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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大数据背景下委托式手工具开发过程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践与项目管理两个方面。

方法方法 通过论述委托设计、大数据背景下的手工具开发要素与制造流程，重点分析基于委托的手工具

设计思考、设计实践与项目各阶段的设计管理要点。结论结论 设计机构（乙方）应从委托方（甲方）的现有

条件与优势出发，结合各类数据，分析核心问题，提出适量设计的解决思路——准确地寻找企业定位，

以产品分级丰富企业品牌内涵，确定重点产品导入品牌文化元素，注重项目中双方的沟通，满足委托

方的内在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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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nd tools based on the commissioned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including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ethods It described the
commissioned design，some factor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and t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and discussed design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hand tools based on the commissioned design and the points in each
stage of project. Conclu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 based on the commissioned design，design agency (party B)
should analyze the principal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client′s（party A）existing conditions and advantages in combination
with datum，then，put forward the solution：looking for the market position，classifying the grade of products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nterprise brand，using elements of brand culture on the design of some key-products，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both partie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to satisfy its inherent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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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设计是工业企业与设计机构之间的一种常

用合作模式[1]，委托内容既可以是整个产品的开发流

程，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内容。现阶段，基于大数据

的设计管理不仅能够促进工业企业与设计机构的互

相了解，进行设计沟通，保证设计项目的完成，还能带

动双方的后续合作。

1 委托设计

企业或组织（甲方）委托设计公司（乙方）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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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设计任务，双方通过签署设计合同约定设计任

