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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初步梳理中国知网收录的近 40 年以来工业设计相关中文文献的研究脉络，对《“十二五”

规划》发布以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重点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加以评述，并展望未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研

究的方向。方法 收集 1981—2020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篇名含“工业设计”的文献，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收集的数据分阶段进行分析，得到各个阶段排名前 10 的热点主题，并对重点主题进行详细

阐述。结论 工业设计理论研究近 40 年的发展经历了 4 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稳步增长阶段、快速发

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建设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师、工业设计教育、现代工业设计

等；稳步增长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师、工业设计教育等；快速发展阶段的热点主

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工业设计教育等；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工

业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等。《“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

工业设计教育领域、工业设计学科领域、工业设计产业领域和工业设计企业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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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eliminarily sort out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design col-

lected by CNKI in the past 40 years, comment on the hot topics in the key research fields of industrial design theory in 

China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dustrial de-

sign theory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he literatures with the title of "Industrial Design" on CNKI.com from 1981 to 2020 are 

collected, the collected data is analyzed by stages through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and the top 10 

hot topics in each stage are obtained and the key topics are elaborated.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infrastructure, steady growth, rapid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The hot topics in the stage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inly include industrial designers, industrial design edu-

cation,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etc. The hot topics in the stage of steady growth mainly include industrial design, indus-

trial designer,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etc. The hot topic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mainly include industrial de-

sign, industrial design major,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etc. The hot topics 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mainly in-

clude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major, teaching reform and so on.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has mainly focused on four fields, namely,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industrial design discipline,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design enterprise application.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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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1 年中国知网收录国内第 1 篇关于工业设

计的文章以来，中国工业设计领域的理论研究持续发

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业设计学科课程体系和教

材的建设、国内外设计史论的研究、设计思维与方法

的研究、交叉学科书籍的出版、期刊论文的发表等，

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升，都有目共睹。尤其

是在 2013 年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以来，

工业设计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被提到了新的高

度[1]。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对工业设计的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促进作用。2020 年是中国知网收录工业设计

相关文献的第 40 周年。值此周年之际，对我国期刊

中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在力图梳理

国内工业设计理论研究脉络的同时，展望未来工业设

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  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基础 

为确保样本的完整性，对所收集的文献（包含知

网期刊来源类别中的全部期刊）进行研究，以“工业

设计”为篇名进行检索，剔除外文文献和无关文献，

得到相关文献 6 576 篇。样本采集的时间段为 1981—

2020 年，时间跨度为 40 年。 

各阶段以总体样本的变化趋势（见图 1）以及重

要历史事件或国家相关政策作为划分依据。中国知网

收录的国内第 1 篇关于工业设计的文献时间为 1981

年，因此，将 1981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1993 年

3 月发表的《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及应用——全国工业

设计发展战略及应用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概括了

1992 年 12 月举行的“全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及应用

学术讨论会”（简称“工业设计会”）中 7 个大会报告和 
 

40 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1994 年含篇名“工业设计”

的文献数量为 54 篇，比 1993 年多出 19 篇。从文章

内容来看，有关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和工业设计教育的

主题居多，与“工业设计会”论文综述的主要内容基

本吻合，因此，将 1993 年作为第 1 阶段的时间终点。

1994 年文章数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将 1994

年作为第 2 阶段的时间起点。2002 年，国务院对中

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大会作出重要批示：工业设计需

要将产品技术设计与外观设计结合起来，不仅要确保

产品的技术功能，而且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方面我

国与国外先进企业差距很大，应予重视，否则会影响

我国的产品竞争力。来自国家层面的肯定给予了设计

界充足的发展信心。2003 年与 2004 年的文献数量基

本持平，与前后阶段的文献数量均悬殊较大，因此，

将 2003 年作为第 2 阶段的时间终点，将 2004 年作为

第 3 阶段的时间起点。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二

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强调大力培育创新

文化、推进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创新人

才队伍建设等内容，与 2014—2020 年的教学改革、

工业设计应用、工业设计教育与人才培养等热点主题

基本吻合。另外，中国共产党在 2017 年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

由此，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体现在经济领

域，也体现在学术界。自 2017 年开始，全国有关工业

设计主题的论文数量呈快速下降趋势，不再追求论文数

量，转向提升论文质量。因此，将 2013 年作为第 3 阶

段的时间终点，将 2014 年作为第 4 阶段的时间起点。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1981—2020 年国内工业设

计理论研究可分为 4 个阶段：基础建设阶段（1981—

1993 年）、稳步增长阶段（1994—2003 年）、快速发

展阶段（2004—2013 年）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

2020 年）。 

 
 

图 1  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在时间维度和期刊类型维度上的分布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design theory in time dimension and journal type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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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根据时间阶段，分别统计各阶段样本中关键词的

