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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利用该过程满足用户对不同产品意义的追求，从而提升企

业产品的竞争力。方法 首先，明确设计驱动功能创新的原理、特点以及实现所需的基本过程。其次，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产品意义实现的方式，以及产品用户和应用场景在产品意义发掘中的作用，总结出产

品意义发掘的三种模式。根据产品意义发生变化时产品功能变化的相关特点，总结出适用于设计驱动的

功能创新技术。最终，形成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模型。结论 设计驱动的产品功能创新过程模型可

以分阶段地指导设计人员进行功能的创新设计，包括如何提出新的产品意义以及如何对产品功能系统进

行调整，为产品功能的创新提供了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之外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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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and use this process to satisfy 

users' pursuit of different product meaning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designed by enterprises. The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process of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Then the paper summa-

rizes three patterns to unearth product meaning by analyzing the ways of realizing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 meaning and 

the role of product user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unearthing product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product meaning,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uitable de-

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the paper proposes a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

novation process model. The verification of an example proved that the design-driven product function innovation process 

model can guide designers to carry out the function innovation design in stages, including how to propose new product 

meaning and how to revise the product function system, which can provide new ideas different from demand-pull and 

technology-push for product func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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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驱动创新的方式是指提出新的产品意义[1-2]，

因此，设计驱动创新又被称为意义创新。在选购产品

时，用户不仅会思考自己需要什么[3]，也会思考为什

么需要某件产品。用户在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时考虑的

是自己的需求，而思考为什么需要某件产品时考虑的

是产品的意义。对用户来说，满足他们对产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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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与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样重要。对企业来说，当用

户追求的产品意义未得到满足时，就出现了创新的机

会，通过产品意义创新得到的产品可以帮助企业打开

新的市场[4]，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产品意义是设计驱动创新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概念。 早提出产品意义这一概念的人是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的克里彭朵夫（Klaus Krippen-

dorff）教授，他提出设计就是赋予物品以意义。产品

意义与自然物品所具有的意义的不同在于产品是由

人设计并生产出来的，因此一件产品的意义包含了人

类造物的目的性。这是产品区别于一般自然物的重要

特点，不论是一支笔还是一个茶杯，人们不会只关注

它的物质性，关注的重点是这件产品能帮助人们达成

什么样的目的，这才是一个产品存在所具有的意义和

价值。 

当前对产品功能创新的研究中，主要以需求拉动

和技术推动为前提[5]，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还未

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旨在为设计驱动的功能创

新提供实现的过程与方法，以指导设计人员通过设计

驱动的方式进行产品功能的创新。 

1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原理与特点 

1.1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原理 

在设计驱动的创新中，核心任务是提出新的产品

意义[6-7]。产品的用户和应用场景是影响产品意义的

两个重要因素[8-9]，不同用户群体对产品意义的追求

以及产品在不同应用场景中所具有的产品意义是不

同的。产品的功能与产品意义应当具有一致性，产品

的功能服务于产品意义的表达[10]。设计驱动的功能创

新原理如图 1 所示，当用户和应用场景发生转变时，

会催生出新的产品意义，当产品意义发生变化时，产

品的功能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的产品意

义。 
 

 
 

图 1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原理 
Fig.1 The principle of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1.2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特点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与需求拉动或技术推动的

功能创新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见图 2。首先，由于

驱动力的不同，导致它们功能创新的目标不同，需求

拉动或技术推动的功能创新的目标是满足用户的需

求或提升产品的性能[11]，而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的目

标是使产品具有新的产品意义；其次，需求拉动或技

术推动的功能创新通常是指在保证产品主要功能不

变的情况下，提升产品功能的理想化程度，而在设计

驱动的功能创新中，为了满足新产品意义的需要，需

要改变产品的主要功能； 后，需求拉动或技术驱动

的功能创新通常是狭义的实用功能创新，而设计驱动

的功能创新是包括实用功能、象征功能及外观功能在

内的广义的功能创新[12]。 
 

 
 

