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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绿色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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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现阶段民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找到区域文化协同作用下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方法。

针对民众需求，为文化产品的发展方向提出创新思路，使绿色设计所带来的产品更符合并趋向民意。方

法 通过调查研究，对民众需求的方向进行分类，了解人们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是如何产生的，并积极响

应时代号召，做绿色设计，使文化产品更加完善。亲身经历和感受不同地区的文化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对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做出更合理的规划。结论 经过类比和分析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找出不同地区

推行公共文化的策略和方法，对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进行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地区的民众需求并不相同，

因此，因地制宜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不同地区的了解和学习，对民众需求有了

新的确立，使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研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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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People's Needs 

ZHONG Lei, DUAN Song-x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t the present stage for cultural products, find ways to 

construc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nder the synergy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pose innovativ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demanded by the public to make the products brought by green design more consistent with 

and tend to th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direction of the public's needs was classifi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al products required by the people were produce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and 

create green designs to make the cultural products better.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brought by the cultures in different re-

gions wer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nd more rational plans for the green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were made. Through 

the analogy and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roducts demanded by the public,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promoting public 

cul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found ou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n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is don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n each region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develop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ccord-

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newly 

established, which makes the green design research of cultural product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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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大众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因此大家逐渐开始要求和发展多样化的

精神层次。立足于民众需求这一要素，正是大家推崇

和研究产品的绿色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人们

经过了生存和温饱阶段，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属，在社

会上想要得到尊重，拥有更多的情感生活。在这样的

文化大背景下，绿色设计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中。给

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对区域文化协同作用下的

【选题策划：设计赋美生活——区域文化协同作用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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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民众需求的概况 

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以民众需求为中心”，通过对

发展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来促进区域间文化的交

流，促使每种文化产业都能以不同的形式流入市场。

因为每个地区之间都有不同的特性，所以其中也会存

在很大的差异，如何做到融合发展、推陈出新，这是

必须要探讨的问题。 

1.1  社会的现状 

当今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呈上升趋势的，而民众需

求就成为了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有很多

地区都已经开始推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案和大纲，有

些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完全深入地去了

解民众的需求。发展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发展的方式

并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因此，选取适合这一片地区

发展的方法和策略，主要来源应该是民众。要去深入

了解所在地区的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问题，

才能更好地把握人们所接受的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1.2  社会的问题  

基于民众需求的多样性，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城

市，对于文化发展还是有一些诉求，但是文化氛围并

不太好，甚至有时候是采用商业化的手段来获取。有

很多地方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还不健全，没有一套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案，更多的还是在寻找新的突破途径[2]。

现阶段的问题在于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业有一个主

要的定位，很多时候社会的问题完全是由民众需求的

多样性来决定的，正因为民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

们不知道市场中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所以才导致了现有市场发展缓慢，因此，当前要做的，

就是要把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进行更好的分类，在绿

色设计中对文化产品进行更好的表达。 

1.3  当代民众对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要求 

现在的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是相当迫切的，大家注

重生活品质的提升，而改变生活品质的途径之一，就

是设计创新。如今，绿色设计成为了大众青睐的重要

一项。而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化的认同感十分重要，

因此对于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成为了人们追寻的方

向之一。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大多数人都愿意处在追

寻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上，产品的创新研究，推动了

文化产品的发展。好的设计一定要抓住痛点，这样才

能解决人们的需求，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 

1.4  文化产品存在的不足 

虽然很早就有文化产品的存在，但是现在市面上

的文化产品过于陈旧，并没有太多生机，因此市场发 

展并不景气，而这样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人们

更会产生审美疲劳，久而久之大众对市场变得厌倦，

市场也逐渐出现疲累状态。这样对于文化发展是很不

利的，人们如果没有新鲜感就不会产生购买欲望，在

购买欲不足的时候，文化就会停止传播。文化产品通

过绿色设计的包装和改变，可以使产品进行蜕变，既

让产品更好地适应了社会市场，又让产品得到了大众

的青睐。 

1.5  立足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设计 

文化产品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建立可以立

足于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设计，也就更好地展现了绿

色环保的文化价值，保护了文化品牌[3]。民众对文化

产品的需求是复杂化的，人们对于生活用品的关注度

也越来越高，例如哪一款产品的环保性能更强、所占

空间更小、实用率更高等。大市场让人们有了更多的

选择，也让文化产品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的优势 

台湾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每个城市的文创园区中，都有形形色色的人群来往

于此，他们对于在此展示的文创商品十分热衷。在文

创园区中，很多都是流动型展厅，一般展出一段时间

后就会有新的主体或者产品品牌更替[4]。这里展出的

有个人展览，也有某个品牌或者某一地区文化，因为

展示风格的多样性和展品的趣味性，所以可以吸引更

多的人，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从而更好地推动了文

化的交流与发展。 

3  文化产品绿色设计实现的途径 

通过对台湾地区的深度考察，可以感受到不同区

域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魅力，了解不同地区对于自

己区域文化的宣传，以及区域文化中产业发展的不

同。台湾地区文化产品的绿色创意设计的先进性发

展，侧面证明了要想实现生活的便捷，提高生活乐趣，

满足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就要同时推动文化

和经济的发展。 

3.1  台湾地区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 

台湾地区对于区域文化的保护，以及区域文化的

创意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台湾地区对文化发展的重

视程度极高，在地区文化的作用下，文化产品的发展

思路规划完整，发展前景乐观。台湾地区几乎每个城

市都有一个文创园区，而每个城市都试图提供这样一

个场地，让人们更好地发挥和创造[5]。其中在台北市

区就有两个规模相对大型的文创园区——松山文化

园区和华山文创园区。松山文创园区 早的建筑用地

是一个大型酒厂，在人们对于文化产业需求越来越

高，跨向一个新的层次的时候，酒厂文化借此机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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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为了一个可以供大众展示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

