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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深圳大学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实践的成功案例，归纳和总结其校园文创产品设计创

新实践方法，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通行性规律与创新性策略，希望能够为中国

其他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研究提供启发性的思路。方法 首先，通过仔细分析新时代中国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现实意义，从而厘清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结合深圳大学

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实践的成功案例和成功经验，指出新时代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可行性路径。

结论 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径探索过程中的问题是可以结合高校自身文化与创新性实践得到创

意性解决的，大胆实验创新、注重设计原创、设计与科技结合、拓宽设计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设计师等

是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之路上重要而有效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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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YANG Xin-xin, GAO Chang-chun, CUI Yu-mei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ral laws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design innovation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f successful cases in Shenzhen University by summarizing the camp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practice methods, hoping to provide inspiration to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in other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en clarif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fi-

nally brings out the feasible path for the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uccessful cases and experiences of Shenzhen University'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practices. The problems incurred in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n be creatively solved by combining the university’s own culture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Boldness experiment and innovation, focusing on original design, combination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broadening the international horizon of design, and cultivating student designers, etc. are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innova-

tion strategies on the road to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hinese universit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在新时代文创产业快速发展大趋势之下，中国高

校文创产品设计作为一个独特的设计领域，越来越受

到高校和社会文创设计工作者们的关注。因此，探索

中国高校文创产品的设计创新问题也就自然具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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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新时代意义。本文通过结合深圳大学的具体文创

产品设计创新的成功案例，以此推广中国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创新的可行性路径。笔者运用文创发展理论与

具体实践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中国高校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出具有时代

性、创新性、探索性、中国特色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

创新策略。 

1  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问题及时代

意义 

目前，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运作模式往往过于

依靠传统的设计理论，鲜有高校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

设计创新实践相结合发展的方法，加入高校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的核心领域。因此，中国众多高校在校园文

创产品设计创新问题研究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创

新的胆量，缺少成功的经验。另外，在校方高层政策

方面获得的支持甚少，高校学生们更是难有机会参与

到高校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的具体设计流程之中。因

此，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只有突破众多束缚，才能

够创建出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新环境与新

方案。其实，成功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方法应该

是紧跟新时代设计发展的步伐的，推陈出新、大胆改

革高校文创产品设计的诟病，融合国际视野和跨界设

计思维，推动学生主动发现设计问题、思考设计问题、

解决设计问题。 

时代和文化的差异要求人们需要立足当代中国设

计语境来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问题[1]。

本文研究新时代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径，至

少有以下 3 个方面的时代意义：第一，可以使新时代

各高校的艺术设计创新教育，更加符合中国高校文创

产品设计创新发展的需求；第二，可以提升各高校艺

术设计专业学生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技能；第三，可以

打造各高校自身的校园文创产品及设计特色品牌[2]。

因此，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研究应该紧抓新时代

机遇，将自身的文创产品设计进行特色化探索，并加

以创新驱动，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品牌。这样既可以传播本高校先进的艺术设计创新

文化及校园文化，又可以实现高校自身艺术设计的创

新价值和经济价值。高校文创设计产品本来就是将校

园文化创意转化形成具有实用价值、文化内涵的高附

加值设计产品[3]。笔者首选深圳大学的文创产品设计

创新实践案例，来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

一般性规律及可行性策略。 

2  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高校文创产品设计是新时代中国高校艺术设计

创新研究的一个热门内容之一。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创新本该以高校自身的特色校园文化为关键设计