图 2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的特点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1.3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实现过程分析 

传统功能创新过程从收集用户的需求开始，以得

到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设计方案为结束。设计驱动的

功能创新从提出新的产品意义开始，以得到满足新产

品意义要求的功能设计方案为结束，其中包括两个重

要的过程，分别是新产品意义的提出过程和产品功能

系统的调整过程。新产品意义的提出过程是指在现有

产品的基础上发掘出具有新价值的产品意义并替换

当前产品意义的过程。产品功能系统调整是指为了新

产品意义的实现，利用功能创新的相关技术对产品的

功能系统进行再设计的过程。 

2  新产品意义的发掘 

2.1  产品意义发掘的内涵 

一件产品通常具有三种类型的产品意义，分别是

功能性意义、象征性意义以及情感性意义。不同类型

的产品意义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对于如何发掘新产

品意义应该分类型进行讨论。 

1）产品功能性意义的发掘。产品的功能性意义

是指产品具有的实际效用，通过产品的实用功能体现

出来，例如水杯可以盛水、牙刷可以清洁牙齿等。发

掘产品新的功能性意义就是指寻找产品是否具有其

他实际用途的潜力，将新的实际用途作为产品的主要

功能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进而得到具有新的功能性

意义的产品。 

2）产品象征性意义的发掘。产品的象征性意义

是指产品具有象征用户身份或传达某种观念的作用，

例如名贵的手表可以象征用户高贵的身份。发掘产品

新的象征性意义是指根据用户不同的身份特征、信仰

观念等赋予产品不同的象征性，从而使产品可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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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塑造不同的社会角色或传达出他们特定的观念。 

3）产品情感性意义的发掘。产品的情感性意义

是指因产品被赋予了某种情感特征而可以与人产生

某种情感关联，例如高校推出的学校周边产品，学生

愿意购买使用是因为他们对学校的热爱。发掘新的情

感性意义需要根据用户的文化信仰、情感偏好等赋

予产品不同的情感，使产品可以与用户产生不同的

情感联系。 

2.2  基于用户与应用场景转变的产品意义发掘 

2.2.1  产品的用户与应用场景 

在面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或应用场景时，产品可以

具有不同的产品意义[13]，因此可以通过变换不同的用

户或应用场景来发掘新的产品意义。 

1）产品的典型用户与非典型用户。产品的典型

用户是指符合产品定位的用户群体。除产品的典型用

户之外，有些用户对产品意义的追求与产品定位不相

符，因此就成为了产品的非典型用户。基于产品的非

典型用户，可以发掘出当前产品意义之外的新的产品

意义。产品的典型用户与非典型用户可以从用户的年

龄、性别、身份、行为习惯、文化信仰及情感偏好等

维度进行划分。 

2）产品的典型应用场景与非典型应用场景。产

品的意义会受到产品应用场景的影响。在产品的典型

应用场景下，产品可以体现出其意义所在。然而，在

产品的非典型应用场景中，产品会失去其特定的产品

意义，因此产品意义的发掘可以基于产品的非典型应

用场景，发掘适合于非典型应用场景的产品意义。产

品的应用场景包含五个要素，分别为时间要素、空间

要素、主体要素、产品要素以及事件要素。典型应用

场景与非典型应用场景可以基于这五个要素来划分。 

2.2.2  基于用户与应用场景转变的产品意义发掘模式 

在进行产品意义的发掘时，可以单独将典型用户

转变为非典型用户或单独将典型应用场景转变为非

典型应用场景，也可以将用户和应用场景同时转变，

因此共有以下三种模式： 

1）模式一：应用场景不变、用户转变的模式。

在该模式下，保持产品的应用场景为非典型应用场

景，将产品的用户由典型用户转变为非典型用户，见

图 3。在产品的典型应用场景下，产品的功能性是固

定的，而用户由典型用户转变为非典型用户后，具备

了新的特征，根据非典型用户的身份、文化信仰以及

情感偏好等，可以赋予产品新的象征性意义或情感性

意义。 

2）模式二：用户不变、应用场景转变的模式。

当保持产品的用户不变，将产品的应用场景由典型应

用场景转变为非典型应用场景时（如图 4 所示），非

典型应用场景与典型应用场景相比，具有新的环境

和情境，结合典型用户的行为习惯，发掘产品在新的

环境和情境下的新作用，从而赋予产品新的功能性

意义。  
 

 
 