频次，选取每个阶段前 10 名的热点主题，并绘制表 1。 

软件对批量文献的统计分析效率人工逐篇查阅的效

率要高很多，对数据的统计更加详细、准确，并能对

统计的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从阅读效率和数据准确

性来说，将软件分析应用于文献研究，是研究方法的

巨大进步。然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由于工具

分析参数的限制，只能分析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献，暂

时不能分析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资料。资料

的完整性存在不足，“量”的有限性可能影响“质”

的准确性，因此，研究结果不具有绝对的准确性，

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 1  核心期刊中含关键词工业设计的文献数量占全部期刊中的比例 
Tab.1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containing keywords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core journals accounts for the proportion of all journals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全部期刊 28 35 54 53 49 45 37 50 77 88 

核心期刊 14 18 16 20 17 13 7 18 8 14 

比例 0.50 0.51 0.30 0.38 0.35 0.29 0.19 0.36 0.10 0.16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全部期刊 124 160 158 177 236 257 303 342 353 376 

核心期刊 31 43 41 53 68 39 48 57 58 54 

比例 0.25 0.27 0.26 0.30 0.29 0.15 0.16 0.17 0.16 0.14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部期刊 398 443 392 446 441 397 345 370 282  

核心期刊 56 56 39 52 29 36 36 38 30  

比例 0.14 0.13 0.10 0.12 0.07 0.09 0.10 0.10 0.10  
 

2  近 40 年中国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回顾 

2.1  基于描述性统计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回顾 

从时间和期刊类型 2 个角度来统计篇名中含“工

业设计”的文章数量，并绘制出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

献在时间维度和期刊类型维度上的分布情况[2]。 

时间维度上，自 1981 年中国知网收录第 1 篇工

业设计主题的文章以来，整体发文量呈持续增长趋

势。然而，从《“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国内有

关工业设计理论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缩减态势，并逐

渐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期刊类型维度上，根据图 1 中的数据，整理出核

心期刊中篇名含“工业设计”的文献数量占所有期刊

的比例（见表 1）。由于中国知网收录的第 1 篇含篇

名“工业设计”的核心期刊文献的年份为 1992 年，

所以表 1 选择 1992 年作为时间起点。 

结合图 1 和表 1 可知：1981—2013 年，全部期

刊中的文献数量基本维持稳步增长态势，2014—2020

年文献数量逐渐减少；核心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在全部

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占比，仅有 1992—1996 年、1999

年和 2005 年超过 30%，其余年份占比均在 30%以下；

核心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在 2006 年出现峰值（68 篇）。

1992—2005 年文献数量稳步增长，年均约 22 篇。

2007—2020 年文献数量逐渐减少，年均约 45 篇。虽

然在 2006 年之后，核心期刊中的年均篇数比 2006 年

之前的年均篇数高出 23 篇，但是在全部期刊中的平

均占比却要低很多。由此可见，在提高工业设计理论

研究发文数量的同时，学者们还应不断提升论文质

量，使理论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2.2  基于可视化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回顾 

收集到的有效文献共 6 576 篇，分阶段进行统计

分析，整理出各阶段前 10 名的热点主题及其频次（见

表 2），并绘制出各阶段的热点主题图谱。 

由表 2 可知，工业设计和工业设计教育在 2 个阶

段的出现频次均排在前 10，工业设计师、中国工业

设计和产品设计在表 2 中的 3 个阶段均有出现。 

2.2.1  基础建设阶段（1981—1993 年） 

根据图 1 中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在时间上

的分布情况，将 1981—1993 年划定为基础建设阶

段。该阶段无论是文献的绝对数量，还是增长率，都

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文献数量从 1981 年的 2 篇到

1993 年的 35 篇，以平均每年约 2.5 篇的数量在缓慢

增长，此阶段总体样本数量为 123 篇。 

收集 1981—1993 年工业设计理论研究相关文

献，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统计结果见图 2。 

从可视化结果可知，工业设计师、工业设计教育、

现代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学、工业设计系等

关键词在此阶段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中属于热点主题。 

在工业设计研究初期，多位学者从经验借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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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阶段前 10 名热点主题词频统计 
Tab.2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hot topics in each stage 

主题 

（1981—1993 年） 
频次 

主题 

（1994—2003 年）
频次 

主题 

（2004—2013 年）
频次 

主题 

（2014—2020 年）
频次 

工业设计师 17 工业设计 218 工业设计 1 394 工业设计 1 404 

工业设计系 12 工业设计师 77 工业设计专业 139 工业设计专业 138 

工业设计教育 11 工业设计教育 50 工业设计教育 106 教学改革 94 

工业设计 9 现代工业设计 42 产品设计 93 应用 78 

现代工业设计 5 工业设计专业 36 创新 86 工业设计产业 65 

中国工业设计 4 产品设计 20 工业设计产业 85 人才培养 61 

现代家具 2 中国工业设计 20 工业设计师 83 教学模式 61 

人机工程学 2 消费者 19 中国工业设计 80 工业设计教育 57 

产品设计 2 工业设计人才 16 教学改革 69 创新 54 

工科院校 2 工业设计系 16 绿色设计 54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54 

 

 
 

