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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下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及现代设计的新使命，提出了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

智创新设计思维。方法 以设计全球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及数字化生存现状为时代背景，阐述了群智创

新设计在新时代下的创新本质，并从技术和商业的多元视角阐述了群智创新设计的多元内涵。结果 构

建了以设计为牵引，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群智创新设计的优势。

结论 群智创新设计注重智能技术和群体智慧的结合，是一场复杂系统层面的螺旋式创新演化。以设计

为牵引、技术为支撑、商业为激励的群智创新设计方法借用现代网络平台优势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信息技术赋能，利用群体智慧的协同作用，聚集社会中更多、更好的知识源，以助力创新创造，

为社会创造共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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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Business-drive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LUO Shijian, ZHANG Deyin*, SHAO Wenyi, GUO Herui, CHENG Jiahao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a technology and business-drive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think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societ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new mis-

sion of modern desig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design globaliz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tatus quo of digital existence, the innovative nature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in the new era was ex-

pounded, and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were expounded from multiple per-

spectives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 design-facilitated, technology and business-driven model was constructed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and the advantages of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were expounded 

with specific cases. Collective intelligent innovation design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col-

lective intelligence, which is a spiral innovation evolution at the level of complex systems. With design as the traction,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and business as the incentive, th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sign method borrows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network platform and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using group wisdom synergy to gather more and better knowledge sources in society to help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creating win-win value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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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信息科技革命推动

了企业生产转型，更多的机构、个人、服务和要素参

与到企业生产设计的进程中。人工智能引发的设计和

生产变革是空前的。设计行业的生产逻辑在人工智能

时代下必将面临着重要转变，设计师将面临更多的发

展机遇。随着信息经济的崛起，大众的经济活动手段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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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往更加丰富，社会的群体性已经在云端以群智方

式呈现。 

1  群智创新设计的时代背景 

人工智能时代，世界迈向高度全球化。数字化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信息及知识得以迅速创造与传

播。以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大众的生

产生活、供求关系的优化、职业分工的创新生态衍生

出新的设计生产模式。社会过渡到“数字化生存”新

时代，大众被赋予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及选择权[1]。 

1.1  设计全球化 

赖韦（Levitt）[2]于 1985 年提出“全球化”的概

念，最初用来描述世界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之后被扩展到政治、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两次工

业革命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极大地加速了世界的

全球化进程。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社

会的整体生产力得到跃升，设计从以前追求单维度的

经济价值转变为对多元性、多样性、协调性等更开放

价值理念的追求[3]，呈现出明显的设计全球化态势：

设计生产以信息网络为底层基础，企业的设计产品落

地周期短，易于实现全球范围的扩展。 

1.2  新一代人工智能 

现代人工智能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衍生出了很

多新的细分研究分支，包括：群体智能、机器学习、

跨界融合、群智开放、人机协同、自主控制等[4]。2013

年 8 月，中国工程院启动了由路甬祥院士和潘云鹤院

士领衔的《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

目[5]；2015 年 12 月，中国工程院设立了由潘云鹤院

士领衔的《中国人工智能 2.0 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

询项目[6]，提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智能、

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以及自主智

能系统”五大重要发展方向；2017 年 7 月，国务院

颁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些研究不断

扩展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制造出与人类

智能类似的新型智能机器，加速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

突破进程，成为新时代世界社会发展变革的驱动力[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深入，世界由二元空间