务，根据合同内容确认相应的设计成果，并按合同规

定的时间与比例支付设计费用，这种甲、乙双方之间

的合作模式就是委托设计[2]。

1.1 委托设计的优势

企业通过委托设计不仅能获得设计帮助，还可以

将更多的精力、财力专注于发展企业的核心业务，降

低产品研发成本。同时外部设计力量的注入，能帮助

企业扩展产品开发思路，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容易

实现产品的商业价值[3]。专业的设计公司在数据分析

及收集上更具有针对性，能从庞杂的数据中有效地剔

除非核心数据，找到准确的设计定位。

1.2 委托设计的流程

（1）甲乙双方充分沟通，互相了解，拟定设计任

务，根据乙方业务标准报设计费。（2）设计合同的签

订，其内容包括设计任务与范围、管理要求、质量控

制手段、知识产权与协定、保密责任、设计费的支付

方式以及时间与比例等。（3）乙方制定规划书，组织

设计团队，进入委托设计的实施项目。（4）形成完整

的、符合合同要求的设计结果，进行委托设计的项目

收尾。

委托设计流程中有两个关键：一是充分沟通[4]，完

全了解委托方的设计意图，包括其发展策略等充足的

信息；二是设置关键节点[5]，在设计的某些关键时刻和

甲方共同验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避免项目后期出现

灾难性的错误。

1.3 委托设计结果的控制

委托设计需要甲、乙双方的合作与努力，其结果

的质量与双方都有直接的关系。甲方要了解乙方的

工作步骤，在适当的时间节点进行设计审查（必要时

可请第三方参与），按合同要求支付设计费，并将与

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归属与保密责任监管

到位。乙方要充分了解甲方的意图，根据自身的实

力来承担相应的任务，组建能胜任设计任务的团队，

合理安排设计进度，密切与甲方沟通，且在设计过程

中始终不忘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与职业使命[6]。只有

通力、有效的合作，才能产生双方都满意的设计结

果。

2 手工具的开发

手工具的发展历程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

可谓历史悠久，种类与功能日益复杂和精细。传统手

工具的生产企业不断改进产品的生产工艺，细分使用

人群与使用环境，形成了丰富的产品线。中国是手工

具的生产与消耗大国，却非该类产品的设计大国，国

内的手工具产品多数存在设计雷同、品牌形象不够明

显、用户体验差等问题。

2.1 手工具的设计要素

1）形态。手工具与人手直接接触的部位是手柄，

因此手柄的造型和结构对使用者的影响很大[6]。对形

态更细致的划分可以是形状、直径、长度、弯曲角度等

因素，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使用者的工作效率、舒适性、

安全与健康。手柄形状除了应满足操纵要求外，还应

符合手的结构、尺度及其触觉特征[7]。手柄直径与长

度的大小取决于用途和适用人群的统计尺寸，过大或

过小都不利于使用者长期操作。手柄的弯曲角度是

引起职业病的关键因素，设计和选用手工具的原则之

一是保持手腕的直顺状态[8]。

2）材料。手柄材料的主要作用是最大限度地将使

用者的手力传递到工具上，防止手与工具表面的滑动，

减轻疲劳感[9]。常用的手柄材料都是绝缘材料，主要有

ABS，PP，TPR等材料。一般手工具手柄表面还要设计

防滑纹[10]，手柄材料的质地与触感是区分手工具产品的

重要因素，也是抓住用户使用体验的重要环节。

3）色彩。手工具的色彩设计不仅是为了美化产

品、吸引用户、体现个性化，更是用以凸显品牌特征、

区分产品等级、增加用户识别的重要因素。现代手工

具多采用对比鲜艳的色彩进行搭配，如红与黑、黄与

黑、橙与黑等，淡化了手工具的工具属性，使人们认为

手工具是人体自然的延伸[11]。

2.2 手工具的制造流程

手工具的制造流程始于设计结果的产生[12]。手工

具制造流程见图1，由设计师提供数据或图纸，进而对

产品展开工序分析，再进行生产模具、模型设备的准

备，生产试制，各部门对新产品评价，评估结果通过后

量产制造，通过各项质量检测后，对手工具进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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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手工具制造流程