图 3  应用场景不变、用户转变的模式 
Fig.3 Mode of application scenario  

unchanged and user changed 
 

 
 

图 4  用户不变、应用场景转变的模式 
Fig.4 Mode of user unchanged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 changed 
 

3）模式三：用户和应用场景同时转变的模式。

当产品的用户和应用场景均由典型用户和典型应用

场景转变为非典型用户和非典型应用场景时（如图 5

所示），需要综合考虑新用户和新应用场景的特征，

既可以结合非典型用户的行为习惯，发掘产品在新环

境下的新作用，赋予产品新的功能性意义，还可以进一

步结合非典型用户的身份、文化信仰等，赋予产品新的

象征性或情感性意义，因此在此模式下发掘出的产品意

义可以同时具有新的功能性、象征性或情感性。 
 

 
 

图 5  用户和应用场景同时转变的模式 
Fig.5 Mode of both user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anged simultaneously 
 

3  基于新产品意义的功能系统调整 

产品意义在发生改变后，会对产品的功能系统产

生相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主要功能的变化上。

基于新产品意义对产品的功能系统进行调整要解决

两个问题，首先是产品意义发生改变后产品的功能会

发生哪些变化，其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实现

这样的变化。 

3.1  产品意义的改变对功能的影响研究 

1）产品内部功能的变化。产品意义的改变对功

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主要功能上，除了主要功

能，产品还具有基本功能、辅助功能以及附加功能。

将产品的非主要功能变为主要功能，有助于新产品意

义的实现，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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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产品内部功能的变化 
Fig.6 Changes in product internal function 

 

2）新功能的加入。新产品意义的实现有时还需

要将产品功能系统以外的新功能加入功能系统内，替

代产品当前的主要功能，见图 7。 
 

 
 

图 7  新功能的加入 
Fig.7 The addition of new function 

 

3）功能类型的变化。产品意义对应着产品的主

要功能，当新的产品意义类型发生改变时，产品主要

功能的类型也需要进行相应变化，主要包括实用功

能、象征功能和外观功能之间的相互转变，见图 8。 
 

 
 

图 8  功能类型的改变 
Fig.8 Change of function type 

 

3.2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技术 

现有的功能创新技术如功能进化、功能组合以及

功能失效分析 [14]，可以使功能向着理想化的方向发

展。然而，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要求产品的主要功能

发生上述的三种改变而不是变得更理想化。因此要实

现上述功能的变化，需要更适合的功能创新技术。 

1）功能转型。功能转型是指根据产品意义的需

要对产品主要功能的类型进行改变。例如产品意义由

功能性意义转变为象征性意义或情感性意义后，产品

的主要功能类型将由实用功能转变为象征功能或外

观功能。当产品的主要功能为象征功能或外观功能

时，需要结合产品意义实现所需的象征性元素或情感

性元素对产品的外观进行重新设计，从而体现出产品

所要表达的象征性或情感性。 

2）功能升级。产品的功能系统是由多个不同的

功能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的，它们在产品的功能系统中

有着不同的作用和重要性。其中产品的主要功能决定

了产品的用途，影响着产品所具有的意义。产品功能

的升级是指为了新产品意义的实现，将产品功能系

统内部个别非主要功能的重要性提升并升级为主要

功能。 

3）功能添加与删减。产品功能的添加与删减是

指当产品功能系统内部没有符合新产品意义实现所

需的功能时，需要添加新的功能作为产品的主要功

能，同时添加主要功能实现所需的基本功能和辅助功

能，并对产品功能系统中冗余的功能进行删减。 

4）功能重组。功能重组是指在进行了功能的升

级、添加、删减等操作后，根据各个分功能间的实现

原理，将功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功能系统。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技术应用流程如图 9 所示，

