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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并进一步发展了设 计 驱 动 式 创 新 这 一 前 沿 的 创 新 模 式。认 为 设 计 驱 动 式 创 新 建 立 在 社

会文化开放性的基础上，并由此给出了设计驱动式创新的概念模型与机理模型。最后，针对我国社会文化

日益开放的特点，对中国企业进行设计驱动式创新给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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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驱动式创新（ｄｅｓｉｇｎ－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

一种最新的受到理论界关注的创新实践，其认为设

计的本质是创造一种新的产品语言（意义），从而推

动产品创新。设计驱动式创新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

强调了创新中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而这一因素

在过去往往被简单归纳于“产品价值”概念中，缺乏

具体的分析［１－６］。
本文将从演化的视角出发，分析设计驱动式创

新理论和 历 代 主 流 创 新 理 论 之 间 的 关 系。不 难 发

现，创新理论的演化主线是不断打破各类边界。目

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为开放式创新理论，其强调打

破企业的边界，从开放的环境中获取各类创新思想

以及市场渠道。不过，开放式创新所强调的开放主

要指的还是技术和市场的开放，而较少涉及社会文

化系统的开放性，从这方面来讲其正好和设计驱动

式创新形成有趣的互补关系。
本文研究设计驱动式创新模式的概念和机理。

在日益开放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本研究对我国企业

转型升级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

１　创新模式的演化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企业创新管理就成为

研究热点。第１代 创 新 管 理 研 究（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提出了技术驱动创新理论，
其重点是认为企业通过封闭式科学研究可以获得某

些新的技术，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在技术驱动创新

理论的指导下，企业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并
将重心放在了科学研究方面。第２代创新管理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提出

了市场拉动创新理论，其认为市场需求才是企业创

新的方向，并提出内部客户（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这一

概念，其给企业的启示就是要重视市场部门在创新

中的作用。第３代 创 新 管 理 研 究（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中期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提出了研发组合的概

念。也就是，企业不应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单一的

研发项目上，而应将所有的研发项目视为一个整体，
用风险控制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统一的管理。第４代

创新管理研 究（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 至２０世 纪９０
年代中期）提出了交叉功能研发团队和领先用户的

概念。第５代创 新 管 理 研 究（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期

至２１世纪初期）提出了网络创新的概念，认为创新

是一个需要结合竞争者、供应商、经销商等各方力量

的系统工程［７］。
第６代创新管理研究的代表性理论是什么，目

前尚无定论。不过，自２００３年开放式创新 提 出 后，
其影响力日益增强。如果按照１０年形成一代创新

管理理论的算法，那么第６代创新管理的代表性理

论无疑就是开放式创新理论，其理论模型可用图１
来表示。

不难发现，创新理论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打

破组织边界的过程。在技术驱动创新理论中，创新

被视为一种 封 闭 的、专 门 由 研 发 部 门 负 责 的 行 为。
在市场拉动创新理论中，市场部门加入到研发过程

中。研发组合的概念则引导企业在研发管理时需要

超越单一研发项目和团队的视角，这打破了原有单

一研发项目的边界。交叉团队理论则让企业中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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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开放式创新的模型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８］，略有修改。

多部门参与到研发中来。而到了第５代和第６代创

新管理理论，企业的边界也彻底被打破。网络创新

强调企业在供应链上的创新资源整合。开放式创新

则将创新资源的获取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层面，领先

用户、供应商、研发机构、高校等都可以是新知识的

来源，而获取新知识的方式也可以是直接学习、外部

项目、合作研发、技术许可、技术并购等［９］。

２　设计驱动式创新理论介绍

设计 驱 动 式 创 新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意 大 利 学 者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ｅｒｇａｎｔｉ于２００３年 提 出。２００４年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并将其称为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强调设计

在企业创新中的整合作用，认为设计通过创造新的

产品语言（意义）从而推动创新的产生［１－３］。所谓产

品意义，就是消费者购买特定产品的理由，而这一理

由是由设计人员藉由产品语言表现出来的。可以用

图２来表示设计驱动式创新的基本概念。

图２　设计驱动式创新的概念示意图

　　图２ａ显示了创新中技术、市场需求和产品语言

三方面知识的互动关系，灰色箭头表示主导或决定

性作用，白色箭头表示次要的因素或作用。那么当

产品语言带动了技术和市场需求方面的知识的产生

时，我们就将这类创新称为设计驱动式的。图２ｂ则

从产品创新战略的角度区分了３类创新。可以将创

新分成技术和产品意义两个维度。在技术维度产生

了突破性创新的为技术推动创新；在产品语言方面

产生了突破性创新的为设计驱动式创新；而在两方

面有渐进性改进的，则为市场拉动创新。位于坐标

右上位置的交集部分，两个维度同时发生了突破性

创新，不妨称之为“技术设计互动区”。
设计驱动式创新在国外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

