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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for industrial designer engaging in crowdfunding 

entrepreneurship. It employs a model of creative thinking to explain the campaign creation process, thus design and car-

ries out a holistic single-case study in a sample of industrial designers. In addition, a holistic multiple-case study in suc-

cessful design campaigns is organized. Through three steps of research process including preparing for data collection, 

collecting the evidences and analyzing the evidences, it finds that five main defects in creative thinking work as obstacles 

to crowdfunding design entrepreneurship. In order to realiz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and knowledge in the model of 

internet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hat designers involved in micro-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should acquire the abilities 

of building prototypes, following the design procedure, find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defining ideation and apply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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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扶持草根创新转化为商业项

目。在上海，共青团多次资助上海创客嘉年华。有近

100 个政府资助的众创空间被当地官员提案。一些计

算机人才的制造实验室得到官方的支持，并获得设

备、资金以及场地租用方面的赞助。在世界范围内，

在线众筹成为设计师实现微创业梦想的有效途径。许

多创业项目已经在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众筹平台之一

Kickstarter 上发布并获得成功。在 2012 年 5 月，一个

被命名为 Pebble 的智能手表项目获得共计 68928 位支

持者的超过 1000 万美元投资。为了把握“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机遇，工业设计师的知识转型已成为

设计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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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众筹设计创业的研究现状 

创意项目的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资

金短期是其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1]，筹、众包、众

创紧密结合的设计模式因此而产生[2]，众筹为这一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思路。工业设计师的创意思维也

许需要被调整或重新制定。到目前为止，只要少数学

者研究过这类新兴问题。两位关注高校设计教育和产

业发展的英国研究者 Rodber 和 Wormald 指出，从 21

世纪初开始，通过开发新产品来创造商业价值的过程

已发生改变[3]。与中国政府类似，英国政府也在强有

力的支持科学和创新，其目的在于通过创造创新型的

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成功。设计思维、以市场为导向

的新产品开发，以及设计和服务的综合系统被认为是

驱动因素，因此，两位研究者建议通过弥补课程目标

与所要求的技能、知识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工业设计

教育以适应最新的行业趋势。尽管该结论可以作为本

研究的参考，但它对在已呈现快速发展之势[4]的中国

本土众筹，尤其是众筹设计项目的具体帮助很有限。 

虽然在线众筹发展迅速，但是面向创立众筹设计

项目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一项有关参与者心理和行为

的研究指出，通过应用众筹支持工具可以提升创造者

和支持者的动机[5]。Gerber 和 Hui 建议应用一系列的

原则来促进参与者的联系[6]，例如，创造一个奖励机

制或一种激发灵感的社交反馈 [7]。Kuppuswamy 和

Bayus 指出，众筹项目的创立者应当注意资金筹集的

初期和末期，因为支持者倾向于在这两个阶段而非中

间时段付诸投资[8]。然而，这些先前的研究主要涉及

众筹项目管理，并不能有效支持创业者去创立众筹设

计项目。 

2  众筹设计创业的研究基础 

2.1  AON 众筹模式 

众筹被定义为从很大数量的人群中，尤其是互联

网群体，筹集资金的实践。它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互联

网金融模式有力支持创业、创新和创意[9]。从 21 世

纪初期开始，众筹已经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第一个网

络众筹平台 ArtistShare 创建于 2003 年。类似网站的

数量到 2005 年已经相当可观。在 2012 年，有超过百

万个的众筹项目在世界范围内被开展。到 2013 年，

产业规模已发展到 51 亿美元。 

本文的研究环境 Indiegogo 是世界上最大的众筹

平 台 之 一 。 它 的 集 资 模 式 被 称 为 “ 所 有 或 没 有 ”

（All-or-Nothing），即 AON 模式，一种应有最广泛、

集资最有效的众筹形式[10]。基于该模式，项目创立者

遵循 3 个步骤去实现他们的创业计划。初始阶段是将

已设计的产品确立为众筹项目。然后，该产品会被发

布到 Indiegogo 平台上，具体的众筹工作将同时被付

诸实践，包括项目的资料准备、市场推广、目标跟进

等[5]。在上述两个步骤之后，如果筹集到的资金总量

在截止日期之前达到预设标准，项目创立者将获得用

来 实 现 项 目 的 所 有 资 金 和 奖 励 ； 反 之 ， 项 目 将 被

Indiegogo 终止，所有被投资的资本将被直接退回给

投资者。 

2.2  创意思维理论 

Runco 和 Chand 将创意思维定义为一种引导原

创性和适应性的想法、解决以及见解的活动的思维

过程[11]。作为一种创意行为，工业设计具备典型的原

创性和适应性，并遵循上述过程产生相对应的结果。

同时，两位学者具体描述了一个创意思维双层理论模

型，见图 1。 

 

