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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数字化实践逐渐取得了广泛的关注和亮眼的成绩。而在元宇

宙议题的热潮下，数字艺术的内容创作和表现形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并催生出了全新的盈利模式——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为展馆产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探索的眼光，在梳理元宇宙数字艺术展概

念和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此类展览在多元的艺术展览市场中突围的营销策略。从符号学的视角切入，总

结出展览进行符号化营销的策略建议，拓展新兴艺术展的营销思路，为相关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一定的经验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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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ractice of art digitiza-
tion has gradually achie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brilliant results. Under the craze of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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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e issues, the content creation and expression forms of digital art have also suffered a certain 
impact, and have given rise to a brand new profit model—meta-universe digital art exhibition, which 
has brought bran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exhibition hall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an exploratory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to break 
through in the diversified art exhibition marke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
istics of meta-universe digital art exhibition. Cutting 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it summa-
rizes th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symbolic marketing of exhibitions, expands the marketing ideas 
of emerging art exhibitions, and provides certain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related cult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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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工信部联合五部发布的《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中提及，要利用

数字技术将元宇宙应用于更多的场景，并特别强调了元宇宙在视听场景中的应用，要求提高元宇宙理念

服务于文艺审美需求的能力，从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元宇宙”作为一个新兴科技概念，为文化产

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元宇宙冲击下所带来的数字艺术新特点正在改变艺术展览的展览内容、策展形式以及传播方式，而

全新的艺术展示内容和方式也带来了艺术展览的营销创新点。由于元宇宙是一个天马行空却又缺乏实际

印证的科幻概念，相较于传统的艺术展览，在元宇宙这一概念主题套壳下的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符号性

强于艺术的内容性，拥有更强的解读性，给了营销推广较大的空间和可能。本文在梳理元宇宙数字艺术

展概念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此类艺术展览符号营销的可能性，并基于此类展览的特点

总结出一些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营销策略建议。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拓宽艺术展览的营销思路，为后续相

关文化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 

2. 符号学视角下的元宇宙数字艺术展 

2.1. 趋势：元宇宙冲击下的数字艺术展 

数字艺术展顾名思义是展示数字艺术的展览。数字艺术指的是依靠计算机编码的艺术，是一种数字

化、技术化的艺术，是艺术和科技交融的一种艺术行为，包括数字电影、数字摄影、数字绘画、nft 艺术

等具体形式，这种交融性的艺术已经逐渐成为艺术传播和美术馆、博物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数字

艺术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逐渐走向艺术领域的前沿，而展览是了解该形式艺术的最佳途径之一，因此全

新的艺术消费形式——数字艺术展得以诞生，并在我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元宇宙是一个科技概念，最早出现于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1992)当中，而自 2021 年

扎克伯格将 Facebook 改名为 Meta 后，“Metaverse”一词在引发了一番讨论狂潮，2021 年也被各界称之

为“元宇宙元年”。具体来说，元宇宙指的是一个从互联网进化而来的线上、线下共同的新的经济、社会

和文明体系，而此后资本链条的转动，推动了当代“元宇宙”范式向游戏、电影等流行文化的聚焦以及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琳 
 

 

DOI: 10.12677/ecl.2025.1451438 1571 电子商务评论 
 

向日常消费的转向，“元宇宙”开始同步融入大众文化[2]。数字艺术同样受到了元宇宙的影响，在元宇

宙的视角下，数字艺术链接 AR\VR 人工艺术、生命艺术等进行虚拟混合现实，以多重叙事的交织构筑其

多模态“现场”，使得数字艺术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和实时参与化的特点[3]。这些特点引发了当下艺术

界对于元宇宙的大规模挖掘和建设，元宇宙数字艺术展就是元宇宙理念冲击下诞生的新产品之一。 
可见，元宇宙数字艺术展就是指在元宇宙理念的指导下利用相关数字技术来展示艺术创意的一种展

览形式，元宇宙虚实相融的理念和相关的先进科技能够帮之拓展艺术展览的时空想象边界，突破展览技

术上限，给受众带来全新的艺术参观体验。 

2.2. 视角：符号学与元宇宙数字艺术展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被广泛应用于品牌营销、广告传播等领域。符号是传递意

义的基本单位，是消费者理解产品、品牌文化、宣传等信息的桥梁。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的索绪尔认为，

符号学的核心观点是“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组合，拥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延

伸出符号的“意指”，其中蕴含的是文化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意指的构建过程是一种神话的建构，是

大众文化诠释的路径[4]。艺术领域材料多、作品多，但是缺乏贯穿的理论，因此艺术已经成为意义符号

学最常见的学科[5]。 
随着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理论出现了学科融合的趋势，该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学当中。

符号营销策略的重点在于商家更加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或者象征意义，经营的重点在于传递文化、塑造

个性等精神范畴，使得消费者对品牌留下独特的印象，从而将这些精神力转化为产品溢价，增加经济效

益[6]。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也可以利用丰富的符号进行设计和营销，满足当下消费者符号化的消费转向。随

着科技和大众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元宇宙数字艺术通过数字技术所呈现的艺术符号，也是特定文化象

