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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共生的设计 4.0 时代，探讨彰显中国智慧的设计智造核心价值观及

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方法 基于对国内外设计创新特色与现状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设计智造的

关键特征在于智慧（思维）、智能（技术）、协同（机制）、创新（目标），价值观体系则分为本体层、应

用层和战略层。通过对应用层的着力分析，指出设计智造价值观指导下的技术应服务于人文，助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结论 已确立的“设计之技、设计之道、设计之力”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正在

逐渐成为国内外众多设计作品的价值参照，但研究者仍需对中国智造设计思想进行挖掘，探寻中国特色

的设计基因，构建中国设计智造研究方法论，并以中国设计智造在“民生、产业、未来”领域的应用创

新进行验证，从而真正为当代设计在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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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esign 4.0, when cultural innovation coexists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ore values and methodology of Design Intelligence highlighting Chinese wisdom are discussed.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key charac-

teristics of Chinese Design Intelligence are wisdom (in thinking), intelligence (in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s mecha-

nism) and innovation (as goal). Referring to the value system,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ontological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and strategic lay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lay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value of Design Intelligence should serve humanity and help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established value system of “design foundation, design approach and design power” in China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value reference for many design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researchers still need to explore the design idea 

of Chinese design wisdom, explore the design gen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Chinese design wisdom.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of Chinese Design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dustry and future” should be more verified, so as to truly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

rary design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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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

技革命、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汇聚，以人工智能为标志

的数字智能时代正在到来。科技创新带来发展新机

遇，同时也是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可持续等关乎人

类发展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新旧设计观念、

方法、文化思潮交替的图景波澜壮阔又精彩纷呈。中

国设计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

革命时期，设计的核心价值问题也受到了国家宏观发

展战略、地方产业经济结构、新技术发展、历史传统

文化等复杂向量的投射[1]。本研究尝试梳理国际设计

创新特色与模式，国内设计创新发展与现状，通过对

比研究尝试构建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并通过中

国设计智造大奖（DIA）评奖实践得以广泛传播，为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设计树立自我参照的风向标，从

而引领国民审美品格提升，推进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中国特色设计生态。 

1  设计智造时代的到来 

设计离不开人的需求，设计进化的历史就是一部

人类生活进化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小口尖底瓶取

水器到享誉世界的明椅，彰显了农耕时代的设计 1.0

表征；从德意志制造同盟彼得贝伦斯的 AEG 电水壶

到亨利福特的 T 型汽车，彰显了工业时代的设计 2.0

表征；从马丁库帕发明的手机到全球性互联网络，彰

显了知识信息时代的设计 3.0 表征。但在人机围棋大

战中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后，2016 年被视为人工智

能的元年，全新的挑战开始了[2]。进入数字智能时代

以来，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

键技术的应用，设计的问题空间正在转换，设计的理

念、实现方式、合作模式与所涉及的范围广度，发生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挑战。今天和未来的设计，将适

