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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环境下艺术设计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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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AI) 在艺术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简要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定义

和发展过程，结合人工智能在艺术设计行业内前沿研究和应用案例的分析，对行业和设计师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从而促

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对行业应用模式和发展方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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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

1.1 人工智能的定义和发展方向

自人工智能被提出以来，很多学者给予了人工智能不

同的解释，冯元科 [1] 认为人工智能简而言之，就是人工制

造的具备一定智慧和能力的东西，它既是人类思考的结果，

也是一种思考工具，它“天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也

能从不断的学习、记忆和升级中获得新的认知和能力，不仅

能适配现在人们的需求，也能在磨合和调整过程中，与自己

的“主人”越来越默契；张汉等提出人工智能是研究和发展

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系

统的新技术。刘进军等 [2] 认为人工智能早期定义为制造智

能机器的科学与工程。现在经典的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

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

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可以表现为具象的机器人，可

以是虚拟形象，也可以没有任何具象，它的核心是智能算法

模型。

总结来说，人工智能一项模拟人类智慧，使机器具备

人一样的能力的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探索智能的本

质﹐开发具有人类智能的智能机器﹐扩展和提高人类在改

变自然和治理社会的各种任务中的能力和效率。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相反，此过程漫

长而曲折。1956 年“计算机科学之父”Alan	Mathison	Turing

组织参与“图灵测试”，并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人

工智能会议，提出了人工智能 (AI) 的概念，为早期的”结

构模拟”和”功能模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也成为

了人工智能的开元之年；1957 年，罗森布拉特提出感知器

神经网络概念，此后，塞缪尔首先提出并创造了“机器学习”

的概念，开始探究计算机对人学习的能力，此后，受计算能

力的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缓慢；直到 1997 年，国际象棋

冠军被 IBM 的深蓝队击败了，人工智能开始朝着一个稳定

的方向发展 [3]。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

不仅加速了人工智能的创新研究，也使其向实用性的方向前

进。2006 年，辛顿提出了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使计算机

能够模拟人类大脑学习的思维方式。到 2013 年，深度学习

在语音、视觉、自然语言识别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获

得了极高的识别率。2016 年，由深度思维团队开发的阿尔

法围棋用深度倾斜算法击败了围棋冠军游戏，人工智能的发

展的算法也从回归和分类算法发展到多层神经网络的深度

学习算法，最终迎来 AI 领域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可以将人工智能发展

阶段归纳为六个阶段，分别为起步发展期，反思发展期，应

用发展期，低迷发展期，稳步发展期，以及现在的蓬勃发展

期，发展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人工智能发展阶段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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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条件和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的专业水平，同时也对艺

术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人工智能下的艺术设计

设计是有目的的创作活动，或为了美的追求，或有致

力问题的解决；艺术，一般说来 , 是为了有效地完成一定生

活目的，加工制作某种材料 , 生产出客观成果或产品的能力

或作为活动的“技术”的总称，泛指音乐，舞蹈，美术，武

术等能为人们带来精神上享受的事物；艺术设计则兼具两者

特性，具有广阔的包容性，涉及计算机技术、艺术学、传播

学、社会学、哲学及科学等诸多领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综合体 [4]。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不断

完善，艺术设计已衍生和细分许多具体的学科门类，譬如数

字媒体，环境设计，园林艺术，服装设计，平面设计，数字

媒体设计以及公共艺术等专业。然而，智能时代的艺术设计

内涵又有不同，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语音识别，语义分割

以及面部情绪识别等技术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引入设计领域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新时代的艺术设计注重科技与艺术