平台。在文创园区中，将创意与商业结合，每一个创

作者都有自己的舞台，可以展示自己对文化发展的诉

求和感想。同时，还不定期在文创园中，推介各种新

的展览，展览也不只单纯地局限于艺术展品，而是多

品牌齐头并进的个展。设计师用自己的空间，表达对

文化的感受，与大众欣赏者产生共鸣，或者让大众消

费者去感受和欣赏，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6]。 

台湾地区 有特色的绿色设计是饮料杯的手提

袋。因为塑料布环保的缘故，所以台湾的饮品店开始

对塑料袋进行收费，而饮品直接端在手上，是很多人

都不太习惯的，而台湾地区专门将承装饮品杯的袋子

替换成了环状手提袋，将杯子放置在中间的圆圈布料

中，用一根带提着，形成了半截势的手提布袋，方便

存放，也更加环保[7]。这个产品设计，在台湾几乎人人

都用，这就是绿色产品设计对人们生活的一大改观。 

3.2  台湾地区对文化产品绿色设计的教育 

台湾的很多高校都在进行文化教育以及文创产

品教育的推广，很多老师对于课堂的教育以及课外的

练习都是非常紧密的。例如有一门课程叫做“绿色文

化创意产业概论”，其课程内容看起来是对文化产业

的剖析，其实课程的内容是对文化表达的另一种解

析。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改革和更替的，

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将文化变成一种产业，从而

带动经济，使文化产品更好的发展。在 2018 年的“世

界海洋日”这一天，很多高校和中小学与当地渔民在

海边组织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通过文化展演来讲述

海洋文化、部落文化、妈祖文化等，通过鱼苗放流、

净滩活动等实际行动呼吁人们保护环境。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宣传文化，也得到了很高的反响。 

3.3  台湾地区绿色设计的推广 

台湾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文化博览会，主要场地在

华山和松山两个文创园区。文化博览会的主要作用是

给广大设计师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去展示自己，每个

展位对于设计师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展示平台。

在 2018 年的新一届文化博览会上，很多设计师的主

题是绿色、天然、环保等关键词[8]，每个产品的设计，

几乎都是绿色原生态的产物，例如更换更加环保的材

质，桌面摆件用木质品代替塑料等，使产品更具有收

藏价值。 

3.4  北京等地区的文化产品绿色设计应用 

在北京地区，很多地方都在向着文化产业的氛围

发展。例如北京“798 艺术区”的诞生，就给很多文创

爱好者提供了平台。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以此为发展

温床，迄今也已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商铺售卖作品的同时兼具小型展览馆功能，表达着作

者对文化的创想和对空间改变的构想。文化产品的绿

色设计创意，迎合当前“追求自然、返璞归真”的本我

生活理念需求，在文化园区中，从布置到装饰给人一

种轻松的氛围。有大型的雕塑，整墙的涂鸦，还有很

多例如灯光展示馆的视觉冲击；偶尔还会有一些音乐

活动在此举办，让人们感受视觉和听觉的双响曲。 

除了艺术园区之外，北京还推出了很多记录篇和

新媒体，让大家探寻和了解北京的文化发展[9]。例如

一开始推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让人们更好地感

受文化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加上 近科教频道推出

的《如果国宝会说话》，更是让我们的文化变得家喻

户晓。在文化宣传下，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也

随之展现。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带动下，有很多人在推

崇文化带来的效益，例如北京地区的“老北京”称号，

将文化与商业更好地融合，协同发展。 

3.5  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创新 

在类比不同地区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中，更多的

文化产品转型是因地制宜的。生活中不断地提倡绿

色、环保、可持续等核心词汇，因此绿色设计在文化

产品的改良当中也起到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立足

于民众需求即对所在地区的文化产品做更好的设计，

只有贴合民意才能使产品的绿色设计取得更好的发

展。在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大家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喜好，而设计师要做的就是顺

应时代潮流并且投其所好，做出更加符合人们需求的

设计。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对文化产品向文化

商品的转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需

求，所以才能让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 

4  结语 

通过对民众需求的文化产品的绿色设计进行研

究，类比不同地区对文化的建设方法和主要途径，发

现真正的绿色产品设计对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影响。

如今，我国即将走入全面小康社会，因此人们在对精

神需求方面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对于文化的认同

感将逐渐增强。区域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大家

有目共睹的，因此人民和政府两方面都是大力支持的
[10]。作为设计师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从实践创新的首要目标出发，做更好的绿色设计，使

产品更加完美。每个地区的文化都是不同的，设计师

就要抓住它们的亮点，进行充分融合，更好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从而发展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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