应和引领数据智能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推进

产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实现“两

化融合”。 

“双十一”鹿班完成十亿张设计图的高效，让人

们看到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已经从产品制造阶段向产

业链上游延伸到了设计和创意阶段。从“制造”到“智

造”的升级，设计联结了更大的产业网络，覆盖了更

多的价值环节，让价值的生产成为比实体产品生产更

高级的产业竞争力要素。未来已来，彰显智慧与智能

复合特征的设计 4.0 已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与必然[2]。 

由此，DIA 首次提出“设计智造”的定义：“旨

向‘民生·产业·未来’，以人为本，以想象力建构

新方式，以生活、生产、生态融合为关键，强调人机

互动深度学习，促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共生，以实

现社会与经济多维成功，是一种以顶层设计策略整合

人类社会网络，引领生产、物流、销售、服务全链的

设计协同活动。”[2]由此确立，设计智造开启了设计

4.0 智能时代，是一种新时代的文化艺术服务大众、

服务社会与产业的协同创新方式。 

2  国际设计智造创新特色与趋势 

纵观国际制造强国，也往往是设计强国，均对设

计创新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设计促进社会经济与产业

的推动力，提升国家整体创新发展的竞争力，并长期

保持在现代设计研究与实践上的领先地位。各国设计

创新发展的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各有其发展的成因

与特色。比如，以现代设计的开端包豪斯为起点，乌

尔姆设计方法为基础，彰显日耳曼人严谨特质的“德

国设计”，在“工业 4.0”战略导引下，进一步强化其

设计智造的优势与特色[3]；强调“形式追随市场”理

念，注重公理设计方法，结合多元文化的特征和先进

科技的优势，在“美国创新战略”导引下，始终站在

产业价值链高端的“美国设计”[4]；注重侘寂（Wabi- 

Sabi）哲学，强调危机意识与创新精神，注重人性化

设计，形成深入骨髓的精益制造“日本设计”[5]。另

外，斯堪的纳维亚以国家创新体系为依托，强调民主

设计、绿色设计以及可持续创新与发展，以色列通过

国家政策鼓励研发投入，健全创新驱动机制，着重科

技设计与转化，各设计强国均在不断推进、深化符合

各国国情的设计创新价值观。 

世界设计强国的格局与特色的形成，与各国设计

与产业发展的机理面貌、创新模式息息相关。美国，

总体产业结构呈现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格局，苹果、

微软、谷歌、脸书、迪士尼等设计与科技协同驱动型

企业享誉世界。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压力，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加强科研投入、法制建

立和提供融资渠道三大方面保障，结合美国工业设计

优秀奖（IDEA），国际消费电子展（CES）、美国艺

术基金等创新平台，以及硅谷、北卡三角等科技工业

园区模式，Y Combinator、Kickstart 等企业孵化器模

式[4]，形成以科技、设计、商业有效结合驱动全球产

业链的设计协创模式。德国，创意设计产业是仅次于

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的第三大产业，除了西门子、大

众、宝马等大企业，还有总数占比达 99%的中小微企

业，产生了全球 多的隐形世界冠军群体，结合 IF

设计奖、红点设计奖、汉诺威博览会以及弗劳恩霍夫

协会、马普学会等创新平台[3]，形成了源于德意志制

造同盟的系统化、网络化、标准化的特色模式。日本，

作为一个资源贫乏国家，呈现少有的服务型经济与精

密制造混合型格局，以丰田、索尼、松下、富士等大

型企业集团为引领，实施技术密集区计划和高新技术

发展政策，结合日本设计产业振兴会 G-Mark 大奖、

东京设计周等国际化平台，以及筑波科技园等政府主

导科技园模式[5]，形成长期稳定发展的“官产学”复

合型特色模式。芬兰，是世界上 早颁布实施全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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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的国家之一，并将设计发展融入其国家创新体

系，形成了人性化、民主化、可持续的设计生态，催

生了诸如诺基亚、宜家、伊塔拉、阿尔泰克等诸多设

计驱动型企业，并以芬兰设计中心网络为核心，创新

基金、设计协会、设计论坛等创新平台为支撑，阿尔

托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等为依托，结合赫尔辛基设计

区、奥达涅米科技园等创新园区，形成了以设计融入

生活为使命的设计创新产学研模式。其他，还有英国

国家设计委员会的“双钻模型”，以及“将企业家思

想融入办学思想”的沃里克模式、“剑桥思想改变世

界”的剑桥模式和后工业时代环境再生的伊甸园工程

模式等。 

通过各设计强国总体特色、基本机理、创新模式

等的综合分析，可见国际设计智造的创新呈现“战略

性、跨界性、大协同、网络化”的发展特征与趋势。

一是战略性，各国都坚持立足本国文化创新的发展理

念，强调国际竞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创新战略；二

是跨学科，设计创新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科技与

产业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各设计强国均以

设计协同文化、科技、经济等学科创新跨界发展，构

成基于智能技术发展的自由的、多元的创新机理系

统；三是大协同，鉴于设计创新研究的产业实践对象

类型多样，范围极广，各设计强国呈现出从社会环境、

文化创新、技术应用到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全面

型、立体化的设计协同创新特征；四是网络化，体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要素的流动，设计组织模式和运

作方式的网络化等各方面，使设计创新能力更为均

衡、协作更为多元。 

3  国内设计创新发展与机遇 

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设计逐

渐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我国产业创新

发展格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不均衡性，从东部地区

引领式发展、中部地区交叉式发展到西部地区跨越式

发展，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到京津冀

协同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虽然通

过原始工业化、中国特色市场模式和系列技术升级、

产业升级，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但仍面临着资源环境

刚性约束加强、产品质量不高、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6]，缺乏从宏观

的角度去思考中国设计创新的前景，缺少立足于产业

特征和生活形态挖掘中国设计的基因。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激发文化创新创

造能力，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屏障，健全从传统产

业到新兴产业的创新环境，为创造更多的创新性成果

提供支撑。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制定了以创新

发展为主题，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的发

展方向；2017 年文化部文化科技创新规划强调以协

同创新、研发攻关、成果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

化艺术创新体系；2019 年《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

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立足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

