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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制造型企业转型的目标与方法，为企业转型提供方向指引和方法借鉴。方法 从设计驱

动视角出发，融合经济学、管理学、设计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产业链、价值链、设计创新范畴 3 个方

面来阐述制造型企业转型的目标，通过产业链规划、产品生态构建和企业品牌创新 3 个角度来探索企业

转型的方法。结论 总结出制造型企业三大转型目标：产业链调整为设计导向、价值链提升设计附加值

和设计创新范畴扩大为设计事理。总结出制造型企业三大转型方法：战略层面，以设计为导向，系统规

划企业产业链，提出设计战略引领产业链；战术层面，系统研究用户生活方式和使用体验，提出基于设

计事理的产品生态创新，清晰规划品牌价值，为用户、国家或社会创造并传递价值，提出基于设计人理

的品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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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and Method of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ZHENG Gang-qiang, WANG Zhi, ZHANG Me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goals and method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

terprises and provide direction guidance and method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driven,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design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goal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dustrial chain, value chain and design innova-

tion category. And through industry chain planning, produc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orporate brand innovation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Three transformation objective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sum-

marized: adjust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design-oriented, enhance the design added value of value chain,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design innovation to design Shili (the ways of seeing and doing). Three transformation method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summarize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systematically plan the enterprise industrial chain with design as the 

guidance to propose the idea of “making design strategy lead the industrial chain”; at the tactical level, the user's life style 

and experience a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and the product eco-innovation based on design Shili is proposed. Clearly plan 

brand value, create and deliver value for users, the country or the society, and propose brand innovation based on design 

Renli (the patterns in human relations). 

KEY WORDS: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goal; design strategy 

现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时期，国家

正在加快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1]。为实现创新驱动，

国内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学者陈清泰认

为，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型需要持续提高生产要素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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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率[2]。学者徐斌借助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技术创新与产

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3]。学者贾玉树认

为，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是主动创造新的需求，科技

体 系 结 构应根 据 经 济结构 和 产 业结构 的 转 型而调

整 [4]。当前，从技术创新驱动、全要素创新驱动等经

济学角度探讨创新驱动的研究较多，但从设计学角度

探讨设计创新驱动的成果还不显著。设计界已经意识

到设计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并开始着力探索，如武汉理

工大学主办的“设计创新驱动产业革命”高峰论坛围

绕设计创新和产业转型等问题进行探讨[5]。为解决低

质量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价值被剥削等

问题，同时响应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全面提升国产商品

和服务竞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等意见[6]，研究基

于工业设计视角，从设计战略和设计战术两个层面为

企业转向自主品牌提出新思路。 

1  设计产业化内涵和核心 

设计产业化是将设计思维和设计技术融入产业，

通过注入创新基因助力企业转型为设计驱动型品牌。 

根据企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从产业链、

价值链和设计范畴 3 个方面设定转型目标，并根据此

目标从设计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提出转型方法，见表

1。设计产业化的核心体现在：（1）战略层面，以设

计为导向规划产业链，设计引领产业链；（2）战术层面，

构建基于事理的产品生态和基于人理的企业品牌，促 
 

进企业转型为设计驱动型品牌。 

2  设计产业化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的目标 

2.1  产业链调整为设计导向 

不同驱动模式下的产业链创新类型表现出多维

度的区别。研究从创新主体、创新方向、研究内容、

创新观和作用的视角出发，对比设计驱动、技术驱动

和市场驱动三种模式，并在参考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整理出创新类型多维度分析（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工业设计师作为设计驱动的创新主

