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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not only take new media as a channel to display public poster design works, but also ex-
plore suitable design ideas, design forms and design languages of public welfare poster specifically for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public po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welfare 
poster and the media was summarized, 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er in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raditional media were compared from multiple aspects. Then, the public welfare poster design based on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was analyzed in three aspects: creativity, forms, and expression. The new ideas, new forms, and visual 
performance advantages that public welfare poster design adopted in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were proposed, and 
elaborated with specific cases. Public welfare poster desig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advertising forms in the paper media 
era, while the design that integ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is a sharp tool to spread current po-
litical concept, public morality and public interests, with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broad developmen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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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全国开展了

上下一心的抗疫活动。相应的，各地的广告、设计行

业，甚至包括一些政府机构纷纷发起了抗击疫情的公

益招贴设计征集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设计师们参

与，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国家政策和抗疫知识、

褒扬抗疫过程中的正能量、表达设计师们自己的看

法……相关作品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并在

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此次公益招贴的传

播是在全国多地封城、封路、封小区这样一个“全民

禁足”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所以新媒体传播成为了其

最主要的渠道。 

1  公益招贴 

公益招贴是一种凝聚着时代文化精神、艺术审

美，并承载着公共道德、文化观念、社会理想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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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形式[1]。招贴二字有“张贴而招引注意”的意思，

意指展示于公共场所的告示，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广告

形式，在欧洲很多国家，招贴有着“街头博物馆”、

“艺术画廊”的美誉。因此，除了公益性以外，人们

更应该注意到公益招贴所具有的独特的传播模式，即

凭借现代印刷或打印技术大批量复制，然后通过在公

共空间张贴来传递信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从

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流的传播形式到以电子终端

为的主流传播形式的全面跨越[2]，于是传统的以印刷

与空间展示形式出现的招贴设计日渐式微，与此同

时，公益招贴在各类数字终端上获得了更多的应用和

发展空间，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2  新媒体传播给公益招贴变化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以数字技术和网络

技术为中介，在传播者、接收者及接受者之间进行信

息交流[3]。以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

的观点来看，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于公益招贴设计

来说，是其发展、变革的基本动力。了解这些新发展、

新变革是做好新媒体环境下的招贴设计的基本前提。

具体说来，新媒体促使公益招贴的传播模式、传媒媒

介、文本媒介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1  传播模式 

传统的公益招贴的传播是将招贴设计作品张贴

于特定的物理空间中，以静态展示的形式，利用视觉

符号向受众进行单向的、“广而告知”式的公益内容

传播，也叫直线模式的传播。而新媒体则恰恰相反，

属于互动模式的传播。当今的数字技术使得受众的意

见反馈变得异常的便捷，通过设计与受众进行互动、

沟通也成为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媒体时代，

受众是“只要你真的能打动他们，他们就愿意成为帮

助你传播的渠道”[4]，好的公益招贴作品往往可在微

博、微信等平台上被不断地分享，进行二次传播甚至

是多次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大大加强了公益招贴的传

播力。 

2.2  传媒媒介 

招贴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的信息传

播媒介。只要公益招贴设计作品成功出街，在公共空

间之中展示出来了，便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媒介。

这种媒介决定了其受众一定是局限在比较小的范围

之内的，如一个街道、一个市场，或是一个城市节点

等，并有着很强的时效性。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益招贴

则是利用互联网来传播的，其传播具有开放性、即时

性等特征，覆盖面广、传播效率高，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可以快速响应一些突发公众事件、社会话

题，以表达公益诉求。同时，互联网在广告容量上要

远远大于传统的张贴作品的渠道。不容忽视的是，新 

 
 

