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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设计软件的广泛应用，研究设计师在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方面的新需

求，并建构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方法 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筛选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

胜任力因子，通过专家调研和访谈法获取专家信度，再通过设计师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胜任力模型

的有效性。结果 设计师除了应具有基本的设计专业技能和设计专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具有跨专业整合

协调能力，具有跨学科和终生成长的知识结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的基础知识，能运用人工智能软

件辅助设计信息整理及提高设计流程的能力。同时，更高层次需要设计师能掌握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设

计数据模型和算法指导机器如何做设计的能力。研究最终分析得出包含 4 个一级胜任力因子和 17 个二

级胜任力因子的设计师胜任力模型。结论 该胜任力模型的建立明确了设计师在知识、专业能力、创新

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方面的新需求，实现了人机能力优缺互补，达到更高效的设计能力水平，

同时为高等院校设计人才培养以及设计职业资格评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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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Ability of Designers and Reconstruct the Designers Competency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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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designer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reconstruct a model of designers’ compet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design software.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ompetency factors of designers were screen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on experts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experts’ reliabil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etency model was verified through designer questionnaires and data analysis.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knowledge of design, designers need to be equipped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bili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tructure of lifelong development, basic knowled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nd the ability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assisted in design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to improve the design process. Besides, a higher-level requirement is that designers should be able to master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programming languages, so as to design data models and algorithms to guide the machine’s design. Through the 

final analysis, a competency model involving 4 primary competency factors and 17 secondary competency factor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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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ed. The competency model identifies new requirements for designers in terms of knowledge, profession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hich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comple-

ment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human and machines, and achieve more efficient design.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designi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sign industry; designer ability; designer competency model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近几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和地

方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已经把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

战略层面，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人工智能与自身

学科的研究和讨论中。设计领域虽然有其创新性的优

势，但是各种人工智能设计软件早已悄然在市场上流

行和应用，如 Banner 软件可在 1 秒钟完成 8000 张海

报设计；ARKie 和 Adobe Sensei 等软件可快速设计各

种海报；Tailor Brands 和 Logojoy 等软件可在 1.5 秒

内设计多款标志；AutoDraw 和 Prisma 等智能软件可

使绘画零基础人群秒变艺术大师；2019 年 Philippe 

Starck 用人工智能软件设计出第一款 AI 座椅等。面

对人工智能在设计领域的深入应用，设计师将来是否

会被机器取代，设计师需要怎样的新能力来应对职业

危机，将成为设计行业持续发展和关注的重点。 

1  人工智能技术对设计行业的影响 

1.1  使设计师减少繁琐低效工作，腾出时间做好创

新设计 

设计师在其设计流程中需要前期调研、数据分

析、草图设计、电脑建模、方案后期处理等一系列流

程，其中有不少环节如前期调研和数据分析需要大量

时间查阅资料和资料整理，方案后期效果处理也需要

用电脑调整各项参数，这些工作所占时间长，设计师

长期重复简单工作，繁琐低效。而目前人工智能信息

处理软件和设计软件可以高效地处理前期资料整理

和设计效果制作，节省设计师大部分时间，使其可以

腾出更多时间做好创新设计。 

1.2  使设计门类更丰富、设计工作划分更细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的应用已经覆盖到：信

