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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文创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我国文创产品研究现状，对文化创意产品发展中的局限与不

足进行深入探讨，结合“参与性设计”的方法理论，提出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策略，以提升产品的创新

性与用户满意度，并促进设计师与用户之间更紧密的互动和合作。方法：通过对参与式设计理论相关文

献的综述，系统地梳理该理论在文创设计领域取得的成果，详细分析参与式设计方法的优势以及不同的

参与方式，并针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不足提出创新性的设计策略。结果：揭示参与式设计在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中的实际应用与设计策略。结论：参与式设计理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能够显著提升产品的

创新性，基于参与式设计理论的文创产品设计能够充分理解用户需求和期望，创造出更贴近用户心理且

凸显文化特色和内涵的文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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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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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
uc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so as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user satisfaction of products, and promote closer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esigners and users. Method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participa-
tory design theory an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practical cases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s and design, and discusses its methods and strate-
gies. Result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ere revealed. Conclusion: Participatory design theory can signifi-
cant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participatory design theory can fully understand use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and create designs closer to user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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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文创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涌现出各类富含创意

的产品备受社会广泛瞩目和热烈追捧。文化创意产品受欢迎的核心因素在于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独特

创意。进行文创产品的深度开发不仅能够使产品更富有文化内涵，而且还能够促使创新性思维的涌现，

从而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文创行业的迅猛发展，文化创意产品逐渐呈现同质化、

庸俗化和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这与文化创意的本质方向相悖。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必须注重

实现文化创意的美学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产品创新性。 

2. 研究背景 

2.1. 相关概念 

2.1.1. 文化创意产品 
文创即文化创意的缩写，文化创意产品是以文化与创意为基石，旨在实现经济效益并传播文化的产

品。其核心理念在于将文化元素与产品融合，并通过创新性的思维和设计，结合艺术、科技、传统手工

艺等多个领域，创造出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创意价值的产品[1]。作为传达其文化内涵的媒介，其主要内

容是“文化”与“创造性”。与一般商品相比，文创商品不仅能为使用者提供趣味的使用和文化熏陶，

而且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对传统的文化进行重新开发与利用。 
文化创意产品的范围广泛，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品、手工艺品、设计品、数字娱乐、文学作品、影视

制品等。一般的归类方法有两种，一是按照文化创意产品的种类，将其分为工艺品、设计、出版物、视

听艺术、视觉艺术、表演艺术与新传媒等七大类别；二是从产品的使用层面归类，可划分为“感觉层文

创产品”、“技艺层文创产品”和“内涵层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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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我国文创产业的经济状况呈现出稳健增长的趋势，业务收入规模逐步扩

大，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尤其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在这段时期内的占比经历了显著

增长，由 2018 年的 12.4%上升至 2022 年的 16%，绝对额也从 11,069 亿增长至 19,486 亿，具体数据见表

1 [2]。这一趋势表明，在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创产业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为我

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Table 1. Revenu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design service industry from 2018 to 2022 
表 1. 2018~2022 年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行业收入情况 

年份 绝对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所占总比重(%) 

2022 19,486 −0.2 16.0 

2021 19,565 16.6 16.4 

2020 15,645 11.1 15.9 

2019 12,276 11.3 14.2 

2018 11,069 16.5 12.4 

2.1.2. 参与式设计 
参与式设计，通常被称为协同设计，是一种旨在使所有股东(例如雇员、合作伙伴、客户以及最终用

户)积极参与设计流程的方法，其目标是确保设计的结果充分满足各方的需求[3]。这种设计方法强调在设

计过程中广泛地纳入最终用户、利益相关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参与，配合设计师完成产品的设计开发，

如图 1 所示。在参与式设计中，无论是潜在的、现有的或未来的参与者与设计师、研究者和开发者共同

参与到设计中来，“参与性”不仅体现在设计的初步阶段，还可能涉及创作过程的多个阶段，这种协同

性质的设计方法在促进创新、提高设计的可用性和用户满意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Figure 1. Participants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图 1. 参与式设计各方参与人员① 