图 2  1981—1993 年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热点关键词 Centrality 结果 
Fig.2 Centrality results of hot keywords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oret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81 to 1993 

 
名设计师分析、设计师的出现、设计师的作用等角度

对主题“工业设计师”进行了探讨。柳冠中[3]（1985

年）基于自身的进修经历，通过考察雷曼教授的教学

内容，认识到造型基础训练对工业设计师的培养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刘发全等[4]（1985 年）从工

业设计的缘起、发轫、萌芽、兴起和完善 5 个阶段，

对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著名设计师的设计思想

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初步梳理出工业

设计思想的变迁脉络。柳冠中（1987 年）认为，在

大工业生产方式下，工业设计师能够通过有预见的、

合理的设计观念来协调各工种和各工序，因此，工业

设 计 师 的 出 现 是 工 业 时 代 的 必 然 结 果 。 辛 华 泉 [5]

（1989 年）与柳冠中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在产品

的设计过程中，造型设计师需要与工程师协同工作才

能确保产品的外形和质量。 

工业设计教育在 4 个阶段内均是热点主题。杜海

滨（1985 年）率先提出工业设计的三大教育观：建

立专和博的知识结构、理论与实际结合、掌握多种技

能。随后，张福昌[6]（1988 年）通过分析韩国工业设

计教育的简单历程，发现其工业设计教育是为了创造

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和生产体系。宗明明

（1990 年）借助国际上的经验，探讨了我国工业设

计教育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从师资队伍的建设、课

程设置问题、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

国情的设计教育体系等方面展开。之后，柳冠中（1992

年）将工业设计教育作为重大研究课题，从培养目

标、培养方向、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五大方面

进行了深入阐述。其他学者也发表了自己对工业设计

教育的观点，如统一专业名称、合理协调师资队伍、

教材建设与教学大纲制定、建立合适的教学管理制度

等（邬海三，1990 年）。 

工业设计也称作工业意匠（付鑫华[7]，1981 年）。

工业设计被引入国内以来，人们对其内涵的认识逐渐

清晰，学科的边界也逐渐被扩大。胡传德（1989 年）

对工业设计的发展、构成、种类、过程、思维、应用

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随后，瞿光林（1991 年）

通过分析日本工业设计进步的主要特征，总结出我

国应该提高设计文化意识、多方努力振兴设计、学习

外国经验等多条启示。王继成[8]（1993 年）基于标准

化视角提出了工业设计发展的手段，即可通过成组

技术和模块化设计减少综合设计的过程，从而提升产

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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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稳步增长阶段（1994—2003 年） 

根据图 1 中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在时间上的分

布情况，将 1994—2003 年划定为稳步增长阶段，此

阶段文献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与第 1 阶段相比，都有

较为明显的提升，并处于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文献

数量从 1994 年的 54 篇到 2003 年的 160 篇，以平均

每年约 11 篇的数量在稳定增长，此阶段总体样本数

量为 737 篇，见图 3。 

 

 
 

图 3  1994—2003 年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热点关键词 Centrality 结果 
Fig.3 Centrality results of hot keywords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oret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94 to 2003 

 
从可视化结果可知，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师、工

业设计教育、现代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产品设

计等主题在此阶段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中属于热点

主题。由于“工业设计”是检索的词汇，所以在各个

阶段出现的频次均较高。在本阶段及之后的篇幅中将

不重复分析工业设计主题，而是着重分析相关主题。 

工业设计的创造性活动离不开设计人才，国内多

位学者围绕工业设计师教育、设计师协会、消费者需

求、外观设计等方面展开了研究。柳冠中（1994 年）

提出需要予以承认“工业设计师”的职称来促进设计

师人才价值的发挥，并要完善中国自己的工业设计教

育体系。国外的工业设计教育发展经历也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是现代设计发展

较早的一批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体制值

得我国借鉴（人力，1994 年）。赵子夫等（1994 年）

也从发达国家的工业设计教育经验出发，认识到我国

工业设计教育存在片面性问题，进而提出我国工业设

计师的教育应侧重于培养表现、造型、创意等方面的

能力。工业设计教育不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还要符

合国内的时代特征。信息时代下的工业设计教育可以

尝试引入计算机辅助设计，从而提高设计师的创造力

（蒋维玲，1994 年）。何人可[9]（2002 年）结合人类

设计历史的发展进程，认为综合化是我国设计教育的

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意见，如导师制、模

块式教学等。关于工业设计师教育的话题，还有多位

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设计教育与经济振兴（吴

继新，1997 年）、设计教育与创业实践（韩风元，2000

年）、设计教育与企业联合培养（倪凤祥，2003 年）

等。工业设计师的发展离不开设计协会的促进。在德 

国有 5 个国家级团体加入了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美国

工业设计协会主席普洛斯认为设计师开发的产品能

够体现时代特点；日本工业设计协会曾多次组织国际

会议，共同探讨工业设计的发展问题；韩国成立了韩

国设计中心，以通过发展设计来振兴经济（人力，1994

年）。我国工业设计协会的成立大大促进了我国设计

行业与国际间的交流（王翠霞等，1996 年）。英国、

日本、北欧各国的工业设计协会都对工业设计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罗筠筠，1998 年）。随着经济的

