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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后工业时代背景下，设计越来越重视用户的情感和体验价值。设计师作为制造幸福的主体，
有必要审视自身的幸福感状况，寻求提升幸福感的途径。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分析设计师
在工作中的情感需求和行为特点，归纳并总结在职场中提升设计师幸福感的措施和方法。结论 建立共
情的思维模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开放的学习空间，建立自我提升的平台等方法，可以提升设计师
的工作幸福感和实现价值。通过对相关因素的分析和总结，为提升设计师工作幸福感和完善以人为本的
设计公司的企业文化，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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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Method for Promoting Designers' Well-being 

ZHU Xi 
(Shanghai Institute of Visual Art,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 desig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r's emotion and experience 

value. Therefore, the designers as the subject to provide well-being need to study their own well-being. Through ques-

tionnaire survey and case study,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needs of designers duringwork were analyzed, and the ac-

tion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designers in the workplace were summarized. Such as establishing empa-

thy thinking mode, creating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open learning space and building self-improvement platform 

can enhance the value realization and working well-being of design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relevant 

factors, new ideas are provided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designers and improving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hu-

man-oriented design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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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是创作者，在为他人设计幸福的同时，如
何审视自己的工作状态、情绪感受和幸福程度，其实
非常重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幸福感的设计师，能做
出具有幸福感的设计。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鲜有
涉及设计师幸福感状况的研究，因此，准备通过实地
调研和案例分析，来探寻影响设计师幸福感的因素，
研究提升设计师幸福感的方法。 

1  研究背景 

1.1  消费者的幸福感需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从以制造为导向的工业社会，逐步走向
以服务为导向的后工业社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
尼·贝尔，在他 1973 年所著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一书中，就指出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和过
渡中，所经历的 4 个阶段：第一阶段，生产辅助性服
务业（如能源、物流等）快速增长，相对应的非制造
业蓝领劳动力激增；第二阶段，大规模消费的发展，
销售、房地产、金融保险等传统服务业快速发展，并
伴随着白领阶层的持续增长；第三阶段，在个人消费
中，食品消费不断下降，耐用消费品（如住房、交通、
服装等）以及奢侈品、健康、旅游、娱乐、教育培训
等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针对个性化的服务机构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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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展；第四阶段，人们对服务提出了更多的社会

