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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设计管理的概念和内容，辨析多个定义间的异同，并通过设计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看待工业设计的角

度，以剖析苹果、宜家2个国际知名公司的设计管理策略为例，论述了设计管理的本质及其在工业设计中的角色和

地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工业设计领域设计管理的内容和必须考虑的9个问题，指出对于设计管理模糊理解的弊

端，并提出设计管理还应在伦理、道德和价值等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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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concept and content of design management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ultiple definition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design management and the view of industrial design, to parse the desig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Apple and Ikea, as two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mpany, it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design

management and its role and status in industrial design. On this basis, it described the content of design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the nine issues which must be considered, pointed out the drawbacks of vague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management, proposed that design management also should play a role in the fields of ethical, moral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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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设计是涉及到国家技术、文化和经济、

社会的领域，其产品与人类的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密切相关。在这个系统工程当中，设计管理是重要的

环节，因此在工业设计领域分析设计管理涵盖的内容

和执行的方式，有助于工业设计的效率，并可能促使

其更好地可持续发展。

1 设计管理的概念

设计管理是这几年国内设计界频繁提及的概念，

其实，鉴于所有的设计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组

织的计划，并且是为了达到一个预定的目的，因此，设

计这一人类活动必然是涉及管理的。将“设计管理”

作为一个设计理念提出，有助于现代管理理念的引

入，以便于提高设计的效率，也有助于引起设计机构

对于管理的重视。

1966年英国设计师米歇尔·法雷首次明确提出
了设计管理的概念，“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

寻找合适设计师，且尽可能地使设计师在既定的预

算内及时解决设计问题”。这里，法雷谈到了明确市

场定位，确定设计任务，组成合适设计师的团队，并

要照顾的经济利益。1976年，前伦敦商学院设计管

理中心主任彼得·戈伯进一步把设计管理定义为“一
种计划，从管理的角度而言，它使得产品的目的以及

包括这个目的的信息能以整体合作的方式达到”。

因此笔者认为，设计管理是计划的过程，并由组织加

以运作，它是这一运作过程中的中心和最主要的部

分。戈伯强调的是设计管理的计划性和过程性，以

及其对于资源的整合效应。2002年，悉尼大学让·纽
曼将设计管理解释为：“一个好的设计，等于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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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过 程 ，等 于 艺 术（Good Design=Good Process=

Art）”。对此，中央美术学院许平认为，设计管理“是

将管理的理念与意识引入设计方法，也是将设计创

造与尽善尽美的追求融入管理目标的过程”，并且通

过设计与管理的结合，以达到倍增效应，设计活力的

进一步激发，使得设计的增值与效益最大化

[1]

。除却

以上这些对于设计管理的解释，笔者认为作为一个

系统工程，设计管理还是一种让人类的隐性知识和

生活经验得以物资显现的过程，是整合人类智慧的

结果。

2 工业设计中的设计管理发展过程

设计管理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发展历程，20世纪

早期，传统的观念认为设计只与形式和功能相关，设

计师也侧重于设计技法和创造能力，而不关注产品的

社会价值与市场沟通的能力。二战后，美国的企业家

开始关注将设计师的设计技能和商业、市场等因素结

合起来。1966年设计管理的概念被明确提出，20世纪

70年代彼得·戈伯撰写了有关设计管理的系列研究文
章。戈伯特别指出设计师学习商业知识的重要性，他

认为在现时代，“设计师所要学习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件事就是商业世界的语言，只有通过学习这种语

