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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design culture so as to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in the new field of new retail. 
Based on the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methods, it was proposed that culture was the source of design culture and design 
was the theory of designing cultural flow. The contents of design, culture, and design culture and the functions of design 
culture were discussed. The basic category, theoretical system framework, main rol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esign 
culture were put forward. The design culture must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uch as 
new retail, promot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ccelerate design innovation, establish a big design concept and build a theo-
retical system of design culture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design cul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in new 
eras such as the new 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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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当今互联网

+产品服务领域的热点——新零售领域发展迅猛，广

义的新零售是新时期互联网联通现实世界的新入口。

狭义的讲，新零售是以大数据为基础，运用智能技术

以提高零售终端行业用户体验为目的，改造整个商品

零售行业的商业模式。目前，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企

业以互联网为载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等先进信息技术，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全过程

进行互联网+技术改造，实现线上提供智能服务、线

下无人体验和智慧物流系统有机融合。提高用户体验

是新零售的重要目的，不同社会的互联网和零售业都

有自己的鲜明特征。我国的互联网产品服务行业以

BAT 为代表，依托中华文化和世界多种文化的融合，

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面向世界的社会网络用户体验

特征，这些都需要设计。  
设计文化是用户体验设计的本源之一，好的用户

【选题策划：新零售服务下的用户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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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是离不开设计文化的。40 年来，随着经济崛起，

中国设计文化，特别是工业设计得到了大发展。天下

事物，追本溯源，其根均在文化，其发展在新文化。

文化复兴是国家之梦，继承创新优秀文化传统是设计

的根本出路、是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文化是设计文

化之源，设计是设计文化之流，抓住设计文化这个主

要矛盾，设计的其它问题应刃而解，这是科学的结论。

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

面、一切联系和“媒介”。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科学实

践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1  用户体验设计  

用户体验是“以人为本”设计的目标，是针对用

户的特定的情感和评价，用户的直接和间接感知和反应

通过与给定用户界面（UI）和交互过程。用户体验设计

是数字世界和人的情感联系的设计，是针对人与之交互

的 前沿设计。用户体验能更有效地区分品牌并提高其

产品服务的可用性，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 
用户体验设计要求现代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正确

语义的用户界面，在完成满足用户各种功能基础上还

会有各种用户各种背景因素，经过交流还会产生情感

和情感。这部分用户体验领域的研究涉及到了不同的

文化背景因素。一方面有世界化的共性问题，如苹果

手机的用户体验是跨文化的，另一方面西方的产品和

服务在阿拉伯地区不一定能获得好的用户体验。全球

化的用户体验设计，是需要建立在根据不同文化属性

进行广泛的用户调研基础上，为满足大多数人的产品

和服务需求的设计。本地化用户体验设计满足不同文

化和地域的人们的不同需求，需要考虑很多地域性文

化因素。在本地化用户体验设计中，不是简单的对全

球化用户体验设计的翻译，需要满足每个民族，不同

文化标记和语言期望的特点用户体验。我们需要了解

设计文化的定义、范畴和特点。  

2  设计  

成熟的概念一定会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义。广义

的设计是为目的的预先谋划、表现或其结果。设计学

就是关于设计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说。凡能

言说的，定是有限的，如此而已。同任意事物之概念

分类一样，用不同尺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于是按

通用的约定俗成法总结成设计系统表（局部），系统

成树状，表明设计分层次有支干，见图 1。  
 

 
 

图 1  设计谱系图 
Fig.1 Pedigree chart of design 

 
人们常用函数式示意工业设计： iD F H S y （ ， ， ， 

1 2l X N R i n ， ， ， , ）（ ，， , ），其中：D 是因变量，H
表示环境，S 表示生理，y 表示遗传，l 表示训练，X
表示心理，N 表示年龄，R 表示随机自变量。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信息地理系统、智能技术、

