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4 卷  第 4 期 

288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3 年 2 月 

                            

收稿日期：2022–09–30 

基金项目：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范式转换与体系建构：跨学科视域下的中国现代艺术学理论研究”（18-

FYS00I）；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庞宝术（1996—），男，硕士生，主攻设计学、设计管理。 

通信作者：张晓刚（1970—），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理论、设计学。 

小米生态链：以设计驱动构建协同创新发展生态 

庞宝术 1，张晓刚 1，罗权德 1，王毅力 2 
（1. 广东工业大学，广州 510006；2. 武汉理工大学，武汉 430070） 

摘要：目的 从设计专业的视角研究互联网时代下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计创新策略。方法 通过

案例分析法，针对小米生态链的设计管理模式和关键设计策略，总结制造业设计创新的策略和启示。结

论 小米生态链启示了一种“以设计驱动构建泛集团化的协同创新发展生态”的制造业创新发展模式，

设计管理在其中发挥了指导性和保障性作用，它的运用领域从企业转变为企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更有

利于企业间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协同发展，使“跨界创新、定义需求、品牌赋能、集合共振”等设计

策略得到系统且高效的实施。核心企业小米在生态系统中高效促进“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的沟通

与转化，使生态链产品得到快速且普遍的成功，使生态链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既得到了短期的经济效益

又实现了长远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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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innovation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Internet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design. Through case analysis, aiming 

at the design management mode and key design strategies of the Xiaomi ecological chain, the strategies and enlighten-

ments of manufacturing design innovation were summarized. Xiaomi ecological chain enlightens a manufacturing inno-

vation development model of "building a generalized group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ecosystem driven by 

design", in which design management plays a guiding and guaranteeing role. Its application field changes from enterprises 

to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ed utiliz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dvantageous resources among enterprises, making the design strategies such as "cross-border innovation, 

definition of demand, brand empowerment, and collective resonance" implement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The core 

enterprise, Xiaomi,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ffective demand" and "effective sup-

ply" in the ecosystem, so that the ecological chain products have rapid and universal success, and ecological chain enter-

prises have achieved both 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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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的表象是获取更多附加值，实质是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1]。工业设计是一种有效促进制造业

创新发展的手段。目前，中国工业设计产业未能有效

应对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所面临的挑战[2]。

2021 年 3 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

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和

水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构建协同发展

生态[3]。小米生态链是一种设计驱动的制造业协作创

新发展模式，它具备完善的企业设计战略，涉及了产

品、品牌、企业等多个层次的工业设计策略，对于系

统性认识工业设计在实际情况中促进制造业创新发

展的关键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国内学术

界关于小米生态链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

角，主题聚焦于其商业模式的创新[4-5]，以及生态系

统的管理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6-8]，对小米生态链中

的设计创新策略缺乏设计专业角度的系统性研究。本

文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对小米生态链中的设计管

理、设计策略进行系统剖析，为制造业企业清晰认识

和运用设计、促进制造业创新与合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1  设计驱动小米生态链创新与合作 

小米生态链是以小米公司为核心，生态链企业为

协作伙伴，产品创新设计制造为合作途径的生态系

统。小米生态链的运作逻辑可分为“创新”与“合作”

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合作营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环境，

为产品创新创造优质条件；二是产品设计铸造产品市

场竞争力，推动企业高质高效创新发展。创新与合作

是小米生态链发展的主旋律。 

1.1  设计是小米生态链创新的关键手段  

互联网是目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

背景，互联网消费市场的突出特征是：产品曝光度高、

信息传播快、同类产品竞争激烈——“效率”与创新

是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作为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小

米公司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其核心业务全部放在产品

研发和用户沟通上[9]，即设计创新和用户研究。相较

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职能，小米在制造业中主要

承担的是前端的设计职能和末端的销售职能，并且二

者强相关，直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用户忠诚度两大企

业关键实力板块。在小米主导的生态链中，创新性得

到完美继承。产品是小米生态链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小米公司与生态链企业合作的直接落点，产品设计创

