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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发展中的设计内涵，正确认识设计在创意产业中的地位、作用及意义。方法 根据发

展中的设计内涵的演变，划分为设计的古典、现代、当代 3 个层面，通过对创意产业中变化发展的设

计内涵、本质、规律，进行剖析、归纳、总结，形成以人为本设计思维需求和新的创新机会，更好地

促进设计与产业的融合。结论 走上设计传承文化、设计创新科技、设计服务民生、设计改善环境、设

计面向未来的良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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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Speculation of Design Services in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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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connot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stand the status,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de-

sign in creative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design connotation, classic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nalysis, induction and summary are made by the design connotation, essence, rule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People-oriented design thinking needs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are formed to pro-

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industry. Go to the design heritage culture, desig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sign services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desig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desig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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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提出，首次将创意产

业和设计服务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深化了创意产

业与设计服务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开辟了设计

学界、业界研究的新领域。设计作为创意产业中的

重要内容，该如何重新定义创意产业中设计服务的

地位、作用、角色，探讨创意产业中“设计观”的内

涵、意义、构成，建立适应市场机制为准则的设计

体制，充分发挥“创意产业”设计与产业链各环节的

融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创意产业中设计服务的认知问题 

随着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型，部分国家

与地区通过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城市新兴驱动力，力

求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竞争浪潮中，完成经济转型

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华丽转身。然而，由于国内对“霍

金斯创意经济”理论内涵和概念界定的泛化、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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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探索研究创意产业的路径、方法非常有限，依

旧留在宏观理论和政策等浅层论述层面，“创意产

业”却成为部分地方标榜文化创新、炫耀政绩的工

具，造成文化、传统、经济的异化现象。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的深

圳，借助改革开放发展契机，依靠早期地缘、政策、

产业转移优势，由资源消耗“投资驱动”粗放型向资

源节约“创新驱动”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迅速成为

国内具有“创新精神”的典范。设计服务作为创意产

业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发展沉淀，为深圳设计

与产业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贡献。而今，如何

在科技、文化、经济的“互联网+”浪潮中，发挥设

计的重要驱动力作用，扭转过度追求商业利益的短

视行为，从委托外观设计、装饰美化、急功近利的

“山寨”设计困境中走出来，将成为深圳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设计与创意产业的研究实践，多集

中在各自领域，彼此交集较少。对设计服务的研究，

限于设计观念及目标对象浅层认知，缺少系统性和

完整性的设计规划，导致设计的无序性，仍旧停留

在艺术与传统范畴之间飘忽不定。设计一般被解读

为销售、营销、传播，用于产品、包装、宣传、展

示被动的及零散的辅助工作，与产业链其他环节之

间融合研究较少，公众对于创意产业中的设计，也

多停留在消费类产品的设计美化。如近几年，国内

举办的世博会、文博会，本应作为设计展现世界先

进科技、设计文明成果的绝佳平台，但实际却沦为

媒体大众眼中的“西洋镜”旅游景观。 

传统是创新的、发展的！格罗皮乌斯在《全面

建筑观》中曾这样评价“传统”：“真正的传统是不

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不是静止，传统

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1]。”传统通过创新设计内

涵的注入，推动设计与传统健康有序地发展，两者

不是割裂关系，而是密不可分互为辩证统一的。随

着创意产业中设计与传统理解的深入，不禁要问：

设计继承传统什么？如何继承？如果时下创意产

业中的设计实践，是将传统图形与符号进行简单、

机械复制，套用于现代器物、服装、产品表层之上，

成为束之高阁的“文化创意艺术品”摆设，或贴上

“文化创意”标签藏身于展柜之中等，这是要发展的

创意产业吗？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对

创意产业的误读，而且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践踏，何

谈继承？传统造物哲学对于“形”、“意”等传统设计

智慧（《天工开物》、《营造法式》）都有着较为深入

的阐释，设计创造活动不应独立于整体社会评价体

系之外，而应与所处时代背景、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设计的发展依托于传统的继承，离开传统，设

计只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根之水。 

2  发展中的设计服务内涵认知 

设计内涵的认知角度不同理解也不尽相同。从

词汇语义学角度来看，“设计”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逻辑性的语义特点，“设”作为动词，具有布置、安

排、设立、筹划、假设等含义，“计”则有计策、计

划、计议等含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设”是“施

陈也”；“计”是“会也，算也”；元尚忡贤《乞英布》

第一折有：“运筹设计，让之张良，点将出师，属

之韩信”之语，其“设计”是设下计谋[2]。 而"Design"

源于拉丁语"Designara"，多限定于艺术范畴，即艺

术中线条、形状、比例、动态、审美的统筹协调。

近代《牛津大辞典》中"Design"作为名词的语义，

一是心理计划的意思，指思维中形成意图，并准备

实现的计划乃至设计；二是意味着艺术中的计划，

尤其指绘画制作准备中的草图之类[3]。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设计语义也在不断增添新的内涵，依据内容、角度、

