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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基于设计的创新的概念 ,即通过寻找新的技术或者现有技术新

应用以及运用新的产品语言创新产品意义, 给客户全新的体验过程。在基于设计的创新中,有才能的设计

师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他们是企业获取技术信息和产品语言信息的重要渠道。我们认为,在基于设计的

创新过程中,设计师的沟通能力、信息搜索能力和吸收能力是影响创新成败的重要因素, 另外, 基于设计的

创新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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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创新动力源的解释, 经济学上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市场力量(需求拉动) , 一种是技术力量(技术

推动) [ 3] ,对应这两种创新动力源,引申出两种创新:

市场驱动创新和技术驱动创新。Vergant i认为在这

两种动力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创新方式,即对产品

意义的创新[ 1] ,他称这种创新为设计驱动创新。

在实际工作中,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企业需

要寻找新的战略突破,设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54%

的英国企业通过设计度过恶劣的经济环境。而大多

数全球创新领先公司都越来越重视基于设计的创

新,将其作为主要的竞争战略。苹果、飞利浦、Bang

& Olfusen公司以及 Allesi公司都在基于设计的创

新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4] ,其中苹果的 iPod是最

典型的成功产品,它给与了用户全新的音乐体验, 自

从 iPod问世以来, 苹果公司的销售额从 2002 年的

57亿上升到 2006年的 193亿。

1 � 基于设计的创新的内涵

基于设计的创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设

计,学术界对于设计的研究很多,不同学者 [ 1, 5- 7] 从

不同的角度对设计进行了研究。设计的拉丁文 de

+ signare!,意为让产品具备差异化标记, 并赋予产

品独特的重要意义。设计过程产品信息通过反复迭

代,逐渐从抽象到具体,最终成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

品或服务。设计是沟通生产与使用的桥梁 [ 8] , 是创

新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需要同时考虑产品形态和

功能。Vegant i从两个维度分析设计与创新, 第一

个是基于技术开发的产品功能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

产品的意义维度,如图 1所示。Chiva和 Alegr e提

出设计是人类有目的地运用创造力的过程,同时根

据产品的各项功能、制造技术、使用以及界面要求,

选择相应的元素、材料和组件并加以配置,从而赋予

产品独特的外形、性能、制造方法,使其易于使用
[ 9]
。

真正获得商业成功的项目更关注产品内在的完善而

非仅仅注重样式的改善或者成本的下降; 商业成功

项目采用了多维设计方法, 关注产品性能、质量、特

性以及相关的技术或设计创新[ 10] 。

图 1 � 创新与用户需求[ 1]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首先考虑的就是功

能要求, Umeda认为功能应该贯穿设计的始终, 他

称这个过程为由功能驱动的设计过程[ 11] 。Gero 等

人认为顾客的行为决定了产品的功能和形态,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功能 F( function)、行为 B

( behavio r)、结构 S ( st ructur e)的协调性
[ 12]
。功能

的实现必须通过技术, 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应该为

产品寻找合适的技术, 该技术可以是世界上全新的

技术,也可以是其他行业已经使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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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满足用户的审美需求。产品设计过程中必

