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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设计融入产业驱动全域融合创新升级之道，阐明“设计产业化”和“产业战略设计”

的概念与内涵、源流与发展，明确两者关系，展望未来方向。方法 针对社会发展现实需求，通过理论

分析与实践探索，运用归纳、对比等方法，探明两者的基本原理与基础理论。结论 “设计产业化”是

设计与产业融合，进而驱动全域创新的战略级理念；“产业战略设计”是实现“设计产业化”的创新型

工具。两者包含四大引擎：顶层战略、产品创新、品牌塑造、创业孵化；涵盖四大层级：战略设计、策

略设计、服务设计、专业设计。两者相辅相成，赋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上市，驱动设计与产业

协同创新升级；其纵深研究对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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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of integrating design into industry to drive global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ategic 

design” are expoun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made clear,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is outlook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using induction, com-

paris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and basic theories are explor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design industri-

al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industry to drive the overal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ategy design” is an innovative tool to realize “industrialization of design”. The two includes four engines: top-level 

strategy, product innovation, brand building and business incubation and they also cover four levels: strategy design, tac-

tic design, service design and profession design.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enabling the IPO of enterprises, driving 

design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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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人类发展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虽然各学科领域发展日趋细化，但是与社会经济产业

发展实际需求结合度严重不足。以应用型的设计学科

为例，细分的专业方向越来越多，但设计与产业的关

系仍滞留在“设计服务于产业”的传统层级。设计界

与社会各界对孤立的“设计产业”形成了固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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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设计学科、设计行业长期游离于其他各大产业体

系之外，形成了常态化并列关系，从而造成了产业、

学科、教育之间多个层面的脱节现象。这样既不利于

设计发展，也不利于产业发展。因此，亟待从战略层

级探索设计学科与产业的融合创新之路。 

为推动设计学科与行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急需探

索将设计全面融入产业的方法与路径——从“外部设

计服务”升级为“内部创新驱动”。本研究基于课题

组前期研究提出的“设计产业化战略观”与笔者主持

的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设计产业化’理论研究及

实践探索”，对“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

进行基本原理与基础理论阐述[1]。有利于促进设计与

产业的融合协同创新升级——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破

解“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产业”等全域融合创

新发展难题，促进“产教融合、文旅融合、科创融合、

两化融合、三产融合、全域融合”，其纵深研究具有

重大社会文化意义与经济产业价值，发展潜力巨大。 

1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基本

概念 

鉴于“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具有相

辅相成、相互引导、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二元统

一”关系，本研究专门对两者进行同步并行式阐述。

特此界定基础概念并阐述相关内涵。 

1.1 “设计产业化”概念界定 

“设计产业化”是设计与产业融合，进而驱动全

域创新的战略型理念。具体而言，是指运用“产业战

略设计”工具，把设计与文化立体化融入各类产业，

驱动“政产学研科教文”全域融合创新发展。需要与

常规理解的“产业化”进行区分——并非把设计作为

产业化的单一起点，而是把设计融入其他各类产业领

域协同创新发展。 

1.2 “产业战略设计”概念界定 

“产业战略设计”是推动“设计产业化”的重要

创新工具与方法手段，是系统化、科学性、产业级的

战略设计创新体系。需要与常规理解的“战略”进行

区分——并非传统的宏观产业或企业发展规划及战

略，而是基于设计学的“战略级设计”，是传统产业

或企业战略的创新设计与实施工具、推进方案、行动

指南、执行手册。其涵盖但不限于企业战略识别系统

（CIS），即企业理念识别系统（MIS）、企业行为识

别系统（BIS）、企业视觉识别系统（VIS），可将其理

解为 CIS 的产业升级版。具有“系统化、科学性、文

化感、智慧式、创新型、多层次、可实施、有实效”