新成为了小米生态链创新发展的关键手段。 

在小米生态链中，大部分生态链产品由小米主导

的生态链产品设计团队完成工业设计工作，再交由生

态链企业进行硬件设计与制造[10]，工业设计师主导了

产品的设计研发过程。设计师为生态链产品注入了小

米品牌的设计理念和外形基因，追求产品的高颜值、

高品质、高性价比，并将产品首先向小米用户推广，

促使每一款产品都能成为“爆款”（用户满意度和接

受度极高的产品）。截至 2021 年，小米生态链产品斩

获了包括 IF、Redot、IDEA 以及 G-Mark 等四大国际

设计赛事的最高奖项，共计 500 多个各类设计奖项。

设计作为小米生态链产品的关键创新手段成果显著。

小米推动了生态链企业从代工企业、供应链企业以及

初创企业发展为 ODM 型企业。得益于小米品牌价值

的加持和“爆款”的显著成效，小米生态链企业如新

竹一般野蛮生长，华米、云米、石头科技、九号公司

等企业在短短几年内成长为超级独角兽。 

1.2  设计驱动小米生态链协同创新   

小米生态链与网易严选、京东京造等基于互联网

大数据支持的 ODM 模式的制造业合作发展模式[11]

有明显区别。网易严选、京东京造通过互联网企业提

供大数据来洞察用户需求，通过建设自有工厂或与代

工企业合作，依托互联网企业的品牌力量推动 ODM

模式的高效运行。小米生态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帮助

后发弱势企业高质高效高速发展，理想结果是生态链

企业借助生态链产品首先实现快速发展，进而建设高

价值的自主品牌，最终形成小米生态链的多赢局面，

是一种制造业中先富带动后富的企业协作发展模式。

生态链产品的成功是促进生态链企业快速发展的第

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因此，设计创新成为小米生

态链协同创新的一个契机和关键驱动力。 

小米与生态链企业是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二者

在协同创新中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风险平摊[12]。

生态链企业补足了小米公司在跨界产品制造中的先

天不足，小米公司则为生态链企业提供了概念定义、

产品设计、产品研发、品质控制等方面的设计支持，

品牌、渠道、营销、销售和售后等方面的销售支持，

信息数据、共性技术、进货渠道等方面的生产支持，

投融资等形式的资金支持[13]，以促进生态链企业高质

量发展。但是小米公司对生态链企业的投资占股比原

则上不会超过 50%，为生态链企业给予充分支持的同

时保留了企业后续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以石头科技为

例，2018 年其自有品牌产品收入将近 15 亿元，首次

超过生态链产品收入，成为扫地机人行业“疯狂的石

头”。石头科技自有品牌的成功树立促进了制造模式

由 ODM 向 OBM 发展模式的转变，逐渐成长为一家

具有自主性和竞争力的后发制造业企业。 

截至 2020 年，小米生态链吸引了将近 300 家企

业，其中将近 20 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 1 亿元。小米

生态链目前形成了以 MIUI 和小米手机为核心，层级

向外扩张的小米产品生态系统（见图 1）。小米公司

2019 年全年财务汇报数据显示，除去主营手机业务，

小米 IoT 平台及生活消费品收入高达 621 亿元，超过

小米全年总收入的 30%，同比增长 41.7%，成为小米

公司创新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小米生态链，生态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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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米生态链系统发展脉络与层级结构 
Fig.1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layers of Xiaomi ecological chain 

 
业得到跨越式发展，小米公司则突破了发展瓶颈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切实形成多赢发展的局面。  

2  设计管理保障小米生态链创新与合作 

小米生态链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制造业发展模

式的创新性，设计创新从源头带动和整合创新链[14]。

创新和合作是小米生态链运作的两个关键词，并且合

作是创新的基础。在复杂的小米生态系统中强调高效

的协同创新，系统且高效的管理成为首要和必要，这

正是设计管理的本职工作。设计管理的狭义定义为：

企业为实现目标对项目层面、组织层面、战略层面的

设计资源和设计活动进行规划、制定、执行、评价的

一切管理活动[15]。小米生态链的设计管理架构在项目

层对应生态链产品，组织层对应小米公司与生态链企

业交织的生态系统，战略层则对应小米与生态链企业

共赢的协同创新发展战略。在小米生态链中，设计管

理的运用领域从企业转变为企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更有利于企业间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协同发展，使