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推动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 5G 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新的经济业态不断形成，

设计依托文化、科技、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大的施展

空间。 

从设计与文化结合的视角看“新文创”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重构和整合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推

动了“新文创”方式的衍生，其核心目的是创造更多

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文化符号，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

新趋势。新文创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通过更

广泛的主体协同，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

能，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 IP 构建。比

如，以文化创意与地理空间协同的文创园区模式、设

计与生产协同的网易严选模式、设计与跨域传播协同

的镇魂街和盗墓笔记等 IP 全产业链开发模式、文化

与市场协同的故宫文创模式等，这些新文创视角下

的设计智造协同创新实验已初步取得了良好的市场

成效。 

从设计与科技结合的视角看“新制造”的发展，

我国作为世界工厂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全球竞争态势，

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

术、虚拟现实等全新技术革命正在催生面向未来的

“新制造”方式[7]，从“互联网+”到“智能+”，伴

随智能设计自主品牌快速成长，以及人本人工智能产

品设计[8]的探索，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新制

造模式。比如，小米生态链模式，以协同成长的理念

与子公司形成开放的设计生态系统；中关村协同创新

模式，以产业链为基础，呈现政府引导调控下各创新

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模式[9]；清华大学协同创新模式，

以多层次、开放式的合作网络，形成了产业集群庞大

的清华大学协同创新模式。 

从设计与经济结合的视角看“新服务”的发展，

随着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引发了基于数据和数

字平台的新服务场景革命，形成了“新服务”方式的

趋势[10]。在阿里巴巴提出“新服务”理念后，浙江省

率先将“新服务”写入 2020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在

新服务场景建构中，一方面注重信息技术本身，另一

方面强调用户体验设计，比如，支付宝信用模式，丁

香医生等在线医疗模式，每日优鲜等新零售模式，罗

辑思维等在线教育模式，以设计、技术、商业协同创

新，突破时空限制和技术壁垒，打造立体化、网络状、

多源异构的群智共创设计平台，以全新的服务场景构

建设计协同模式。在数字信息产业，设计智造协同创

新存在先天优势，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行业认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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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外设计智造协同创新比较研究 
Fig.1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foreign  

Design 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层次不齐，数字设计与产业断链，群智创新环境混杂

等问题[11]。 

我国产业在机遇与挑战的双重推动下负重前行，

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赢得国际社会与同行的广

泛关注。纵观国内外设计智造协同创新发展现状，设

计智造协同创新不仅是时代赋予的设计使命，而且是

艰巨复杂的社会命题。德国设计、美国设计、日本设

计以及北欧设计的发展脉络与成功经验，揭示立足本

国文化创新，审时度势制定全球视野下国际竞争与本

国国情相结合的设计战略的重要性，见图 1。面对新

技术革命催生的全域变革，设计智造正在主动介入经

济发展和社会改变，成为推进社会创新和引领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动力。聚焦文化形态、文化 IP 等要点，“新

文创”的设计智造需要协同整合政府、企业、院校、

媒体、独立设计师乃至手工艺人等各类资源，实现中

国文化资源的活化与转化，深化从文创产品到品牌生

态的发展趋势；“新制造”则需聚焦工匠精神、工业

文化等要点，整合机械、工艺、工程、计算机乃至供

应链等协同要素，发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设计

驱动力作用；“新服务”面临着如何从大数据中快速

提取有价值的创新想法、行为和过程，高效整合设计

资源，由追求个体发挥转化为重视基于网络的群体智

能，推进大众创新、商业服务创新的当代发展，深化

从服务到场景的发展趋势。 

4  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的应用建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历史给予中国与世

界同一起跑线的机会，借助国际经验的简单模仿已不 

 
 

图 2  DIA 金智塔评价标准（2016） 
Fig.2  DIA Pyramid for design criteria in 2016 

 
适用于当下中国发展需求，中国需要立足本国文化与

国情，建立自己的设计共同体，探寻中国设计基因[12]，

顺应时势，建构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的中国设计智

造协同创新系统。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设计创新发展

的趋势变化，本文提出了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智慧、

智能、协同、创新”的关键特征。智慧，是从人文智

性角度的思考，反映的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哲学，兼具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智能，是设计对技术的依托，基于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开放共享的环境，技术将为设计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协同，是设计全链路上各组织要

