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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回顾国内外关于家具设计研究的进展与热点前沿。方法 基于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方法，运

用 CiteSpace 和 Bibexcel 软件，梳理总结 3 156 篇知网中文文献和 341 篇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英文文

献。结果 国内外家具设计领域在学科基础、研究力量、前沿趋势之间存在差异。结论 国外家具设计研

究文献数量稳定，国内则发展迅速且在数量上有一定的优势。国内发文高产期刊集中在轻工业手工业领

域，而国外则主要聚焦建筑领域。国内外研究团队均趋于分散，机构间相互联系较少。国外家具设计研

究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性，体现在人的因素和仿生生态等方面。国内研究则较为注重家具设计理论，以

及产业、学科专业建构的系统性。期望未来我国家具设计研究的发展能进一步突出核心期刊和高产机构

的先锋作用，加强国内和国外的合作交流，继续立足国家战略，服务人民需求。 

关键词：家具设计；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研究现状；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3)22-0045-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3.22.006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urnitur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metrics and Knowledge Map 

CHEN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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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view the progress and hot frontiers of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knowledge map, 3 156 Chinese articles and 341 English articles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were combed and summarized by CiteSpace and Bibexcel softwar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e 

basis, research strength and cutting-edge trends in the field of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number of for-

eig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literature is stable, while the Chinese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literature is developing rap-

idly and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quantity. Chinese high-yield journals mainly come from light industry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while foreign journals mainly focus o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The research teams in China and abroad tend to 

be scattered, and there are few connec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s. Foreig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has a strong reality 

orient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human factors and bionic ecology, while Chinese resear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stematicness of furniture design theory, industry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will further highlight the vanguard role of core journals and high-yield institution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continue to serve people's needs based on n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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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设计将家具和设计两个术语结合在一起，主

要目的是在这两个术语的综合中阐明一个新兴的学

科，是一门综合艺术和科学、商业和营销策略、设计

和制造过程的学科。它将家具作为有形的物体、材料

和建筑形式，以及更广阔的设计历史的一部分，由研

究、想法、设计过程、理论、效用、舒适性和美学发

展而来。设计师、教育家、制造商、工业企业家、博

物馆馆长和作家已经建构了大量关于家具设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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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公众可以通过书籍、期刊、博物馆、画廊展览，

以及网站获得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开设

家具设计课程，主要包括：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室

内设计和建筑等专业。家具课程的课程内容和学生学

习成果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主

题）；人的因素（人体测量学、人体工程学和空间物

理学）；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感知）；理

论（探究、研究方法、美学）；设计（过程、阶段、

范例）；技能（绘图、模型制作、数字设计和制造）；

材料（特性和性能）；制造过程（手段和方法如手工、

机械、数字技术等）[1]。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现代家具的设计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环境产品、城市设施、家庭空间、

公共空间和工业产品。家具设计的研究愈发引起学者

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知，

当前学者重点关注家具的创新设计[3]、用户群体[4]、

设计风格[5]、产品类别[6]等领域。部分学者对情感化

家具设计开展理论和经验探讨[7]，较少整体比较国内

外家具设计研究的状况。这使得大众无法捕捉家具设

计领域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的直观信息。因此，本文

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试图回答如下的

研究问题。 

1）在中外家具设计研究中, 整体发展状况如何，

有何差异? 

2）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关注哪些话题，有何异同? 

3）在中外家具设计出版物方面，谁是高产的研

究人员和机构? 

首先，笔者将解释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进行方

式。然后，通过确定中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以对比描述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的总体状况，突出中

国大陆和国外研究者在关键词频率和共现方面所关

注的家具设计热点问题。最后，描述高产的研究者和

机构是如何为中外家具设计做出贡献的[8]。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中国知网是中国最大的、持续更新的学术文献数

据库。The Web of Science（WOS）是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信息的首要国际研究平台。