图 1  创意思维双层理论模型 
Fig.1 Two-tier model of creative thinking 

知识和动机是第一层的两种元素。知识包括陈述

性的和程序性的。陈述性知识代表基于事实的信息，

而程序性知识包括“知道如何去做”，通常要求明确的

指导和战略。动机包括两类，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创意思维的第二层由发现问题、构思以及评估构成。

发现问题意味着识别和定义问题；构思即产生想法的

过程，被描述为发散思维或聚合思维。评估意味着可

以影响创意思维的一系列评估过程。作为本文的理论

基础，该模型为案例研究的现象收集提供了系统框架。 

3  研究方法 

以有效解答“工业设计师的众筹项目为什么获得

成功或遭受失败”为目标，本研究致力于探析众创时

代下工业设计师应有的知识结构。研究工业设计师的

转型之路需要通过访谈或观察来获得资料和证据。因

此，案例研究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案例研究法

的类型通常包括整体型和嵌入型。类型的选择取决于

研究对象及研究问题的性质。整体型案例研究适用于

没有次级分析单位的研究环境，如本课题的 AON 在

线众筹平台。当研究目的是揭示案例的基本属性时，

整体性单案例研究就较为有效。然而，单案例研究好

比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也很容易出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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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全盘皆输”的问题。整体性多案例研究相对较

为稳健，因为它能够获得丰富而有力的证据。 

本文将采取整体性单案例和多案例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这是因为前者有利于基于“创意思维双层理

