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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史的角度看产品设计成功的因素

耿玉芹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通过对设计史不同时期的产品设计状况的分析，结合有代表性的产品设计案例论述了在现代工业化进程的

不同历史时期，产品成功所涉及到的各种外部因素，以及产品设计对于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性。通过消

费者与企业对于产品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论证了现代技术、成本控制、人机工学等因素与产品设计成功的

关系，探讨了产品设计成功所需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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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of Product Design Suc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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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product desig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design history, and combined with

representative design cases, it discussed the success of new products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external factors, as well as

product design′s importance throughout their whole life cycle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take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for the different

period, it set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modern technology, cost control, man-machine engineering, product design factors

and the success of product, and explored the product design of the key factors needed fo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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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现代设计史，产品设计的发展就是产品型态

与技术应用关系的发展过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

展，刺激消费的同时也提供了产品在市场中取得决定

意义上的成功环境。时至今日，产品成功所涉及的因

素也由原来的量化数据指标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

现代产品设计是大工业化批量的结果。现代产

品设计可以归纳为 5个阶段:工业技术应用不均衡的

工业文明早期；现代材料和技术层出不穷的20世纪初

期；富裕生活时期；新能源供应，电气化；消费意识不

断提高的 20世纪末；注重个人体验、能够体现用户价

值的全球经济时代。

1 工业技术不均衡的十八九世纪末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加工生产技术的进步，区别

于手工业时代的新产品随着新技术的研发、新材料发

明而出现。当时的电话设计采用话筒和听筒分离的

结构，设计装饰保留了手工艺时期珐琅镶嵌，听筒的

核心部件使用金属材质，采用铸造工艺，新兴的通信

功能是产品吸引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铸铁的卷花

纹样装饰，可以分析出缝纫机设计定位是给女性消费

者的，装饰语言采用了新艺术运动设计符号，但铸铁

成型方式，使产品整体形态仍显笨重和粗糙。在使用

和维修中都存在很多不便，见图1

[5]

。

消费者在工业文明的早期，对于产品的安全、使

用方面的便捷、材料的美感等因素还没有主观使用

经验，做出选择时是没有可参照的同类产品，对于新

技术应用的新奇、节省劳动力和时间，而不是产品的

审美和人机问题等等。同时企业为了谋求利润，基

本是围绕生产批量化、降低成本、发挥技术和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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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等要素展开的，缺少对产品研发的责任感，涉

及到产品与“人”的关系问题时，还不具备设计理念

的成熟性。

2 现代材料和技术层出不穷的20世纪初期

20世纪30年代，轻金属和塑料的加工技术日趋成

熟。冲压成型技术、镀铬、电子管等被广泛应用于各

种家电产品和交通工具的外形设计中。塑料以便宜、

易于成型、色彩丰富的特点替代金属用于家具、家电

用品的外壳，建筑结构材料。

这期间，产品造型设计引入批量化生产程序中，

成为竞争的核心。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命了设

计师亨利·厄尔为主任，负责色彩与外型设计部门，专
门为不同消费用户设计汽车的色彩和形态。工业设

计师亨利·德雷福斯为美国AT&T公司设计的系列电

话

[5]

，见图 2。其设计的形态奠定了电话机的现代外

观，打破了技术与形态的屏障，成为现代家庭和办公

机构的标准产品，是产品设计成功的代表。

法国的“装饰艺术运动”和美国的“流线型设计”

风格是这个时期的视觉形态符号。“装饰艺术运动”采

用金银材质、色相对比鲜明、大量使用抽象几何纹样，

这种视觉特征刚好符合现代产品批量生产加工技术

的要求。“流线型”则是顺应了冲压成型技术在交通工

具中的应用，形态具有动感同时又能较小风阻，提高

交通工具的速度，曲线能与人视觉上的亲和性。

20世纪 20年代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大众生

活水平迅速提高，为生活提供便利的新产品大量涌

现，新技术使产品及其配套的各项服务环节也逐渐成

熟。能源供应的电气化、家用电器的普及，改变了传

统的生活方式。

“人”作为设计的核心，是这一时期提出的设计概

念。设计领域在设计理论的层面开始考虑“人”与

“物”的关系问题。安全、便捷、适用等因素是引导消

费者对产品选择时的标准。美国的工业设计师亨利·
德雷福斯就是最早开始研究人机工程学的先驱，并在

其设计中应用。另一个方面，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

满足后，对于产品形态的热衷，也促使企业开始调整

产品的品牌战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制定了“有计划

的废止制”注这样的设计原则

[5]

，（有计划废止制是指

在设计新的汽车式样时，必须有计划地考虑几年之间

不断地更换部分设计，基本造成一种制度，使汽车的

式样最少每 2年有一次小的变化，每 3-4年有一次大

的变化，造成有计划的式样“老化”过程。）促进其汽车

产品的销售。吸引消费者购买，提高产品的利润，致

使设计中的形态和色彩开始成为市场营销战略性的

首要因素。

3 富裕生活时期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

到 20世纪 5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与“现代生活”

有关的各种因素都成为了现实，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

大众市场和批量消费两大要素形成。

战后消费人群结构的变化也是对产品设计产生变

化的重要因素，妇女外出工作和战后婴儿的成长都成

为消费的主体。另外，美国式的新生活方式

[5]

