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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当今工业设计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泛，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产品的概念也在从物质型

转向非物质型，商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局部的、单一的产品竞争，这些都迫使企业、设计师必须从全局

性、系统性的角度去研究当前工业设计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方法 在梳

理系统设计发展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近年来突出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系统重构与创新

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结论 系统的构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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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design from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s. Sorting and organi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ystem thinking in industrial design, and via case study, 

propo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o corporations' development. 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is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porations, and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meanings. 

KEY WORDS: Industrial design; System thinking; Innovation design 

“干掉你的，往往不是你的对手”[1]，这句网络流

行语反映的是当下企业竞争、行业竞争中所呈现出来

的新趋势，跨界合作、跨界竞争，这是互联网时代商

业模式的重要特征，也是系统性竞争的重要体现。跨

界一词形象体现出竞争的态势，“界”指的是产品的边

界、行业的边界、业务的边界、消费的边界、系统的

边界等。在传统的商业社会，都有明确的边界，一个

企业的成长，往往都是在自己的界限范围内做大、做

强，企业的竞争往往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如产品功能

的竞争、销售模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售后服务的

竞争等。跨界则是系统性的扩张，意味着不满足于在

自身领域的发展，跨过了边界，进入了他人的领地，

这就像越过长城的蒙古骑兵一样，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在互联网时代，许多传统的产品、行业都被重新

定义，例如手机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是

成为个人连结社会不可或缺的移动终端。系统是由相

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

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是它从属的更大系

统的组成部分[2]。在互联网时代，看似孤立的事物彼

此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只有将其放到一个更为庞大的

系统中，才能够更科学和准确地把握其本质。 

1  产品自身系统的进化 

狭义的工业设计指产品设计，对于产品而言，功

能是前提，也就是说它要为人们解决特定的问题，就

像空气净化器能够净化空气一样。为了实现这些功

能，必须通过特定的形式和结构将各类零部件或信息

元素组合成一个整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

件产品都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每件产品就是

一个系统。任何系统在诞生之初，往往并不完美，存

在着缺陷，当人们开始接受并使用这个系统，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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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参与下，随着技术的升级，这个系统也得以不

断优化、稳定和完善。 

2009 年英国人戴森推出的无叶风扇，完全颠覆

了人们对电风扇的固有认知，在电风扇的设计史上无

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设计上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改

变一百多年来电风扇通过加速空气流通来达到降温

目的这一本质，因此它依然只能算是系统改良的产

品。环顾四周，这样的产品不在少数，例如汽车作为

最集成化的民用产品，其动力系统、安全系统、电子

系统等都日臻完善，产品的性能和制造水平不断提

高，但是其以燃油为驱动的系统本质并没有发生改

变。再如高铁因快速、高效、舒适而成为人们出行的

重要选择，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英国人斯蒂芬逊创造的

轨道交通这一系统本质。 

2  产品系统的影响与颠覆 

2.1  系统间的影响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都

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正如

钱学森所言，一个小的系统又会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

统，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大系统的一部分，

小系统既受制于大系统，也会对大系统产生重大影

响。例如家庭空调系统的存在要依附于建筑这个更庞

大的系统，大量的空调室外机的出现，对建筑的外立

面产生了极大的破坏，进而影响到城市街道的景观，

为了消除这个小系统的影响，建筑师必须重新考虑建

筑的外观，无形中催生了新的建筑设计语言和风格。

同样，汽车作为一个产品，它侵入到城市的系统，对

城市道路、城市的规划、城市环境以及市民的生活都

产生了影响， 

2.2  系统间的竞争 

系统间除了从属关系，还存在共生与竞争的关

系，这种关系早期基本上处于一种和平共处的阶段，

但是当某一个系统得到快速的发展时，另一个系统的

缺陷却日益明显，因此系统间的竞争往往是革命性和

颠覆性的。 

2013 年 9 月诺基亚被微软收购时，其 CEO 约

玛·奥利拉曾无奈地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

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3]。”作为移动通讯领域的全

球领导者，诺基亚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设计和生

产了许多经典的产品，它的失败不是一两个产品的问

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与以苹果为代表的新兴的智

能通讯系统之间的竞争，胜败很快见分晓。苹果公司

在传统的通讯领域，娱乐、影音领域攻城略地，其强

大的力量来自于乔布斯对信息技术及人们的消费方

式的敏锐洞察而一手缔造的开放、共享的系统，这个

系统大于诺基亚、索尼等传统企业的所有产品系统，

因此这些传统的企业，在苹果的系统面前无任何招架

之力，只能沦为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相较于诺基亚、索尼，20 世纪的商业巨头柯达

的命运更加令人深思，在其他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数

码相机之前，柯达已是世界著名的相机品牌，并在全

球建立了庞大的数码洗印服务系统，“你只需按一下

快门, 余下的一切由我来做”[4]，这句广告语曾经风

靡全球，正是惧怕这来之不易、苦心经营的胶片系统

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柯达将这一新的系统束之高

阁，然而这项新的技术及其背后的系统应用价值，却

让日本企业找到了战胜柯达这个商业帝国的秘密。历

史车轮滚滚向前，柯达在新旧系统的选择上因一念之

差被甩下时代列车。 

系统的竞争是残酷的，对于传统的企业而言，这

种竞争的压力就更为明显。2008 年特斯拉第一款电

动车发布，在汽车界引起强震，这巨大的冲击波不是

源自某一款车型，而是来自于一个系统。在汽车诞生

之初，就有电动车与燃油车的系统之争，早在德国人

卡尔本茨研发的燃油汽车获得专利之前，英国人罗伯

特戴维森就已经研制出第一台电动汽车[5]，但由于当

时充电系统尚处于初级阶段，所以缺陷比较明显，而

燃油发动机系统相对成熟，因此燃油汽车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并随之建立起了全球性的燃油补给系统。如