等多维度特质。 

1.3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总纲 

两者研究涉及——“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

设计”原理与方法研究；设计产业化战略观——设计

和产业融合与协同创新之路；设计产业化方法论与实

践模式探索；行业案例库、信息知识集、素材库等。 

1）两者的内涵与发展宗旨：通过“产业战略设

计”把设计技术升级到设计战略，从战略层级驱动设

计融入产业，从而推进“设计产业化”，旨在驱动全

域要素融合创新发展。 

2）两者包含四大核心引擎：顶层战略设计、科

技产品创新、文化品牌塑造、产业创业孵化。这四项

创新工具可系统化破解“政企学”融创发展难题：区

域产业、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政府招商引资与区域

公共品牌塑造；院校“教科研创”一体化创新与成果

转化。 

3）两者涵盖四类设计层级：战略设计、策略设

计、服务设计、专业设计（如产品设计、品牌设计、

环境设计、信息设计、智能设计等）。 

1.4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系统 

该系统包括三大层级：（1）顶层战略系统，即处

于系统金字塔尖的“产业战略设计”，通过“战略、

产品、品牌、创孵”四位一体打造“核聚变”引擎，

其中顶层战略打造第一竞争力，科技产品打造第一生

产力，文化品牌打造第一关注力，创业孵化打造第一

进化力；（2）中层资源系统，以全域融合创新理念为

魂，文化竖旗，产业铸基，学科引领；以战略设计汇

聚跨界资源，驱动各产业（企业）、各学科（高校）、

各部门（政府）、各领域（文化）要素融合，提出战

略设计破解方案，旨在赋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

技产业、企事业机构创新升级可持续发展；（3）底层

实施系统，设计融入产业，产业赋能创业——探索“设

计+产业+创业”的三级孵化模式，整合产业资源、导

入产业项目、培养创业团队。该模式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步引入项目，引入产学研项目获得资金与市场需

求，行业专家带领团队创新创业实践；第二步创建平

台，依托企业打造产学研平台，构建产业链生态；第

三步产业创孵，平台提供资源扶持创业，形成系统孵

化模式闭环。“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系

统见图 1。 

2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时代

源流 

2.1 “设计产业化”理念生成背景 

2.1.1  时代变革促进设计转型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正在从电气时代、电子

时代、信息时代快速跨入 5G 数字时代。知识经济向

纵深发展，科技革命呼之欲来。在 AI、大数据、区

块链等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设计界也面临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来看，十八大提出实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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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系统 
Fig.1  Schematic of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Design” system 

 
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战略从原来依靠消耗自然资

源、投入廉价劳动力成本、高投入、高能耗的“物质

型驱动”，转变为依靠全社会知识积累、科技进步和

人才素质提升的“知识型驱动”。从消耗资源、能源

的不可持续发展，逐步转向“知识与科技价值革命”

