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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推动工业设计标准，体现工业设计性能价值与人性化价值的评价指标与技术，并为工业设

计标准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方法和工具，推动工业设计标准实践活动顺利展开。方法 通过文

献研究，指出工业设计技术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详细论述了工业设计标准的技术体系内涵。结

论 在研究中明确提出了技术指标、美学指标、文化指标和人体工学指标 4 个要素构成的技术体系的理

论模型。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并非抽象的方法论，而是科学的数学模型指导下的

可操作方法和工具，在指导设计创新的应用中具有一定现实价值。明确了工业设计标准是指工业设计条

件下以先进、有效，同时适合工业化生产方式、可以理解并可能检测实行、能体现环保原则与市场价值

的人性化指标及性能指标的设计规范及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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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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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s to reflect evaluation index and technology of 

performance and humanization values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to construct a set of effective methodology, methods and 

tools for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 practice smoothly.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technical system were pointed out by the literature re-

search,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technical index, esthetics index, cultural index and ergonomic 

index.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s studied in this paper is not an abstract methodology but an op-

erable method and a to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model. It has some practical value in guid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Industrial design standards are defined as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hum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are advanced,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to industrial mode of 

production, understandable and likely to detect, implement,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k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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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标准化活动的产物，标准的研究、制定、

发布、实施组成了标准化活动的过程。李春田指出，

标准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就是这个过程以及对

这个过程进行管理的理论、原则和方法[1]。中国对标

准的制定和起草工作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标准研

制之前需要进行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分析，从需求、技

术基础以及效益等方面进行标准预研究工作。工业设

计标准是指在工业设计条件下，先进、有效，同时适

合工业化生产方式、可以理解并可能检测实行、体现

环保原则与市场价值的人性化指标及性能指标的设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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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及评价准则。工业设计标准除了体现工业设计

性能价值与人性化价值的评价指标与技术约束外，更

是设计创新的依托，是创新思维的激发条件。工业设

计标准同样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方法和

工具推动工业设计标准实践活动顺利展开。若缺乏理

论指导以及严谨、科学的研究、实验和检测方法的支

撑，推动工业设计标准体系建设将极其困难，尤其是

中国目前尚处在对工业设计标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的讨论阶段。前苏联早在 1918 年就已经成立了专门

的部门推动标准化工作，其工业体系中针对产品质量

的评价系统，对中国早期的工业标准化建设有很大的

启发，他们的实践经验也为中国的标准化工作形成了

良好参照。从 1970 年开始的“五年一期”标准化战

略规划中，对标准如何体现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了严

肃的约定，并且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根据不断发展的技

术与国民生活需求，不断完善标准的技术条件，因此，

如果说标准是一门科学技术，那么标准的研究势必需

要规范的技术体系来支撑。工业设计标准就其性质来

讲也属于技术标准的范畴。邓周平认为，科学是人类

试图理解世界的各种积极尝试。科学理论也绝非仅仅

是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消极反映；技术则是世界各

族人民在其生存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经验形态[2]。在推

动设计标准产业化过程中，如何为工业设计标准发展

制定一套可支撑的技术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帮

助人们在产品设计时有效地选择标准技术以及实现

标准。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需要人类的其他智慧引导，而

并非单纯地依靠纯技术。工业设计标准的研究过程就

如同人们试图通过自然物像法则指导生产一样，其中

必要步骤就是如何将生活中的经验抽象成理念，并进

一步将理念技术化，进而指导生产。抽象的过程也是

不断实验的过程，因此，邓平周认为数学、实验与测

量在对科学的认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的毕

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从音乐中发现了音高和乐器弦长

之间的关系，从自然界中的现象提炼出著名的“黄金

分割定率”。邓平周强调：“科学事实不仅被要求准确

地观察、测量和再现，而且还必须被精确地描述[2]。”