向“人类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三元空间衍

进，并产生了许多新的计算方式，包括感知融合、增

强现实、虚拟现实、跨媒体计算等，新兴数字化计算

技术逐步地将个人智慧与群体智慧链接。至此，人工

智能正式迈入了 2.0 时代[8]。 

1.3  数字化生存与知识生产转型 

21 世纪以来，人们逐步拥抱数字化生存方式。

数字化生存是指大众生活在一个由虚拟、数字化组成

的生存环境，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日常活动。数字化

生存空间是一种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结合，数字化

的时空结构让社会大众和企业有了更多样性的发展

塑造空间。 

对于大众，数字化生存让大众逐渐摆脱了传统的

集权生活状态，逐渐实现去中心化，赋予了参与数字

世界中的大众更多选择权力和自由空间，让各种社会

资源也以更加平等、高效的形式重新配置，使大众可

以不受时空的局限，根据个人需求，低成本、快捷地

在网络数字世界中获取物质和精神资源。 

对于企业，数字化生存给予企业创新变革难得的

机会，推动知识生产转型。在数字化新时代中，一批

优秀的数字技术企业在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同时，也发

展着数字化，拓展着数字化世界，数字化的技术和商

业都发生着快速且剧烈的变化[9]。虚拟经济和实体经

济的数字化结合，是目前企业所追求的，也是当下数

字化生存的趋势，促使了知识生产的转型。 

2  技术与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 

2.1  复杂系统层面的螺旋式创新演化 

“创新”是指人们在面对新需求、新需要时，基

于已有的资源和条件，突破常规限制所发现或产生的

某种新颖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

创新活动强调新颖性和价值性，设计领域的创新可以

是产品的结构、造型和性能的变革，也可以是设计表

达形式或手段的创造，亦可以是设计内容的进一步丰

富和完善。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始终是推

动一个国家、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和突破的重要力量[10]。 

群智创新设计注重智能技术和集体智慧的结合，

是一场复杂系统层面的螺旋式创新演化。群智创新设

计注重以用户为核心的群智创新生态建设和社会效

益，特别是商业创新、模式创新和社会创新。群智创

新设计以网络为基础，借助人工智能的智慧计算技

术，实现立体、网络、多源的协同创新。通过互联网

的组织架构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系统吸引、

聚集及管理大量参与者。 

群智创新设计是网络技术创新设计生态的核心，

它扩展了创新网络的范畴，涵盖了营销、运营、技术

研发、设计、制造等众多领域。除了推进设计理论、

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外，群智创新设计还可为技

术、应用、管理、商务等领域提供重要推动力，进而

构建全新的设计链、供应链、设计模式及设计生态系

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 

2.2  技术与商业推动 

技术与商业共同推动着群智创新设计活动中各

个环节高效、高质量地进行，实现了合作与创新两大

命题的有机融合，构建起了共创、共享、共赢的创新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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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群智创新设计的支撑，技术水平是影

响设计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群智创新设计是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发展的产物，在群智创新体系

