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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战略设计的角度分析和干预中国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方法方法 分析设计从实体产品

设计到系统性战略设计转变的趋势，并从此角度剖析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在国内的产生背景、4种表

现类型以及具有的普遍特征。结论结论 归纳出促进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的3个实用战略，这对国内食品

服务体系的发展和传播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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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nalyze and intervene Chinese innovative food service system by the approach of strategy

design. Methods It analyzed the trend that product from physical design transferred into systematic strategy design，the

production background of innovative food service systems in China，four typical categories and certain shared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Three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induct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food service systems，which

has practical meaning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domestic food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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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科在当今社会正经历着从产品到服务、从

实物到战略的设计过渡阶段，设计师开始以独特的角

度关注、干预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国等许多发展

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带来许多“大”问

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设计思维、设计

工具、设计方法在此时又产生了新的价值。

1 从产品设计、服务设计到战略设计

当今，从设计思维的角度审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

问题引发诸多学者、院校以及设计公司的讨论，美国

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D-school就是创新的倡导者

之一。不同领域通过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合作讨论

并实际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再是怎样设

计一个好用、可用的产品，而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实际

问题：交通拥挤、老龄化、食品安全等，设计所能带来

的是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和完成一个策略性的解决

方案的能力。

设计的含义及包含的内容正逐步发生着变化，随

着问题复杂性的增加，解决问题的结果不单是一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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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是一种方法、一种程序、一种制度或一种服务[1]，

是以产品和服务为一个系统的体系——产品服务体

系。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设计，服务设计像系统设计一

样，关注语境的研究，即关注使用的整个系统[2]。在这

个系统中，产品与服务相互依存和促进。战略设计以

产品服务体系作为核心，强调作为一个系统提供解决

的方案，涉及到产品、服务、沟通与传播、商业模式和

管理。战略设计是革新性的变化：它是一种通过场景

图来刺激公司或是社会系统采用新的方式考虑问题，

并且用设计手段帮助他们将新的规则和价值纳入发

展规划中[3]。新时代的设计师需要的是战略性的眼

光，发现现象背后滞留的巨大空间，即系统性的体验

服务、设计行为管理以及信息的有效传播。信息的有

效传播是战略设计不可忽略的部分之一，传播方式的

创新是提高产品服务体系价值的重要途径。例如“充

电”饮料广告牌不仅展示了能量型饮料，还提供了为

手机充电的USB接口，见图1。

2 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从无到有

2.1 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产生的背景

食品服务体系指的是食品（主要指种植、养殖类

食品）经历播种、生长、贩卖、购买、运输、消费的整个

过程中不同角色间交互行为的复杂系统。随着工业

化、现代化的进程，食品网络体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

相互远离，交流减少，并且许多角色在经济利益的驱

动下，采取损害其他角色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利益，

这些给中国食品网络带来了严重问题。

在国内，大规模有机蔬菜种植投入大且易亏损，

导致大多数农户和农场放弃有机种植的理念。相反，

小范围、有针对性的社会创新现象呈现出创新且有效

的解决方式。

2.2 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的主要类型及案例

全球出现的创新型食品网络服务体系主要归纳

为以下几种。

1）社区支持农业。最早诞生于17世纪的瑞士和

日本，它尝试直接联系农户与消费者，这种新型社会

经济模型打破传统的食品供应结构。包括两种形式：

农户或者农庄向消费者提供提前预订的方式，且定期

配送；消费者自发组织进行购买、采摘、耕作等活动。

这些消费者愿意支持有机生活方式，且与种植者共同

分担所有风险与利益。

2）农民市场服务体系。其特点在于农户亲自承

担贩卖的过程，他们通常相互联系，共同寻找贩卖地

点，搭建摊位，直接携带自己生产的食品与消费者进

行买卖，省去了中间运输者的角色，同时增加了买卖

双方的利益。

3）多功能农场。试图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形

成一个更平衡、多样的农场发展模式，将着眼点置于

健康食品的生产和服务以及将农场作为可以用的资

源拓展相关服务的可能性。这种服务体系在不同角

色、农场社区和居民社区等多方面提供系统化的交互

性和关联性。

4）小区种植。这是在城市中出现的种植活动。

许多市民为了节省部分食品开支和创造有机种植这

种新的社区活动，增加与自然的接触，同时保证使用

食品的质量。种植场所通常为居民阳台、小区公共空

地或者天台。

2.3 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的特点

4种类型的新型食品服务体系虽然表现各不相

同，但都具有以下特点。

1）协同型服务体系。协同型可以简单定义为合作

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食品服务体系中，表现为所

有角色都积极地参与到服务的构建和享受服务所带来

的成果，成为服务中的合作设计者或者是合作生产者，

协同的关系中所有参与者之间彼此高度信任，其显著

的特点就是基于相关品质。相关品质指的是协同相关

者之间的“真实对话”，包含信任、亲密、友情和一个公

共的身份识别。4种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的产生都是

由一个互相熟识的群体组成，可以是关心食品质量的

一批购买者或是尊重自然、有机生长规律的农户们，但

图1 “充电”饮料广告牌

Fig.1 Advertising of "charging" b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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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不能独自保持服务体

