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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出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研究模式。方法 在国内外创意设计融合智

能技术的相关理论梳理基础上，从新经济时代下智能创意设计（ICD）理论模型、智能创意设计（ICD）

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关系模式及提升路径、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多维评价等方面，

提出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内涵。结论 结合知了体验管理云案例从智能创意设计

融合模型、智能创意设计提升新经济新动能路径等，提出了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

范式与价值，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思考，对于助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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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mod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integrated creative design improving 

new momentum for new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integrated 

creative design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integrated creative de-

sign to improve the new momentum of the new econom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ICD)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the relationship mode and promotion path between ICD and the new momentum of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ICD promoting the new momentum for new economy. Com-

bined with the case of Zhiliao experience management cloud, from the integration model of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and 

the path of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to improve the new momentum of the new economy, this paper gives the paradigm 

and valu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integrated creative design to improve the new momentum for new economy, as well as 

future research and thinking,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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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类社会正由信息时代逐渐步入“人工智能

2.0”时代。世界也从二元空间（物理—人类空间）

演变为三元空间（信息—物理—人类空间），再过渡

到四元空间（信息—物理—机器—人类空间），并逐

渐进入五元空间（信息—生物—物理—机器—人类空

间）[1]。在五元空间和数字经济时代，创意设计如何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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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场景体验的创新推进实现模式、产业与业态的更

新，以推进社会、环境和产业的共创可持续发展，构

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摆在设计研究人员面

前的重要问题。2016 年，阿里巴巴首个人工智能设

计的产品—“鲁班”投入使用，双十一完成 1.7 亿张

广告条设计，不到两年的时间“鲁班”（2018 年更名

为“鹿班”）已经制作了 10 亿张图，超越了一万名设

计师 24 小时不眠不休持续设计 300 年的能力，并向

行业输出人工智能设计与服务，使得原来互联网视觉

创意设计的千人一面模式直接跨越到了千人千面的

个性化定制时代，创造了新的模式和业态。由此可见，

创意设计与智能新技术的融合，不仅为新时代带来新

的模式、产业和业态，也为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注入新

的动能。虽然，创意设计如何融合智能技术以及如何

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已经出现了个别典型的案

例，但是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亟待学术研

究者从理论层面发现、提炼与整理智能时代创意设计

的新兴范式，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学术理论体系，为

全球创新设计理论发展贡献智慧，这既是迫切的政策

与实践命题，也是当下亟待回答的学术命题。 

1  国内外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相关研究

梳理 

1.1  创意设计进化发展 

从概念上来说，创意设计是“创意”与“设计”

的复合词，是将创造性的思维与理念通过设计的方式

进行意匠与表达，其领域涉及工业设计、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服装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动漫设计等内容[2]。一直以来，创

意设计不仅创造了品类多样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

新的服务方式，同时也创新和提升了产品的应用功能、

质量效益、品牌信誉，创造了市场价值与经济价值。 

继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设计 1.0”

“设计 2.0”“设计 3.0”[3]之后，设计迈入了数据智

能“设计 4.0”时代。从 1.0 到 4.0，设计的进化一直

紧跟着生产力的进化，智能技术作为当今崛起的新型

生产力，让智能化从产品生产制造阶段逐渐向产业链

上游延伸到了设计和创意阶段[4]。在新的智能时代，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通过在线实时融合全球创新

资源，造就了设计制造、经营服务、消费应用的新生

态；信息互联网络[5]、人工智能[6]、深度学习[7]、超

级材料和生物材料[8]、3D 打印[9]、智能制造[10-11]等核

心技术的突破，为设计创新提供了新手段。当下，网

络交互设计、群智协同设计、3D+X·VR/AR 设计等成

为新方式；设计智能工具软件与体系、数据/算法驱

动设计[12]、智慧控制/嵌入软件、区块链技术保护知

识产权[13]等成为新热点；设计创新云平台、产业云生

态、经营服务新业态成新前沿。设计学科在科技、经

社、人文艺术等人才、知识、信息的跨界融合中不断

创新发展[14]。 

1.2  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 

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促

使多国政府积极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布局。英国为推动

创意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形成全新的“Createch”产业

模式[15]；德国形成了创意产业集群，并展现出数字化

转型的新兴趋势[16]；韩国从欧美吸取经验，结合本国

情况建设基于数字化和文化创意的智慧城市再生[17]；

美国、日本两国不论是在内容环节还是技术环节上都

在不断实践科学技术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可以说技术

与文化创意经济成了欧美国家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18]。我国对数字创意产业的顶层规划首见于

