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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出产品设计中的虚空间概念，为设计师提供一个认识产品设计的全新角度，以帮助设计

师更好的开发产品。方法 以产品虚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产品设计中虚空间的概念、存在形式和

设计意义，提出虚空间的 4 种设计方法，即空间分割法、空间加减法、空间共享法与空间借用法。结论 

设计师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应重视虚空间概念，以虚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其他事物间接完成对虚空

间的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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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f Void Space in Product Design 

YAO Shan-liang, DUAN Qing-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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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void space in product design to provid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 

design perspective for designers and better help designers develop products. Regarding void space of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 the existence form and meaning of void space in product design, put forward four kinds of 

design method about void space: spatial partition method, spatial subtraction method , spatial sharing method and spatial 

utilizing meth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ur kinds of design methods, we draw a basic conclusion about void space de-

sign: when designers design products, we c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void space and treat void space as the design 

object and complete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a void space indirectly through the design of other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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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作为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大量研究与运用，但在产品设计中，却很少被

人注意，对虚空间的关注就更少了。产品既存在于一

定的空间中，又作为一种空间而存在。本文站在虚空

间的角度阐述对产品设计，希望可以给设计师提供一

个新的设计思路，以帮助其更好地开发产品。 

1  产品的虚空间概念 

1.1  产品的空间 

在产品设计中，产品的空间既是充实的，又是空

虚的。充实的空间指由某种材质构成的实实在在的物

体所占据的空间，称作实空间；空虚的空间指没有具

体的实物占据的空间，但在视觉上属于产品的一部分

以及产品在使用时占据的全部空间，都被称作虚空

间，因此，产品中的空间由实空间和虚空间两部分组

成，这两部分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从而使产品构成

一个和谐的整体。 

1.2  产品的虚空间 

产品设计中，虚空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产品

自身所包含的空无一物的容积，这个容积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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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形状，这样的虚空间一般存在于全包围或半包

围的产品中，例如容器、包装产品等；另一种是产品

在使用过程中与其他物品、使用者、使用环境发生一

定的空间关系时所涉及到的全部空间，这个空间的尺

寸和形状不是唯一的，要根据所选的参照物和使用方

式来确定，例如笔记本电脑在使用时的虚空间大小取

决于使用者调整的显示屏与水平面所成的夹角。 

1.3  虚空间与实空间的关系 

在产品设计中，空间由实空间和虚空间这两个对

立空间构成的，二者相互依存，当一方发生改变时，

另一方必然随之变化。如果对实空间进行实物的切削

操作，虚空间的容积就会增加；如果对虚空间进行实

物的填补操作，实空间的体积就会增加。 

实空间和虚空间相互借用，以此发挥自身的作

用。例如水杯实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发挥虚空间的储水

作用，而雕塑虚空间的存在是为了突出实空间的造型

美感。实空间和虚空间互为参照物，当人们关注实空

间时，必然以虚空间作为参照背景；当人们关注虚空

间时，实空间就变为参照背景，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和其丈夫菲力普王子的脸部轮廓为参照所设计的高