侧重点的不同，主要分为古典、现代、当代 3 个层

面。 

2.1  设计的古典内涵认知 

在自然经济农业时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针

对目标对象而进行一系列构思、计划，形成了“设

计”思维的雏形。以“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

有巧”完美阐释了“天人合一”融通的审美境界，以

及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设计观，创造了具有象征意

义抽象化与符号化的工艺美术、艺术文明成果。传

统工艺美术设计由于生产方式、使用方式、流通方

式的不同，被认为是自然经济农业时代的产物，设

计活动多依靠设计者个人经验积累完成设计、生

产、流通，与适时生产、生活需求相适应。设计、

工艺多以师徒手口相传、作坊的方式，完成物象材

料、工艺、形态、结构、审美经验的积累传承，整

个生产、设计活动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设计作

为具体的个体行为因素，发挥局部创造作用，而对

于大范围生产力、生产生活的推动影响甚微。 

近代“设计”由于历史原因，与美术的哺育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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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被定位于目标对象外观的“纹样”、“装饰”等

艺术化和美化认知，有其时代局限性、客观性。一

方面，近现代“设计”基于“绘画、图案、工艺美术”，

作为“实用美术”分支发展起来，属于目标对象的造

型、外观等视觉艺术形象范畴，以“艺术美”作为衡

定“设计”价值首要标准，“图案”、“艺术”即“设计”。

另一方面，近现代“工艺品换外汇”浪潮，促进了工

艺美术的繁荣，但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设计认知的阶

段局限性。彼时社会工业产品需求较大，而社会物

质资料却远未达到相应丰裕程度，设计只是通过技

法、艺术化表现，来弥补加工制造工业化的不足。 

设计自身离不开艺术审美，在这里不是否定

设计“美”的自然客观属性，而是对单纯以“美”作

为衡量设计成功与否唯一标准的质疑。在创意产

业中，设计归位于“好看”的摆设工艺品或消费型

创意产品，就界定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复兴，是有

失偏颇的。 

2.2  设计的现代内涵认知 

随着农业时代向商品经济工业时代更迭，生产

方式、消费对象的变化，使设计服务的目标对象、

服务方式、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设计研究重心也

演绎出新的内涵特征。 

18 世纪后，机器大工业生产促进了行业的分

工，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设计单纯解决

外在二维视觉问题，已无法适应工业时代生产方

式、结构、认知的要求。社会分工促使制造、技术

与设计分离，使造物活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技

术、制造的过度迷恋，而忽视设计在产业中的作用，

滞后于经济、社会、技术的革新，处于消极、被支

配的地位。设计被机械划分为平面设计、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工业设计等。如威廉·阿迪

逊·德威金斯限定于“平面”思维的“平面设计”概念，

显现出其概念划分标准的天然缺陷，以及“画地为

牢”般的错误。这种机械的行业分工与职业分类，

作为工业时代产物，失去了设计“系统性”的本质内

涵，涌现出大批“丑陋不堪”的工业产品。作为对这

一现象反思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却仍停留在手工

对工业品的造型、装饰上，并未触及现象背后的深

层原因，实现技术与设计的统一，注定只能是一场

“回光返照”的尝试与实验。 

19 世纪 50 年代，“设计”与社会化大生产结合，

追求设计和技术美学的融合，包豪斯现代设计体系

与美国商业消费主义结合。社会分工产生了由行

业、工种、工序的分工形成的复杂社会结构，设计

的主导性逐渐显现，成为对各系统关系进行统筹规

划的思维能力[4]。开始重新检视设计对于美术的依

赖，逐渐从工艺美术与艺术范畴中走出来，尝试产

业的实践探索，设计上升到为现代工业、社会服务

的层面，具有标准化、批量化、规范化、大众化、

网状协作特征的现代设计。设计功能、方法论的内

涵在商业形态下得到深化，从为上层精英社会服务

转向大众的科技和文明成果；从单一学科领域向科

学与艺术、工程与人文多学科交叉转化；从注重人

文科学设计研究逐渐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融

合，注重感性认知与理性逻辑分析相融合的发展趋

势。设计商业服务与传统个人设计服务相结合，艺

术、技术、商业、设计、广告、营销、传播、品牌

相结合为驱动的现代意义“设计”内涵开始确立起

来，注重产业链演进以及品牌价值观的延续，进一

步丰富了现代意义的“设计”内涵。 

2.3  设计的当代内涵认知 

信息科技为主导的创意经济时代，重构了加工

制造模块化、机械化和技术化的逻辑架构，单纯以

有形的商品逻辑进行竞争的年代已经过去，有形的

产品不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服务[5]。使设计的

构成形式、定位、内涵、设计思维等内容向前不断

演进。 

设计突破艺术性和功能性基本属性，从战术层

面上升到战略核心高度，设计研究范畴扩展到“调

研—设计—制造—市场—品牌—服务”整个系统产

业链系统，突出设计与新技术、新材料结合，贯穿

于研发、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的全过程，将产

品系统设计、规划、战略与用户研究、营销、传播、

品牌、商业模式相结合，注重整体产业链与设计综

合管理的融合拓展。结合社会学、人类学、人机工

学等相关跨学科领域，通过系统洞察的用户研究，

对目标对象组织构建拓展设计机会，不以单纯商业

利益为唯一追求目标，而围绕“人”、“物”、“环境”，

以用户价值为终极导向，资源、社会、企业、个人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设计。 

在全球供应链管理与跨国品牌战略影响下，福

特制规模化、批量化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全球供应

链模块化网络系统；以单体设计为特征的包豪斯设

计体系，逐步向苹果、IDEO 为代表的设计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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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系统体系转化；传统设计领域自上而下批量