这两个数据库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中英文权威文献。英

文搜索词是“Title =Furniture Design”，时间跨度设置

为 所 有 年 份 （ 1985 年 — 2021 年 ）， 文 献 语 言 选 择

“English”，文献类型为“Article”，从 WOS 中获得

了 341 篇论文。在中国知网方面，不设时间限制，在

以“家具设计”为标题的检索中，发现了 1961 年—

2021 年发表的 3 421 篇中文论文，搜索日期均为“2021

年 7 月 15 日”。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对检索的 3 762

文献进行进一步梳理，删除重复和部分题录信息不完

整的文献记录 28 篇。对二次筛选后的文献根据题目

和摘要，通过人工阅读进行逐步筛选，剔除主题关联

度较小的文章 237 篇。最后共获得 1980 年—2021 年

发表的 3 497 篇作为有效数据，是本研究的最终样本。 

1.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以三大经验统计规律为核心，即：表

征文献作者分布的洛特卡定律；表征文献中词频分布

的齐普夫定律；确定某一学科论文在期刊中分布的布

拉德福定律[9]。伴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以及可

视化软件的兴起，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将知识图

谱引入到文献计量中，进行文献数据可视化，更好地

分析某一学科领域的动态演变和知识前沿。现在，通

过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现海量文献数据中潜藏的

结构关系已成为文献计量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方法。国

外关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的应用软件已经比

较成熟，如：美国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的陈超美 [10]教授开发的基于 Java 平台的

CiteSpace；瑞典科学家佩尔松[10]（Persson）开发的

科学计量学研究软件 Bibexcel。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相结合的分析方

法，应用 Bibexcel 对检索后的家具设计文献数据进行

作者、期刊、出版年份、关键词等相关知识单元的频

次分布、排序除重，并通过合并来标准化数据。然后，

利用 CiteSpace 5.5.R2 知识图谱构建可视化的全景式

展示，根据每年出版物中得出的时间序列，进行国内

外家具设计领域的知识结构建模，通过合作网络分析

发现研究力量分布，借助共词分析和关键词的突现检

测，并结合专家评价进一步预测热点前沿。 

2  中外家具设计发文的整体比较 

2.1  发文时间分布 

如图 1 所示，总体来看，1980 年—2021 年，国

内期刊发表家具设计文章共 3 156 篇，平均每年的发

文量超过 75 篇，发表数量在 2020 年达到顶峰。相比

之下，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要少得多，在过去

22 年里虽一直在波动变化，但发文数量相对稳定，

一般在 20 篇以内。从年发文数量可以看出，除 1985

年—1992 年和 1996 年外，国内对家具设计的研究热

度均高于国外。 

2.2  核心期刊分布 

研究领域成熟度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在某些期刊

上发表论文的集中程度[11]。通过 Bibexcel 抽取出版

物名称进行统计，发现国内 3 156 篇论文分布于 562

种来源出版物中，国外的 341 篇则分布在 122 本期刊

中，载文 1 篇的来源出版物有 85 种，占国外总刊数

量的 69.7%。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家具设计研究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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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的文献分布 
Fig.1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的期刊比较分散，这是由于家具设计涉及多学科的内

容造成的。据 WOS 数据库学科类别可知，国外家具

设计除以建筑、艺术、材料科学为主要学科主体外，

还拓展到人类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商业和城市研

究学科范畴，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领域，不

同学科专业的新视角为研究国外家具设计提供了丰 
 

富的理论和实践启发。 

依据文章数量列出了国内外家具设计领域前十

的高产期刊，见表 1。其中国内发文量前十的期刊合

计发文 1 866 篇，占总发文量的 59.1%，超过国内研

究论文总和的一半，符合普赖斯定律，说明国内家具

设计领域的核心研究期刊群已经形成。这十种期刊属

于轻工业手工业、建筑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三大学

科领域，对国内家具设计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很好

的引领作用。 

此外，通过梳理文章标题，笔者也发现国内外期

刊在家具设计方向上的动态变化趋势。以 Architecture 
D Aujourd Hui 为例，在 1980 年—2004 年，该刊由早

期专注于木质家具设计和办公家具品牌的介绍，转而

关注米兰家具展、家具设计巡回展览，以及城市家具。

以国内文量前三的期刊为例，这三大期刊在家具设计

方向的侧重点上各有不同：《家具与室内装饰》注重

家具民俗民艺、装饰艺术的探究；《家具》聚焦家具

应用技术层面，关注家具的标准和检测；与前两者不

同，《包装工程》则重视设计方法在家具领域的使用，

倾向于国际化的、交叉化的选题。 

表 1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发文量前十期刊 
Tab.1 Top ten journals of high yield i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home and abroad 