2016 年《“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数字文化创意

技术装备创新提升工程”“数字内容创新发展工程” 

“创新设计发展工程”3 大工程；在 2017 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中，

进一步明确了数字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

相关产业融合应用服务这三大数字创意产业重点方

向；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推动数字产业化，

需要依靠信息技术的创新，要以新的模式、产业和业

态作为动能推动新发展。可以说数字创意产业自 2016

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一系列政策不仅

明确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国家战略地位，也提出了发展

目标，规划了重点发展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一种新业态，如何实现数字创意产业的跨界融合已成

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

程中，“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是未

来产业升级的途径。 

在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的理论研究上，潘云

鹤院士在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2035）”中提出了智能创意设计（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ICD）的概念，这需要以数字技术

和创新设计为基础，以文化创意、内容生产、版权利

用为发展核心，让数字创意产业通过融合渗透来带动

周边产业领域发展。何卫华（2019 年）[19]提出数字

创意产业在要素驱动、企业扩张、产业升级和政策带

动、消费升级、新经济发展等内外动因的共同作用下，

通过“渗透延伸—多元叠加—创新扩散—产业联动”

四重机制，逐步实现了跨界融合，从而促进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 

对于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方法研究，目前

主要集中在智能技术辅助设计工具研究和智能设计

系统研究上。智能技术辅助设计工具在经历了二维、

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迭代后，出现了参数化设

计[20]、AR[21]、VR[22]等基于虚拟技术的设计辅助手段，

日渐成熟的 3D 打印技术[23]、新兴的 4D 打印技术[24]

等更是帮助设计连接虚拟与现实。例如麻省理工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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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通过融合科技、媒体、艺术和设计，开创性地

设计了众多前沿科技发明和概念性产品[25-26]。同时智

能设计系统在专家系统、原型类比、神经网络研究的

基础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27]，运用大数据、

深度学习、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设计创新，

例如阿里巴巴的“鹿班”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

训练，快速、批量、自动化地输出设计。 

1.3  新经济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表现形式，

以新技术、新市场主体为支撑力量的经济现象[28]。其

中新技术、新主体是始动性新动能：新技术是融合创

意设计衍生新经济下新模式、产业和业态的基础，新

的市场主体与组织的崛起则是新经济的活力源泉。新

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则是续动性新动能：新产业是

新经济发展的引擎，新业态是新经济发展的亮点，新

模式是新经济发展的重点。正如阿里鹿班系统由新技

术融入创意设计，结合小企业主成为创意新主体，在

不断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智能广告版设计的新业态、新

产业、新模式，此时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会

进一步催生新技术的产生、新主体的变革，为新经济

注入新动力，也将成为创意设计的新舞台。 

在新时代，国家强调抓住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双向融合赋予的机遇，着力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9]，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30]、未来产业[31]，发展形

成新动能。设计作为人类一切有目的活动的实施规划

结果和路径，认真对待设计的基本规律，重视设计与

科技的融合创新，有助于知识和技术高效率地创新，

从而推动新动能产生、新产业形成乃至新经济发展。

在这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创意设计则是科技与产

业创新的起点和关键。 

2  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

能内涵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多领

域、跨学科、群体性突破新态势。如何使智能技术与

创意设计相融合形成智能创意设计（ICD），并探讨

智能创意设计与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和互动关

系，构建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的新经济新动能提升路

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新经济新动能的提升为

目标，以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为对象，从理论和实

践双重互动融合通道上探索新的发展内涵，包括 3 个

方面的内容：新经济时代下智能创意设计的理论模型

构建、智能创意设计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关系模式及提

升路径，以及智能创意设计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多维

评价。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内涵

关系见图 1。 

 
 

图 1  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内涵关系 
Fig.1  Intelligent technology-integrated creative design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of new economy and new kinet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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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经济时代下智能创意设计（ICD）理论模型 

