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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印刷－微型传播：21世纪的趋势 

资料来源：印艺215期 作者：李凌宵 

技术的发展使印刷传播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点对点的可变印刷或个性化印

刷，这是一种更有效的传播方式。

摘要

点对点微型传播的原理与大型传播不同，它产生了接受方这个角色，并试图为接

受方找出适合的信息。这种工作方法将提高传播效率，增加回复率，它将成为21世纪

的一种趋势。

引言

传播方必须具有产生特殊信息的能力，而且接受方必须愿意接受并能理解这些信

息，这些都是有效传播的基础。关键的因素包括，接受方对接受信息的意愿，对信息

的兴趣，理解信息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接受方采取行动的能力。

点对点的微型传播把接受方当成具有独立的偏爱、需求的个体，这种传播方式为

接受方制定特定的信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微型传播将拥有与接受方的联系，微型传

播关注每一个受众的价值观，并且会拥有受众关系网。一些研究显示，寄给有条件购

买 者 的 个 性 化 邮 件 的 回 复 率 比 盲 目 大 量 邮 寄 的 回 复 率 高 1 0倍

（Alexander,1999;Crockett,1999;Romano,1999）。

微型传播的基础技术和主要媒介是可变印刷——全彩色数字印刷和数据库技术结

合的产物。可变印刷的概念大约是在1970年提出来的。一些主要的财务公司，像

AmericanExpress和CitibankNA公司一直使用对象推销技术去找出那些潜在的消费

者。由于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保存消费者数据的数据库的获取度的增加以及大多数人

更喜欢个性化的直接邮递而不是误导性的大量邮递，可变印刷已经成为印刷传播业的

一种新趋势。

以内容和变化的程度为基础，可变印刷可分成两代（Romano,1998;Ray,1998）。

第一代可变印刷工序以高速喷墨印刷机在每个印张上印变化很小的信息为代表，第二

代可变印刷已经充分利用了可变量据和数字印刷机制作一张包括彩色图形和图片的全

张印刷品。Romano(1998)进一步把可变印刷分成十二种不同的级别，从「给居民写上

『地址』，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纸张」的最低级别到「印张或给接受方的个性化邮件

的每一部分上的每一个象素」的最高级别（P.18）。

数据库技术、联机在线技术和数字印刷技术现在的发展为可变印刷建立了坚实的

基础。数据库和软件系统允许印刷者创造一份文件的多份复制品，每份复制品都具自

己的独特个性，同时还能直接以文件的形式传递给数字印刷机或存储起来。通过分析

在线收集的消费者的偏爱、购买模式、收益状况以及其它的消费者市场状况，电子商

务能精确地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数字印刷能以稳定的质量印刷出个性化的复制产品。

依靠数据库技术、在线联机技术和数字印刷技术，每种印刷品都能具有很高的个性

站内搜索 

   

科教

企业搜索 企业登记 自助链接 

实用服务 疑难求助 印刷网站 

论坛新贴 



化，这使可变印刷成为一种对象推销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直接推销以及效率与

接受程度的增长，可变印刷———种增值工具——在未来将保持不断增长并产生更多

的收益机会（Mathison,1998;Romano,1998;Romano,1999;Tilden,1998）。

可变印刷技术概要

可变印刷对直接推销活动而言是种强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

相对应的对象。以消费者的偏爱为基础、具有较高程度可变性的信息将增强商家与消

费者的交流，并增加回复率，它与大量的传播和广播是不同的。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是

目标消费者，这种工作流程与常规印刷是相对的，后者的工作流程是从对象鉴别开始

的，在对象列表生成之后是内容信息列表。显示在每一件印刷品上的不同信息是以作

为目标接受者的偏好和需要为基础的。因此，传递的信息将对接受者有很大的鼓动

性。

为了将适当的信息传递给正确的目标受众，数据库分析与数据库管理是在进行可

变印刷时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数据库在可变印刷中的重要性，印刷者需把焦点从印刷

操作转到数据库准备上来。（Ray,1998; Romano,1998; Tilden,1998），并且把自己

定位在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上，而不是印刷工人或印刷产品的制造者。

成功的可变印刷要考虑的重要条件包括：

1.有效的数据库分析、管理和维护

可变印刷的工作流程不同于传统印刷。可变印刷最重要的工序是数据库分析，它

的功能是去研究这个计划或行为，熟悉行动计划与商业目的之间的联系，确认实现商

业目的策略。可变印刷的数据库分析包括关于出版/印刷目的、有用的数据、每一个

目标和方法、信息的内容等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数据库需要完成这个

目标。下一步是组织有用的数据，整理数据库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数据库。在数据库

