原型的形象 IP 视觉形态设计分析与定位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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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粽子为原型的形象 IP 视觉形态设计分析与定位 
Tab.2  Analysis and positioning of visual form design of image IP based on the prototype of Zongzi 

核心内容与要素 
视觉原型分析 

外形 价值 内涵 
形态演绎 

外形通常为四个角、

四个面、六条棱边，

以粽叶包裹，细绳捆

绑，棱角分明，造型

识别度较高。 

以 拟 人 化 手 法 塑 造 不

同 性 别 与 性 格 特 征 的

角色形象，以浑圆萌化

外 表 实 现 对 用 户 内 心

柔软情愫的触及。 

符合大众情感需求，形成

文化层面的价值认同感，

突破交流时的心理隔阂，

实 现 全 产 业 链 的 产 品 开

发与价值变现。 

粽子承载着人们的愿

景和智慧，寄托着人

文情怀，体现受众群

体共有的价值观和意

义体系。 

串联多种生活情景，将角

色形象的情绪表达与场景

相融合，提升参与感，增

加表情本身的趣味性与娱

乐性，由此衍生社群效应。

 

5.2  视觉形态设计 

在对原型分析与设计定位的基础上，根据形象 IP
的造型要素和设计原则进行视觉化创作。首先，确定

粽子的三角形体态外形，依据角色设定的不同绘制出

相应的肢体动作与服饰，配合手上拿着的各种粽子馅

料食材等作为场景道具，增强情绪感染力。然后，描

绘丰富的面部表情来表达不同形象主体的性格特点。

最后，选取一些食材作为辅助形象，充实系列作品的

整体性，后期还可应对周边产品的延展设计需求。整 
 

个系列形象设计力求贴近真实生活情境，围绕角色定
位进行色彩、服装、表情的设计表现，网络表情形象
IP“圆仔”的最终视觉设计效果见图 5。 

5.3  衍生与拓展 

整体设计方案完成后，通过 QQ、微信等即时通
信软件进行小范围传播，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与喜
爱。为了强化形象推广的传播效果，后续推出了系列
衍生产品，形象 IP 衍生品设计见图 6。从前期创意、
内容设定到投放运营，全程注重用户体验和反馈，不 

   
 

图 5  网络表情形象 IP“圆仔”的最终视觉设计效果 
Fig.5  Visual design effect of network emoticons image IP "Yuanzai" 

 

 
 

图 6  形象 IP 衍生品设计 
Fig.6  Derivative design of image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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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内容实现形象 IP 的多向价值循环与再生。以

粽子为原型的网络表情形象 IP 设计实践，验证了借

助社交应用打造文化 IP 的可行性，让网络表情这个

轻 IP 从文化层面厚重起来，形成一个完全差异化的

表情体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链并实现商业

价值。 

6  结语 

创意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驱动和全产业链拓

展的常态化发展阶段。网络表情形象 IP 作为一种拥

有跨媒介叙事能力的文化载体，具有成本低、传播快、

受众广等显著特点，更易引起目标用户的共鸣与情感

依附，既能提高产品成功概率，又能延长产品的生命

周期。将网络表情作为形象 IP 来运营，所形成的角

色效应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这些探索

也从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设计学科领域的研究范畴。由

于相关因素的制约，项目调查的样本数量较少，调查

对象选定范围广度不够，结论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观

点论述限于形象 IP 视觉形态的构建与设计思路，未

能结合后期运营情况进行深入说明，有待后续研究的

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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