序号 百分比/% 发文量/篇 期刊名称 序号 百分比/% 发文量/篇 期刊名称 

1 22.9 724 家具与室内装饰 1 11.7 40 Architecture D Aujourd Hui 
2 9.0 284 家具 2 6.7 23 Oeil-Magazine International D Art
3 6.4 202 包装工程 3 5.6 19 Design 
4 3.5 111 大众文艺 4 5.3 18 Architectural Digest 
5 3.5 110 现代装饰（理论） 5 3.8 13 Magazine Antiques 
6 3.1 98 林产工业 6 3.8 13 Connaissance Des Arts 
7 2.9 90 设计 7 3.5 12 Domus 
8 2.6 83 美术教育研究 8 3.2 11 Architectural Review 
9 2.6 82 工业设计 9 2.6 9 Graphis 

10 2.6 82 艺术科技 10 1.8 6 
Res Mobilis — International Re-
search Journal of Furniture and 
Decorative Objects 

  

3  中外家具设计热点前沿的比较 

3.1  研究热点的比较 

将 3 156 篇 国 内 家 具 设 计 文 献 题 录 数 据 导 入

Bibexcel 软件，共获得原始关键词 449 个。在进一步

对关键词分析前，对其进行预处理清洗，主要删除与

搜索词明显相关的词，如“家具”“设计”“家具设计”，

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在预处理后，得到有效关键词

446 个。对国外文献采取相同方法，经过删除搜索词、

合并同义词、删除无意义词后共得到 115 个有效关

键词。 

通常在 1 篇规范的学术论文中关键词往往是文

章核心内容的提炼。因此，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所在

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出现，则可以得出这些词汇是反映

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内容[12]。国内外前十位高频及高中

心性关键词如表 2 所示。其中，只有“儿童家具”这

一关键词被国内外期刊高频共享，是国内外学者都十

分感兴趣的话题。该表基本展示了国内外不同的研究

热点，例如，国内学者一方面聚焦研究现代家具设计

的应用，另一方面特别关注明式家具如何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新与传承，从而达到现代转译的目的。相比之

下，国外更关注家具设计中人的因素，包括：人体测

量学、人类工效学，以及用户行为。同时，校园及教

室家具也是国外出版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此外，

关键词“现代家具设计”和“Anthropometry”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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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中介中心性，说明它们各自在国内外家具设计研

究热点中起着桥梁作用，与周围关键词联系较为密

集，具有一定的延展性。 

结合上述发现可知，在国内出版物中经常出现对

“现代儿童家具”“现代明式家具”“现代办公家具”

等内容的探讨，而国外则是对“儿童家具人体测量学”

“教室家具人体测量学”“校园家具人体测量学”等

主题的热议。 
 

表 2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前十的高频关键词 
Tab.2 Top ten high frequency key words i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序号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国内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国外关键词 

1 160 0.25 现代家具设计 1 12 0.14 Anthropometry 

2 84 0.08 应用 2 8 0.03 Classroom furniture

3 81 0.07 儿童家具 3 8 0.02 Dimension 

4 80 0.1 创新 4 8 0.02 Ergonomics 

5 71 0.06 明式家具 5 6 0.03 Children 

6 69 0.06 城市家具 6 4 0.05 Behavior 

7 47 0.08 办公家具 7 4 0 School furniture 

8 47 0.1 传统文化 8 2 0 Furniture industry 

9 44 0.15 家具产品 9 2 0 Environment 

10 44 0.13 家具设计专业 10 2 0 Belgium 

  

3.2  研究前沿的比较 

突发关键词是指那些出现频率急剧上升的关键

词，CiteSpace 中的突发检测是一种寻找一定时期内

相关科学界特别关注的关键词的有用分析方法，可以

作为指标，调查研究前沿并预测研究趋势[13]。图 2

展示了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的突发关键词，以及其突

变强度和发生时间跨度。蓝线表示时间间隔，红线表

示突发关键字的周期，即每个突发时间间隔的开始和 
 
 

