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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 NFT 驱动的视觉传达设计价值的重塑，明晰视觉传达设计所扩展出的商业、传播与艺

术价值。方法 从区块链技术所支撑的 NFT 概念和现象入手，分析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确权”与“稀

缺性”，明确设计作品直接成为收藏艺术品的路径，重点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数字艺术在新的发展空间内

所具有的商业特征、传播路径和艺术创作属性，分析由此衍生出的视觉传达设计新价值内涵，同时对

NFT 数字艺术藏品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结论 NFT 借助区块链加密技术直接打造相关视觉传达设

计作品的商业、传播与艺术价值，传统艺术藏品和数字艺术藏品、传统的设计师和 NFT 数字艺术家等

多组关系都在深刻变化，同时国情与市场监管也会保证数字艺术藏品向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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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Reshaped by NFT 

LIU L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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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shaping of the value of NFT drive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clar-

ify the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 and artistic value expressed b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tarting with the NFT 

concept and phenomenon supported by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right confirmation" and "scarcity" of visual commu-

nication design works were analyzed. The path in which design works directly became art collections was defined. The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s, communication path and artistic creation attributes of digital ar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pace 

wer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new value connot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derived therefrom was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NFT digital art collection was prospected. With the help of 

blockchain encryption technology, the commercial, communication and artistic value of relevant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orks are directly created for NF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art collections and digital art collections, 

traditional designers and NFT digital artist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arket supervision will also ensur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t collections in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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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特币诞生十余年之后，NFT（Non-fungible 

tokens，非同质化代币）作为新兴的加密货币在 2021

年助推“元宇宙”成为区块链技术时代的新焦点。

NFT 虽然名为加密货币，但呈现给大众的是多种多样

的数字化内容，特别是实现了数字艺术作品在元宇宙

世界的确权，为数字艺术传播保驾护航。一张 JPG 图

片有机会在一夜之间就价值连城，这颠覆了包括艺术

创作者、收藏家在内的固有观念，人们不得不重新审

视数字艺术的“游戏规则”。 

作为 NFT 数字艺术生成的基本手段，包括图形、

插画、3D 动画以及数据可视化在内的各种视觉传达

设计手段有了新的施展空间，设计价值有了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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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数字图像的价值因区块链的保驾护航而被重塑，

设计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边界逐渐模糊，设计和商业变

现之间绕过以往的商业设计客户而直接打通，引发了

视觉传达设计创作的出圈现象。 

1 “确权”与“稀缺性”打造视觉传达设计

新价值 

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

效益关系，体现客观手段与主观动机的统一，具备关

系质、实践基础和主体性等普遍原则。设计价值遵循

价值的普遍原则，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有

着自己特殊的界定和范畴，重在构建“人”与“物”