言，才能够有效地为设计发表言论。”这暗示出设计管

理与市场调研、用户研究的关系以及包括设计趋势和

设计策略的内容。

在工业设计领域，设计管理概念的提出与发展也

与工业设计商业化的进程有关。20世纪初期的工业

设计还是以解决产品的造型和功能为主要目的，二战

后，效率和经济的因素被更多地考虑，与工业化大批

量生产相应和符合机械化、自动化机器生产的要求促

使了产品设计的变化。标准化、模块化和安全性的要

求势必让管理介入到设计过程中。到 20世纪 60年

代，工业产品的市场开始有全球化迹象，产品质量及

其背后文化内涵的要求推动产品品牌化的形成，管理

就更加深入地进入设计过程，设计管理概念的形成至

此水到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品的全球化

市场已然形成，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设计管理也开始

进入产品策略、设计趋势和服务研究的层面，设计管

理也由于是整合设计全过程各种资源的运作方式而

被各大设计机构所重视。

3 从设计管理角度看工业设计

从设计管理的角度，工业设计是一个涉及多学

科、多领域的人类设计活动。这种特点使得设计管理

在其中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从设计项目的确定、设计

程序的组织、设计人员的调配、设计执行的监管、设计

市场的开拓等，设计管理的介入能确保一个设计项目

高效、优质的完成。有学者认为，设计管理有6个方面

的益处：（1）有利于技术突破，充分利用企业各方面的

资源；（2）有利于针对市场开发产品，或通过设计引导

市场，开发创新性产品；（3）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包括人力资源的调配，降低能源的消耗；（4）有利于创

造健康的企业氛围，协调设计人员的关系；（5）有利于

建设精干稳定的设计团队，减少设计师的频繁流动；

（6）有利于企业凝聚力的营造，塑造企业形象以及产

品品牌的形成

[2]

。

美国苹果公司是一个在设计管理上有自己独特

文化的大型企业，这几年它的电子产品 iPhone和

iPad风靡全球，为全球消费者所追捧。这在电子产

品泛滥，人们的选择高度多样化的今天是极为罕见

的。即使这样，苹果用户仍然趋之若鹜，似乎全然

不在意彼此所用产品的同质化。这种独特的现象或

可从苹果公司的设计管理策略和文化来理解，苹果

公司在乔布斯的带领下，不着眼于提供多款不同的

产品来迎合不同的用户群，而是只提供一款性能优

异、与同类产品相异的产品，消费者没有选择，只能

接受。苹果公司产品设计的策略不是刻意地设计和

制造一批产品来满足消费者，而是通过一款创新性

产品来引导市场。假如接受和认可苹果的设计文

化，就不要因为价格昂贵而放弃使用它，假如不接

受不认可苹果的设计文化，也不必花费去购买只此

一款的苹果产品。苹果公司这种独特的设计文化就

是乔布斯独特的设计管理观念促成的，乔布斯的逆

向思维抓住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脉搏，只用一款独特

的设计就占有了全球高端手机市场的主要份额。特

立独行的做法再加以产品造型和交互设计的创新，

共同造就了今天苹果公司的品牌效应，有限的几款

电子产品就塑造了苹果高品质、高科技、简洁的产

品造型、新颖的使用方式、创新的用户体验等口碑

和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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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业设计中设计管理的内容