结束。在 1980 年—2010 年，国内家具设计的研究前

沿从现代家具设计的研究开始。我国深圳于 1980 年

引入第一条板式家具生产线[1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于

80 年代初在全国高校率先创办了家具设计专业等一

系列事件促成了家具产业结构和学科专业的发展[15]，

研究前沿随之拓展到板式家具、办公家具、家具教育、

家具形式要素、家具设计师群体、明式家具，以及对

家具设计所面向的受众的关怀。2011 年—2015 年，古

典中式家居用品设计成为热点议题，学者围绕两个方 

关键词 强度 1980 年—2021 年 关键词 强度 1985 年—2021 年 

现代家具设计 11.661 4 ▂▂▂▂▂▂▂▃▃▃▃▃▃▃▃▃▃▃▃▃▃▃▃▃▃▂▂▂▂▂▂▂▂▂▂▂▂▂▂▂▂▂  School furniture 1.108 5 ▂▂▂▂▂▂▂▂▂▃▃▃▃▃▃▂▂▂▂▂▂▂▂▂▂▂▂▂▂▂▂▂▂▂▂▂▂

板式家具 3.973 6 ▂▂▂▂▂▂▂▂▃▃▃▃▃▃▃▃▃▃▃▃▃▂▂▂▂▂▂▂▂▂▂▂▂▂▂▂▂▂▂▂▂▂  Adolescent 1.121 5 ▂▂▂▂▂▂▂▂▂▂▂▂▂▂▂▂▂▂▂▂▂▂▃▃▃▂▂▂▂▂▂▂▂▂▂▂▂

办公家具 4.083 1 ▂▂▂▂▂▂▂▂▂▂▂▃▃▃▃▃▃▃▃▃▃▃▃▂▂▂▂▂▂▂▂▂▂▂▂▂▂▂▂▂▂▂  Classroom furniture 3.602 1 ▂▂▂▂▂▂▂▂▂▂▂▂▂▂▂▂▂▂▂▂▂▂▃▃▃▃▃▃▂▂▂▂▂▂▂▂▂

家具工业 6.873 9 ▂▂▂▂▂▂▂▂▂▂▂▂▂▃▃▃▃▃▃▃▃▃▃▃▃▂▂▂▂▂▂▂▂▂▂▂▂▂▂▂▂▂  Anthropometry 2.544 3 ▂▂▂▂▂▂▂▂▂▂▂▂▂▂▂▂▂▂▂▂▂▂▃▃▃▃▃▃▂▂▂▂▂▂▂▂▂

家具设计与制造 5.698 7 ▂▂▂▂▂▂▂▂▂▂▂▂▂▃▃▃▃▃▃▃▃▃▃▂▂▂▂▂▂▂▂▂▂▂▂▂▂▂▂▂▂▂  Children 1.290 7 ▂▂▂▂▂▂▂▂▂▂▂▂▂▂▂▂▂▂▂▂▂▂▃▃▃▂▂▂▂▂▂▂▂▂▂▂▂

家具设计专业 5.583 0 ▂▂▂▂▂▂▂▂▂▂▂▂▂▂▂▂▂▂▃▃▃▃▃▃▃▃▂▂▂▂▂▂▂▂▂▂▂▂▂▂▂▂  Behavior 1.005 3 ▂▂▂▂▂▂▂▂▂▂▂▂▂▂▂▂▂▂▂▂▂▂▂▃▃▃▃▃▃▂▂▂▂▂▂▂▂

家具设计教育 5.309 5 ▂▂▂▂▂▂▂▂▂▂▂▂▂▂▂▂▂▂▂▂▂▂▃▃▂▂▂▂▂▂▂▂▂▂▂▂▂▂▂▂▂▂  Dimension 2.124 9 ▂▂▂▂▂▂▂▂▂▂▂▂▂▂▂▂▂▂▂▂▂▂▂▂▃▃▂▂▂▂▂▂▂▂▂▂▂