发展，工业设计师的创新应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秦

在权，1994 年）。设计师不仅可以通过建立文化模式

让消费者逐渐接纳企业形象（包林，1996 年），还能

在设计活动中创造高附加值来调节消费者与制造者

的平衡关系（何晓佑，2001 年）。 

工业设计教育仍是本阶段的热点话题，并且在研

究过程中与主题工业设计师存在部分重合的内容。通

过 分 析 我 国 工 业 设 计 教 育 存 在 的 四 大 误 区 ， 陈 光

（1994 年）提出我国高校在工业设计师培养的过程

中应着力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应注重艺术和技术的

结合，也应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学科建设是工业设计

教育中的重要方面，科学合理的学科建设有利于培养

更多的设计人才。程能林等[10]（1994 年）基于工业

设计教育的特征视角，提出形成一支学术水平高、思

想素质良好、知识和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出版

更多能体现学科综合性要求的教材，同时，在教学过

程中应该让学生多参与实践项目。 

2.2.3  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3 年） 

根据图 1 中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在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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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况，将 2004—2013 年划定为快速发展阶

段。该阶段文献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与第 1、2 阶段

相比，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

文献数量从 2004 年的 158 篇到 2013 年的 443 篇，以

平均每年约 29 篇的数量在稳定增长，此阶段总体样

本数量为 3 043 篇，见图 4。 
 

 
 

图 4  2004—2013 年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热点关键词 Centrality 结果 
Fig.4 Centrality results of hot keywords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oret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2004 to 2013 

 

从可视化结果可知，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

工业设计教育、产品设计、创新、工业设计产业等关

键词在此阶段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中属于热点主题。 

多位学者对工业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模

式、人才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张淑敏

（2004 年）将工业设计的课程体系分为基础理论、

技术基础、艺术表达、专业课等几大模块。丁继军

等 [11]（2006 年）也具有类似的课程设置思路，他将

工业设计的基础课程体系归纳为造型基础、造型表

达、工程实践和工程理论 4 个课程群。也有部分学者

对某一具体课程进行了探讨，如专业实践课程（张慧

姝，2006 年）、人机工程学（张铁成，2013 年）、立

体构成课程（孙晓明等，2013 年）、手绘课程（杨亚

坤，2013 年）、美术基础（邱蔚琳，2013 年）、工程

制图课程（宋杏爽，2013 年）等。 

工业设计专业的教学模式创新也是与工业设计

专业相关的重要的探讨方向。陈羽等（2005 年）提

出了工业设计的产学研教学模式，提出该模式的学者

还有宋奕勤等（2012 年）、卢纯福等（2012 年）、张

圆圆（2012 年）、曹百奎等（2013 年）、李超等（2013

年）等。与此类似，提出工作室式教学模式的学者也

不在少数，如徐战彬（2012 年）、叶德辉等（2012 年）、

钟蕾等（2013 年）、王刚（2013 年）等。吴祥忠等（2006

年）提出了教学、研究和创造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高力群（2011 年）提出了跨学科培养模式。除此之

外，还有任务驱动型（梁烨，2012 年）、三项式（崔

淮等，2012 年）、竞赛型（焦斌，2013 年）、自主研

究型（黄瓛，2013 年）等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与教学模式存在较多重合的内容。人才

的培养有赖于教学模式的实施，教学模式创新的目的

在于培养新型人才。然而，人才培养并不仅仅需要依

靠教学模式，还需要依靠课程体系（崔因，2012 年）、

教学设备（杨海波等，2012 年）、实践项目（佘雪松，

2012 年）和师资（龚敏，2013 年）等方面。 

工业设计教育在此阶段依然是热点主题。本阶段

国内学者主要从人才培养、工科院校、教学改革、课

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探讨工业设计教育。有学者

通过工业设计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才培养进行了探

讨，如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邓学熊等，2009 年）、

起步阶段（何晓佑，2010 年）、产业转型时期（陈振

益等，2012 年）等，也有从具体地域视角展开的研

究，如广东省（广东省经贸委，2008 年）、西北地区

（吴勘，2012 年）等，另有基于市场需求提出的观

点，如链接企业人才需求（王亦敏，2010 年）、适应

市场需求（何风梅等，2012 年）、企业工业设计人才

储备（孙虎鸣，2012 年）等。工科院校也是工业设

计教育的重点探讨方向，因为我国工业设计专业仅部

分院校招收工科类学生，且招收工科类学生的历程较

短，培养经验不足。关于工科类工业设计学生的培

养，主要从学生的综合能力（殷晓晨，2003 年）、综

合性课程（武立艳，2005 年）、培养创造能力（孙秀

荣等，2006 年）、造型能力和艺术素质（韩敏，2007

年）、特色工科教学系统（李静，2010 年）等方面进

行培养。工业设计教育的改革问题主要包括教学体系

（杨晶晶，2005 年；钟辉等，2012 年）、学科建设（邓

治华，2006 年）、教学模式（郭俊等，2011 年）等，

也有部分学者对具体的课程提出了改革意见，如构成

学（宋强等，2007 年）、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胡晓

庆，2009 年）、方法学（段海燕等，2010 年）、造型

设计（张帆等，2012 年）等。基于课程体系视角探

讨工业设计教育问题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商云男等

（2008 年）、陈亦仁等（2008 年）、张学东（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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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晶（2012 年）等。 

