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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in product system design and to consider the context 
and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making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theory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The theories, core ideas and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in system design and product 
system design were sorted out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 three-level hierarchy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was built up at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The main methods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were summa-
rized and proposed. The architecture of concept, design, engineering and evaluation in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i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ssues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dem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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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中乐寓自

然、取物有节的思想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可见春秋时

期我国就已树立适度索取、协调发展的理念。柏拉图

在《克里底亚篇》中以阿蒂卡森林消失一事指出人类

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并对人与自然应有的合理关

系展开讨论。在古时，资源消耗的压力相对较小，但

人口的聚集行为及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势，必也

会对当地生态体系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一些朴素的可

持续思想已经得以形成和发展。 

关于可持续设计的概念萌发于 20 世纪 60 年代；

1963 年，帕卡德（Packard）开始批评现代的、不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且建议作出改变。1971 年美国

设计师帕帕奈克（Papanek）出版了《为真实世界而

设计》，强烈批判纯粹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设计，提

倡设计师摒弃花哨的、不安全的、不成熟的、无用的

产品，节制地使用有限资源，担负起理性设计的责任[1]。

1987 年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一词，

并定义为“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

【专题：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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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且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发展模式”[2]。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绿色革命兴起，可持续的潮流几乎与此同

时得到更进一步发展；1990 年曼梓尼（Manzini）等

学者开始号召进行激进的设计改革；这股浪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持续升温，并将可持续设计的理念

在 21 世纪初广泛传播开来。 
目前学术界暂未形成统一的“可持续设计”定义[3]；

在相关理论中，曼梓尼与梁町共同给出的阐释影响

为广泛。“可持续设计是一种构建及开发可持续解决

方案的策略设计活动，它利用系统式的产品与服务整

合和企划，以效用和服务去取代物质产品为 终目  
的[4]。”要超越产品的物质化层面，必须从系统的角

度分析设计，扩大体验、服务、共享等在经济层面的

占比，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和占有，从而实现向可持续

的转变。当前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攫取速度前所未

有，设计策略的构建全面涉及经济、社会、环境、道

德等多个方面；并且在全球化浪潮下，不同国家和地

区应当考虑到本土文化的可持续性。从环境资源到社

会文化，可持续理念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联合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提 出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已成为引导未来世

界发展的核心指南，这一目标不仅仅是一种责任，还

同时被视为 大的机遇；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应当以

一种基于新的组织模式及消费行为的体系来促进社

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1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研究现状 

1.1  系统设计与产品系统设计 

随着各学科及产业领域的交叉融合，产品呈复杂

化发展；为了调和不同领域子系统间不可预测的功能

耦合、交叠甚至冲突，文件驱动的系统设计于 20 世

纪 40 年代应运而生[5]。但随着系统复杂性的不断攀

升，基于文件的系统工程难以满足设计要求；基于模

型的系统工程（Model- 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 
MBSE）成为产品系统设计的新方法[6-7]，它从需求入

手通过模型的迭代、优化来进行更为复杂的系统设计[8-9]，

并以形式化的模型推演来明晰产品定位及方案筛选。

通过构建系统模型来解决越发多变的系统设计成为

了业界研究重点，并分别演化出了通用系统建模法[10]、

并行系统建模法[11]、基于对象-过程[12]的系统建模法、

基于状态分析的系统建模法等方法[13]。当前对于复杂

产品系统的建模理论研究正在深入，以期创造更为系

统、全面的模型构建理论。 
产品的系统观主要强调的是设计学作为学科的

科学理性，通过系统的方法、工具和体系，科学地进

行设计方案的制订和抉择。产品系统设计从全局出发

将各组成部分看作是子系统或要素，通过整合建立起

相互之间有机联系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的有机关系[14]。

王昀[15]等学者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将产

品系统设计进行了划分和拓展：面向工业与产业的产

品系统设计、面向服务与产业的产品系统设计、面向

城市与产业的产品系统设计。第一类更接近传统工业

设计或工业产品设计概念，可称为狭义的产品系统设

计；第二类转向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产品+服务”