设计策略得到更加高效的实施，为小米生态链的设计

创新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2.1  设计管理是小米生态链的核心管理机制 

小米公司 6 位联合创始人中有两位是设计师，设

计思维在小米公司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业设

计学科背景的小米联合创始人刘德由小米手机的工

业设计部门负责人调任小米生态链总负责人，实现核

心管理者从小米公司向生态链的平移，使设计思维深

入小米生态链的顶层管理群，对于顺利复制小米手机

的成功模式以及设计驱动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重视设计的管理理念吸引了大量重视设计的企业以

及具有国际水准的工业设计师加盟小米生态链，如刘

力丹（Designaffairs 中国区运营总监，小米生态链小

猴科技创始人）等。一群产品人成就了小米生态链[16]。 

在小米生态链中，顶层管理群懂产品、懂设计，

具备良好的设计思维，善于运用设计手段促进企业创

新，形成一致的设计驱动企业创新的管理认知能力。

管理认知能力是指具有特定信仰和心理模型的管理

者根据决策的需要处理特定信息的心理过程[17]。在产

品开发和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认知能力是影响企业进

行战略变革和适应动态环境的关键因素[18]。在小米生

态链中，以设计师和创业者为主要成员的管理团队自

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设计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机制。

它为以产品为合作纽带的小米生态链系统奠定了良

好的发展基础，重视设计创新、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

强求设计细节、集中资源支持设计研发成为可能和必

要，新产品研发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极大保障。  

2.2  设计管理为设计创新创造优质条件 

小米生态链企业许多是由小米公司精选团队推

动组建的初创企业。此外，大量的生态链企业是小米

公司的优质供应链企业和代工企业。甄选具有发展潜

力和一致发展理念的企业打造生态链系统是一个重

要的组织构建逻辑。基于这样的组织构建逻辑，小米

生态链内部可以达到极高的战略互信，为优势资源整

合和共享提供了扎实稳定的基础。从工业设计的角度

分析，小米公司为小米生态链企业提供的发展支持实

际上是用设计管理为设计创新提供设计资源和设计

保障。 

小米公司为小米生态链企业提供的销售支持、生

产支持、资金支持共同组成了生态链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条件，形成了一个内部资源共享的企业协作平

台，使生态链企业得以减少生产成本和营销投入并专

注开发好产品。小米公司为小米生态链企业提供的设

计支持为生态链企业带来了高质高效的产品创新力，

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它服务于企

业设计创新和产品研发，能为企业提供共性技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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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共享、设计创新与资源引进、成果推广与交易、成

果评价与测试等服务[19]。小米生态链对生态链企业而

言既是企业协作平台也是设计服务平台，企业协作是

设计服务的基础，设计服务能够增强企业协作。除了

小米公司的支持，生态链企业内部也会相互支持，以

进一步拓宽发展渠道、降低生产成本。紫米公司作为

最早进入小米生态链并取得成功的企业，一直为生态

链全系列电子产品提供优质的电源服务，展现了闭环

生态链系统的内部合作优势。核心企业小米与协作企

业的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以及设计服务的共享实现

良性循环，使小米生态链处于最优的创新环境。 

3  关键设计策略践行创新与合作 

小米产品的颠覆性创新从根本上来看是在技术

颠覆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的创新行为[20]。小米对小米

生态链企业提供的研发和设计支持是产品成功的关

键，本文将其归纳为“跨界创新、定义需求、品牌赋

能、集合共振”四步关键设计策略，各个设计策略之

间关系密切，进一步形成“打造爆款好产品、提高产

品附加值、塑造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创新发展策略（见

图 2）。小米生态链设计策略的最终目标是快速打造

爆款以提高效率，用设计创新推动制造业创新，用效

率促进生态链企业快速成长。效率是小米生态链设计

创新策略的内在诉求，也是互联网环境对制造业发展

的要求。 
 

 
 

图 2  小米生态链的关键设计策略 
Fig.2 Key design strategies of Xiaomi ecological chain 

 

3.1  跨界创新走向蓝海 

未来创新设计的重要趋势是更加注重跨界设计[21]，

小米生态链就是一次互联网企业跨界制造业的创新

设计。小米生态链的跨界目标都是制造业中的蚂蚁市

场——市场份额被大量企业瓜分后的不起眼行业，如

移动电源、插线板、扫地机器人、加湿器、行李箱等。

蚂蚁市场的特点是创新动力不足、产品革新慢、缺少

行业标准、缺乏具有主导性的引领品牌，是一个容易

被大公司忽略的小领域。蚂蚁市场的属性决定了其很

容易被快速颠覆，小米公司发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针对移动电源行业，紫米公司通过小米生态链的支持

