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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效率高、便于应用的产品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以成对列举法在设计中的应用为启示，归

纳成对列举法的配对方式，分析成对列举法的适用范围以及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优化

出成对列举法的改进方案。结论结论 优化出一种通过寻找焦点物的目标点，建立一对多的思考模型，利

用不同配对方式完成产品设计系列化方案的一种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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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 product design method of high efficiency and easy to use. Methods On accou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paired enumeration method in design，its pairing modes have been summed up，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and restrictions have been analyzed. Conclusion It optimized the improvement plan and proposed a method of serializing

product design with different pairing modes by building a one-to-many thinking model from seeking the target point of

focal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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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使用的方法有很多，成对

列举法是其中的一种，也是设计师们在设计中常使用的

一种方法。列举法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特定对象

（如特点或优缺点等），从逻辑上进行分析并将其本质内

容一一罗列出来，经过批评、比较、选优等手段，挖掘创

造主题的创造技法。列举是对事物进行一一分析的过

程[1]。列举法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克服感知不足的障

碍，迫使人们带着一种新奇感将事物的细节统统列举出

来，尽量想到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和指标[2]。列举法是

改进老产品、开发新产品非常实用的方法，简便、直观、

易行是其最大的优点[3]，主要包含有缺点列举法、属性

列举法、希望点列举法、成对列举法等。属性列举法是

由美国内卜拉斯卡大学的克劳福特于1954年提出的一

种创新思维方法，主要用于具体产品的创新改良，是思

维发散、拓展思路的实用方法之一[4]。成对列举法是一

种特殊形式的属性列举法，是指同时列出两个物体的

属性，在列举的基础上进行两物体诸属性间的各种组

合，从而获得创造发明的设想。在具体的设计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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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对列举法的思考模型

Fig.1 The thinking model of paired enumeration method

对设计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现有方法的适用范围以

及方法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人们会不断对其

进行改进并延伸出新的设计方法。成对列举法综合借

鉴了主题配对法[5]、开源设计方法[6]、婚恋配对的信息设

计方法[7]等，通过建立一对多的新观念，破解局限性的

束缚，形成新的扇形配对法，利用不同配对方式完成产

品设计的系列化方案。

1 成对列举法的思考模型

1.1 成对列举法的操作步骤

（1）确定两个事物为研究对象；（2）分别列出两个

事物的属性；（3）将两事物的属性一一进行强制组合；

（4）分析、筛选可行的组合，形成新的设想。成对列举

法的思考模型见图1。

从思维模型可以看出，成对列举法是同时列出两

个事物的属性并在列举的基础上进行事物属性间的各

种组合从而获得发明设想的方法，是单向有限发散。

1.2 成对列举法的配对方式

成对列举法是列出两个事物特征，使之互为焦点

和参照物，从一个事物的特征向另一个事物聚焦，并

由此引发一系列联想的方法。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

1）形态配对方式。寻找与待开发产品外观特点

有关联的参照物，经过融合、修正，使产品外观获得更

好的象征性，架构合理联想，从而让所设计的产品独

特并易于被人接受。

2）工作原理配对方式。成对列举法的另一种配

对方式是根据某一产品在使用方式上的特点，寻找与

之近似的参照物，结合产品的外形进行配对，这样产

生的产品设计方案往往有突破性的进展，感觉新颖，

具有创造力。

3）功能配对方式。从要实现的功能出发，寻找与

之具有共同点的参照物。

2 成对列举法的应用分析

成对列举法的适用范围主要取决于焦点物和参照

物两者之间的关系。选定了焦点物之后，在选择参照

物上设计师们常常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物体都可以随

机变成参照物进行使用的。在选择参照物时，焦点和

参照物必须具有共性，必须具有气质和整体风格的可

组合性，因此，成对列举法在使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2.1 外观配对方式的局限性

外观配对方式可以产生更多灵动的产品，但是配

对形成的产品也存在一些缺陷：（1）感觉上过于具象，

可能人对于象征物的喜好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产品

本身的感受；（2）参照物和产品必须具有气质和整体

风格的可组合性；（3）可能将参照物本身一些不利于

焦点物的特点属性带入后期产品的实现中。

2.2 工作原理上配对方式的局限性

通过结合参照物工作原理上的一些属性进行配对，

形成的产品往往比同类产品更加具有使用方式上所体

现的亮点和创新点，但是不可否认，这样单纯结合的设

计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1）功能上的结合往往过多影

响了产品的外观；（2）产品整体的亮点以及特点过于明

显和单一；（3）焦点物受到了参照物本身过多的牵制。

2.3 功能配对方式的局限性

在许多的产品中，不难发现在许多产品上往往体

现着不只一种的参照物，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虽然选定了要进行的参照物主体，但是在配对组合的

过程中还是会加入一些创新点，最后形成的产品可能

会有除了参照物主体之外的其他参照物的特点属

性。这类产品相对于外观和工作原理的配对方式，少

了更多参照物的牵制，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不同参照

物的属性应用到产品上有时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结

合，有的设计显得过于僵硬，或者其中一种属性可能

影响了另一个属性的亮点。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在选

择参照物时出发点依旧不能跳出一对一的配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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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很难在设计的开头很好地规划整个设计的过程。