今，当燃油车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又找不到

解决方案时，电动系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正

是传统车企为之紧张的原因，这不是一两家车企之间

的竞争，而是行业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将会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3  设计思维主导下的系统重构 

系统性的竞争比以往任何单一的产品竞争、品牌

竞争或者行业竞争都要激烈，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时

代，传统的企业要想长久生存，新兴的企业要想找到

崭露头角的舞台，都需要构建起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系

统，以抵御来自其他系统的冲击。 

3.1  系统重构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认知的局限，从

而影响到人们对事物整体性、全局性的判断，系统的

建构有助于理清个体间的关系，准确还原事物完整的

样貌，避免产生盲人摸象这样以偏概全的认知错误。 

工业设计的系统思维，能够帮助人们准确梳理事

物之间的繁杂关系，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并能

够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

着苹果这样的以设计为主导的创新型企业的成功，工

业设计这种系统性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来越

受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成为发现问题、捕捉

创新机会以及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手段。 

系 统 设 计 的 基 本 思 想 就 是 把 所 研 究 和 处 理 的

对象当作一个系统 , 分析系统的功能、结构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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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素、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 以实现系

统的最优化 [6],主要表现在解决设计问题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上，就是要从整体、全局、相互联系上来研究

设计对象及有关问题，从而达到设计总体目标的最优

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方式的最优[7]。系统化设计

可以使产品组合变换[8]，早在包豪斯时期格鲁皮乌斯

所倡导的模数化、系列化设计，已经体现出工业设计

的系统化思想的端倪，他强调在家具的设计与生产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家具之间的关联性与匹配性，

要将室内不同类型的家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而

之后的乌尔姆设计学院则把在当时刚刚兴起的一般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人体工学和社会学、实验

心理学、数学等科学理论引入设计理论[9]，奠定了系

统思维的理论基础。随着设计越来越深地介入到生产

制造、材料科学、商业价值、社会伦理、环境保护等

众多复杂的领域，设计在以产品为载体解决社会问题

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随之产生的绿色

设计、可持续设计、情感设计、服务设计等一系列理

论，为系统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系统重构的技术基础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原本孤立的物品、行业、研究领域通过技术都得以互

通，为各种新系统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条件。笔

者曾为某国际知名酒店客房的电话品牌做过相关设

计，在设计之初，对其行业特征进行了调研分析，随

着手机的快速发展，客房电话的功能正在不断减弱，

同时人们对住宿服务及体验的重视不断提高，作为星

级酒店的标准配置，客房电话必须存在，如何发挥电

话的作用成为了设计的关键。最终在传统电话机的基

础上，设置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类似 iPad 的液晶屏，

客人可以将其从电话机上取下，通过这个屏幕，客人

既可以拨打电话，查看和定制酒店内的各种服务，了

解周边的旅游资讯，也可以控制室内的灯光、窗帘、

空调、热水壶等，将这些原本孤立的产品以客房为单位

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系统，电话机成为这个系统的核心。 

3.3  系统重构的价值和意义 

系统是将孤立的事物按照特定的逻辑和结构重

新进行编辑，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独立的个体在

一个系统中能够更加安全、稳定、良性的发展。对于

一个产品来说，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一方面能够具

有比单一产品更强的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

产品能够依托系统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非遗的传承
和保护越来越得到国家以及社会的重视，也引起了越
来越多的高校的关注和思考。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发
展，笔者认为系统性的问题就必须放在社会大系统中
进行思考。中国有个成语叫安居乐业，安居的前提是

乐业，纵观中国的各大城市，存在着大量的外地务工
人员，这些人员基本上都是失业人员，所谓的“业”是
祖业、家业，也是产业、事业。这“业”的基础是产品，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些人都有独特的技艺，他们生产
的产品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在现代社会，由于
他们的产品脱离了当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所以他们也
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主业，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从
事他们并不擅长的工作，因此非遗的保护必须要从产
品抓起，通过工业设计的系统思维与方法，帮助和引
导非遗传承人利用独特的文化技艺以及当地的资源
去生产符合当代人们生活和精神需求的产品，让他们
在家门口就可以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这样，农村留
守儿童问题、孤寡老人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以
及铁路春运、城市人口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问题才会
得到解决。 

4   结语 

工业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系统思维是发现问
题并解决问题，它可以帮助人们理清事物间的复杂关
系，并通过特定的逻辑建立新的关系，构建新的系统，
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避免出现盲目和被动的局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产品理解的变化，工业设
计从早期解决具体的产品问题演变为解决环保、城
市、健康、养老、教育等社会性问题，虽然工业设计
所设计的领域日益复杂，但设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10]，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单一的设计学科必须通过建立
一个更加有效的系统，去整合能源、环境、传播、管
理、金融等诸多学科。这种共融、共享、共生的方式，
无疑成为互联网时代解决问题的基础，其在社会这个
大系统中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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