下，大数据及物联网技术扩大了信息来源，人工智能

技术拓展了创新主体，区块链技术使协作方式向分布

式、去中心化发展。 

“商业”是群智创新设计的激励与指导，是创新

的催化剂。商业性活动加速了群智产业互联网及消费

互联网的融合，将供给端和需求端链接起来，挖掘群

智创新设计体系中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识，促进群智

创新设计环节的整合、社会与产业价值的共创及创新

生态的构建。 

3  以设计为牵引的群智创新 

“设计”是群智创新的牵引。群智创新立足于社

会文化背景与技术水平，通过设计手段打破行业间的

协作壁垒，使多领域资源与人才汇聚于协同创新发展

的生态中。群智创新通过设计全新的策略体系，保障

设计创新的效率与质量，从而促进设计行业的资源整

合、技术共享、品牌赋能等创新合作[11]。 

3.1  以设计为牵引 

米兰理工大学罗伯托·维甘提（Roberto Verganti）

团队[12]于 2003 年首提设计驱动式创新的概念，强调

了企业在创新中的整合作用，指出设计通过创造新的

产品意义以促进创新的产生，更加注重产品本身传递

的信息及其设计意义。清华大学陈劲等指出[13]，设计

驱动式创新是一种由具体设计行为主导的，将当前技

术科技和社会文化进行创造性组合与运用的创新行

为。与传统的研发驱动式创新对比，设计驱动式创新

不再将单一的技术研究作为产品开发的核心内容，所

关注的知识不再拘泥于某项具体科学技术知识，而是

涵盖了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是一种以设计手段拓展

创新格局的新范式。 

设计驱动式群智创新是基于群体智慧思维的跨

学科、多领域协同、“去中心化”的创新范式，需要

创新者在深刻理解社会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广泛关注

社会文化及科技的最新发展并加以整合。在技术供给

方面，设计驱动式创新指导企业聚焦于当下现有资源

与技术手段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驱动式群智创新能

够以设计手段打造新的创新格局，集聚多学科、多领

域人才，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在多场景下动态开展立体网络化协同共创设计

活动[14]，实现技术整合、资源整合、创意方案整合，

最终达到共创、共享、共赢的目标。 

设计驱动式群智创新是新时代下对设计驱动创

新理论的延续与发展，是一种同时关注顶层设计管理

和关键设计策略的设计创新策略，能够有效保障设计

创新的效率与质量以促进设计行业协同创新。 

3.2  群智变革 

当前，设计创新的环境、对象及模式发生了深刻

的变革。新时代下社会需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创新：创

新行为需要解决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问

题以确保社会、用户，以及参与生态系统的不同组织

能够在创新变革中获得增长收益。 

群智变革不仅是从创新思想的产出，到产品设

计、生产、验证、营销再到市场化的一系列活动，同

时也是知识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其实质是用设

计手段将新技术、新知识向社会输出及商业化的过

程。群智变革不仅发生在创新环境与模式上，而且对

“设计师”的身份定位产生深刻的影响[15]。农耕时期

的手工艺人是当时艺术设计的主宰者，从创意生成到

成果产出，全凭个体的手工技艺来实现；工业革命之

后，手工艺人逐步向设计师身份转变[16]；近代以来，

设计师的职业定位才逐步明确，设计师的工作内容逐

渐向产品的结构和造型设计转变；而现在，设计驱动

创新正推动创新范式变革：设计使产品研发向较为离

散的知识型集群转化，而非个体的设计活动。随着数

字媒体的蓬勃发展，设计师的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

成果输出。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环节需要将信息获取

的来源进行扩展，如产品研发、设计包装、创意输出

等。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设计也是目前设计领域进行

设计活动时采用的主要方式。 

但是，以单一团队推进设计活动在当前社会背景

与技术水平下已不足以满足社会设计创新的要求[17]。

未来是人、机、物共生的时代，人工智能的介入使设

计师的工作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设计团队人机

物共生化是未来的社会趋势之一[18]。越来越多的新型

技术手段被融入到设计生产活动中，设计工作者的身

份发生进一步的转变。现代设计师需要具备全局主动

洞察能力，包括产品侧洞察、用户侧洞察、体验侧洞

察等能力[19]。未来的设计工作者将融入以群智创新为

驱动力的设计生态中，成为“人-机-物”共生体系中

的组成部分，因此群智创新设计是设计的发展趋势[20]。 

3.3  以设计为牵引的群智创新案例 

灵魂场景是一个轻量级 3D 模型和虚拟场景智能

设计创作平台。该平台在业内率先提出了构建“单模

型、小场景”的系统创新方案，以解决如何更简单、

更高效地创建 3D 模型与场景的难题。灵魂场景的创

造核心是 Soul 3D 引擎（Soul 3D Engine）。它是一个

轻量级 3D 模型和虚拟场景智能创作引擎。Soul 3D

引擎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发展变迁使得设计及其产业的内涵发生了巨大

改变。在创作者层面，Soul Creator 创作者生态和 AI

基石大模型为虚拟化媒介创新提供了创作基础；在用

户及消费者层面，Soul 3D-Market 提供了 3D 素材及

商业模板生成交易场所，利用群智创新技术为用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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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oul 3D Engine 整体框架 
Fig.1 Overall framework of Soul 3D Engine 

 