2.1.1  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理论与方法 

应用文献研究法，查阅图书、国内外期刊及学位

论文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提供学术研究基础；应用比

较研究法，对全球相关政策、法规、规划、报告等进

行详细剖析，勾勒国际性战略视野；运用先进的科技

手段，助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服务

模式创新，使创意设计为智能技术的推广赋予人文之

美[32]；应用产品思维与设计思维，针对大众消费者的

生活（toC）以及中小企业（toB）的发展瓶颈问题，

挖掘具体场景与痛点，建立需求模型与设计模型；提

炼和打造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融合理论与方法，为

新经济新动能的提升发展奠定理论与方法基础。 

从知识层、行为层、价值层 3 个层面层层递进对

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构建。在

知识层，主要进行创意设计发展和智能技术应用的国

内外经验研究。通过剖析国内外创意设计发展、智能

技术应用以及新时代创意设计智能化进化、产业活化

发展和提升经济的经典案例，梳理创意设计进化脉

络，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研究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创

意设计的方式和路径，进而形成关于创意设计、智能

技术、创意设计智能进化的知识体系。在行为层，主

要进行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方式研究。研究智

能创意设计（ICD）的案例和模式，分析其优势和不

足之处，基于深度学习、大数据挖掘、群体智能、区

块链等智能技术，全面定义智能创意设计全周期全流

程架构，包括智能创意设计需求获取、智能创意设计

开发工具、智能创意设计数字化平台以及智能创意设

计评价系统。通过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方式研

究，助力创意设计智能化发展，为提升新经济新动能

奠定基础和架设桥梁。 

2.1.2  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机理 

应用政策分析研究法，剖析我国经济、设计和技

术政策，并提出适宜的理论方法与模型。应用经验总

结研究法，分析国际国内创意设计和智能制造，融合

先进经验并总结归纳。在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方

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方法理论研究作为融合机理

的核心，既发扬创意设计的人文关怀精神，又兼顾智

能技术在创意设计中的能动作用，突出智能时代设计

思维的变化。现代设计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发展，技术从一开始就作为设计要素扮演着重要角

色。技术从机械到信息到智能的翻天覆地的进步，促

使设计思维也发生变化，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关系

愈发紧密融合，群智设计思维的出现使得创意设计与

智能技术的融合机理日渐清晰。 

基于大数据获取创意设计智能化需求，建立创意

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的内容与技术形式、智创灵感的

闪现和知识智能生成与进化方式。在智能技术融入

前，创意设计在需求挖掘时通常采用问卷、访谈等方

式进行需求调研和获取，不论是问卷还是访谈都会有

较多的主观影响，在信息时代初期，或因为数据不够

或因为数据冗余导致利用不畅。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精

进，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

查询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都对创意设计的需求获取

起到关键性作用[33]，所获取的需求也在原有主观性数

据的基础上，增加了客观数据的支持，弥补传统需求

调研的小范围、主观性强的劣势，同时物联网技术、

群智感知技术等也增加了数据获取的途径，使得大数

据获取的需求数据更接近“真实”，为人工智能技术

打造大数据基础，成为基于“需求—设计—评价”的

创意设计过程的抓手。协同政府、产业、科研院校等

不同组织，分析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软件、工具和平

台等创意设计智能化开发工具，研究智创数据感知与

表达方式、多源异构智创设计知识融合。打造面对具

体问题进行个性化的智能创意设计工具，是对原有的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升级”，不再是用一两个软