息处理、草图绘制、计算机建模、平面处理等方面，

同时已实现辅助设计管理。因此市场上不仅需要懂设

计各流程以及人工智能初级背景知识的“全才”，还

需要对某一具体流程甚至人工智能软件操作深入应

用的“专才”。如市场上急需的“训机师”是指设计

和人工智能语言编程的跨界人才，其不仅懂设计的美

感，同时能编程“教会”机器如何做设计，建立人工

智能设计软件。 

1.3  使设计师从设计思维向数据思维转变 

设计师在设计一个项目时需要了解用户需求和

用户数据，建立与用户数据匹配的素材库，但是原始

的设计思维没有全局观，设计架构与元素没有逻辑，

元素之间缺乏关联性，设计图也杂乱无章。而当设计

师建立数据思维后，通过智能软件辅助，获得并处理

用户数据、定制分析管理数据，并且需要应用时随时

信息提取、明确需求、定制化匹配。例如阿里巴巴鹿

班，其软件通过设计数据+机器学习，可快速明确用

户所需的设计风格、文字元素、排版位置、图片和文

字要求等，然后设计师指引电脑重新排版设定优劣，

通过电脑不断地优化学习，其商业化应用是真正将设

计思维转化成数据思维。 

1.4  使设计师更注重情感化设计和个性化设计 

在传统的设计中，尽管每位用户的审美能力有所

差异，但是由于产品用户量和成本限制，设计师只能

考虑用大众和简洁的设计语言来满足大部分消费用

户的审美。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设计师可以根

据用户个人喜好和需求，包括不同文化、经历和心理

等因素，提供相应的设计服务。人工智能为个性化服

务提供了基础，设计师需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和情

感化设计，从大众审美向个性化设计转变，这对设计

师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和挑战。 

1.5  使设计师能力需求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大量的人工

智能设计软件和智能产品不断地出现并应用，设计师

的知识结构和设计能力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不断地实时更新，甚至需要敏锐地洞察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等对设计的影响，引领技术前沿来更好地

为设计服务。 

2  设计师胜任力的相关研究  

2.1  设计师胜任力研究 

胜任力概念是哈佛大学 David McClelland[1]在

1973 年提出的，是指在工作中所具备的知识、动机、

自 我 形 象 、 特 征 、 技 能 和 社 会 角 色 的 综 合 能 力 。

Marrelli（1998 年）[2]把胜任力划分为 3 个维度：职

业、行为和整合能力，职业维度指处理专业相关的技

能，行为能力指处理非特定工作技能，整合能力指组

织情境中的管理技能。 

1998 年澳大利亚对堪培拉大学设计毕业生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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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显示，手绘、模型制作、绘图软件、表达能力

等 10 项技能是在企业生存的要素[3]。1999 年日本工

业设计部门通过调研得出设计师的能力权重如下：计

划能力（0.3）、造型能力（0.25）、思考能力（0.2）、

协调能力（0.12）、表达能力（0.08）和电脑操作能力

（0.05）[4]。Rémi Lecler（2018 年）[5]通过深入了解

设计师核心能力和心理特征，得出创造力、探索力和

主动性是设计师能力的守门人。我国对于设计师胜任

力的典型研究有：肖世华（2006 年）[6]将工业设计师

的基本能力划分为 6 种能力：思考、联想、分析、解

决问题、观察和实践。闫卫（2009 年）[7]认为要成为

职业设计师需具备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和团结

合作能力。胡飞（2009 年）[8]从高校教育、设计竞赛、

企业市场角度分析设计人才应该具备的 13 个评价

点。综上可知，设计师胜任力是能顺利完成设计任务

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价值观、鉴赏力、创造力

等能力，不仅有能处理具体的、日常任务的专业能力，

同时有处理非具体的、任意任务的行为能力，还需要

有能处理组织情境的管理能力。 

2.2  设计师能力模型相关研究 

国外对设计师能力模型的典型研究有：Nieminen

（2015 年）[9]通过问卷定量分析和模型验证，针对设

计师相关的 12 种能力如用户优势、软技能、硬技能、

设计师优势等，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UCD）设计师

能力模型；Yann-Long Lee（2016 年）[10]通过质量功

能展开（QFD）和技术与灰色关系分析（GRA）开发

设计师能力指数（IDAI）评价量表，之后通过 211

名大学生测试，验证了设计能力指数评价量表的有效

性；McLaughlin（2012 年）[11]提出了能力冰山模型，

将胜任力特征分为知识、特质、动机、自我概念和技

能 5 类，该模型反映了能力隐藏的潜在动机和特点。 

我国对设计师能力模型的典型研究有：陈炎霞

（2011 年）[12]通过对创意人才能力素质特征调查，

归纳出包括知识、个性品质、动机、创新能力、通用

能力 5 项一级指标，以及 20 项二级指标；端文新

（2011 年）[13]将设计人才能力划分为公共基础、专

业和创新 3 个一级能力以及 5 个二级能力；牛端（2012

年）[14]研究的设计师胜任力特征模型包含创新、专业

素养、分析思维、沟通技能、客户意识、市场分析等；

曹南南（2013 年）[15]运用能力成分亚理论演绎出设

计师能力结构模型，得出 3 个一级能力、10 个二级

能力以及 16 个三级能力，并通过专家层次分析法确

定高级、中级和初级工业设计师能力评价指标的权

重；毕克克（2018 年）[16]基于胜任力模型，面向云

制造模式下的设计人员，从胜任力、行业技术胜任力、

设计任务胜任力及学习能力胜任力等角度构建了设

计能力评估体系，解决了云制造模式下设计能力的综

合评估。 

2.3  人工智能技术对设计师能力新需求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的不断渗透，一些