化需求，政府介入的环境、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开

始完善发展并不断壮大[1]。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

结构从制造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传统制造业大规

模缩减，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竞争从原来的产品竞

争、品牌竞争，逐步走向服务竞争。人们的消费需求

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即从最初的生存需求逐渐向发

展需求转变。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产品的质量和功

能等物质上的使用价值，而开始追求并更加关注情感

和精神层面的价值，譬如跟随流行趋势和品牌，注重

服务和体验的品质，提升生活品位和幸福感。 

与之对应，设计也开始寻找新的定位。设计的目

的不仅仅局限于创造一个有形物的解决方案，而是通

过向用户提供愉悦的、有价值的、有道德的完整体验

和服务系统，来提升用户的幸福感，即形成这样一个

设计链：产品—体验—服务—满意。越来越多的设计

师已经意识到设计和产品不仅要给用户带来功能与

使用价值，更要带来服务与感知价值。以前是可用、

易用、好用，现在是适用、享用，让用户感到愉悦、

美感和幸福，因此设计的幸福感来源于“以人为本”的

设计思想，以幸福体验作为终极的设计目标，它包括

了设计师的幸福与消费者的幸福[2]。 

1.2  设计师的幸福感需求 

在大消费时代，当人们对质量和功能的需求已经

基本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幸福

感的追求。而消费者所追求的幸福是存在于人类潜意

识里的一种积极、令人愉悦的状态，很难用具体的形

式来表述。设计师只有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理解用户

的感受，并通过研究他们的生活经历来寻找设计的关

键要素，从而唤醒使用者潜意识中的情感。设计师有

时候要把自己当成消费者，体验使用的感受和情绪，

有时候又要跳出来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整个设计。在

这个过程中，设计师自身的情绪和感受也变得尤其重

要。只有懂得幸福、充满正能量的设计师，才能创造

出充满幸福感的设计。那么，现在设计师的工作状态

究竟怎么样？幸福感状态如何？以及如何提升设计

师的幸福感？这些就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2  设计师幸福感模型 

2.1  幸福感的两个层面 

从心理学研究角度来看，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

验。这种体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

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的心理感受。

作为一种体验，幸福感有认知的部分，也有情感的部

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

价，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

主观的体验，它有主观性、整体性、稳定性和相对性

等特点[3]。 

幸福感对人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需

求，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基础和前提，对人

们的生活和精神健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4]。它包

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其范畴一般

是指，为享受舒适和美好生活所提供的物质保障及其

带来的快乐与满足感；还有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满足

感，也称之为心理幸福感，这种幸福感被看作是生活

在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最佳潜能的状态[5]，其范畴包括

认知情感和正面情绪。这种正面情绪（如开心、快乐、

愉悦等），可以为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持久、强

劲的动力[6]。 

2.2  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模型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物质层面的幸福感受现有的

生活环境影响较大，而精神层面的幸福感主要和自我

控制能力有关，两者之间可以继续细化分层，这些层

次概念上有相互重叠和相互补充的共生部分[7]。如果

从需求层次进行考虑，参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将设计师工作中的幸福感细分为 5 个层次：生理幸福

感、情绪幸福感、社交幸福感、求知幸福感和精神幸

福感。这 5 个层次自下而上，从幸福感的生理和物质

层面，逐步向幸福感的心理和精神层面发展[8]，构成

了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结构。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模

型见图 1。 
 

 
 

图 1  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模型 
Fig.1 Connotation and hierarchical model of well-being 

 

3  关于设计师幸福感的调查和分析 

3.1  问卷调研 

参考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模型，针对上海及周边

江浙地区的艺术设计工作者，就工作中的幸福感进行

了调研。调研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设计师的工作现状，

幸福感的自我评价和情绪感受，从而为提高设计师幸

福感的方法，提供可靠的依据。调研对象是上海及周

边江浙地区的设计师，他们从事的设计工作包括设计

咨询、产品设计、用户体验、交互设计、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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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就职的公司类型包括国

际设计公司、本土设计公司、企业设计部、个人工作

室等。调研方法使用问卷调研，采用电子邮件和现场

问答等方式进行发放，回收有效问卷 40 份。 

调研内容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工作状况、情绪

感受、幸福指数自我评价等。主要调研性别、年龄、

参加工作年限、自我幸福感评价、收入等物质条件和

幸福感的关联，如对工作状态和人际关系的表述，对

工作前途和自我发展的看法，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

素，对幸福感的情绪描述，感到幸福或产生正面情绪

的原因，对不幸福的情绪描述，感到不幸福或产生负

面情绪的原因，对于提高未来幸福度的规划等。 

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整理出以下结论。 

1）关于物质条件（如工资收入和福利等）和幸

福感的关联性的提问，选择非常关联（65%）、一般

关联（25%）、很少关联（10%）、没有关联（0%），

而选择一般关联和很少关联的对象都是较高收入者。

可见，物质条件是幸福感的基础和基本保障，一开始

两者是正相关，但随着物质条件的增长，和幸福感的

相关性逐渐减弱，最后趋于平稳。一般来说，物质条

件带来的幸福感持续时间比较短暂。 

2）关于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的问题（可多选），

回答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70%）、自我发展（55%）、

情绪调节（45%）等。可以看到，情绪、人际关系、

自我发展等因素和幸福感评价，呈现持续的正相关的

关系，即正面情绪越多越持久，人际关系越好，自我

发展越明确，自身幸福感评价越高；反之，负面情绪

越多越持续，人际关系越差，自我发展越迷茫，自身

幸福感评价越低。 

3）关于幸福或不幸福的来源，提到感到幸福或

产生正面情绪的原因包括客户认可、好的人际关系、

完成项目、学习、涨工资；而感到不幸福或产生负面

情绪的原因包括加班、压力、扣奖金、沟通障碍、重

复劳动（如一直改图）、前途迷茫。根据以上词汇，

构建设计师工作中幸福感的知觉图谱，见图 2。 
 

 
 