元素，结合各高校艺术设计创新的特点，让学生们自

主设计出具有自身校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高校文创产

品本身就具有典型的校园文化纪念意义，大家都知道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

开大学等都有自己的“特色”高校文创产品。然而，

这些所谓的特色校园创意设计产品往往具有高度雷

同的特点，严重缺乏设计的创意性、创新性、文化性，

常常难以给广大消费者们（他们往往是广大在校师

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游者等）留下深刻的校园纪

念印象；并且大多高校也都缺乏自己的高端品牌形象

设计，更少有建设本校、高档次的品牌形象文化店；

许多高校的文创产品多是外包的简单贴牌产品，严重

缺乏原创设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们更是少有机会

参与到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更多高校的文创

设计产品仅仅是在店铺内进行简单的陈列、展销，销

售渠道严重落后于新时代的销售模式，难以符合互联

网时代的营销需求。 

因此，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探索要想持续

发展、不断进步，就必须克服这些现实问题，在校园

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找到新的出

路。那么，下面笔者就以深圳大学为案例来研究其是

如何突破上述种种困境，在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

径的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成功

经验。笔者也借此来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

的可行性规律与策略。 

3  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策略 

3.1  大胆实践：创建大陆高校首家品牌文化店 

中国大陆高校首家校园品牌文化店——深圳大

学品牌文化店创建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此文化店曾

成为当年文博会深圳大学分会场的一大亮点，它更是

中国大陆高校当年首家高校品牌文化店，见图 1—3。

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坐落于校园科技楼一楼，极具深

大（深圳大学简称）特色，深得师生喜爱，店里销售

的校园文创设计产品具有深大创新精神、创意设计形

式、精美色彩图案、深大校园文化、凸显深大标志形

象等特点，像日常经常使用到的创意文具、荔枝红雨

伞（深圳大学别名“荔园”）、创意水杯、文化茶具、

伴手礼类纪念品、运动用品等。精致、便携、雅致、

雕刻校园文化印记的校园文创设计产品才是广大在

校师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游者等消费者们最需要

的珍藏物品。正是这些融合了创新、奋进、高效、踏

实、务实等具有深大特殊文化精神元素的文创产品，

满足了消费者对文化要素的消费需求，才使这些文创

产品在品牌文化店里经售不衰。设计文化元素与设计

者认知范围内的多类型产品进行设计融合，可以形成

“一点多元”的系列化文创产品[4]。从符号学角度来

看，材料重要的不是它的自然属性，而是它使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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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即所对应的特定意义。运营中的深大品牌文

化店创意性地设立了“校友设计产品区”和“学生创

意设计产品区”，专门用来展览和销售本校著名校友

企业形象纪念礼品和在校学生 DIY 的创意设计作品，

这很好地把深圳大学的艺术设计创新理念与校园文

创产品设计实践进行了有机融合，既富有创意又深接

地气。 

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里的创意设计商品大多是

由本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设计的。这些设计产品的热

销使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感到无比喜悦，更是点燃了

他们努力学习艺术设计知识和设计技能的热情，让他

们看到学有所用，为日后进行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这些设计艺术品的成功展销也让艺术设计系的 
 

 
 

图 1  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外 
Fig.1  Outside SZU brand culture store 

 

 
 

图 2  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内（1） 
Fig.2  SZU brand culture store interior (1) 

 

 
 

图 3  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内（2） 
Fig.3  SZU brand culture store interior (2) 

老师倍感欣慰，看到师生的创新探索终有收获，更加

增强了大家探索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勇气。深圳

大学这种“敢为天下先”探索精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如果凡事都借鉴成功经验，才敢迈开步子，那么就会

失去先机。深圳大学正是具有勇于探索和冒险的精

神，才率先在大陆开启了首家高校品牌文化店，并为

自己的高校文创设计产品提供优质的展销平台，让其

在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模式的道路上夺

得了先机，为其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研究积累了第一手

的宝贵经验，也创造了我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

径研究过程中的又一典型成功案例。品牌化的文创产

品必将引领未来的文创市场[5]。因此，中国其他高校

应该积极借鉴深圳大学这一成功经验，努力升级传统

的校园纪念品销售方式，积极探索高校品牌文化店的

创新经营模式，从而为高校文创产品设计的多元创新

探索添砖铺瓦。 

3.2  注重原创：艺术设计学生亲自参与校园文创产

品设计 

设计已经不再只是生产式的“设计”概念，而是

解决人类棘手问题的方法与路径[1]。只有让学生亲自

参与到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发现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问题并积极解决，才能快速提升他们的设计能