学者也对设计师能力需求进行了思考：杨彭（2018

年）[17]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设计师需具有跨学科知识

整合、跨领域知识储备以及设计方向从功能性向情感

美的转变能力；宁芳（2018 年）[18]认为设计学科正

朝着更为复杂的交叉学科发展，设计人才应具备更高

的专业知识融合和整合创新能力、利用网络进行协同

创新设计能力。纵观现有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对于设

计师胜任力模型研究有以下特点：首先，国内外对胜

任力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然而针对设计师胜任力模型

研究较少，理论不够系统。其次，对设计师胜任力因

子划分比较混乱，缺乏科学的选择和评价标准。第三，

对设计师能力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胜任力因子的构

成，而缺少因子权重的分析。第四，没有考虑新技术

新科技对设计师能力的影响。因此，运用科学的统计

方法，系统梳理设计师能力结构要素，并以人工智能

技术与将来的设计方向为基础，建立人工智能背景

下设计师能力结构要素理论体系，将是本研究的创

新点。 

3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初步

构建及修订 

胜任力因子的选择是确保整个胜任力模型真实

有效的关键点，所选指标及权重设计是否科学会直接

影响能力素质模型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度[19]。通

过文献研究对设计师胜任力因子及频次进行统计，并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设计师新能力需求筛选出设计

师胜任力因子，通过专家问卷和访谈法得出调查结

果，结合均值、标准差和差异系数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胜任力模型再次修订。 

3.1  胜任力因子筛选及频次统计 

通过深入研读设计师胜任力相关文献，分析出设

计师胜任力因子。由于研究者对设计师胜任力因子表

述存在差异，所以本次统计过程进行适当地合并与重

组，设计师胜任力因子及频次统计见表 1。 

现有的人工智能软件已经开始参与设计的前期

调研、设计资料整理，以及设计后期制作、设计评价

等，人工智能背景下需要设计师有人工智能背景知

识、跨学科整合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软件处理数据统

计和调研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协助设计能

力，甚至编写程序指导人工智能软件设计的能力。通

过表 1 和笔者所提出的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设计师能

力因子相融合，剔除重复因子，合并相近因子，把设

计师能力初步划分为 4 个一级胜任力因子：A 知识、

B 专业能力、C 创新能力和 D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

同时每个一级能力因子细分为二级能力因子，其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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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计师胜任力因子及频次统计 
Tab.1  Designers’ competency factors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胜任力 词频 胜任力因子 来源 

知识 10 
通识教育知识、学科基础知识、专业设计知识、知识收

集能力、知识内化能力、知识整合能力 

专业技能 15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计算机软件能力、专业表达能力、

专业审美能力、设计思维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敏锐的

感受力、观察力和对未来预测能力、产品综合设计能力、

设计项目策划与管理能力 

创新能力 12 设计创意能力 

Nieminen（2015 年），Yann-Long Lee

（2015 年），McLaughlin（2012 年），

Rémi Lecler（2018 年），肖世华（2006

年），端文新（2011 年），曹南南（2013

年），胡飞（2009 年），闫卫（2009 年），

陈炎霞（2011 年）等 

人 工 智 能 背 景

下新能力需求 
3 

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和跨领域的知识储备、功能性向情

感美的转变、调动全网络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训机师 

杨彭（2018 年），宁芳（2018 年），张

晓晨（2020 年）等 

 

表 2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因子初步模型及具体内容 
Tab.2  The preliminary model of designers’ competency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factors 

一级胜任力因子 二级胜任力因子 具体内容 

A1 通识教育知识 
具有语言、数学、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分析、道德思想

等能力[20] 

A2 设计类专业知识 具备设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A3 人文知识和素养 
具有人文知识、人文态度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

计交融，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完美渗透能力 

*A4 跨学科知识 具有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和跨领域的知识储备 

*A5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知识 掌握基础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知识 

A 知识 

*A6 终生成长型知识结构 以自学的方式获得和补充新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的能力

B1 设计调研能力 具备设计信息获取、处理及信息表达能力 

B2 设计表达能力 具有手绘表达、平面及三维软件等设计表达能力 

B3 专业审美能力 掌握美学原理、理解他人审美观 

B4 综合设计能力 
运用多种设计学科知识对产品外观造型、功能、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15] 