须考虑的形态,包括产品的色彩、材质、样式、触感、

气味等[ 13]。产品样式(外观)是用户感受产品信息

的途径之一,创新产品的样式应该符合用户对美的

定义。设计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创造和组织材料

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发明出新颖的结构[ 14]。

设计师用特殊的产品语言作为设计过程中的沟

通语言。所谓产品语言, 是指由形态元素 � � � 点、
线、面、色彩、材料等,依据设计者对产品功能和审美

的需求,在特定情景中的结构关系形成的一种特殊

的,具有语言性质的交流形式[ 15]。除了使用需求和

审美需求,产品传递给用户的信息还包括产品的情感

和象征价值,所有这三者一起构成了产品的意义,这

是用户之所以选择该产品的心理和文化的深层次原

因。产品的功能满足了用户的操作需求,而产品的情

感和象征价值满足了用户的情感表达及社会文化需

求[ 5]。用户对产品意义的感知取决于其认知模型,而

认知模型又受用户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设计师使

用特殊的设计语言赋予产品特殊的意义。设计语言

是设计师向用户传递信息的符号、象征和图表[ 16]。

图 2 � 产品意义与语言

Ver gant i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驱动

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只要产品传递的信息及其设计

语言的新颖程度超过了产品功能和技术的新颖程

度,这种创新就可以称为设计驱动创新[ 17]。定义中

的产品传递的信息包括产品的材质、手感、味道、名

字以及外形(样式是产品语言的其中一部分)。设计

驱动式创新是由设计推动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愿

景驱动的创新,最终满足用户未满足的需求。设计

驱动创新本质是技术和用户体验的集成,但这两者之

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产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有

相关的软件和服务提高其价值,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

明显。最终,用户记住的是一个愉快的体验, 而不是

产品的系统构成或是每个子系统的设计厂家[ 18]。

设计驱动创新要求很高的创造力, 不管产品是

专业工具、机械还是消费品或服务。创新流程中涉

及的知识主要有 3类:用户需求知识、技术机会知识

以及产品语言知识。最后一项指承载了某种特定信

息以及语义情境的符号、标记的知识,用户通过这些

知识赋予符号特殊的含义
[ 1]
。

Dell∀Era等人在 Zurlo 设计驱动创新模型的基

础上深化了 Roberto 的创新模型, 他们从工具、结

果、效果 3个维度分析产品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如图

3所示。工具是产品与生俱来的特性以及与之对应

的功能和语义构建模块, 这一维度与用户之间完全

没有交集;结果维度关注的是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交

互;而效果维度从产品性能特征或产品所承载的意

义两个方面给出了最佳的互动类型。在 Zurlo 等人

的设计创新模型中,企业可以从功能或(和)语义两

个维度对产品进行创新,通过采用新技术,实现新的

功能,为客户提供性能更好的产品[ 2]。

图 3 � 基于设计的创新模型[ 2]

Kumar 认为企业的设计驱动创新必须遵循 4

大原则: #创新必须围绕用户体验; ∃ 设计创新是一
个系统过程,而不是一项产品; % 企业必须培养设计
创新的文化; &企业的设计创新必须有严格的创新
流程[ 19]。

根据众位学者对设计、设计驱动创新的研究,我

们将基于设计的创新定义为:以创新用户体验为目

的,通过功能创新和产品语言创新赋予产品独特的

意义的系统过程。基于设计的创新是技术与产品语

言的集成,基于设计的创新应该从改善和创新用户

体验出发, 满足用户在功能、审美和情感方面的需

求,重点是创造全新的用户体验,如图 3所示。

图 4 � 基于设计的创新

基于设计的创新中的功能创新可能是技术绩效

的突破性创新,也可能是渐进改进,主要通过采用不

同的技术组合或新技术实现。技术在基于设计的创

新中主要发挥了两种作用,技术是保证新产品能够

为客户提供新意义的使能器。在基于设计的创新

中,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清晰而完整地定义产品, 是企

业区别于同类企业, 实现差异化品牌战略的工具之

一。企业的技术机会越多,就会吸引越多的有才能

的设计师加盟, 因此, 企业在实行基于设计的创新

12

技术经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9 卷 � 第 6 期



时,必须对各种不同的技术机会进行深入调查,才能

得出对新产品的全新的理解。因此企业需要与拥有

不同技术的外部供应商进行合作,形成独特的技术

网络。基于设计的创新不需要引入世界上最新的技

术,只需要寻找最适合的技术。研发部门的主要任

务是寻找其他行业中现有的技术,而不是开发出新

的技术
[ 2]
。

当设计者利用设计语言对产品进行改进, 而且

传递的信息符合当前社会文化演化模型, 则设计创

新是渐进的。这种创新模式经常发生, 企业需要通

过升级或局部改变产品语言来适应主流市场品味的

改变,最典型的行业案例就是 时尚行业!。设计密
集型的企业往往沉浸于当前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