论模型”揭示目标案例创意思维的整体属性。后者可

以为实现研究目标，尤其是解释工业设计师的知识转

型，收集大量的资料和证据。 

在整体性单一案例研究中，笔者开展了针对一组

工业设计学生的众筹设计创业案例研究，系统性地调

查并分析了导致案例失败的创意思维局限。这组设计

创业者创立并发布了一个智能戒指的众筹项目，但最

终未能在国际众筹平台 Indiegogo 获得成功。在整体

性多案例研究中，笔者开展了针对 10 项成功设计众

筹创业案例的调查和分析，意在解答案例成功的知识

基础。这些案例均来自国际众筹平台 Kickstarter，且

在筹集资金排行榜中位居前十。上述两部分均包含 3

个步骤的研究过程：收集材料的准备、收集材料、分

析材料。收集材料的准备由案例的筛选和制定收集材

料的程序组成。在整体性单一案例研究中，用于收集

材料的调查访谈框架是基于“创意思维理论模型”而制

定的，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动机、问题发

现、构思、评估 6 个方面。而整体性多案例研究将材

料收集的对象限定为目标案例的陈述性知识。所收集

的材料在第二部分被进行系统性汇总。通过第三部分

的材料分析，解答案例失败或成功原因将被提炼归纳。 

4  整体性单一案例研究：Rilove 智能戒指

众筹项目 

4.1  收集研究材料的准备  

一组由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生团队所完成

的众筹设计项目被筛选为研究案例。团队主要由陈有

琳、吴正鹏、肖舒文 3 人组成。这一筛选结果基于以

下的几方面事实。第一，这 3 位创业伙伴均为南京艺

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在中国，教育部

和工业设计协会对工业设计教育扮演着领导角色，大

部分高校使用着类似的专业课程和评价标准，因此，

南京艺术学院的工业设计学生是典型代表。第二，该

团队已经在 Indiegogo 上发布了设计众筹项目，将创

意思维应用于创业实践，因此，通过近距离观察他们

创立众筹项目的过程，本文可以收集到目标资料。他

们的项目 Rilove 智能戒指是一款基于手势控制音乐、

拍照、电话以及家用电器的可穿戴设备，见图 2。到

众筹截止日期为止，该项目获得了 68 位资助者的 1935

美元的投资，未达到 20000 美元的集资目标，因而被

Indiegogo 众筹平台终止。第三，笔者获得了调查和

访谈他们的许可。 

 
图 2  Rilove 智能戒指 
Fig.2 Rilove smart ring 

基于创意思维模型的组成要素，关于制定收集系

统性资料的框架包含为 6 个部分：陈述性知识、程序

性知识、动机、问题发现、构思以及评估。每一部分

的调查目的及访谈问题，见表 1。 

4.2  研究材料的收集  

基于对众筹设计创业者的结构性访谈，本文汇总

了详细的案例调查材料。就陈述性知识而言，设计创

业者在高校工业设计教育中主要获得了 3 个方面有益

于创立众筹项目的知识：计算机辅助设计技能、产品

人机尺度测量方法和产品设计风格定义。在专业教育

之外，他们通过网络资源获得了产品外观设计的参

考，以及设计众筹项目的可视化宣传方式。然而，这

些创业者明显意识到欠缺相关工程技术知识，包括产

品结构设计、产品原型制作、交互硬件或软件的开发。

在程序性知识方面，访谈对象并无清晰的指导思路。

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经历了 4 个过程：设计产品的功能、

造型，以及商业模式；通过调查来评估设计；调整产

品设计；制作产品原型。在这些过程中，设计创业者

应用了头脑风暴、在线调研模板等策略。在该案例中，

设计创业者的内部动机主要有满足个人兴趣、追求成

就感、探索未来的职业机会等，而外部动机主要来自

合伙人的资助和可能的经济回报。在“问题发现”这一

环节中，访谈对象的出发点是希望设计一款科技与时

尚结合的戒指，但问题本身未能被有效描述和定义。

创业者在构思过程中应用发散性思维完成了产品的

外观设计和功能开发。评估过程主要依靠内部评估和

小范围用户测试，评估内容包括外观和功能，其评估

结果被应用于方案调整。 

4.3  研究材料的分析  

为了评估案例中设计创业者的创意思维，本文作

者根据理论模型结构对上述材料进行了分析。（1）陈

述性知识。这组设计创业者的陈述性知识主要集中

在设计美学的领域。在线资源也为相关工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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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案例访谈框架 
Tab.1 The case interview framework 

 调查目的 访谈问题 

陈述性 

知识 

描述当前工业设计教育 

所强调和忽视的知识 

•是否有在校内学到的有利于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设计知识？如果有，请描述它

或它们。 

•是否有在校外学到的有利于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设计知识？如果有，请描述它

或它们。 

•在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过程中，是否希望应用但无法做到，或者不得不向他人

咨询的知识？如果有，请描述它或它们。 

程序性 

知识 

描述创业者的 

程序性知识 

•是否有指导创立众筹设计项目过程的清晰思路？如果有，请描述它或它们。

•请描述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过程，也就是说，该项目的是如何被创造的？ 

•是否在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过程中应用了战略？如果有，请描述它或它们。

动机 
描述创业者的 

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 
•请描述创立设计项目的动机。 

问题 

发现 
描述创业者的问题发现过程 

•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出发点是一个问题，如何去识别和定义它？ 

构思 
描述创业者的发散思维 

过程或聚合思维过程 

•请描述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构思过程。 

•如果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经历了发散思维过程，有多少个想法在此期间被产生？

评估 描述创业者的评估过程 
•是否有评估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过程？如果有，请描述它或它们。 

•在评估之后是否进行了调整？如果有，请描述它或它们。 
 

入口，但工程技术知识的缺乏导致他们无法制作一个

真正能运转的产品原型。（2）程序性知识。设计创业

者基本上没有清晰的指导思路，尽管他们应用了一些

策略，但混乱的设计程序仍阻碍了他们创立众筹设计

项目。（3）动机。设计创业者具备较清晰的内部和外

部动机。（4）问题发现。这组设计创业者并不是基于

问题发现去创立众筹设计项目的。没有具体的问题被

解决，项目因此也对目标人群缺少充分的吸引力。（5）

构思。由于缺少清晰的功能定义，他们很难产生一个

完整的构思。比起聚合思维，发散思维更多的被应用

于他们的构思过程。（6）评估。这组设计创业者自觉

的评估了设计项目，但无序评估过程并不能产生对设

计的调整指导。 

上述分析解释了众筹设计项目案例的失败原因。

他们目前的创意思维存在 5 种主要的缺陷：匮乏的产

品原型制作知识、混乱的设计程序、定义欠佳的目标

问题和解决方案、模糊的构思定义以及无序的评估过

程。它们均表现为阻碍众筹成功的局限，其产生原因

主要归咎于中国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滞后。首先，在

国内的许多设计院校中，工业设计的交叉学科特征并

没有被正确认知。作为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工业设计

更多地被赋予了美学的内涵，而与技术、工程相关的

知识却被严重忽略。其次，受硬件条件与设备资源所

限，许多设计院校在教学中多采用理论讲述和计算机

辅助设计，但制作产品原型的环节却十分稀少。另外，

缺乏国家交流也减弱了国际先进设计理论发展对国

内设计教育的影响。服务设计、参与性设计、包容性

设计等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而在我国工业设计教育体系内才刚起步。这些

问题使得所培养的创意人才难以胜任众筹设计创业，

因此，中国工业设计师的创意思维转型势在必行。 

5  整体性多案例研究：Kickstarter 十大成

功产品设计项目 

5.1  收集研究材料的准备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于 2009 年成立于美国纽约，