B 专业能力 

B5 团队协作、项目策划和管理能

力 

具有团队成员间沟通交流、合理安排时间、组织人员、分配财物、

处理设计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C1 设计思维创新能力 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功能性向情感美的转变能力 
C 创新能力 

C2 设计方法创新能力 具有调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能力 

*D1 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应用能力
掌握 1 种以上的人工智能设计软件，通过计算机辅助工程和强化学

习手段快速协助设计流程 

*D2 人工智能信息整理能力 掌握 1 种以上的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软件，提升设计效率 
*D 人工智能技

术运用能力 

*D3 设计师与训机师结合 
尽量掌握 1 门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设计数据模型和算法指导机器如

何做设计的能力（教机器如何做设计） 

注：*表示笔者提出的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能力因子  
 

知识储备包括 6 个二级能力因子：A1 通识教育知识、

A2 设计类专业知识、A3 人文知识和素养、A4 跨学

科知识、A5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知识和 A6 终生成

长型知识结构；B 专业技能包括 5 个二级能力因子：

B1 设计调研能力、B2 设计表达能力、B3 专业审美

能力、B4 综合设计能力、B5 团队协作、项目策划和

管理能力；C 创新能力包括 2 个二级能力因子，包括

C1 设计思维创新能力和 C2 设计方法创新能力；D 人

工智能技术运用能力包括 3 个二级能力，D1 人工智

能设计软件应用能力、D2 人工智能信息整理能力和

D3 设计师与训机师结合，以上二级胜任力因子共 16

个。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因子初步模型及具

体内容见表 2。 

3.2  专家调研及模型修订 

为了提高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的



344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2 月 

科学性，本研究采用问卷和访谈法获取专家信度，并

根据专家意见对模型进行修订。 

3.2.1  专家调研问卷设计及专家遴选 

设计专家调研问卷，列出胜任力因子及其具体内

容，调研问卷分为 3 级评分标准，分别为合适 3 分、

修改后合适 2 分和不合适 1 分，当选择不合适时需要

填写修改意见。遴选专家 20 名，其中 10 名为在高校

多年从事设计教育的教授，5 位为在知名设计公司从

业超过 10 年的设计师，5 名为有人工智能背景经验

的专家。本次调研不仅完成试卷，并且采用 1 对 1 访

谈方式增加专家修改意见。 

3.2.2  调研结果分析 

调研结果通过均值 Mean、标准差 SD 和差异系

数 CV（CV=SD/Mean）判断分析数据模型。其中均值

Mean 用于判断专家对胜任力因子意见的集中度，标

准差和差异系数用于发现专家对胜任力因子和行为

特征描述认可度的离散程度，专家咨询问卷调查和访

谈结果见表 3。 

1）一级能力因子 A 知识、B 专业能力、C 创新

能力和 D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均值分别为 2.77、2.72、

2.80 和 2.45，变异系数分别为 0.23、0.24、0.20 和 0.41，

表明专家在创新能力、知识和专业能力认可程度较

高，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意见存在分歧。其中在人工

智能技术因子评价中，10 位高校教授均值为 1.52，5

位设计师均值为 2.83，5 位人工智能背景专家均值为 
 

3，此数据表明高校教授对人工智能技术了解和认可

程度不高。 

2）在 A 知识的 6 个二级胜任力因子中，专家对

A2 工业设计专业知识、A3 人文知识和素养、A6 终

生成长型知识结构认可度较高，对 A5 人工智能及大

数据背景知识认可度略低，专家认为人工智能背景知

识范围广、难度深，学生比较难达到掌握程度，能达

到了解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基础知识和应用即可。  

3）在 B 专业能力的 5 个二级胜任力因子中，专

家对各胜任力因子认可度较高，其中 B2 设计表达能

力和 B4 产品综合设计能力认可度最高，均值分别为

2.80 和 2.87，在意见反馈时专家建议增加跨学科整合

协调能力。 

4）在 C 创新能力的 2 个二级胜任力因子中，C1

设计思维创新能力和 C2 设计方法创新能力的均值较

高，差异系数值较低，表明专家意见较统一，认可度

较高，并且认为设计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具有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5）在 D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能力中，D1 人工智