的可持续发展。设计作为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市场

用户之间的桥梁，具备产业先知、先行者的特质——

在增加产品附加值、塑造品牌、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科技创新与知识经济背景下，

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以设计创

新为核心的创意产业逐步受到重视。然而设计与其他

产业的融合程度仍然不足，设计长期作为服务业，游

离于其他产业之外，急需转型升级[2]。 

2.1.2  产业现状促使设计升级 

美国工业设计协会（IDSA）的研究表明，在产

品设计上每多投入 1 美元，便可增加 1 500 美元的附

加价值[3]。在设计作为服务业态的大背景下，虽然设

计界反复向企业界强调设计的重要性，但是现实中的

企业很难真正领悟到设计的远期价值。由于投入设计

研发的巨大风险，所以大量企业仍然以模仿、借鉴为

主。加上设计教育人才培养输出规模迅速扩大，导致

设计界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设计创新的生存环

境堪忧。本研究提出的“设计产业化”理念与模式，

是将设计以“嵌入式”的形式融入到全产业领域，不

再单一依赖传统“设计服务”模式，而是以“战略设

计赋能、战略资源配套、设计创新驱动、设计文化植

入、设计技术入股、设计后端分成”等新型合作方式，

从战略层面进行设计升级与产业融合跨界创新。从

社会现实需求分析，这是设计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之一。 

2.1.3  发展趋势驱动设计升维 

“设计产业化”理念是基于产业一线的长期实践

总结出的实际经验，并将其提升至理论层面，是设计

与产业相互融合、协同创新升级的必由之路。这就对

设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设计者具备企业

家式的顶层战略思想、创新创业能力、整合资源的水

平。如此方可从技术升级到战略，从单一的服务型设

计走向战略型融合创新的“设计产业化”新征程。 

2.2 “产业战略设计”生成背景 

2.2.1  政策扶持设计发展尚需升维 

设计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与国家发展战略有着紧

密的联系。同时，国家战略本身也是一种顶层设计。

历史上第一个设计政策是在 1997 年由丹麦商务部最

早颁布和实施。该政策核心是要企业在发展中重视设

计的价值，提升企业和社会公众对于设计的认知[4]。

其他各国也陆续发布扶持设计的相关政策。我国的现

代设计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

快。在设计界、教育界的长期呼吁下，政府也越来越

重视设计[5]。中国政府已把工业设计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各级机构都发布了相关扶持政策。然而，各类

政策均遵循传统思维模式，把设计作为孤立的行业进

行扶持，缺乏把设计融入各大产业领域的具体措施与

方法。因此，亟需在政策层面创新升级。 

2.2.2  学科融合产业发展亟待突破 

设计学科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对学习者所要掌

握的知识深度与广度有更高要求——设计者需要从

原来设计问题的“解决者”变为设计创新方向的“领

导者”、创业项目的“合伙人”、企业发展的“战略设

计师”。这就要求设计者不但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技能与创新能力，更需要具有战略洞见与领导力，从

技术型思维升级到战略型思维。唯有如此，才能从更

高层级解决产业与企业的问题，并且在设计创新过程

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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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产业战略设计”亟需推广 

“设计产业化”理念的探索，直接促进了“产业

战略设计”的生成与发展。作为战略级工具，“产业

战略设计”是“设计产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产业战略设计”包括区域产业战略设计、行业战略

设计、企业战略设计等多个层级，其底层规律是政、

企、学融合创新战略体系，核心逻辑是企业家型战略

思维与设计技术的协同创新。“产业战略设计”把企

业级设计创新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可推动制造业、服

务业等多维度设计的融合，有望成为未来社会创新发

展的大趋势[6]。 

2.3  从“设计产业”到“设计产业化” 

“设计产业”与“设计产业化”是截然不同的两

个概念，需阐明两者的内涵与区别。 

1）孤立难支——“设计产业”亟需转型：“设计

产业”是孤立式概念，隶属于服务业范畴。往往作为

设计项目承包方服务于第一、二、三产业领域。“设

计产业”因其传统服务型特征，形成了与其他产业并

列的态势。然而因为体量不足、商业模式单一、创新

价值难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市场供大于求、

战略级思维缺乏等种种原因，很难引起其他大体量行

业、企业高层对于设计的重视。设计者往往困于技术

一域，难以具备全局视野与主导权限，这对设计的长

远发展极为不利。 

2）化而为魂——“设计产业化”战略观：“设计

产业化”是把设计融入各大行业领域，以设计创新思

维与战略设计理念为其他产业的“灵魂”，从而从更

高层面促进行业发展。“设计产业化”是一个系统工

程，它要求设计者站在企业家式的战略高度思考，不

仅要会组织管理，而且要懂得市场，这就要求设计师

具备顶层战略设计思维模式[7]。从设计产业到设计产

业化是从原有的“产业+设计”转变为“战略设计+

产业+设计”。让设计在源头就进行顶层设计与资源配

置，从而带动企业乃至产业链的创新发展，促进设计

与产业协同创新升级。 

3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理论

综述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基础理论综

述涉及需求分析与发展基础、价值分析与系统解读、

关系分析与内容体系等。 

3.1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需求分析 

设计创新的核心是以市场与用户为中心，以消费

者需求为本。战略级设计的核心是以社会经济文化

可持续发展为中心，以政府、企业、机构的发展需求

为本。通过对相关需求的分析，可明确“设计产业

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的发展基础，并引导未来发

展方向。 

3.1.1  弥补产业短板——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基础 

从国家层面看，产业升级是国家引导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2010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对知