库卡波罗 6.444 2 ▂▂▂▂▂▂▂▂▂▂▂▂▂▂▂▂▂▂▂▂▂▂▃▃▃▃▃▃▃▃▂▂▂▂▂▂▂▂▂▂▂▂  Chair 0.993 6 ▂▂▂▂▂▂▂▂▂▂▂▂▂▂▂▂▂▂▂▂▂▂▂▂▂▂▂▃▃▃▃▂▂▂▂▂▂

家具设计师 7.766 1 ▂▂▂▂▂▂▂▂▂▂▂▂▂▂▂▂▂▂▂▂▂▂▂▃▃▃▃▃▃▃▃▂▂▂▂▂▂▂▂▂▂▂  Ergonomics 3.404 2 ▂▂▂▂▂▂▂▂▂▂▂▂▂▂▂▂▂▂▂▂▂▂▂▂▂▂▂▃▃▃▃▂▂▂▂▂▂

造型 4.910 7 ▂▂▂▂▂▂▂▂▂▂▂▂▂▂▂▂▂▂▂▂▂▂▂▂▃▃▃▃▃▂▂▂▂▂▂▂▂▂▂▂▂▂  Anthropometric 1.094 1 ▂▂▂▂▂▂▂▂▂▂▂▂▂▂▂▂▂▂▂▂▂▂▂▂▂▂▂▂▃▃▃▂▂▂▂▂▂

家具产品 4.160 3 ▂▂▂▂▂▂▂▂▂▂▂▂▂▂▂▂▂▂▂▂▂▂▂▂▂▂▂▃▃▃▃▃▃▃▂▂▂▂▂▂▂▂  Biomimicry 1.167 1 ▂▂▂▂▂▂▂▂▂▂▂▂▂▂▂▂▂▂▂▂▂▂▂▂▂▂▂▂▂▂▂▂▂▂▃▃▃

明式家具 5.218 3 ▂▂▂▂▂▂▂▂▂▂▂▂▂▂▂▂▂▂▂▂▂▂▂▂▂▂▂▂▂▂▃▃▃▂▂▂▂▂▂▂▂▂       

以人为本 3.843 3 ▂▂▂▂▂▂▂▂▂▂▂▂▂▂▂▂▂▂▂▂▂▂▂▂▂▂▂▂▂▂▃▃▃▃▃▃▂▂▂▂▂▂       

古典家具 4.104 6 ▂▂▂▂▂▂▂▂▂▂▂▂▂▂▂▂▂▂▂▂▂▂▂▂▂▂▂▂▂▂▂▃▃▃▃▃▃▂▂▂▂▂       

家居设计 4.523 8 ▂▂▂▂▂▂▂▂▂▂▂▂▂▂▂▂▂▂▂▂▂▂▂▂▂▂▂▂▂▂▂▂▂▃▃▃▃▃▂▂▂▂       

中式家具 4.244 5 ▂▂▂▂▂▂▂▂▂▂▂▂▂▂▂▂▂▂▂▂▂▂▂▂▂▂▂▂▂▂▂▂▂▂▃▃▃▃▃▂▂▂       

创新设计 3.893 7 ▂▂▂▂▂▂▂▂▂▂▂▂▂▂▂▂▂▂▂▂▂▂▂▂▂▂▂▂▂▂▂▂▂▂▂▂▃▃▃▃▃▃       

用户体验 3.938 4 ▂▂▂▂▂▂▂▂▂▂▂▂▂▂▂▂▂▂▂▂▂▂▂▂▂▂▂▂▂▂▂▂▂▂▂▂▂▃▃▃▂▂       

老年人 4.508 8 ▂▂▂▂▂▂▂▂▂▂▂▂▂▂▂▂▂▂▂▂▂▂▂▂▂▂▂▂▂▂▂▂▂▂▂▂▂▂▃▃▃▃       

模块化 4.279 7 ▂▂▂▂▂▂▂▂▂▂▂▂▂▂▂▂▂▂▂▂▂▂▂▂▂▂▂▂▂▂▂▂▂▂▂▂▂▂▂▃▃▃       

智能化 4.122 9 ▂▂▂▂▂▂▂▂▂▂▂▂▂▂▂▂▂▂▂▂▂▂▂▂▂▂▂▂▂▂▂▂▂▂▂▂▂▂▂▃▃▃        

儿童家具 6.652 0 ▂▂▂▂▂▂▂▂▂▂▂▂▂▂▂▂▂▂▂▂▂▂▂▂▂▂▂▂▂▂▂▂▂▂▂▂▂▂▂▃▃▃        

 