图 2  设计师工作中幸福感的知觉图谱 
Fig.2 Designer's perceptual map of well-being duringwork 

大部分调研对象的情绪知觉比较焦虑、不幸福，

集中在负面情绪偏精神层面的区域，即图 2 中的 A

区，同时也有部分调研对象的情绪知觉比较快乐、积

极和幸福，集中在正面情绪偏精神层面的区域，即图

2 中的 B 区，这两个区域的特征具有典型性。为深入

调研这两种类型样本的工作状态、情绪感受和影响 

幸福感的因素，采用案例研究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

研究。 

3.2  案例研究 

基于问卷调研的初步总结，设定两个典型的样本

（样本 A 和样本 B，特征对应图 2 中的 A 区和 B 区），

采用案例研究法针对这两个样本开展第二轮调研。案

例研究法适用于研究活动的探索阶段[9]。调研方式包

括通过实地观察和个人访谈，主要研究影响设计师幸

福感和情绪感受的因素，并通过对比两种典型样本的

共同点和差异点，寻找提升设计师幸福感的方法。 

样本 A 的基本信息如下：产品设计师，设计项

目负责人，男，32 岁，就职于上海地区某本土设计

公司，在该公司工作 6 年，月薪 15 000~20 000 元，

专业背景为产品设计。 

以下是样本 A 的一天工作状况和情绪描绘。 

9:00—12:00，梳理一天工作日程；接到长期合作的客

户的改稿邮件，为确保沟通顺畅又通了电话；组织团

队成员谈论对应方案，下达项目任务；检查其他项目

的进展情况；回桌面继续完成自己负责的项目。中午

在公司休息区和同事一起吃工作餐，一天里短暂的快

乐时光。13:30—17:30，开会向总监汇报明天出差向

新客户提案的事宜，检查准备情况；继续改稿；下午

茶后辅导新员工；看一下上午项目的进展，退回调整，

有些焦虑。晚上加班到 21:00，结束紧张而又忙碌的

一天。样本 A 的幸福感自我认知评价为1（赋值从

不幸福到幸福3~+3）；对物质条件基本满意，涨工资

当然开心，不过持续时间不长；最大的焦虑是对未来

的不确定，没有学习和充电的时间、机会。样本 A

的幸福感见表 1。 

样本 B 的基本信息如下：用户体验设计师，男，

30 岁，就职于某国际设计咨询公司上海分公司，在

该公司工作 2 年，月薪 20 000~25 000，专业背景为

工业设计。 

以下是样本 B 的一天工作状况和情绪描绘。

9:00—10:00 到达公司，梳理一天的工作日程；和客

户确认沟通时间；召集小组讨论自己负责的项目；参

加同事开发的项目，地点在公司的开放讨论区，结合

茶歇时间，气氛热烈；准备下午和新客户的会面材料。

13:00 在公司的开放式厨房，与同事们一起简单地制

作和分享食物。下午和客户会面，同时一起考察市场，

用自己的方法和客户进行分享，又做了用户研究，虽

然和客户沟通得不错，客户也理解并基本认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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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客户仍希望增加些新的方案进行对比。18:00 是