件解决所有问题的大众化工具，而是针对国家、社会、

行业的具体问题开发特色化的智能创意设计工具，如

专门设计 Banner 等电商平面设计工具“鹿班”、为家

装设计专门开发的“酷家乐”[34]、为建筑方案提供快

速修图出图服务的“筑绘通”等智能创意设计工具，

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里充分发挥其快速、高效的优势。

建立创意设计智能化评价系统，达成知识生态演化以

及创新设计评价、优化与迭代，构造具有中国风格特

色的智能创意设计协同新范式。设计评价是设计过程

闭环的重要环节，既是对已有设计的评估也为下一次

设计或设计修改提升提供设计依据。使用智能创意设

计工具会得到海量的设计方案，如何在其中进行评

估，筛选更优秀、更适合的方案，同样需要智能评价

系统来进行评估和筛选，通过深度学习、大数据、专

家评估等多种方式提升评估的有效性，同时评价结果

将进入“评价—优化—迭代”的循环提升。 

2.2  智能创意设计（ICD）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关系模

式及提升路径 

2.2.1  智能创意设计（ICD）与新经济新动能关系

模式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分析对比国际态势，

探求基于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

目标和愿景。应用比较分析法及政策分析研究法对全

球相关政策、法规、规划、报告等进行详细剖析，拓

宽国际视野，剖析我国经济、设计和技术政策，提出

建议。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合的研究跨学科开展，

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为设计学科的发展提供参

考，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的智能技术提供新的发

展应用场景。应用多学科综合评价研究法，选取多个

不同学科角度来推进项目目标以及效果评估，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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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创意设计（ICD）与新经济新动能关系模式 
Fig.2  Relationship model with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ICD) and new economic and new kinetic energy 

 
建技术、产业、模式、业态、市场下的 ICD 与新经

济新动能关系模型。具体从智能创意设计提升新经济

新动能的内生路径和外协路径展开：内生路径指的是

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设计产业本身带来的内驱

力，通过应用新设计资源、强化数据思维、强化平台

思维等方式，从主体、技术、业态、模式等方面为设

计产业输入新动能；外协路径主要指建立设计+科技+

经济多重学科交叉驱动的创新网络，为文化产业、制

造产业、信息产业等多领域激发新动能。智能创意设

计（ICD）与新经济新动能关系模式见图 2。 

2.2.2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内生

路径 

智能创意设计（ICD）从主体动能、技术动能、

模式动能、业态动能 4 个方面构建激发新经济新动能

的内生路径，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

能内生路径见图 3，促使创意设计在新的数智时代产

生新的更替与发展。从主体动能方面，智能创意设计

激发创意主体的新动能，创意设计主体在原有的用户

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用户研究技术与方法，可

以更精准、更快捷地发掘用户需求、获取用户反馈，

特别是在数据思维指导下，大数据需求分析[35]、用户

画像生成[36]、情感计算[37]等都推动了以数据驱动的

用户体验设计的发展。从技术动能方面，智能技术为

创意设计提供了直接的技术动能，从计算机辅助设计

的工具角色升级为参与者、合作者的角色，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促进下，设计知识库[38]、生成

式设计[39]、自动风格迁移[40]、智能设计[41]等技术性

设计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迭代，设计成果和效果也不

断提升，为创意设计产业注入了强大的技术动能。从

业态动能方面，强化平台思维，利用大数据、区块链

等智能技术加速了智能创意设计的组织变革，从原来

单一设计主体输出，拓展为网络式、分布式的平台构

建，包括分布式协同创新[42]、云设计平台[43]、专家

系统等，使得更多专业性设计平台构建服务企业。从

模式动能方面，改变“甲方提需求—乙方分析需求并

调研—乙方设计师提案—甲方提修改意见—双方讨

论后修改—甲方确认方案”的传统式“单线程双向”

设计模式。用户在此单线程中仅作为调研对象出现，

并未参与到设计之中，由智能创意设计（ICD）带来

的智能技术与创意设计的融合，出现了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 用 户 生 成 内 容 ） [44]/C2M

（Customer-to-Manufacturer）[45-46]等新型设计模式，

用户不再仅作为调研对象，而是替代或者重塑了传统

设计服务模式中的一环甚至是全部。早在互联网时代

UCG 就已经出现，但并未带动设计模式发生质的飞

跃意义上的新动能，随着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乃

至区块链技术的成熟，UGC/C2M 模式积极推动设计

模式改革，激发新动能，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影响线下

经济的背景下，传统企业也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智能技

术积极转型。与此同时，设计模式也从“单线程双向”