图 2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突发关键词 
Fig.2 Burst key words of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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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行探索，一是推陈出新的理念创新，探讨新中式

家具如何进行思维和品牌创新；二是移花接木的手法

应用，将祈福等文化因素引入到中式家具之中。一时

间，新中式家具和现代中式家具设计比赛屡见不鲜。

2016 年至今，国内前沿重点是家具的用户体验，学

者们重视挖掘办公家具、定制家具、交互家具中用户

的需求，提出相对应的策略。近年来，儿童、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的家具需求和智能家具等成为家具设计

研究的新兴趋势，特别是在智能家具领域，学者们既

关注智能家具及家居系统的实现与建构（如基于物联

网的智能家居设计及数据处理等硬件层面），同时也

重视人文情怀的“软”服务（如开发社区养老模式下

的适老化智能家具）。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国家人工智

能、区块链、5G 等信息化战略的实施密切关联，推

动家具朝着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通过比较发现，早期国外研究前沿集中在对校园

家具的探讨上，尤其重视基于儿童行为和人机工程学

的学校家具设计[16]对小学生态度、症状和行为的影响

研究[17]。在 2007 年—2015 年，课堂家具和人体工效

学是较为活跃的研究前沿。近年来，随着家具在使用

和处置层面的定制化和可持续化，仿生学引起了国外

学者的关注，探讨包括：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功能类型

下进行生物家具设计、尝试以细菌纤维素作为家具生

产的原料等[18]。 

3.3  热点前沿专家的意见 

热点与新兴趋势是根据 CiteSpace 计算的指标确

定的，可由领域专家进行验证。笔者在文献计量基础

上，向两位家具领域学者进行咨询：一位是高校教授，

与海外设计界有 20 多年的密切交流；另一位来自企

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认为文献计量学确定

了国内家具设计研究的三大类：第一类侧重于研究家

具风格在社会背景下的迭代，包括古典、现代，以及

新中式；第二类则是研究家具环境的适用性，它的重

点是家具在不同使用场所下的应用，如家庭、办公、

户外，以及特殊空间（学校、医院等）；第三类是以

用户和产品为主的家具市场研究。同理，从计量结果

中也能看出国外家具设计的核心内容在于设计理念，

遵循以人为本、人机工程、绿色可持续等原则。 

整体看来，我国家具设计起步较晚，与国外相比，

研发创新能力较弱，急需全球视野和动态思维。两位

专家建议，当下和未来应该将德国工业 4.0、意大利

创新设计体系、北欧人本主义思想、日本精益化作风

与本体结合，实现在地化[19]。国内家具设计人员需要

关注用户关怀、可持续发展，以及东方人文哲学，从

这些关键词出发进行产学研活动。同时，设计人员也

要重视跨领域的交叉融合，突破产业和专业的壁垒。 

4  中外家具设计高产研究人员和机构的比较 

高生产力的作者和机构是某主题领域研究工作

的主要力量，表 3 展示了国内外高产的研究人员各十

位，以及他们发表的出版物总数和机构隶属关系。国

内高产学者发表论文总数（140 篇）是国际学者（57

篇）的约 2.6 倍。就国内研究人员的隶属关系而言，

全部来自国内家具及相关专业学科院校，以林业大学

为主。这意味着高等林业院校发挥出办学特色和学科

优势，在家具设计教学和学习方面拥有大量且卓越的

师资力量。面向家具产业的职业技能院校、以工业设

计和产品设计为重点专业的其他高等院校在推动家

具设计研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展现

出各自的特色。其中，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偏向于家具

的商业设计与营销，这与学校的定位以及地方家具家

居材料产业集群密不可分。广州工业大学和江南大学

则热衷于家具全球视野的开拓以及家具设计理念的

创新表达。这些院校的特色与林业院校以材料和结构

为基础的家具设计特色有所不同。 

国外最高产学者是 FITOUSSI。她是一位建筑师、

记者和策展人，为 Architecture D Aujourd Hui 等杂志

撰稿。整体看来，法国学者在家具设计研究领域表现

出很高的生产力和活跃性，其次是来自波兰、意大利、

美 国 、 英 国 的 学 者 。 与 国 内 相 比 ， 高 产 的 外 国 学 
  

表 3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发表量排名前十的研究人员 
Tab.3 Top ten researchers i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机构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机构 

1 27 彭亮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 29 FITOUSSI B Construction Agency of BFCD 

