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20 期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10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27 

                            

收稿日期：2016-07-11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 2014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W16） 

作者简介：王春雷（1979—），男，安徽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南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设计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设计 

王春雷 1，2，苏莲莲 2 
（1.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46；2.南通大学，南通 226000） 

摘要：目的 对大数据时代的设计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大数据背景下设计发展的方向。方法 以大数据

时代为背景，从设计思维方法、设计思路、设计范畴 3 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大数据时代设计特征，

探讨和传统设计的差异。结论 大数据时代设计思维已经由传统注重因果关系转变为注重相关关系；设

计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经验，而更注重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大数据时代正在打破传统设计和其他学科之

间的篱笆，出现多学科交叉与综合的特点，这种趋势将会成为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大数据；互联网；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20-0127-04 

Th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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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 in the age of big data, i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esign by the way of design thinking, design thought and de-

sign category. Design think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has changed focus from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to correlation. Design is not 

all the design relying on traditional experience, b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Big data age has broken 

the limitation between design and other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design. 

KEY WORDS: big data; Internet; design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传感器网络的迅速普及，物

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

人们每时每刻的行为、位置、状态，都被全面记录

并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体积浩大、生成

快速、价值大但密度低，其间蕴藏着多种潜在价值，

堪比信息时代的石油和黄金，这种超大的数据被称

之为“大数据”。 

早在 1980 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

《第三次浪潮》中提出：如果说 IBM 的主机拉开了

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才是第三次浪潮的

华彩乐章[1]。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还处于初级

阶段，数据产生的规模不大，互联网普及程度不高，

大数据在当时并未真正得到推广和应用。2008 年 11

月，IBM 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大力推行物联网

和云计算技术，并指出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实现数

字化和互联，进而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服

务，这一概念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思路。自 2010 年开始，全球各大 IT 巨头纷纷通

过收购大数据厂商实现资源技术整合，实施大数据

战略规划。2011 年 6 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

发布了《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

沿》研究报告，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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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对大数据的关注。2012 年 3 月 22 日，奥巴马