的简单模式扩展成设计生态链乃至设计产业网[47]，将

设计产业的相关方面拓展至需求方、生产方、供给方、

利益相关方、营销方、监管方，形成设计开发基础上

的生产加工、IP 塑造、销售推广等一系列价值活动，

群智共创成为创新的新模式，设计模式的重塑为设计

产业发展激发新动能。 

2.2.3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外协

路径 

从生活方式、产品与服务、生产方式创新、品牌

与传播到文化软实力建构设计价值链，将人工智能作

为设计资源，通过数据思维、平台思维促进文化科技

融合。面对复杂的设计问题，通过综合应用多种学科

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借助设计+科技+经济

多重学科交叉驱动网络创新。推动设计领域融合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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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内生路径 
Fig.3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ICD) to promote the endogenous path of  

new economic and new kinetic energy 
 

技术的应用整合，协同政府、产业、科研院校等不同

组织，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基点出发，

促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的融合集成与创新应用，整合自主知识产

权的设计软件、工具和平台等，使其具有适应不同领

域需求的灵活应变能力；梳理智能创意设计（ICD）

协同机理系统，促进智能创意设计提升新经济新动能

的作用与效用。 

在文化创意领域，通过智能创意设计赋能文创产

业发展。在数字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一种

跨行业渗透融合、开放包容协作、全产业链协同、线

上线下互动、相互赋能互相成就、多元共生共享的生

态化发展态势[48]。通过整理多元文化资源，促进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建构

新文创产业生态。通过新文创产业领域的内生机制与

外延机理，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路

径。在原有的文化产业主体基础上，吸引更多创新主

体，构建更丰富的文化产业主体网络。智能创意设计

作为全新的创意设计理论与方法，为构建文化产业的

新场景、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体验提供支持，为文创

产业新动能提供力量。例如，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线

上博物馆，将馆藏文物搬到网上，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可以足不出户游览博物馆，其中 V 故宫高清全貌 VR

漫游让人如身临其境体验尽享只属于一人的故宫。仅

靠线上场景仍然不能满足用户对于体验的需求，因此

在“敦煌诗巾”项目中，依托“数字敦煌”的大环境，

使用户成为新的创新主体，由用户对诗巾图案进行基

于敦煌元素的再设计，并进行小批量、个性化、定制

化制作，以新产品带动旅游文创产品的新服务和新体

验， 终形成了“现场旅游—线上互动—线下收货”

的文旅融合新场景。以新场景、产品、服务和体验为

基础，激发新模式、产业和业态则体现在智能创意设

计的成果上，以体验和服务创新构建新模式，以服务

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业态，以产品和场景创新形成新产

业，通过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共建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动能，推进文化产业的新经济发展。从系统论、

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基于文化资本、产业政策和知识

产权等方面实现文创产业全域协同，通过产业实践，

研究智能创意设计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和效果，构

建创意智能经济形态的文化新经济，提升产业新动能。 

在智能制造领域，结合智能创意设计构建制造产

业全链集成创新机制。通过梳理整合工业文化内涵与

要素，面向制造产业，深度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智能创意技术，实现制造领域的创意、知

识、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和配置

效率的提高。当下智能化和工业化的双向深度融合，

推进了智能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智能化的循

环可持续发展，并促使数字、信息化、智能化在生产

制造过程中与创意设计在技术、产品、业务 3 个方面

进行融合。技术融合是指以产品设计过程为载体，在

过程中实现智能技术与创意设计的融合，并生成新的

设计流程与生产方法。例如，三维家（Sunvega）设

计软件及服务平台从设计环节切入家居生产行业，从

设计到工厂拆单、数控机床，构建 3D 云设计、3D

云制造、数控系统在内的家居工业软件矩阵布局，实

现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在家居行业内的深度融合。产

品融合是指以产品本身为载体，利用创意设计将智能

技术应用到产品中，从而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智能

程度与市场竞争力。例如，智能语音音箱在加入智能

语音识别、蓝牙等网络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提升音箱

本身的技术含量外，还使得智能语音音箱作为智能家

居的“控制中心节点”，使单个分离的智能家居产品

成为一个综合性服务系统，提升家居生活品质。业务

融合是指以产品产业链的业务环节为载体，利用创意

设计将智能技术引用到从生产到销售的制造、仓储、

营销等环节，提升产业链管理质量与效率。例如，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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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业互联网平台（Geega）的 GSWE 智能工厂是集