图 1  公益招贴设计的对策 
Fig.1  Design countermeasure of welfare poster design 

 
媒体传播环境中，信息爆炸式地增长并迅速迭代，受

众的时间日益碎片化，注意力粉尘化，在信息纷繁芜

杂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如何获取受众的关注成为了

设计的新课题。 

2.3  文本媒介 

批量复制的印刷品是传统公益招贴的信息载体，

是设计作品的文本媒介。对于很多设计师而言，富有

视觉冲击力的大尺幅画面、酷炫的印刷工艺、耐人寻

味的纸张肌理和油墨韵味等都是公益招贴设计的魅

力所在。然而在新媒体传播中，设计作品的文本媒介

始终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作品与受众的接触点变成

了电脑、手机、iPad 等各类终端显示屏。显示屏的成

像品质决定了公益招贴的视觉呈现效果，相比于传统

的公益招贴来说，画面尺幅相对变小了，设计中可调

用的形式要素、形式手段也相对减少了，怎么利用数

字呈现丰富、饱满的视觉效果，进行恰切的诉求表达，

成为了一项新的设计考量。此外，传统招贴的物质载

体的生命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发黄、变旧、

褪色等影响画面效果的现象，这是新媒体传播形式的

作品不会遇到的。 

3  针对新媒体传播的公益招贴设计 

基于新媒体传播的公益招贴设计，绝不仅仅是把

传统的招贴作品简单地移植到网络上，换一个数字

化、移动化的平台来展示，而是针对前文中新媒体给

公益招贴传播过程带来的变化入手（见图 1），跳出

原有的创意内容，并针对性地选取适合新媒体传播的

广告形式，利用好新媒体在视觉表现上的特色，才能

设计出符合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公益招贴作品。 

3.1  创意内容 

创意是招贴最核心的灵魂[5]，基于新媒体传播的

招贴设计中的创意必须要作出具有针对性的改变。传

统的公益招贴设计中的创意主要指向以什么视觉符

号来表达，从什么角度来表达，怎样用点、线、面、

色彩、构图、图形等视觉语言来表现招贴设计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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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抗击疫情，从我做起》（作者：陈露） 
Fig.2  “To Fight the Epidemic, Starting from Me” (by CHEN Lu) 

 
等，也就是说解决了“说什么”和“怎么说”两方面

的问题，而新媒体环境下的的公益招贴设计，需要根

据传播模式的变化，突破现有的创意框架，关注互动

传播如何实现的问题。 
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指出：事物的意义在于它以

何种方式被给与人们，或者说以何种方式与人们发生

关联[6]，在新媒体传播中招贴设计要实现其意义——

以符号形式传递的精神内容，也需要思考该以什么样

的方式与受众发生关联。在公益招贴设计中只关注

“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创意投

向更广的领域，如在什么时间说、在什么情境下说，

并强调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的主动认知[7]等，即关

注招贴设计作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并通过

对受众个人体验的渗透和对接，来增强传播粘性。时

下的新媒体技术为这些关联准备好了物质基础，而要

解决这些问题只需在创意阶段将受众的生活场景与

招贴设计作品建立起联系即可。公益招贴设计《抗击

疫情，从我做起》（见图 2），核心图形为一个病毒状

的二维码，对此产生好奇心理的受众用手机扫描或者

识别二维码，立刻就能链接到关于抗击疫情的新闻。

此时的创意，重点解决的是怎么吸引受众来主动关

注，并给人强烈的、新鲜的、交互式的体验。考虑到

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公益招贴设计作品，其创意内容不

再仅仅聚焦于招贴设计文本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受众

体验、对于新媒体的创新性利用等，这就体现了一种

创意内容指向多元化的趋势。 

3.2  广告形式 

传统的招贴设计是张贴于公共空间中的建筑、车

身、招贴柱、候车亭、电梯厢等的立面上，当受众置

身于其间，便可通过现场的观看来实现信息的传递，

这种信息的传播是通过依附和占用一定的三维空间

来实现的。而基于新媒体传播的公益招贴越来越多地

从线下走向线上，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如网页、微

信、微博等，甚至有的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压根就没有

考虑过线下展览、展示的问题，因此其传播过程也不

会再有现场的亲身感受，而是通过占用各类终端屏幕

上的某一段时间来完成信息沟通的。也就是说，基于

新媒体传播的公益招贴设计，其广告诉求的表达是从

“空间占有”向着“时间占有”的方式转变的。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公益招贴设计中要想实

现更多的“时间占有”，可以采用能够延长受众在招

贴设计上的停留时间的广告形式来实现。目前，在“时

间占有”上有着明显优势的广告形式主要有长图招

贴、系列化招贴、动态招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

展，尤其是 VR、AR、MR 技术与招贴设计的融合，

公益招贴设计在形式上将会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

势。不管公益招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主要思路无非

两个：（1）内容更丰富，让受众花更多的时间观看，

比如长图招贴是通过下滑的方式展示丰富的、甚至是

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长图片，而系列化招贴则是采用

将多幅作品以一个系列推出的方式，从多个视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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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实报道——另一种“新冠病毒”》（作者：龚悦宁） 
Fig.3  “False Report is Another Kind of 2019-nCoV” (by GONG Yue-ning) 

