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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desig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4.0. Firstly, it i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4.0 on industrial design, and then it illustrat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pressure and power coexist, finally, it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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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过后，以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在

反思了金融危机原因后，意识到实体经济才是国民经

济的命脉，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全球制造业竞争激烈。

多年来，随着物联网、移动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配合着新能源、新材料和

新工艺的变革，信息技术与物理世界融合更加紧密，

全球工业界正处于一场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中，这场

变革在德国被称为工业 4.0[1]。 

工业 4.0 背景下，谁能抢先实现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的对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谁就能在未来制造业

竞争中占领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工业界在尚未完成

工业化的情况下赶上了信息化浪潮[2]，对于我国制造

业转型升级来说，压力与动力并存。 

工业设计作为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

的应用者，在工业 4.0 背景下，它的使用语境和工具

方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关键的生产性服

务业，研究如何通过工业设计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对于处在转型升级迷茫中的中国制造业，意义重大。 

1  工业 4.0 与工业设计 

工业 4.0 作为德国国家战略，描绘了制造业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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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愿景，它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为基础，以生产高度

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核心在于工业、

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全面交叉渗透[1]。通过传感器、嵌

入式软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将设备、生产线、工厂、

供应商、产品与用户紧密相连，实现以信息流驱动实

物流。特点是效率化、智能化、定制化与模块化。 

对于工业设计，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给出的定义

是：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旨在为文章、过程、

服务及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多方面

的质量[3]。工业 4.0 背景下，工业设计的使用语境及

工具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产品转化及实现成本的降低提升了工业设

计在产品开发周期中的地位；互联网、大数据、社会

化媒体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设计需求的搜索成

本；全球工厂、供应商、物流、资源、客户间完整的

通信网络使得设计更容易落地实现；加上时代背景

下，先进技术较容易获得，各企业间技术差距越来越

小，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将投入更多资金到设计研发。

其次，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提出，也创造了

更多的设计机遇。当前背景下，设计的好坏不再由企

业决策者决定，而是由市场直接决定，只要设计能够

被部分人认可，那么设计就能够实现落地，这大大提

升了设计的容差性和容错率，解决了很多设计执行中

的严苛限制[4]。最后，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也给

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3D 打印技术使计算机的设计

蓝图通过 3D 打印机直接变成一个对象，各种材料的

自由组合扩展了设计思路[5]。 

2  工业 4.0 时代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

与动力并存 

产业转型升级，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现阶段

我国制造业来说，“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指从全球价值

链的视角，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低技术水平、

低品质、低效益、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转向高技术水平、高品质、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

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目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

与动力并存。 

2.1  内忧外患局势刺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诸多问题突出。目前我国

制造业大多还只是停留在代工生产层面，又或是低端

制造出口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益低下，产品附加值低；

制造业科技水平低，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力，产品同

质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高且劳动力成本增加率明显

上升，生产效率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造成能源资

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及产能过剩严重。 

工业 4.0 对我国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化

制造使得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力成本比例降低，

规模经济效益不再明显；物联网发展使得万物互联，

极大增加了产品生产复杂性；制造过程数字化和智能

化大幅缩短产品生命周期，这要求企业生产效率与灵

活性并存，并拥有快速市场反应能力；大规模生产下

标准化产品众多使得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差距，规

模经济与个性化需求矛盾愈加突出[6]。 

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转变以及出口需求的降

低加剧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

再工业化政策使得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发达

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信息、通信、技术、资本优势，

加速推广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1]，制造业与信息技术

融合发展迅速，而东南亚，拉美等国凭借其更为低廉

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大量低端制造业向本国转

移，这使得我国制造业处于上挤下压的局面；同时，

新形势下，各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

制造业出口需求降低，对外贸易摩擦加剧。 

2.2  国内外基础条件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加强。一方面，我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有完

善的工业体系，有多年积累的发展经验，生产能力也

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政府

政策也给予了极大支持，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的发布，为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描绘了一

张蓝图，而“互联网+”则为制造业和信息化加速融合

提供了方向和条件。 

信息和制造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

了条件。工业 4.0 使得传统制造业产业边界实现了重

大突破[7]，随着信息技术与物理世界的不断融合，大

数据，互联网，嵌入式软件等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制造

业向制造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产业转型；3D

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等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间生

产能力和生产成本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企业间竞争由

生产转向研发。 

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国市场边界越来越

模糊。全球企业参与竞争全球市场，高质量，有特色，

高灵活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更容易占有一席之地，加

上工业 4.0 下全球资源互联也给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动力。 

3  工业设计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3.1  工业设计促进产品升级 

工业设计提升定制化品质。互联网时代，由于人

们个性化需求的增加，定制化产品已经不是一个新的

名词，但目前的产品定制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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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表现为：目前大多数产品定制化只是对产品颜

色、材料、功能模块的简单拆分再选择，产品定制化

品质不高。而设计利用数据化技术可以提高定制化产

品的品质与价值，同时降低定制化成本。借助数据化

技术，可以将传统大规模定制产品与消费者需求间的

“非标准非对称性对话”转换成基于数据的“标准化对

称”[8]，在互联网+的虚拟市场，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

将用户个性化与同质化需求进行区分，通过对同质化

需求进行模块化设计，同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增

加模块化程度的可能空间，再利用先进制造技术以及

互联网上全球一流模块资源的加入可以在一个较短

时间对模块化设计进行高品质批量生产，然后消费者

可以根据需要对各模块进行选择，得到高品质定制化

产品。 

以海尔 U+平台的产品定制化服务为例。虽然也

是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产品定制化，但与大多数定制

化产品不同，对于产品的模块化设计，大多是设计师

通过分析整理用户提出的不同需求而提出的针对各

个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把各模块的最佳解决方案进

行组合得到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高品质产品。不同用

户根据需要自主组装，以此实现高品质定制化，而模

块化设计生产也降低了定制化成本。 

设计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实现产品

智能化升级。传统的智能产品，大多是针对用户不同

的输入，根据预先的程序设定，输出不同的反馈信息，

产品智能化程度不高。而工业 4.0 下的产品，是一种

在制造业智能产品中产生的新型产品[9]，通过在产品

设计中嵌入新的信息技术，使产品可以作为用户与生

产商间的连接点，产品信息能够实时反馈给生产者，

设计师通过对产品产生的大数据进行跟踪比较分析，

能够预测产品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作出优化，提升产品品质。利用自带的程序软件，产