体，通过系统的事理分析，构建与用户生活方式相关

的产品。良好的使用体验和生活方式较强的关联性能

够产生用户粘度，满足用户的持续性需求。研发工程

师作为技术驱动的创新主体，从技术更新、材料进步、

工艺优化等方面出发，基于现有的技术储备，升级产

品功能和性能。良好的性能能够满足更高的功能要

求，但如果偏离用户生活方式或者使用体验不佳，很

有可能造成用户重新选择产品或者用户粘度降低的

情况。市场分析师作为市场驱动的创新主体，通过分

析销售数据为企业制定及时、准确的策略，从销售数

据出发，整合销量较高的产品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以

满足阶段性市场需求。准确、及时的市场策略能够为

企业带来周期短的投资回报，作为企业起步阶段的生

存手段尚可，但若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则很难

形成长期竞争力。市场驱动以快速响应市场的思路，虽

能快速推出产品，但其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的思考。 

 

表 1  设计产业化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思路 
Tab.1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riven by design industrialization 

企业问题 转型方法 转型目标 

1.制造型企业以加工为主，造成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价值被剥削 

2.企业产品生态混乱，缺乏系统规划 

3.品牌价值低，竞争力弱 

4.设计缺乏创意，照搬情况严重，缺乏自主

创新 

战略层： 

1.设计战略引领产业链 

战术层： 

2.基于设计事理的产品生态创新 

3.基于设计人理的品牌创新 

1.产业链调整为设计导向 

2.价值链提升设计附加值 

3.设计范畴扩大为设计事理 

 

表 2  创新类型多维度分析 
Tab.2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nnovation types 

创新类型 创新主体 创新观 创新方向 研究内容 作用 

设计驱动 工业设计师 
基 于 事 理 观 的

整合 

设 计 创 新 为

导向 

研究生活方式，以用户需求和

体验为创新出发点 

能够产生用户粘度，满足持续

性需求 

技术驱动 研发工程师 
基 于 资 源 观 的

整合[7] 

技 术 研 发 为

导向[7] 

研究功能的可实现性，以技术

更新、材料进步、工艺优化等

为出发点 

能够优化产品功能与性能，满

足更高的使用要求 

市场驱动 市场分析师 
基 于 效 益 观 的

整合[8] 

价 值 创 造 为

导向 

研究销售数据，以销量较高的

产品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为设计

元素[8] 

能够实现短期收益，满足阶段

性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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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驱动式产业链具体表现为设计驱动企业创

新、设计引领产业链整合创新和设计思维贯穿产业链

各环节。设计导向型产业链系统研究用户生活方式，

从功能、体验和品牌的角度不断创新，为企业注入创

新基因。设计导向型产业链以用户需求和体验为创新

原点，充分整合产业链各环节，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

力。设计思维融入产业链，为企业构建全方位生活方

式的产品生态和具有积极健康价值观的品牌理念。 

2.2  价值链提升设计附加值 

学者柳冠中从设计事理学的角度提出设计与创

新范畴的本质，认为产品价值升级可沿着形理—物理

—人理—事理的层次来提升[9]。形理阶段，企业在不

改变技术、功能、工艺流程等的情况下，对外观造型

进行创新，此阶段企业处于代工生产（OEM）阶段。

物理阶段，企业通过研究产品的技术、工艺、材料等，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进行创新，但若技术创新仅服务于