征意义和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艺术展览产业可以反过来利用人们对于先进科技和当代艺术的求

知心理，对元宇宙数字艺术展览进行基于上述符号的开发和营销。此外，从形式上看，艺术展览行业的

商品的性质是文化商品，其本身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就高于使用价值，更加倾向于满足消费者的精神

消费需求。可见，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营销策略选定为符号化营销是十分适配的选择。 

3. 符号学视角下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特点 

3.1. 符号建构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符号生产的核心是利用多模态符号体现展览主题。艺术家和策展人是元宇宙数字

艺术展的主要内容生产者，他们利用多样的符号形式进行内容创作，主要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片、视频、

音乐、装置、行为等等。这些符号不断的组合、叠加来体现内容生产者的想法和观点。例如叙事符号编

织是为了具像化告知受众的科幻故事背景；数字虚拟人的加入表现的是元宇宙概念中虚拟替身的概念；

前卫大胆的艺术装饰来表现赛博美学等等。 

3.2. 符号传播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符号传播渠道是多样的，传播方向是双向的，呈现出跨媒介和去中性化的特点。

在元宇宙数字艺术展这一空间中，消费者感受符号意义的介质是多样的，除了传统的图片、视频、声音

等媒介之外，受众还可以通过线上直播进行云看展、云互动。借助元宇宙技术，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符

号还能够进行多平台联动传播。此外，符号的传播不再是单向，受众也是传播主体，参观者成为艺术内

容的二次创作者和传播节点，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传播网络。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38


陈琳 
 

 

DOI: 10.12677/ecl.2025.1451438 1572 电子商务评论 
 

3.3. 符号消费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中的消费行为已经从实物占有向虚拟化、参与式、体验式消费转向。元宇宙数字

艺术展中的产品可以转化为虚拟资产，在区块链平台上进行交易，满足消费者的收藏需求。同时，VR/AR
技术的应用使艺术欣赏突破物理限制，提供沉浸式的多感官体验，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消费者的

参观行为购买到的其实是对元宇宙想象的一次真实体验。此外，数字艺术在虚拟社交空间中强化了互动

性，观众可以实时互动和讨论，使艺术消费兼具文化参与和社交属性。 

4. 符号学视角下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营销策略 

4.1. 个性：强化符号表征体现展览的差异性 

差异化营销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创造独特的产品价值或者品牌形象，使得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在目标

市场中形成显著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核心目标是避免同质化竞争，解决消费者审美疲劳的问题，

带来新鲜感，建立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差异化营销主要通过强化体现此类展览概

念的符号表征来满足目标受众对于未来元宇宙艺术世界的想象。 
定位目标消费群体是差异化符号营销的基础。艺术品观赏属于大众文化活动的一种，但是将艺术展

览的主题缩小到元宇宙、数字艺术这些关键词上，其目标受众则需要重新定位。根据上文的定义，元宇

宙数字艺术展中包含了大量的有关科技和艺术的故事、概念、理念等信息，并且内容的传播对媒介的依

赖程度较高，对受众的科技素养、审美素养以及媒介素养有着多重要求。因此此类展览的核心目标受众

应该是当下社会中的“数字原住民”，这一词描述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人群，他们拥有丰富的数字

化生存经验，主要是指 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 Z 世代群体。他们依靠熟悉的互联网渠道获取更多元的

信息，并拥有更高的技术接触度，因而他们对于元宇宙数字艺术展有着更高的接受度和审美包容性。从

消费偏好来看，根据 Fastdata 极数的《全球 Z 世代消费洞察报告》显示，Z 世代热衷于进行潮流个性的

数字文化消费，极度追求独特性[7]。可见，作为“数字原住民”的 Z 世代是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核心目

标受众。因此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营销可以以 Z 世代的消费偏好切入，强化元宇宙、数字艺术等主题的

符号表征，给予其新颖的数字文化消费体验。 
在确定了目标受众之后，符号差异化营销的另一要点就是强化消费者偏好的符号的表征。元宇宙数

字艺术展利用视觉符号、叙事符号、听觉符号等符号的集合来增强未来元宇宙社区的实感，连接 Z 世代

的知识储备基模，满足 Z 世代追求新奇事物的消费心理。元宇宙数字艺术展中，艺术家解构消费者对于

未来社会的无序的想象，并以自己的理解重构了元宇宙冲击下数字艺术的呈现方式。围绕 Z 世代所关注

和喜爱的符号意义的进行展览场景的符号建构，并在 Z 世代聚集的平台上进行元宇宙数字艺术展差异化

营销，突出展览与传统艺术展览的不同之处，激发目标受众的好奇和追捧。 

4.2. 体验：落实符号意义提升展览的体验感 

根据《全球 Z 世代消费洞察报告》显示，Z 世代更在乎文化消费品带来的体验而非实用价值[7]。元

宇宙冲击下数字艺术展的符号构建和传播很好的契合了 Z 世代体验感至上的数字文化消费需求。元宇宙

数字艺术展在营销阶段要重点凸显展览所能带来的消费体验，以此来积累产品和服务的口碑和关注度。 
元宇宙数字艺术感要想激发受众的消费行为，就需要将符号意义转化为消费者实际的体验，并进行