在选定目标产品得到新的产品意义后，先确定新产品

意义实现所需的主要功能类型是否需要改变，若需要

改变类型，则将产品的主要功能类型转变为象征功能

或外观功能，然后结合相应的象征性或情感性元素对

产品的外观进行重新设计，从而体现出产品所要表达

的象征性或情感性；若不需要改变类型，则优先从产

品功能系统内部寻找可以满足新产品意义的功能，并

将其升级为产品的主要功能，当产品功能系统内部没

有相应的功能时，需要添加新的功能到功能系统中作

为主要功能；之后围绕产品的主要功能添加主要功能

实现所需的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并对冗余的不相关

功能进行删减； 后根据功能间的实现原理将各个分

功能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产品功能系统。 
 

 
 

图 9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技术应用流程 
Fig.9 Application process of design-driven  

func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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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模型 

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如图 10 所示。首先要

选定目标产品，通过对目标产品现状的研究明确目标

产品当前的产品意义，结合对产品用户与应用场景的

研究，选择合适的产品意义发掘模式，从不同的角度

寻找发掘各种类型新产品意义的机会。应用产品意义

发掘模式进行产品意义的发掘，得到新的产品意义。

明确新产品意义下产品的主要功能，应用相关的功能

创新技术对产品的功能系统进行调整， 终得到符合

新产品要求的功能系统。 
 

 
 

图 10  设计驱动的产品功能创新过程模型 
Fig.10 Process model of design-driven  

product function innovation 
 

5  实例验证 

5.1  选取闹钟作为目标产品进行实例验证 

闹钟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其主要

通过发出音响信号实现提醒功能，但因闹钟的功能性

较为单一，其存在的价值逐渐被手机闹铃所替代。

因此闹钟这一产品需要新的产品意义为其赋予新的

价值。 

5.2  非典型用户与非典型应用场景的获取 

闹钟非典型用户的获取可以基于产品的典型用

户，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人群，根据该人群的特点，利

用逆向转换图，完成典型用户到非典型用户的转变。

在这里，选取的人群为赖床人群，这类人群的特点是

作息通常不规律，不能准点起床，且消极面对起床。

针对该类典型用户，利用逆向转换图，转变为非典型

用户（如图 11 所示），非典型用户为作息规律的人群，

他们通常积极地规划生活，养成了良好的生物钟，在

该起床的时间可以自然醒来。 
 

 
 

图 11  典型用户的逆向转变 
Fig.11 Reverse conversion of typical users 

 
闹钟非典型应用场景的获取可以基于产品的非

典型应用场景，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应用场景，根据其

特点，利用逆向转换图，完成典型应用场景到非典型

应用场景的转变。典型应用场景可以选取用户起床时

叫醒用户这一场景，在这一场景中，用户无法在规定

的时间起床，他们被动地被闹钟叫醒，被动地接受时

间信息。针对该类应用场景，利用逆向转换图，转变

为非典型应用场景（如图 12 所示）,非典型应用场景

为规划时间的场景，在该场景下，用户主动地进行时

间规划。 
 

 
 

图 12  典型应用场景的逆向转换 
Fig.12 Reverse conversion of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5.3  产品意义发掘模式的选择及新产品意义的建立 

产品意义发掘模式的选择需要从产品用户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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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两个方面考虑，产品的用户和应用场景应该形

成合理的搭配，根据用户和应用场景转变的结果，可

以形成典型用户与非典型应用场景的组合、非典型用

户与典型应用场景以及非典型用户与非典型应用场

景的组合（如表 1 所示），在这三种不同模式的组合

中，可行性较高的是非典型用户与非典型应用场景的

组合。 
 

表 1  不同用户与应用场景的组合分析 
Tab.1 Combin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user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组合 描述 可行性