造型创新，则企业仍处于代工阶段。人理层面，技术

创新服务于概念创新、使用方式创新等，企业从用户

使用方式、使用体验等角度进行创新，此阶段企业处

于自主设计（ODM）阶段。事理层面，企业从品牌

战略出发，将设计思维融入企业营销、管理，形成设

计驱动型品牌，此阶段企业处于只有品牌（OBM）

阶段。 

企业从形理到物理，从物理到人理，再从人理到

事理，既是创新范畴的扩大，也是设计附加值的提升。

用户从对产品外观的选择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使

用，充分体验产品的形理属性、物理属性、人理属性

和事理属性，用户不同层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后，企

业的理念得到传递，品牌的价值得到认可[10]。 

设计驱动创新能够带给企业更大的经济价值。芭

比娃娃的劳动成本在整条产业链中只占生产价值的

25%[11]。从整条产业链来看，加工成本只占 2.5%，

巨大的利润空间在另外几大环节当中。传统企业依靠

代工生产模式存活在产业链中的利润最薄弱的一环，

不仅浪费大量的生产资料，还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

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急需转变

为以设计创新为驱动力的新方式。设计创新驱动以产

品设计为中心，以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为出发点，将

产品的品质和使用体验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

设计创新的价值。 

2.3  设计范畴扩大为设计事理 

企业设计创新需研究造型、技术、使用方式、品

牌战略等因素。造型、技术等属于内因研究，使用方

式、品牌战略等属于外因研究。设计范畴扩大为设计

事理指的是，作为企业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设计在推出

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将使用方式、品牌战略、营销、管

理等外因研究纳入设计创新基础研究范围。 

设计注重的是事而不是物[12]。柳冠中教授经常举

例说：“设计师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只想着设计杯子，

那他设计出来的也只是尺寸、形状、颜色、材料不同

的杯子。”设计师应该考虑在不同场景和使用条件下，

如何满足用户解渴的需求。只有跳出“名词”的限

制，才能探寻更开阔的思路，才能从根本上提出创

新方案。 

转型中的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不仅要提高以设

计创意为代表的无形生产要素的份额，还应该扩大设

计创新范畴。事理研究作为企业创新基因的核心内

涵，不仅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创新难、创新无方向等

问题，还能从战略高度为企业指明发展方向。 

3  设计产业化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的方法 

3.1  设计战略引领产业链 

从产业链的结构来看，融合用户需求和体验的设

计环节作为产业链的前端，设计思维通过产业链各个

环节传递，设计创新引导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促进材

料创新，材料创新诱发加工工艺和流程创新，新产品

的诞生促进营销策略创新[13]。 

经过充分研究用户需求后，设计中心提出满足用

户生活方式的新概念产品，技术部门根据新的功能和

使用方式选择合适的技术、材料和工艺。当现有的技

术不能满足新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的需要，技术部门则

会朝着新方向努力，直至新产品诞生。苹果公司设计

团队针对笔记本电脑不便携、笨重等缺点，计划推出

一款全球最薄的电脑。基于这样的创新目标，苹果公

司内部研发团队将笔记本内部零件高度集成与整合

处理，形成电路板、硬盘与电池三大模块。除此之外，

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公司合作，苹果公司希望能做出一

款性能相当但体积更小的处理器。英特尔公司虽然拥

有雄厚的基础储备，但仍面临巨大挑战。经过一段时

间的奋斗，他们将 4 亿颗晶体管集成到处理器中，处

理器尺寸只有一颗纽扣大小，比研发之前的处理器在

尺寸上缩小了 60%[14]。高度集成的电路模块促使工程

设计部门设计出更加直接的方式和更加合理的装配

流程，加工设备需要进一步提高精度才能满足更精致

的电脑的生产要求，新的产品也为销售和售后服务提

出了新的要求。从产业链的角度看，苹果公司的技术

部门和英特尔的研发部门都纳入了苹果公司的创新

链，为新的目标实现商业化而共同合作。 

设计创新从源头带动和整合了创新链，使企业产

生联动效应，促使企业良性循环发展。技术驱动和市

场驱动作为创新源头，同样具有带动作用，但产品的

最终目的是为用户的需要而设计，为满足用户使用需

求和使用体验而设计。技术驱动仅考虑的是功能的实

现，不符合用户需求的技术成果很难得到普及。市场

驱动以销售数据为创新来源，但销售影响因素较多，

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设计驱动式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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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米产品使用场景分类 
Tab.3  Xiaomi product usage scenarios classification 

类别 使用场景 产品生态 

办公设备 办公室 
小米手机、小米笔记本、显示器、小米平板、键盘、鼠标、转换器、小米笔记本内胆包、

投影仪、插线板、小米手表、石英表打印机、对讲机、路由器、无线充电器、耳机、笔

生活电器 

/生活用品 
家 

小米手机、小米电视、电视盒子、路由器、冰箱、空调、洗衣机、净水器、微波炉、电

烤箱、扫地机器人、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电饭煲、电磁炉、电水壶、滤水壶、落地风