识密集型、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进行优先

发展。“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的重要意

义是为创新型企业探索发展思路，同时促进传统劳动

密集型企业优化企业结构，提升竞争力[8]。 

从产业层面看，产业升级是各行业内在发展的主

导型需求。产业升级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但各界往

往忽视了文化融入产业的重要性。设计作为文化艺

术、科学技术、市场需求之间的桥梁，对促进产业协

调创新发展具有独特价值。 

从企业层面看，产业升级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现

实性需求。“设计产业化”理念倡导把设计融入其他

各类产业领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制造类企业。然而

设计作为知识型经济与轻资产模式的代表，对重资产

模式是很好的补充。制造业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其

弊端在于对资金的过量占用、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

可采用“产业战略设计”手段搭建产学研平台，整合

资源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具体有“设计+销售+

生产”项目合作、股权合作、平台合作、产业链合作

等多种模式。 

3.1.2  提升设计价值——以设计升级需求为基础 

从国家层面看，设计创新是国家引导产业发展的

重要抓手。2019 年 10 月工信部与发改委等联合发布

的文件《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

2022 年）》明确表示，制造业设计能力是制造业创新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能够为

产品植入更高品质、更加绿色、更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相关条文中更明确体现了设计对轻工业、制造业、服

装业的重要性[9]。 

从产业层面看，设计创新急需融入产业协同发展

创造价值。倡导设计融入产业发展的“设计产业化”

理念，是设计界“摒弃自我，突破本我，实现超我”

的战略级智慧，是技术型设计阶层跃升的重要突破方

向。过去设计长期服务于其他行业，难以从根本上改

变“设计依附”之本质。“设计产业化”让设计有了

新的身份归属与价值实现。以战略设计思维推动全社

会形成对设计创新的重视。 

从企业层面看，设计创新急需从技术设计升级到

战略设计。“产业战略设计”是为实现区域产业、行

业、企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高维度设计创新。对于企

业而言，要实现战略设计优化就要从产业高度分析企

业生存环境与发展重点。设计者也需要从技术设计升

级到战略设计，设计创新也需要从个人工作模式转向

全产业链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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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价值分析 

3.2.1 “设计产业化”核心价值 

“设计产业化”战略理念是对“设计产业”传统

观念的颠覆与延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设

计产业”急需打破边界、拓展外延、跨界创新。不但

要满足市场与用户需求，更要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创新

发展的需求。 

“设计产业化”战略理念是对“设计学科”学术

内涵的丰富与升维。推动“设计产业化”，就是要将

设计创新思维，通过“产业战略设计”手段融入其他

产业。通过跨界资源融合，破解产学研融合创新难

题，从而驱动“设计学科”创新升级。 

“设计产业化”战略理念促使“各类产业”跨界

融合协同创新升级。“设计产业化”是以“解决社会

经济产业与文化发展的现实性问题”为核心的全产业

链创新，侧重于系统破解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创新

发展问题。设计者从单一“产品”思维扩展至针对战

略、设计、研发、生产、营销等的“供应链、产业链、

人才链、创新链”全局型战略设计思维模式。用设计

为产业赋能，提升企业创新力，从而实现共创、共进、

共享、共赢、共荣。“设计产业化”战略理念驱动全

域融合协同创新见图 2。 

3.2.2 “产业战略设计”核心价值 

“产业战略设计”是推动“设计产业化”的系统

性创新工具。“产业战略设计”是产业级、行业级、

企业级、战略型的设计创新体系，具有八大特征，即

系统化、科学性、文化感、智慧式、创新型、多层次、

可实施、有实效。 

“产业战略设计”是基于设计学推动传统“战略”

的升级版。“产业战略设计”与常规的政府发展规划、

区域产业规划、企业战略截然不同。是以“设计学”

为基础的“战略级设计创新体系”；是规划与战略的

实施型设计方法；是设计创新型战略体系与实施方

案。具有落地的实操性与实际效果，即可测试、可验

证、可评估。 

“ 产 业 战 略 设 计 ” 是 基 于 战 略 理 念 推 动 传 统

“CIS”的升级版。“产业战略设计”涵盖 CIS，即

MIS、BIS、VIS，但又不局限于 CIS 设计服务，而是

从企业战略协作拓展到行业、区域产业、社会经济文

化、人类文明体系层级与领域，具有更为宏大的视角

与更高维度。 

“产业战略设计”可驱动“政产学研科教文”全

域融合创新。当前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呈现出了新

的历史形态。通过“产业战略设计”驱动产学研协同

与跨学科、跨产业、跨领域创新，可形成推动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寻求合作、追求共赢是战略