脚杯就是虚空间和实空间互为参照物的典型例子。此

外，虚空间和实空间的彼此约束可以界定产品的整个

空间。虚空间对实空间的造型、轮廓、尺寸等形成限

制，而实空间对虚空间的边界、范围进行限制，二者

在产品中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2  产品虚空间的存在形式 

分析产品虚空间的存在形式，可以从单个产品、

产品与产品、产品与人、产品与环境 4 个方面进行。 

在单个产品中，部件与部件之间形成的虚空间指

的是不同部件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关系。虚空间为两

个或多个部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也为每个部件

完成自身任务提供了活动空间。以汽车的轮胎为例进

行分析，汽车的车身和四个轮胎之间并没有完全贴合

在一起，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虚空间，轮胎带动车

身不断运动，从而驱使汽车向前行进。 

产品与产品之间形成的虚空间指的是产品之间

借助空间的互补方式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产品的

功能。当两个或多个空间没有结合在一起时，未结合

的部分会形成虚空间；当二者结合时，这部分虚空间

就会被产品占据成为实空间。这类产品一般指的是主

体产品和其附属产品，例如手机和手机壳，手机壳用

来包裹手机的空间就是手机壳的虚空间，当手机放入

手机壳中时，这部分虚空间就被手机占据而变成了实

空间。 

产品与人之间形成的虚空间指的是人在操作产

品时形成的操作空间，很多产品的功能不是通过本

体产生作用，而是通过提供一定的操作空间来实现

产品的功能。例如人们在使用台灯时，灯和灯罩共

同形成光照空间，人们利用光照空间进行读书、写

字等活动，这部分光照空间就是灯和人之间形成的

虚空间。 

在产品设计中，人们很少关注产品与人之间所形

成的虚空间，但它的设计成功与否却直接关系到了使

用者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捷性。以汽车为例，为保

证驾驶者腿部活动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设计师必须通

过分析胯点、踵点和方向盘所在点 3 者的尺寸关系来

限定腿部所处的虚空间范围。 

产品与环境之间形成的虚空间指的是产品与其

使用环境所形成的空间，这个虚空间的大小与使用环

境的范围有关，当人们将台灯的使用环境限制为整个

书桌的周边时，它的虚空间就是书桌周边的整个照明

环境；当人们将台灯的使用环境限制为整个书房时，

它的虚空间就成了整个房间。以汽车的内部空间为

例，当所有车窗都处于关闭状态时，此时的虚空间就

是一个封闭的有三维尺寸的容积，即整个汽车的内部

空间；当车窗打开时，汽车的内部空间与自然进行了

交流。 

3  产品虚空间的设计意义 

虚空间作为产品的一部分，虽然没有具体的物质

来表现，但它的存在却为产品增加了很多价值。 

借助虚空间可以实现很多实空间难以实现的产

品功能，虚空间可以直接实现产品自身的功能，也可

以借助人的操作方式实现产品的功能。虚空间直接实

现自身功能的产品一般指的是利用某种材质的实体

来构筑虚空间的各类容器，这类产品的虚空间实现了

产品的存放功能，例如水杯的盛水功能和花瓶的插花

功能都是依靠产品自身的虚空间实现。通过人的操作

方式实现产品的功能指的是人通过特定的操作方式

与虚空间进行某种交互来实现产品的功能，例如汽车

喇叭、钢琴等产品就是利用人的操作改变产品的虚空

间来实现其发声功能。 

通过一定的虚空间来构成活动区域，以辅助产品

实体部件实现其功能。产品部件的活动需要一定的活

动空间，活动空间作为产品虚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

虚空间对产品部件的辅助作用。汽车前端的引擎盖与

玻璃之间的缝隙为雨刷的活动提供了虚空间，保证了

雨刷的正常活动，而仪表盘里的虚空间为指针的转动

提供了活动空间。 

通过改变产品结构，形成有效的虚空间，从而进

一步改善产品的性能。实体的产品并不一定具有 佳

的性能，因此，很多设计师通过改变产品的虚空间来

改进产品的结构，进而改善产品的性能。例如汽车的

轮胎都是空心的，这样的设计既扩大了轮胎的受力面

积，又起到了减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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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间可以保证使用者在操作时的人机需求。产