并找出自己对当前产品意义的理解 [ 12] , 预测出未来

社会文化模型发展的方向, 提出未来可能的产品意

义,这种创新则是突破性的,这时企业对产品意义的

解释是全新的[ 17] 。突破性设计创新的最佳案例是

1983年推出的 Sw atch 手表。Sw atch 公司通过突

破性设计,将手表从计时工具转变成时尚配件,受到

顾客的热烈欢迎。

图 5 � 基于设计的创新的分类

2 � 基于设计的创新过程 � � � 设计场

企业对产品意义的创新必须了解当前社会文化

模型变化趋势以及技术变化趋势,这些知识大部分

是隐性的,不能在文档数据中获取,必须通过持续的

研究才能获取。而且这些知识是分散分布的, 社会

文化模型及其对产品语言的影响的确定需要数以千

万次的用户、企业、设计师、通讯媒体、学校、文化中

心等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而技术知识的获取则需要

与技术供应商之间进行长久的互动,因此,基于设计

的创新是一个网络化的流程。Verganti称这些直接

参与社会意义创造和调研的人员组成的社区为 设
计场( design discourse) ![ 17]

。

Vergant i对意大利知名设计公司进行实证调查

发现设计咨询组织是所有互动的交汇点, 是企业进

入设计论道的重要门户, 可以通过参与讨论获得未

来的产品意义,它们是设计语言知识的经纪人[ 20] ,

具体如图 6所示。

图 6 � 设计师的守门员作用

设计师的价值在于他们掌握了社会文化模型和

技术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产品语言的影响等知识。他

们从用户、技术供应商、研究与教育机构、文化组织、

社会学家、市场分析师等组织和个人获取技术和社

会文化模型的相关知识, 并转化为企业家能够理解

的产品语言, 他们帮助企业理解基于设计的创新。

企业也可以通过设计师获取相关的技术知识和社会

文化模型知识, 参与设计场。设计语言和技术可以

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因此设计师

的活动可以跨越不同的行业以及不同的国家,他们能

够在同一个社会文化基础上支持产品意义的创新
[ 1]
。

设计师可以是企业内部的, 也可以是企业外部

的。企业可以在组织内部建立专门的设计部门, 也

可以完全采用外部的设计咨询师, 或者混合采用内

外设计专家 [ 21]。外部设计师通过与各种客户合作

慢慢积累专业知识提升设计能力
[ 22]

,他们对于社会

文化模型的把握相对内部设计师会比较准确,能够

提供很好的创意, 对于突破性设计创新比较有优势。

而企业内部设计师非常了解企业实践, 全程参与了

创新过程和设计团队, 随时为创新过程出现的各种

问题提供建议,但内部设计师在不同行业设计经验

不如外部设计师丰富, 在社会文化模型和技术动态

的把握上不如外部设计师丰富, 比较适合进行渐进

的市场拉动的设计创新。

除了设计师之外, 设计场的其他成员主要分为

两类:产品文化知识的提供者以及技术知识的提供

者。企业可以通过与文化组织、艺术家、社会学家、

市场分析师、媒体沟通交互了解社会文化模型的动

态演化,掌握产品文化知识; 通过与科研院所、技术

提供者、参与最新项目的人员、其他行业的公司、渠

道商的沟通交互获取技术知识[ 17] 。

用户在基于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地位比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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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新产品或服务的最终使用者,对于产品的意