素的工作机制，可以在不同维度助力设计发展，推动

“1+1>2”系统集合协同溢价，构建新激励带动协同

组织高绩效良性循环；创新，是设计智造的目标，通

过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塑造中国设计话语权。 

在 DIA 创办之初，中国美术学院老院长许江提

出“四智”核心价值观：人文智性、生活智慧、科艺

智能、产业智库[2]，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DIA 金智塔

评价标准[13]，见图 2。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和历届举

办 DIA 大奖经验的积累中，设计智造价值观也在逐

渐变化和完善，见图 3。依托于“四智”的底层架构，

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呈现为本体层的“设计之技”，

应用层的“设计之道”，战略层的“设计之力”。 

人文与技术虽然在值观体系的纵轴两端，是两个

不同的向量，但是人文与技术是和谐共存的，技术也

需要人文精神。如果只追求尖端技术而忽略社会生活

文化的意义，会使人类沦为技术的奴隶，这与设计智

造的价值观将背道而驰。中国设计智造强调对中国文

化基因的仔细考察，对中国设计思想的深入挖掘，人

们宁愿将技术视为创新的土壤，扎根于技术，做思想

的创新。因为创造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出路不仅在于

发明新技术、新工具，还在于创造新观念、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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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IA 金智塔价值观体系（2021） 
Fig.3  DIA Pyramid for value system in 2021 

 

促进人类视野和能力维度的改善，调整人们观察世

界、利用自然的方式，开发人们的新生活方式、新人

类理想[14]。因此，智能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智能，是

技术与人文的统一，是为“科艺智能”。 

设计作为日用即道之学，主要应用于生活和生

产，此为中国设计智造的应用层面。生活智慧往往“润

物细无声”地溶化在平民生活中，设计通过技术的支

撑和文化的引领，实现平等、普惠、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价值，见图 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

们的需求已不局限于生理性和功能性，此时美学和体

验则是引领人们幸福生活的力量源泉。设计智造应当

积极地回应生活中真实的问题，能以分析当代中国社

会基础结构为前提，在满足广大民众需求、提高全民

素质、人性化和健康等基本价值观的同时，更加关注

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适老性设计、惠及特殊人群的

特殊性设计、面向低收入者阶层的保障性设计，树立

通过优质设计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设计价值观[15]。 

设计应用价值也体现在产业领域，DIA 大奖着重

于将设计前沿问题和产业热点议题置于社会自我实

现的命题下，探讨设计能够给出 佳方案的可能，借

此发掘创新性、突破性、成长性和革命性的工业设计

作品和模式。随着新技术在新文创、新制造、新服务

各行业的应用逐渐深入，使得设计方法论也发生了变

化，设计将文化、技术、经济与用户紧密联系在一起，

共同进行创造性活动，重新解构问题，创造新的需求 

和可能性，提供新的价值及竞争优势。DIA 大奖正成

为全球设计创新的激励赛场，并成为一个公共平台，

以其对宏观社会引领力与创新示范力，营造识别、喜

爱和消费好设计的大环境。大奖同时关注地方区域和

产业集群的需求，其所引领的趋势及背后的价值能影

响和启迪更广泛的产业领域[16]。 

设计智造的应用不仅面向解决基础民生问题，也

能创造更大的产业价值，更应洞见未来的多元可能。

设计智造的竞争力也不在于智造本身，而是在于智造

背后的创造思想、体验、感受以及服务的巨大潜力。

中国设计智造更应是运用中国智慧以设计的方式服

务国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继而推动和谐自然的美好

生活，并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需要设计者

更进一步探寻中国设计智造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特殊

性与普遍性，共生与重构的交集……设计也将从看得

见摸得着的显性存在，逐渐走向更隐性的跨界协同[17]

与智造创新。 

5  结语 

价值理念创新是设计创新动力的源泉，以“智慧、

智能、协同、创新”为特征，“设计之技、设计之道、

设计之力”金智塔价值观体系为评价的中国设计智造

大奖，在五年办奖的不断实践和完善中，逐渐以不同

于其他国际设计奖项的设计价值观，成为国内外众多

企业与设计师评价作品的参照与道标。可见，中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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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设计智造价值观体系的应用层 
Fig.4  Application layer of Chinese Design Intelligence Value System 

 

计智造大奖价值观的建立是构建中国设计话语权的

一种有效的试验和探索。但是，DIA 大奖仍然年轻，

也并不是探索中国设计智造协同创新模式的全部依

据，人们仍需要对中国智造设计思想进行挖掘，探寻

中国特色的设计基因，构建中国设计智造研究方法

论，并以中国设计智造在“民生、产业、未来”领域

的应用创新进行验证，从而真正为当代设计在世界的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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