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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科技对设计的影响由来已久，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的运用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

断涌现，赋予了设计领域全新的面貌。可持续设计旨在维持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持

续性满足，大数据与智能化如何引导可持续设计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研究大数据与智能化背景下，

作为系统的可持续设计框架。方法 分析大数据和智能化的相关性和本质，基于此阐述大数据和智能化

在设计媒材、设计方法和设计应用方面所体现的特征，进一步提出可持续设计在环境、文化、经济、社

会方面的发展趋势。结论 大数据与智能化作为新时期重要的设计资源和设计工具，将对可持续设计研

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并引导可持续设计的新模式，是未来可持续设计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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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Sustainabl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YANG Ya-qian, YUAN Chuan-chuan, JIANG Mu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It is for sure that technolog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design,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has spawned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cesses and new materials, which brings new features into design field. 
Sustainable design aims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satisfaction of social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How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guide sustainable design is a topic that requires in-depth thinking.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sustainable design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and essence of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media, design 
methods and design applications influenced by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were described to further propose the develop-
ment trend of sustainable design in environment,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As important design resources and design 
tools in the new era, big data and intelligence will provide new research ideas for sustainable design and open up new 
models of sustainable design, which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sustainable desig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big data; intelligence; sustainable design; framework 

大数据与智能化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均引发
了巨大的变革，技术潜能的不断发掘对于设计来说是
动力也是挑战。大数据和智能化作为新技术正是设计
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工艺、材料和设计工具的变
化将通过设计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模式。可持续设计的
概念强调设计从现在到未来的动态过程，大数据和智 

能化以科技的变量元素参与到设计问题的解决中，并

在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产生重要的作用。 

1  大数据与智能化的基本概念 

2014 年大数据开始成为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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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发应用成为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指征，随后，智

能化也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工业生产、城市建设

等诸多方面有所发展。通过知网主题检索“大数据”、

“智能化”的相关核心期刊文章，“大数据”的研究

在 2012 年明显增多，涉及“大数据”、“智能化”的

研究领域也更加多元。 

1.1  大数据与智能化之相关性 

当下，大数据优势已经体现在现代生产生活的各

个方面，甚至被列入国家发展策略，信息的开发和利

用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相较于大数据，智

能化的概念较为模糊，常与信息化、自动化或人工智

能（AI）等同，部分学者认为，智能化可以理解为“人

工智能”和“拟人智能”两种含义[1]。但是可以确定

的是，智能化的学习能力、对环境的感知、自主控制

或决策能力的背后是数据与网络的推动，也就是说智

能化的发展需要仰赖大数据的支持，而智能化引发的

科学突破将加速科技和产业的变革。 

1.2  大数据与智能化的本质 

舍恩伯格等学者认为，大数据更改了思考的运行

模式，从基于理论构建假想再选择适当的关联物反复

验证的方式，可以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促进学科的发

展，但是这种方式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存在个人偏见，

是小数据时代的方法和思路，舍恩伯格在其著作中反

复强调大数据倾向于告诉人们是什么，而非为什么，

数据所获得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2]。那么，

探寻事物之间的联系将成为基于大数据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智能化以具有感知能力、记忆和思维能力、

学习和自适应能力以及决策能力为主要特点，其本质

是自动化，但优于自动化[3]。纵观以技术牵引的时代

发展脉络，在经历工业化获得现代性指征之后，人类

进入信息化时代并逐步迈向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

无主观意识的人类智能延伸，将对人类文明产生重要

的影响。 

2  大数据与智能化赋予设计的新特征 

2.1  设计媒材的转变 

设计与技术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关系，但设计绝

不是以技术为手段的装饰。维多利亚的矫饰，被林徽

因先生批评的“乾隆 style”是技术发展停滞导致的原

有技术堆叠，而技术的更新往往会造成设计作品颠覆

性的变化。凭借技术支持，iPhone 去掉按键，并将电

话、音乐、网络融为一体，成为智能手机的代表，开

启了手机处理工作、学习、生活并兼具娱乐功能的时

代，见图 1。大数据和智能化对于设计来说也是一种

新技术，将对设计媒材产生影响。其一，技术更新使

材料更新。工业革命导致钢铁大规模生产使西方建筑

突破传统砖石结构，墙承重被柱承重代替，建筑体量 

 
 