创新是工业设计的核心与灵魂[12]。工业设计领域

的创新研究主要包括设计思维与方法的创新、设计教

育与人才培养的创新、企业中的产品创新等。随着学

科交叉的深入、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界形成了多种

创新方法 [13]。如逆向工程与顺向工程相结合的方法

（来振华等，2004 年）、系统设计方法（蒋雯，2010

年）、智能设计方法（蒋雯，2010 年）等。设计方法

是设计思维的反映[14]，目前的设计思维主要有形象思

维、逻辑思维（蒋雯，2010 年）等。高校探索设计

创新主要集中在教育和人才培养 2 个方面，通过增加综

合性设计课程训练、改革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采用启

发式教学模式等教学创新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端文新，2005 年），也可通过工作室模式、课题化、

项目化等方式开展设计实践教学（代秀峰等，2012 年）。 

2.2.4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20 年） 

根据图 1 中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整体样本在时

间上的分布情况，将 2014—2020 年划定为高质量发

展阶段。此阶段文献的数量开始出现负增长，与第 1、

2、3 阶段相比，处于较为明显的缩减态势。文献数

量从 2014 年的 392 篇到 2020 年的 282 篇，以平均每

年大约 16 篇的数量在持续减少，此阶段总体样本数

量为 2 673 篇，见图 5。 

 

 
 

图 5  2014—2020 年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文献热点关键词 Centrality 结果 
Fig.5 Centrality results of hot keywords in industrial design theoret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2014 to 2020 

 

从可视化结果可知，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

教学改革、应用、工业设计产业、创新等主题在此阶

段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中属于热点主题。 

工业设计专业与教学改革有较多重合之处，主要

集中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基础理论课程、软件应

用 4 个方面。国内多位学者对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了

深入探索，主要有创客模式（李昀桐等，2016 年；

胡浩等，2018 年）、协同创新模式（杨梅等，2016 年；

陈紫霞，2018 年）、实训教学模式（吕中意，2016 年；

艾青，2018 年）、研究性教学模式（张义峰等，2016

年）、B+CDIO 模式（林立等，2017 年）、工作室课题

制模式（张幼云，2017 年）、双轨制教学模式（岳涵

等，2018 年）、Witkey 模式（唐珊，2020 年）等。对

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效性教

学法的引入对提升教学实效和教学成效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刘立园，2016 年），模块化教学法对提升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设计实践能力具有较大的帮助

（闫朝华，2016 年），互动参与式教学法在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授课效果（余

钰，2016 年），趣味性教学方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参

与度（刘志斌，2019 年）。设计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

重点探讨的是设计专业的基础知识课程，主要包括手

绘表现课程（李博，2014 年；罗移峰等，2015 年）、

设计史（张秀德，2014 年；王倩等，2015 年）、产品

结构设计（刘恩辰，2015 年）、材料工艺课程（李启

光，2015 年）、工业设计机械基础（王雷等，2016 年）、

产品造型材料与工艺课程（王坤，2017 年）、专业素

描（衣方丹，2018 年）、工业设计工程基础（付晓莉，

2019 年）等。软件方面的教学改革主要包含平面设

计软件和三维设计软件 2 类，其中包含 CorelDraw（蔡

学静，2016 年）、PRO-E（王乐琼，2017 年）、Rhino

（胡渊，2018 年）等。 

工业设计主要有“其他领域在工业设计中的应

用”和“工业设计应用到其他领域”2 种。其他领域在

工业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交互设计（郑林风等，2014

年；冯堃，2015 年；景宇，2015 年、李方初，2016

年；杨东旭，2016 年；杨学顺，2016 年）、中国传统

元素（周峰，2014 年、朱义明，2014 年、张丹，2015

年；骆青鹏等，2017 年）、虚拟现实技术（黄坤，2017

年、吕钦，2017 年、任坤，2020 年）、人机工程学（候

双，2016 年；毛斌等，2017 年），另有计算机技术、

电气节能技术等。工业设计应用到其他领域包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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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陈宗涛、2014 年、朱凯，2014 年、李增泉，2017