 
参与式设计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涵盖服务设计、产品设计、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数字产品与界

面设计、图形设计，甚至扩展至健康与医疗领域。其根本目标在于创造一种富有文化和情感内涵的设计，

为使用者提供更加敏感、贴切的解决方案，满足心理和实际需求。参与式设计注重对设计过程的关注，

而非对设计风格的简单追求，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设计方法，为设计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途径。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41


李霞，王玮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41 1189 设计 
 

2.2. 文献综述 

参与式设计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是丹麦设计师 PelleEhn，
他在 1975 年开始探索将用户融入设计过程的方法。随后，该方法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迅速得到应用，以满

足用户对软件和界面设计的需求。 
在我国，参与式设计最初的引入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等领

域。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学术界对参与式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理论建构，为其在我国的实践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国内学者将参与式设计与文化创意产品相

融合，从多维度证明了参与式设计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显著效果。周涛以花砖文创服务设计为例，以服

务设计实践为基础，论证了参与式文创模式下花砖符号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有效性[4]。吴唯通过

针对武汉城市文创产品开展了参与式设计活动，通过理论层面的研究论证了参与式设计理念在城市文创

产品开发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总结了基于这一理念的城市文创产品开发运作机制、一般模式和设计

流程[5]。刘佳悦在地域历史文化主题的文创产品研发中采纳了参与式设计理念，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概念、

分析成功结合参与式设计理念的文创产品案例，提出了地域历史文化主题文创产品的参与式设计方法和

流程。这为解决当前文创产品在用户体验感和同质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6]。刘静妍将

参与性设计融入地域文化产品设计，通过深入分析参与式设计在地域性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全面总

结了其作为一种更为开放和灵活的设计方法所带来的价值和意义[7]。这一系列研究不仅丰富了参与式设

计的应用领域，也为解决文创产品设计中的挑战提供了深刻见解。 
综上所述，参与式设计的理念已在文创产品设计领域得以应用，目的是将参与式设计方法与文创产

品设计相融合，致力于解决用户体验感不佳等问题，从而提升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引领文

创产品由单一商品向具有深度、广度和独特文化价值的创意产品的发展方向。然而，当前的研究多数集

中于某一特定领域的文创设计，对文创产品设计的整体局限与不足认识尚显不足，同时在科学性的设计

方法与策略方面也存在欠缺。因此，需要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创产品设计的挑战，并

提出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方法与策略，推动参与式设计在文创领域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应用。 

2.3. 文创产品设计现状 

当前，文创产业正蓬勃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而文创产品作为文化承载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传播方

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兴盛的背后也伴随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① 同质化严重 
文创产品设计同质化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市场上存在强烈的跟风倾向，成功案例的出现引

发了大量仿效，导致相似的设计理念和元素在不同产品中频繁出现。其次，一些设计者缺乏对深层次文

化的理解和挖掘，过于依赖表面的文化符号，导致设计思路相对单一。同时，市场对于某一热门文化元

素的过度追捧也加剧了同质化，设计者更倾向于迎合主流趋势，而非追求真正独特的创意。此外，行业

发展速度较快，一些从业者可能更注重迅速上市而非深度创新，导致设计流程相对简化，产生同质化的

倾向。 
② 设计理念表面化 
在市场需求瞬息万变的影响下，加之市场对于特定表面文化符号的过度热捧，文创产品设计过度强

调产品外观和市场反应，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意义。并且部分设计师在文化理解和研究方面可能

存在短板，难以深刻挖掘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导致设计理念相对表面。同时，商业压力和时间紧迫也促

使一些设计团队更注重迅速推出产品，而非深入探讨设计背后的文化哲学。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文创

产品设计在形式上追求潮流，而在文化内涵上显得相对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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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缺乏长期规划 
在中国文创产品设计领域，缺乏长期规划是一项显著问题。部分设计者往往更注重迅速推出产品以

应对短期市场需求，而忽略了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全面考虑。这可能受到市场快速变化和竞争激烈的影响，