的模式，也被称为广义的产品系统设计或产品服务系

统设计；第三类跨越到城市产业问题，以产品系统助

力城市发展并推动城市的智慧化转变。目前，不断有

学者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可持续的产品服务系统

设计研究；Sakao 等人[16]尝试使用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sis，BDA）改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和交付

流程，以发挥产品服务系统在环境可持续领域的重要

作用；Yin D[17]从生态系统角度采用三阶模糊 ANP-QFD
模型，来确定产品服务系统内的利益相关者，以改善

产品服务系统的性能。 

1.2  产品系统设计中的可持续理念 

可持续设计的核心就是要立足于系统设计，见图
1，探讨产品与人、环境等的系统关系以及产品系统
内部层面的相互协调关系；将可持续的理念根植于产
品系统，对消费观念进行良好引导，以期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1.2.1  产品生命周期与环境影响 

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PLC）设计
缘起于生态设计阶段，是一种干预产品从开发到废弃
全过程的系统设计，包含设计、制造、使用、维护、
回收、废弃六个阶段。产品生命周期设计以减少或消
除产品的整个系统过程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目标，以

少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系统的全部功能。在确保产品
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中，设计决策过程对于各维度的
均衡考虑存在局限性；Taddes 等人[18]通过广泛的文
献审查和评估， 终确定了包含二十九个环境维度、 

 

 
 

图 1  以系统设计为核心的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 
Fig.1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design based on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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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经济维度和三十个社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指标清单，以期提高生命周期设计的稳健性。在产品

实 际 开 发 设 计 过 程 中 ， 设 计 变 更 频 繁 发 生 ， Jian 
Zhang[19]基于产品规格和设计参数间之间的依赖关系

和相关性分析，提出了一种系统设计变更决策方法，

用以减少设计变更对于产品系统生命周期性能的影响。 

1.2.2  面向生态效益的系统设计 

Stahel[20]指出了传统产品销售供应模式中产品生

命周期设计的标准会阻碍系统创新；为提高系统的创

新性，需要对标准适当拓展。面向生态效益的系统设

计从系统创新的角度，以两种方式对生产和服务系统

做出改变；一是将系统作为综合的产品和服务以协同

满足用户需求，这个方向重点关注参与价值链的社会

经济行为者之间可能的合作关系的生态效益；二是将

系统作为开放的人工生态体系，将废弃物和排放减到

小。 
面向生态效益的系统设计仍遵循生命周期设计

的基本原则[21]，在产品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不一

定都能获得与其经济利益一致的生态效益；因此该系

统设计要求不同参与者的新型关系，也要被纳入设计

范围及可持续设计的范畴。 

2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的三个层次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的核心在于系统设计，统筹

宏观环境（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与微

观产品的体系，将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相互融合、综

合优化。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目标是为了长远的可持

续发展，也应促进生态效益与社会幸福。由此可持续

产品系统设计可从三个层面解读（见图 2）：微观层

面关注的是设计材料的固有属性，如材料的回收与再

生属性，直接决定了设计物本身的可持续性，自然材

料的可持续性是整个设计活动的基础；中观层面更贴 
 

 
 

图 2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层次体系 
Fig.2  Design hierarchy system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近用户本身，关注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提供面

向环境友好并尊重生活方式的产品及服务，以新商业

及服务模式创造属于大众的社会幸福，平衡社会发展

质量与生态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宏观层面侧重于社

会公平及社会创新，通过社会创新设计系统地调动社

会分散资源（例如创造力、技能、知识和企业家），

使其成为可持续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有力驱动，促

进社会和谐与公平，从战略角度为中观层面制定服务

目标，为微观层面引领方向。 

2.1  微观层面关注传统自然再生材料的设计应用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材料质量与类型的
选择有重要决定权，可持续性高的材料不仅能减少不
利因素、降低风险，还可以节约能源、资源。材料的
选择要均衡考虑回收、再利用、处理成本、可降解性、
运输成本等，设计师须根据解决方案的需求了解不同
材料的各种可能性，做出更好的选择。 

以竹材料为代表的自然材料的设计应用在可持
续领域反响良好，而复合材料技术的发展使其用途更
加广泛。竹纤维以其低成本、低密度、高强度等优良
特性，可用于替代玻璃纤维等材料，并且正在尝试与
不同基质材料进行复合，进行更多的功能拓展[22]。 