的价值关系。其中，人的“主体性”（包括“主体间

性”）是价值确立的根本，保证了设计价值的共识[1]。

作为设计的一个分支，视觉传达设计强调通过视觉符

号与沟通机制来生成作品并完成传播，也同样遵循上

述设计价值。 

在区块链技术进入大众视野之前，视觉传达设计

价值主要体现在使用层面，无论是现实中的物品还是

数字设计作品，都以“有用”为前提，这与艺术创作

始终保持着区分。特别是数字形态的设计作品，由于

可复制性，同时大部分作品很难追溯创作源头，因此，

很难将设计作品与直接的商品买卖和收藏价值联系

起来，直至区块链的出现才为数字艺术品的收藏与流

通带来了可能性。 

区块链诞生于 2009 年，是由比特币电子现金系

统衍生出的一种信息技术。可以将区块链看作是一个

共享数据库，存储在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可追溯、

公开透明、不可伪造等特征。其中，区块链实现了数

字作品的确权，打造出数字作品的稀缺性，为其进入

艺术收藏市场奠定了基础。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

字艺术收藏品就是 NFT，而视觉传达设计思维和手段

将直接决定 NFT 加密艺术的形态与内涵。如果将 NFT

加密艺术作品比作“血肉”，那么其所依附的区块链

技术就是“基因”[2]，通过这个比喻，二者的关系一

目了然。 

NFT 和比特币都是在公共区块链平台上根据特

定标准与协议所发行的代币。其中，比特币是同质化

代币，人们拥有的比特币可以互相交换，这与现实中

的货币类似。与比特币不同的是，NFT 是非同质化代

币，也就是不同的 NFT 是不能直接交换的。由于构

建 NFT 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因此 NFT 具有数

据化结构、分布式存储、加密算法和共识机制等特征
[3]。另一方面，NFT 的非同质化特性表明了每种 NFT

的独特性和稀缺性，其价值由购买人来决定，需要将

同质化代币作为交换中介。可以说，NFT 有着区块链

技术的“底色”和“非同质化”特色，从功能属性上

看，在基础设施支撑、项目创作和交易流动等方面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4]。 

作为元宇宙世界的重要基建，人们熟悉的游戏、

艺术品、收藏品、虚拟资产、身份特征、数字音乐、

数字证书等都可以铸成 NFT，可谓“万物皆可 NFT”。

其中，数字艺术作品在得到 NFT“加持”之后，平时

可随意复制的数字文件变成了稀缺的艺术品，可溯源

且不可分割，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字艺术传播的形式和

规则。 

视觉传达设计手段是构建数字艺术作品的重要

途径，其显著特征就是可复制性。自计算机技术问世

以来，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往往伴生在各类商业创作

和传播行为中。在实物版画作品都在忙着毁版限量的

时代，更易复制的数字设计作品的价值更加无从谈

起。NFT 出现之前，对社会大众而言，可以欣赏一幅

数字设计作品的视觉美感，但很难为之直接付费收藏。 

“确权”和“稀缺性”一改视觉传达设计价值必

须通过商业过程才能实现的常规路径，只要保证创作

源头的版权，那么数字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衍生

出的收藏价值就可以实现。如此，在虚拟的元宇宙场

景中“张贴”一件数字设计作品与现实中挂一幅实物

作品也没什么实质的区别。于是，市场力量正在向艺

术创作端转移，SuperRare、Rarible、Opensea 等加密

艺术平台的推波助澜，催生了很多热门的数字艺术交

易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2021 年末加密艺术家

pak 以近 9 200 万美元在 NFT 交易平台 Nifty Gateway

上售出数字艺术作品《Merge》。除此之外，《Metarift》

《Nyan Cat》以及《加密朋克》等都是明星级别的

NFT 数字艺术品，见图 1。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2

年初，拥有 CryptoPunks、Axie Infinity 等明星产品的

以太坊 NFT 平台交易额已经超过 160 亿美元。 

从所依附的区块链来看，国外热门 NFT 交易市

场依靠的大多是完全去中心化、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公

链，如以太坊（Ethereum）等，而国内 NFT 平台则

细分为几种，包括部分去中心化的联盟链（可理解为

只针对特定群体的区块链）和声明采用侧链技术开发

一些公链平台。对于国内像腾讯幻核、阿里巴巴鲸探

这样的联盟链交易平台来说，因为有流量保证，所产

生的数字艺术传播力以及体现出的购买力是惊人的，

很多藏品都是上架秒光。同时，国内的 NFT 藏品交

易主要使用人民币结算，消除了创作者（特别是传统

艺术家）和收藏家的政策和技术壁垒，可以吸引大量

艺术家在平台入驻。在 NFT 中国的平台交易额周榜

上可以看到，能够入榜的周交易额都在几十万元，国

内的 NFT 艺术品市场热度也可见一斑。在这个联盟

链和公链并存的局面中，去中心化的公链平台固然是

NFT 市场的基本面，但联盟链所推出的部分去中心化

产品也有着很强的娱乐和传播价值。 

考查时下 NFT 市场上的视觉传达设计类艺术品，

其风格包括数字 IP 形象（分为 3D、矢量手绘、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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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艺术平台 cryptoart.io 收录的几种售价超过 300