的结合，迸发出许多新的设计形态，优秀的应用实例层出不

穷。以下以引用较有代表性、应用较为广泛的视觉传达类行

业和时尚行业类的经典案例，简述了设计师在人工智能前沿

科技应用于艺术设计的探索。

3. 人工智能在艺术设计行业的应用研究

3.1 视觉传达行业类

视觉传达设计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应用，在人们

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视觉传达设计包括视觉广告、品

牌文化识别系统、海报、出版物、展示等 [5]。这些视觉产品

随处可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设计

类别，视觉传达设计需要适应先进的技术，走向一个新的智

能时代 [6]。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设计可

以代替设计师完成很多工作 , 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设计

产品，比如自动设计商业广告、商业海报等，使人类的设计

工作变得更容易。

2017，年谷歌开发的 Sketch-RNN 模型，可以画一些简

单的笔画；在 2018 年 BMVC( 英国计算机视觉会议）上，周

涛等人提出了模仿涂鸦和水彩画的效果 [7]；阿里巴巴的设计

机器人”鲁班”在海报设计领域进行了多维度的学习，每秒

钟可以生成 8000 张海报，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鲁班视觉

生成系统过程如图 2 所示 [8]。

在对人工智能绘画机器人”道子”的研究中，科学家

们利用判别器对图像进行判别﹐然后将判别器的参数固定

下来﹐进一步指导生成器﹐使生成器的效果得到提高。

图 2 鲁班的视觉生成系统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发团队的钱东等利用深度学习中

的风格迁移算法，开发了人工智能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平台”。

该算法能够智能将文化作品的设计元素提取出来，并迁移到

任意图片上，生成具有文化特色的合成图片；该平台以人工

智能新技术为基础，为消费者和文旅企业、设计师提供个性

化设计、定制和销售服务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根据计算系统

可以在瞬间给出一张具有艺术家画风的全新图片，转换过程

如图 3 所示。

图 3 制作”祥鼎”明信片的过程

随着技术的发展﹐ Ahmed	Elgammal 提出了创意对抗网

络 (CANs)，它可以复制出模仿艺术家风格的艺术品。通过

输入 8 万多张代表过去 5 个世纪西方风格的艺术作品的图

片，CANs 可以通过机器自动生成作品，甚至通过自己学习

艺术史来命名其作品，如图 2 所示。

图 4 由 CANs 创作的画作

3.2 时尚行业类

随着智能化在时尚产业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人工智

能已逐渐成为纺织时尚产业创新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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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大数据搜索、自然语言分析、机器学习等前沿技

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已经在纺织服装面料设计、

珠宝配饰设计、数码印花图察设计等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小

冰可以稳定设计十余种主流风格，实现按需创作 [9]。其设计

的多样性达到 1026 种。

此外，小冰团队与万事利合作，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

成了定制化丝巾设计与零售平台”西湖一号”的部署，目前

已在万事利杭州所有需售店正式上线。该平台可以实现 AI

设计师小冰与消费者的实时沟通，可以根据消费者的特点进

行一对一的丝巾定制设计和生产，满足每个消费者的个性化

需求，大大降低制造和零售企业的运营成本。

目前，巿场上出现了还一些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技术公司，服务于时尚产业。其中，北京神行科技有限公

司 Styling	AI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自建的大数据实现了

全球时尚潮流的监测；利用 GANs 技术，Styling	AI 开发了

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库 [10]，如图 4 所示，它拥有 10000 多个

人工智能模型，涵盖了男性、女性和儿童三个类别。亚洲

人﹑白人和黑人都包括在内，对于每个AI中的模型模型库，

人工智能会进行不同表情和姿势的组合开发，并应用于许

多行业。

 

图 5 Styling AI 的 AI 模型库的 AI 模型

4 展望

4.1 人工智能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绘画、诗歌、设计、音乐

等人类需要用自己的感性去体验和完成的领域实现初步的

模仿和创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曾经说过：“我

们现在正处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最高潮。人工智能时代的范围

和规模将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个过渡时期都更加深刻。人工

智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每个行业和每个社会。因此，人工

智能的创造者和设计师必须广泛代表人类。我们正在冒险进

人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世界。作为这项新技术的创造者，我们

的集体责任是引导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地球、国家、社区、家

庭和生活产生积极影响”[11]。因此，基于设计工具的变化、

设计效率的提高、设计思维模式的变化、产业的变化，当代

设计师除了考虑产品的功能性和艺术性外，还必须考虑设计

产品的可用性，以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产品的社会伦理，

是否代表人类的共同福祉，把握好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黄金

阶段，使艺术设计行业继续迸发更多绚丽的色彩。

4.2 深度融合是时代主题

目前，世界上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的深度融合还处于

初步发展阶段，但已经呈现出巨大的潜力。人工智能与艺术

设计的结合，不仅提高了艺术设计的效率，也使艺术设计的

思维模式更加多元化，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未来计算机

技术、人工智能和艺术设计将持续呈融合发展趋势，为人类

的共同福祉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4.3 设计师需要在新时代寻找新的定位

与设计师相比，人工智能设计系统具有强大的数据储

备能力，在设计速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是设计师不能比拟

的，但是，人工智能设计系统在对于美的理解和感知上仍然

无法超越人类。设计师对美的定义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生

长环境。在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下，不同设计师对同一对象

的设计结果也会大不相同，相较于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师具

有强大的情感优势。因此，设计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巧妙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更多个性化的设计作品，

避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正确处理人工

智能为艺术设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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