工业视觉、5G、AI、区块链、标识解析等于一身的

“智能工厂”，依托吉利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混合

云部署方式，通过一个个被称为“岛”的作业单元，

满足柔性定制模式下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制造的需

要。在智能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探索智能

创意设计制造机理系统，从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

和网络化 4 个方面形成包含纵向产业链与横向经济

链的有效协同转化实证模式。通过产业实践，研究智

能创意设计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和效果，构建创意

智能经济形态的制造新经济，提升产业新动能。 

聚焦数字信息领域，融合智能创意设计建立群智

共创的数字信息内容与技术形式。梳理整合信息文

化、知识网络、用户体验与服务场景，探索智能信息

设计机理系统，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有效协同转化实

证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从互联网大数据中快速获取创意想法流、

行为和过程，建构立体网络状的信息产业生态。结合

多学科、多角色的社会参与性，基于大数据链路协同

用户体验场景，打造新时代新经济生态下的数字信息

产品。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催生了众多新场景，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以健康码为外在的设计

形态。健康码正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图像

识别等智能技术融合设计的具体实践，简单的二维码

形式却能解决疫情背景下的诸多问题，让复工复产更

精准、科学、有序，让流调工作顺利、及时、全面，

而在健康码启发下的各种“码”，如杭州交警推出的

“交通安全码”、从杭州诞生走向世界的“文旅绿码”

等，都在各行各业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成为新场景

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疫情还催生了云上

办公、云上会议等新场景，即便疫情褪去，线上办公、

会议、协同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形态被保留下来，

各种 APP 和平台在经过急忙上线到日渐完善后，将

对组织端与参与端用户进行双视角设计，通过细化功

能、精准设计打造云上 SOHO 办公新生态。通过产

业实践，研究智能创意设计在数字信息领域的应用和

效果，构建创意智能经济形态的信息新经济，提升产

业新动能。“元宇宙（Metaverse）”[49]为数字信息生

活 提 供 了 新 场 景 和 新 模 式 ， 其 融 合 了 信 息 技 术

（5G/6G）、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以

及 VR、AR、MR 等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与传统物理

世界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融合 DeFi、IPFS、NFT

等区块链技术，丰富了数字经济模式，诞生了新产

业。在“元宇宙”背景下，数字原生设计[50]利用数字

原生（Digital born）资源，即利用直接产生于计算机

等数字设备的数字信息资源，利用群智创新的方法开

展设计创新活动，构建纯数字信息的世界，数字原生

设计下的“元宇宙”蕴含巨大的潜能，通过实践新产

业提升新经济新动能。 

2.3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的多维

评价 

2.3.1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实证

案例 

梳理新文创产业领域的内生机制与外延机理，形

成从理论到实践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从系统论、

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基于文化资本、产业政策和知识

产权等方面实现文创产业全域协同，通过产业实践，

研究智能创意设计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应用和效果，构

建创意智能经济形态的文化新经济，提升产业新动

能。梳理智能创意设计制造机理系统，从数字化、智

能化、服务化和网络化 4 个方面形成包含纵向产业链

与横向经济链的有效协同转化实证模式；通过产业实

践，研究智能创意设计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和效

果，构建创意智能经济形态的制造新经济，提升产业

新动能。梳理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从互联网大数据中快速获取创意想法流、

行为和过程，建构立体网络状的信息产业生态；结合

多学科、多角色的社会参与性，基于大数据链路协同

用户体验场景，打造新时代新经济生态下的数字信息

产品。创意设计所涉及的行业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广

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体育、数字媒体、演艺娱乐、

手游动漫、消费服务、家装、建筑、景观、广告、手

工艺设计等，通过获取国内外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不

同行业的融合案例，建立案例分析库，分析提升新经

济新动能的实现路径，研究其特征、成因和影响因素，

拓展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使用大数据分析、自然语

言理解、数据挖掘与多学科评价法，总结智能创意设

计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典型实证案例。 

2.3.2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多维

评价 

从创新性、技术性、人文性与商业性等多个维度

构建 ICD 新经济新动能提升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

对创意经济对经济的贡献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构性

分析以及多学科评估分析，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政策

的制定提供基础支撑，对提升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并进

一步做路径修正，得出数字创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健康模型。利用系统仿真研究法，分析国内外典型

企业的发展现状、模式以及经典案例，提供国内外产

业实践参考。基于机理原型系统研究及国际态势研

究，对设计信息输入、设计平台架构、设计机制创新、

设计标准体系、数据共享、智能匹配、设计功能成效

等提升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做路径修正。通

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构典型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融