因此，人们不能仅仅运用由经验中积累的理念来指导

工业设计，只有将工业设计标准的理论模型化，进而

将模型参数化才是指导产品设计的科学实践活动。前

苏联执行的技术标准中对美学标准的要求比重较高，

主要集中在与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品上。为了

提高美学等设计标准的应用水平，他们在产品外观造

型上采用“可靠的几何参数和数值参数”，并广泛地

采用优先数和优先数列建立美学标准基础，根据美学

要求和人体工程学的测量数据建立了大量的数模。虽

然这一创造性的标准实践活动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

定局限，但是，前苏联建议设计标准可以在实际应用

时根据物品的美化要求，遵循自然界物品的形成原则

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数列和模数制是技术

设备功能美的基础，而完善现有的和建立新的数列和

模数制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有巨大的

努力、才能、知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方能得以实现 [3]。

前苏联并不是采用模数制来实现美学标准的最早实

践者，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建筑都采用了模数制来表

现美学概念，他们也相信美学实践毫无疑问对于国家

文化的塑造非常有用。 

1  构建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的必要性 

构建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是一个知识管理的

过程，王琛提到知识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先进的

技术，促进知识的创造、存取、分享和利用，提高效

率并由此获得利益，而工业设计标准的内容来源于工

业设计活动的经验积累，是产品质量和工业设计工作

质量的量尺[4]。在建立工业设计标准体系时，一方面

要通过完整掌握工业设计的知识体系，正确理解工业

设计与人、技术、艺术、文化等的相互关系，将这些

关系用简洁、合理的方式，动态、发展地结合起来，

组成内容完善、逻辑清晰、结构明确的体系结构；另

一方面，则需要充分发挥设计的管理职能，加强标准

化管理，不断完善标准体系，促进工业设计标准体系

的运行和实施。 

1.1  从工业设计标准的目标来看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的内容主体是标准，客体

是产品。而“人”，即人们所说的用户，是联系产品

和标准的桥梁。工业设计标准化过程的重要目标就是

将“人”引入到产品和服务中，让产品标准和服务标

准具备“人性化”的素质。“人性化”在产品生命全

周期各个阶段中的有效使用和发展，有利于达到人、

产品和环境的和谐关系，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文

化”总体目标。 

1.2  从工业设计标准的作用来看 

无论对任何行业，遵循标准都不代表不创新。

Ferrrari 提到，设计标准不是对创新的禁锢（Design 

standards do not inhibit creativity），具有创造性的工

业设计从业者，应该知道何时和怎样去灵活运用工业

设计规则来使得产品达到标准的要求[5]。在成功完成

产品的道路上，工业设计标准在提出要求的同时，也

会为设计师提供大量不同的选择和路径，帮助他们完

成产品设计。 

1.3  从工业设计标准的内容来看 

工业设计活动就是通过采用大规模、高效、低成

本的标准化生产方法将创意和概念转化成产品的过

程，对于规范工业设计活动标准的选取和采用直接关

系到产品的成败。工业设计标准对于工业设计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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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师来说，其内容包含了相关设计知识的获