造了数字人直播虚拟场景、动画短视频虚拟场景等场

景下的多项商业应用。Soul 3D 利用设计手段并借助

群智创新技术将资源整合，实现了模型的智能生成及

数字资产的管理与保护。该引擎利用其 3D 智能生成

平台库，可获取大量相关三维场景、模型、图片等异

构资源，将获取的资源与需求进行联系，生成二者之

间的特征映射及需求映射。随着对这些资源进行流形

学习及感知的评价，对使用者的需求做进一步评价与

判断。平台也将会利用线性回归等人工智能算法推理

产生设计，最终利用强化学习等手段做出优化与最终

的决策，实现三维模型、三维场景的智能生成。此外，

平台也会对设计过程中的三维资产进行实时保护，避

免信息泄露的问题出现。 

用户在灵魂场景上实际操作时，参与的成本极

低，经过结合群智创新的“选择—生成—产出”过程，

快速为用户提供智能场景服务。Soul 3D-AIGC 3D 智

能生成系统功能演示如图 2 所示，系统以“设计+科

技”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对操作流程进行设计优化，

降低 3D 商业创意内容创作门槛，探索元宇宙 3D 商

业创意内容的行业应用，满足虚拟直播、电商购物、

视觉营销、娱乐社交、虚拟会展等行业用户对 3D 单

模型和 XR 小场景的广泛需求，构建优质的 3D 商业

创意内容创作生态，成为元宇宙 3D 商业创意内容的

DaaS（Design as a Service）新基建。 
 

 
 

图 2  Soul 3D-AIGC 智能生成系统功能 
Fig.2 Functions of Soul 3D-AIGC intelligent gene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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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 

4.1  技术驱动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包括

应用性创新及变革性创新两种：大疆无人机在 1917

年美国发明的自动陀螺稳定仪的基础上，对现有无人

机技术进行优化与应用性调整，实现无人机技术的民

用化创新性转变，最终成功开启并引领了消费级无人

机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应用性创新；云计算、区块

链等技术的首次应用则属于社会变革性创新。 

技术驱动群智创新是以技术为导向的线性自发

转化过程，具有自主性与上升性。在群智背景下的技

术驱动创新并非以技术作为唯一驱动力，而是技术、

设计和商业多元协同驱动的设计创新范式。 

4.2  关键性技术创新 

关键性技术创新主要包括大数据驱动的创新、人

工智能驱动的创新等方面。 

1）大数据驱动的创新。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为创

新带来了巨大契机。数据和知识的获取来源更加丰

富，信息获取难度下降。大数据不再只是海量、多样、

迅捷的数据处理技术，更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新的

创新资源和新的思维方式。大数据驱动的创新以数据

驱动为基础，以智能算法为手段，跨界融合为路径：

数据驱动群智创新需要以大数据技术作为基础，对数

据进行有效整合[21]。以数据作为驱动力的组织将采用

有效技术手段获取、处理数据，将海量数据通过筛选、

转化为有效信息与知识，不断迭代优化或研发新产

品，从而为组织创造效益。智能算法为群智创新设计

体系中海量数据信息的筛选和整合奠定了坚实的技

术基础。创意智能引导以创新知识图谱为导向[22]，其

涉及创新知识图谱获取、构建及可视化，其目的在于

构建以创新性知识图谱为基础的智能检索系统以满

足用户查询需求，从而实现创意的智能引导。数据驱

动创新以三元空间为主体展开，通过互联网把用户、

企业、生产者等聚集在一起，将多领域、多学科跨界

融合作为路径，使多方优势集中高效推进创新进程，

以数据知识与技术作为驱动力实现共创、共享、共赢

的协同创新。 

2）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实现人工智能驱动创

新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创新设计相融合。深

度学习、对抗生成网络等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中具有代

表性的技术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人工

智能技术在学习、模拟与增强人类智能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23]，在创意设计等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人

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具备创新能力，从此打破

了以人为创新主体的传统设计创新格局，使创新主体

向人工智能方向拓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由人工智能

独立或辅助设计师完成的设计呈现出了高度创新性，

如 AI 绘画生成。这是一种使用户能够利用文本生成

绘画作品的绘画创作方式，能够借助深度学习技术自

动生成风格不同的优美画作。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创新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在推动创新应用领域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弥补了