以太坊（约合 97 万美元）的 NFT 数字艺术藏品 
Fig.1 Several NFT digital art collections with transaction 
prices of more than 300 Ethereum (about US $ 970,000)  

included in digital art platform cryptoart.io 
 

画等）、博物馆藏品图像、矢量图形设计以及软件生

成的各类图形等，强调各类作品中主体形象和场景的

叙事性，围绕叙事性来增加系列作品的黏度。如果将

NFT 设计作品看作是一种图像形式，则在互联网这个

数字化的语境中，它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阐释，隐含着

某种观念，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性[5]。这些包含在作品

中的象征性就是引发藏家购买 NFT 数字艺术品的一

个重要因素，其象征意义与藏家内心的生活理念和艺

术追求不谋而合，这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数字艺术

创作与商业模式应有的发展内驱力。 

2  商业、传播与艺术释放视觉传达设计新

价值 

2.1  资本助推实现视觉传达设计新商业价值 

NFT 已经逐渐成为虚拟世界中视觉传达设计作

品艺术价值变现的最优解决方案，轰轰烈烈的 NFT

艺术品“出圈”潮流和不断攀升的市场体量昭示了视

觉传达设计的新价值时代已经来临。 

从商业的视角看，作为代币的一种，NFT 与商业

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看，NFT 等同于“金

钱”。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NFT 成为

艺术数字化和虚拟金融相互交织的产物[6]。NFT 的商

业传播逻辑来源于区块链共识，同时也超越于技术上

的认知与理解，直接投射为一种传播过程中的共情逻

辑。在 NFT 市场中，这种共情逻辑所构建的基础包

括共同的情绪影响、传导和组织，能够有效引发购买、

投资，也包括过度投机行为[7]。同时，NFT 的商业价

值释放也伴生着资本的角力。面对新兴的加密艺术潮

流，传统艺术市场不会轻易退让，不断与虚拟世界中

的资本力量进行博弈。于是，投机资本催生出的传播

逻辑已经不再限于艺术价值本身，而是对虚拟世界的

趋从和笃信。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NFT 可以简单到只是一张图

片，有效去除了数字设计作品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公司或组织壁垒，查看藏品也不需要额外的软件或设

备，很容易就可以流行开来。考查时下火热的 NFT

交易平台，不难感受到这种资本的聚集和释放，交易

频率和交易总量让人惊叹。同时，NFT 将艺术品的商

业价值传播链扩大数倍。收藏行为原来只属于一小部

分群体，如今，以前面提到的 NFT 作品《Merge》为

代表，几百美元就可以参与到史诗级的收藏记录之

中。借助互联网传播，数字设计作品收藏“走入寻常

百姓家”的局面再次扩大、升级。 

2.2  元宇宙扩展视觉传达设计新传播价值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NFT 数字艺术作品改变了人

们制作、交易和享受数字艺术的方式，也有效拓展了

设计作品传播的路径。 

在互联时代，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很多场景都从线

下转为线上，加上 AR/VR（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

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大众已经做好了理解并拥抱元宇

宙的准备，NFT 数字艺术就成了普及元宇宙概念的

“先头部队”。可以预见，NFT 未来的发展将会与元

宇宙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人类生活的新常态。 

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且独立于现实世
界的虚拟空间，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映射，也是一个
越来越真实的数字化世界 [8]。作为元宇宙的数字基
建，NFT 技术将推动包括数字艺术传播在内的各种场
景的不断成熟。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与数字世界
进行交互的沉浸感逐步提升，虚拟与现实的距离也在
逐步缩小。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沉浸感、参与度为显
著特色的元宇宙既是互联网的一种“终极形态”，也
因扩展现实（XR）和云原生（Cloud Native）等新体
系而建构出的一种新的现实[9]。未来元宇宙中的 NFT
数字艺术传播需要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两个层
面的联通，包括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等多
个方面。同时，对于虚拟世界，NFT 资产需要打破区
域壁垒实现全域证明，这将再次激发 NFT 数字艺术
传播的活力，确保视觉传达设计的艺术价值进一步被
挖掘出来。作为一种庞大的新媒体平台或环境，元宇
宙将会提供给使用者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可以实现
更高层面的感情交流，尊重受众的需求与心理，实现
数字艺术价值的升华[10]。 