设计的首要任务[11]。将“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

设计”融为一体，可实现“形而上”的设计哲学与“形

而下”的设计实践的完美统一[12]。通过政府引导、企

业协同、院校协作探索全域融合创新发展之道，这就

是大国战略落实的必由之路。“产业战略设计”驱动

“政产学研科教文”融合创新见图 3。 

3.3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关系分析 

3.3.1  理论视阈下的关系解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两者关系。如前所述，“设计产

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相互

引导、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二元统一”关系。前

者是后者的发展目标、存在形态、演变模式；后者是

前者的推进工具、实施方法、赋能手段；两者协同并

存、互为因果，与各界融合创新发展。 
 

 
 

图 2 “设计产业化”战略理念驱动全域融合协同创新 
Fig.2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driving the comprehensive fus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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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业战略设计”驱动“政产学研科教文”融合创新 
Fig.3  “Industrial Strategy Design” drives the integration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Science and Teaching Articles” 
 

3.3.2  历史维度下的关系解析 

从历史发展维度分析两者关系。人类文明历经百

万年的进化，设计、产业、学科等各领域整体架构均

趋于成熟的稳态。各领域逐步细分向纵深发展，更加

大了各分支之间的隔阂。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细

分领域知识信息飞速膨胀，各领域间跨界融合的难度

越来越大！设计作为交叉学科的集成体，天然具有跨

界融合的特质。因此，面向产业需求、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以“产业战略设计”推动“设计产业化”融合

创新发展，成为当今时代创新破局发展的科学抉择。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理论先导、政策为本、产业繁荣，

“设计产业化”是“产业战略设计”的必然产物。 

3.3.3  空间环境下的关系解析 

从空间环境角度分析两者关系。基于区域经济产

业发展需求，以“产业战略设计”激发社会创新力，

是“设计产业化”的核心。探索“设计产业化”促进

产教融合、三产融合的道路，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设计与产业的良性衔接，能够更好地整合

资源，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产业战略设计”体

系[13]。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业科技融合发

展角度看，“产业战略设计”既是面向产业与企业的

战略级设计，也是面向政府的招商引资、区域公共品

牌的战略设计，又是面向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创新

创业孵化的战略设计，具有产学研融合的特征[14]。 

3.4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核心内容 

从全域融合创新视阈分析。“设计产业化”理念

与“产业战略设计”体系具有全领域融合创新特质，

涉 及 全 域 知 识 体 系 。 其 呈 现 方 式 分 为 三 个 层 级 ：   

（1）聚焦一点，纵向打通专项产业链，树立细分领

域领先优势；（2）融通全产业领域，横向融通多个产

业领域，打造跨界型创业孵化平台；（3）辐射全学科

领域，跨界融合多个学科领域，打造交叉型创新成果

转化平台。 

从设计学科领域分析。两者涵盖四大设计层级：

战略设计、策略设计、服务设计、专业设计（如产品

设计、品牌设计、环境设计、信息设计、智能设计等）。 

从产业应用角度分析。两者包含“文化+科技+

战略+设计”四大创新引擎：顶层战略设计、科技产

品创新、文化品牌塑造、产业创业孵化。其中，四大

创新引擎具有区域产业、行业、企业、机构应用价值，

重点阐述如下。 

1）顶层战略设计引擎：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

为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原创研发并植入细分行业领

域《产业战略体系标准》，奠定细分行业领军地位。 

2）科技产品创新引擎：引入产学研团队，调研

政府、产业、行业、企业需求痛点；针对需求点提供

战略设计咨询与立体化资源配套；联合共建研究院；

协同打造科技型核心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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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塑造文化品牌引擎：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