刘夏清 [23]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了原材料功能置
换、叠加、延伸等三种利用原材料原始形态的设计方
法，以及原材料的拆散在整合、变形与重塑、多材料
合成等改变材料原始形态的设计方法。如路虎揽胜星
脉内饰座椅，采用了由英国当地羊毛制成的混纺材
料、软触性材料和回收塑料瓶共同制作的 Miko 麂皮
布，以再生的方式产生更具可持续性和可靠性的材料。 

2.2  中观层面探索面向环境友好并尊重生活方式的
产品与服务系统设计 

生态问题促成了社会行为的新定义，需要开发易
于被社会接纳的产品服务系统来改变消费者的文化
和行为惯性，促进生产系统的能力提升；协同用户行
为与设计、环境等各要素，为所提出的产品、服务和
传达提供一致性和预见性。以产品服务系统架构可持
续解决方案是当今应用 广泛的模式，其由价值网
络、科技设施和管理组织三个部分构成，通过整合服
务来满足消费需求[24]。 

何人可 [26]通过对国内外多地区的可持续设计案
例分析，提炼出了地域性品牌以设计为导向的可持续
创新方法，构建了以设计文化为主导的组织生态系
统；运用设计思维整合地域性资源，再根据目标用户
需求驱动产品创新。曹媛[25]从运作独立性、关键业务、
发展模式、价值体现和融入性五个方面，系统地探究
了地域性公益品牌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创新方法，并构
建公益品牌商业模式内容的创新方法。梁町和童慧明[27]

等人从中国的交通和食物消费案例入手，从“修整”
到“反思”，提出了五种与产品服务系统整合相关的
战略，包括减少生产冲击、提高产品效率、提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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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减少消费冲击、提高生活质量等。 

2.3  宏观层面强调社会公平与社会创新的可持续设计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了社会文明，以技术、
管理创新为先导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丰富的
物质文明，但这一硕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精神文明，因
此要求进行社会创新以此实现社会文明的平衡。即通
过特定的设计活动为未来的社会和生活方式构建新
的场景与蓝图，探索一种新的可能，为未来的政策和
实践提供知识参考并以此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曼梓尼将未来的、社会创新性的模式描述为“绿
色的、社会化的以及网络化的”发展方向。钟芳 [28]

通过阐释“设计”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强调从普
通人的创新积累中获得社会创新，从而让设计更好地
服务大众。于东玖[29]探讨了社会价值导向的四种可持
续创新和设计策略与方法，包括考虑产品使用性的设
计策略、技术志向的先行设计策略、为社会底层群众
而设计的策略和为老龄化社会而设计的策略，以此提
升产品系统的社会创新性与价值。 

3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的方法 

设计师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实现可持续目
标的方法和工具，并将其运用在产品系统设计的流程
中。这些方法和工具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从可持续性的观点出发，为正在开发的项目提出改进
措施；评估现有的系统，确认设计的优先级；为设计
决策提供导向，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包括了产品系统
设计的原则制定，及对产品生命周期考量与设计策略
分析等。随着相关学科或理论的发展迭代，设计师还
需要基于可持续的理念，为新的挑战设计更适当的方法。 

3.1  原则制定 

在探寻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方法的过程中，为使
企业成本 小化而产生的 3R 循环经济原则率先被应
用。3R 原则即“Reduce”、“Reuse”和“Recycle”。
通过引入“Regeneration”（再生）形成的 4R 原则，
着眼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3R”、“4R”可总结
为减量化、循环利用、无害化[30]。基于 3R 原则，不
断有专家学者基于时代和其专业领域特征，试图扩充
其内涵和边界。李兆前[31]通过分析部分地区推进循环
经济法的实践经历，从政策层面增加了资源再配置
（Relocate）和无害化储藏（Restore）组成的现代循
环经济新 5R 原则；将循环经济原则从企业层面推进
到地方区域。设计师遵循这些原则，进行定性设计，
在方案开发阶段具有较大优势。 

