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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构建“互联网+”背景下厨房系统的设计服务模式。方法方法 在分析“互联网+”内涵的基础

上，比较传统“微笑曲线”模式和“互联网+制造业”模式下工业设计切入模式的差异，构建“互联网+”背

景下整体厨房云设计服务系统的功能目标、服务流程和生长模式。结论结论 在“互联网+”背景下，厨房系

统不仅实现了开放协同的定制设计，而且还实现了从产品形象一致性到用户体验一致性的设计转型，

有助于快速创新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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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the design service model of kitchen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et + "，it outlines the difference on industrial design model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mile curve" mode and "Internet + manufacturing" mode，and offeres the function goal，service process and growth model
of kitchen design cloud service system.Under the "Internet +" background，the kitchen system realizes the open，cooperative
custom design，and this design mode supports solution library based intelligent reinnovation and big data based
decision-making，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t identity to user experience identity.Moreover，this design
mode contributes to rapid innov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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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亦可翻译为产

业设计，它与制造业模式紧密相关。中国传统制造业

推行“研发设计—大规模制造—营销服务”的产业链

模式，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利润微薄是当前面临的

核心问题

[1]

。“互联网+”正在颠覆中国传统制造业，工

业设计处于制造业产业链的最前端，将互联网嵌入工

业设计的整个过程、整合互联网时代的用户认知、消

费方式、制造技术、商业模式应用于新的设计系统之

中有其必要性

[2-3]

。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的设计服务

模式，是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

1 “互联网+”的内涵和影响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正式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要求制定“互联网+”行

动计划，“互联网+”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根据

《2015〈政府工作报告〉缩略词注释》的定义，“互联

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

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升了实体经济的

创新力和生产力

[4]

。“互联网+”强调开放生态、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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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参与共享、跨界融合，从本质上重塑了社会、经济

结构。

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下，年轻消费

者认知产品的方式正在从实体店的一次性购买转向

线上线下多次互动购买，从关注技术、功能、结构、造

型、材料等转向聚焦多次互动过程中全接触点的服务

体验。用户不仅需要购买和使用产品，而且还需要参

与设计定制、供应链管理、在线评价等过程

[5]

。

在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为标志的网络和信息化

制造技术的支持下，工厂逐渐走出大批量制造时代，

工业软件将传统意义下的硬件制造转化为了具备数

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软性制造，生产组织由规模

化、标准化制造向个性定制化、分散协同化和服务化

的方向转变，“互联网+”背景下的生产组织方式见图1

（文中图片均由笔者绘制）

[6]

。用户在获得个性化产品和

定制化服务的同时，企业也通过协同化设计和制造获

取了相应的利润。

2 “互联网+”背景下工业设计的切入模式

2.1 传统制造业模式下工业设计的切入模式

传统制造业的技术特征是利用机械化、电气化和

自动化，实现大规模生产和批量销售。传统制造业模

式中的产业链分工与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微

笑曲线”来描述。微笑曲线将制造产业链分为了3个

区间，即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品牌营销与服务。

其中生产与制造环节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制造业的

“微笑曲线”见图2，在“微笑曲线”的分工模式下，企业

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流程化管理，提供低成本的标准化

产品，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的规模和实力起着决定性

作用

[7]

。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大多数产品制造商从事

代工模式生产，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为了提高利

润和国际竞争力，企业将从代工模式向原始设计制造

和自有品牌制造转型升级，工业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8]

。在“微笑曲线”分工模式下，工业

设计切入产业链的方式主要在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

阶段和销售与品牌战略阶段，“微笑曲线”分工模式下

工业设计的切入见图3。

在这种模式下，工业设计对制造企业的作用主要

表现在制造产品差异、创造产品附加值和沉淀企业品

牌价值3个方面。代工生产企业通过工业设计，进行

功能、造型等的创新，塑造产品差异性以增加销售利

润，提升到原始设计制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市

场和用户调研，进行产品策划和基础研究，突出技术

研发和产品形象的一致性设计，并配合推广营销和品

牌战略，最终转变为自有品牌制造，实现代工模式生

产到原始设计制造，再到自有品牌制造的转型升级。

2.2 “互联网+制造”模式下工业设计的切入

制造方式和产业形态的变革必将促进工业设计

的转型升级。在“互联网+”模式下，制造的服务化、个

性定制化和分散协同化要求其在开发新产品时，生产

制造、用户、设计师及各利益方都应处于同一价值

链。依靠云服务平台，用户与设计师、用户与生产企

图1“互联网+”背景下的生产组织方式

Fig.1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图2 制造业的“微笑曲线”

Fig.2 "Smiling curv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图3 “微笑曲线”分工模式下工业设计的切入

Fig.3 Industrial design under the "Smiling cur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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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师与生产企业可以实现低成本实时链接，“互

联网+制造”模式下工业设计的切入见图4。

设计师依靠云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模式与潜

在用户进行沟通互动和协同设计，全面了解用户需

求，并参照大数据系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

案。同时，成功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将进入云服务平台

的大数据系统中，不断丰富着系统中的解决方案。云

服务平台自动生成订单并自动分单，通过生产企业的

智能工厂进行分散协同生产，实现小批量的快速制

造。生产企业依靠云服务平台组织物流、安装和售后

服务

[9]