植入文化品牌 IP；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度，增强市场认

知度；创建细分行业领先的产业大学、文化大学、企

业大学；打造内外一体化 CIS——MIS、BIS、VIS 体

系；塑造一流文化与品牌。 

4）产业创孵生态引擎：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

驱动区域企业升级为创业孵化生态链平台。遴选企业

家与项目，赋能潜力型企业快速上市；助力上市企业

打造生态链，提升市值水平；把企业大学升级为产业

大学、社会大学；创建区域产业级创业孵化生态链；

推动“政产学研科教文”全域融合创新，把中国文化

融入产业走向世界。 

4 “设计产业化”与“产业战略设计”发展

模式 

从战略高度探索创新发展模式——以赋能企业

IPO 上市为重要突破口之一。通过政产学研协同创

新，驱动产业链创新升级。发挥“文化+科技+战略+

设计”四大战略设计引擎的价值与作用，从企业、政

府、院校三个方面驱动融合创新。近年国内外部分上

市企业品牌标志见图 4（图片摘自百度）。 

1）企业层面——增强企业内在竞争力，提升企

业市场价值，赋能企业上市；助力上市企业增加市值，

以设计创新提升市值管理水平。 

2）政府层面——以赋能企业上市为抓手，提升

区域经济创新活力；以产业链创孵等价值体系吸引上

市公司合作；协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解决政府的核

心痛点。 

3）院校层面——推进产教融合，促进教学科研、

创新创业、成果转化“一体化”融合与协同创新；通

过联合共建研发中心等方式助力企业上市；提升高校

及科研院所技术成果的产业应用水平，驱动创新创业

项目孵化。 

4.1  以 IPO 上市为目标的企业升级模式 

上市是很多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围绕 IPO

上市目标进行“产业战略设计”，除了引入常规的金

融保荐机构与上市辅导机构外，还可应用四大创新引

擎提升企业上市价值。 

1）顶层战略：运用差异化的产业战略，进行行

业细分，开辟独立赛道；通过战略体系标准的建设，

奠定细分行业的领军地位，形成上市的独占性优势。

紧跟国家的政策，发挥政府作用，建立企业与政府的

纽带。充分利用政策引入人才、项目、资金，赋能企

业成长，形成良性发展闭环[15]。 

2）产品创新：联合院校共建研究中心；深挖市

场需求，聚焦打造核心科技型产品；申请知识产权保

护，建立科技创新护城河；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特色，

提升市场业绩与份额。 

3）品牌塑造：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启动全球化

战略；“走出去，引进来”，学习先进企业的文化理念

与制度；结合自身优势，融入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

重塑或更新企业 CIS 系统，塑造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品

牌 IP；利用媒介资源提高企业知名度。 

4）产业创孵：在细分领域专业化基础上，启动

“一专多能”的多元化战略，即本业精专、孵化多元。

利用设计创新产业融合度高的优势，建立“设计产业

化”创孵平台；汇聚产业要素，营造创新氛围，加快

产业集聚，批量孵化创新型企业；打造所在行业的“小

米生态链”，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16]。深化产业与各

个行业垂直领域的渗透，着力发展跨界产业的发展，

形成创意研发、产业融合、人才培训等为一体的创意

产业生态链[17]。 

 

 
 

图 4  近年国内外部分上市企业品牌标志 
Fig.4  Some listed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brand logos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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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四大创新引擎的纵深研究与应用，可从一

定程度上弥补金融保荐机构与上市辅导机构的短板。

通过植入创新基因，对增加企业市场价值，推动企业

上市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4.2  面向 IPO 上市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孵化企业 IPO 上市，表面上看起来是遴选优质项

目，但其核心却在于企业家的培养与遴选。若有合适

的企业家人选，并不缺少适合上市的项目。企业家应

有立志上市的胆略与眼光，有胸怀天下的志向与远大

的抱负，并且具有极强的目标感与执行力。培育能够

IPO 上市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 

运用“产业战略设计”工具，可构建面向 IPO 上

市的“三位一体”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1）准上市企业家遴选与培养：运用函件、竞赛、