社会网络等先进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全面应用，

人们进入了云时代。关于设计，由于工业与信息深度

融合的带动，设计的发展必需随着云时代的要求而更

新，与之相适应，现代工业设计新模式——“云设计”
属学科前沿。设计的价值在于创新，而为了创新设计

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但其基本原理及规律却是遗传

基因，属于设计的共性。诸如技术与艺术结合、科学

与美学合一、形态与功能一致等。现行设计技术与实

践缺乏创新是 重要的问题。只有创新特别是原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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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缺少的关键问题。  

3  文化   

《现代汉语词典》定义广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

发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狭义文化则特指精神财富，即常与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并称的文化。关于文化是人类研究 多而又

知之甚少的领域之一。人们认为文化是相对于自然

的，如在人类社会尚未出现之前的史前自然，是完全

非人工、人为与人类毫无关涉的物理世界，及至宇宙

混沌初开时也是有实无名的。文化之名始于何时，众

说纷纭尚无定论，但可推想出从有实无名到有实有名

时期必经过漫长时间，宇宙万物皆如此，人类认识宇

宙是永恒的，至今被认识而命名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 
 
 

己。人类历史是短暂的，然而文化却包罗万象，是无

量的。文化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艺术、宗教、

哲学、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儒家、道德经、红

楼梦、功夫、京戏、茶、汽车、卫星、钮扣、舰船、

影视、动漫和风俗习惯等等。有人统计，仅文化定义，

从 1871 年到 1951 年的 80 年间，就出现了 164 种，

至今仍无达到共认。如前所述，在文化概念出现之前，

是一个漫长的有实无名期，而命名之后才进入名符其

实期，这是一段基因遗传与变异的过程。人类文化历

久弥新，独中华文化连续五千年从未中断，博大精深，

在经受了近代的磨难后，文明型的中国迎来崛起、超

越与复兴的新时代。  
笔者按普适的约定俗成法构建出文化系统图（部

分），系统图成树状结构，按层次分支干，见图 2。  

 
 

图 2  文化谱系图 
Fig.2 Pedigree chart of culture 

 
文化特性主要是人为性与群体性、普通性与多样

性、继成性与变异性、功能性与系统性等。有关设计
文化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应是设计文化学
研究的范畴。  

4  设计文化   

所谓设计文化，就是设计的或具有设计属性的文
化。设计文化就是文化整体的设计部分、方面或子系
统。一般来说，设计主要是指明相对别类子文化的个
性、特殊性，设计文化则侧重说明设计的文化归属、
本质属性、共性、普遍性，如同器物与器物文化一样。  

5  设计文化的作用   

设计文化属于文化的子系统，具有文化的共性，

即具有文化的一般目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又具有

别的子文化所没有的特殊性，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

用。从整体上看，设计文化主要是处于生产制造（作）

文化前期、高端或顶层从事构思、创意为主的概念方

案创新设计，并兼顾制造（作及谋划）应用服务文化

全（寿命周期）过程的系统综合设计，负责新文化创

造。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竞争的

成败，无一不依赖文化的強弱、优劣与进退。所谓软实

力，即文化与文明的程度，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魂魄。

文化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一个

国家综合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作为文化发展动

力和手段的设计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也就不言自明了。  

5.1  产品制造的核心方法  

人类做事造物的第一道工序就是“设计”，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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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的根本方法。制造产品或制作作品的程序是

设计—制造或制作—使用或观看—再设计，从人类制

作的第一根木棍、石刀到蒸汽机再到电脑和手机等人

类衣食住行用的物品都是人类的设计制造物。我国由

于科技基础薄弱，影响自主创新设计产品占比较低，

产品附加值低。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设计

文化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是助推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初始多