年）、多媒体技术环境（关瑛，2014 年）、采煤机（张

琪等，2016 年）、饲料机械产品（王春华，2019 年）等。 

对 工 业 设 计 产 业 的 研 究 主 要 分 为 区 域 产 业 分

析、与制造业关联分析、与创意产业关联探讨、产业

化探索等。工业设计产业区域分析主要有杭州市（陈

勇，2014 年）、天津市（罗京艳，2014 年）、金华地

区（吴瑕，2014 年）、宁波市（韩嘉璇，2014 年）、

河南省（陈岩，2014 年）、嘉兴市（张力，2015 年）、

廊坊市（沈红霞，2018 年）等。工业设计是制造业

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与制造业的发展息息相关[15]。

罗京艳等（2014 年）提出了工业设计产业助力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多条对策，研究该主题的学者还有张明

目（2014 年）、朱焘（2015 年）、陈茂清（2017 年）、

白玉芹（2020 年）等。创意产业与工业设计的创新

性、关联性较强，与工业设计的产业化探索也密切

相关[16]，对该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多，主要有曹金

（2014 年）、王涛等（2015 年）、姜鑫玉等（2017 年）、

杨柳（2019 年）、杨健（2020 年）等。 

创新一词内涵丰富，几乎每个行业都需要创新。

有学者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创新的价值，主

要分为 3 个层面：宏观政策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和微

观平台和技术层面[17]。宏观层面，通过对芬兰“设计

立国”战略的研究，梳理出芬兰的强国之路（陈朝杰

等，2014 年）。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设计产业

发展（候茂章等，2014 年）、产学研合作机制（张明

月，2014 年）、设计产业链构建（谢天晓，2015 年）

等方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内容较多，主要集中在设计

创新模式、设计创新方法等方面。设计服务模式的创

新能够促进工业设计发展（孙建斌，2014 年），“软

件与硬件整合+APP”模式融合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利于提升用户体验（罗仕鉴等，2015 年），协同创

新模式可以促进工业设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杨梅

等，2016 年），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有利于提升工业设

计 专 业 学 生 的 综 合 能 力 （ 王 先 昌 等 ， 2017 年 ），

“X+CDIO”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多维度整合人文、技

术和商业等领域的知识，能够为创新型中国培养更多

的创新人才（梁玲琳等，2019 年）。 

3 《“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我国工业设

计理论研究的评述 

3.1  样本的选择与分布 

采用文献阅读法对《“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

我国的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加以评述。对 CSSCI 中

2014—2020 年篇名中含“工业设计”的文献进行统

计，去掉无关文献，得到文献 89 篇。经过逐篇阅读，

将文献大致归纳为 15 个热点主题，进一步归纳为工

业设计研究的四大领域，见表 3。 

表 3  2014—2020 年 CSSCI 中篇名含 

“工业设计”文献的分类情况 
Tab.3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including "industrial 

design" in CSSCI from 2014 to 2020 

研究领域 热点主题 数量 比例/%

工业设计

教育领域

设计人才培养、 

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21 24 

工业设计

学科领域

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设计发

展历史、设计未来方向、工业

设计价值、造型研究 

42 47 

工业设计

产业领域

设计产业、设计公司、 

设计师 
12 13 

工业设计企

业应用领域

设计应用、知识产权、 

设计管理、设计过程 
14 16 

 
根据表 3 可知，2014 年以来 CSSCI 期刊中工业

设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工业设计教育领

域、工业设计学科领域、工业设计产业领域和工业设

计企业应用领域。其中，工业设计学科领域的研究文

献数量 多，包含设计思路、设计方法、设计发展历

史、设计未来方向、工业设计价值和造型研究六大热

点主题。其次是工业设计教育领域，主要包含设计人

才培养和设计教学课程等方面。工业设计产业领域和

企业应用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3.2  工业设计教育领域研究的评述 

《“十二五”规划》将教育领域归为重点社会创新

领域，提倡信息化教学，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构筑

现代化教学基础。创新能力建设的根本在于创新人才

的培养，工业设计具有创新的本质特征[18]。设计界响

应国务院的号召，为国家重点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才

的培养需要依靠现代化的培养模式和合理的课程体

系。教学改革和培养模式探讨的均是设计专业学生在

大学期间的教育问题，教学课程改革是教育手段，培

养模式是教育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实践教学具有

多重价值，因此《“十二五”规划》以来的教学改革

和培养模式大多数聚焦于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不仅

能通过企业的真实项目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能促

进教学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更能帮助企业解决人

才短缺的难题。 

国内多位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实践教学模式，比

如项目式教学（杜海滨等，2014 年）、设计概念“实

物化”（王毅等，2014 年）、学研教协同模式（尹虎，

2015 年）、双轨制（卢月红等，2018 年）、导师工作

室式（邱潇潇，2015 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

（宁芳，2018 年）、产教融合（孙惠，2019 年）、专

业实践与教学改革（吴志峰，2020 年）等。 

3.3  工业设计学科领域研究的评述 

工业设计学科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设计界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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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身的探索就自然地成为了热点话题。设计学科领