能设计软件应用能力、D2 人工智能信息整理能力和

D3 设计师与训机师结合的均值分别为 2.33、2.73 和

2.29，差异系数分别为 0.42、0.22 和 0.59。此部分相

对其他一级能力专家意见存在差异，讨论也比较集

中。专家建议在 D1 的掌握程度上从运用改成了解，

认为设计师能掌握一门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能力要求较

高；建议 D3 改为设计师和人工智能工程师的协作能力。 

表 3  专家咨询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 
Tab.3  The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一级 二级 CV Mean SD 修改意见 

A1 0.26 2.73 0.704 

A2 0.18 2.87 0.516 

A3 0.18 2.87 0.516 

A4 0.27 2.67 0.724 

A5 0.28 2.60 0.737 

A6 0.18 2.87 0.516 

A 

小计 0.23 2.77 0.62 

A5 建议改为具有人工智能背

景知识及部分专业基础知识 

B1 0.28 2.60 0.737 

B2 0.20 2.80 0.561 

B3 0.28 2.60 0.737 

B4 0.18 2.87 0.516 

B5 0.26 2.73 0.704 

B 

小计 0.24 2.72 0.65 

建议增加 B6 跨学科整合协调

能力 

C1 0.18 2.87 0.516 

C2 0.22 2.73 0.594 C 

小计 0.20 2.80 0.55 

  

D1 0.42 2.33 0.976 

D2 0.22 2.73 0.594 

D3 0.59 2.29 1.356 
D 

小计 0.41 2.45 0.97 

D1 建议改为了解人工智能软

件能力 

D3 建议改为与人工智能工程

师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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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Tab.4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一级 二级 均值 

校正项总

计相关性

（CITC） 

项已删除

的 α 系数
一级 二级 均值 

校正项总计

相关性

（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A1 3.74 0.653** 0.929 B1 3.95 0.813** 0.926 

A2 3.83 0.863** 0.924 B2 3.92 0.642** 0.929 

A3 3.58 0.551** 0.931 B3 4.07 0.654** 0.929 

A4 3.44 0.678** 0.928 B4 3.82 0.767** 0.927 

A5 3.23 0.575** 0.930 B5 3.90 0.709** 0.928 

A 
（均值=3.58） 

A6 3.64 0.715** 0.927 

B 
（均值=3.90）

B6 3.88 0.707** 0.928 

C1 3.88 0.754** 0.927 D1 3.34 0.485** 0.934 

C2 3.81 0.607** 0.930 D2 3.29 0.698** 0.927 
C 

（均值=3.85） 
  

D 
（均值=3.31）

D3 3.29 0.579** 0.932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CITC 需≥0.400；Cronbach α 系

数=0.933             
 

4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的验证 

4.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根据专家对胜任力模型的意见反馈，重新编制了

调查问卷，通过更多的设计师完成问卷进行验证。问

卷采用五点式量表，选项和对应分值分别为：非常不

符合（1 分）、不符合（2 分）、一般（3 分）、符合（4

分）和非常符合（5 分）。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络

发放，共回收 180 份，其中有效 156 份（有效率

86.7%）。调研主体 83.3%为 18~25 岁年轻群体，26~30

岁占 7.7%，31~40 岁占比 8.3%，其中 3 年以内设计

工作经验的占比 31.4%，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比

11.5%。 

4.2  问卷结果分析与检验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见表 4，利用相关分析研究各

个题项与维度的相关关系，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A1—A6 各个题项均与知识

维度 A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 A2 设计类专业

知识与知识维度 A 显著性最高。B1—B6 各个题项与

专业能力 B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 B1 设计调

研能力与专业能力 B 知识显著性最高。C1 和 C2 与

创新能力 C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 C2 设计方

法创新能力与创新能力 C 显著性最高。D1—D3 与人

工智能技术运用能力 D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

D2 运用人工智能软件信息整理能力与 D 最为显著。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准确性，其中，校正