典型用户＋非典型应

用场景 

赖床人群做时间规划 中 

非典型用户＋典型应

用场景 

作息 规 律 人 群起 床

被叫醒 

低 

非典型用户＋非典型

应用场景 

作息 规 律 人 群做 时

间规划 

高 

 
根据以上的分析，闹钟这一产品的产品意义与用

户追求的规划时间的产品意义无法对应，这时就产生

了意义创新的机会，利用正向转换图，建立新的产品

意义：用来主动规划时间的工具（如图 13 所示）。本

文将新产品命名为时间规划器。 
 

 
 

图 13  新产品意义的建立 
Fig.13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 meaning of new products 

 

5.4  根据新的产品意义，应用功能创新技术对功能

系统进行调整 

功能系统调整的过程如图 14 所示。在新产品意

义下，将时间规划功能作为产品的主要功能，新产品

主要功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作

为支撑。一方面，原产品功能系统中可以延续使用的

功能应该加以保留，闹钟原有的相关功能如时间显

示、声音提示功能在新产品中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故

可做保留；另一方面，有些主要功能实现所需的基本

功能和辅助功能是原产品功能系统中所不具备的，因

此需要添加一些新的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如任务添

加功能与任务显示功能等， 后对不相关的功能如响

铃设定功能进行删除，将各个功能进行重组， 终得

到符合要求的产品功能系统。 
 

 
 

图 14  应用功能创新技术对功能系统进行调整 
Fig.14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for adjustment of the functional system 
 

5.5  新产品方案设计分析 

新产品方案的说明如图 15 所示，新产品面向的

主要用户为作息规律的人群，主要的用途为帮助人们

进行时间规划。产品的使用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时

间规划阶段和任务提示阶段。 

在时间规划阶段，用户可以利用模式按钮选择自

己需要的模式，首先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场景选择预

设的模式，如用户在学习场景下可以选择学习模式，

在学习模式下，产品已设定好用户应该在什么时间段

完成哪些学习任务。当预设模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要

时，可以通过蓝牙或无线连接手机，将自定义的模式

添加到产品中，根据自定义模式，用户可以自由设置

该模式下的任务内容及相应的时间段。 

在任务提示阶段，显示屏可以显示当前所需要完

成的任务，任务时间段显示区域代表任务所处的时间

段，通过时针扫过的角度可以观察任务的时间进度，

当任务时间用完之后会发出声音提醒用户。 

手机端的界面如图 16 所示，通过蓝牙或无线将

手机与产品连接后，用户可以通过添加模式按钮从手

机端添加自定义的模式到产品中，用户可以给新添加

的模式命名，通过添加任务按钮可以设置新模式下所

要完成的任务及时间段，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将新模式

添加到产品中供用户选择。通过删除模式按钮用户可

以删除现有的模式，历史记录可以显示用户 近使用

过的模式，方便用户了解其过往所做的时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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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新产品方案说明图 
Fig.15 New product plan description 

 

 
 

图 16  手机端界面图 
Fig.16 Mobile phon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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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大量研究表明，设计驱动功能创新的方式在开拓

产品新市场、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本文将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分为两

个阶段，并为每个阶段的实现提供了相应的方法。从

用户和应用场景两个角度分析总结了产品意义发掘

的方式；根据设计作为驱动力时功能变化的特点，总

结出适用于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技术。结合以上的研

究，探索性地提出了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过程模型，

丰富了功能创新理论体系。在设计驱动的功能创新思

路下，设计者可以通过发掘新的产品意义，构建符合

新产品意义的功能系统，从而完成功能的创新。因此，

设计者在进行功能创新时可以不再仅依靠新需求的

发掘或技术创新。同时，通过该过程设计出的产品可

以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不同产品意义的追求，为消费者

提供更好的产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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