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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战略构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
——以北京阿斯牛牛（凉山）彝族文化综合体为例
New Model of Na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Built by Design Strategy
撰文  倪镔  清华工美-清尚环艺建筑设计院综合设计所

民族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留给当代人极其丰厚的资源，设计战略是高智慧的方法和捷径，文化创意

产业则是当代最具可持续发展性的知识经济模式。对产业而言，民族文化创造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对民族文

化而言，文化创意产业是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利器。将民族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以设计战略中高智慧、前

瞻性的方法进行整合与运作，才能使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更有效地得到继承、创新、弘扬和发展。

民族文化  设计战略  文化创意产业  低碳设计

摘  要

关键词

1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

个层面。中华文明是一个包含 56 个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多元文明，

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做得远远不够。与欧美、

亚洲的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自身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

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及各个行业的民族文化设计与文化衍

生产品大部分处于弱势，或处于尚待开发的状态。在这样的发展

趋势下，民族文化如何助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当今时代条

件下的迫切需求。

2 文化创意产业

“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 源 于 英 文（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的翻译，简称 CCI。文化创意产业是指借助于高科技的

手段和方法，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与提升，通过对知识产

权的研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并使之形成一个具有创造

财富和就业潜力的新型产业。

当今世界发展中，文化创意产业已不再是一个理念上的空谈，

而是拥有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创意产业之父约翰 • 霍金斯曾

在他 2006 年出版的《创意经济》一书中说道，全世界的创意经济

每天创造 220 亿美元，并以 5% 的速度递增。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

更快，美国达 14%、英国为 12%[3]，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

所带来的巨大产业价值。

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更是极具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新型产业，

是最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知识密集型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是

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 [1]。

3 设计战略

现代设计从本质上看，既是一种实用型艺术，也是一门综合性

学科。设计要想取得最佳成果，就需要通过设计战略体系来达成。

设计战略是指以设计必然性为核心理念，注重逻辑定位、逻辑

秩序、逻辑关系等设计要素，并以此创新研究为方法，以可持续性、

新技术为手段，对现有资源（包括历史、文化、艺术、民俗、地域、

物产等）进行创新性、系统性、可持续性的研发，从而创造出具有

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和价值；充分运用知识产权结合高智慧的创研、

设计、技术、管理、生产等进行整合与运作，创造出具有高附加值

的产品，同时进行行之有效的包装、宣传、推广、展示、体验和营销，

将之构建成为创新型、系统型、可持续型的设计全程服务新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宏大的经济体系，目前我们具体的研究方

向是民族文化通过设计战略进行整合与运作，创造出具有高附加值

的文化与设计衍生产品。

4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

4.1 民族文化、设计战略、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关系

民族文化是资源，设计战略是创研方法、技术手段，文化创意

产业是生产力。民族文化为设计战略提供给养，设计战略作为方法

和手段行之有效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旺则可

以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三者良性循环、相辅相成，共同生

成可持续发展的高智慧产业链。

将民族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以设计战略中高智慧、前瞻

性的方法进行整合与运作，将使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更有效地得

到继承、创新、弘扬和发展。

4.2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的内容

多年来，我们通过“设计战略”理论体系对市场进行调研、设

计、实践和积累，并进行深入且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和评估，从而成

功研发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营销模式，并初步建成实际案例，

在试行初期即获得了各界好评及良好的市场反馈。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是在“设计战略”体系指导

下构建的文化创意产业“前店 + 后厂”式的新型战略格局，具体

如下。

（1）主动式文化营销模式。需建立文化创意产业营销的桥头

堡（即“前店”），通过设计战略构建“民族文化体验式综合体”，

以最新体验式营销理念为核心对民族文化及其衍生产品进行包装、

宣传及推广，同时具有展示、体验、营销的功能。它既是民族文化

创意产业新型的盈利模式，也是民族文化新型的展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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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体验式综合体”作为民族文化衍生的产品，它可以

包含与人们衣、食、住、行、用密切相关的系列功能与产品，具有

系统的体验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及

心理感应这六感，立体、全方位地感知、获得、享受并消费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不再是刻板的，而是可以看到、听到、摸到，并吃、喝、玩、