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字设计作品商业变现的难

点在于“出圈”。在创作者的圈子内，很多作品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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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认知是不难的，但也容易成为创作圈的“自嗨”。

NFT 直接将商业价值赋给数字艺术作品，成为这些作

品最直接的出圈动力。数字产品催生了视觉素质普

及，有着美育教育意义，这大大超出了那些陈列在美

术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所具备的大众渗透力和参与

度。以青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在 NFT 数字艺术展厅不

断寻找、标记和揣摩艺术品的质量，对包括波普、朋

克、印象派、插画视觉艺术、3D 建模在内的各种艺

术设计风格逐渐做到耳熟能详，如数家珍。 

2.3  大众化与所有化趋势打造视觉传达设计新艺术

价值 

在 NFT 的范畴内，通过加密形式的传播，艺术

价值与商业变现之间实现了直通，艺术家、设计师这

样的概念逐渐模糊，逐步大众化，行业壁垒逐渐被打

破。对于创作者而言，有没有艺术与设计的专业背景

已没那么重要，想法才重要。数字创作、技术创作的

思维逐渐流行，人们不再需要“科班化”的艺术实践

基础，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人人都是设计

师”的观点在元宇宙的世界中正在加速实现。创作者

通过数字平台的固定参数、算法就可以自动生成作

品，理性思维在艺术创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见图 2。对于这部分 NFT 作品来说，数据处理和视觉

思维紧密配合，视觉传达设计固有的线性、静态思维

被打破，视觉元素结合数据可以“随机生长”，突破

人脑思维能力的限定，有力推动视觉传达设计向信息

化设计演进[11]。 
 

 
 

图 2  pak 制作的数字艺术藏品《Rubik's Lure》 
Fig.2 Digital art collection "Rubik's Lure" made by pak 

 

创作大众化趋势也不是 NFT 数字艺术创作所独

有的。在今天的短视频和直播时代，全民娱乐狂欢已

经实现，短视频平台上拥有百万、千万粉丝的歌者、

舞者，很多也并非专业出身。可以说，是互联网技术

的不断升级唤醒了大众心中的艺术和娱乐细胞，其中

数字艺术创作也不会缺席。 

除了创作大众化，NFT 数字艺术更直接、有效地

将创作者与作品联系起来，更明晰地体现出设计师对

作品的所有权。以往设计师要面对自己、客户以及广

大的受益者，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与作家有着很大的

区别[12]。如果设计作品可以直接转化为数字艺术，前

面提到的“客户”与“受益者”这两个环节就合二为

一了，设计师也就成与作家相同的文化产品生产者和

所有者。 

以商业价值为引擎，以传播路径为平台，NFT

数字艺术作品的艺术创作潜能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元

宇宙时代的艺术思维、艺术创作与艺术收藏有望再次

被定义。“出圈”的努力还在路上，创作者、收藏家

在 NFT 去中心化的背书下积极尝试，接连创造数字

艺术传播的大事件。相比传统的艺术和商业世界，视

觉传达设计手段所参与打造的另一个虚拟世界已逐

渐形成，而两个世界的彻底打通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3  国情与市场监管保证设计价值新发展 