品按键做成内凹型是为了满足手指的按压特性，而拐

杖的把手做成弧线型则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把握舒

适度。 

虚空间具有装饰外观、美化产品的作用。设计师

通过改变产品虚空间的形式来改变产品的视觉效果，

市场上千姿百态的座椅造型，就是利用虚空间和实空

间的虚实对比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 

虚空间是产品与外界环境产生联系、进行交流

的媒介。虚空间利用光线照射、空气流通等方式与

环境进行交流，例如汽车就是通过利用不同的车灯

改变光线的照射方向和面积，以此实现汽车不同的

功能需求。 

4  产品虚空间的设计方法 

产品的虚空间不仅是以衬托的角色存在，当虚空

间作为某一固体被移动或替换时，它就变成了主角，

这时需要设计师通过改变虚空间的尺寸、形状等来设

计产品。以下总结了 4 种虚空间的设计方法，希望可

以帮助设计师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产品设计。 

4.1  空间分割法 

空间分割法指借助某种方式将实空间和虚空间

分割，使每个空间发挥自身的作用。空间分割的方式

多种多样，可以借助点、线、面、体这 4 种形式将实

空间和虚空间进行造型分割，也可以借助灯光、色彩

等将虚空间进行区域分割，还可以借助产品的活动方

式将虚空间进行动态分割等。丹麦设计师保罗·汉宁

森设计的 PH 灯就是充分利用点、线、面、体的形式

将灯具进行造型分割，PH 灯整体呈现出一种通透的

球体造型，它利用了层层叠加的弧面灯罩使虚空间和

实空间既彼此分离又彼此交融，形成错落有致的外

观，既获得了柔和舒适的照明效果又使产品具有很强

的造型美感。 

4.2  空间加减法 

空间加减法指的是以虚空间为设计对象，通过对

实空间进行加减法来完成虚空间的设计。设计师以虚

空间为设计主体，对产品的块体进行剃削、镂空等操

作使块体变成凹陷形状，通过对实物的削减完成虚空

间的加法设计；以虚空间为设计主体，为产品的块体

增加材料使块体变成凸起形状，通过对实物的增补完

成虚空间的减法设计。以汽车车门内侧为研究对象进

行分析，通过增加材料使车门内侧形成一个设置有车

窗控制按键、空调控制按键等操作按键的凸起块体，

使用者通过操作各个按键来实现相应的功能。同时，

这个块体又被进行削减操作而形成凹陷的把手造型，

方便了使用者开关车门（如图 1）。 

 

图 1  汽车车门内侧局部图 
Fig.1 Interior of the car door 

4.3  空间共享法 

空间共享法指产品的虚空间在不同的使用状态

下共享同一空间，提高产品的空间利用率。空间共享

法不仅可以满足产品的多个功能需求，还可以使产品

的虚空间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的状态。产品虚空间的

共享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一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呈

现不同的虚空间形式，例如传祺的一款 SUV 车型的

后座就可以随功能进行调整，当汽车需要提供乘坐功

能时，后排座椅可以起来，将这部分虚空间分隔成座

椅和后备箱；当汽车需要提供放置物品的功能时，座

椅则可以放平，此时这部分虚空间变成了后备箱，

汽车内部的总空间不发生变化，但根据功能需求进

行了重新分配；另一种是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呈现

虚空间和实空间的共享，例如当汽车正常驾驶时，

安全气囊处于压缩状态，几乎不占用空间，虚空间

为人们的车内活动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当汽车发生

危险时，气囊膨胀以发挥自身的保护功能，虚空间

变成了气囊占据的实空间。空间共享法需要设计师

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使用中的各种环境和情况，根

据不同的情景需求和功能需求找到设计点，使产品

的空间利用率达到 大化。 

4.4  空间借用法 

空间借用法指通过设计语言对实空间的造型、色

彩和材质等进行设计，使虚空间和实空间达到一种视

觉平衡，进而完成对没有具体材质的虚空间的设计。

人总会自觉地将不相连的实空间之间缺少的部分补

上去，而补上去的这部分就是虚空间借用实空间完成

的对自身色彩、造型、材质等的设计， 终达到一种

视觉平衡。例如球形沙发椅和蛋壳沙发椅，见图 2。

虽然这两个沙发椅都是半包围造型，但人们会在大脑

中自动将其虚空间补充完整，并将这两个沙发椅的造

型理解为球形和蛋壳形。同时，它们的虚空间将被赋

予和座垫椅背相同的软织材质和红色色彩，给人一种

柔软、亮丽的感受。由于虚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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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设计师无法对虚空间进行直接设计，所以必须借

助材质、色彩等设计语言对虚空间进行间接设计。 
 

   
    a 球形沙发椅                 b 蛋壳沙发椅 

图 2  半包围造型的沙发椅 
Fig.2 Semi-enclosed shape of the sofa chair 

5  结语 

大部分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会忽略虚空

间的存在，设计产品的思路常拘泥于实实在在的物

体，但虚空间作为产品存在形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对

产品的功能、结构、外观等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从虚

空间的角度出发，提出空间分割法、空间加减法、空

间共享法和空间借用法 4 种设计方法，希望帮助设计

师打开新的思路，扩展设计思维，更好地运用虚空间

进行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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