为理论思想或创意构思等非实物形态即非现实生产

力，尚需要设计成可生产制造或可制作的方案，再经

过生产制造的全过程，才能变成现实物品即现实财

富，供人们应用。其次，设计能推进科技创新。我国

由于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低，设计技术创新能力弱，致

使许多科研成果（特别是髙校的）滞留在文档里过期

失效，浪费惊人，制约了创新。绿色、智能、网络、

集成和和谐等先进设计技术能加速科技创新，解决核

心技术缺少的瓶颈问题。现行设计技术与实践缺乏创

新是 重要的问题，必须进行设计创新，提高设计竞

争能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设计之路。  

5.2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引擎  

工业制造业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支柱产业。
凡实用的人造物品都是先研发设计—后加工制造—
先经总检试验—后到少量试生产—终于服务应用的。
我国的生产制造业由于长期处于跟踪模仿，导致制造
业大而不強，背离了经济崛起与文化复兴的战略需
求，面对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利润空间逐渐压缩
的市场竞争，我国人均生产率低下，难以摆脱低端、
无序、恶性竞争。因此必须实施制造向创造、速度向
质量、产品向品牌“三个转变”战略，用创新设计引领
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快速全面从量的扩张向质
的升级方向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激发内生动力。
充分发挥设计火车头的杠杆作用。  

5.3  科技创新的孵化器  

面对云时代，基于 CAID、云计算面向云制造的
云设计也是创新设计发展的新趋势。创新设计是新时
代的中国设计，它定会创新制造，引领世界。  

5.4  设计进化的原动力  

经济的转型，文化的复兴，推动设计也转型升级
了，设计 3.0 就是工业设计转型进化的升级版。创新
设计或称大设计是诸种设计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创新
设计主要是面向先进制造，集成绿色、智能、全球网
络、个性，剧烈地国际竞争导致必须强化产品的设计
文化属性。 

5.5  发展方式转型的利器  

设计文化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有力武器。所谓

发展方式转型就是走资源消耗小、科技含量髙、环境

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如通过技术改造、减少排

放，用清洁能源，建立新型工业，创新管理方式，降

低成本等。转型就是创新，设计能强力推动转型，设

计文化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重器。  

5.6  精神文化革新的桥梁  

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灵魂，设计是创造文化的

文化，设计文化是新文化有机的增生剂。中西优秀的

传统文化是新文化之源本、基因，是中华崛起复兴的

根本。设计就是继承文化传统，创造新文化的大熔炉。

时势造英雄是无言的设计，英雄造时势是有形的创

新。继承创新传统文化，创建设计新文化的总方针应

当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这需要民族的文化自觉、自新和自强，创造中华新文

化，这是历史的昭示，民族的抉择。新文化体系见图 3。  
 

 
 

图 3  新文化体系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new cultural system 

 

5.7  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园地  

科教兴国战略揭示文化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兴亡，

人力与人才的强弱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

问题。青少年强即国家强，教育决定着青少年素质的

优劣，关系着国家的软实力大小，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设计文化构成第二自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精

神风貌，默默地规定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设计教育

是造就德才兼备设计人材的摇篮，设计文化构成了文

化教育广大的新天地。为培养新的用户以及设计师奠

定教育的基础。  

5.8  科学管理改革的新艺术  

管理与设计犹如经济腾飞的两个翅膀，缺一不

可。设计文化既是被管理的对象也是管理的必要手

段。在一定条件下设计艺术就是管理艺术，如解放战

争三大战役的运筹和苹果手机的设计制造，皆可称为

设计管理艺术。现代管理的本质是社会群体的协调活

动，是文化自觉、管理艺术化的践行，是新文化的缔

造过程。设计管理艺术是创新文化的髙速轨道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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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人类理想之梦的天梯。  

6  结语   

用户体验设计面向全球化进行产品服务设计，而

且需要进行本地化设计。如何处理好设计文化的要

素，是用户体验设计必须面对的问题。设计回归为文

化要素，形成设计文化，驱动文化创新，是历史逻辑

的必然。致广大而尽精微，事物只有放到大文化的大

背景下观察分析，才能揭示其庐山真面目。设计文化

必须顺应发展转型需求，发扬文化自觉，加速设计创

新，树立大设计观念；建立设计文化理论体系，创建

设计文化学学科，撰写设计文化学专著，开设设计文

化学课程，努力作到文化观念导向、政策措施保障、

人才培养优先、产业目标实现。设计创新，创新设计，

创立新时代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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