取、组织和表达的方法，从而有利于他们系统化地形

成合适的产品设计解决方案。 

因此，构建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既要形成标

准体系的框架，确保每个标准在框架中都找得到对应

的位置；又要确保标准内容准确、合理和可操作性强。

在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构建和标准制定的过程中，

要充分理解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的内涵及范围；对于工

业设计标准内容中所涉及到的专业基础技术部分进

行研究，探索合理的研究方法和作业程序；根据研究

成果，建立工业设计指标体系及应用指导原则；在体

现工业设计标准体系价值时，用科学的方法对指标体

系进行评价和评级，使得工业设计标准能够形成统一

的价值评估准则，并得到各方的认可。 

2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的衡量机制 

标准是衡量客观事物的准则，反映人在长期的劳

动、生活经验的积累中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建立的过

程，也是对事物进行衡量和评价的过程，主观和客观

辩证统一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业设计标准的构建

也是人们对于产品的综合全面认识，和任何人对客观

事物的认识一样，这种认识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

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6]。

构建工业设计标准体系，是一项动态发展的社会实践

活动，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性保证了标准体系能从

根本上抓住工业设计标准的对象，也就是产品的本质

和规律；同时也保证了设计标准体系能正确地符合人

类长久以来对于设计和产品的主观认知。 

一方面，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的构建是人类对工业

设计活动认知上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

它是对工业设计活动的衡量和评价，是对人、产品及

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直接描述。现在来看，标准内容

的“人性化”或者“人文化”，使得无论是对传统认

识中的理性知识，如工学，还是对传统认识中的感性

认识，如美学，都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重新进

行审视。因此，为了实现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的“人文

化”的总体目标，工业设计标准内容本身也需要实现

主观和客观上和谐统一的发展。对事物进行评价的

主、客观方法的使用在众多领域已经有过实际的应

用，特别是在一些与人的生产、生活关系紧密的领域。

姚海根总结印刷质量评价时就提到，图像质量主观评

价的国际性标准化活动是开展较早的领域，既有用来

规定测量或主观评价环境条件和几何条件的标准，也

有真正完全属于主观评价的标准。同时，他也指出，

部分用于物理属性测量的标准既可用作主观评价的

比较基础，也能用作客观评价指标[7]。张建东和覃毅

力在对可感知音频质量的评价研究时，尝试了建立对

数字音频进行主观评价的方法和标准[8]。陈克安和闫

靓在建立声景观的评价模型时，也采用了主观和客观

两种评价方法[9]。类似的，还有王正华等  [10]、刘岩

等 [11]、贾庆贤和赵荣义 [12]、黄敏等 [13]，这些文献

中，有对于产品属性的评价，有对产品体验的评价，

也有对工艺技术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均采用了主观

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对产品或

产品的某一特征标准化的衡量。这种主、客观评价模

式，要求用户参与。在建设工业设计标准体系时，以

往的学者们虽然都强调了“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大

部分仅仅是出于文字概念上的解释或分类，所指为宏

观 意 义 上 的 人 类 ， 而 缺 乏 在 实 际 构 建 过 程 中 对 于

“人”，即“用户”的引入。而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的

“人性化”正是建立在引入“用户”的基础上的一套

标准，如果在制定和应用过程中有涉及到对用户需求

的诉求，或是用户本身已然作为标准工作的一部分参

与到标准制定过程中，那么，标准会自然拥有以下属性： 

1）用户喜好、社会环境、文化等因素将会从本

质上扩展标准的内涵。 

2）用户的反馈直接来源于终端的目标人群，独

立于市场的商业利益，从而保证了标准制定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 

因此，以“人性化”为主旨建立工业设计标准体

系将从根本上保证其内容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探讨建

立工业设计标准体系中总体事物的衡量机制是基于

客观评价（专业技术评价）和主观评价（用户体验评

价）两个方面来进行架构的。 

3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的内涵界定 

关于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之前有研究成果通

过各种不同角度提出见解，并对工业设计标准相关内

容进行了描述、定义。王继成提出了工业设计标准化

的美学功能概念。他指出，通过设计标准的完善来影

响产品的性能、尺寸、可靠性、美学及人机工程学方

面的性质，并由此提出了在美学层面下产品结构的标

准组成部分，如基本零件、材料规格、控制器、文字、

符号、表面处理等部分的标准化[14]。虽然局限于美学

层面，但是作者对于产品结构所涉及的各部分作了详

细划分，并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对实现上述产品结构部

分的标准化方法进行了论述。陈胜男和潘荣通过对世

界范围内设计评价标准历史和发展的分析，提出了他

们认可的、能够作为设计标准去评价一个产品的因

素，分别是技术、经济、社会、人、机、环境、系统

和审美等多个方面[15]。很多研究人员都涉及过工业设

计的评价标准，在谈到评价体系的内涵时，强调“人”、

“环境”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这与构建工业设计

标准体系中“人文化”有着相似视角。尽管设计评价

标准多是基于一种经验判断的评估，但就工业设计的

属性来看，设计评价标准本身应该属于工业设计标准

范畴中另外一种评价呈现方式。刘新从另外一个角度

提出了关于设计标准的思考，他通过对价值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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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和价值实现手段的分析，将产品的评价者划分

