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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小户型家具产品的创新设计。方法 根据小户型居住空间的特点和人在小户型空间下的
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从创新原则、创新方式两个方面设计小户型家具产品。结论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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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small household furniture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small-sized residential space and people's behavior pattern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small-sized 

space, the small-sized furniture products are designed from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principles and innovative way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concept of small household furniture products will be fully blurred through integrated design of 

furniture and household produc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furniture design,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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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户型的住房逐渐成为人们青睐的对象。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家具产品的创新设计受影响最

大。由于现有的家具产品大多适用于过去居住面积较

大的住房，使得家具市场上专门针对小户型居住空间

的家具呈现出较为混杂的状态。单纯把大户型的家具

尺寸缩小满足空间局限性较强的小户型行不通，机械

地将各种家具功能进行堆砌也不可取，还有可能适得

其反。因为这些设计没有一个核心思想，没有明确的

评判标准以及更细致的设计方法。由此可见，对小户

型居住空间家具产品的创新性研究与设计是非常必

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1  创新原则 

据调查，家具在一般起居室、办公室等场所占地

面积约为室内面积的 35%~40%[1]，小户型则更多。

较之大户型，小户型的家具设计难度不仅没有降低，

而且加大了。大户型对设计师而言发挥空间更大，某

种程度上允许一些误差。小户型在空间上本来就有局

限，家具的大小、高低、形状等都要在设计前必须考

虑清楚，否则会造成极大的空间浪费。正因为如此，

小空间对于家具设计的要求更高。 

1.1  功能性创新 

家具是人们在生活中交流的媒介。家具的设计

也不单单是制作一件器物，还是一种人们对生活的

态度与认识。家具功能性创新有助于提高小户型住

宅空间的利用率，这就需要对家具功能进行系统分

析，熟知主要功能、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以及各功

能之间的关系。在满足主要功能的前提下，挖掘辅

助功能和美学功能。现代家具设计除了满足用户的

基本需求之外，更是变得“灵活”，如嵌入式收纳、

折叠式收纳、滚动式收纳、多功能式收纳、隐藏式

收纳、拼接式收纳等[2]。 

1.2  系统性创新 

系统设计原则是指家具设计应充分考虑家具与空

间环境及其配套物品的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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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小户型的家具设计首先要系统考虑家具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家具与家具之间的关系，使家具与环境融合。

家具设计风格要统一，颜色要协调，大小比例要适当，

要充分考虑人机工程学原理，在使用舒适的前提下考

虑家具与家具、家具与环境的比例与尺度问题。 

当前，“混搭”风潮已悄然走入人们的生活，正逐

渐进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混搭”的魅力在于它的自主性，和它个性独特的视觉

效果[3]。混搭设计也是系统性创新原则的方向之一，

见图 1。 

  
图 1  混搭家具 

Fig.1 Mix of furniture 

1.3  人性化创新 

这是个无“人性化”不设计的时代，各个行业都高
举着“人性化”这面大旗。人性化不是简单迎合少数人
的个性化要求，不是为了愉悦眼球制造的一场闹剧，
更不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为小众而设计，以更大
的商业驱动力寻找新产品和新市场。人性化使设计成
为商业战略的核心，它的最终形式可能是一件新产
品，也可能是一种服务、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商业战
略，甚至是一项法律或者政策[4]。 

1.4  舒适性创新 

小户型居住空间显著的特点是随意性和便捷性。
家具产品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舒适性。舒适是一个
比较主观的感受，包括身心两部分，前者包括家具的
高低、大小、棱角、是否让人用起来舒服，是否符合
人机工程学等；后者包括家具的色彩、肌理等给人的
感觉，以及家具所处的环境是否给人舒适感。 

2  创新方式 

小户型居住空间是一个限定性较强的空间。在
“小”的基础下，它们仍要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
求。在室内空间尺度无法做出改变的情况下，与之相
对应的家具产品的设计就需要在各个方面做出让步
与填补，同时也需要家具能有间接扩大空间的作用。 

2.1  多功能家具 

家具布置和空间界面的塑造共同形成了室内环

境气氛，在空间的构成中，家具的大小和位置成为构

图的重要因素，如果布置不当，会出现轻重不匀的现

象。小户型居室空间紧缩，可谓寸土寸金，单一功能

的普通家具难以满足需求，多功能的家具会更加合

适，见图 2。 

 

 