，汽车、现

代住宅、各种家用电器、好莱坞电影、美国的杂志、规划

工整的城市建设、方便的交通系统、电话网络、丰富多

彩的娱乐方式等，这些现代化要素在世界各地都引起

了广泛的效仿，刺激了大众的消费欲望增长。

一方面，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时需要适应多种要

求，风格上的折衷主义开始出现，重视短期消费，“用

后即弃”的消费类产品设计在市场中取得了新生代消

费者的认可。使用便宜、能产生非凡视觉效果的材

料，突破传统价值的概念，电镀钢管、塑料、玻璃等新

材料被广泛应用在各种产品上。产品具有的功能、产

图 1 早期的缝纫机外形设计

Fig.1 Exterior design of early sewing machine

图 2 亨利·德雷福斯设计的电话

Fig.2 Phone design by Henry Dreyf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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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因材料，工艺所具有的价值都不重要了，视觉形式

成为设计的主要内容。

“波普”设计以其折中主义的设计理念，成为产

品在外观设计上的主导风格。色彩大胆而强烈、设

计造型突破所有以往的传统样式，对于传统价值也

提出了挑战。英国设计师罗杰·丁的“吹塑”透明椅
子

[5]

，见图 3。用材少，价格便宜，更重要的是巧妙地

利用材料的延展性，成为现代设计中的经典作品。

另一方面，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计领域的研

究也越来越深入，对市场的重视也可以从对市场情况

分析中窥出一斑，包括：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的选择、

消费心理的调查等等信息开始被设计领域应用。对

于不同消费人群的定位分析开始出现，上市的产品在

功能、形态和价格关系中，能看出消费者不同的诉

求。美国的汽车消费领域就是一个好的佐证。同时，

满足不同层面的消费者，也是企业品牌形象在大众中

间确立的重要途径。

4 消费意识不断提高的20世纪末期

美国维多克·巴巴纳克于 20世纪 60年代末出版

了《为真实世界的设计》，提出了对于设计目的性的新

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基于对消费社会的反省，对于设

计产品成功因素提出了在道德层面的涵义：“设计应

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尤其是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设

计还应该为残障人服务；设计应考虑地球的有限资

源，保护人类居住的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

[5]

。”

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开始觉醒，大众消费意识的提

高逐渐使大众市场走向终结。在基础消费品充足的

前提下，由于年龄、地域、文化差异、收入水平等因素，

消费群体开始分化成许多小群体。设计成功的产品

对新的消费群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其新型的外形和

全新的使用方式，是创造新的市场机会的重要因素。

消费者能够清楚地给自身定位，客观地评价自己的需

求与支出能力的关系，在制订购买计划时，选择能够

反映其生活品质的产品。设计产生的附加价值对成

熟的消费者来说更具吸引力。日本索尼公司推出的

“随身听

[3]

”，见图4。就是这个时期设计成功的衍生产

品，开创了娱乐产品新的视角和概念，并衍生到了整

个视听产品领域的开发。

美国的苹果电脑是另一个获得成功的产品设计

案例，20世纪80年代的苹果电脑，革新了个人计算机

使用的交互界面，将计算机从高深莫测的科学技术带

入了大众产品的行列。通过友好的MacOS桌面操作

系统界面设计和外延鼠标，让消费者拥有使用的兴趣

和自信，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催生的友好交互设计的象

征。设计成为企业制定产品战略的重要协助手段。

5 体现用户价值的全球经济时代

网络、无线通信、全球化经济，这是21世纪。信息

时代的产品开发成为整个经济链条中重要的环节。

面对各种信息渠道，提供单一功能的产品已经很难具

有竞争力

[2]

。

企业能够提供的产品硬件以外，更重要的是与产

品相关的服务。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设计系统，满足

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体验要求。四通八达的信息

渠道、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促使

消费者会更易于选择制作精良、使用安全友好并与其

生活方式相匹配的产品。从产品设计的专业角度看，

就是对产品在造型设计上、应用的技术水准及其体现

价值的集合体，拥有这些属性的产品，就具备了现在

意义上的成功产品的因素

[1]

。

再看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见图5

[6]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不是就其某一款具体的功能产品来定义苹果公

司的成功了，其产品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硬件功能的

图 3 透明椅子

Fig.3 Transparent chair

图 4 日本索尼公司的“随身听”

Fig.4 "Walkman" of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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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化、交互式平台的统一性、产品吸引的消费人群

的共融性，都可以看成是其产品成功的必备因素。从

消费者走进苹果体验专营商店开始，吸引消费者就是

整个产品文化带来的视觉刺激和开放式产品体验服

务带来乐趣，见图6

[6]

。

6 结语

现代产品设计发展的 200多年，在衣、食、住、行

的方方面面，新产品不停地衍生，因不同历史时期生

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产品所具有的成功因素也各

有不同。产品设计属于跨多学科的边缘专业，评价

产品设计的成功亦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思考

[2]

。从

经济的角度，需要把握成本的控制；从工程的角度，

适时地应用新技术；从美学的角度，渗透时尚符号的

因素是必须考虑的设计视觉因素；更为重要的要从

人的角度，从人的认知需求层面进行考虑，能够准

确、完整地体现人的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产品，

是赢得消费者信任的最佳因素，也可以说是产品设

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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