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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敬的张弘星博士，尊敬的大卫·柯利教授、阿尔佩·埃尔教授，许平院长、尹昌龙局长，各位出席
本次论坛的专家和嘉宾：早上好！
各位专家和嘉宾从各地，包括从遥远的英国、土耳其来到深圳，昨天出席了“平面设计在中国07展”
的开幕式，今天一早又开始一整天的学术论坛，大家辛苦了！
我代表这个展览和论坛的主办者，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老朋友了，也有令人尊敬的新朋友，“设计”这个我们共同的主题使我们又聚在
一起。
我们都认为作为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当代的设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不仅改变了我们
日常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参与和推动了经济、政冶、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和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设计文化和产业的发展程度能够形象地反映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它
的创新发展能力。
深圳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相对薄弱的新兴城市，但是她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她具有崇尚刨新和特别能创
新的文化品格，深圳的政府和市民已经把包括现代设计在内的创意文化看作是城市的凝聚力、刨造力
、综合的竞争力和发展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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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平面设计国际学术论坛（2007·深圳）”是为“07平面设计在中国”展评活动而设置的一
个交流与反思的平台。
1992年，一批深圳的设计师在策划、发起第一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展时，无疑在期待、欢呼全球化
浪潮的到来。
当时国内大部分设计师对国外设计并不熟悉，国际社会当然更不了解中国设计，但深圳的设计师借助
毗邻港澳的优势，引进国际设计展评的理念，包括这个展览的名称，也体现出与国际设计行业的接轨
——明确提出了“平面设计”的概念，整个展览的组织、作品的分类、评审等无一不借鉴国际惯例。
当然，展览本身也体现了中国设计师对新的设计语言的理解与运用。
这个展览对中国现代设计的推动是标志性的，随后，各种平面设计的行业协会及展览评审活动在全国
迅速兴起，国内设计师也频繁参加国际上一些重要的设计展评活动，中国的平面设计迅速融入全球化
的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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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个是新一轮教育调整即将开始。
我们知道前几年各个学校都经历了教育部评估，为了完成教育部评估，各个学校都拼命扩大校区，建
了新的校舍，随着评估的结束，基本建设基本完成，很多地方甚至透支了未来的发展资源。
现在这一轮竞争基本结束，下一轮必须转向教学内涵、教育品质与教学定位的竞争，希望进入这样一
个新的校园竞争的趋势。
第三，从全国总的格局来讲，由原来以教育资源型、单一重心的格局转向教育资源型和市场需求型“
双核”发展的格局，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会在较近的将来形成强大的动力，所有的院校都将面对如何应
对这一发展格局和做好自己定位的挑战。
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发展趋势。
高等院校在发展，也有“泡沫”，刚才我说过“备受责难”。
但身在其中，我认为高校既非一无是处，也非一方净土。
实际上各个学校都在努力，也都有困难。
但是针对未来的教育设计是最重要的。
原来中国的设计教育是没有条件只有包袱，但是这些年来有些学校的条件逐渐成熟，条件和包袱的关
系成为各个学校不同的境遇的明显标志。
做一个不严谨的、开玩笑的“分类”，目前的千余所学校，大体可以分为四种境遇：有条件有包袱的
学校；有条件没包袱的学校；没条件有包袱的学校；没条件没包袱的学校。
这里面最差的就是没有条件有包袱的学校，这在1200多所学校里面可能要占80％以上，条件既不充分
，但是又有包袱，包括观念的老化，包括新资源的缺乏没条件没有包袱是指新建立的学校，像独立学
院，新建的独立院校，各个新办的高职院校，它们既没有特别好的条件，但是由于没有包袱，它们也
可能有好的发展；有条件没包袱的学校是最理想的，但太少，目前南方一部分新建的高职院校类似这
种情况，北京的一些院校也属于这种状况。
说这些情况是强烈感觉到一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每个院校如何做好符合本身条件的教育定位，既不
能囿于现实，也不能做不合现实的空想，教育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如何在现有的状况下拿出真正有价
值的改革思路对高校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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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平面设计国际学术论坛（2007·深圳）”是为“07平面设计在中国”展评活动而设置的一个交
流与反思的平台。
1992年，一批深圳的设计师在策划、发起第一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展时，无疑在期待、欢呼全球化
浪潮的到来。
当时国内大部分设计师对国外设计并不熟悉，国际社会当然更不了解中国设计，但深圳的设计师借助
毗邻港澳的优势，引进国际设计展评的理念，包括这个展览的名称，也体现出与国际设计行业的接轨
——明确提出了“平面设计”的概念，整个展览的组织、作品的分类、评审等无一不借鉴国际惯例。
当然，展览本身也体现了中国设计师对新的设计语言的理解与运用。
这个展览对中国现代设计的推动是标志性的，随后，各种平面设计的行业协会及展览评审活动在全国
迅速兴起，国内设计师也频繁参加国际上一些重要的设计展评活动，中国的平面设计迅速融入全球化
的浪潮中。
从1992年至2007年，这一过程仅用了15年！
15年中，“平面设计在中国”举办了五届，1992年、1996年由设计师自发组织了两届，2003年起，由
深圳市政府支持，关山月美术馆联合设计师协会组织举办了三届。
就展览本身而言，虽然已开始有了一些突破和变化，如增设评委论坛、增加外围展等等，展览的形式
丰富了，规模也越办越大，但对于中国平面设计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似乎缺乏深层的思考
。
如张弘星博士所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思考的机制。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形成一种机制，请一些设计史、设计文化方面研究的学者参与，让他
们和设计师一起来分析和讨论问题。
在讨论的过程中，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所收获，我们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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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平面设计》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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