域的话题主要包含基础知识层面（造型研究、设计发

展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法层面（设计方法）、学

科认知层面（设计价值）、设计哲理层面（设计思想）。 

针对基础知识的研究，周敏宁等[19]（2014 年）

通过分析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对中国收音机造型设

计的影响，展现出造型设计本土化的演进过程，包懿

喜从视觉构建与文化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工业设计的

视觉文化研究。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由

此可见，研究设计历史能够为工业设计未来的发展方

向提供依据和参考[20]。许江等（2015 年）从“艺”

与“工”的融合与分离角度，探讨了工业设计专业的

变迁历史，有利于学科在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时值

改革开放 40 周年，刘洁（2018 年）采访了柳冠中教

授。柳教授结合自身的实践项目和理论研究，回顾了

工业设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并指出目

前国内工业设计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未来需要拿出

“中国方案”，即可持续的社会共享服务设计。对于

未来的发展方向，学者们也提出了多种观点，苗广纳

（2015 年）认为节能设计是高校公共设施的设计原

则和思路；熊菁菁等（2016 年）提出在未来的设计

活动中应该融入中华文化，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

中国品牌；曹小欧（2016 年）提出只有打破廉价与

山寨两座大山，未来中国才能产生更多优秀的设计；

王受之（2020 年）基于学科演化视角，从设计行业和

设计理论 2 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 

在设计过程中运用设计方法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设计师在设计实践过程中引入设计方法能为企业创

造更大的价值。徐伟等（2016 年）将参数化设计方

法运用到公共设施中，可大幅提升设计创新的可控性

和灵活度。周明等[22]（2017 年）从老年人的生活形

态和生活方式出发，尝试构建适合老年人的产品交互

设计方法体系。赵天娇等（2018 年）通过探究日常

生活与形态美之间的关系来构建生活形态探索方法，

为 工 业 设 计 探 索 出 了 新 的 教 学 实 验 方 法 。 宋 武 等

（2019 年）提出智能人因工学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工

业设计的新方法之一。 

设计价值的研究主要通过设计价值的认知和设

计应用的价值 2 个方面来展开。陈香等[23]（2014 年）

通过统计学方法来研究设计师与委托者对设计价值

认知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兰翠芹（2018 年）提出工

业设计的创新动力价值在于工业设计标准的建立。卢

涛（2018 年）认为可以通过高水平设计竞赛的方式

实现设计理念的广泛认知，从而实现工业设计间接驱

动的价值。陈金德等[24]（2019 年）通过研究科学技

术与工业设计在企业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发现工业

设计具有为科技应用提供多种可能性的价值。 

设计思想的研究从要从文化和设计哲学观的角

度进行探讨。彭静昊等[25]（2015 年）通过研究以文

化心理为代表的隐型文化和以生活用品为代表的显

型文化之间的关联，提高了工业产品设计的文化品位

和审美内涵。周莹等（2016 年）研究了刨与明式家

具样式的气质文化。黄德全（2017 年）通过自己的

设计实践提出了设计师应该把握物性、遵守工法的设

计观。另有学者从传统伦理的角度吸取设计思想，认

为设计中应该融入设计伦理（张明，2016 年；吴志

军等，2016 年）。 

3.4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研究的评述 

工业设计行业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设计师、工

业设计公司和工业设计产业 3 个方面。此阶段 CSSCI

中参与专访（或专题）的设计人物有柳冠中（刘洁等，

2018 年）、陈冬亮（田君，2018 年）、曹晓昕（黄德

荃，2017 年）、时晓曦（黄德荃，2017 年）和张剑（李

江，2016 年）。工业设计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

过程和发展方向方面，具体有浪尖设计（李云等，2017

年）和瑞德设计（李云等，2017 年）。工业设计产业

的研究相对较多，围绕工业设计产业的各个方面展

开，主要有工业设计产业与企业的关系（郭雯等，2014

年）、他国设计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张毅等，2014

年）、设计产业竞争力（曹小琴等，2017 年）、区域

产业发展现状（吴峰等，2017 年）、产业集聚模式与

趋势（秦彪，2017 年；陈圻等，2015 年）、未来设计

产业发展研讨会（陈嘉嘉，2019 年）等。 

3.5  工业设计企业应用领域研究的评述 

工业设计属于应用型学科[26]。无论是工业设计在

各个行业中的应用，还是新技术在工业设计过程中的

应用，都能够产生更大的创新价值。工业设计企业应

用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层、方法层和战术层等

方面。工业设计作为企业发展战略框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企业转型升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7]。工

业设计的创新思维是引导产品设计的重要思路[28]。工

业设计作为技术应用于企业，不仅能够通过提升产品

的美感意象来促进消费（段兴禹，2015 年），还能帮

助企业多重利用原材料（王刚，2017 年），也能作为

设计驱动力促进区域工业增长（王汉友，2018 年）。

3D 打印技术（许莉钧，2018 年）和 CMF（左恒峰等[29]，

2017 年）在设计创新中的应用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知识产权、设计管理、设计过程等作为工业设计

应用的重要方面，不仅是主动设计型企业的核心资源

（张震等，2015 年），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蔡军等，2014 年），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过程也

