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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当今设计现象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为何要从“设计战略”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设计的价值，进而提出了

设计战略的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并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了“可

持续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设计战略；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适可而止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1）08-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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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sign phenomenon, it carefully discussed why had to 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design from the angle of "design strategy",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esign

strategy".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discussed and illustrated the both

relation, but also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whic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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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设计师丹吉尔的名言：“最好的产品源自于

渗透了长期商业策略的设计思想”。的确，设计发展

至今，仅靠“一招一式”的短期行为已无法满足企业的

长期发展要求，这是因为，今日的设计不仅需要为企

业解决当务之“急”，而且也需要为其解决未来之

“忧”。确切地说，在我国并不缺乏昙花一现的“短视”

企业，但能够拥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品牌企业

却寥寥无几。虽然造成如此局面的因素很多，但缺乏

长期的发展方略则是造成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设计的价值已逐渐被国人所认识。设

计在为消费者解决生活“难题”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

了丰厚的“附加值”；设计已成为提高国民生活品质、

振兴国家经济的重要国策。如今，设计已被许多国家

和企业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和发展。然

而，设计战略并非为寻求新奇的设计观念，而是始终

如一地关注着未来的设计方向，并随时迎接着未来的

挑战。事实上，好的设计观念也正是从设计战略中逐

渐浮现出来的。尽管各国的国情、企业的资源不同，

但期望通过“设计战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则是其共

同的目标。

1 从战略层面上认识设计的价值

1.1 设计需要考虑资源的可持续性

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

在特定环境中的需求。设计过程其实就是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设计战略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总体方略。因此，设计战略决不能脱离实际、违背民

意，而应紧紧地围绕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慎

重地综合各方面的资源来加以制定的。然而，可悲的

是许多设计师如今却淡忘了这些，他们的设计不再是

基于“需求”，而是基于“利润”。在资本的驱动下，他

们将“设计”当成了牟利的“手段”，于是乎，这些设计

师也便逐渐蜕变成了商人们挣钱的帮凶。通过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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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设计大量的豪华商品来引诱其进行“高消费”，而根

本不去理会为此将会浪费多少宝贵的资源。例如：为

了博得欧洲贵妇们的青睐，一些设计师居然为其设计

了用藏羚羊皮制作的精美披肩，利益的驱使最终导致

了藏羚羊被大肆地捕杀。如今，物质生活确实极大丰

富了，然而资源却也越来越匮乏了。如此下去，设计

将会背离人们的初衷，资源也会因此而消耗殆尽，设

计师也自然将面临失业，而“可持续发展”则只能成为

永远不会兑现的美好愿望。

1.2 设计需要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将人、物、事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动态的系统。在这一体系中，

三者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其中“事”起了关键性的

作用，它决定着“人”的行为和“物”的性质。好的设计

战略其实就是要将三者协调成一种平衡的关系，因为，

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会招致整个系统的失衡。例如：

汽车的作用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方便自如地“移动”，但

是，如果只是一味地发展汽车（“移动”的内部因素），而

不去解决与之相关的环境、条件、设施和交通规则等因

素（“移动”的外部因素），就会导致整个交通系统因不

堪重负而陷于瘫痪，最终，仍旧无法解决人们“移动”的

问题。相反，如果只注重交通设施、法规和外部环境的

建设，而忽略汽车本身的发展，就会造成两者的相互脱

节，从而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由此可见，在制定设计

战略时必须考统筹兼顾，只有“适度”地发展目标系统

中的每一方，并使其相互协调，才能最终获得较完美的

结局，系统性设计思维模式，见图1。

1.3 设计需要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设计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美

国《商业周刊》编辑布鲁斯·纳斯鲍姆曾说：“在 90年

代，当人们谈论创新时其实就意味着技术，而近十年

来，当人们谈及创新时其实则意味着设计”。如今，作

为创新的主要手段，设计已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热点，

随着设计介入人们生活的程度不断加深，其巨大的商

业价值也正逐渐展现出来。尽管如此，但要将设计与

“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人们似乎一时还难以理解。

前面已谈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实现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利用。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合理的设计战

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呢？鲍尔?豪肯提出的主要战略：

“提高资源的生产率；通过生物的方式减少或转变废

料；将商品与购买者的经济关系变成服务与流通的经

济关系；向自然资本投资”。这些战略都是彼此相关、

互为依存的，它们也与设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设

计应追求的目标见图2。

1.4 设计需要关注社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设计的价值也体现在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需要

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并不只意味着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而同样也意味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早在于格拉斯哥设计大会上，就提出了

这样的观点：“设计是一种政策行为。每次在设计一件

产品的同时也正宣布了世界即将步入的方向。所选择

的解决办法就是政策性的决定。因此，必须知晓我们

的权利”。由此可见，设计战略决不仅仅是为了保障企

业实现其商业目标，而且也同样需要兼顾其社会的责

任。面对今天仍然困扰人类的一些难题（如：人口膨

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等），设计

将更加任重而道远。设计好比媒介，它是跨越经济与

文化的桥梁。如今，许多著名的跨国企业在注重产品

创新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世界多元文化对其产品的影

响。事实上，设计师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各种设计手

段来改进一些企业对环境的冲击，许多新的措施也正

使得设计对人口的膨胀和文化的多元性有了相应的对

策。而“绿色设计”概念的提出也进一步体现了人们依

图1 系统性设计思维模式

Fig.1 The systematic design thinking model

图2 设计应追求的目标

Fig.2 Aim to be pursued in design

徐武斌等 从“设计战略”到“可持续发展”

121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8 2011. 04

靠设计来改变环境的决心。

2 依托“设计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2.1 设计战略的基本架构

如何依托“设计战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呢？不妨先来看看设计战略的主要构成和发展阶