力。深圳大学为鼓励广大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参与到深

大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过程中，提升本校艺术设计的

实践水准，展现作品的原创性，回归学生文化本色，

深圳大学文博会管委会、深圳大学美术与艺术学院、

传播学院、深圳大学品牌文化馆等多家单位连续多年

积极筹办“深大·印象杯”文创设计大赛，并动员全

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积极参与该项赛事，从而推动深

圳大学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研发的快速发展，探索高校

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范式，见图 4。自从 2015 年 5

月 13 日以来，此项活动已连续举办五届，并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每年的“深大·印象杯文创设计大赛”

主要紧密围绕深圳大学“自立、自律、自强”的学校

精神文化内涵展开，力求展现深大“特区大学、窗口

大学、实验大学”特色校园品牌文化。产品设计的本

质是物的文化设计。设计工作者们知道创意设计本身

早已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可以合法地被认为是

设计与文化融合的大势所趋[6]。其实，通过每一届获

奖作品，大家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大艺术设计专业

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创新设计思维意识，还能觉察

到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出深大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荔

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雅科布松认为，情感是以特

有的方式，以人对这个世界的事物和现实表现出来的

主观态度的形式去反映现实世界。同时，每一届大赛

均为深大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设计

的机会，更是向全校师生及社会传递了深大的创新文

化精神。例如，《印象深大》这一优秀的创意作品特

意把深圳大学的南图（南图书馆）、北图（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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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湖、科技楼、文科楼等校园典型建筑图案作为设

计元素，进行提炼与融合的创意性设计，使深圳大学

特有的校园建筑文化元素融入简单的器物中，让使用

者在饮茶之余不忘回味深大特色文化与校园精神，这

也间接传达了深大师生们对创新精神的推崇，深得深

大师生们的喜爱，见图 5—6。换言之，只有抓住了广

大在校师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游者等众多校园文

创产品消费者“睹物思情”的内在需求，又富含经典

的校园文化元素，又可以勾起消费者校园美好回忆的

经典设计作品，才能实现自身的设计价值和创新价值。 

通过这种赛事活动，学生的优秀艺术设计作品可

以直接变为可交易的文创产品，众多文创企业可以直

接与设计者进行签约，学生既可以收获成功的喜悦，

也可以得到丰厚的设计资金，见图 7。创新设计与产

学研紧密结合的探索方式，也是深圳大学文创产品设

计创新模式研究得以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创意设计

人才本身具有交叉复合性的特点，积极优化创意设计

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产学研联合培养，才能够全面

建设复合型校园文化设计创意的人才培养体系。依靠

创意人才的想象力、智慧、技能等创造力要素，对校

园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归纳、取舍、提升、演绎与创

造，形成高校文创设计产品（包括环境与服务），并

且通过经济学及其知识产权的方式使之品牌化、衍生

化和高附加值化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作业群体汇

聚起来，才会形成文创集聚，发挥创意的巨大能量[6]。

由此可见，中国其他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之路可以

积极借鉴这一成功经验，从而落实到自身的探索过程

中。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之路能否持续延伸，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积极参与度是关键，学生本来就

是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主体，如何调动学生

们的积极性，让大家参与进来，这是每个高校理应重 

视的问题。深大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亲自参与设计文

创产品，深圳大学积极搭建平台的探索方式，可以为

其他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模式的研究提供宝贵的

经验。 

3.3  深耕网络：高校文创产品设计与网络科技融合 

由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的设计结构发生了根本变

化。因此，设计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必然发生根本变

化，即从原来产品美学形态的造物设计转向社会的创

新型系统设计，设计功能从服务业向驱动社会的创造

力进行转化[7]。作为改革前沿的深圳，一直坚信科技

创新才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

路径的探索上，深圳大学一直走在中国高校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的前列。其实，深圳的众多设计企业也是如

