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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数据信息时代开放式设计新的特点与内涵，分析其设计形态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以及

新设计形态下的现存问题及解决对策，以开放式设计数字化为研究基础，探究适用于现今阶段发展的设

计思维、方法与框架。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法、比较分析法、实例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分析开放式设

计现阶段的新特点与新问题，以“数据库本体”思想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建立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

结论 构建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实则是在创造一种开发设计方法的创新工具，而设计师在此模型中的

角色转换为“数据设计师”，该服务模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用于平衡输入要素、工序要素、输出要素之间

结构组织关系的动态调节系统，能够为设计不断探究出新的方法、流程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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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Model of Open Design in Digital Form 

LI Zhuo, LI Xu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new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s of open design in the era of data and informa-

tion, analyz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ts design form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under the new 

design form, and explore the open design thinking, methods, and frameworks applicable for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

ment, with open design digitalization as the research basi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case study method, system analysis method and so on, the new features and new problems of open design at the 

present stage were analyzed, and an open design serv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the idea of "Database On-

tology" with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The open design service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actually create an 

innovative tool for developing the open design methods. The designer's role in this model is transformed into "data de-

signer". In a sense, the open design service model is a system that dynamically balances the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put elements, process elements and output elements, and can continuously explore new methods, 

processes and models for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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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开放式设计领域来说

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流充斥于生

活的方方面面，设计对象的形态潜移默化中经历着

“物质”、“非物质”、“信息”的不断转变，设计信息在

互联网平台以数字信息形式传播、反馈、整合、优化、

再设计。无论是“联合创造”所带来的设计惊喜，还是

开放创新与其他设计相关领域协同发展，开放式设计

集成多学科与专业，具有规模大、自组织、创新性高、

灵活多样、成本低等特点[1]，为万物互联、人工智能

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可能与契机。发展背后亦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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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与矛盾，设计师的角色、职责、定位，及其与

开放式参与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亟待解决，开放式

设计服务模型便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与尝试。 

1  理念移植与创新——开放式设计的内涵

与外延 

开放式设计是将开放、开源的理念运用到工业设

计领域的一种设计形式。开放的思想历史悠久，从钢 
 

铁冶炼行业共享制造信息到软件设计的“自由和开源

软件”运动，再到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式设计”，这一

术语在“开放式设计宣言”中被正式化。开放式设计虽

然是新兴的创新设计模式，但与智能互联的发展却是

互促互益。人人都是设计师，设计只有成为人人参与、

人人共享才能满足大众[2]，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壮大、

开放式设计运动的兴起，设计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面向

大众，帕帕纳克的设计神话成为现实。开放思维及开

放式设计的发展见图 1。 

 
 

图 1  开放思维及开放式设计的发展 
Fig.1 Open thinking and open design evolution 

 