段。从图表中不难发现，设计战略的职能其实主要表

现在2个方面：战略的执行——确保企业的运营；战略

的发展―应对未来的挑战。设计战略也涉及到了两

方面的资源，即：企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内部

资源主要包括：企业文化、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技术

资源、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内部资产等等；外部资源

主要包括：本土文化、社会结构、公共资产、自然资源、

政策法规、协助团体等等。内部资源是制定设计战略

的核心基础，而外部资源则是制定设计战略的重要依

据。设计战略的运作离不开以上提及的“资源”，实际

上，它也正是依托这些“资源”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的，设计战略的基本架构见图3。

2.2 设计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经济的可持

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其目的就

是要承担可以整合的目标，协调不能整合的目标。

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需要借助一定的制度或行

政手段，实现三者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

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理

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实现其

内部资源的可持续性是企业首要的任务；而从国家

的角度来看，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则是

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实现

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将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要

想协调这些矛盾，岂非易事！庆幸的是，由于“设计

战略”所具有的特性恰能担当此任。根据上面对“设

计战略”的论述，会发现“设计战略”其实已经将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考虑其中。例如：在制定

汽车的设计战略时，不仅要考虑技术和人力资源实

现企业产品和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如

何通过设计创新推动该产业的良性竞争，进而实现

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设计和生产过程

中，还应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开采，推行绿色设

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实现

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

3 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3.1“可持续发展”要适度

“可持续发展”首先应体现在“适度”上。因为它

并不刻意于追求高的发展速度，而是重在寻觅长久的

发展方略。大凡事物的发展都包含着 2种不同的趋

势，即：要么向着好的（或有利的）一面发展；要么向坏

的（或不利的）一面发展。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人都

希望事务向着好的一面发展。然而“好”和“坏”是相

对的，甚至可以相互转换。其实，我国古人很早就在

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物极必反，适可而止”的

辩证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几乎渗透了古代社会的方方

面面。纵观我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历代的“明君”们

图3 设计战略的基本架构

Fig.3 The essential framework of design strategy

图4 可持续发展模型

Fig.4 The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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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十分注意体察民情，善于纳谏，并依此来制定“适

度”的国家政策和法令，以求实现“国泰民安”的局面；

而“昏君”们则总是脱离民情，违背民意，制定一些“极

端”的或“不切实际”的法令和税收政策，以至民怨载

道，最终导致百姓“揭竿而起”。我国的园林艺术在世

界上堪称一绝，殊不知，这恰好得益于“适可而止”思

想的影响。古人在设计园林时，十分注意因势利导，

顺其自然，从不过分雕饰，这与欧洲的园林风格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3.2 可持续发展要顺应国情

“可持续发展”须顺应国情。国情是企业发展的

大环境，脱离国情去谈发展就如同画饼充饥。众所周

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位居世界第一，30年来

GDP一直保持着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经济的快速

发展使得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如

今，国人的腰包鼓了，腰杆也就硬了。略微知晓我国

近代屈辱历史的人就一定能理解“发展”的重要性。

的确，太多的理由和民族情节导致对实现祖国富强的

愿望特别强烈。毛泽东曾告诫“落后就会挨打”；邓小

平也感慨道“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一个底子薄、人口

多的大国，不“发展”，出路又在那里？尽管许多外国

专家对中国的高增长率频频亮出红牌；尽管国内专家

也纷纷呼吁我国的经济应该“软着陆”，但大多数国人

似乎并不以此为然。专家们指出，按传统的统计方

式，中国的GDP的增幅不能低于7%，也不能高于10%

（新的统计方式将民间资本和服务行业计入 GDP，

GDP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幅 0.4%~0.6%），如果GDP低

于 7%，直接反映到生活层面上,就是老百姓就业压力

加大。GDP如果高于 10%，则说明国家的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煤、电、油等生产能源紧张，供求平衡打破，

物价不断上升。这意味着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下降。

因此，只有保持“适度”的GDP增长率，才能使我国的

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3.3 可持续发展更应关注未来

“可持续发展”应为子孙后代着想。社会发展到今

天，人们关心更多的已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经济

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供给，特别是能源的供给，然而，

地球上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如今，资源短缺已成了经

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其经济带来了

飞跃的发展，然而也使这个岛国的资源迅速消耗殆尽，

不得不通过海外扩张来满足其巨大的物资需求。围绕

中东地区所发生的战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正是为

了争夺能源和资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世界已

丧失1/4的表土层和1/3的森林覆盖。在过去30年中，

地球上1/3的资源已被消耗殆尽。正在以每年6%的速

度失去生态淡水，以每年4%的速度失去海洋生态系统

……如此发展下去，地球上的资源很快就会空空如也，

实际上，这也就等于把子孙后代推到了绝境。“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是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它主要包括：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资源的节约与增效；资源的维护与恢

复等等。咋一看，“可持续发展”似乎是一种新的哲学

观点，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在其经济行为过程中，采取“杀鸡取

卵”的极端方式，而是要致力于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

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原动力。

4 结语

当然，设计战略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实

现企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诸多方面

的协同努力。今天的社会情境已与古时相去甚远，古

人“适可而止”的思想却与当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观

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并不表明人们的思想

已经落伍了，相反，它却进一步应证了对生活的朴实

态度。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事情，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不发展就难以改变贫穷的面貌；不发展就难以

抵御疾病、灾荒；不发展就难以消灭巨大的贫富差别；

不发展就不能实现国泰民安。只要能借助于设计这

一利器，心系子孙、牢记责任、立足未来，就决不会坠

入资源枯竭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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