降低了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同等级产品的

价格，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冲击原有市场，快速占领移

动电源市场并形成竞争优势，成为小米生态链第一个

成功案例。针对插线板行业，小米插线板增设了 USB

充电口并优化了内部制造结构，产品一上市就颠覆了

长期没有大革新的插线板市场。针对空气净化器和扫

地机器人等智能硬件家电产品，小米进行了智能化的

设计，系统地布局了小米 AIoT 平台，创造了一种智

慧家居的解决方案（见图 3）。由于有小米品牌价值

的加持和大量小米手机用户的支持，智米和石头科技等

企业也快速占领了市场，成为行业的标杆品牌。事实

证明，跨界创新是传统制造业从红海走进蓝海的捷径。 
 

 
 

图 3  小米智慧家居系统 
Fig.3 Xiaomi smart life system 

 

小米公司作为一个拥有大量忠实用户和先进技

术实力的互联网企业，与生态链企业合作进行跨界创

新，对于原本市场分散的传统产业来说无疑是一场降

维打击。小米生态链的跨界创新实际上冲击的不是传

统行业本身，而是传统行业的传统发展趋势。小米的

介入使传统产业实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并且带来了

互联网的发展理念，使一成不变的传统制造业行业出

现新的发展方向。小米生态链产品在占领市场的同

时，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技术和发展理念，对于传统

产业的革新和良性竞争具有突出的推动作用。 

3.2  定义需求创造好产品 

中国大多数消费者有一个传统的消费观念——

物美价廉。针对这个现实诉求，小米生态链提出了新

的产品理念——“大众产品高质化，小众产品大众

化”，立志做国人用得起的好产品。高质量产品意味

着高投入，为降低生产成本小米生态链提出了一个设

计理念——8080 原则，即满足 80%用户的 80%需求，

聚焦产业级痛点，满足用户的核心需求。这是一种求

最大公约数式的用户需求定义方法，强调产品的核心

功能，产品在有效覆盖大部分市场的同时，可以保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典型案例是华米公司生产的小米

智能手环，小米智能手环的核心功能是睡眠监测、步

数记录和公交门禁等几个常用功能，相比于同类产品

Fitbit 手表缺少了心肺健康分析、运动模式等许多不

常用的功能。但是小米智能手表售价只有两三百元，

而 Fitbit 手表售价则为一两千元。小米智能手环完美

诠释了物美价廉的概念，华米公司顺利占领中国市场

成为智能手环行业的领导企业之一。 

小米生态链顶层管理群具备良好的设计思维，设

计思维中系统解决问题的观念使小米生态链产品成

本的概念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成本或是营销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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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层面，而是综合各类优势与特点共同评估，成本