项总计相关性（CITC）通常大于 0.400 即可。项已删

除的 α 系数，如果此值高于 0.8，则说明信度高；如

果此值介于 0.7~0.8，则说明信度较好。如果此值介

于 0.6~0.7，则说明信度可接受；如果此值小于 0.6，

说明信度不佳。如果“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值明显高

于 α 系数，此时可考虑对将该项进行删除后重新分

析。由表 4 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933，大于 0.9，说

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较高。各分析项的 CITC 值均

>0.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

说明信度水平较高。 

4.3  修正后的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 

基于专家意见和设计师问卷调查，在 A 知识维

度中，参考专家意见将 A5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知

识的知识点层次由掌握调整为了解。在 B 专业能力中

增加了 B6 跨学科整合协调能力。在创造能力 C 中，

专家访谈和设计师问卷对此部分认可度较高，故不做

调整。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能力 D 中，专家讨论集

中在 D1 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应用能力的掌握程度上从

运用改成了解，在 D3 设计师与训机师结合中认为设

计师能掌握一门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能力要求较高，需

加强设计师和人工智能工程师的合作能力。结合专家

访谈和设计师问卷综合分析，按照认可度顺序，人工

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层次结构见图 1。 

为了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设计师需要具有

跨专业整合协调能力、跨学科和终生成长的知识结

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的基础知识、能运用人工

智能软件辅助设计信息整理及提高设计流程的能力。

同时，更高层次需要设计师能掌握人工智能编程语

言、设计数据模型和算法指导机器如何做设计的能

力。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的新胜任力需求及理由见

表 5，除*以外的胜任力具体内容详见表 2。 

4.4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模型的应用价值 

1）为实现人机能力优势互补，提出设计师能力

新需求[21-22]。随着人工智能设计软件的广泛应用，市

场上中低端设计师面临着被严峻淘汰的境地，本胜任

力模型的建立明确了设计师在知识、专业能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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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胜任力层次结构 
Fig.1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esigner competen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表 5  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师的新胜任力需求及理由 
Tab.5  The new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design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二级胜任力因子 具体内容 理由 

*跨专业整合协调能力 
具有协调和整合跨专业人员协作能

力 

人工智能背景下完成设计项目，不仅需要设计人员贯

穿整个设计流程，同时需要多个专业协作，整合资源，

通力合作完成 

*终生成长型知识结构 
具有终身学习、不断优化自身知识

结构能力 

人工智能知识和新技术应用的发展日新月异，设计师

需要对知识不断实时更新，终生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

*跨学科知识 
具有除设计专业知识外，其他相关

学科的基础知识 

设计专业是融合技术、科学、文化、艺术、生理、心

理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同时在人工智能背景

下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应用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

知识 
了解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基本知识 

为了达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设计师应了解甚

至掌握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等基本原理 

*人工智能设计软件应用

能力 

掌握 1 种以上的人工智能设计软件，

通过计算机辅助工程和强化学习手

段快速协助设计流程 

掌握人工智能设计软件，辅助设计师完成草图设计、

电脑建模、方案后期处理等一系列流程 

*人工智能信息整理能力 
掌握 1 种以上的人工智能信息处理

软件，提升设计信息整理效率 

掌握人工智能设计软件，辅助设计师完成前期调研、

数据分析、后期用户反馈等一系列流程。 

*与人工智能工程师的合

作能力 

了 解 人 工 智 能 编 程 语 言 的 基 本 逻

辑，具有与工程师合作的能力 

能与人工智能工程师合作，甚至掌握人工智能编程语

言，设计数据模型和算法指导机器如何做设计的能力

（教机器如何做设计） 

 
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新需求，实现人机能

力优缺互补，达到更高效的设计能力水平。 

2）为高等院校设计人才培养指明方向，加快设

计教育改革步伐[23]。目前国内许多高校设计教育的内

容和方式与市场新技术严重脱节，课程结构多停留在

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之内，课程内容脱离学科前沿，

课程结构模糊不清，根据自身教学资源设计课程，

市场化和急功近利的课程观等问题较为普遍。该胜

任力模型为设计人才培养指明方向，加快设计教育

改革步伐，推动设计教育更加个性化、规模化和效

率化发展。 

3）为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职业资格评定制度提

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我国设计职业资格评定制度建设

尚处于局部探索性阶段，资格评定的管理机制尚不

健全，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以往的评价方式也不再

受用[24-25]。该胜任力模型为新时代新科技下设计师职

业资格评定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为建立科学、

合理的设计职业资格评定体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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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工智能是设计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同时也对

设计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需求。为了紧跟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设计师除了应具有基本的设计专业能力和

设计专业知识以外，还需具有跨专业整合协调能力、

跨学科和终生成长的知识结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

景的基础知识、能运用人工智能软件辅助设计信息整

理及提高设计流程的能力[26]。同时，更高层次需要设

计师能掌握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设计数据模型和算法

指导机器如何做设计的能力。对于设计行业来说，创

造力和创新精神是身为设计师的必备素质，因此面对

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和应用，相比于排斥或嗤之以鼻，

不如在知识结构和能力需求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

断的实时更新，思考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更好地为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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