NFT 数字艺术创作与传播需要一个良性发展的

空间与平台，元宇宙也不是“世外桃源”，必然要受

到国家政策的约束与监管。由于国情、市场的不同，

国内外 NFT 数字艺术创作、传播和收藏也必然会呈

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 

对于国内 NFT 市场来说，因为 IT 大厂的介入，

以联盟链为主要形式的 NFT 数字艺术率先破冰，受

到了青年人的狂热追捧。联盟链上的藏品由特定作者

或机构创作推出，策划水平与内容表现质量都较高，

包括博物馆藏品、数字插画艺术等在内的各类藏品深

受欢迎。与此同时，这种 NFT 购买热度也暗藏市场

炒作的风险。比如，支付宝在 2021 年结合敦煌等 IP

限量发售了 4 款 NFT 付款码，标价 9.9 元，很快售罄。

之后，在咸鱼平台就出现了标价 150 万元的同款产

品，最后阿里不得不紧急将其下架，避免其陷入“炒

币”歧途。国内诸如大元宇宙（NFTCN 或 Bigverse）、

草方格·Square 等声明采用公链开发的 NFT 平台，其

藏品上架虽然也要通过审核，但上架数量和审核流程

与前面提到的联盟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名专业

设计师的角度来衡量，公链平台上各类作品的设计水

准还参差不齐，很多作品的创作质量与销售价格并没

有形成理性的对应关系，这里面同样掺杂着投资者投

机、炒作的因素，体现出某些藏家对于数字艺术藏品

的“艺术”二字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免会有“能

卖出去就是好的”这样的投机心理。 

为了避免 NFT 市场炒作行为，需要两手抓。一

方面，从 NFT 数字艺术的内涵界定来看，必须明确，

NFT 实质上是科技对艺术的整合、资本对艺术的整

合、时代对艺术的整合。数字艺术的核心仍然是艺术，

只是在数字的加持下，拥有了更多的机遇与可能[13]。

未来更需要透过表象看本质，牢牢把握住 NFT 数字

艺术传播的本体，即作品艺术性究竟是高是低，这样

才能避免炒作泡沫，真正界定出数字时代虚拟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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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状况。对于 NFT 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

也需要有一个权威标准来衡量，必要时纳入分级管

理，保障理性藏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监管与审核力度，快速建

立健全的监管体系以打造数字艺术传播健康运行的

“防火墙”。2022 年 2 月，中国银保监会在官网发布

一条关于防范以“元宇宙”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

提示，强调以“元宇宙链游”“元宇宙投资项目”等

名目吸收资金已经涉嫌违法犯罪，NFT 数字艺术市场

也要同步敲响警钟。在目前国内的监管制度框架下，

包括 NFT 数字艺术在内的区块链资产交易都要经过

反欺诈、反操纵的审核，谨防金融安全问题[14]。实现

NFT 数字艺术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政策监管、技术监

管与网民监管三者系统布局、多头并进，真正明确监

管责任，从而达到监管的目的与效果[15]。 

4  结语 

通过版权认定和价值重塑，NFT 数字艺术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视觉传达设计具备了艺术创作功能，

设计目标与流程都有了新的变化，释放出巨大的商

业、传播与艺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艺术确权

所体现的“约束”以及数字艺术传播与市场变现所体

现的“释放”成为视觉传达设计价值新的辩证法。可

以预见，NFT 数字艺术创作与收藏在很长的时间内都

将在这条辩证之路上不断前行。 

同时，也应该看到，很多 NFT 数字艺术的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廓清，留给国家监管部门、市场主体和

创作者、收藏者的管理、实践和研究空间还很大。比

如，NFT 数字艺术收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分享增

值，而我国在实体领域并没有设计追续权制度，在

NFT 领域可否实现这个突破值得期待。另外，回归到

区块链生成的本质，鉴于加密货币流通机制需要大量

能源消耗，这与低碳减排的生态目标是相悖的，NFT

的“绿色化”技术革新也亟待解决。对于国内的 NFT

市场来说，无论是基于公链还是联盟链，考虑到将来

的市场态势变化以及政策管控调整，在平台整合、收

藏品二次买卖以及支付方式等方面会有哪些变化还

需要拭目以待。 

总之，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下，借助视觉

传达设计价值的不断扩展，中国的 NFT 数字艺术传

播和艺术市场一定会走出一条有着自身特色的发展

之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文化与艺术而言，这条路

充满风险与挑战，也将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需要精心

谋划、稳妥推进，才能做到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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