扇、灯具、插线板、新风机、电暖气、电压力锅、料理机、电煮壶、智能门锁、视频门

铃、无线充电器、洗手机、修剪器、剃须刀、日光镜、牙刷、吹风机、体重秤、体脂秤、

床垫、枕头、饰品、螺丝刀、驱蚊器、毛巾 

娱乐设备 家/户外 
小米手环、VR 设备、滑板车、平衡轮、摄像机、照相机、小爱老师、小爱音箱、自拍杆、

健身车、走步机、尤克里里 

出行用品 上班途中/旅行 
小米手机、平衡车、自行车、车载充电器、智能后视镜、智能记录仪、无线车充、充电

宝、移动电源、数据线、双肩包、旅行箱、运动鞋、保温杯、伞、眼镜 

下一代 

养育用品 
家 

早教机、积木、儿童手表、儿童滑板车、婴儿推车、儿童书包、儿童理发器、儿童保温

杯、点读笔、米兔 

 

以用户需求和体验为创新来源，为企业持续推出符合

用户使用方式的创新成果，形成创新成果生态，对企

业转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设计引领产业链创新，不仅能整合和带动产业链

各个环节的创新，还能让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更加

合理。在降低制造、运营成本与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共

同作用下，该模式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设

计驱动型品牌不仅能提高企业价值，还能为企业构建

具有自主创新基因的产业链。 

3.2  基于设计事理的产品生态创新 

设计事理从目标用户所处的特定场景出发，设计

出能够解决用户具体问题的产品。设计创造人为事

物，不仅要具有使用功能，还要能够带给用户良好的

使用体验，从生理和认知心理等多层次满足人需求[15]。 

小米公司从青年用户所在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出

发，设计出满足全方位生活方式的产品生态。小米公

司产品造型简洁，色彩以白色和黑色为主，性价比较

高，操作方式简单，较多智能产品可与手机或小爱音

箱相连，这些特点较吻合大多数青年（18~39 周岁）

的生活方式[16]。小米公司主要围绕青年群体在“办公

室”“家”“上班途中/旅行”三种场景中的生活方式

构建了产品生态，见表 3。 

基于人理的产品生态，即从用户的生活方式和使

用体验出发，构建符合用户需要和生活习惯的产品生

态。小米公司针对青年用户群体已经构建出较为完善

的产品生态。从早晨起床到出门前，需要与用户交互

的物品有手机、闹钟、牙刷、毛巾、吹风机等。在出

门上班的途中，用户可以选择骑自行车、骑平衡车，

也可以选择自驾，会涉及小米手机、平衡车、自行车、

车载充电器、智能记录仪、无线车充等产品。到了公

司后，办公需要用到小米手机、小米笔记本、显示器、

小米平板、键盘、鼠标、投影仪、插线板、笔等。晚

上下班回家后，用户准备一顿美食犒劳自己，做饭过

程中可能涉及的生活电器有冰箱、净水器、微波炉、

电饭煲等。享受完美食后，用户开始打扫房间、清洗

衣物等，需要用到扫地机器人、吸尘器、洗衣机、空

气净化器等。用户享受睡前的美好时光，可以看电视、

看电影等，需要用到小米手机和小米电视等。休息时

间，娱乐放松可能用到小米手环、VR 设备、滑板车、

平衡轮、摄像机、照相机、小爱音箱、自拍杆、健身

车、走步机、尤克里里等产品。用户有了小孩之后，

需要用到小孩的养育用品，可能涉及早教机、积木、

儿童手表、婴儿推车、儿童理发器、点读笔等产品。 

基于生活方式构建产品生态，有利于企业培养用

户粘度和持续性需求。小米公司针对年青用户群体在

家、办公室、上班途中/旅行这三大使用场景，围绕

用户的生活方式设计了全方位产品生态，不仅如此，

还考虑到该年龄段用户群体的下一代的养育用品。用

户认可小米产品后，不仅自己会持续选择，还会影响

到自己的子女，从小养成使用习惯后对于品牌的认识

更是根深蒂固。当企业转型为设计驱动型，就可针对

具有相似生活方式的用户群体、系列化使用场景、用

户社会关系，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其生活方式

中的各个“事”环节，进而创造满足其需求的“物”