3.2  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作为一种影响甚广的环境管理分析方法，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至今成为了一个系统性识别和量
化产品系统全生命周期环境负荷的重要工具[32]。生命

周期分析要求设计人员从区域乃至全球的视野下考
虑问题，通过定量评估来选择环境更为友好和可持续
的系统方案。 

生命周期分析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阶段任务：确定
分析的目标和范围，建立盘查清单，定量和定性地分
析清单中各个重要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以及对分析
结果进行综合处理[33]。生命周期分析是评估解决方案
的精准机制，尽管通过定量分析法耗资耗时，但它能
对原料和能源消耗进行 准确、有效的评估。郑玲等
人[34]通过生命周期成本（LCC）与生命周期评价协同，
构建了集成模型，提高了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收集的效
率并且扩大了分析范围。 

3.3  仿生及生态化设计 

自然生产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优胜劣汰，反复
更迭，其精巧程度人类难以想象。仿生学框架的奠基
人珍妮·班耶斯（Janine Benyus）指出了自然方法既高
效又更具可持续性，并且不会产生废物排放。从自然
中获取灵感与方法，探寻新的材料与工艺，可以指导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之路。通过学习和研究自然界生产
和发展规律，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材料、结构和
解决问题的服务方式与手段，通过对比学习来重新审
视和优化现有设计与开发流程[35]。Carl Hastrich 与仿
生设计咨询公司合作开发的螺旋型设计（Spiral De-
sign），作为仿生学技术在开发生产工艺方面的应用，
从仿生学角度大致描述了目前设计生产工艺的过程[36]。
螺旋设计通过调整设计流程，将其转化为与之相似的
生物过程，从而提升产品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不必
要的浪费。在工业设计中，仿生设计被视为一门涵盖
生物、计算科学、工程学、艺术美学等诸多领域的交
叉学科[37]，并从形态、功能、结构、肌理、色彩、意
向等诸多方向进行了设计研究[38]。在作用上，基础的
仿生学技术只是作为设计流程的补充而非替代，跨领
域的结合能够发挥其更广泛的可持续性。赵爱丽 [39]

将行为生态学与仿生设计结合，从生态层面对农机装
备进行了创新设计。从基础的形态化设计到对流程的
仿生优化， 终上升到生态效益化的仿生，仿生及生
态化设计向着可持续的系统化发展。 

3.4  战略分析 

在产品的概念设计中，从战略上调整产品的生命
周期，能够实现更可控且协调的发展。在设计流程问
题分析阶段，基本产品的基本概念已成型，通过生态
产品战略轮，也称为生命周期设计战略（Lifecycle 
Design Strategies，LiDs），能帮助设计师筛选并交流
设计战略，结合 MET（材料、能量、有毒物质排放）
矩阵和生态设计清单，可以从设计战略上将产品系统
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 低。高洋等人 [40]通过加权
MET 矩阵进一步对消费类产品进行了可持续设计的
评估，在减小评估成本的同时 大限度地保证了评估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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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战略从四个层面出发对可持续产品系
统进行可持续性的衡量，包括一个概念层面和三个产
品属性层面，细化后将涉及八个不同方面的指标。产
品概念层面：开发新概念；产品零部件层面：选择低
环境影响的材料，减少材料使用量；产品结构层面：
优化生产技术，优化分销系统，降低产品在使用阶段
对环境的影响；产品系统层面：优化产品初始生命周
期。MET 矩阵和生态设计清单为 LiDs 提供了分析的
基础，结合四个层面的各个指标，可以帮助设计师直
观且清晰地进行系统性分析，产生改进方案并表明其
可行性。 

4  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的研究内容与结构
体系 

4.1  可持续产品系统的概念阶段 

当前的实际应用中，只考虑产品系统生命周期中

一两个环节远远不够，而只考虑单个或少量因素的行

为导致了伪绿色设计的产生。可持续设计对解决方案

的寻求，主要是针对整个生产消费及社会活动的循环

体系，而非单方面注重生产方面，重视系统式产品与

服务的整合和企划[41]。可持续产品系统的概念阶段是

可持续设计的开始，将问题概念化时，就要考虑可持

续理念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需要将现有技术、材料和

能源条件纳入考虑范围，结合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

制订合理的设计策略。 

4.2  可持续产品系统的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就是将概念可视化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将会涉及到很多相关因素；刘婷婷等人[42]在可持