乐的，在这里文化是鲜活的。

“民族文化体验式综合体”吸引市场，并拥有多元化、复合型

的盈利模式，它是“展示 + 体验 + 营销”的新型主动式文化营销模式，

具有高文化性、高艺术性、高创新性、高识别性、高盈利性、可复

制性、可持续性等显著特点。

“民族文化体验式综合体”功能的具体内容有：主题餐饮、文

艺演出、文艺沙龙、主题销售、商务活动、时尚发布、产品展示、

产品体验、产品推介、产品销售、市场反馈、信息收集、研发指导

等；所关联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类、工业产品类（包括家具、灯

饰、陈设、布艺等）、食品加工类、服装类、艺术品类、文艺演出类、

旅游类、房地产类、影视类、其他广告类等。

（2）民族文化衍生产品的可持续性研发模式。需建立民族文

化创意产业的研发基地（即“后厂”），主要功能包括：资源整合、

产品研发、产品供应。通过设计战略构建：1）“民族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是民族文化系列衍生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孵化器；2）“民

族文化旅游景区”，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所开发的体验式文化衍生

产品；3）“民族文化古镇及古村落保护性开发”，是对民族文化

直接有效的继承和发展。

以设计战略体系针对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民俗和

地域优势等丰厚的资源进行整合和研发，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

族文化衍生产品体系。

4.3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的内在关系

民族文化体验式综合体是“前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及民族文化古镇及古村落保护性开发是“后厂”。

“前店”为“后厂”提供民族文化及衍生产品的包装、宣传、推广

和市场信息反馈，“后厂”为“前店”提供民族文化衍生产品的研发、

生产、供给和保障；“前店”与“后厂”良性互动，二者相辅相成，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

4.4 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与低碳产业的结合

低碳产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是我国经济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产业格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将低碳产业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

新型产业模式，才能使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真正实现长远的发展。

5 案例分析

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所特有的历史、文化、

艺术和地域特色等为彝族文化项目的设计创作带来了诸多灵感和思

路。由笔者主持设计的北京阿斯牛牛（凉山）彝族文化综合体（简

称北京阿斯牛牛）于 2013 年设计，同年 11 月建成并营业。项目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街机电研究院内，处于最繁华的商业娱

乐地段。建筑主体地上 3 层，总面积 3 200m2。作为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在京的首家，北京阿斯牛牛也是唯一一家具有彝族特色的

体验式文化综合体，被列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穿斗结构 彝族穿斗挑梁

二层连同包间

彝王包间

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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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理事，荣获 2011 年度中国十大影响力室内设计师荣誉。

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尤其是地处偏远

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能让自己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出来”？

如何能让自己鲜活的民族文化不做守株待兔的痴农？这势必要采

取一种“主动型营销模式”，这种新型的“主动式营销模式”就是“前

店 + 后厂”模式。我们通过对凉山地区彝族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

以大凉山彝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设计战略的方法打造了北京阿斯

牛牛文化体验式综合体。它是为凉山彝族文化的包装、宣传、推

广而在国内市场制高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建立的体

验中心和桥头堡，更是彝族文化创意产业主动营销模式的旗舰店。

它所经营的衣、食、住、行、用等相关系列民族文化衍生产品构

建起多条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链，也直接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相关

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发展。它为凉山彝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找到

了行之有效的营销模式，形成了一个以彝族文化为根基的民族文

化创意产业新型模式。

北京阿斯牛牛是“真设计，活文化”的实际案例。我们欣喜地

看到通过设计战略体系，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不再遥远，而是

实实在在地与我们零距离接触，成为可以吃、喝、玩、乐、用的活

文化！我们通过对“民族文化”、“设计战略”、“文化创意产业”

三者关系的研究与实践，利用设计战略体系构建了民族文化创意产

业新型模式，并实践验证了此模式的可行性，为我国民族文化创意

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具体、科学、有效的依据。

6 结语

北京阿斯牛牛（凉山）彝族文化综合体在 2013 年 11 月开业后，

国家文化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大凉山自治州政府、中央电

视台等都投来关注，先后有各界领导及众多国内外朋友莅临参观和

体验，感受大凉山独特的彝族文化，并对综合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及认可。此项目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013 第八届中国国际建筑装

饰及设计艺术博览会暨 2012~2013 年度国际环艺创新设计作品大

赛中荣获一等奖。我们为能助推彝族文化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的发展做出的微薄贡献而感到欣慰。

中央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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