我国在基础技术研究和知识聚集方面的短板[24]。人工

智能创新性突破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加快创新产业升

级，为我国智能化社会创新体系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人

工智能与效率变革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强大驱动力[25]。 

3）区块链技术驱动的创新。区块链技术是一种

基于块链式数据结构进行数据校验与存储的技术，其

采用分布式节点共识计算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

学原理来确保数据的安全传输和读出，是一种由自动

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进行编程和数据操作的

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26]，具有去中心化、开放

性、自治性、安全性、可追溯性等特点。区块链技术

在群智创新设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权保护与数

字资产管理方面。在产权保护方面，区块链技术能够

动态协同地对群智创新设计方案进行产权保护和共

享，计算贡献量与报酬分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与

可回溯机制。群智创新设计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去中

心化、去信任化、匿名化、难以篡改等特性，将智能

合同与数字水印技术相结合，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确权

与交易、检测假冒现象及鉴定侵权行为，从而提高创

新知识产权保护效率，形成新的产权保护机制。 

4.3  技术驱动群智创新案例 

华为 ModelArts 云服务平台是一个面向开发者

的，集数据处理、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模型部署于

一体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27]。云服务是基于云计算

技术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广泛服务的总称。这些服

务通常提供快捷、廉价的应用程序和资源访问权限，

让计算能力成为了一种可通过互联网流通的商品。云

服务与群智的结合，让群智个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并可对大规模群智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激活群智创

新。华为 ModelArts 拥有海量数据预处理、交互式预

处理数据及智能标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自动化模

型生成等功能，实现“端-边-云”模型的按需部署，

帮助不同层次的用户简单、快速地创建和部署模型，

并对 AI 工作流程进行群周期管理，见图 3。 

华为 ModelArts 云服务平台配备开发者生态社

区，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模型、数据集等内容的共

享交易平台，激励 AI 创新，实现 AI 资产的商业价值，

涵盖了知识计算、“感知-认知-决策”智能闭环系统、

“端-边-云”协同等技术路径。知识计算是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机器将知识转化成可计算的模型的一

种新计算模式，该模式将 AI 用于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感知-认知-决策”智能闭环系统

是将感知模型、认知模型与决策引擎融合，帮助企业

在量化决策中充分利用资源，在流程管理中实现全流 



82 包 装 工 程 2024 年 2 月 

 

 
 

图 3  华为 ModelArts 平台系统架构 
Fig.3 Huawei ModelArts platform system architecture 

 

程全链路协同，提升企业决策水平；“端-边-云”协同

是指端侧计算（Local Computing）、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与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三方协

同，把擅长全局、全流程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云计算

与拥有实时高效数据处理能力的边缘计算融合，连接

云侧泛化模型与端侧个性化模型，使其能相互协作学

习与推理，从而提高 AI 认知水平。 

5  商业驱动的群智创新设计 

商业驱动创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耦合过程。在群

智创新背景下，商业驱动创新不仅仅是商业模式或传

统消费方式的调整，更需要考虑场景、资源、市场

等诸多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在新的消费场景中，

消费已不再是单纯的货币交易，而是情感交流、用

户体验、价值观的融合。用户体验取代了对价格的敏

感，而价值也会从基础的物理层面溢出，拓展至商业

空间。 

5.1  商业驱动 

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消费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

中诞生，创新模式也走向了服务整合、用户体验提升、

创新生态系统构筑、社会和产业价值共创等新形式。

商业驱动创新需要从传统价值观念跳脱出来，在群智

创新的视角下从创新场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

新技术，以及市场需求等多维度分析创新系统内外部

因素，挖掘有利于商业驱动群智创新发展的潜在因

素。其中，影响商业驱动创新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

策法规、技术发展、企业竞争等。 

在人工智能 2.0 时代，信息空间是三元空间的重

要创新场所。新兴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商业场景与

消费场景，世界已经在数字化信息场景下衍生出了新

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28]。Web 3.0 场景下的非

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NFT）产业的发

展便是典型案例。商业驱动创新需要借助技术手段精

准定位场景特征[29]，促进新的消费激励因子产生，形

成数字化创新产业链。在群智创新体系下，将创新场

景相融合，信息场景与物理场景的融合也将迸发出巨

大的商业潜力。除了信息空间下的商业创新，现实应

用场景的转变也需要引起重视。 
 

 
 