2 19 方海 广东工业大学 2 4 VEDRENNE 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3 16 吴智慧 南京林业大学 3 4 SMARDZEWSKI J Pozn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4 13 关惠元 南京林业大学 4 3 FABISIAK B Pozn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5 13 刘文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5 3 BURE G Journal des arts 

6 13 张福昌 江南大学 6 3 GASNIER O Oeil—Magazine International D Art

7 11 徐伟 南京林业大学 7 3 ROMANELLI M Domus 

8 10 苗艳凤 南京林业大学 8 3 ECKELMAN C Purdue University 

9 9 张亚池 北京林业大学 9 3 BENJAMIN J  Design 

10 9 许柏鸣 南京林业大学 10 2 LOYAUTE B Connaissance Des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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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有三位来自农林相关院校，更多的是建筑、艺术

设计领域杂志的记者和评论员。 

CiteSpace 提供的机构共现分析可以探测研究领

域 机 构 之 间 的 合 作 关 系 [20] 。 将 节 点 类 型 设 定 为

“Institution”，节点数据抽取标准设定为“Top 50”，

绘制出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图谱（如

图 3 所示）。其中，国内共线图谱显示共有 241 个节

点，56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1 9；国外节点 101

个，33 条连线，网络密度 0.000 65。对比而言，国

外网络中孤立的节点较多，说明国外家具设计领域

缺乏广泛的合作 , 通过局部放大可知仅在日本国内

以 Fukuoka Ind Technol Ctr 为中心，形成 Saga Univ 、

Tokyo Univ Sci 等小规模的科研团队。国内家具设计

研究机构联合发文的情况也并不多见，主要以南京

林业大学、中南林业大学为中心，展开与福建农林

大学、江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等高校，以及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的合作。 
 

 
 

图 3  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Fig.3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on furniture design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5  结语 

通过对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分析，本研究

回顾了近 22 年来国内外家具设计研究的发展轨迹。

结果表明，关于家具设计的出版物数量呈增长趋势，

特别是在国内期刊上。国内与国外研究所倾向于解决

的家具设计问题在层面上有所不同，国内重视传统家

具的现代性传承、家具用户群体的需求和创新设计，

而国外则侧重人的因素和家具生态的发展。就高产学

者和机构而言，国内研究者主要来源于林业院校，而

国外学者多以记者身份在建筑、设计期刊上发表相关

评论。同时，国内外机构间的理论层面合作较少。因

此，笔者希望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能进一步组织

关于家具设计的学术对话，加强校校联合，建立国际

联系并创造跨境合作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国内高校陆续新增家具

设计与工程本科专业，越来越多的设计高校将家具作

为特色专业主题进行建设，愈发重视对家具传统与现

代、民族地域特性与共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与课程建设、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探

讨。在过去的 20 几年间，国内家具设计的研究重心

从现代家具设计转向智能家具研发。当下，持续的疫

情也开始引发人们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思考，关于社交

安全距离的家具设计也时常可见。这无疑表明了家具

业界在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不断探寻可持续

的、健康的、美好的人居环境解决方案。当然，本研

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回顾了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和书籍等出版物被排查在外；其次，

在数据库方面，未将 Scopus、中国台湾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TSSCI）等纳入索引数据库。因此，在后续研

究中将增补完善各种出版物和数据库来源，以提供更

多国内外关于家具设计研究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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