开放式设计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其内涵

愈加丰富，中外学者都在尝试探究开放式设计的内涵

与特点：开放式设计是将创新知识和资源有机结合起

来的个体和集体创新设计模式；开放式设计可以被区

分为投入、工序、输出 3 个维度；开放式设计与开源

软件的理念相同，本质差异为其最终输出结果是实物

产品[3]；开放式设计是一个允许任何人参与并协作开

发产品的设计过程[4]。综合来看，开放式设计以开放、

协作为思想基础，任何人都可获取产品设计资料并参

与设计活动，设计结果往往以物理实体产品呈现，且

新产品的设计资料继续作为开放共享资源。开放式设

计的理念由开源软件设计运动移植而来，软件与物理

产品之间的差异不言自喻，数字化形态适用于现阶段

的开放式设计，但设计形态的变化具有其必然性，具

体到何种变化还需与实际的生产实践环境相联系，从

设计形态角度入手，探究适合于现阶段发展的开放式

设计方法是窥其根本的首要之举。 

2  设计形态的进化与发展——设计主体的

信息数字化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普适计算、泛在网

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5]，设计元素开始以设计信息的形式传递，不再通

过物质载体具象表达，设计形式的“非物载体”特性愈

加明显[6]，同时更加倾向数字化，以数字信息的形式

传播。开源创新环境下，设计处于信息设计数字化的

进化阶段，设计形态的这一转变正适合于在互联网平

台上野蛮生长。 

说到设计主体的信息数字化，不得不提及“数据

库本体”思想[7]与“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8]。万物

互联下兆亿信息无时无刻不在传递，同时海量数据顷

刻间产生，人们处于数据交织的世界之中既是数据产

生者又是数据集合体，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与赛博空

间共同搭建的智能互联的环境是现今人类的生存系

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数据库本体便可以看作是所

有设计资料的信息数据之总集，在设计形态实现数字

化之后，设计空间不再是思维空间与物理空间，还要

融入信息空间、赛博空间，多维空间共同组成了信息

数字可以依托的设计基础空间。开源环境下，设计不

再是传统的少数人掌控的仅将成品结果公之于众的

创造性活动：从微观上讲，设计形态数字化使得设计

过程成为由“比特”向“原子”转化的过程[9]；从宏观上

讲，设计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以数据形态进行传播，

面向所有人开放，无限制地被获取、修改、运用，原

数据可以被新数据完善但不会被覆盖，继续在网上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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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传播，有需要者对信息数据进行再设计，利用 3D

打印机、数控机、激光切割机、3D 扫描仪等数字制

造机器，个人都完全可以输出最终的实物产品，在不

久的将来，理想状态下人人都可以拥有一间小型数字

制造工厂。多维基础设计空间见图 2。 

 

 
 

图 2  多维基础设计空间 
Fig.2 Multidimensional basic design space 

 

3  设计方法的创新工具——开放式设计服

务模型 

3.1  开放式设计数字化的现存问题 

信息数字化是开放式设计现阶段适应互联网的

设计形态，数字形态的设计信息具有转换灵活、传播

高速、范围广泛、获取简易、修改方便等特点，新形

态的变化带来众多优势的同时势必会产生新的矛盾

与问题。开放式设计对产权保护、参与者协调、利益

分配、设计伦理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矛盾

问题为突破口来建立与之适应的规则，从而进一步探

究与完善开放式设计的基础理论。 

1）产权保护。面对开放式设计数字传播的特点，

版权问题将愈演愈烈，如何让共享资源得到应有的保

护并且持续性地惠及众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自

由软件运动所发展来的著佐权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思

路。著佐权在允许使用者自由使用、修改、发布外，

还要求使用者将修改后的衍生品回馈社会，重新开

源，以建立一种更平等的使用、共享机制[10]。在开放

式设计中，共享资源被赋予“自由”的同时，应该附加

一定合理的规则，有效杜绝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使

开放的设计资源能够处于良性循环当中并被可持续

使用。 

2）参与者协调与利益分配。组织性是开源项目

的另一个显著特性，参与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参与程度、项目模块选择，极大的自组织性使得运行