系的运营，因此协作自然而然产生。不同角色互相联

合、沟通，共同决策、共同承担部分任务。

2）创意社区蓬勃发展。创意社区备受瞩目是因

为在面对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他们并非一味地按

照传统方法去解决，而是创造性地形成一些“新”的解

决方案，这些方案更适应当代社会和当地发展的需

求，更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仅

仅是解决某个小团体的需求，但是从宏观角度而言，

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以小见大，具有一定的借鉴作

用，引领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

正是根源于一些创意社区的激进式创新，从本质上挑

战传统食品体系。正是他们的存在，为解决食品问题

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如何更适合地引导这些社区带

动更多社区是设计师需要干预的问题。

3）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关于生态和可持续的

讨论正在出现一个转型：从单纯的环境关注，即作为

特定的问题去解决，转移到可持续的综合考虑，即作

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4]。“可持续生活方式意味着对

周围环境的关注。认识自己选择的后果，并因此作出

危害最小的选择。这不仅指保护环境，还意味着关心

人们和社区，包括关心健康、福祉和教育，而不仅是关

心金钱和财产。”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策略和思路，需

要本质的创新和变化才能扭转趋势[5]。4种创新型食品

服务体系都对基于创新型的可持续理念：“只食用当

地、当季出产的食品”，原则是以最少的消耗达到最高

的质量。实用本地食品，尽量食用近距离食品，尽量食

用当季产品，减少远距离运输和反季种植带给环境的

危害，都遵循可持续的原则，让可持续生活方式进入社

会，深入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促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的战略

许多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在国内正处于萌芽阶

段，只有遵循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够以新

代旧，改变国内食品安全问题。这就必然要求设计

师利用自身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以恰当的方式

进行设计干预，战略性地推动创新的发展，增加服务

的附加价值，带来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体验，同时为

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带来共同利益，基于此，提出以下

设计战略。

3.1 建立不同角色间的信任关系

在当今社会，信任被定义为当今社会中协作性行

为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6]。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之一

也在于角色之间信任的缺失。由于距离等原因，种植

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渠道被阻塞，建立两者之间的

信任渠道迫在眉睫。创新型食品服务体系基于协作

性的特点是一种更有利于发展信任的模式。随着从

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减少，两种角色的关联性

更直接，依附性更强。

依赖技术建立直接信任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在物联网时代的物品设计视野将由产品、用户和现实

环境扩展为以物与物相联和交流为特征的泛在网络

环境[7]。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与运用，可对食物整

个过程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时时可见。例如上海的

多利有机农庄，依赖田间的探测器、摄像头等设备，帮

助用户对种植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消

费者亦可通过网络知晓蔬菜的运送途径和位置，便于

及时提取，见图2。

3.2 增加服务的体验价值

战略设计的核心价值是产品服务体系，而产品服

务体系的核心在于其提供给用户的体验，用户更愿意

将钱花费在能给他们带来创新的、更优化的、更有价

值的体验上。“感人之心，莫先乎情”，情感体验往往是

打开体验交流的钥匙，继而思维体验会将这种触动引

入心灵和大脑的深处，用户会沉浸在感动─思考─收

获的体验过程中[8]。就食品服务体系而言，服务的体

验价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呈现。

传统的食品网络体系，消费者只注重购买过程，

只单纯注重食品的外观色泽和口感，忽略了食物成长

过程中本来的体验和乐趣。许多创新型食品服务体

系正是抓住这种被忽略的体验，提供让每个人成为

“农夫”的服务，通过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共同协作，亲

图2 多利农庄应用物联网技术

Fig.2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T technology in Dolly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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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验种植的乐趣和意义。香港的HK FARM项目，

是一个帮助城市居民在屋顶种植的服务项目。它是

由一个香港本地设计师对本地食物的反思而产生的，

联合了香港本地的设计师、艺术家及农户，重拾对农

业的重视并探索农业除了食物还能为人们带来什

么。比起单纯的购买体验，亲自在屋顶播种，精心耕

种，等待收获的体验对城市居民更具有吸引力。HK

FARM标志和场景见图3。

3.3 提升品牌附加价值

战略设计在以产品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基础上，更

注重外延，即如何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选择，也就是品

牌价值的体现。品牌是作用于“人们内心和意识的情

绪的领土”，它代表的不只是企业的身份，还有顾客的

身份，设计的语言则能把这种身份带进生活，体现价

值[9]。品牌的非功能性价值最主要体现为：视觉价值

和文化价值，即其系统性的包装、广告、媒体传播中体

现的视觉性和文化内涵。现今国内的创新型食品服

务体系中，品牌的非功能性价值并不明显，如何通过

战略设计的视角，运用“设计”提升品牌的价值是每一

个设计师的责任。设计战略性的品牌形象包括：朗朗

上口的品牌名称、简单易记的品牌标语、识别度高的

品牌包装、符合其形象的品牌宣传手段等。其中上海

同济大学的设计丰收项目极具代表性，运用具有特色

的包装和宣传广告将设计丰收的品牌深入人心。设

计丰收大米包装见图4。

4 结语

如今的企业竞争已处于平台战略的层级上，也就

意味着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同时也是服务、体验和快

速反应技术等方面的竞争[10]。从战略角度通过设计手

段的干预，提出革新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提

供更好的体验价值，更大程度地满足用户需求，产生更

大的商业价值，更合理地呼应社会、环境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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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HK FARM标志和场景

Fig.3 Logo and scenario of

HK FRAM

图4 设计丰收大米包装

Fig.4 Design of harvest

ric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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