图 1  诺基亚 3210 与 iPhone 
Fig.1  Nokia 3210 and iPhone 

 
变轻，内部空间灵活。可见，材料是设计发展的物质

基础。而在信息时代，继高分子材料之后，智能材料

进入市场，并在服装设计、首饰设计、室内设计等方

面得到运用。其二，技术更新带来制造工艺的更新。

3D 打印改变了原有的制造方式，以 3D 材料为基础，

麻省理工学院将时间维度引入材料生产，可制造具有

自我变化属性材料的 4D 打印技术应运而生，智能化

推进了材料和工艺的进步。其三，新技术诱发设计工

具更新。自计算机绘图系统应用到设计以来，尤其是

参数化设计和曲面技术等方面的拓展，使设计的可能

性成几何倍数递增。当数据为感性的认知方式提供理

性支撑，智能化大大提升设计效率和对设计结果的预

测能力，设计将在需求、环境、资源等方面形成新的

协调关系。 

2.2  思维变革转变设计与研究路线 

大数据有效避免了因个人经验而形成的偏见，是

一种科学呈现事实的手段，将成为设计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重要工具。设计学各领域已经利用前端技术

完成了具有社会价值的设计作品。清华大学向帆团队

致力于数据可视化研究，以数据为材料，先后完成了

《热带雨林数据视觉化》、《春晚重构》等作品，团队

自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便开始疫情的可视化设计研究，

根据权威机构提供的新增病例，利用统计学相关概念

完成数据整理，生成不同区域以时间线为分割的疫情

流图，将数据与设计整合，见图 2（图片摘自向帆微

信公众号）。在城市设计与景观设计等研究领域，以

清 华 大 学 特 别 研 究 员 龙 瀛 创 办 的 北 京 城 市 实 验 室

（Beijing City Lab）为代表，利用 BIM、GIS 等工具

致力于解决收缩城市、人居环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定量研究逐步成为设计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甚至更多

的有关园林意境、空间美学的质性研究将量化分析作

为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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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向帆团队病例数量与区域数据可视化研究 
Fig.2  Data visualization research on cases and places of XIANG Fan team 

 
2.3  广阔的交流平台 

技术导致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从设计实

践的新变化可知，设计的开展和完成对大数据和智能

化的使用程度逐渐偏高，由于交流和共享可使大数据

的价值 大化，所以数据交流平台的搭建是实现数据

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2011 年，北京大学建筑与景

观设计学院与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Env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简称 ESRI）联合成立

了研发工作室，建立了跨学科、数字化的技术研发与

创新的平台。清华大学郭黛姮利用 AR、GPS 等技术，

使消失的圆明园通过“数字”获得新生，并利用 APP
将其推广，利用数字虚拟技术，文化遗产保护和游览

有了新思路，而使这一设计应用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

则仍是平台建立。 

3  作为系统的可持续设计框架 

“设计”一词是舶来品。中国设计学脱胎于工艺

美术，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杭间解释工艺二字的

词汇根源，认为工艺是与艺术和生活相关的技艺，而

设计是艺术与科技为前提的生产，设计导致的“生活

价值”的实现，则链接了生产、消费、服务和生态的

友好与永续发展等综合作用[5-6]。“永续”揭示了设计

可持续的要求，即设计在立足当下的同时应兼顾未

来，而可持续设计作为一个设计活动的系统，在技术

的变革之时，形成了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可持

续路径框架。 

3.1  设计环境伦理与技术参与 

对环境问题的探讨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

观中，江牧从儒道两家解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例

举儒家先贤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论述，说明儒家认为人

类是人与自然共生之“道”的主动者，承担着管理地

球及促成两者和谐关系的责任；道家则以“万物一体”

的思想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不能割裂的关系，包含了

深刻的生态智慧[7]。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中，人

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朴素的生存伦理。人类进入工业

时代，西方社会从科学的角度产生了众多人与自然环

境关系的探讨。1987 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沿用并

系统解释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

这一定义确立以来，环境问题始终是关注重点。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同

时，为增强城市在面对灾难和突发事件的“免疫力”，

韧性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尤其是自新型冠状病毒爆

发以来，人们深刻认识到环境的可持续不仅是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而且也是健康生活环境的营建以及城市

在灾害来临之际的应对能力。 
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证明了科技进步与环境

保护应该保持共生关系。大数据和智能化以科学技术

的本质身份开启了数据时代，数据监控及城市智慧化

已经成为环境治理、城市治理的趋势，大数据和智能

化对于环境可持续设计来说是发现问题的工具，也是

制定治理和防控预案的重要根据。 

3.2  文化基因与科学技术的辩驳 

在解答“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的研究中，

无论是站在西方立场说明文艺复兴是科学的文艺根

源[8]，还是从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农耕文化所致的科技

发展阻力[9]，均可以看出文化与科学的相关性。设计

是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特点，确定了设计学是以自然

科学为支撑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同时反映了

设计是科学和文化并举才能得以长足发展的学科。因

此，一方面，科技是设计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设计

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可以成为树立文化话语权的手段。 
曾经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

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未来设计发展中重学轻问、重

学轻思的思想亟待改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

made in China 到 designed in China 的转变，不仅体现

在技术的智能化升级，更体现在理念的创新。“在时

间的‘context’中，设计的本质是‘发现过去，设计

未来’”[10]。也就是说，在历史中就有提供设计未来

的问与思。那么，在大数据和智能化推动设计前进之



第 41 卷  第 14 期 杨雅茜等：大数据与智能化环境下的可持续设计趋势研究 19 

 