建立后，为了对它们进行管理和维护，需要有一个确定的程序去定义和处理目标、方

法和数据库结构类型。一个易于管理的数据库系统允许印刷者为可变印刷有效收集、

存储和恢复资料与信息。

2.增值计划

要确定印刷品的内外都能展现出能真正引人注意的个性化的东西。个性化邮件印

刷品最重要的特性是要让接受者去打开它，因为大多数邮件印刷品还没打开就被人扔

掉了。

邮件印刷品的内容应该是面向接受者的。一个词或一张图片的选择都要根据设计

者对接受者个人的详细面的精确了解来决定。为了显示出消费者的爱好，设计者不得

不对数据库?的每个接受者有真正的、实质性的了解。

3.可变印刷计划

可变印刷计划成本的大部分在于数字印刷机的供给和零部件上，如调色剂。让成

本控制在最小的适当方法是：在平版印刷机上先印上不可变的信息，然后数字印刷机

上再印上个性化的信息。

邮件印刷机上印坏的印张可能会给可变印刷带来问题，因为印坏的印张意味有的

人将接受不到印张传递的信息，为了将信息传递给100%的对象人群，必须重新制定预

先计划或重新获得生产过程。

4.软件的选择：



为了生产出实际的印刷复制品，必须利用适当的软件，将可变的信息和数字印刷

设备结合起来。我们有许多可用的软件程序，每种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因此，为

了选择合适的软件，必须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当今的可变量据库软件提供了范围

很广的性能，并被各种各样的应用作为目标对象。最适当的数据库软件依赖于它的运

用或利用它生产出来的文件的类型。在特殊的可变量据库运用阶段内，在这当中可供

选择的工具很多。区别这些程序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对每个程序提供的适应性和可量

测性的标准进行评估。 

适应性是一种软件的易用性和支持范围广泛的可变量印刷运用能力的量度标准。比

如，易用的图形界面和对不同元素（包括文本、图像和版式设计）的位置、方向、属

性的完善控制。可量测性是软件根据Post Script文件的大小和可变记录的数量来调

节大量可变量据工作的能力的量度标准。另外，可升级的软件能支持多数的客户机和

服务器平台。

可变量据库软件的选择过程从评估可变印刷运用的复杂性开始，然后决定这种运

用要求的适应性和可量测性的程度。低端的运用要求中等的适应性，但是因为输出任

何地方的范围的量是从低到高，它们要求更高的可量测性。高端的运用包括复杂的图

形放置、多平台处理以及大量的输出。因此，适应性和可量测性的标准要求都很高。

在选择软件的时候，人们应该确信它的适应性能满足计划的执行，可升级性能满足输

出量的执行。

除了软件的适应性和可量测性，用户也需要知道一些软件和某种前端或输出设备

捆绑在一起，一些能输出像Post Script文件之类的可变量据文件，这些文件能被传

送到任何数字印刷设备上。

5.数字印刷机的选择：

在可变印刷中生产出最后的印刷品时，印刷机性能仍然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不

同数字印刷机有不同生产能力和成本。在处理高可变性的数据时，选择合适的数字印

刷机是很重要的。在选择数字印刷机方面，印刷者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a.成本：数字印刷机的价格范围从中间价格2000美元（佳能CLC-100）到高价