为 4 类人：消费人、企业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再根

据这 4 类不同人群，将他们的产品需求转化成产品标

准[16]。在作者提出的标准体系框架中，标准最终也是

细化到对于产品本身的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

面的要求。其目的是通过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最终达

到与 4 类评价者共赢。在过程中，标准内容将按照评

价者的不同需求，不断地细化和程度化。 

关于设计标准的应用，前苏联已经进行了广泛实

践，其经验可供参考，并对于工业设计标准是否成立

一说，给出了肯定答案。从资料上看，前苏联工业

体系是从“美学”切入设计标准的。早在 1930 年，

A·B·卢那查尔斯基提出标准概念同质量概念是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同人的情绪有着密切关系。

标准必然是质量的标准，同时也是美的标准。质量—

—不仅是指功能性、耐久性和经济性，而且也包括美

的比例、颜色和其他美的功能[3]。这些研究成果为工

业设计标准体系最终构建贡献了多种角度和方法的

实践。然而，人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工业设计标准

具备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性思维的双重特征，仍然需要

聚焦于沟通工业设计战略和工业设计基础体系之间

的中间层次技术。 

综上所述，工业设计标准的内涵界定是否合理，

取决于能否科学地建立起其支撑的技术体系。人们完

全可以通过综合分析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对于产

品设计的需求，结合工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

学科知识，建立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理论模型。 

3.1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中的美学要素 

工业设计美学是研究工业设计活动中的审美规

律，它与工业设计的本质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关于设计和审美的关系，众多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过反复论证。塔塔尔凯

维奇提出关于“美”的关系论：“大巴塞尔在 4 世纪时，

倡议美所包含的关系，非如伟大理论所言，存在于对

象的各部分之间，而是存在于对象与人的视觉之间。

事实上，这种见解并未形成美之相对主义的概念，去

产生出关系型的一种。像这样，美变成了存在于对象

和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17]。”也有研究者认为，设计

本身也属于一种审美的形式或者活动，就如同人们在

生活中的一切造物活动，都能够找到自然界中美的规

律性的印记。李泽厚认为，原始人的审美认知就是基

于对自然客观“美”的理性反映[18]。在此基础上，何

丽贞在探讨设计美学内涵时，提到工业设计是技术设

计和艺术设计的结合[19]，设计是利用工业技术手段按

照功用规律和审美规律创造出产品来满足人的需求，

因此工业设计作为活动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

作为一种观点来说，其中也包含了审美的观念。 

工业设计具备多学科交叉特点，其本身所运用的

技术美学手段也是为了解决人、物和环境之间关系的

核心问题。工业设计美学是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组成的

重要部分。比例、节奏、尺度等都是美学标准表达的

基础，因此，工业设计活动对于美学运用经验的总结

便是工业设计美学标准化的形成过程。以往，已有不

少从产品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谈到过设计美学在工

业设计中的运用。王海亚和孙高波对基于生活美学的

工业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提出工业设计美学中

几个“美”的范畴，即满足人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对

产品功能需求的功能美，符合人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

审美意识的形态美，通过现在技术发展所影响到产品

的结构、工艺、材质和人机关系的技术美，诉求文化

内 涵 和 心 理 情 感 的 美 以 及 能 体 现 社 会 发 展 的 时 代  

美[20]。与此类似，吴凯在谈到美学与工业设计结合的

必然性时提到，工业设计美学有其独立的内涵和体 

系[21]。他提出的组成体系的三元素为形式美学、技术

美学和社会美学，对应的分别是源于客观自然的美、

源于技术应用的美和一种更高层次的源于人类生活

需求的美。这些学者都认为，虽然审美是人类的主观

行为，但是审美的评价标准却是经过人类长久以来不

断总结得出的，所以审美标准有着它的客观性。对于

工业设计活动来说，审美促进工业设计创新，其中包

括了技术、工艺、艺术等多种因素的创新，而审美和

工业设计结合的产物就是工业设计美学 [21]。正是由

于“美”的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性，在工业设计活

动中，如果对审美评价的内容加以标准化，以客观的

审美标准来实现主观的审美情趣，就能够使得工业设计

产品在美学层面满足人们各方面、不同层次的需求。 

3.2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中的人体工程学要素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的另一重要组成是人体工程

