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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解决目前产学研合作平台中较多注重概念设计，从而造成设计成果无法转化，或因设计方

案缺乏延续性，导致企业产品形象和品牌形象的混乱等问题。方法 提出一种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

作创新模式，该模式提供涵盖从企业的产品策略到产品概念设计与产品开发，从企业文化建设到企业技

术创新的全面设计服务。结果 结合某特种车设计项目实践验证了模式的有效性。结论 十字型工业设计

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与品牌效益的双重提升，同时培养了一批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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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olve the confusion problems of enterprise products image and brand image caused by most of the 

collaborations emphasizing on conceptual design, leading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of translating design pro-

duction, or due to the lack of continuity. It proposes a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ve model 

of cross industrial design tha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esign services, including enterprises' product strategy,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with the practice of a specific vehicle design project.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

ration and innovative model of cross industrial design has realized the double enhancement of the economic benefit and 

brand benefit of the enterprise, and has cultivated a batch of versatil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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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学科，需要综合运

用工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对工业产品各

设计要素进行优化的创新活动，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

极强的学科[1]，需要多学科进行合作、协同作战，更

需要和企业、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由此，

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应运而生[2]。工业设计产学研合

作平台通过借助高校的人才优势和创新力量，促进企

业设计成果的转化，提升工业产品附加值，进而提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及品牌影响力[3—4]。同时，通过企业

合作中的产品开发及运营等实践，设计人员的实践能

力也等到很好的提升。但在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在

人才使用途径、利益保障、成果转化层、投资力度以

及市场风险的承担等方面均存在矛盾[5—6]，这些矛盾

并非不可调和，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分析解决。 

1  工业设计产学研模式的现状 

工业设计产学研教学模式，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包

豪斯学院，其在西方的发展历史近百年[7]。德国、英

国、美国等国家在产学研教育模式上尤为重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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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法、宗旨等殊途同归。德国在产学研的教育

模式上注重“产学研三位一体”，学生需实践、设计、

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方可毕业；英国是推崇建立

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为校企双向人才需求提供

支持[8]；美国较注重实用主义，主张学生到企业单位

实习，从而获得相应的知识与经验[9—10]。 

我国工业设计教育到 80 年代后才踏入规模发展[11]，
近几年国内各设计类院校在结合本身的特点与优势，
展开了不同的产学研教育模式，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
式。（1）产业定向需求模式：迎合相关产业的需求发
展，由高校牵头组织团队做定向设计服务，提高学生
的项目实践能力。（2）创客空间模式：由高校教师与
学生组织的创客基地，承担相关产业的运营管理，增
进学生的研发能力，培养技术人才，实现自主研发[12]。
（3）校企联合模式：国内众多高校均采取该方式，
但效果欠佳，由于两者在认知上存在的差异、组织形
式松散，导致合作裹足不前[13]。（4）政府扶持模式：
由政府颁布相关政策、投创专项基金，建立设计园、
产业园，但对于人才培养来说，较难以达到行业需求
的标准[14—15]。        

2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

提出 

目前我国产学研教育模式多种多样，但仍存在校

企合作稳定性不强、合作机制不完善，人才投放分配

比例不合理，专业教学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急需产

学研教育的模式转型，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十字型工业

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该模式提供涵盖从企业的

产品策略到产品概念设计与产品开发，从企业文化建

设到企业技术创新的全面设计服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经济、技术、教育三

者的关系日益密切，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

模式能够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实现经济发展新增

长点的良好形式，促进三者完美结合，既可以使得高

校有目标地进行科研工作，密切地与市场结合，又可

以有效地改善企业科研能力的欠缺与不足。此外，组

建了创新设计团队、企业文化建设企划团队、设计研

究团队及企业服务设计团队，探索并实现了异地协同

的设计管理和敏捷设计管理方法与理论；在机制创新

方面，形成了跨高校、跨地区、跨团队、多学科的长

效与协调机制。 

3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

主要内容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是一种以工

业设计为主导，整合多方资源，进行跨学科协作，以

共同完成产品策略制定、系统的产品开发构成规划，

通过设计思维来树立企业文化的产学研模式，见图 1。 

 

图 1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 
Fig.1 A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ve model of cross industrial design 