此，深圳的著名设计公司浪尖、洛可可等无不在积极

地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

理应跟上新时代的科技潮流，在网络时代、大数据时

代积极探索高校文创产品设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才

会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端艺术设计人才。

因此，在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径的探索过程中，

深圳大学不仅积极经营自己的实体品牌，文化形象店

面也为学生们的优秀设计作品提供了展销空间，还不

断探索自己的互联网微店——“深圳大学品牌文化

店”，为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师主动牵线搭桥。其实，

通过网络店铺销售校园文创设计产品还可以满足广

大在校师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游者等消费者们购

买便利之需求。这家互联网店面也是中国大陆高校的

首家网络高校品牌文化店。众所周知，微信本来就是

深大知名校友马化腾公司旗下的明星产品，深大在自

己培养出来的企业家的平台上进行深大文创产品设 
 

 

图 4  深圳大学第四届“印象杯”

文创设计大赛海报 
Fig.4  Poster of the 4th “Impression 

Cup”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competition of SZU 

图 5  《印象深大》 
Fig.5  “Impression SZU” 

图 6  深圳大学科技楼魔方 
Fig.6  Rubik’s cube of SZ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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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四届深圳大学“印象杯”文创设计大赛颁奖仪式 
Fig.7  Award ceremony of the 4th “Impression Cup”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competition of SZU 
 
计创新路径的探索，可谓佳话。 

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深圳大学品牌文化店”，

便可以找到此家高校互联网校园文创产品销售店面。

进入店面会发现其主页下端设有“最新活动”“SZU

商城”“了解我”等主要栏目。进入“SZU 商城”后

会发现，其展示的众多本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设计的

创意新颖、琳琅满目、异常可爱的深圳大学文创设计

产品，可以满足广大在校师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

游者等消费者们自由选择见图 8—11。以上这些创意

吉祥物、创意胶带、创意茶具、创意文具、创意雨伞

（例如，雨伞中的“日晷”图案是深圳大学时间广场

的标志性雕塑，传递出深大“惜时如金”的校园文化

精神）等日常消费品既满足了师生的基本产品功能需

求，又满足了师生高雅的精神需求。这些器物正因为

融入了深圳大学特有的校园建筑文化元素、创新精神

文化元素才满足了深大师生对校园文创产品的特殊

文化需求。同时，这些器物由于具有永久保存的功能，

还可以满足广大在校师生、已毕业校友、来校旅游者

等消费者与其朝夕相处的心理需求。合理运用大数

据、有效探索互联网运用技术才是新时代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创新模式探索的主旋律，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创新的路途上亟需大胆尝试精神及勇于探索精神[8]。

深圳大学自身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实践的互联网之路，

也为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路径研究指明了一

条科技与设计融合的道路。高校积极引导艺术设计专

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紧密接触社会的先进科学技术

和企业的领先运营模式，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和设计

技能借用先进的网络科技与优异的经营模式迅速转

化为有价值的创意产品，这样既能够提升学生的设计

实战能力，也能够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扫清设计知识

的障碍。在国家重视文创产业的大趋势下，加上互联

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势头，新媒体营销手段不断被运

用，高校文创设计创新务必适应新时代营销的发展[9]。

总而言之，高校作为创新设计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应该积极紧抓时代的脉搏和高端的科技手段，为高校