品甚至可以实现自升级，使产品交互反馈更人性化，

改善产品的用户体验。 

3.2  设计创新推动技术升级 

设计推动技术升级。设计带动技术研发，在以用

户为中心的企业目标下，用户体验和设计创新将对技

术发展起到更大的驱动作用，设计需求来源于用户需

求，而技术将被设计需求推着前进；同时，将新技术

利用到产品设计之中，以嫁接与整合等创新的手法赋

予技术以人性化体验[10]也将推动产品技术升级。 

以海尔的天樽空调为例，天樽空调设计的出发点

在于，项目团队通过对大数据整合来的用户对于空调

的抱怨的分析中发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需要的不

是调节温湿度的设备，而是自然舒适风的体验。于是

项目团队跳出传统空调的技术创新和升级轨道，从真

正的用户需求出发，从海尔面向全球打造的创意设计

中心——创意库获取到源源不断的创意来源，然后利

用海尔共生共赢生态平台吸引到了全球顶尖的设计

资源，技术团队以及供应商，并让他们通过平台直接

参与到了与用户的交互中，最终推出了颠覆传统空调

业的天樽空调。而在看似简单的天樽空调背后沉淀了

65 项专利技术的创新，其中仅围绕送风方式的核心

专利技术就高达 25 项。 

3.3  设计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设计推动产业供给结构升级。设计增加品种，设

计通过对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的满足增加了产

品品种；设计提升品质，设计结合合适的生产工艺，

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与用户的持续交互，以工匠精神，

注重细节处理，提升产品品质；设计塑造品牌，通过

感观，行为，功能，物理，精神等 5 个设计层面[11]，

将抽象的品牌文化变成产品具体的有形元素，用户在

与产品接触期间，可以与多个设计过的元素进行交

互，长期的交互体验形成了用户对品牌的感知。 

设计推动产业需求结构升级。设计引领消费，通

过将积极的设计思想注入设计之中，使产品让消费者

产生精神感染与视觉震撼，从而引导人们更多关注精

神追求，接受积极的消费文化；设计创造新需求，挖

掘消费潜力，工业设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从大数据中

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信息 [12]，结合消费者的心理需

求，文化特点，个性差异，通过细节差异化设计出更

多精细化产品，创造更多新的消费需求。 

二孩政策开放后，家庭洗涤量增加，加上现有洗

衣机存在的诸如体积大占空间，小件衣物清洗不方

便，不同衣物同时洗涤会产生交叉污染等问题，消费

者对于家庭第 2 台洗衣机的需求逐渐明显。对此，很

多家电制造商都推出了针对不同需求的家庭第 2 台

洗衣机，例如专为婴幼儿洗涤衣物的迷你洗衣机，或

是针对小户型的挂墙式洗衣机。如何与现有的洗衣机

形成互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同时创造更

多的消费需求，是设计师及制造企业都需要深思熟虑

的问题。中国洗衣机制造企业新一轮的市场争夺战，

即将引爆，毫无疑问，工业设计是企业在这场战争中

获胜的关键。 

3.4  设计思维促进企业功能升级 

所谓功能升级，指的是在不改变产业结构的前提

下提高价值创造，而产品价值是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

附加到生产要素上的价值，分为“基本价值”（劳动力

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转移的价值）以及“附加值”两部

分，根据经济学原理，只有附加值高的产品才能创造

更高的价值和利润[13]。 

以设计的眼光看问题提高产品附加值。传统制造

业代工生产时期，企业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及物质

资源转移等基本价值获利，即使发展到了原始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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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产时期，所提高的附加值也不过是通过先期设计

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所节约的成本以及部分设计成本，

附加值的多少仍然是由竞争对手所决定，但是一切以

用户需求为中心的设计，以为用户创造全流程最佳体

验为目标，企业生产由成本导向变为需求导向，附加

值的多少也变成了由用户体验价值来决定，用户需求

的不断提升扩大了附加值的增长空间，设计师通过与

用户的持续交互，对产品不断改进，不断提升产品的

用户体验，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用户需求的满

足，使得产品附加值也得以提升。 

可持续设计提高产品附加值。3D 打印，工业机

器人等先进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残次品产生率和生产

成本，同时由于 3D 打印耗材量设计时可预估，减少

了能源消耗；环保材料及天然材料的运用，使得资源

得以重复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及资源消耗，同时低

碳理念迎合了市场需求，提高了产品销量，有思想的

产品又反过来加深了社会对低碳环保的重视，提升了产

品的社会价值；合理的包装设计及模块化设计降低了运

输成本；复合功能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且多方面

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提高了销量，实现多方共赢。 

4  结语 

工业 4.0 对于我国制造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如何通过工业设计加速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

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值得政府与企业共同

思考的问题。对于设计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虽

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但是仍希望通过分

析国内目前已经发生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案例，带给

企业一丝信心，为未来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为宽

广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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