突出体验感的口碑营销。元宇宙数字艺术展营销的重点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体验，分别是服务体验和沉浸

式元宇宙场景体验。首先在服务上，由于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技术含量较高，艺术往往也是抽象难懂的，

因此为了给予参观者更加便捷轻松的体验，展览的最好配备详尽的解说系统。在营销阶段，利用展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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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或者媒体账号对于策展的背景、目的、以及展览的主旨进行说明，并详细介绍展览解说系统的

作用及其使用方法，减少受众的对专业知识的畏惧，消除消费行动前的顾虑。此外，元宇宙数字艺术展

是在元宇宙冲击下数字艺术展的一次“新波动”，元宇宙理念给数字艺术展带来一项最大的改变就是展

览沉浸式体验感的提升。因此元宇宙数字艺术展另一个营销重点就是要突出展览能够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相关话题、发布相关媒体报道，并配合现场的图片视频，引发受众对新兴艺术形式的

好奇和讨论。 

4.3. 共鸣：关注社会议题积累消费者的情感支持 

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情感这一要素也开始被引入到营销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来，并且逐渐在营

销模型中占据重要位置。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受众群体对商家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他们更加青睐能反

映一定社会责任追求的企业。换句话说，愿意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其目标受众在情感道

德上的支持。 
对于艺术展览来说，不能一味的吹嘘艺术之美，技术之先进，这样会导致整个展览虚无浮夸，还需

要将符号的建构落实到一定的情感内核上，最好能够反映一定些的社会议题，表达独到的观点，才能获

得强道德感的 Z 世代的价值认同。到了营销阶段，也可以将艺术展的道德情感符号作为买点进行宣传，

将当下热门社会议题融入营销活动当中，以社会责任为导向进行营销，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启发和共鸣。

当下元宇宙数字艺术展讨论的议题众多，例如技术与人共生议题、环境保护议题、性别议题等等。这些

社会议题中充斥着许多道德情感符号，宣传人员会将其进行营销转化，在营销物料中凸显人文社会关怀。

例如 2024 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展，该展在营销的过程中，利用叙事符号在小红书等社交媒

体上发布展品介绍的节选，突出介绍艺术家给元宇宙数字艺术品附加思想观念，带动受众对于展品背后

蕴含的社会价值的思考。某些展览还会进行公益联动，例如中国中国青年报社、阿里拍卖联合主办，广

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承办的“数字艺术公益拍卖”活动，利用数字藏品的拍卖所得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和支持。再比如敦煌研究所的“数字供养人”项目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营销，让受众

云支持数字文物的保护。 

4.4. 开放：鼓励二次传播实现展览流量积累 

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符号空间是开放的，其中的符号是动态流动的，除了艺术家对符号的初次构建

之外，消费者所进行 UGC 内容生产也推动了符号的再生产，助力了展览流量的积累。 
Z 世代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80%的 Z 世代的购物行为是在社交媒体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下进

行的，他们更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消费灵感[7]。因此元宇宙数字艺术展营销的主要阵地是各个社交

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对于 Z 世代消费行为的驱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直接正面宣传、他人的分享，

以及意见领袖的名人效应。因此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社媒营销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首先是艺术展营

销团队官方发布的广告宣传，在社交媒体上对展览进行正面宣传。其次，他人分享和意见领袖影响消费

者消费的现象是 UGC 平台崛起所引起的营销重点倾斜。UGC 平台给了受众展示和传播内容的权利，让

数字艺术的批判话语权进一步下放[8]。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网红、艺术家等意见领袖，都可以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打卡出片、攻略分享和体验测评等内容。受众对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空间中的符号进行了主观的解

码–编码–分享的操作，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展览信息的传播效果。因此在营销的时候要鼓励受众进行符

号再生产，例如邀请“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展览测评、设置打卡话题等等，从而顺应“Z 世代”

的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自我表达，举行圈层狂欢，追捧的热点的消费心理，实现展览抓住社交媒体信息

裂变的规律来进行符号意义二次传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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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了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营销策略，探索了该产品符号化营销的可行性，并提

出了差异化、体验化、情感共鸣与开放参与等营销路径。在元宇宙理念的指导下，数字艺术展通过技术

赋能与符号化叙事，不仅颠覆了传统艺术展览的展品选择、策展设计和传播路径，更以沉浸式的体验和

开放的消费空间重构了艺术与公众的关系，为文化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元宇宙给文化产业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作为一种全新的商品类型，元宇宙数字艺术

展的开发与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仍需要实践来进行检验。无论元宇宙的理念有多华丽，都需秉持“内容

为王”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警惕过度依赖元宇宙噱头包装而忽视艺术内核。此外，由于元宇宙数

字艺术展的开发和商业运营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可结合更

多实际案例为该产业的发展总结经验启示。但是笔者也相信本文对于元宇宙数字艺术展的创新与反思，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艺术生态的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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