3 成对列举法的改进

3.1 先寻找焦点物的目标点

为了减少设计师在使用成对列举法这一方法上

的盲目性，让设计师们不过多地在设计的部分亮点处

纠结，而是从全局上更好地把握设计的整个流程，让

设计出来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用户和制造商的要求，使

用该方法之前可先确定焦点物的目标点，也就是将设

计的这款产品需要达到什么功能、客户对于这款设计

有什么要求、需要满足哪一部分人群列出，列出这些

目标点之后能够使设计更加具有目的性。

3.2 建立一对多的新观念

选定了焦点物之后，如果局限在焦点和参照物一

对一的配对方式，那设计需要耗费的时间更多，因为

需要排除许许多多的不合理性，这在规划整个设计的

周期上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设计出来的产品很可能过

于单一、亮点不足，所以在使用方法时可以在确定了

参照物之后，在功能和外观上分别选定不同的参照物

进行属性间的配对。

3.3 不同配对方式产生产品的系列化

所设计的产品可以从系列化方式上去考虑，可以

在配对的过程中选择采用同类的参照物进行配对，从

而形成不同的相似产品，作为系列产品进行推广。综

上所述可以创造出新的方法——扇形多对列举法。

3.4 扇形多对列举法的使用步骤

（1）先确定焦点物，确定设计所要达到的几个目

标点；（2）根据不同的目标点列出符合各个目标点的

参照物，并且列出参照物的各个属性；（3）将参照物按

照满足的不同目标点分成几类，然后根据各个参照物

的不同属性与焦点物的属性进行配对；（4）将配对出

来的不同方式进行整合，选取设计师所需要的元素进

行搭配，最终得出系列化的新产品。

3.5 扇形多对列举法的优点

（1）改变了配对的随机性，之前的成对列举法是

在设计师缺乏灵感时将两个事物强制联想到一起，罗

列出焦点物和参照物的各个属性然后进行配对，这样

的配对方式是比较随机的，而新的方法在使用的第一

步就列出来产品所要达到的目标点，然后从目标点出

发再去寻找参照物，这样大大降低了产品进行配对的

随机性，使得设计更加具有目的性，提高了效率。（2）

之前的成对列举法都是一对一的配对方式，而新的方

法每个提出的目标点都可以寻找出多种具有相似特

征的参照物与之对应，可以打开思维，开阔思路。（3）

有收有放，利于对整个设计过程的总体把握，新的方

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在确定了目标点之后，要求设计

师们尽情地打开思路，寻找符合目标点的各种不同的

参照物，然后将这些参照物的属性与焦点物进行配

对，展开思路进行各种配对组合，并且按照类别分好

类。这样到了整合过程时就是个收缩提炼的过程了，

这时就可以在众多的结合方式中选取一些亮点和所

需要的部分进行组合，最终形成多种不同的方案。（4）

做出的产品可以有大变化，也可以有小变化。进行分

类时将配对之后的各个属性分成几个类型，这样方便

了后期产品的形成。不同类型的产品进行选取组合

可以得出具有大变化的产品方案。扇形多对列举法

的应用案例见图2。

4 扇形多对列举法的变式

将扇形多对列举法与形态分析法组合，可以得到

图2 扇形多对列举法的应用案例

Fig.2 The application case of sector multi-pair enumer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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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应用形式。先确定焦点物，依形态分析法按

照形态、功能、色彩、材质等几个方向寻找各种不同的

参照物，列出形态、功能等方面参照物的属性，分别与

焦点物的属性进行配对，可得到多种配对方式。将多

种配对方式进行组合，从而形成多种新的设计方案，

最后进行相近配对方式的部分替换可以产生系列化

的产品，见图3。扇形多对列举法变式的优点：（1）确

定目标点时从外形和功能两个立足点出发，能够比较

全面给予产品设计更加明确的针对性；（2）比较具有

系统性，从设计的整个生成来考虑产品，立足于所要

达到的目标，可以减少设计前期思维发散的盲目性；

（3）之前的成对列举法都是一对一的配对方式，而新

的方法每个提出的目标点都可以寻找出多种具有相

似特征的参照物与之对应，可以打开思维，开阔思路；

（4）后期的组合过程依照外形和功能两个方面，这样

考虑更加周到，可以将各个元素更好地进行融合；（5）

在确定设计方案思路时，可以进行一些相似元素的替

换。扇形多对列举法变式的应用案例见图4。

5 结语

工业设计作为一种崭新的设计门类，历史的方法

不乏摸索的印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设计可实现

性不断提高，同时社会对设计的综合性提出更高的要

求[8]，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拓

展和完善原有的设计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快捷。对

于某一种具体的方法而言，在实践中是起工具的作

用，侧重于方法使用的结果。然而，设计是一个综合

的系统，不是一个知识提取和应用的过程，仅从某种

单一知识框架中考虑，难免会陷入被动。一个具体的

设计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理念与目的来贯穿始终，

对设计的不同理解与发掘深度会产生不同的设计架

构[9]，因此，设计方法要在发展中朝着综合、科学的方

向演变，借鉴和运用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技术，以实

现对设计的科学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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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厘清当代超市变革所面临的各种背景因素，看

到其中的相互关联及潜藏的机遇，在此基础上，对超

市服务转型的整合创新策略作系统设计的初步探讨，

将有助于在其服务的社会与现实情境中激活新的构

想，推动其转型及商业模式创新的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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