Fig.1 Process of hand tools manufacturing

规格的包装，再经物流进入各分销渠道上架销售。

3 大数据背景下的手工具委托设计

为了寻求差异化，手工具生产企业除了在产品上

不断改进其生产工艺与新材料的使用外，也向各类设

计机构寻求产品开发的帮助。以浙江某五金企业（甲

方）委托某设计机构（乙方）进行手工具开发为例，以

乙方的设计思考与行动为主线，体现项目过程各阶段

中的设计管理要点。

3.1 企业分析

1）甲方企业优势。甲方企业积累了多年的手工

具产品制造经验，生产制造工艺源自台湾手工艺人精

湛的技术，再加上企业先进、严谨的生产管理理念，以

及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与质量管理体系，不仅手工具产

品质量过硬，市场口碑也较好，且产品线丰富，拥有相

对成熟的营销渠道与网络。

2）甲方企业问题。甲方企业长年专注于手工具

产品的生产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多数附加值

不高，且主要是面向国内的中低端市场。由于企业发

展战略的调整，新品牌刚刚形成，品牌内涵亟需丰富，

产品与品牌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通过设计来理

清，想进入国内手工具中高端市场与海外市场尚存在

一定的困难。

3.2 解决问题的思路

1）基于大数据的设计定位。根据数据分析，甲方

企业的系列产品84%销往专业维修机构，目标人群是

各种技术工人，如机修工、电工等，同时其利润主要集

中在中高端产品，这些产品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及制

作手段；乙方通过对专业维修人员的调查发现，78%的

维修人员品牌忠诚度较高，他们习惯使用某一品牌的

维修工具后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因此，根据这些数据

乙方将该企业定位为“机修工具专家”，同时设计中强

调其产品形象，重点在提高产品的品牌识别度上。在

具体设计上考虑到技术工作的特殊性，导致工人需长

时间使用手工具，通过大量收集并分析技术工人的手

掌尺寸数据、工作状态数据、工作环境数据，为了使数

据更具有普适性，数据收集主要集中在浙江金华、四

川成都以及河北石家庄，设计的重点就集中在减少因

长时间使用引起的机械性伤害。

2）以产品丰富企业品牌内涵。该企业现有产品

线13类，乙方根据企业的新定位——“机修工具专

家”，将所有产品分为三大系列：P系（Professional，专

业）、C系（Classic，经典）、B系（Basic，基本），分别对应

着企业的3个核心价值“专业、进取、分享”。有了产品

的区分，进而对不同级别的产品进行功能定义，确定

基本形态与材质等。

3）确定体现企业形象的重点产品。选择P系和C

系作为设计入手点，集中体现企业的设计制作水平，

也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能为企业带来更为丰厚的利

润。在螺丝刀造型上采用了具有专利归属的不对称

手柄，更适合中国人的手掌和使用方式[13]。该造型来

自于对中国成年男性的手部特征研究与使用工具的

姿势研究，且只应用于P系与C系产品上。

4）企业文化与品牌内涵的导入。将企业标志进

行提炼得到一个“箭头”形状的基本形态，并将这个形

态应用于高端P系产品上，C系产品则采用了模拟肌

肉组织纤维的纹理造型，窄宽两种台阶的比例为1:4。

同时P系与C系产品在部分细节的表面处理工艺上、

手柄的配色与肌理上也加以区分。P系螺丝刀头部采

用更加精湛、复杂的白镍处理工艺，C系螺丝刀头部采

用磷化发黑处理技术，两个系列螺丝刀头呈现黑白之

分。以螺丝刀为例的手工具开发细节见表1，是甲方

企业重点产品P系和C系的设计细节对比。

3.3 基于委托设计的手工具开发项目流程

1）设计前——双方沟通，互相了解。从甲方的优

势与问题出发，乙方帮助甲方确定设计任务，以符合

甲方的目的为准。乙方内部解读设计任务，安排项目

负责人，制订具有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双方认可，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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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设计合同。

2）设计中——乙方编制设计任务计划书，成立设

计项目团队，管理内部团队与执行设计过程，并生成

最终方案[14]。由项目经理牵头编制的设计任务计划

书，各设计小组与人员也要编写相应的项目进度表，

进入资料准备阶段。一部分数据需由甲方提供，如企

业现有机修工具、市场价格定位、销售渠道等，另一部

分数据则由乙方的设计团队去搜集，现有机修工具的

种类、造型、常用材料、技术工人的相关数据与竞争对

手等。

3）设计后——设计报告的制作与成果展示。乙

方设计项目团队完成内部工作，下达最终设计方案与

设计任务报告书交给项目经理，由财务审核检查有无

超期。设计成果的呈现不应该仅仅囿于设计合同的

规定，还应该表现出乙方作为设计机构更为专业的层

面，以研究的形式展现设计过程中的思考与逻辑性，

可以更好地获得甲方企业的认可，为后续的深层合作

奠定基础[15]。

4 结语

委托设计是中国设计行业内一种相对简洁的甲

乙双方合作模式。很多甲方企业对设计内容是比较

模糊的，甚至对自身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清晰。基于委

托的产品开发，乙方首先应该站在客观的专业角度，

广泛收集数据，帮助甲方剖析问题，在数据事实的基

础上提出准确的产品形象定位以及企业定位。根据

甲方的现有条件与优势进行适量设计，通过精准定

位，以产品丰富企业品牌内涵从而确定体现企业形象

的重点产品，以满足甲方的内在需求。这种委托式设

计是基于设计前、中、后全过程的设计，是以专业态度

与特长获得甲方的信任与依赖，进行长期的、深度的

合作设计，能推动设计行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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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螺丝刀为例的手工具开发细节

Tab.1 Detai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nd tools，taking

screwdrivers for example

手柄的基

本型

细节形态

元素

手柄表面

肌理

手柄材质

手柄配色

刀头材质

刀头表面

工艺

图示

P系 C系

甲方重点产品

具有专利归属的不对称型

加入代表企业形象

的“箭头”元素

加入代表手部运动

的肌肉纤维纹理

分色区加入细腻皮质

纹理，舒适、防滑

优质进口TPE强性材料

造型细节由1:4的窄宽台

阶构成防滑肌理

优质进口TPE强性材料

橙与黑，统一企业的全部产品形象

进口S2材料和先进热处

理技术

更加精湛、复杂的白镍处

理工艺

优质Cr-Mo材料和先进

热处理技术

磷化发黑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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