3.1  跨学科协作 

工业设计是一门集工程技术、审美艺术、人文社

会于一体的，涉及到美学、人机工程学、心理学、社

会学和经济学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专业，因此，工业

设计校企合作平台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综合各个

学科进行设计实践，同时要考虑到产品的造型、色彩、

人机关系，也要考虑到结构、材料和制造工艺等。跨

学科协作则可以综合运用各学科的技术、知识、信息

资源，与此同时，在跨学科协作的设计实践中，学生

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多方位知识，有助于其成为综

合型设计人才。 

3.2  产品策略制定 

企业在较多情况下可以满足现有产品的市场需

求，却很难创造新产品和满足新的用户需求，校企合

作的决策者应从产品自身的效用出发，注重产品的前

瞻性，联合项目申请及产品规划，结合企业的整体战

略，加快设计创新、挖掘用户潜在需求以及制定合理

的中短期产品规划，进行产品预研设计，有利于保持

产品的延续性及识别性，为整个企业甚至行业产品的

未来发展做思路与设计的储备工作，同时更好的培养

学生的决策思路和规划制定。 

3.3  产品开发过程规划 

经过产品策略的制定，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和研发，

将高校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的生产实践性相结合，双方

应正确地了解产品设计任务状态，合理地调配各种资

源，此环节更加强调产品的可行性与实用性。从而进

一步分析新产品的投入期、生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

等完整的产品开发周期，加强数字化设计、仿真设计、

样机试制和售后服务等重要环节，提高产品开发效率

并提供面向企业的新产品创新设计。其主要内容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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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从产品功能提升到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宜人性需

求的系列化综合设计，而且包括后期的市场营销及售

后服务系统，从而使新产品满足顾客的感知价值。 

3.4  企业文化与创新设计思维 

创新设计思维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企业获得

生存、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而创新是人

类发展的推动力，是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工

业设计的核心思想，因此，将创新设计思维植入到企

业文化中，可以提高企业的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市

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运用

创新设计思维进行企业文化形象梳理及文化建设策

划，通过开展企业文化讲座等一系列活动进行企业文

化宣传，构建一种能够与消费者建立长久联系、符合

企业愿景和战略的企业文化。 

4  对设计人才的培养作用 

设计理念、设计前沿信息和科学的设计流程与方

法是设计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设计人才是核心竞争

力。为了保证企业能紧跟市场需求的步伐，不断开发

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相关管理、设计人员必须

具备设计创新意识和科学的设计管理方法。创新技术

培训是为企业提供产品创新设计与设计管理的相关

理论知识、基本方法及技能的培训服务；传播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信息，通过传授相关专业知识，

提高企业的创研水平。 

拥有一流复合型人才的企业，会更具核心竞争力

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知识广、跨领域、精技能和

高素质的一批创新设计复合型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

要手段，该模式能够锻炼人才在不同学科、不同环境

下的技能获取和领域扩展能力，真正建立一流复合型

与企业需求的人才储备库。 

5  实践案例 

工业设计作为现代制造服务业的重要学科之一，

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

以与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合作为例，说明十

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有效性。 

5.1  项目实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企业需求，完成 30 余

项的产品开发与改进设计，所提供的设计服务不但包

含传统意义上的外观造型设计、整体涂装设计、展示

设计，还囊括了从产品开发调研、工程结构设计、人

机交互仪器布置设计，到产品综合评价和样机试制

等。还组织成立了企业文化建设企划小组，帮助企业

完善了 VIS 系统，组织企业文化活动 10 余场、并参

与了企业的多起形象宣传活动，如帮助企业设计有特

色的小礼品、布置工作环境、剪辑企业宣传视频、制

作宣传海报等。除此之外，还专门组织科研力量针对

企业开展设计研究等。具体合作运行流程见图 2。 

 

图 2  合作运行流程 
Fig.2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operation 

此外，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组织其它专业的专

家深入企业，促成了企业急需的轻量化项目和信息化

项目的合作。还积极组织学校科研力量，配合、帮助

企业申报科技攻关立项，通过企业主导、校企合作科

技攻关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合作中一

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锻炼学生、培养团队，另一方

面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研究学科前沿，努力实现产学

研合作的终极目标。 

5.2  项目成果 

项目完成了数字化抢险救援车、油罐车、应急通

讯车、农用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设计，农用消防车设

计效果见图 3，产品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图 3  农用消防车设计效果 

Fig.3 Design renderings of an agricultural fire truck 



第 38 卷  第 24 期 余隋怀等：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研究 9 

 

益。在组织创新方面，组建了创新设计团队、企业文

化建设企划团队、设计研究团队及企业服务设计团

队；在管理创新方面，在与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合

作中，探索并实现了异地协同的设计管理和敏捷设计

管理方法与理论；在机制创新方面，形成了跨高校、

跨地区、跨团队、多学科的长效协调机制。 

6  结语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使得学科

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得以实现，同时该体系从产品

开发的策略制定到产品开发的过程具有商业意义，增

加了企业的创收，另一方面也具有教育意义，在理论

教学中融合实践技能手段，提高了学生的设计与创新

能力。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在实际生产中运用工业设

计理论，在产品设计中体现工业设计的价值，实现了

产品品种的丰富，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加强了产品的

自主化知识产权比重。使工业设计真正从理论转化为

生产力，对工业设计水平的层次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十字型工业设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积极地推动全

面校企产学研合作，为企业带去科技服务的同时，成

功帮助企业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产业转

型，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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