合案例的创造机理、创作过程和创作效果，利用系统

动力学思想对新经济新动能提升模型进行优化提升；

深化完善行业发展的设计价值评价标准，打造兼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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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力与行业引领力的示范案例，提出政策建议。

利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获取大数据，对案例的维

度、密度、中心性和结构进行洞察分析，提取新经济

新动能的关键因素，推进多维评价。 

3  案例研究 

3.1  智能创意设计（ICD）融合理论模型应用案例 

智能创意设计（ICD）融合理论模型主要以创意

设计过程为依托，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技术与创意设计融合，丰富创作形式与手段，推进创

意设计过程和产业应用。从智能创意设计需求获取、

智能创意设计开发工具以及智能创意设计评价系统 3

个方面形成创意设计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模式与机理。

结合大数据挖掘技术，智能获取用户需求；基于深度

学习获取设计美学范式的通用模式，在监督式机器学

习中实现创意设计产品的自动化生产或形成设计策

略；基于区块链技术，链接创意设计知识与产权保护、 
 

设计运营、设计评价系统等，构建智能创意设计健全

活化的生态体系。 

以浙江大学华南工业技术研究院用户体验创新

研究中心与广州知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知了

体验管理云”为例，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

融入创意设计提出智能创意设计的新类型——数据

驱动的用户体验管理。以“知了体验管理云”为例的

智能创意设计（ICD）融合理论模型案例分析见图 4。 

数据驱动的用户体验设计顺应数智时代体验经

济的发展，关注的焦点从对产品功能形态的设计转移

到对用户需求的满足，企业竞争也从单一追求经济效

益转变为融合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众多方面的

多元效益，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也从单纯的商品交换交

易升级到以产品为入口的服务和体验，从交换价值转

换到了服务体验价值。面临数字时代体验经济的新发

展，数据驱动的用户体验设计作为智能创意设计，在

设计需求获取阶段一方面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

链等智能技术全渠道、全设备、全触点收集客户使用 

 
 

图 4  以“知了体验管理云”为例的智能创意设计（ICD）融合理论模型案例分析 
Fig.4  Case analysis of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ICD) fusion theory model with  

“Zhiliao Experience Management Cloud”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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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以“知了体验管理云”为例的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路径案例分析 
Fig.5  Case analyse of intelligent Creative Design (ICD) to improve the path of new economy and  

new kinetic energy with “Zhiliao Experience Management Cloud” as an example 
 

产品的真实行为并进行智能分析，发现问题和挖掘需

求，另一方面利用智能技术进行精准场景、精准客户、

精准反馈、实时预警，通过主客观反馈，洞察需求根

因。如某商超案例 VOM 体验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中，

对每个门店进行用户触点对应组织机构管理指标的

构建，分析用户行为。在设计策略阶段，利用大数据

技术对用户行为进行反馈分析，对客户画像进行智能

动态刷新，洞察客户，对正确的人进行精准营销，同

时呈现产品数据、情感及后台情况，对客户旅程进行

数据反馈，提出设计策略。在执行方案及评估阶段，

利用 API 接口对接企业的 CRM、OA 等系统，打通

云数据，打破信息孤岛，建立数据链路，此外还能建

立业绩、体验双增长的体验指标体系，预警、评估体

验管理闭环。 

3.2  智能创意设计（ICD）提升新经济新动能路径

案例 

从设计、科技、经济三维视角出发，智能创意设

计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关系模式可以从研发新技术、培

育新产业、开发新模式、形成新业态、创造新市场 5

个方面建构智能创意设计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关系模

型。以“知了体验管理云”为例的智能创意设计（ICD）

提升新经济新动能路径案例分析见图 5，作为智能创

意设计的细分种类，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新市场 5 个维度为推动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能。知了体验管理云综合应用多种学科理论、方法和