使得一些设计团队更倾向于迎合瞬时趋势而非长远发展方向。此外，对市场走势、用户需求和潜在趋势

的深入研究不足，也导致了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缺乏清晰认识。缺乏长期规划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可持续发

展和创新力，使得设计更趋向于短视和即时反应。 
④ 用户参与度低 
我国文创产品设计的主要短板之一在于未能充分纳入用户的意见和反馈，从而导致产品更偏向反映

设计者的观点而非用户真实需求，这或许源于设计流程的封闭性，设计师对自身创意的过度自信，以及

对用户反馈的关注不足等综合因素。一些文创产品设计项目在早期阶段未能有效地引导用户参与，缺乏

开放性的沟通渠道，使得用户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度降低。提高用户参与度，不仅需要在设计初期

主动引导用户参与，更需要在整个设计周期中建立持续的沟通机制，以确保用户需求得到更全面、更深

入的关注，从而打破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壁垒，实现更为协同和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设计。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创产品设计领域需要更强调创新，打破同质化困局，注重传统文化的深度挖

掘，构建更加开放和协作的设计机制，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实现文创产品设计的全面升级。 

3. 参与式设计方法概述 

3.1. 参与式设计与传统设计方法的区别 

相较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参与式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为本、多方参与的设计方法，其价值体现在超越

了单一的方法或理论，更倾向于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设计思维贯穿整个设计过程。这种设计思维不仅专注

于最终产品的形态，更注重设计过程中与用户和利益相关者的深度互动，强调协同创新和协作。相对而

言，传统的设计方法中用户参与度相对较低，其设计的过程通常是线性的，往往由专业设计师或设计团

队主导，设计理念相对封闭，侧重于个体创造力和专业技能。在这一模式下，用户的角色通常被局限于

最终阶段的产品接受者，其参与往往仅限于提供反馈。与之不同的是，参与式设计注重设计过程的实时

性和反馈，强调用户的参与贯穿整个设计周期，试图打破传统设计中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隔阂，形成一

个循环的、共同学习的过程。 

3.2. 用户参与的主要方式 

参与式设计超越了传统设计的单向性，将用户视为设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致力于将用户参

与到设计当中。在参与式设计中，用户的参与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感官参与、精神参与和行为参与

[8]。 
感官参与是用户通过感知和体验产品的外观、触感、声音等感官元素，以及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感

官反馈，从而参与到设计的感性层面，其强调用户在审美和感性体验上的主观参与，设计者需要关注创

造引人入胜、令人愉悦的感官体验。精神参与是用户在设计过程中通过思考、讨论、分享观点和创意等

方式，参与到产品的概念形成和意义赋予的过程中，其注重用户在产品设计中的思考和理解，强调用户

与设计者之间在概念层面上的互动。与感官参与和精神参与相比，行为参与方式相对复杂，感官参与和

精神参与主要涉及用户通过感官和思维对产品进行体验，而行为参与则是强调用户在产品设计中用实际

行动参与[9]。行为参与在参与式设计中的主要途径是参与创意、参与制作以及参与使用，其通过用户的

实际操作和反馈，完善和优化产品设计。虽然行为参与方式更为复杂，但它更能够使用户直接参与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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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来，允许设计师能够了解用户的深刻需求，进而改善产品的用户体验。用户参与方式在设计案例中

的分析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user engagement methods in a design case 
表 2. 用户参与方式在设计案例中的分析 

参与方式 设计案例 设计作品 作用分析 

感官参与 Chaosteria 的 
“气球灯” 

 

通过调节气球灯的大小来控制光的亮度，巧妙地吸

引用户的视线，引发他们对设计师构思的好奇。不

仅在功能性上实现了光的灵活调节，更通过视觉上

的引人注目，引导用户主动去探索和理解设计的独

特之处。 

精神参与 “招财纳福， 
秤心如意” 

 