推荐等手段，通过相关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校友会

等组织，遴选具有上市潜力的企业项目与企业家。通

过论坛、培训、上市辅导、企业咨询、调研访谈等形

式诊断企业发展潜力。挖掘企业项目优势，提升企业

家对设计创新的重视程度。选择合适的企业家，运用

产业战略设计对企业进行立体化赋能。查漏补缺配套

资源，赋能企业上市。 

2）上市后备人才创业者培养：协同专业型上市

孵化机构，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赋能企业上市。联合

创办赋能上市的产业大学，遴选具有领袖素质与远大

目标的创业型人才，批量培养上市后备人才与项目。

提升创业者的设计创新思维，提升设计者的战略型企

业家思维。通过上市人才的培养，把设计深度融入各

行各业，从而打通产业链，实现设计的内在价值[18]。 

3）项目经理型创新人才培养：能够主持实战项

目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基础。因此，培养具有上市潜

力的创业者，可从项目经理型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

础，创立“金种子”库。产业的发展在于培养具有创

造力的创新型人才。创新者需要建立系统的战略设计

思维模式，在实践项目中成长[19]。 

4.3 “设计+产业+创业”融合创新平台模式 

以孵化企业 IPO 上市为目标，倡导“设计融入产

业，产业赋能创业”，可形成“设计产业化”的系统

闭环。 

1）以顶层战略设计赋能产业发展：设计创新与

企业发展密切相关。顶层策划与设计的重点在于牵

一发而动全身。运用战略设计工具，通过商业模式创

新与资源配套，设计者可快速融入企业管理层。既

有利于培养领导力，又便于整合优势资源推动企业发

展[20]。因为缺乏横向沟通与融合，所以单一产业与企

业很难形成“产业链”。“设计产业化”可打破产业壁

垒，融通信息孤岛。以设计平台为主导，可形成完整

的数据库，提高设计效率，推进产业应用[21]。 

2）以设计创新思维赋能创业项目：设计创新与

创业项目密切相关。战略设计思维倡导“项目驱动型，

成果导向型，教学研一体化”的设计教育与创新创业

模式。以战略设计驱动战略资源带来项目，用项目培

养创业者，用创业促进设计创新，让创业者认识设计

的功能与价值[22]。设计者参与或主导创业，是适应社

会发展和国家战略规划的趋势。其目的是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的设计人才，孵化创新成果。发挥设计人才在

创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完善产教融合发展途径，使

研究成果转化为创业素材[23]。 

3）以设计创新赋能文化与产业融合：设计的本

质是创新，用设计创新理念打破行业限制，可加强文

化与产业之间的融合。设计源于生活也要回归于生

活，人人都是设计师[24]。将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元素

有效结合，融入到创新设计中，有利于拓展大众消费

市场，发掘个性化定制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将设

计融入文化，文化融入产业，产业反哺设计。“设计

产业化”的发展不仅要横向延伸企业价值链，同时也

要纵向构建生态体系，促进集聚创新效应，推动产业

规模化、专业化、多层次发展[25]。 

4）产学研融合构建项目库与创孵系统：通过产

学研融合，引导企业向国际化、品牌化、设计化方向

发展[26]。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导入产业资源

构建创业项目库。结合高校创业人才资源，鼓励学生

跨专业组队，形成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的团队。

从而形成良性开源与闭环系统的创业生态圈，反过来

又可驱动产教融合。 

5）构建“政产学研科教文”全域融创生态：以

企业为中心汇聚创新要素，驱动全域融合创新发展。

引入政府政策支持与高校人才资源，减少企业运营成

本，实现对创新企业的帮扶，形成健全的产业链[27]。

加强企业与高校的联合育人机制，培育创新创业复合

型人才[28]。加大对战略型设计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

终身学习体系，让设计人才在项目实践中成长。通过

教育改革提升全民设计思维与创新创业能力，双向提

升设计与产业的竞争力[29]。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长期的产业实践探索，对“设计产业

化”理念与“产业战略设计”体系进行了基础性理论

归纳。阐述了两者的概念与内涵、原理与源流、价值

与意义、联系与区别、趋势与方向。两者是设计创新、

文化艺术、经济产业、科技工程多域融合的产物，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潜力。其纵深研究，对推动设

计、产业、企业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

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望

催生出全新的经济形态、产业形态、企业形态[30]。展

望未来，“设计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可能成为衡量一

个国家或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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