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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社会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现状，以首钢工业园区为例，

对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策略进行研究，为文创产品拉动工业企业消费升级、助力工业企业品牌推

广、盘活遗留工业资源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方法 基于工业旅游发展现状以及文创产品对工业文化传

播的作用，运用皮尔斯符号三元关系理论，深入探讨工业旅游文化结构层次、工业旅游文创产品属性及

用户情感认知三者间的关系，构建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解析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

差异化和多元化，是衍生其特色，为工业企业增加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结论 致力于工业

旅游文创产品的创新性研究，推动工业旅游发展，为工业企业和地区文化传播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带

给用户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为本领域的研究作出高影响、有现实价值的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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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sign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Taking Shougang Park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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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by taking Shougang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and to study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elping indus-

trial enterprises brand promotion and legacy industrial resources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

trial tourism and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dustrial cul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Pierce symbolic ternary relationship theo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al level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e, the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user emotional cognition, con-

struct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Shougang Park,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riv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crease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is com-

mitted to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

dustrial tourism, providing practical ways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ringing users a 

uniqu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making high-impact and practical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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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产业

积极创新、跨界融合。由此，工业旅游作为一种新的

旅游概念和新的产品形势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加速发

展的趋势。工业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有着不可复

制的特点，对助力工业企业品牌、工业遗址再利用和

重拾城市活力有着重要意义，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

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

体验。目前，我国工业旅游已经从起步探索的 1.0 时

代和建立秩序的 2.0 时代逐步向提质增效的 3.0 时代

过渡，文化性和体验感成为工业旅游的最终需求。随

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元素多样化的文创产品受到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1]，作为新兴产业成为工业旅游行

业中新的竞争核心，但是很多企业在工业旅游文创产

品的开发设计方面较为薄弱，品牌意识不强，缺乏对

文化体验的深度挖掘与探索，由此引入文化符号元

素，对增强工业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品质尤为重要。如

何将工业文化符号准确运用于文创产品，以此来推动

工业旅游，助力工业企业品牌成为人们需要思考的问

题。本文将以首钢工业园区为例，从工业设计的角度

出发，结合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深入解读首钢工业文化

元素，寻求体验经济时代下首钢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

计的新思路。 

1  首钢工业文化元素主题整理与符号解析 

首钢工业园区作为我国曾经最大的钢铁生产企

业，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钢铁生产线以及一系列尖端技

术，对北京市乃至全国钢铁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

自北京市经济转型以来，曾经辉煌的首钢工业园一度

成为被人遗弃的废旧工厂[2]。随着冬奥组委的入驻以 
 

及继续发挥钢铁生产基地在城市空间和经济上的作 

用的夙愿，首钢提出了“首钢创意城”的新概念，在

相关政府的支持下，意图将首钢改造成为地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并推动以传统钢铁生产为

代表的工业旅游项目，积极推进与旅游业、文创产业

的深入结合，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首钢工业文化正是在这样长期生产、生活、活动

中，经过沉淀而形成的具有首钢企业精神的特色文

化，更是首钢的内核所在。从资源价值分析，其文化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从

资源类型分析，其文化形式多样，包括景观建筑、生

产器物、标志产品、人文精神、历史文化、生活活动

等方面；从文化结构分析，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即

以标志产品、地标建筑、工厂设施、运输设备等为代

表的物质表层文化，以企业制度、生产活动、日常生

活等为代表的行为中层文化，以及以历史故事、工匠

精神、企业价值观等为代表的精神深层文化。在文化

结构中，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更容易让人理解并转

化，深层文化则更加隐晦，需要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向

人们传达。 

根据文化结构，对首钢工业文化元素进行主题整

理和符号解析，见图 1。其中，文化资源中最能体现

首钢形象的是三号高炉，三号高炉被称为首钢的“功

勋高炉”，建于 1958 年，直到 2010 年炼完最后一炉

铁水后结束了它的使命，现经改造成为首钢工业遗址

博物馆。以三号高炉为例，其符号解析的初步内容主

要是设备外形的提取，其次是对其指示和象征的联

想，例如三号高炉代表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通过挖

掘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实现工业文化传播，完成符号

解析。 

 
 

图 1  首钢工业文化元素主题整理与符号解析 
Fig.1 Theme arrangement and symbol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ultural elements in Shou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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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搭建 