 

 
RGB                      CMYK 

 

图 4 《拒绝谣言》（作者：张静瑶） 
Fig.4  “Against Rumors” (by ZHANG Jing-yao) 

 
个侧面来表现公益内容；（2）动态的招贴设计形式，

即在时间轴上依次安排若干个视觉画面，在一段时间

中展开广告信息传达。如 GIF 格式的动态公益招贴设

计《不实报道——另一种“新冠病毒”》（见图 3），将

不实的新闻报道层层叠叠，捅破后的洞呈病毒状，最

后广告标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的主张。整件招贴

作品信息内容丰富，充满趣味性，又可反复播放，受

众的视线在招贴上停留上的时间比静态的要长很多，

广告信息的传播无形之中就被强化了。 

3.3  视觉表现 

新媒体时代的招贴设计，其传播过程中借助的文

本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充分认识并利用数字显

示的特色、优势来设计也是提高招贴广告传播效果的

重要方式。一般而言，数字显示在视觉表现上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分辨率和色彩两个方面。 
数字显示在分辨率上优于传统的招贴设计。传统

的印刷或者打印技术，对于招贴设计作品质量减损是

很大的。以应用最广的胶印为例，印品的分辨率最低

不能小于 1331pi，否则人眼就会分辨出网点结构[8]，

从而呈现出很粗糙的颗粒感，大大损耗图像的品质。 

要达到印刷上 133lpi 的要求，则输出分辨率至少在

200dpi 以上，而这还仅仅只能保证没有印刷网点，跟

设计师在电脑上看到的细腻程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即使是设计作品输出时达到了 300dpi 以上，也不可

避免因为印刷工艺、油墨、纸张导致图像信息产生或

多或少的损失。在新媒体传播中，公益招贴设计是以

数据化的形式存在的，终端屏幕显示器的分辨率直接

就决定了作品的呈现质量，不存在其他的减损环节。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终端的分辨率越来越高，

新媒体传播中的招贴设计作品也就越来越多地获得

了细腻、充满质感的视觉表现。总之，同一张公益招

贴设计作品，在屏幕上呈现的视觉品质往往要优于印

刷的复制件，其图像质感、视觉感染力都具有很强的

优势。 
数字显示在色彩上更加丰富和细腻。新媒体传播

是数字化的传播，因此基于新媒体传播的公益招贴设

计的色彩输出模式面临着从印刷模式 CMYK 到屏幕

显示模式 RGB 的转变。RGB 颜色空间中的图像颜色

较为鲜亮、饱满，而将 RGB 颜色空间中的图像转化

为 CMYK 色彩输出模式后，其颜色整体偏暗[9]。由

于 新 媒 体 环 境 中 的 公 益 招 贴 设 计 不 需 要 再 输 出

CMYK 模式的文件去印刷，所以造成的色彩失真也

就消失了。高饱和度的色彩、丰富的色相和色阶变化

都大大提高了公益招贴设计的视觉表现力，这是需要

设计师认真对待并好好运用的一种设计手段。同样是

反谣言主题的公益招贴，《拒绝谣言》通过叠加色彩

绚烂的、鲜亮的、略显“刺眼”的密集谣言贴纸来表

现 对 于 谣 言 的 抗 拒 和 反 对 ， 当 把 RGB 模 式 转 成

CMYK 模式后，色彩立马就变灰了很多，如果加上

后期印刷或者打印的损失，还有张贴环境光线的影

响，其效果就更是会大打折扣了（见图 4）。新媒体

传播的优点可见一斑。 

4  结语 

在新媒体传播中，招贴设计这样的一种公益广告

形式已经展示出了强大的魅力、传播力和适应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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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新媒体给公益招贴在传播

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并针对性地在创意内容、广告形

式和视觉表现上发挥出应有的优势，这样必然能够使

得公益招贴设计在公益传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当下，数字技术打破了媒体之间的壁垒, 同一内

容不仅可以多介质传播，而且在媒体之间的实时联动

更为便捷[10]，基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公益招贴设计

不是你死我亡的状态，而是可以互为补充、互相赋能、

共融发展的，应该共同激发向善之心，汇聚行动之力，

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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