续设计方法的多维分析及其可视化中，把对环境的调

研、可持续原则的指导、设计的开展和环保性能的评

估等程序，统一归为设计过程；在可持续产品系统的

设计过程中，除了要将概念阶段的可持续理念不断深

入外，运用可持续设计的方法来指导和评估问题的可

视化过程也很重要。尹建国等人[43]在主张产品可持续

设计战略的背景下，从技术、社会、经济和环境四个

维度提出了产品可持续设计的要素，并结合设计案

例，从可再生材料、新能源的转换与可持续性行为三

个方面，提出了产品可持续设计的方法，以支持产品

可持续设计方案的产生和实现。 

4.3  可持续产品系统的工程阶段 

可持续产品系统的工程阶段可囊括产品系统生
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产、销售、使用、服务和处理
阶段；国际标准化组织于 1997 年正式出台了“ISO 
14040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分析原则与框架”。在上述
每一个阶段及其提供的整个过程实现资源消耗的
小化，是可持续产品系统工程阶段的 佳策略。这个
策略有两个含义：减少资源的输入量，可以有效维护

后代对于资源的使用权利；同时也减少对自然界的输
出量，降低人造物对自然的影响。在产品的使用阶段，
资源的消耗基本上难以控制，因此需要开发更完整的
产品服务系统，例如通过使用而非占有（Access but 
not Ownership），这种新的形式在提升生态效率方面
带来新的机遇。 

一个产品生命周期以回收为终点，在生命周期设
计指导下的产品系统都是可循环的，完成从摇篮到摇
篮的设计目标，提升材料的利用率[44]。根据系统内使
用材料的兼容性判断产品或零件在回收利用、循环过
程的难易程度，兼容性高的材料利于循环使用[45]；当
废弃材料进行循环后产生的环境负荷，要比原生材料
使用及废弃中小得多，也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4  可持续产品系统的评价阶段 

从设计的程序上看，一个完整的产品设计程序是
包含评价阶段的。当产品置于环境中，在评价其对人
类需求满足状况的同时，也要评价其对于环境的影
响，分析、估计并解释产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
因素是非常复杂和难以理解的，这导致分析过程相当
复杂，难以对其建模。同时，因果关系也很难分离。
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是当下应用 广的评价方法，
除此之外由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开发的 MIPS（每项
服务的物质投入）也是较为成熟的方法之一。关于其
他可持续产品系统的评价也是研究热点，吕明月等人[46]

通过确定系统设计观对项目开展的重要性，展开研究
了国际常见的可持续设计评价标准及其基本要素，并
尝试开发适应国内具体项目的评估标准；并以上述评
价标准评估实践项目“生菜屋：可持续生活实验室”
项目方案的可持续性效果。这一实践体现出评价标准
对于实践项目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设计团队
加深理解可持续设计，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评价工具的
优势，对于评估结果中显示的结果调整方案的不足，
具有“设计导向”的指导意义。可持续产品系统阶段
特征与可持续效率见图 3。 

 

 
 

图 3  可持续产品系统阶段特征与可持续效率 
Fig.3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ustainable 

efficiency of sustainable produ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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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设计的外力影响因素 
Fig.4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sign 

 

5  研究趋势及问题 

设计的发展与技术推进和社会形式的发展息息

相关，传统的工业设计考虑得更多的是产品本身，即

以物为研究和设计对象，可持续产品系统则需要统筹

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并整合多种跨学科方法，凭

借多种媒介形成协同进化的循环。设计行为在外力的

作用下进行，并且这种外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多

元，设计行为也将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机遇，设计的外

力影响因素见图 4。例如随着设计对象的改变，可持

续原则在产品系统设计中的探索也更加广泛。例如余

乐等人 [47]以产品设计和服务创新之间不断融合为着

眼点，尝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将服务创新导入产品

设计系统。 

5.1  新技术下的可持续设计 

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智能化时代，新技术、新方

法大量涌现，促成了许多新兴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导

出了许多研究趋势，特别是对于设计这一具有交叉属

性的学科来说。 
经历了数次产业革命，人与机器的关系时刻转

变。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

破，同时也为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维度和方向。娄永琪[48]从 NHCAS（自然、人类、人