2.1  皮尔斯符号三元关系基本概念 

符号是传播媒介的一种形式，通过对所指对象进

行凝练表现来达到传播的目的。皮尔斯作为现代符号

学的创始人之一，认为“只有被理解的符号才是符

号”，由此提出符号三元关系理论，即客体、表征和

诠释。近年来，符号学作为探究人类文化现象方面的

符号理论被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符号学与文创设计

的结合，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工业文化是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如何

将工业文化符号与产品准确衔接并获得用户情感认

知，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基于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元

关系，深入探讨工业旅游文化结构层次、工业旅游文

创产品属性及用户情感认知三者间的关系，见图 2。 
 

 
 

图 2  文化结构、产品属性、用户情感认知三者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al structure,  
product attributes and users' emotional cognition 

 

其中以工业文化为客体，工业旅游文创产品为表征，

以用户情感认知作为诠释[3]。通过对工业文化符号解

构、重构，获取新的工业元素，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排列归纳，利用文创产品的形态、功能、色彩及结构

等视觉载体搭载文化符号，显现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

文化特征，最后通过用户的体验和反馈，诠释产品所

蕴含的工业文化和精神内涵，以达到文化传播的目

的，以此来推进旅游业、文创产业的深入结合，为城

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4-5]。 

2.2  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搭建 

基于笔者对首钢园区文化符号的整理归纳，以及

工业文化结构层次、工业旅游文创产品属性、用户情

感认知三者之间的关系，搭建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

产品设计开发模型。 

工业文化提炼转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元素符号编

码的过程，通过符号形态、功能、色彩、结构与产品

建立联系，并在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中表现为三

个方面，即造型特征、功能体验和情感共鸣。造型特

征主要为产品的外在表现，如现代化、美观性、多样

化、便携性等；功能体验体现产品的使用价值，如模

块化、系列化、实用性、环保性等；情感共鸣则表达

产品精神价值，如趣味性、教育性、创意性等。通过

首钢工业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三个方面的设计表

达，触发用户本能的视觉感官和肌理感官，引导用户

对产品使用和操作，让用户在体验中学习和传递首钢

工业文化，其反馈有利于产品的进一步更新迭代，使

符号、产品、用户间形成积极的闭环。 

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模型见图 3，以

此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实践，并形成工业旅游文创产品

设计新范式。 

 
 

图 3  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模型 
Fig.3 Design model of industri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  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基于上述方法，笔者通过对首钢主视觉形象和一

系列文创产品的设计，为首钢打造北京特色工业文化

旅游景区、提高大众对企业及城市工业文明的认知度

提供新方法，为其他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和文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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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提供新思路。以下设计实践，将从文创产品设计

模型中符号与产品产生联系的四种方式（色彩符号解

析、形态符号解析、结构符号解析和功能符号解析）

的角度进行切入。 

3.1  首钢视觉符号设计 

色彩通常会给人带来生理及心理上的情感反应，

其在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中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能

够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视线。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

方式，能够使人们产生多样的情感联想。在工业旅游

中，由于其设备、建筑的特殊性，其色彩元素符号的

表达有助于在人们思维中形成固有印象，从而传递出

丰富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通过对首钢园区进行走

访和调研，发现园区内大多数厂房建筑、设备、物品

印花图案等都采用了红色，其使用比例达到了 60%，

主要原因在于红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深受人们喜

爱，向工人们传达一种温暖的感受，由于红色是最醒

目的颜色，也起到了提醒工人防范火灾的作用。同时

随着东奥组委入驻首钢园，冰雪元素所产生的蓝色成

为园区的常见色，占据总色调比例的 15%左右，让首

钢园区更具现代化特色。此外占比较高的还有黄色、

绿色等。通过对首钢园区色彩的调研总结，构建首钢

新的标识色彩方案，见图 4。 

通过标识色彩，搭建新首钢视觉形象，使之成为 
 

 
 

图 4  首钢标识色彩新方案 
Fig.4 New scheme of Shougang logo color 

 