；用户依靠云服务平台，向设计师提出诉求，了

解历史解决方案，选择设计方案，参与设计创新，追踪

订单情况。

3 厨房系统的设计服务模式

厨房系统包括家具、厨房电器、设备用具、辅助性

构件等产品，入户测量和定制产品是厨房设计的基本

方式。在“互联网+”模式下，构建厨房系统创新的设

计服务模式，有助于低成本、快速地满足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

3.1 厨房系统设计服务的功能目标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厨房系统的设计服务应

达到以下功能目标：（1）支持线上线下多点接触的用

户体验一致性需求，新的设计服务平台应该支持用户

与设计师、产品与生产制造之间进行线上线下、多点

接触和深度交流，支持设计从满足传统的产品形象一

致性，到满足用户体验一致性的价值转向；（2）支持面

向全产业链的开放创新和商业生态方式，新的设计服

务平台应该支持更多的设计师和用户参与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物流、安装、售后服务等各环节，支持制造

业通过外包等方式不断再生出更多的服务；（3）支持

设计知识的大数据管理与重用，新的设计服务平台应

该实现用户订单、需求信息、设计知识、解决方案等的

大数据管理，新的信息应更新到大数据中，方便用户、

设计师、制造企业进行检索、分析和重用。

3.2 厨房系统设计服务的流程

在尚品宅配的维意定制系统的基础上，以用户线

上线下的接触点为节点，构建“互联网+”背景下厨房

系统的设计服务流程，线上线下融合的设计服务流程

见图5。用户对尚品宅配的接触和体验以新居网（云

服务平台）为起点，以使用产品为终点，中间环节被分

解为14个接触点，分别是设计论坛、户型库、产品库、

解决方案库、设计师（作品）库、门店体验、实地测量、

设计沟通、选择设计方案、签约（下单付款）、制造追

踪、物流追踪、安装、售后服务。其中，门店体验（含体

验样板间材料库）、实地测量、安装3个接触点是在线

下完成的；设计沟通、选择设计方案、售后服务3个接

触点是线上线下结合完成的；其他的接触点则是在线

上完成的。每个接触点都设计了服务和体验的内容

来响应用户需求。

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看，设计服务流程主要包

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接触新网到预约设计师，完

成的主要任务有，上新居网看定制厨房套餐，体验整

体厨房的功能和美感，预约量房设计；依靠新居网集

成的户型库、产品库、设计作品库和标准化解决方案

库，根据自己的户型和喜好，随意选择风格、组合产

品、体验自主个性化设计的乐趣；企业收集用户在线

体验和DIY设计的数据信息，建立大数据系统，提供

图4“互联网+制造”模式下工业设计的切入

Fig.4 Industrial design under the "Internet + manufacturing" mode

图5 线上线下融合的设计服务流程

Fig.5 Design service flow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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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对端的个性化服务。

第二阶段是从预约设计师到生成个性化设计方

案。完成的主要任务有，用户通过分析设计作品库，

就近选择自己喜欢的设计师、门店和样板间参观体

验；设计师入户测量，和用户沟通生活需求；参照标准

化解决方案库和用户研究，进行创新设计，提供个性

化解决方案；设计师陪同用户到门店感受厨房用具的

实物和材料，体验其功能，确定设计方案，签订购买合

同；企业将新的用户需求、设计作品和解决方案，经过

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后，添加到云服务平台。

第三阶段是从下单付款到使用服务。完成的主

要任务有，用户可在线定制安装服务外；企业建立客

户信息的档案数据库，用于售后服务计划。

3.3 厨房设计服务系统的生态化生长

云设计服务平台整合了多方面的信息、设计资

料、原始概念、素材、用户需求、解决问题的知识和经

验等。企业在为每一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的过程

中，用户的需求、用户与设计师协同设计提供的创新

解决方案、作品等都会进入到云服务系统，通过大数

据设计知识的有效管理，被快速检索、分析和重用。

随着系统中数据的持续生长，云设计服务平台除

了支持定制设计方案的开放式服务外，还可以支持不

同业务的全产业链服务。企业与外部厨房附件、配

件、电器制造商、物流、安装服务提供商，甚至厨房用

品和食品供应商等都可以进行合作，不断地整合资

源，通过掌握的用户信息资源为消费者提供端对端的

服务，云设计服务系统的生态化生长模式见图6。

4 结语

在“互联网+制造”的模式下，设计不再仅局限于

产品外形、结构、材料等具象的有限范畴。厨房系统

的创新设计模式从以设计师个人经验为主的解决方

案，向基于云平台的集体智慧解决方案方向转变。企

业完成了从产品制造到服务，再到全产业链系统整合

的转变，设计转型的价值也十分明显。在线定制和协

同设计模式，既有助于满足用户多接触点的体验性需

求，又有助于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尚品宅配通

过先下单后生产的方式，实现了零库存，消除了流动

资金压力和跌价风险。基于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库有

助于提高设计、生产和管理的效率，比如尚品宅配在

实施“互联网+”模式后，日产能力提高了10倍、材料利

用率从85％提高到了90％以上、出错率从30％下降到

了3％以下、交货周期从30天缩短到了10天左右。企

业掌握用户需求，既有助于实现大数据决策，又有助

于整合其他产业资源，在“互联网+”背景下构建厨房

系统的设计服务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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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9]

。在这种趋势下，消费者评价的数据符合大数据海

量、价值低的特点，这是因为有关环境评价的具体内容

还没有展开，相关的信息要通过选取环境关键词之后

再筛选获得，以大众点评网为例，消费者在评价一栏中

只有口味、环境和服务3个选项，应增加一些其他的扩

展内容；餐饮管理方以外婆家为例，利用了“互联网+”

的模式，在预定、排位、点餐等服务性环节作出了很大

改善，其还可以考虑建立空间环境数据和相应的数据

管理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其他各种数据实现关联分析，

即时了解在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设计师认为未来餐

饮空间规划的趋势是小而美、自助化、轻店铺或无店铺

方向和社群化

[10]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设计师对控件的

规划设计应更动态和开放，使餐厅能够做到功能灵活

和空间开放，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参与进来，增加消费者

的满意度和餐厅的翻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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