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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邮票作为记录、展示、传播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国家名片”。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数字技术与邮票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并形成了独

特的经济、文化、审美价值。通过分析我国邮票文化的演变历程，对邮票文化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探

索数字技术与邮票的结合方式，坚持科技赋能邮票文化，创新邮票艺术展现形式、开发邮票设计样式形

态，从而推进我国邮票文化有序蓬勃发展。同时，依托数字媒体网络平台，发挥我国邮票文化信息传播

媒介作用，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数字技术，邮票文化，文化传播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Chinese Stamp 
Cultur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Rui W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y 15th, 2023; accepted: Jul. 3rd, 2023; published: Jul. 12th, 202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record, display and spread a country’s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stamps are known as “national business card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
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
ogy and stamp culture has been the general trend, and has formed a unique economic,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alu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ving course of Chinese stamp culture, deeply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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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r the value of stamp culture, explore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tamp, adhere 
to enabling stamp 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e stamp art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stamp design patterns, so as to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amp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the digital media network platform, we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hinese stamp cultural information media, further expand foreign cultural ex-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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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迅速崛起，“互联网+”、“数字化+”等数字技

术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结合，数字技术与邮票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提出要“走出

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

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1]因此，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思考

数字技术融入邮票设计的方式及邮票文化传播路径，对于促进我国邮票文化蓬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我国邮票文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邮票文化形成于近代，邮票于方寸之间浓缩了近代百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时代风格鲜明，

根据具体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2.1. 模仿萌芽时期(1878~1911 年) 

1878 年，晚清政府海关试办邮政发行了中国第一枚邮票，为了体现统治者权威，以“龙”作为邮票

的主要图案，因此称为“大龙邮票”，中国邮票设计由此拉开序幕，1885 年发行了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

邮票——小龙邮票，1894 年发行了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万寿票。1896 年，晚清政府正式开办国家邮

政并制定了相关邮政章程，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邮政主权实际上由洋人掌控。 

2.2. 扬弃中发展时期(1912~1949 年)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可以分为中华民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两个部分。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大清邮政改为“中华民国邮政”，设立专职绘图员，发行的邮票主题多为政

治人物、交通工具等，发行的多套邮票都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印制技术先进，成品精细。1927 年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第一个赤色邮局，为适应革命通信需要，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发展赤色邮政，1930
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了第一套邮票[2]，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实现了赤色邮政的统

一领导和集中管理。 

2.3. 自立探索时期(1949~1978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授权设立邮电部，实行邮电合一，在之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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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全国邮政会议上明确了新中国邮政是始终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邮政”[3]，突显出了邮票自主权。1949
年 10 月 8 日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套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邮票设计、

发行工作有序稳步推进，邮票主题日益丰富，及时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

的主要成就，同时成立了专业的印刷厂，邮票印刷技术和质量大大提升。 

2.4. 繁荣发展时期(1979~1991 年) 

改革开放以来，邮票设计群体不再局限于专职设计师，画家、平面设计、美术人员等艺术工作者加

入进来，邮票设计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选取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进一步突显，设

计、发行了票中票、小本票等新的邮票品类，并在国内举办邮票评选活动，向大众推广邮票文化，同时，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印刷设备，邮票印制技术日渐精益。 

2.5. 多元化创新发展时期(1992~至今) 

自 1992 年起，邮票上使用的字样由“中国人民邮政”改为“中国邮政”，并添加英文字样“CHINA”。

1999 年，我国承办第 22 届万国邮联大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邮票文化的独特魅力，邮票设计对外交

流合作也不断加强。进入 21 世纪，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传统邮政逐步向现代邮政转型，邮票设

计、印制工艺不断进步，推进了现代化信息技术与邮票的融合发展，并在 2004 年印制出全世界第一套多

媒体邮票。此后，我国邮票在多元化发展中不断创新，邮票文化进一步传播。 

3. 数字技术赋能我国邮票文化创新发展的价值思考 

我国邮票文化意蕴深厚，蕴含着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持续发展，

突显出新的时代价值。 

3.1. 经济价值 

邮票自问世起就在通信领域作为邮资凭证使用，这是邮票最基本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发展和数字

技术的普及，人们的通信方式持续革新、通信途径大大拓宽、通信质量稳步提升，人们日常通过邮件、

手机应用等途径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进行联系和交流。这就导致传统通信方式迅速衰落，

邮票这一古老的通信载体也受到极为严峻的挑战，邮票邮资凭证的实用性日渐消退，邮票的经济价值体

现也逐步转化，由作为邮资凭证体现寄递价值转化为少数人的集邮爱好体现收藏价值。 
虽然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弱化了邮票的通信价值，但也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了全新的集邮方式，呈现

出邮票自身独特的收藏价值。2022 年，中国邮政就在线上宣布成立全球首个元宇宙邮局，作为数字化虚

拟邮局，利用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推出邮政特色数字化服务，通过数字艺术创作、产品数字化

等方式融合发行邮政数字藏品，并发布了首套 AI“航天主题”数字邮票藏品。这不仅为邮票文化的持续

发展提供了发展思路、打造了优质丰富的数字内容，也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贡献了力量。 

3.2. 文化价值 

我国邮票的出现虽然比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邮票的国家英国晚了将近四十年，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淀

了深厚文化内涵，是一部“微型百科全书”[4]。 
一是时代特征属性鲜明，民族底蕴深厚。不同时期发行的邮票反映出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在邮票上找到相关记录，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现实载体，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在

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中国邮政提炼出邮票中的文化元素和经典代表，融合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推出