生态。 

苹果产品良好的使用体验也是构建产品生态的

重要方面。以苹果笔记本电脑为例，第一代 MacBook 

Air 发布时的外型最厚处的厚度是 19.3 mm，比当时

市面上最高的 Sony TZ 系列最薄处的厚度 20.3 mm 还

要薄 1 mm，而 MacBook Air 最薄的地方仅有 4 mm[14]。

首先其外型上的轻薄带给用户良好的便携性。而全尺

寸键盘能带给用户较好的操作体验；键盘上的字母可

随背景光感而变化，夜晚会自动增加亮度，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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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夜间使用的失误操作次数。电脑不继续使用时

只需合上即可；而需要使用时打开屏幕，电脑系统瞬

间开启，几乎不需要浪费时间重新开机。电脑上的手

势控制具有多种控制方式，单指触摸可移动光标、单

指按住触控板可移动文件、双指移动可上下滑动文

件、双指张开或者合拢能放大或缩小图片或网页界

面、三指左右滑动可转换不同界面、三指向上滑动可

退出调度中心、五指合拢可出现软件菜单等，还可根

据用户偏好设置触发角等。无论是外型的便携性还是

良好的交互方式，都能带给用户非常符合使用习惯的

操作体验，苹果的使用方式设计具有非常典型的研究

价值。 

设计驱动企业转型不仅要全方位构建符合用户

生活方式的产品生态，还要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

中具有良好的操作体验，构建符合人理的产品生态是

企业转型为设计驱动型的重要方法。 

3.3  基于设计人理的品牌创新 

顾基发等学者从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的角

度，将人理定义为实践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观念；

人性之善引导社会往更加美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

的方向发展[17]。 

品牌化的实质是以品牌为载体为顾客创造和传

递价值[18]。品牌价值具体包括设计理念、品牌精神、

企业价值观等。企业作为品牌创建的主体，通过产品、

包装、VI 系统、服务、体验等满足用户需求并向用

户传递企业价值。 

从用户层面建立品牌价值的企业有很多，比如苹

果、小米、耐克等。苹果公司通过质量优异的产品和

非常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的交互方式向用户传递“追求

完美品质”和“用户至上”的理念[19]。小米公司始终

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20]。耐克公

司则向用户传递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团体，树立有益于人类、社

会和自然的品牌价值能够引导消费者走向积极、健康

的生活方式。从社会层面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的

品牌也不少，比如无印良品。无印良品在选材上充分

体现绿色环保的原则；在造型上以简洁为主；产品颜

色以材料原始色彩为主；设计细节充分考虑了人的使

用需求和使用习惯 [21]。无印良品的大多数产品的材

料、色彩、造型等都体现了质朴、自然、素雅的品牌

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不仅因为日本国家资源有限，

同时还是无印良品公司价值观的体现。地球资源有

限，人类应该具有责任感和危机意识，珍惜地球资源，

选择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杜绝浪费。无印良品倡

导自然、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为世界各国的企业

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向设计界展示可持续的设计观，

也能引导用户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中国古代天人合

一的造物智慧不谋而合。 

基于设计人理的品牌创新是融合人性之“善”与

科技之“真”，创造品牌之“美”。基于人理的品牌创

新就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推出高品质和

高体验的产品来创造和传递其对于用户、国家和社会

等层面的价值。 

4  结语 

文章总结出设计产业化驱动制造型企业转型的

三大目标和三大方法。从产业链、价值链和设计范畴

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企业转型的目标，从不同角度侧

面探讨了企业转型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可以引导企业

走向健康发展之路。文章总结出制造型企业转型的三

大方法，从战略高度层面，系统规划企业产业链，提

出设计引领产业链，从战术角度层面，提出基于设计

事理的产品生态创新机制和基于设计人理的品牌创

新转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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