机制容易失去自律。在此机制下，一个开源设计项目

如何吸引参与者积极参与并贡献力量，如何衡量贡献

大小，如何确定参与者主导地位，以及当项目成功获

得效益，特别是当企业团体作为参与者时，如何进行

利益合理分配，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设计伦理。开放式设计将实物模型转化为与

物理空间相关联的赛博空间的“数字-物理模型”，且

以实物形式输出，在 CPS 中“数字—实物”的转换，不

仅仅能够制造诸如水杯、小家电这样的生活用品，枪

支弹药同样成为可以触碰到的设计禁区；当设计材料

涉及到 DNA 时，生物体制造往往会成为不可回避的

问题，人工器官可以救死扶伤，致命病毒同样会不期

而至。设计伦理问题比以往任何传统设计形式都需要

得到足够的重视。 

3.2  构建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 

面对开放式设计，设计大师的时代将终结，虽并

不意味着设计师的消亡，但对于设计师来说却是巨大

的转型挑战，除了协调上述各种随之而来的矛盾与问

题，设计师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担任怎样的职责，

在开源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发挥设计师本身的

价值与作用，这些值得深思与探究。开放式设计服务

模型便尝试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通过反馈来自我

完善模型本身。 

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服务

系统，在数字-信息-物理空间基础上，将设计要素转

化为数据信息，由设计师完成初始设计模块，再由参

与者创建、补充、完善设计产品，此过程中开放式设

计服务模型会为整个产品设计提供一个良性有序的

运行空间，同时多维信息的碰撞也会衍生出不同的设

计方法、流程。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见图 3。 

1）信息输入与选择机制。在开放式设计服务模

型中，首先将信息大致分为原生信息与输入信息，原

生信息指的是存在于服务模型中的设计师输入的初

始信息（包括框架搭建信息、开源项目任务发布信息

等）；输入信息指的是用户进入并利用服务模型时所

投入的信息（包括用户或潜在用户的知识信息、技术

信息、动机信息等）。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参与人员在

开源环境下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协作方式将共同完

成某个产品项目时，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便在真正意

义上完成一次信息输入，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信

息会根据人员流动呈现不断输入与流出的动态形式。 

由于参与人员具有极大差异性与自主性，所以输

入信息是否有效、信息之间传递与联系是否顺畅都需

要经过选择机制的粗略筛选。“粗略筛选”是为了最大

程度地保留服务模型的产出多样性，信息碰撞无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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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有其意义和存在的必要

性，因此选择机制是建立在设计伦理基础之上的防守

底线。 

2）模型运行与测评、管理机制。数据库中的信

息量十分庞杂，输入信息的体量也不容小觑，所以为

了服务模型的良好运行，开源产品项目可以进行任务

模块化、功能分区、技术分区等处理，将项目分为若

干子项目，给予参与者更多的选择性。在个人层面，

参与人员在产品设计项目中所投入的贡献会通过测

评机制得到相应的积分评定，按照积分来评定等级，

便于日后在开源项目中得到各种奖励优势；在项目整

体层面，会通过参与者集体测评来不断循环选择最优

方案，项目参与者要共同管理并确保产品的效能与品

质，直到最终方案成形。无论是数据库中的原有信息

还是由参与者贡献而衍生的信息都具有一定的无序

性，模型管理机制就是为了将无序信息按照产品项目

的需要进行迭代有序处理，既要让各种设计信息能够

充分相互作用又要让其处于有序状态，从而创造更多

的可能性。 

3）产品输出与共享机制。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

每一次运行都会将项目参与者组成一个共同体，利

用集体知识、技能、经验相互协作创造价值并共享，

同时结果输出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有与产品项目

从生成到落地实现过程中的所有资料数据（产品外

观概念图、效果图、CAD 图、功能技术说明、设计

参数、工艺流程图、设计代码等），这些宝贵的信息

会继续进入新一轮的开源开放。开放式设计的共享

机制，就是要保证开源的公平公正与开源信息数据

能够可持续良性循环使用，杜绝私有化牟利与损害

他人利益。 
 

 
 

图 3  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 
Fig.3 Open design service mode 

 

4  结语 

在万物互联的环境下，开放式设计具有众多优

势，但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不仅设计主体发生了信

息数字化的形态进化，设计师同样面临转型与进化。

从设计师和用户的角度来看，设计师不再是以用户为

中心单纯地设计物品，来达到用户的满意度，而是通

过数据设计来完成服务模型的部分搭建，构建一个可

供用户自我成长的友好良性设计空间，帮助某些知识

或技能不成熟的用户来自主设计满意的产品，设计师

从完全主导者变成引导者、辅助者和服务者。从探究

设计方法与流程的角度来看，开放式设计服务模型构

建的是一个化无序为有序的设计空间，通过外部吸收

设计信息数据的同时，进行内部信息的自我演化，达

到维护模型的良性循环，设计信息在由无序变有序的

过程中会形成新的方法流程。虽然目前处于构思阶

段，服务模型的组织结构、管理机制、规则准则、衍

生发展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探索，但开放式设计服务

模型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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