技术进行创新，研发了基于大数据的动态用户画像、

AI 计算挖掘用户需求及预测用户行为、数字分身等

新技术，协同政府、产业、科研院校等不同组织，在

传统的用户体验设计产业基础上培育了数据驱动的

用户体验设计这一新产业，开发了以 NPS、北极星指

标等为导向构建的用户模型进行用户体验研究的新

模式，形成用户体验管理平台，为中小微企业、连锁

大型企业、银行、国企、学校等各类企事业单位提供

设计策略、用户体验管理服务的新业态，形成数据驱

动的用户体验设计新市场，不断拓展其应用领域，为

其他行业提升产业品质，并构建新场景，营造新体验。 

4  未来发展思考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已经成为各行

各业在新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创意设计融合智能技术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

之一。如何加强智能技术与创意设计的深度融合，在

不断发展创意设计产业本身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

不同的产业，创造新经济新动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研究。 

1）创设新场景，丰富生产、生活、生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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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义。数智时代的创意设计成长为不仅仅以一个单

一产品为目标的创造性行为，而是将信息—生物—物

理—机器—人类空间的五元世界中“人—物—场”构

成的场景作为设计的对象。挖掘用户新需求，不断创

设新场景，是智能创意设计的根本驱动力。新场景是

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的发端，不但能够丰富产品

的类型和功能，形成产品的跃迁，通过新模式、新产

业、新业态的构建不断创设新场景，以涟漪状唤醒更

多的场景，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制造生产、人民生活、

产业生态的组织和表现形式，提供更多有意义的场

景，进一步激活产业活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2）创意新方法，提供多模态、全方位、高效率

的深度融合方式。智能技术自诞生起就为创意设计提

供了众多的方法和工具，从 CAD、Photoshop、Pro-E

等辅助创意设计软件工具到时下各种融合创意设计

的软件、平台、系统等，方法和工具不断地快速地推

陈出新，被使用者们持续创新和应用。可以预见，未

来智能创意设计随着智能技术和创意设计的发展而

加深融合，将在不同的产业领域里与具体问题结合，

产生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智能创意设计工具，

提供多模态、全方位、高效率的深度融合方式，并拓

展其方式方法的应用场景。这些方法和工具甚至可以

轻松地被普通用户所掌握，为扩大创新主体、用户参

与创新的群智创新模式提供技术可行性。 

3）创造新机会，进化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

智能创意设计不仅在实体物理空间中进行自我更新

发展和外部支撑供能，还将拓展至虚拟空间。新时代

的用户是数智原住民，在虚拟文化空间、元宇宙中继

续拓展边界，在数字孪生、数字分身上陆续形成新角

色，在五元世界中持续创造新机会，新产品、新服务、

新体验涌现后在智能创意设计支撑下进化成为更高

阶的产品、服务、体验，形成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

今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物理世界和一个平行的数字

世界，数字原生资源构建的元宇宙将深刻影响人们的

生活。智能创意设计不仅服务于真实的物理世界，也

将服务于虚拟的数字世界，数字世界中可创造的空间

和可能性将以指数级增长，数字世界中的用户需求也

将快速迭代更替，这就要求智能创意设计必须不断为

其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体验，来满足不断增长的

用户需要和数字世界的需要。 

4）创建新格局，打造成长性、共享性、坚韧性

的网状结构。在五元空间和数字经济时代，智能创意

设计在各产业领域内激发新经济新动能，创建智能时

代新经济发展新格局，打造成长性、共享性、坚韧性

的网状发展结构。网状结构从范围来看是突破边界达

成设计产业及其他产业的成长和发展，不断延伸产品

和服务的触角，扩大生活的边线，深化生活的意义；

从目的来看是实现全产业、全社会、全人类的共享，

智能创意设计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为人类福祉

的共享而服务；从特征性来看是对干扰、困境等不确

定性、非线性冲击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在类似疫情的

突发情况下，能够互相协同、快速稳定下来，以技术

创新、设计创新实现生产生活的弹性发展，达成五元

世界的动态平衡。 

5  结语 

在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意设计正

在自适应地进化和更迭，成了推动产品产业融合、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和巨大能量。2020 年，新型

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创意设计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

技术在面对全球公共卫生与健康危机方面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以供给侧为主线，全面突破智力创造、技

术创新、产品孵化等体制障碍，充分发挥智能创意设

计开发模式在资源配置中的助力作用，为新经济发展

培育新动能。基于创意设计智能化融合，助推创新驱

动发展，形成新模式、新产业和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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