文创产品设计人才搭建各种创新培养平台和创造各

种发展机会，只有如此，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

之路才可能越走越宽广。 

3.4  高瞻远瞩：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国际化视野 

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国际化探索为

深圳大学打开了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新思路。中

央美院大胆地取消了传统的进阶式课程，让设计课堂

扁平化，使设计信息与设计行为“互联”的创新研究

让深圳大学深受启发，将教学行为的多样性与师资构

成 的 全 球化及 去 单 一性相 结 合 必定是 未 来 设计教

育的新型模式。因此，深圳大学历年来积极承办文博

会——深圳大学文化创意园分会场，经过文博会 12

年经验积累，文博会深圳大学文化创意园分会场为深

圳大学的校园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学生提供了广阔的

国际发展舞台。深大文化创意园分会场依托自身美术

教育、设计教育、传媒教育、建筑教育、演艺教育等

创意教育资源优势，努力锁定“学术、高端、原创”

深圳大学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品牌定位，历年来积极举

办大型系列创意设计品牌文化活动，通过国际视野，

将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们的设计原创作品、文创学术论 

 

图 8  微店——“深圳大学品牌 

文化店”首页 
Fig.8  Wechat store: home page of 

“SZU brand culture store” 

图 9  微店销售设计作品（1） 
Fig.9  Sales design works of  

Wechat store (1) 
 

图 10  微店销售设计作品（2） 
Fig.10  Sales Design works of  

Wechat st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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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微店销售设计作品（3） 
Fig.11  Sales design works of Wechat store (3) 

 
坛、文化创意设计产业链紧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积

极探索出一条崭新的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发

展的国际化之路。创意产业是无边界产业，只有政府、

学校、企业、学生们都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到中国高

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发展中来，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创新发展才会不断进步，不断获得惊喜[1]。在分会

场，深圳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可以亲自接触到具有

国际风范特征的各种创意设计企业和创意设计产品，

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宽学生的设计视野，启发学生的

设计创意思维，补齐他们课堂上的知识短板。学校使

学生在国际设计学术氛围里学习、积累、沉淀、运用

各种崭新的国际一线设计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人才和团队的目的。 

从思想高度与国际视野出发，是深大积极探索中

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过程中积累的又一条宝贵

经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参与到深圳大学文化创意园

分会场的各项学术活动、经营活动、设计活动中，不

仅拓宽了自身的设计知识视野，而且丰富了自身的设

计创意思维，此种知识积累是传统高校文创产品设计

发展过程中难以学习到的一手知识。文博会的各种论

坛活动更是为学生提供了与国际学术大咖、企业大

佬、设计大师的交流机会，让学生的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创意知识学习在愉快地交流中自然溢出与集聚。国

际设计企业们的设计人才素质需求更可以直接传达

到艺术设计学生的思想意识中，让他们在日后的校园

文创产品设计实践中有的放矢，深刻懂得需要提升那

些有用、使用、可用的设计技能，见图 12。因此，

作为中国的其他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艺术设计发展

特点和自身地域的资源优势特点，打开校园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思维的枷锁，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上去探索

适合自身的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发展之路。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深圳大学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实践案 

 
 

图 12  设计师签约现场 
Fig.12  Designer signing scene 

 
例的认真分析与研究，从学校创新政策、师生原创设

计实践、科技与设计融合、设计创新思维启发等宏观

设计策略层面展开研究，重点研究中国高校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的可行性规律，发现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

创新的路径是广泛的，可以指引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

计走向特色化、创新化、品牌化。其实，其他学者也

可以从具体的设计微观技术层面，结合具体的高校设

计实践案例来探索中国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的系

列问题，这是本文所未涉及的。换言之，中国高校文

创产品设计创新发展应该积极以自身校园文化为内

核，以推动学生参与到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过程中

为目的，紧跟艺术设计创新理念，勇于探索高校文创

产品设计创新实践之路，迈开艺术设计创新与科技融

合的新时代步伐，大胆探索适合自己的高校文创产品

设计创新发展之路。可喜的是，新时代“一带一路”

的建设也为各大高校文创产品设计创新提供了众多

发展机遇，中国高校应该紧密围绕自身的区域优势和

独有的校园文化内涵，进行高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创

新路径探索与研究，着力打造各自的特色高校文创产

品设计创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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