时，历史研究不是倒退，但面向未来的历史，应是依

托于历史知识背景的设计思想史，也就是文化基因的

研究，通过这样的方式，文化通过设计实现了可持续

发展并形成脉络，同时设计思想话语寻找合适的方

式，表达以大数据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知识。唐纳

德·诺曼认为，虽然技术飞速发展但是人类心理变化、

文化认同却相对稳定，这种观点是对荣格集体无意识

理论的印证[11]。首先，设计与生活的关系紧密，虽然

设计美学的维度被不断丰富，但是体验感是检验设计

优劣的重要标准，“人的身体是体验的基础，从身体

的视角看，美学体验部分是生理的，部分是情感的，

部分是文化的[12]”，行为习惯养成和基本生存需求属

于生理体验范畴，是一种个人经历沉淀的个人无意

识，而情感与文化体验是心理和寻求价值的需求，来

源于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根源即是历史的沉淀。

设计的创作动机是服务，大数据和智能化的技术之变，

对于设计来说是对服务需求的合一把控，而文化研究

恰是服务“原型”的研究。因此，大数据与智能化等

技术并不否定历史文化是设计魂魄的事实，应凭借其

数据分析的优势确保人在文化需求的持续满足。 

3.3  设计产业化的推动 

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代设计本身带有资本的

烙印，这决定了设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文

化产业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已成为事实，以设计为媒

介，可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文化产业引导经

济革命也将促进设计在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信

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交替期，设计仍然是经济发展的

引擎。从个人智慧生活走向全民智慧城市，从大数据

到区块链，数据穿梭于日常生活与城市发展，设计的

应用也将在共享资源、知识、技术的同时创造更大的

产业价值。吴海燕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科技成果与市

场需求吻合的转化作用成为关键，而产业化的设计是

实现转化的 好途径，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具有重要的

意义[13]。因此，在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设计及设计

产业本身对经济可持续具有正向的意义。 
大数据与智能化的发展使设计思路、设计生产、

产品消费及服务的链条发生根本性改变，由此，设计

研究从以人为中心造物的过程，升级为强调体验的处

理复杂关系的过程。也就是说，设计对象从“物”变

成“事”。设计产业是设计实践和设计师劳动、服务

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4]。在复杂的设计环境中，大数据

和智能化为设计产业运作的关键环节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规则和模式，在各环节“相关关系”的挖掘中，

以数据预判未来需要的发展趋向。由此，产业方向直

指需求，大数据、智能化与设计产业互为推动，以设

计产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4  个人需求与社会互动的调试 

设计并不局限于创造美观的外形或空间，真正的

设计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属性是可持续设计主要

的属性之一，旨在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品质，需求是

否得到满足往往成为人衡量生活质量和品质的指标。

江牧基于可持续发展视野反思工业产品设计，认为设

计应满足需求而非纵容欲望，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

应该引导使用者索取有“度”[15]。数据的监测和智能

化处理数据的能力不但可以发现需求，而且数据本身

具有对“度”把控的优势。另外，可持续设计的社会

属性从人的角度出发，大数据与智能化对可持续设计

的意义建立在数据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之上，而其得以

有效运用的根本则是对用户的分析和了解，因此，关

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以研究人为主的学科的思考，是

数据理性价值得以体现的基础。 
在社会交往中，大数据和智能化将搭建一个立体

的交互关系，嵌入式和可穿戴的互联情境中，交互的

形式和内容将不断拓展，未来界面和真实界面重合叠

加[16-17]。美剧《upload》将人完全数据化，通过对逝

者记忆的整理，利用数字和 VR 建立了逝者与生者的

联系，这种交互的形式切断了空间和时间。这部预设

在 2033 年的虚构美剧，呈现了大数据和智能化在交

互当中的巨大效应。毋庸置疑，大数据和智能化正在

创造一种新的人与物、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交流方

式，而这种交流方式中渗透的基于人的需求和体验的

反馈，并没有发生变化。 

4  结语 

人们已经在享受大数据和智能化带来的便捷与

高效，数据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数据将成为人认识、记

录和分析世界的基础，大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方式，使

世界之间的联系从因果关系转变为相关关系，并成为

预测的重要基础，数据由此成为文明的基石引发智能

革命，构成人生产生活的新模式。可持续设计是环境、

经济、社会及文化属性多方面的可持续，大数据和智

能化以科技引导设计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将是可持

续设计的重要工具和资源。设计以人的视角为主要参

考，对于根植在传统文化的环境意识及集体无意识当

中的文化认同，数据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大数据与智能化将牵引新的经济模式与互

动模式，引导可持续设计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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