工世界和智能信息网络系统）的视角指出，在智能信

息网络系统的发展下，产生了一种社会尺度的、基于

“社会和环境反馈”的交互设计。借助数据、算法、

网络等新技术使得系统变得更明晰，引发面向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行为改变。Rohit 等人[49]认为通过人工智

能对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洞见，可以帮助人类分析和

管理环境风险，在减少人类对资源消耗的同时，从更

高层次，即环境治理的角度在决策过程中管理人类行

为和社会行动。这也要求研究人员将人工智能更深入

地与例如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能源和交通等方面进

行结合研究。 
除人工智能外，诸如生物技术等也为设计研究带

来了革新和导向；通过应用生物学、化学和工程学的

一些基本原理，利用生物体来生产效用物质或服务。

近年来生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

污染问题，而这两项问题也正是可持续系统设计研究

的热点。Kim H S 等人[50]介绍了韩国植物生物技术学

会通过生物技术应对气候危机，发展可持续农业，为

可持续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5.2  新需求下的可持续设计 

社会需求的转变，促使设计向非物质设计转移。

从“提供产品”转型到“提供服务”的角色转换，也

被称为“功能型经济”；功能型经济被视为是能够创

造更加可持续的环境的经济类型。功能型经济提倡购

买功能与服务，而非物质本身，目标是实现更少的资

源提供更多的价值[51]。 初服务的诞生只是作为产品

的差异化增值属性，而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模糊了产品与

服务的边界，它们之间通常具有连贯性。Gronroos [52-53]

尝试以更广义的服务理念来代替传统的状态，强调服

务是企业或社会组织与其受众之间的多重关系的综

合表现，是一种商业或社会组织形式。目前，在吸引

大量热度的同时，服务设计仍然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定

义混乱、设计方法与理念容易混淆的状况[54]，需要广

大学者进一步研究和厘清。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类的物质文明极大

丰富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被放大，如贫困、

疾病、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这也促使了对社会创新

设计的进一步思考。社会创新需要探索一种促进社会

问题的解决、改善某些人群生存状况的行动或趋势；

离不开设计手段的介入，而设计也因社会创新的驱使

变得更加多元和立体。娄永琪认为从“Design Doing”

到“Design Thinking”的转型。让设计有了更大的展

示空间，这一转变与社会经济的转型相互关联。社会

经济由生产型转向服务型，这个过程需要新的设计工

具、方法论、设计组织、经济模式作为支撑，因此大

量的研究领域将随之出现[55]。在曼梓尼等人[56]搭建

的 DESIS 网络中，包含大量促进社会技术创新的案

例。它们既是当前一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也是达

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步骤。 
此外，通用设计的产生和发展也迎合了可持续发

展的趋势，调和人与社会关系、满足全体用户心理需

求 、 尝 试 多 角 度 地 追 求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 迪 索 萨

（D’Souza）指出通用设计是为了解决系统中潜在的

强制和剥夺， 终实现用户的自由选择与自我决定，

它尝试消灭隔阂、消灭限制人们移动和访问的障碍[57-58]。

通用设计从弱势群体出发，但在设计的体现上并不刻

意为之，在不区别对待的条件下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

公平。 

6  结语 

目前持续概念不仅反映在能源、资源与环境的可

持续，也反映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可持续；在可持续产

品系统设计中需要均衡考虑社会、经济、环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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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问题。 
对国内外可持续设计相关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

理，回顾了系统设计的发展脉络和核心观点以及产品

系统设计中的可持续理念，并对可持续产品系统设计

的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进行了提炼。面向可持续产品

系统设计中的传统自然再生材料设计研究、面向环境

友好并尊重生活方式的产品与服务系统设计研究、强

调社会公平的社会创新设计研究，提出了可持续产品

系统设计三观层次体系及概念-设计-工程-评价四阶

段的设计机制，以期望能够进一步推进可持续产品系

统设计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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