杆秤这一传统工艺与物质、精神生活密切相连，秤

谐音于“称”，蕴含“秤心如意”的美好寓意，象

征着吉祥和如意。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深入的文化

体验，也使设计师与用户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层次的

沟通与情感共鸣。 

行为参与 
“Bitboard-Create 

Your Own 
Instrument” 

 

根据用户个人兴趣和需求，通过替换组件来自定义

构建独特的乐器。这种设计理念将用户融入产品创

作的过程中，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创意空间，

使产品更贴近个体需求和创作者的独特风格。 

4. 参与式设计理念下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 

4.1. 设计师主导，用户参与配合 

参与式设计将用户视为设计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其设计过程是基于设计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心理学、

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通过与用户互动、引导用户，从而获取用户的需求，以确保最终的产品更为精准

地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和期望。设计师作为专业领导者，在文创产品的初步构想、设计方向的规划，以

及项目基本框架和目标的确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用户则是设计的信息提供者与配合者。文化产品因

具备多元文化特色而显得复杂，设计师可通过定期的反馈会议、设计讨论小组或在线平台上的互动来收

集和整合用户需求，以获取更全面的设计灵感和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4.2. 增强趣味性，引导用户参与 

对于具有多元特色的文创产品而言，仅仅依赖美观的外观无法充分展现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魅力，

在设计过程中融入趣味性元素，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娱乐性，也为用户创造了更具吸引力的参与体验。用

户通过参与产品的互动性功能或有趣的设计元素，不仅能够享受到产品带来的愉悦感，还能更深层次地

理解文创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例如红点获奖作品中的“衡”系列台灯，如图 2，它创新地改造了普

通台灯的打开方法。设计最精巧之处，就是用木框内部的小木球代替了普通台灯的开关，使用者只需要

轻轻地抬起桌面上的小木球，当两个小木球相互接触后，它们将悬浮在空中，而在到达平衡位置时，灯

逐渐变亮。这一设计不仅实现了简单而有趣的开关操作，还通过悬浮状态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

为用户提供了与传统台灯截然不同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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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eng” series table lamp 
图 2. “衡”系列台灯② 

4.3. 挖掘深度需求，提升创新性文 

一款成功的文创产品应当具备引人入胜的设计理念，巧妙融合独特的外观和功能，从而吸引目标受

众的关注。在当前文创产品设计领域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的背景下，设计团队需要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

需求，实现深度需求挖掘与提升创新性相辅相成。设计师不仅要关注表面的功能性需求，更要理解用户

的情感需求和文化追求，了解用户的文化认同和个性化要求，寻找独特的创新元素，确保产品在市场中

脱颖而出。为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团队可以采取创新性的设计方法，例如组织设计研讨会和创意工作坊，

以鼓励团队成员和用户共同参与，激发更多前瞻性的创意，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4.4. 增强文化共创，体现文化性 

文创产品应当反映和传达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历史、传统或者当代社会背景。文化性是构成文创产

品的最基本设计要素之一，也是其与普通商品最显著的区别。参与式设计理念提倡各方利益相关者，尤

其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个体，分享他们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丰富体验，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元素，

也能同时避免单纯依赖设计师个人观点带来的文化感知上的偏差。在参与过程中，深入了解各方参与者

对特定符号的理解和情感反馈，以确保设计中融入的文化象征和符号能够准确地传达特定文化的意义，

避免简单地套用文化符号，而是通过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巧妙地融入创新元素，使产品在传达文化的同

时焕发新意，最大程度展现产品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 

5. 结语 

近年来，文化创意设计领域蓬勃发展，各城市将文创产品作为旅游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较于

一些文创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文创产业发展仍显相对滞后，存在深陷刻板印象、产品同质化

严重等问题，亟需更大的提升空间。参与式设计根据用户的角度展开设计，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在文创产品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这种设计方法不仅具备显著的利用价值，更在文化传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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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当今新时期，人们对物质和心理的需求日益增长，参与型设计作为一种卓越的设

计手段，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彰显文化特色，推动文化交流，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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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sj33.cn/industry/rypsj/201609/46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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