图 4  商业驱动群智创新影响因素 
Fig.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usiness-drive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5.2  群智设计管理 

设计管理就像一座桥梁，将分裂的关系转化成可

以相互探讨与理解的新关系，从而解决企业、产业，

甚至国家在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30]。在商业驱

动的群智创新生态下，设计管理将发挥融合剂的作

用，将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要素融合[31]，

从而创建具有价值共识的创新模式。 

群 智 设 计 管 理 是 商 业 驱 动 群 智 创 新 的 重 要 保

障，群智设计创新有三个层面：战略层、管理层，

执行层。这三个层面也与设计创新价值时的三个方

面相契合，可以从三个维度对设计管理体系进行解

构分析，见图 5。 

战略层体现的是设计的转移价值。企业与设计的

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战略层各要素以设计作为中心

点，它能够促进价值链布局的转变及产业价值共识的

产生，通过知识管理和网络管理来实现创新。从战略

层角度分析设计管理，企业的运营模式正在经历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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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商业驱动群体智能设计管理层次 
Fig.5 Business-drive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design management hierarchy 

 
托代工（Original Entrusted Manufacture，OEM）、设

计加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ODM）、品牌

自营（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OBM）到自有战

略管理（Original Strategic Management，OSM）的转

变[32]。OEM 经营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技术，以

富士康为例，富士康专注代工服务，研发生产精密零

组件、结构件等，通过进行产业上下游垂直整合的方

式建立起巨大的经济规模。ODM 经营模式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是设计。通过设计创新的不断发展，企业才

能实现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型。OBM 经

营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品牌。例如，在联想集

团的经营策略中，全球化品牌营销是其核心和重点。

而在 OSM 经营模式中，群智创新战略将作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通过战略手段对创新业务进行调整，

挖掘出价值共识，推动创新资源整合，形成优势协

同新态势。 

管理层体现的是设计的协同价值。设计可以被视

作企业的管理竞争手段，它能够改变价值链的支持活

动，这是通过技术管理和创新管理来实现的。设计管

理可分为群智系统内部设计和外部环境要素的管理。

其中，内部设计管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系统内部的个

人、各个组织机构，以及创新活动中其他要素；外部

设计管理包括了创新推广运营和外部资源汇聚。群智

创新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创新设计活动过程建立

模型，利用群智感知计算的优势对多元数据进行整

合，建立全链路的检测和反馈体系，以实现整体创新

设计管理，并对各环节动态调整，从而促进创新活动

稳定推进。 

执行层体现的是群智创新设计的差异化价值。设

计将作为经济竞争力，它能够改变价值链的基本活

动，这是通过品牌市场、生产，以及沟通来实现的。

从执行层看设计管理，创新设计流程可以细分为设计

规划、概念构想，以及模型设计。其中，设计规划又

可以细分为市场需求、价值取向研究与设计概要。设

计规划将市场、用户、企业等创新主体融入群智系统

中，利用技术手段建立市场需求模型、用户心智模型

等，精准定位需求，智能预测潜在市场，对创意方案

进行智能决策。设计规划也是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

群智创新将更加关注如何让大众实现自身价值，同时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需要各个组织在价值共识

的指引下协同合作，在组织间建立更加复杂的立体动

态联系[33]。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价值创造模式实现由

价值点向价值链、价值网络、价值星群的转变。随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个体创新力量被激发，各类创

新平台也应运而生。企业应当从战略层、管理层、执

行层等视角多维度分析创新要素，借助激励手段创建

能激发大众参与的群智创新平台，由此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价值创造的激发点，彼此互利互惠。 