（Indigo's Ultra Stream和Xerox Docu Color400DI)成本都在600000美圆左右。

b.速度：高速数字印刷机像Ultra Stream和爱克发的Chromapress32Si、佳能的

CLC2400以及Xeikon DCP/50D等都能进行高速印刷。

c.多色印刷能力：大多数数字印刷机都有多色印刷能力，一些高速数字印刷机

（如Indigo's Ultra Stream）具有七色印刷的能力。

d.版式：最大版式的喷墨印刷机能印刷出72"宽度，一些制造商像Creo Scitex、

Raster Graphics及Sign Tech生产的喷墨印刷机能印刷出196"的宽度。

数字印刷机的选择根据成本、速度、多色印刷能力及版式而定。印刷工人要确定

这四个因素中哪个因素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从而作出适当的选择。

发展中的面向对象的分布式数据库

可变印刷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数据库技术。有四种主要的数据库模型：层次模型、

网状模型、关系模型、面向对象模型。每一种模型都具有表示记录类型之间关系的不

同方法。为了适应基于结构化和可变量据库的印刷不断扩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包括

更为复杂的数据类型，数据库变得更加复杂了。最新的趋势就是面向对象的数据库，

它提供了一种可用于定义复杂的数据关系的结构。对象是数据和信息收集的焦点。面



向对象的数据库提出了概念上的数据关系，这使得数据库的设计者和印刷者不必关心

数据是如何进行物理上的连接的。

对其他的数据库模型而言，所有消费者的数据都有相同的记录结构。面向对象的

数据库提供了创造单一记录类型变化的灵活性。例如，数据库设计者通过利用不同来

源的信息确定潜在的消费者，

这些可用的信息有从消费者自愿的调查表中得到的收入信息，从信用调查表中得

到的家庭信用风险的信息，从彩票的兑现情况以及扫描技术中得到的采购信息，从商

店的营业帐目中得到的消费者对服装的爱好信息，从杂志订阅表中得到的订阅费信

息。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允许设计者定义不同的相关领域的消费者数据。对面向对象的

数据库而言，每种信息的记录类型仅仅是不同的消费者，不需要一系列单独的命令。

数据库管理是可变印刷中的关键任务。面向对象的方法常常用来处理和管理面向

对象的数据库。因此，形成数据库的每个对象包括一种对数据进行操作的方法。面向

对象的模型需要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用和这一方法相关连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定义及

管理。在面向对象的模型中，每一组数据都变成了一个对象，对象能进一步被组合成

类。数据库的设计者也能定义每个对象中数据的处理方法。对象对每种方法继承性的

考虑将提高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的效率。

数据库几乎总是被许多用户和用途共享。数据库设计者共享数据以有效的利用可

用的资源和有更多的产出。例如，相关的行业所共享的一系列的数据为每个行业提供

了有关消费者、供给者、商业事务等连贯一致的信息，这些共享的数据库也可能是分

布式的。分布式数据库是数据存在于网络中的不止一个系统中的一种数据库。这些数

据能在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上进行存储、查询或更新。当允许其它地址的用户使用相

同数据的时候，分布式数据库用特殊的地址提供必须的数据和信息。使用分布式数据

库的人们不必知道数据库的地址，而是通过应用程序、传播软件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相互作用，来确认、设置、查询数据库用户需要的数据和信息。

有两种普通的数据库分布的方法：地址分布和功能分布。在地址分布的方法中，

数据库或数据库分布按数据和信息使用的频繁程度设置区域。在所有区域中，每种分

割对数据库用户都是易取的。功能分布对处理功能的要求超过物理地址的设置。功能

分布的方法只有在传播网络与数据库相互联系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下面的模式是一种系统的入口。它是以可变印刷产品的生产和面向对象的分布式

数据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每个面向对象的分布式数据库的构造包括几个对象，而且每

个对象都有一种方式和与其它对象相互表示的能力。具有共同特性的对象被组成在一

起形成类。例如，分类的消费者包括对象消费者，收入情况，信用等。另一方面，产

品/服务对象是个单独的类，这种方法产生一种潜在的消费者，被有计划的、一致的

领域对象内信息列出的消费者。功能分布式数据库还为可变印刷提供了时间控制信

息。可变印刷的工作流程对大多数数字印刷来说都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是为了

提供正确的目标特有的可变信息，可变印刷的每一步印刷操作更多的集中在数据分析

和内容信息分析上。

结论

点对点的微型传播就是要构造一种关系，它提供了有效的传播和高的回复率，为

印刷传播业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而且将成为21世纪新的趋势。可变印刷对微型传播

而言是主要的媒介，对推销和传播而言，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增值工具。可变印刷的效

率依靠数据库和数据库分析的完整性，面向对象的分布式数据库允许数据库设计者能

有效使用网络内任何有用的数据。面向对象的分布式数据库印刷系统模式显示了可变

印刷工作流程和数据库系统的网络结构。这个系统模式为图形传播领域提供了一个清



晰的前景和在信息时代采用这种技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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