图 2  多功能家具 
Fig.2 Multifunctional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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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隐蔽式家具 

说到空间的利用度，只要协调好不同类型的家

具的位置就能够扩大不少的可使用空间，如可以将

壁柜或者壁架等家具装在室内空间的上层，这样既

不会妨碍人们的正常生活起居，又能够储存更多的

东西，扩大空间的整体容量。或者采用嵌入式家具，

内凹式的家具虽然在本质上并未增加空间，但是其

形式使人们的视觉空间有所延伸，在心理上觉得空

间被放大了。 

2.3  折叠式家具 

可以使用具有多功能用途的折叠式家具，将许多

本来被平行使用的空间叠合起来，在同一空间内通过

变换，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内被作为不同功能的家具使

用。譬如组合家具中的翻板书桌、组合橱柜中的多用

沙发，折叠椅、折叠床等等。 

2.4  充气式家具 

充气式家具一般色彩艳丽、造型独特有趣，更甚

的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收藏携带都很方便，成

为新一代年轻人家庭中的常备品。 

2.5  可移动式家具 

小户型家具需要加大可移动性和可收纳性在功能上

所占的比重，这样能使其有限的空间在短时间内根据人们

的需求变换分区，以实现人们的各类生活需求，见图 3。 

 

 

图 3  可移动式家具 
Fig.3 Portable furniture 

对于不同户型居住空间家具设计来说，不论运用

哪种节约空间的方式，都要满足与家具有关的人的生

理、心理与行为需求，以及人们创造优美空间的审美

需求，这是有普片性的。折叠家具、充气家具、可移

动式家具摆放灵活，移动自由，通用性强。 

3  创新趋势 

3.1   与家用产品一体化设计 

小户型居住空间的家具最根本的是在满足使用功

能的前提下节约空间。综合考虑住房面积、物价等因素

下，把家具与家用产品一体化，可以更好地解决现代人

所面临的问题，如将茶几与跑步机一体化。现代人的工

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休闲时间既零散又少。很多人

只有下班后回到家里才有时间进行简单的运动，因此家

庭健身成为时尚。越来越多的健身器材进入家庭，如仰

卧器、健步器、跑步机、健骑机、划船器等。这些健身

产品使人们在家里就可以进行比较专业的健身活动。然

而，小户型家庭没有多余的空间摆放综合健身器。这时

跑步机与茶几结合是一个好办法[5]，见图 4。 

 

 

图 4  茶几式健身器 
Fig.4 The table machine 

3.2  与新技术结合设计 

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近年来，机械化、

自动化和计算机、信息化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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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使设计、制造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6]。成

功之所以青睐苹果公司，是因为它们能够运用设计转

化复杂的科技成果，使之成为使用美观的产品。电子

产品在新技术运用方面已相当成熟了，家具产品涉足

尚浅。可见，与新技术结合是未来家具创新设计的方

向之一，如可以自己调节温度的椅子 Hyperchair，见

图 5。这把椅子采用电加热和电风扇原理，装有 WiFi

和温度感应器和大楼相连接。在它的坐垫左方还安装

有温度控制器，它们甚至为此开发了一款 APP 调整

靠背和坐垫的温度。调温椅没有电线，有蓄电池供能，

续航能力可以达到几天之多。 

3.3  概念模糊化 

家具是人类维持正常生存繁衍、从事社会实践和

开展社会活动所处环境中必不可少的一类承载工具。

可以说，家具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与空间发生联系的载

体与媒介[7]。随着社会各个空间划分模糊化，未来的

家具概念也会越来越模糊。家用的即办公用的，公共 

 

 

图 5  自动调节的椅子 
Fig.5 Automatically adjustable chair 

空间的即个人的。设计不再仅受限于商业利益，而更

侧重于大众的利益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和谐[8]。所以在

未来，公共家具与私人家具将不会有严格的区分，公

共家具也会让人们有家的感觉。 

4  结语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传统行业”的今天[9]，颠覆式

创新、设计转型成为各行业的焦点论题，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新的应用技术正在触动新的技术跨越和整

合[10]。小户型居住空间的家具产品必须而且急需重新

思考与定位：从环境和人（小户型居住空间的特点和

人在小户型空间下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两个角度

的出发，实现小户型家具与家用产品一体化设计以及

家具与新技术的融合设计，能模糊未来家具的概念。

小户型居住空间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将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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