学。张渭涛在描述工业设计时提到，产品美学研究是

工业设计的关键一环，同时，和产品美学要素一样重

要的，甚至对许多工程师来说，比产品美学因素更重

要的是工业设计中的人体工程学[22]。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工业设计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人体工程学在工业设计活动中广泛应用，缓解和

解决了人与产品、人与环境、产品与环境之间逐渐凸

显出来的矛盾。设计优良的产品，必然是人、文化、

环境、经济、技术、工艺等因素巧妙融合、平衡的产物，

其中，人、环境与机器正是人机研究的核心问题 [22]。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设

计出来的产品必须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这种需求包

括生理上的需求和心理上的需求。王卉在阐述人体工

程学在工业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时提到，它为工业设计

中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它为工

业设计中考虑人的因素提供了精确的人体尺寸参考

依据；它为工业设计中考虑环境因素提供了准确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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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航标[23]。根据以上对工业设计活动中人体工程学应

用的描述可以看到，人体工程学研究已是现代工业设

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人体工程学通过对“人”

本体的研究，反映的是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作

用到产品和环境上的是人在生活、工作中的安全、健

康、舒适和效率。 

从工业设计活动的流程来看，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理念已然贯穿于产品设计的每一个阶段。在工业设计

标准中，大部分用户体验测试的实验室数据来源于人

体工程学的技术指标。并且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的

各个环节均涉及到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内容，它是工业

设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中，人体工程学对于工

业设计的指导意义最终体现在人机系统的设计上 [24]。

人体工程学也与同在设计标准体系中的工业设计审

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体工程学与工业设计审美

的相辅相成体现在：一方面，人体工程学以其规律性、

客观性为工业设计美学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另

一方面，人体工程学的应用要满足人类对产品的审美

需要，其理论基础必然来源于对于人类审美经验的收

集和分析。工业产品设计与审美要求相协调，是指人

体工程学所提供的科学参数及有关感觉的资料为人

的心理、生理创造舒适感、愉悦感，为向审美的转化

提供必要的条件[25]。 

前苏联的设计标准重点阐释了人体工程学，他们

强调“控制系统的选择和配置，控制结构和显示设备

的设计”都是评估产品质量力不可或缺的设计标准。

在其设计标准实践中已经根据工业产品的性能特点

和人的需求特点将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标准技术定义

为 3 个不同的“适应性”，即人体测量适应性、心理

生理适应性和审美适应性。他们进一步将 3 个适应性

指标进行细化分类以方便标准的具体参数定义。比如

心理、生理适应性方面就是根据人的感觉特点分为嗅

觉、视觉、听觉、触觉等具体指标。根据不同的产品

和不同的使用者可以再将指标分解下去，比如触觉可

以分解为：触觉感受性、温度舒适性和痛觉反馈等。

而制定审美适应性的指标则是强调在产品满足功能

的情况下评测使用者对产品的和谐度、比例、色彩、

工艺以及整体美观度的精神满足度[3]。 

3.3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中的技术要素 

工业设计活动的内容决定了在将产品进行设计

和批量生产时，必然会涉及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工

业设计技术是人们在长期从事工业设计活动中积累

的，将设计方案实现的一种经验，是将产品实物化的

必要方式和手段。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史上，由于工

业设计技术不过关而引起产品开发的高风险，甚至是

导致产品开发失败的现象屡有发生。从工业设计技术

的价值衡量上来看，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的主

流学派无一不把技术能力看作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工业设计技术作为制造业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能为工业设计活动、产品、企业和行