控制聚焦于产品概念进行整合[22]。满足 80%用户的

80%需求的原则有一个潜台词——刚需。满足刚需的

好产品，是“爆款”转变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基础。

刚需意味着实用，有效避免了用户购买产品之后弃用

的不良体验，同时可以削减不必要的功能以降低制造

成本。这是小米生态链产品用户接受度与满意度双高

的潜在条件，也是决定小米生态链产品策略可持续的

重要因素。做中国好产品、高性价比、8080 原则是

小米生态链产品定义需求的关键理念，这些设计理念

体现了需求侧精准定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的设计

策略，为中国消费者创造了大量优质的好产品。 

3.3  品牌赋能打开消费市场 

品牌是消费者认识产品和企业的窗口，同时还是

消费者评估产品和企业价值的稳定指标。在同质化的

产品竞争中，具备差异性和稳定性的品牌价值才是核

心竞争力。良好的企业品牌将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

竞争力。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互联网的浪潮中，实体

经济为本，网络销售为王，在资讯快速交流的情景下，

品牌更为重要。良好的品牌会使消费者快速认识产品

和企业。有了品牌，企业就有了可以在互联网中直接

与用户对话的虚拟形象，从而与用户建立良好的沟通

渠道，为产品销售和企业宣传持续服务。 

小米生态链产品的第一批用户是小米手机用户，

这得益于小米品牌良好的品牌价值以及小米对生态

链产品的品牌赋能。小米对生态链产品进行品牌赋

能，使其在外观造型的视觉感受上与小米手机保持一

致，表现出功能明确、造型简约的质感，很容易引起

小米手机用户的共鸣，产生购买欲望。引导小米手机

用户自然地将对小米品牌的信赖延伸到小米生态链

产品上，这是一种移情设计。品牌对于企业而言是一

种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手段，对用户而言是一种降低消

费风险的手段[23]。消费者选择小米生态链产品实际上

也是一种风险规避的选择，有小米品牌的保证，消费

者可以有效降低购买不知名产品所附加的风险，同时

可以获得产品价值的保证和消费品味的彰显。 

品牌是小米与小米生态链系统之间的连接点与

平衡点。生态链产品借助小米品牌与消费者快速搭建

沟通的桥梁，并用高质量和低价格的策略迅速打动消

费者，实现预设的设计目标。在庞大的小米手机用户

群的购买推动下，小米生态链得以轻松塑造热销的爆

款。小米生态链较早期的出名产品如紫米的移动电

源、万魔的耳机、云米的净水器、华米的智能手环、

智米的空气净化器、石头科技的扫地机器人、九号公

司的平衡车等产品都经历过小米品牌赋能的过程。毫

无疑问，品牌是小米生态链的生命线。 

3.4  集合共振扩大影响力 

在消费者眼中，设计创新意味着漂亮的外观包裹

着先进的技术，并且外观造型的影响力最直观、最直

接。小米生态链产品（见图 4）与小米手机保持一致

的品牌价值观，在外观造型方面保持一致的视觉特

征，当所有的小米生态链产品集合在一起，它们自然

地发生了集合共振的反应，小米手机的外形特征被弱

化了，而小米产品的外形特征得到放大，形成了“新

的小米风格”，并且新风格的辨识度和影响力远远超

过小米手机风格（手机行业的风格同质化本身就很严

重）。这种风格在小米生态链企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持续不断地被应用于更多的产品上，持续正回馈于小

米品牌，使小米品牌与小米生态链的价值雪球越滚越

大。消费者对小米产品的价值认同感会随着价值雪球

增大而增强，非小米用户的潜在对象也会逐渐肯定小

米产品，并最终成为小米产品用户。 

 

 
 

图 4  小米手机与生态链产品 
Fig.4 Xiaomi phone and ecological chain products 

 
小米生态链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小米公司的有力

带动，同时得益于生态链企业的集合共振。大量的优

质企业在小米生态链的统筹下共振，创新效能远高于

企业传统合作模式。协作企业间互为价值放大器，将

既有的优势不断扩大，这个滚雪球的过程也是企业快

速塑造企业品牌价值和形象的过程。中国数量庞大的

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具有无限的潜力和能量。 

4  启示：以设计驱动构建泛集团化的协同

创新发展生态 

小米生态链使制造业中的初创企业、代工企业以

及供应链企业改变了发展模式，在协同创新中实现了

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合作

与创新”具有突出的启发性。 

4.1  以设计连接“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驱动

协同创新 

以实体产品为对象的传统制造业，产品生产制造

过程主要分为“需求定义，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三

个阶段。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属于代工生产模式，

中国制造实际上“造”强“制”弱[24]。从社会生产和

人民需求的本质进行分析，造=生产，制=需求+设计，

需求与设计共同指导着生产。中国制造的“制”要立

足于中国人民的需求，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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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规则，并且保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性，即

“真”需求对应高质量供给，这是制造业创新成功的

直接证据。小米生态链产品是能代表中国创造的产

品，它切实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企业的高质

量供给，无论是在价格、功能、外观上还是体验上都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塑造了大量的爆款，让潜在的生

态链企业看到与小米进行合作和创新的巨大前景。设

计创新是连接“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纽带[25]。

小米作为核心企业在小米生态链中扮演了设计促进

者和支持者的角色，起到了连接用户的“有效需求”