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传统硬件生产制造方式，向

“以用户研究”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转

化；“企业品牌设计”向“生产、生活社区营造”可持

续设计转化……贯穿于自然经济农业时代、商品经

济工业时代、信息经济后工业时代的设计内涵与外

延逐渐升华，设计演变为感性认知、质性分析与理

性认知、量性分析相结合，对生活方式营造的设计

研究范畴。 

“设计”作为解决人、事、自然之间相互矛盾关

系统筹计划而开展的活动，具有广义的内涵。物质

功能性消费成为设计的基本诉求，而设计情感性、

附加值内涵增值、“人”合理需求的尊重、设计伦理

等将成为未来设计发展研究的关键。 

设计服务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本质，将其仅

定位于创意产业中“好看”的外表，终将为时代所遗

弃。 

3  发展中的创意产业设计观再认识 

随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

学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发展，与材料、科技、工艺、

人因、语意、消费、品牌战略、可持续发展等因素

的拓展融合，推动了设计在消费社会中生产方式、

流通方式、消费方式、服务方式、意识形态等的探

索与研究，在当前尚未实现真正意义工业化的产业

和市场环境中，探讨研究创意产业语境下的设计

观，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观是与设计相关的问题、关系、目的、意

义、构成、标准、定位的观点与认知，包括艺术观、

价值观、技术观、社会观、经济观、伦理观等内容，

设计观诉求重心的不同，直接影响未来设计发展的

方向。创意产业中“设计观”是统筹整合经济、文化、

产业链等资源，满足多重需求层级变化，创造“以

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民主精神的设计伦理

观。总的来说，设计观决定设计方法论，而设计方

法论又影响设计观，将两者系统化、理论化即为设

计哲学，设计哲学是设计观和设计方法论的辩证统

一。 

传统产业发展以技术研发、功能制造为主导，

注重商业数据、市场分析、广告营销、成本核算、

规模效益等，而设计在其中的效益增值驱动力却鲜

有重视。由于创意产业中设计观缺失，导致设计认

知实践乱象丛生，将设计单纯定义为传统民俗、工

艺品艺术化、形式化、商业化运作，改换包装、Logo，

贴上“创新”标签，沦为“形式供应商”的代名词，设

计被理解为产业、传统的“搽脂抹粉”，抑或变成艺

术对设计殖民般的“孤芳自赏”，都是对设计内涵的

严重曲解，终将影响设计与产业的发展，在创意产

业中如何发展设计服务，确立正确的设计观，将是

未来重要的研究课题。 

创意产业中的设计服务，并非是产业链中简单

的促销工具，而是对品牌、产品、用户、企业战略、

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菲利普·科特勒曾

提出“设计是一种企业可用于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

强有力的战略工具”，是将技术一艺术、感性一理

性、功能一形式、实用一审美多重因素综合的“文

化整合行为”；艺术的设计是与技术设计、营销设

计相并列的，它们共同完成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

用[6]。可以说，设计如同“镜子”，是社会关系、经

济结构、科技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镜像”，

统筹协调各种要素，创造合理生产、生活方式。 

新时期，设计作为发展战略核心中枢之一，应

融入为人服务的生产、生活之中，超越传统理解的

外观和造型美化范畴，成为科技、生产、消费、文

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综合解决方案。从以技术为支

持，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向以意义为中心强调社

会创新的参与式设计方法演变[7]。回到人、物、环

境交互融合的“大设计”理念，将用户研究、市场分

析、行销传播、研发制造、产品设计、环境等，整

合成发现、理解、洞察、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循环

模式，构建新时期设计学科的科学架构。 

在商业消费社会中，商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设

计相关实践、理论、作品、风格流派的迅速发展，

另外，狭隘视角下对纯粹商业利益跟随，盲目追求

商业资本增殖，过度沉溺于商业消费文化的短视行

为，在无限度有计划废止或年度换型计划中，设计

成了加速资源损耗、过度商业资本消费黑手的雇佣

与帮凶，所反映的设计伦理非常值得思考。设计作

为“以人为本”价值标准实现的重要载体，若单纯地

停留在个人艺术化、解决“面子”问题层面，而不以

人合理需求为出发，这样的设计观，价值又有几

何？ 

4  结语  

时代发展的需要，使设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

化，设计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核心内容之一，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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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有艺术领域与商业服务中走出来，围绕“以人

为本”为核心的设计观辐射扩散，统筹整合科技、

艺术、文化资源、知识产权、营销策略、产业服务

等领域，理性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生产、生

活、消费的关系，使创意产业生产不再是博物馆中

的摆设品，设计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重要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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