业带来可观的附加值。 

工业设计技术作为工业设计活动的重要组成，在

衡量其价值时需要重点考虑。工业设计技术的发展往

往需要借助其他相关技术，在构成工业设计的知识体

系中“科技”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从创意到产

品化的过程中，工业设计技术始终贯穿于产品生命周

期。因此，工业设计技术既涉及产品的部件外观结构、

产品内部结构、色彩、材料以及工艺的精细化处理等，

也涉及产品控制部分与人类工效学相关的技术，如：

可用性、可及性、交互逻辑，视觉方面的炫光、容错

等内容。工业设计技术能够实现从设计方案到产品或

者实物的过程，除了实现技术本身所应体现出来的价

值外，还有对设计美学层面价值的实现，对人体工程

学层面价值的实现和对于文化需求层面价值的实现。 

工业设计技术指标进行标准化的过程，重点在于

用什么技术进行评估以及如何评估、评估的标准是什

么，等等。将工业设计技术纳入工业设计标准体系的

考量，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技术本身的

规范化。此类的规范化工作能够提高工业设计生产效

率、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二是对技术效果的规范

化，工业设计活动艺术属性及其创新属性，可能使得

部分技术难以实现理论上的规范化。因此，对于目前

无法或不适合对技术本身进行规范的，可以采用对技

术的应用效果进行要求来实现规范化。工业设计标准

的“人性化”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实现用户满意

度 为 目 标 ， 为 此 类 的 规 范 化 工 作 提 供 了 价 值 衡 量   

标准。 

3.4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中的文化要素 

百度百科中对文化的解释：“广义文化指人类在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工业设计中的文化要素并不是指物质文化

等显性的文化要素，而是指审美情趣、文化精神等隐

性要素，因此，在工业设计文化中特指设计中所使用

的文化符号等要素在设计表达中所隐含的象征性。工

业设计文化价值的评价和衡量标准非常难以权衡，虽

然针对文化的评价方法和工具在企业文化的评价系

统中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因为隐形文化的感性

特质导致没有直接有效的测量方法。在评测方法中，

一方面是收集定性方面的信息和材料，通过定性分析

评价。另一方面是做定量方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定

性分析主要以专业人士的判断为主，而一些关于文

化评价的定量测量工具能够很好地补充定性分析的

不足。 

文化和人之间的适度关系是工业设计标准中文

化要素评价的基础，因此，在工业设计文化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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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适度引入用户体验评价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用户

体验评价能够从用户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感受设计要

素带来的精神感观。 

4  工业设计标准的技术体系模型 

工业设计标准的技术指标由工业设计技术、人体

工程学、美学和文化 4 个层面的要素构成，人体工程

学也可以包含在技术指标之中，两者均为产品功能实

现的支撑，见图 1，但是从工业设计评价的实践经验

来看，经人体工程学的技术指标单独评价则更加能够

反映出产品的设计品质，因此，在探讨构建工业设计

标准的技术体系的理论模型中将人体工程学指标单

列。工业设计标准技术指标体系模型中工业设计技

术、工业设计美学、人体工程学和文化四者组成了有

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结合的评价方式用于对上

述 4 个部分进行规范化评价，而体系中每一个标准均

为工业设计标准的子标准，其内容为上述 4 个部分内

容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体现。 
 

 
 

图 1  工业设计标准技术体系的理论模型 
Fig.1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tandard technical  

system for industrial design 
 

5  结语 

工业设计师具备非凡的创造才能，其创造性思维

的“实现”却悖论地受到当下生产方式的局限。工业

设计师更应该把自己看成是科学家，科学家能够预见

未来，也只有科学家才能够解当前问题，而科学家的

工作总是建立在精准的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推动工

业设计标准发展的并非是基于标准理论层面广泛研

讨的峰会，研究工业设计标准的技术体系构建才是当

下首要任务。 

工业设计标准需要不断地发展，它是进行工业设

计活动之前的引导、进行中的规范和结束后的评价。

工业设计师和企业以及广大的用户所认为的“理想”

的设计方案是从来不可能达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工业设计标准的作用是对产品设计的品质定义一个

“合适且合理”的范围。就如同所有工业标准的最终

目的一样，只是工业设计标准具备"Advance"的属性，

也具备严格的数学逻辑属性。综合来看，不论工业设计

标准如何定义，都需要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法则，而非

单纯的技术规则，可以说是一种多视角方法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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