可以作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借鉴（李和森，2014 年）。 

4  未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展望 

4.1  工业设计创新驱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 

《“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96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6 月 

 

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各行各业都

在为之贡献力量。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作用不言而

喻，但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学科发展

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业设计在国内企业中的

创新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值此建设创新型

国家之际，工业设计创新驱动理论体系的研究或将迎

来新的发展良机。设计界专家、学者们可借此势头，

着力研究设计驱动企业创新理论体系，多视角、多维

度地探索设计驱动力，为传统企业转型、国家经济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30]。 

企业转型需要借助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经济体

制、管理模式、人才、方法、技术等因素。工业设计

理论研究可围绕企业转型所需的内容进行深入探索，

力图构建具有参考价值的设计驱动企业创新理论体

系，为企业转型助力，为国家经济腾飞助力。 

4.2  工业设计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 

自中国知网收录工业设计名词解释（付鑫华，

1981 年）以来，工业设计在国内的研究历程仅有 40

年，工业设计学科的综合特性等因素，使现阶段的工

业设计研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科学理论研究必然需

要更客观、更科学的研究方法[31]。目前，设计界已有

借助量化思维来研究工业设计的方法，比如感性工

学、人机工程学、参数化设计等。未来，设计学科可

跨学科合作，借助科技手段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借

助统计学方法对大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用户画

像，进而研究用户需求、用户偏好、用户行为特征等

方面。再如借助信息科学方法，对知识可视化处理，

得到知识聚类或知识线图等知识图谱，进而研究学科

发展、学科热点和学科前沿知识等方面。 

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学科走向更加成熟、科

学的阶段。工业设计学科若能更多地融合不同的科学

研究方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4.3  工业设计未来应用方向方面 

刘洁等[32]提出未来社会应该向“可持续的社会共

享服务设计”的方向发展。自然资源有限，终有消耗

殆尽的一天，人类在没有找到替代能源之前，要不断

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尽可能地延续现有资源的使

用时间。工业设计不仅要满足于产品的合理性和服务

的高体验性，还应考虑人类的发展方向，以及健康、

合理的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设计探索更具有实际应

用价值，社会闲置资源众多，亦可借鉴柳冠中教授提

出的共享服务思想。未来网络将更加发达，科技成果

应用于生产生活将会更加普遍，运用互联网手段，可

缓解众多资源闲置的社会问题。目前，教育资源大量

闲置，尤其是大学院校中大量师资闲置，同 1 门课每

个学院至少有 1 位老师在教，全国几百所设计学院出

现几百位老师都是在教同 1 门课。未来师资共享，既

可以使多所高校同时线上教学，也可以重复播放录制

的课程，充分发挥高水平教师的价值。教育改革一直

是设计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不妨尝试探索教育共享

模式。除此之外，教育界的公共设施闲置问题也非常

严重，学者们可以从图书馆、运动场、实验室、专利、

设计概念等方面来探索共享模式。社会公共资源闲置

问题也较为严重，医疗卫生、文化、公共安全等方面

的共享服务模式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5  结语 

自 1981 年以来，工业设计理论研究经历了 4 个

阶段，即基础建设阶段、稳步增长阶段、快速发展阶

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基础建设阶段（1981—1993

年）无论是文献的绝对数量，还是增长率，都处于相

对较低的状态。该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

师、工业设计教育、现代工业设计等。稳步增长阶段

（1994—2003 年）文献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与第 1

阶段相比，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处于持续稳定增

长的态势。该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工业

设计师、工业设计教育等。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3

年）文献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与第 1、2 阶段相比，

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该阶段

的热点主题主要有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工业设

计教育等。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20 年）文献

的数量开始出现负增长，与第 1、2、3 阶段相比，总

的期刊文献数量处于较为明显的缩减态势，但是核心

期刊的文献数量却较为稳定。该阶段的热点主题主要

有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等。 

《“十二五”规划》发布以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

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工业设计教育领域、工业

设计学科领域、工业设计产业领域和工业设计企业应

用领域。其中，工业设计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 多，

占比 47%。该领域的热点主题主要有设计思想、设计

方法、设计发展历史、设计未来方向、工业设计价值、

造 型 研 究 等 。 工 业 设 计 教 育 领 域 的 文 献 梳 理 占 比

24%。该领域的热点主题主要有设计人才培养、设计

课程、教学改革等。工业设计产业领域和工业设计企

业应用领域文献数量的占比分别为 12%和 14%。工业

设计产业领域的热点主题有设计产业、设计公司、设

计师等。工业设计企业应用领域的热点主题有设计应

用、知识产权、设计管理、设计过程等。 

从 3 个方面展望未来我国工业设计理论研究的

主题，分别为：工业设计创新驱动理论体系建设、工

业设计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工业设计未来应用方向。工

业设计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

之一，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为企业发

展提供创新驱动力。工业设计理论研究借助更多的跨

学科方法，不仅能够提高研究效率，还能帮助学科走

向更加成熟、科学的方向，使未来工业设计的应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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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更多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资源更加

合理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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