5.3  商业驱动群智创新案例 

智能服务群智创新平台是一个基于群智创新的

数字化体验管理商业平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

红海时代，随着消费升级，体验经济的时代已经悄然

而至，而如何对产品或服务的客户体验进行评估、监

控和管理则成为企业的核心痛点。由此，智能服务群

智创新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实时收集群体用户多层

次多维度触点数据，同步异步对用户数据进行详细分

析反馈，深入挖掘体验漏洞并实时给出反馈建议与解

决方案。 

当前，传统客户体验评估及优化都是以部门职能

为导向。体验动作体现在单一环节或单一触点上，无

法打破部门及渠道壁垒，存在监控不全面、响应不及

时、处理不有效等痛点。通过商业运行模式创新，智

能服务群智创新平台打造了“数据-分析-洞察-行动”

的群智创新设计闭环，形成了开发以客户为中心，以

客户旅程为基础，贯穿企业内部所有部门，建立内外

协同的全面体验管理闭环，见图 6。 

1）“数据”层次。平台针对客户进行的调研具有

动态、实时的特点，通过对客户行为、反馈和转化的

分析，采取多种维度动态地对客户分群，可以针对不

同的客户画像采取不同的设计和营销策略，形成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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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智能服务群智创新平台整体框架 
Fig.6 Overall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service collective intelligent innovation platform 

 
千面的个性化运营。在该层次，平台汇集运营及行为

的客观数据（客户使用过程中的运营及行为数据，如

操作路径、停留时长、消费金额、频次、活跃度、流

失率等）和体验反馈的主观数据（客户在体验过程中

的反馈，如咨询建议、评价、态度等），力求更全面

地了解客户，为后续的设计行为提供依据和指引。此

阶段的群智创新参与者主要是用户群体。 

2）“分析”层次。平台基于获得的客户数据及相

关文件，根据企业需求或产品要求，以客户为中心重

新组织行为、态度、业务等数据，并与企业已有的内

外部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围绕体验的全数据链，以更

清晰的方式明确需求。此阶段的群智创新参与者主要

是分析师和设计师群体。 

3）“洞察”层次。在该层次，平台依据体验指标

体系和客户画像等多种模型，通过智能算法和分析模型

获得智能分析报告，报告中将包含满意度、效果及效率、

建议及创新等关键数据。平台方将通过智能报告洞察客

户使用产品或服务的完整路径旅程，明确客户转化的途

径或产品服务的改进方向，确定下一步的迭代目标。此

阶段的群智创新参与者主要是管理者群体。 

4）“行动”层次。平台总结客户的需求与反馈，

与“拥护者”“贬损者”，以及预警平台（包括产品、

销售、客服等）形成即时体验管理闭环。平台激励设

计方每位员工进行协同合作，通过推送针对每个员

工所需的数据和所处岗位所面对的客户痛点、客户

体验专家的洞察报告，结合工作流程来驱动整个公

司的实时协作和问责制，并将结果及时向企业产品和

服务反馈，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迭代、优化与创新。此

阶段的群智创新参与者主要是管理群体及具体事物的

实践群体[14]。 

智能服务群智创新平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

了群智创新设计闭环，打造了用户数据为基础，数字

化分析管理为手段，各级群体协同共建的群智创新生

态：通过全渠道的客户行为数据采集和客户调研，形

成主、客观数据，结合行业的客户体验模型和算法，

智能地对产品或服务的客户体验进行监测、评估和管

理，形成实时的预警、简报并推给相应的员工，打通

各个部门的信息孤岛。为各大企业创新产品、增强竞

争力提供大数据支撑和智能服务。 

5  结语 

在三元世界的智能化时代，社会的群体性已经在

云端以群智方式呈现。数智时代下现有的创新设计理

论与方法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为设计研究和设计实践

提供新的指导，亟须构建一套新的创新设计理论与方

法体系，本文从数字化时代背景缘起，分析了 AI 时

代群智创新设计的内涵，构建了技术及商业驱动的群

智创新设计框架。 

技术、设计和商业的深度融合是未来数字经济和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群智创新设计的任务是利

用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优势，发挥群体智

慧的力量，聚集更多更好的想法流，开启群智创新新

模式，为社会多元主体创造共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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