创新实践。不仅在小家电、食品、家具等行业出现了

一批设计驱动型的企业，像汽车业这样的产业也充

分认识 到 了 设 计 创 新 的 作 用。从１９７８年 到２００６
年，德国汽车业一共推出了１５７款轿车型号。研究

表明，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同时对销售起到了正向

影响的作用，其中技术创新主要对新产品上市时的

销售有促进作用，而设计创新则主要在延长产品生

命周期方面有正面的影响［１０］。
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了设计能力对国家产业竞争

力的重大影响。英国、韩国、丹麦等国家都以各种方

式制定了推进国内企业设计能力提升的政策，并且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１１－１２］。

３　设计驱动式创新与开放性社会

和现有的创新理论相比，设计驱动式创新所关

注的知识不再是科学技术知识，而是社会文化方面

的知识。与原有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体系对应

的就是“社会文化趋势研究→产品设计开发”体系。
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文

化趋势研究，或者说怎样才能获取社会文化趋势方

面的新知识［６］。
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研究者们都认为，关于社

会文化趋势的知识最主要来源于企业外部，主要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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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设计机构、独立设计师、艺术家、社会组织、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市场营销人员、媒体、消费者等，这些

主体被称为社会意义的“诠释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５］。不

难发现，这种从企业外部获取创新所需知识的逻辑

和开放式创新是一致的。不过，在两种创新模式下，
知识来源是不同的。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主要的

外部知识来源为客户、供应商、大学、研究机构、咨询

机构等。前者的知识来源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文化

背景，而后者的知识来源则主要是技术背景的。
比较两者的知识获取方式，也可以发现存在显

著区别。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主要的知识获取方

法有领先用户与供应商、外部项目、合作研发、技术

许可、技术并购等［９］。而在设计驱动式创新模式下，
社 会 文 化 知 识 的 获 取 则 相 对 不 正 式，松 散 得 多。

Ｖｅｒｇａｎｔｉ将获得这类社会文化知识的过程和方式称

为设计对话（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认 为 其 是 一 种 社 会

意义诠释者之间自发或者半自发的交流活动。设计

对话不仅是企业获得社会文化知识的方式，同时也

是新的 设 计 取 得 社 会 认 同、促 进 其 扩 散 的 重 要 方

式［５］。
从创新理论演化的角度来看，设计驱动式创新

和开 放 式 创 新 理 论 同 时 出 现 在２００３年 并 非 巧 合。
两者的目标都是进一步打破创新中的企业壁垒，从

企业的外部获取研究成果，并利用这些成果进行新

产品的创新。只不过两者的指向不同———前者指向

外部的社会文化研究，而后者指向外部的科技研究。
两种理论有很强的互补性，甚至可以认为设计驱动

式创新是开放性创新的一种特例。不妨以图３来表

示结合了两种理论的创新模型概念。这一模型表示

了从企业外部获取知识和其他要素的过程，而没有

考虑企业内部的知识和要素向企业外部的渗透。

▲代表社会文化知识和要素；●代表技术知识和要素

图３　包含技术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开放式创新模型

不难发现，设计驱动式创新战略的实施有一个

重要的前提———社会的开放性。以意大利北部地区

为例，围绕米兰城构成了一个全球著名的设计中心，

产生了 Ａｌｅｓｓｉ（家 庭 用 品 企 业）、Ａｒｔｅｍｉｄｅ（照 明 企

业）、Ｂ＆Ｂ　Ｉｔａｌｉａ（家具企业）、Ｃａｐｐｅｌｌｉｎｉ（家具企业）、

Ｃａｓｓｉｎａ（家具 企 业）、Ｆｌｏｓ（照 明 企 业）和 Ｋａｒｔｅｌｌ（家

具企业）等一批以设计驱动式创新战略著称的企业。
这和当地社会文化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不仅意大

利本土的设计师受益于此地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
而且大量的外国设计师也被吸引到意大利北部地区

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设计对话的产生［３］。
与开放式创新相比，设计驱动式创新所需的社