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特别是领先用户对流行文化

的发展趋势把握比较准确, 企业在基于设计的创新

过程中不能够忽视, 可以与所谓的领先用户合作, 深

入挖掘他们赋予产品意义的方式。

3 � 基于设计的创新的核心要素

基于设计的创新是一个网络化的研究流程。为

了管理设计创新,公司必须能够掌握社会文化模型

和技术的现状和演变发展,这样才能创新产品意义。

关于这种演变的知识是隐性而且分散的, 需要各个

设计参与者 � � � 用户、企业、设计师、生产商、通讯媒
体、文化中心、科研院所、艺术家、技术供应商等 � � �
之间不断进行沟通。为了保证基于设计的创新的顺

利开展,企业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保证这种跨组织沟

通的顺利进行。

从设计角度看,基于设计的创新最重要的一点

是聘用有才能的设计师[ 23] ,除了具备必须的设计专

业技能, 如想象力、创造力、材料知识、图像化能力、

整合能力等,设计师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市场洞察力。

Mozota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设计师的人际关

系质量和手工技术也非常看重
[ 24]
。Fischer 等人认

为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方式是设计的成功关键因

素
[ 25]
。设计师是 ICT 工具的主要使用者,但是在面

对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设计环境时,他们还是倾向于

传统的面对面沟通方式[ 26] 。

从创新角度看,企业要进行基于设计的创新就

应该具备专门的设计管理流程, 将设计师的才能与

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相匹配, 具有一定的信息搜索

能力和强有力的管理支撑。信息搜索的主要目的就

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质量找到最有用的信息,

包括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领导承诺对基于设计的

创新非常重要。所谓领导承诺是指组织领导对基于

设计的创新的看重程度, 对设计创新的承诺力度大

小[ 27]。所谓承诺包括组织愿景强调基于设计的创

新、足够的资源支撑设计,甚至亲自领导 客户意义
的调查!团队[ 23]

。

本文根据理论文献对基于设计的创新进行了初

步推理,得出基于设计的创新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分

类,并初步解释了企业进行基于设计的创新的方

法 � � � 参与设计论道。企业充分利用设计师的 守
门员!作用,获取有关社会文化模型和技术发展的知

识,设计出让用户眼前一亮的产品,满足客户当前的

和未来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 设计师的沟通能力

和搜索能力以及领导对创新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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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因此定量研究高新区经济发展一直是一个难点, 目

前国内多采用定性研究。本文试图将 T AR模型这

一数学模型应用于高新区经济周期的研究, 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建立相应定量

评价模型,通过因子分析、门限值等数学方法明确划

分高新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以便更准确地揭示

高新区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 可以为高新区发展状

况提供一套衡量标准,便于高新区进行自我定位, 为

政府相关政策的拟定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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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int roduces l ife� cycle th eory into the s tu d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 ent in high� t ech zone, evaluate lif e�cycle through the

qu ant itative m ethod, conducts a r esearch on the g row th of com prehensive economic in dicators f rom 1991 to 2008 in hefei high� t ech z on e usin g

th e threshold au tor egression model meth od, in dent if ies an d test s the major characteris ti cs of the lif e�cycle in high�t ech zone and depict s economic

cycle of high� t ech z on e using three� regim ed th reshold autoregres sion m odel� It provides comprehens ive decision�m ak ing references th eoret ically

and pract ically to the "s econd�development" in the h igh�t ech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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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Based on Design: Initial Research Exploration

Chen Jin, Yu Xiangzhen
( College of M anagem 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H angzhou, Zhejiang 310027, China)

Abstract: T he concept of innovat ion b as ed on design b ased on pr evious s tu dies is proposed in thi s paper, w hich is th e pr ocess of seeking for new

techn ologies or rest ru cturing an d reusing the exist ing technologies or usin g updated prof ile to f reshen p rodu cts, so as to provide the cu stom ers

exit ing experien ces� Designers, as the gatekeeper of technology in format ion and p rodu ct language inform at ion f rom ou tside, take the most imp or�

t ant role in th is process� Finally, designers'communicat ion skil l, s earching capab ilit y and absorpt ive capacity are three k ey success factor s to in�

n ovat ion b as ed on design.

Key words: innovat ion based on design; product meaning;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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