代表首钢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区的视觉符号，见图 5。

首先将旧厂区的文化古迹、主建筑群和新产区的新技

术、特色建筑进行提取简化，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首

钢文化，以明艳的红色，代表传统工业精神的黄色，

体现其冬奥 DNA 的蓝色，以及能够突出新兴产业生

机勃勃的绿色与橙色作为视觉色彩元素，运用“色彩

叠加”的方式进行搭配，来展现新老首钢工业建筑互

相交错的壮观景象。笔者用绚丽的色彩表现其建筑的

独特性与艺术性，改变了以往人们对钢铁工业灰黑与

冰冷的印象，视觉风格具有现代工业感，符合首钢园

高端现代产业的定位与调性。 
 

 
 

图 5  首钢主视觉形象全景图 
Fig.5 Panorama of the main visual image of Shougang 

 

主视觉图形元素之间可通过拆分重组，改变配色

方案形成新的组合形式，运用于不同载体、不同领域。

可利用部分图形元素制作图案，简单附着载体表面，

如丝巾、文化带、水杯、金属徽章等。也可将图形元

素立体化突出产品主题，如加湿器、剪影小夜灯等日

常生活用品，见图 6。将首钢主视觉形象运用于其他

产品中，使设计更加系统化，在视觉上巩固人们对首

钢的印象，有助于推广企业品牌。 

 

 
 

图 6  首钢主视觉衍生品 
Fig.6 Shougang's main visu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3.2  符号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 

3.2.1  物态文化符号运用——首钢巧克力铸造工厂

系列餐具设计 

首钢工业园区的物态文化符号主要来自于园区

内部最容易被人们熟知的地标建筑、工厂设备等，很

多游客被这些气势宏伟的生产厂房和大型设备所折

服，其设备的运用流程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亮点。笔

者设计的首钢巧克力铸造工厂系列餐具（见图 7），

正是以此为机会点进行的设计。用高炉、转炉、冷

却塔这些常见工业设备作为设计原型，提取形态符

号和结构符号，对其形态结构进行简化，并以模块

化的表达方式应用于产品的形态设计中，演绎了首

钢的前世今生。以巧克力表现钢铁，配合白瓷作为

载体，模拟钢铁的生产过程，不但满足了人们对炼

钢炉的情怀，并能以轻松愉快的 DIY 形式为人们展

示钢铁从矿石变成各种各样钢铁产品的全过程。文创

产品作为当代文化传播重要的方式之一，是文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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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首钢巧克力铸造工厂系列产品 
Fig.7 Shougang chocolate foundry series products 

 
体表现形式。对人们发现和认识事物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工业旅游文创产品更是承载着优秀的工业文

化。在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不仅可以为整个旅游过程

增加趣味性，也能在体验过程中加深对于景区工业文

化的认知。 

3.2.2  行为文化符号运用——首钢马克杯设计 

首 钢 工 业 园 区 的 行 为 文 化 符 号 主 要 来 自 于 园

内 工人们 的生 产生活 。笔 者设计 的首 钢马克 杯，

见 图 8， 选用 首钢员 工集 体活动 作为 故事主 题，

以图案化的方式进行归纳设计，在具象描绘的基础

上加入联想元素。色彩主要使用了地标建筑元素中特

具文化特征及视觉感受的红绿两色，并搭配现代化的

蓝色，在后期进行特征强化，加强受众的认知度以及

视觉识别点。图案中人物形象统一没有面部五官，

表 达了用 行动 而非表 情证 明身份 归属 。将图 案运

用 于马克 杯杯 身，在 用户 使用时 接收 图案中 传递

的信息，大致了解当时发生的故事 [6]。文创产品的

设计不只在于追求造型和美感，需要设计师将对事物

的认知通过自己的方式融入产品中，获得消费者的认

同。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个故事。

百年首钢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国冶金工

业的缩影，通 过 讲 好 首 钢 企 业 工 业 故 事 ， 打 造 首

钢 独有的 文创 产品， 激发 消费者 的归 属感和 自豪

感 ， 有 助 于 企 业 优 良 传 统 的 坚 守 和 传 承 ， 在不言

中体现身份，在万化中宣传首钢。 

3.2.3  精神文化符号运用——首钢印象加湿器设计 

首钢工业园区的精神文化符号主要来自于企业

价值观、制度、理念等。近年来为了响应国家经济体

制改革的号召，首钢率先实施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搬

迁调整。此后，为继续发挥国有企业的持续创新的优

势，提出绿色环保的理念，其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成

为国际示范引领。笔者主持设计的首钢印象加湿器文

创产品，见图 9，正是以首钢绿色环保理念为出发点

进行的设计，选取首钢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三号高

炉，对其基本元素进行提取、简化、重构，运用明快

的色彩表达绿色生态。加湿器上半部分采用了可降解

的环保材料，损坏后可灵活拆卸，下半部分则可以反

复使用，使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能够更好地融入受众日

常生活的同时充分考虑人的生活需求，注重实用价

值。传达出首钢自强、创新、绿色的企业文化理念，

让消费者对首钢企业和当地工业文化有更深层的认

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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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马克杯设计 
Fig.8 Shougang mug design 