政府宣布投资 2 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

划”，并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层面。大数据正在

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舍恩伯格在《大

数据时代》中所言，人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

数据正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

思维方式[2]。在设计领域，大数据所带来的变革也正

在颠覆传统设计思维，改变传统设计方法，打破传

统设计范畴。 

1  设计思维方法的颠覆 

传统的设计思维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设计者由

设计任务出发，将整个设计任务分解成多个部分，

对每个局部进行分析研究，最终找到解决设计任务

的方法，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寻找事物内在的因果关

系是必要的内容之一。这是线性的思维方法。在大

数据的背景下，设计师无需再寻找设计过程中的因

果关系，通过挖掘事物相关关系同样可以解决设计

中的问题。例如，在传统商业空间设计中，将同类

产品摆放在相同区域展示出售，但是沃尔玛通过对

其庞大的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飓风来临前

不仅手电筒的销售量在增加，而且蛋挞的销售量也

有明显的提升，于是超市在飓风来临前将蛋挞摆放

在飓风用品旁边，以增加蛋挞的销售量。类似的情

况还有，沃尔玛超市将啤酒和尿片摆在一起销售，

令人奇怪的举措使啤酒和尿片的销售量同时增加[2]。

很难知道手电筒和蛋挞之间有什么关联，啤酒和尿

片有什么关系，但事实证明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

未知关系，这无疑可以为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转而追求事物间的相关关

系，利用事物间的相关关系解决设计问题。 

现今早已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各个领域的

发展与变革瞬息万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浪潮

中，已无暇顾及探求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将目光转

向事物间的相关关系将成为新的选择。在农业社会

和工业社会，社会信息量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充

分利用有限信息去找寻信息间内在的关系。而如今

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每天都会产生天量的数据，这

些数据之间具有多重复杂的内在关系，人们无暇也

无需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只需利用计

算机技术找出数据间的相关联系即可解决问题[3]。 

在智能交通规划设计中，通过对天量的数据分

析，可以轻松预测不同时间及区域的交通状况，以

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4]。在汽车设计中，可以

在汽车不同部件上设置多种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

以将汽车声音、振幅、压力等数据通过互联网传送

至总部服务器上，总部服务器通过数据的收集与比

对，可以判断汽车当前的运行状况，以及可能出现

的问题，从而提高维护效率，极大减少事故的发生

概率，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汽车升级改进的参考[5]。

两个案例中不必分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只需知道 A

条件的出现会带来 B 问题即可，然后采取相应的解

决措施。这和传统的要“知其所以然”的思路有很大差

异，设计思维方法的改变也必然会带来新的设计思

路。 

2  新的设计思路 

传统的设计方法建立在个人或集体经验基础之

上，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断经历失败、反思、总结

而成，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人类发展的历程

中，农业社会始于公元前 8000 年左右，直至 17 世

纪末蒸汽机的出现才结束，经历了近 9700 年。工业

社会也由 17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才结束，经历了

近 300 年，从此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也称为信息

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过程非常漫长，其

内在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个人和集体的经验

是可靠的，后工业社会时期，外部环境瞬息万变，

人们的经验并非像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那样可靠。

如果经验并非那么可靠，那么依靠什么进行设计？

显然，在信息社会中，数据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和资

源。目前已经进入“用数据说话”的时代，数据的作用

大于经验。网络巨头谷歌要求网页设计师测试 41 种

蓝色阴影效果，从测试中得到数据结果来决定网页

工具栏的色彩。当然，传统的设计方法也强调在设

计之初做大量的市场调研，通过调研结果来决定设

计，但这种调研的数据量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方法

是基于人们对数据收集、采集、加工处理能力有限

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折衷方法[6]。如今，智能手机、

互联网络时时刻刻记录每个人的需求：浏览器记录

着人们浏览网页内容，电商记录着人们的购物喜好，

金融系统记录着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情况，APP 记录

着人们喜欢使用的软件类型及常用功能等。这些信

息汇集成庞大的数据库，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不仅是

信息时代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设计师得力的工具，

其价值可堪比工业社会的石油。在工业设计领域，

每个产品的研发都可以借助全数据分析来预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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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趋势、人们的喜好、社会热点等问题，从而

进行准确市场定位[7]。 

在空间规划设计中，人在空间环境中的行为分

析一直是空间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传统的

方法是依靠实验和调研，通过观察、记录、分析，

建立其系统的理论，通过总结出的原理指导设计工

作。很明显，这种系统是建立在观察、实验等“小数

据”模式下的，其结论未必全面和准确，其中肯定还

有很多未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原理，依据这种

非全面的、有限的数据，作出的推理也可能是肤浅

的、不准确的，当然也会对设计起到误导作用[8]。近

日，IBM 发明了“触感技术先导”将地板数据化，地

板就像一个巨大的智能手机屏幕，可以准确记录地

板上人的体重、数量和流线以及人们在某处停留的

时间，通过对这些数据分析可以精准判断特定场所

中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对这些数据分析可以优化设

计方案，为平面功能布局提供精准可靠的设计依据，

避免了建成后修改、重建带来的资源浪费。 

如今，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数据时时刻刻记录着人们的行为与路线，这些数据

正是进行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

计的宝贵资源，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预测市场趋

势、优化设计方案，使设计不仅仅局限在形式分析，

设计过程也不再是摆弄形式的游戏[9]。 

3  打破传统的设计范畴 

当今的设计学主要包括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

等，这些专业方向的划分是在工业社会大背景下设

定的，每个专业具有明确的设计对象，学科的内涵

和范畴相对稳定，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设计

师可以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专业”设计，和其

他专业方向之间交叉、融合有限。21 世纪初的物联

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突起，使得几乎任何事

物都可以实现数字化和互联，整个社会朝着智能化

方向发展，在这种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无论是设计

学内部专业方向之间，还是设计学与音乐、舞蹈、

机械、互联网工程等学科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

学科之间范畴越来越模糊，出现多学科交叉、综合

的趋势，而传统设计学专业方向的设定就显得捉襟

见肘，已不能适应后工业社会的需要，设计的重心

也逐渐由工业社会物质设计（造物）转向后工业社

会非物质设计。如新兴的网络设计、交互设计就是

综合了传统的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互联网工

程技术等多种专业与学科的设计方向，加之大数据

的运用，使得设计平台可以根据用户年龄、职业、

喜好等特征和数据库自动匹配，提供最适宜的服务。

再比如最近流行综合艺术，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很难

将其划分到某一传统学科，独特的艺术形式综合了

环境艺术设计、机械设计、交互设计、互联网技术

等多门学科，设计师也不再独立完成一件作品，而

是和结构工程师、网络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艺术

家、音乐家等通力合作完成一件作品[10]。如今室外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也已受到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影

响，出现环境一体化、智能化、环境自我管理的新

特征。这些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为基

础，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设计将会成为未来设计发

展的方向。 

4  结语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程，每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的

影响都是巨大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还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

工作方式，也引领设计进入新征程。21 世纪是互联

网络时代，传统设计遭遇到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时代，

设计必然会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大数据时代的设计

思维，也将由传统注重因果关系转变为注重相关关

系；设计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经验，而更注重大数据

的分析与应用；传统设计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逐

渐打破，并出现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这种趋

势将会成为未来设计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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