在工业设计领域，设计管理主要包括以下 4个方

面：(1)设计项目管理，就是在设计的全过程中如何做

好一个产品的设计；（2）设计组织管理，主要是一个设

计机构的有效运作，如何组织设计团队，如何进行人

员的调配，设计任务的布置和分配等；（3）设计资源管

理，主要是设计资源整合的问题，以便更高效地完成

设计项目，又包含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以及产品制造

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有效控制；（4）设计创新管理，

主要是设计机构和制造企业的发展问题，包括其开发

产品的策略，因为设计产品的创新涉及到企业的效

益、可持续发展。

瑞典宜家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家居公司，设计、

制造和出售包含所有与家居有关的产品，它致力于

让客户在它巨大的家居卖场中可以购买到一切适合

自己需要的家居产品，其设计管理具有典型性，并走

在企业管理的前列。考察宜家的设计管理，可以看

到：首先它会对市场需求作细致的调研，通过大范围

的用户调查明确自己的哪种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

要，有着较好的市场前景，并得出其原因；其次在调

研的基础上，确定新产品的设计定位，也就是设计策

略的制定问题；再次是寻找和明确产品的个性和创

新性，比如宜家就一直以环保和低碳作为自己产品

的一个特色，对于可回收、可持续材料的使用和可持

续能源的考虑也形成为其品牌内容；进而宜家的设

计管理者会考虑产品质量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实

用功能保证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消费者的花费；最后

对于产品的销售，宜家精心打造了专售卖场，每个展

厅都结合所售产品布置成相应的家居环境，让顾客

对产品的功能一目了然，既方便了购物又减少了工

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基于此，宜家的家居产品也为

广大消费者追捧。

5 设计管理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

1）合理干预还是过度干涉。有管理就有制约，那

么这个“度”在哪里？设计管理是应当全方位的参与、

指导设计项目、设计行为，还是应当有时游离于设计

之外，给设计师一定的自由创作的空间？

2）程序管理还是产品控制。有管理就有程序，是

要强行地规定一个设计项目的硬性程序让整个设计

团队无条件遵从，还是只要关注整个项目的结果？或

者将设计程序和最终产品的质量控制结合起来，中间

有一定的自由度。

3）客观标准还是主观判断。有管理就有标准，设

计项目最后的产品好坏与否如何判断？是应当制定

所谓客观的标准还是凭专家主观的评定?如产品的造

型具有美学和艺术的内容，这些如何评价？

4）设计技能还是大众品味。有管理就有要求，设

计的产品是一味地允许设计师展现自己的设计技巧，

还是要求设计师一味地跟从市场和大众的品味？大

众的所有要求是否都合理？设计师的考虑是否又有

普遍适应性？

5）设计创新还是循规蹈矩。有管理就有责任，一

个设计产品是应该尽可能地进行设计创新，还是应该

考虑到企业的风险，尽量减少冒险，从而带来平庸、保

守的设计结果？

6）民主决策还是个人权利。有管理就有权力，一

个工业产品往往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它生成过

程中的决定究竟应该是由设计项目管理者一个人作

出？还是应该由设计团队所有参与成员作出一个较

为民主的决策？

7）文明承载还是开发控制。有管理就有效益，一

个工业产品的开发是应当由企业从自身经济效益考

虑来决定？还是应当要考虑到与该产品相关的文明

与文化的内容而审慎地做出选择？因为更多地考虑

产品的社会效益会给予设计师更多的限制，甚至让该

产品的开发夭折。

8）标准解释还是语音歧义。有管理就有沟通，在

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有很多交流的过程。关于设计产

品相关标准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多种解

释造成了设计管理过程中时间、精力的浪费，即使是

设计机构和企业的设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也会因

语言的歧义和言说内容的不同而造成误解，有时不但

影响设计进度，还会造成成本的增加。那依照谁的理

解恰当呢？

9）专业角色还是多方参与。有管理就有参与，从

工业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设计企业管理者、设计

师、制造商、消费者、使用者、回收者等事实上都与产

品有直接的关系，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到底是应该

林鸿等 工业设计中的设计管理探析

89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24 2011. 12

拥有专业知识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来决定？还是与产

品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共同参与设计过程，具有发言权

呢

[3]

？

6 关于工业设计与设计管理的反思

对于工业设计领域的设计管理研究，还不应当

局限于以上的范围，设计管理还应该从更宏观的视

野来协助工业设计。譬如对于设计师道德和使用者

道德规范的形成，好的设计管理开发出的产品可以

有益地培养人的道德，这样，整个人类产品的合力就

能够塑造出全体人类的道德体系，有助于改善人与

人的关系，营造和谐社会。又如从伦理角度，设计管

理应当让工业产品的策划、设计、制造和使用都照顾

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人的角度，任何使人违

背纲常的产品都是畸形扭曲的，而伦理概念扩大到

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可以从近年来工业设计领域

绿色、环保、低碳等概念的流行窥探。再如对于工业

产品的价值理解，这些年，哲学界特别是科技哲学界

激烈地讨论过人类产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问

题。实际上，这并不是 2个对立的范畴，价值理性为

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

物质支撑，片面地强调工具理性会导致人性的扭曲，

但也必需知道价值理性无法取代工具理性。对于价

值的追求是因为价值引导人们“做什么”和“如何

做”，它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层面规范了每个个体的行

为，这当然也是工业设计中的设计管理所必须思考

的内容。

7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好的设计管理可以提高产品

品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好的设计管理可以加强合

理利用地球资源，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达到降低能耗、

降低材耗，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好的设计管理还可

以树立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这里面必然包含有伦

理、道德和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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