 

 

 
 

图 9  首钢印象加湿器 
Fig.9 Shougang impression humidifier 

 

4  皮尔斯符号三元关系视角下工业旅游文

创产品设计的价值 

4.1  延续工业文化的 DNA 传承 

工业旅游不仅仅是为当地游客提供工业旅游项

目，更多是通过工业旅游扩大企业影响力，提升企业

产品附加值[10]。工业旅游文创产品作为助力企业品牌

推广的一种重要形式，首先要突出企业文化底蕴，讲

好品牌故事。在工业化进程中，首钢企业工业文化逐

步形成、积淀并进一步升华，成为推进首钢企业发展

的思想源泉。深入挖掘首钢独特的文化，将工业文化

元素符号与创意相结合，将其基因（DNA）进行延续

能够有效规避市场同质化现象，推动首钢工业旅游发

展。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帮助企业形成更有辨识

度、更具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形象。在对工业文化运用

的过程中，通过将抽象的文化语言符号化[11]，使一些

晦涩难懂的传统工业文化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不仅

可以使消费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地工业文化特色，更

能激发起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兼具在地价值和外

来价值的双重效益，使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都能轻松

领悟到文创产品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记忆，做到

有效传承。 

4.2  构筑时空记忆的物质支点 

工业遗产景观是构建城市记忆和城市结构布局
的重要影响因素，给城市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展示和时
空记忆，其形成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时代性和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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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对地区工业生产物证的一种聚集。
作为首钢物质性遗存，人们仍旧可以从中感受到所隐
含的非物质性特征[12]。通过文化符号的归纳，对工业
遗产景观的语义进行提炼，将资源可视化、创新化，
设计出方便携带、馈赠的具有纪念性意义的文创产
品，弥补对三维记忆的缺失，形成地区性“文化名片”，
进而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 

4.3  提升工业旅游的情感体验 

基于皮尔斯三元关系理论，从产品前期分析到后

期成为实际的物品再到售卖，每一个环节都涉及人的

因素。在对首钢园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中遵循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从人们第一视角的现代生活和

审美需求出发进行设计[13]。工业文化是伴随长期的工

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具有传统性和历史性，对现时社

会的人来说带有距离感，需要研发者在工业旅游文创

产品的设计中将其元素符号以现代化的形式来表现，

以此获得消费者的认同。通过融入模块化、系列化的

设计模式，赋予产品新的内涵，体现工业旅游文创产

品体验性和故事性，实现产品对人的教育引导，感受

文化创意产品带来的乐趣。通过打造消费者喜闻乐见

的工业旅游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在整个工业旅游过程

中的情感体验[14-15]。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市场旅游消费的多元化和工业企业

转型升级的需求，工业旅游成为热门话题。对于老牌

工业企业转型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企业品牌拓展

提升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产业跨界融

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创与旅游行业的深入结合更是

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新

思路。由于对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尚处于发展阶

段，在设计过程中会存在千篇一律、缺乏创意等现象，

如何摆脱这些思维定式，让工业文化更好地植根旅游

文创产品成为现阶段需要研究的重点话题。本文基于

工业旅游发展现状，以首钢工业园区为例，运用皮尔

斯符号三元关系理论，构建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

发模型，深入探讨工业文化结构—文创产品—用户之

间的关系，并对首钢主视觉形象和一系列文创产品进

行设计，进一步验证工业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模型

的可行性，旨在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和地区旅游经济

在文创产品设计方面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 

工业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应重点依托于传统工

业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出满足不同用户

群体的优良产品。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现代

的设计表达方式让更多人体验和了解我国优秀工业

文化，为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全面提

升我国工业企业软实力，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文化支

撑发挥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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