一位同事的项目分享沙龙，赶回公司和更多的人进行

交流，期间解答了一位设计学生的困惑，因未完成工

作，加班到 22:00，结束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天。样本

B 的幸福感自我认知评价为＋2（赋值从不幸福到幸

福3~+3），对物质条件基本满意，涨工资当然开心，

不过能理性对待，能力涨了身价自然涨；最开心的是

从同事那里学到了新事物，帮到了一位学生。样本 B

的幸福感见表 2。 

 
表 1  样本 A 的幸福感 

Tab.1 Sample A's well-being scale 

列举有正面情绪 

（感到快乐、幸福等）的五件事 

自我情绪感受

（3~+3） 

1. 得到客户高度的认可 +2 

2. 业绩突出，获得奖励 +2 

3. 专业能力被人赞扬 +2 

4. 和同事关系融洽 +1 

5. 公司工作环境好 +1 

列举有负面情绪 

（感到沮丧、焦虑等）的五件事 
 

1. 自我前途迷茫 3 

2. 工作重复，一成不变 3 

3. 和别人沟通不畅 2 

4. 加班 2 

5. 方案被拒 1 

 
表 2  样本 B 的幸福感 

Tab.2 Sample B's well-being scale 

列举有正面情绪 

（感到快乐、幸福等）的五件事 

自我情绪感受

（3~+3） 

1. 通过交流，学习新思维和新事物 +3 

2. 帮助别人 +3 

3. 被人认可，被人赞扬 +2 

4. 和同事关系融洽 +2 

5. 公司工作环境好 +2 

列举有负面情绪 

（感到沮丧、焦虑等）的五件事 
 

1. 知识面过于专一，拓展不够 2 

2. 担心被超越 2 

3. 方案调整 1 

4. 加班 1 

5. 沟通有时不顺畅 1 

 
通过案例研究和样本对比发现：物质层面的幸福

感较为短暂，在每天的幸福感中权重较小；影响幸福

感的最重要因子，包括情绪、沟通、环境、学习等；

对于这些因子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带来完全不同

的幸福感受。 

4  提升设计师幸福感的方法 

根据上述研究，并结合幸福感的内涵和分层模

型，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物质条件等因子对设计师

的日常幸福感的影响不大或不持久，自我价值实现等

因子属于个人精神层面，因此不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

因子。本文主要研究的范围是介于幸福感的物质层面

和精神层面之间的共生区，包括情绪幸福感、社交幸

福感和求知幸福感等。可以通过建立共情的思维模

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空间、构建开放的学习和自

我提升的平台等方法，提升设计师的幸福感。 

4.1  建立共情的思维模式 

共情，又叫同理心，即感觉或代入式地体验他人

的情绪和想法，从而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10]。斯坦

福大学 D-school 在原来设计流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共

情部分，并成为了设计思维中的重要因子。在设计中，

设计师需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想法和行

为，从而让设计师深刻理解用户，且保证设计的客观

性[11]。通过共情的思维模式，可以提高设计师的自我

认知、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善于倾听以及表达尊重

等方面的能力，有效地提高和客户、团队的沟通能效，

有利于事物的积极发展，所带来的愉悦、和谐等正面

情绪不断积累，大大提升了设计师的幸福感。 

4.2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空间 

自从 2005 年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公司总部重

新装修了办公空间，建筑师克莱夫·威尔金森（CLIVE 

W）采用了类似社区的设计风格，在保留了一部分私

人空间的基础上，打造了大量公共空间和透明的小会

议室。从此，协作型、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开始风靡全

球。另一家创新公司 WeWork，根据人们在不同时期

的不同需求，更是提出了共享办公中心的概念，推广

了共享办公桌和公共休息区，同时配备共享会议室和

高度私密的个人空间[12]。虽然实际上大大压缩了整体

的办公空间，但是反而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开放式

的办公布局有助于鼓励团队之间进行互动，保持员工

工作进程的同步，尤其对于创造型公司来说，非常有

效。协作型、开放式的工作环境，已经影响和改变了

许多公司的企业文化。 

还有，在高层办公楼里超长时间工作之后，回到

高层住宅楼或公寓中休息，这种长时间和自然隔绝的

生活方式，会对生理和心理造成损伤[13]。近几年来，

绿化和智能空间的结合成为趋势，不仅能大大降低能

耗，而且使工作空间更加自然和人性化。 

4.3  构建开放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平台 

正如哈特穆特·艾斯林格在他的《前瞻设计》一

书中提到的，设计师不仅仅是创造工业生产的开端，

还是预测甚至模拟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确保最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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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用户体验，同时必须具备梦幻般的想象力和

广泛的综合能力[14]。未来的设计师需要有创造力和多

维度思考力，同时既具备纵向专业能力和经验，又具

备横向拓展性和思维灵活度的 T 型人才。 

越来越多的创新设计公司重视设计师的学习力

和成长性。在小米的生态链模式中，设计师被赋予了

新的角色：设计师同时也是产品甲方。让设计师从产

品定义到产品设计再到成本控制，整个过程里都有很

高的话语权。在商业实战中，设计师的知识结构与服

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著名国际设计咨询公司

IDEO，整合不同能力、经验、行业背景的设计师，

和客户共同解决生态系统的问题。这种系统性问题的

解决，需要有创新的领导力、多领域的设计合作，为

此，IDEO 提倡“自下而上”的企业文化，让每一个

设计师都乐于和大家分享独特的经验和个性思想，

IDEO 有一个名为"Under the Influence"的沙龙，就是

设计师用分享故事的方式，展现公司影响个人职业发

展的历程。活动邀请设计圈的朋友参加，这样可以很

自然地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系。IDEO 所做的就是让设

计师开心工作，喜欢自己的工作环境，从而激发设计

师最大的能力。 

5  结语 

影响设计师幸福感的因素众多而且复杂，通过调

查和案例研究，寻找出最重要的因子，包括情绪、沟

通、环境、学习等，这些因子和设计师的幸福感是正

相关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共情的思维模式、创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空间、构建开放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平

台等方法，提升设计师的幸福感。设计公司需要经常

关注设计师的情绪感受，打造幸福的企业文化，毕竟

人才是公司最宝贵的核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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