是一个专为创意企业筹资的互联网平台。该平台致力

于支持和激励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活动。通过对大

众募集小额资金，促使创新人才获得所需资金以便实

现创业梦想。Kickstarter 众筹平台采用 AON 模式，

其运作方式简单而有效。目前，该平台包含 15 大类

的项目板块：电影、音乐、美术、摄影、戏剧、设计、

技术、食品等，每一大类又包含若子版块。Kickstarter

众筹平台允许访问者直接查看所有众筹项目的筹资

排名。例如，在设计大类的产品设计子版块中，包括

Pebble 智能手表、Coolest Cooler 冰箱等十大成功众

筹项目的详细信息可被查阅，见图 3。 

根据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提供的信息，笔者将收

集排名前十的产品设计项目的陈述性知识材料，即项

目所包含的学科知识信息。该方式基于如下两点原

因：一方面，在不能直接采访项目创立者的情况下，

观察法可以收集研究材料；另一方面，陈述性知识易

于被观察和描述，适合于整体性多案例研究所需要的

大量研究材料。此外，由于研究时间和文章篇幅所限，

研究对象的数量被确定为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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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产品设计筹资排名 
Fig.3 Rank list of most-funded product design on Kickstarter 

5.2  研究材料的收集  

针对 Kickstarter 十大成功产品设计项目的资料

收集包括项目名称、筹资金额，以及对陈述性知识的

描述，见表 2。 

表 2  Kickstarter 十大成功产品设计的陈述性知识 
Tab.2 Declarative knowledge of top 10 product design on 

Kickstarter 

项目名称 筹资金额/美元 陈述性知识 

Pepple 
智能手表 20338986 

电子电路开发、计算 

机编程、交互设计、 

产品原型制作等。 

Coolest  
Cooler冰箱 13285226 

电子电路开发、产品结构

设计、产品原型制作等。

第二代Pepple 

智能手表 
12779843 

电子电路开发、计算 

机编程、交互设计、 

产品原型制作等。 

苹果、安卓 

专用Pepple 

智能手表 

10266845 

电子电路开发、计算机编

程、交互设计、产品原型

制作等。 

Baubax 
旅行夹克 9192055 

材料工程、系统性设计方

法、产品原型制作等。

摄影师背包 6565782 
材料工程、系统性设计方

法、产品原型制作等。

Fidget Cube 
桌面玩具 6465690 

结构设计、 

产品原型制作等。 

相机与 

日用品包 
4869472 

材料工程、系统性设计方

法、产品原型制作等。

Dash无限耳

机 
3390551 

电子电路开发、计算机编

程、产品原型制作等。

G-RO 
飞机行李箱 3307773 

结构设计、 

产品原型制作等。 

5.3  研究材料的分析 

为了归纳众筹式设计创业者应具备的学科思维，

笔者对上述 10 项案例的陈述性知识进行分析，并总

结为如下三点。一，众筹式设计创业者应掌握较完整

的工程学知识，特别是电子电路开发、计算机编程、

结构设计等知识，这些知识促使创业者可以开发符合

时代科技特征的产品；二，众筹式设计创业者应具备

结构设计和原型制作的技术，这些技术支持创业者将

产品研发转化成具体的市场产品；三，众筹式设计创

业者应理解系统性设计方法，这一设计观念有助于创

业者解决综合性问题，开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上述分析解释了成功众筹设计项目所涵盖的陈述

性知识，它鼓励工业设计师通过构建工程学知识、原

型制作技术、系统性设计观念来进行思维与知识转型。 

6  结语 

本文通过材料分析解释了中国工业设计师目前

的思维局限，并指出面向众筹创业的工业设计创意思

维应主要由产品原型制作、设计流程规划、发现并解

决问题、定义设计构思，以及应用评估方法等内容构

成。中国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滞后使其交叉性、实践

性、国际性特征在许多国内设计院校的教学和研究中

没有得到体现，因此，一部分中国工业设计师在众筹

创业中表现出明显的创意思维局限，包括匮乏的产品

原型制作知识、混乱的设计程序、定义欠佳的目标问

题和解决方案、模糊的构思定义以及无序的评估过

程。要实现工业设计师的众筹创业，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目标，就必须完成工业设计师的思维与

知识转型。尤其是在陈述性知识层面，工业设计师的

转型更多体现在具备工程学知识、原型制作技术、系

统性设计观念的学科思维。该研究结果为开展开展设

计众筹项目的工业设计师提供了思维与知识转型的

重要参考。众筹这一创业模式对工业设计师而言具有

长期的高度开放性，因此，未来的研究计划将会包括

一个综合性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众筹成功与创

意思维因素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的理解。众多案例，尤

其是成功的众筹产品设计案例将被包含在内。当前和

未来的研究结论都将被应用于设计众筹项目的具体

开发，并将接受客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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