内涵丰富、趣味性强的文创产品，既是对经典邮票文化的重新解读，也促进邮票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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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文化信息传播，发挥文化育人价值。日常生活中开展的邮票展览、邮票设计比赛等活动发

挥出邮票文化寓教于乐的文化育人价值，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树立文化自信意识。邮票文化不是我国

独有的，而是全球性文化，在数字技术背景下，邮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传播媒介发挥出更大的价

值，通过集邮这一文化活动，文化信息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各国集邮爱好者可以从一枚小小的邮票中

领略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加强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发行过

表现中国算盘文化的邮票[5]，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成效显著。 

3.3. 审美价值 

邮票作为西方“舶来品”引入我国，我国邮票设计在起步阶段只能模仿甚至直接照搬西方邮票的设

计样式，之后，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过程中，我国邮票设计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紧跟时代潮流，在

探索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设计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 
其一，邮票题材风格多样，艺术呈现形式多元。我国邮票题材种类多元、风格多样，不仅体现了我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涵盖自然风景、文学名著、诗词古画、神话传说等多个方

面，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能够在邮票上进行展示，展现出新的生机活力，对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进行

熏陶，满足了人民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广泛运用传统吉祥图案、汉字书法、十二生肖、民间故事

等传统文化元素，发行的相关题材邮票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了充满生活美的民俗文化。 
其二，印刷技术与时俱进，视觉表达细腻深入。我国邮票印制以纸作为主要材料，印制方式上借鉴

了传统木刻版画、剪纸艺术等工艺技术，近年来，我国从国外学习先进的印制技术，如使用荧光油墨、

特种油墨、异形齿孔、发行异形邮票、加强防伪技术等，并加以研究创新，使邮票细节生动、层次丰富，

在视觉上吸引眼球，进一步提高了邮票的观赏性，印制水平和质量也稳步提升。 

4. 数字技术赋能我国邮票文化创新发展的传播路径 

数字技术与邮票的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邮票文化进一步发展、传播，可以

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4.1. 科技赋能邮票文化，推动集邮活动数字化 

将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邮票设计、印制、发行等过程，在保护邮票文物、传承邮票文化的基础上推

动集邮活动数字化。 
一方面，邮票文化发展历程中留存下来的邮票文物是宝贵且不可再生的。如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根据

地物质条件匮乏，所以发行的邮票票幅不大，制作技艺比较粗糙，印刷方法也很简单，利用数字技术对

这些邮票文物进行梳理和整合，转换为数字形式，再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还原邮票文物的原貌，不

仅有利于对其进行精准修复，也可以当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增强人民大众政治定力，坚定文化

自信。 
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使邮票邮资凭证的经济价值不再突出，但邮票自身携带

着的有价证券功能仍然存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对邮票的独有特征进行信息采集、保存，发挥区块链技

术数据难以篡改和去中心化的功能作用，生成与现实邮票相对应的数字邮票，既保证邮票的真实性，也

可以让更多的集邮爱好者收集到稀有、珍贵的邮票，进而推动集邮活动数字化。 

4.2. 创新邮票艺术展现形式，开发邮票设计样式形态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邮票设计充满了创造力，发行的邮票个性化特征突出，因此，要善于运

用数字技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邮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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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挥虚拟仿真数字技术的交互作用，让邮票内容“活”起来。邮票作为一种艺术展现形式与时

代发展紧密联系，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可以帮助人民大众了解过去的历史，让科技赋能邮票，

并借助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感受，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邮票画面内容，实现平面静态化图像向 3D
动态立体化的转变，促进人机交互，让人民大众沉浸式体验邮票文化。 

二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邮票设计样式形态。邮票设计要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创

造性转化为邮票素材，设计出符合人民大众审美、满足邮票市场消费需求的邮票。同时，开发邮票专用

的应用软件，让人民大众和邮票之间进行多样式、个性化的互动，优化邮票鉴赏体验，如中国邮政就推

出了我国首枚 NFC 芯片邮票，在传统印刷工艺中植入 NFC 芯片，通过手机应用就可以实现与邮票的互

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是我国邮票发行中的重大创新，也体现出我国邮票设计和印制

发行走在了世界前列。 

4.3. 依托数字媒体网络平台，拓宽邮票文化传播途径 

邮票文化的长久有序发展离不开数字媒体的广泛宣传，同时，邮票作为国家名片，在国际舞台上的

交流传播途径也有待拓宽。 
其一，依托数字媒体网络平台，聚焦邮票文化数字化宣传。我国每年都会发行新的邮票，要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网络媒体平台，对发行的新邮票进行宣传推广，让人民大众了解邮票的

诞生过程，深入体会邮票中蕴含的内涵价值。同时，推进主题邮局、邮票展览馆等商业文化场所的建设，

打造邮票专属 IP 文创周边，在积极探索邮票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过程中扩大邮票文化的影响力，实现邮票

文化数字化的经济实用价值。 
其二，搭建邮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拓宽邮票文化国际交流传播途径。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国邮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因此，要坚持拓宽邮票文化交流途径，通过举办邮票

展览、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邮票交流会等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邮票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基础之上，

挖掘出代表中国特色和展现时代风格的邮票精品参与国际邮票交流，以“邮”会友，弘扬具有中国特色

的邮票文化，促进邮票文化跨文化传播。 

5. 结语 

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迭代革新为我国邮票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促进了邮票文化

的数字化发展，邮票文化蕴含着的经济、文化、审美价值被进一步挖掘，并借助数字技术得以形象、生

动展现。今后，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将为邮票文化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更多的传播途径，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融入邮票设计的元素，利用好数字技术进一

步推进我国邮票文化跨文化传播，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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