与企业的“有效供给”的特殊作用，驱动着小米生态

链的合作与创新并形成协同创新的发展关系。 

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必须具备系统性和战略性的

设计创新策略，从顶层的设计管理到高效的设计策

略，既能稳固企业短期经济效益也能筹谋长远发展。

设计策略的高效运行依赖顶层的设计管理带来的创

新环境保障。小米生态链的设计管理从项目、组织、

战略层面分别对应生态系统构成部分和设计策略，形

成了一个系统的设计创新策略体系（见图 5）。设计

驱动小米生态链创新与合作，顶层设计管理促进企业

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关键设计策略践行创新诉求促

进企业快速提升综合实力，最终形成制造业从打造爆

款好产品到塑造企业品牌的多层次的协同创新发展

战略。其中小米生态链的关键设计策略“跨界创新、

定义需求、品牌赋能、集合共振”构成了由表及里的

设计策略系统，要求企业专注设计创新的同时，强调

通力合作。跨界创新和定义需求是设计策略系统的基

础，筛选跨界目标和定义需求保障了需求的有效性，

而组建设计开发团队去落实跨界创新的对象和定义

的需求则保障了供给的有效性。品牌赋能和集合共

振是保证设计策略高效发挥作用的上层建筑，他们

确保企业的密切协作从无形的层面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和影响力，使整个设计创新策略体系更加稳固和

高效。 
 

 
 

图 5  小米生态链的设计创新策略体系 
Fig.5 Design innovation strategy system of Xiaomi ecological chain 

 

4.2  构建泛集团化的协同创新发展生态 

ODM、OBM 型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可预见方向，设计和品牌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不知如何去实现

这样的转变。在小米生态链的发展模式和成果中，发

现积极“合作”是高效“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以

创新为最终目的，传统制造业应积极以设计驱动构建

泛集团化（非集团化的强联系合作关系）的协同创新

发展生态。如小米生态链的泛集团化协同创新生态系

统，在不形成集团化的组织关系的基础上，既保证了

不同企业合作的一致创新诉求和管理理念，又保证了

企业发展的自主和动力，实现创新资源共享，使产品

制造和设计创新呈现欣欣向荣的和谐状态。企业都来

做设计合作者，做制造业创新创造者。 

泛集团化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是不受集

团化组织关系的束缚，同时企业间战略互信度高、合

作程度深、创新意愿强烈、发展目标一致，群体性的

创新氛围浓厚，可以形成稳定的群体创新效应。泛集

团化的协同创新发展生态系统旨在为协作企业提供

资源支持和设计服务，形成范围性的制造业协作与设

计服务平台，企业间优势互补互为价值放大器。参考

小米生态链的合作模式，泛集团化的协同创新生态系

统，应在一定领域内由掌握核心生产技术和广泛资源

渠道的龙头企业牵头，有发展潜力和专长的企业参

与，建设具有战略互信的企业协作创新共同体，以设

计创新作为合作的契机和目的。具有领导优势的企业

以参股的方式与协作企业合作，捆绑企业利益，打破

合作壁垒，促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数据信息以及其

他设计资源的共享。 

泛集团化的协同创新发展生态还可以有效加强

企业间的品牌交流与合作，对塑造制造业品牌具有良

好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处于世界

制造业价值链底端，亟须塑造品牌使制造价值显性

化。独立培育制造业品牌对于较落后的传统制造业企

业较为困难，采用知名品牌赋能弱势企业，借已有知

名品牌建设后发品牌的方式是一条捷径。小米对生态

链企业进行品牌赋能，使没有名气和市场竞争力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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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快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特别注意的是，品牌赋

能必须要保证弱势企业的自主性。品牌赋能不是为品

牌持有企业代工，而是为了促进弱势企业快速发展并

树立自身品牌价值。在赋能塑造后发品牌的过程中，

后发品牌通过与知名品牌保持一致的产品价值观、一

致的设计理念、一致的外观设计基因、一致的产品质

量实现赋能过程，使消费者通过知名品牌迅速认识和

接受后发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弱势企业必须

充分展现自己的发展潜力，第一步实现快速发展，第

二步树立自主品牌，最终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目标。 

5  结语 

合作与创新是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发

展的两个重要命题。本文从工业设计专业的角度，系

统地研究了工业设计对小米生态链创新发展的驱动

性作用以及小米生态链中的设计管理模式和关键设

计策略，提出在设计链接“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

的基础上，以设计驱动构建协同创新发展生态，形成

泛集团化的企业创新合作关系，使制造业企业积极进

行资源共享、品牌赋能等创新合作，以顶层设计管理

和关键设计策略构建系统的设计创新策略体系，保障

设计创新的效率与质量，促进制造业企业协同创新并

实现制造向创造的转变。本文仅以小米生态链为主要

案例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希望研究成果对

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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