会开放性要求更高。前者的开放一般还是限于相关

行业内部，而后者的开发则是面向整个社会文化环

境。从这个意义来说，设计驱动式创新的实质是创

意产 业 和 制 造 业 结 合 形 成 的 一 种 创 新 方 式。以

２００９年中国工艺设计最高奖红星奖为例，共有１９１
项获奖作品。这些获奖作品在地域上明显体现出集

聚的特点，其中获奖数量位居前３位的是北京（企业

和个人获奖６４项）、深圳（企业和个人获奖２３项）、
上海（企业和个人获奖１７项），其他获得奖项较多的

城市有厦门、成都等。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就可以

发现，开放的（城市）社会环境对设计驱动式创新的

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４　设计驱动式创新机理初探

既然设计驱动式创新是一种有效的创新模式，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模式进行创新呢？或

者说，设计驱动式创新在企业层面的机理是什么？

设计驱动式创新是在研究和开发两个层面展开

的。在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社会文化趋势而进行。
企业应该建立专门的部门来从事这一工作，更重要

的是，企业应该通过设计对话，从外界广泛获得关于

社会文化趋势研究方面的知识，以此来获得新产品

的创意。
新 产 品 开 发 是 由 许 多 阶 段 组 成 的 一 个 完 整 过

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Ｃｏｏｐｅｒ和Ｋｌｅｉｎｓｃｈｍｉｄｔ的

１３阶段模型（包括初始扫描、初步市场评估、初步技

术评估、市场细节研究、商业／财务分析、产 品 开 发、
产品测试、客户测试、市场测试、产品试制、商业化分

析、产品启动、市场推广），以及Ｃｒａｗｆｏｒｄ的６阶段

模型（包括新产品计划、创意生成、扫描、技术开发、
市场评价、商业化）［１３］。对于设计驱动式企业而言，
设计广泛参与到整个开发的过程中，并起到了整合

与领导的 作 用。整 个 开 发 过 程 实 际 上 可 分 为 两 部

分：第一部分是将新产品创意转化为产品的过程；第
二部分是对于新产品意义的推广。前者和一般的开

发过程区别不大，不过更强调设计的重要性；后者则

是设计创新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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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的技术创新，设计创新所导致的竞争

优势更为微妙，也并不存在Ｓ曲线这样的客观衡量

指标。对于社会文化趋势的研究可以产生好的设计

创意，但是并不能保证创新最终被市场所接受。因

此，对于设计驱动型企业而言，必须设法推广其新的

设计（产品意义），使其尽快被社会接受。而这种对

新设计的推广，实际上在产品真正推向市场之前就

已经 开 始 了。以 苹 果 公 司 的ｉＰｈｏｎｅ为 例，ｉＰｈｏｎｅ
是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正式推向市场，但是实际在

此之前，ｉＰｈｏｎｅ的产品概念推广就已经开始了。

图４　“ｉＰｈｏｎｅ”一词在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ｅｎｄｓ中的美国搜索结果

使用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ｅｎｄｓ这一工具可以搜索某一词

汇在Ｇｏｏｇｌｅ中的搜索频率。考虑到Ｇｏｏｇｌｅ是在西

方世界具有垄断优势的搜索引擎，那么这一词汇在

Ｇｏｏｇｌｅ中的搜索频率，大致可以表示其代表的概念

在社会中的影响和接受程度。图４即为“ｉＰｈｏｎｅ”一

词在Ｇｏｏｇｌｅ美 国 的 历 史 搜 索 频 率。不 难 发 现，从

２００５年年 中 开 始，就 已 经 有 人 开 始 在 Ｇｏｏｇｌｅ上 对

“ｉＰｈｏｎｅ”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而 据 报 道 苹 果 公 司

正式开 始 研 发ｉＰｈｏｎｅ是 在２００６年 秋 季。也 就 是

说，对于新设计的概念推广，不仅早于其产品正式上

市，甚至可能早于其原型产品和正式设计产生之前。
苹果公司的这种推广策略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许多以设计著称的公司都有类似的操作手法。这实

际上也正好说明了社会开放性对设计驱动式创新战

略的关键作用。在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社会文

化知识的传递并非是单向的，设计对话过程也具备

双重功效———一方面能使企业吸收外来的 知 识，另

一方面也能使企业的最新产品意义通过网络传递到

“诠释者”那里。由于诠释者本身就扮演了社会文化

趋势的代言人角色，因此他们对产品意义的接受无

疑是最好的设计概念推广手段。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图５所示的设计驱动式

创新的初步机理模型。
如图５所示，对于实施设计驱动式创新战略的

企业而言，其需要有三方面的能力来保证优良的创

新绩效：第一是对社会文化趋势的研究能力，这一能

力保证了新的设计创意的产生；第二是设计概念的

能力，也就是新的产品语言的推广能力；第三是将设

计创意变为产品的开发能力。第一和第二种能力都

图５　设计驱动式创新机理模型图

与企业和设计网络的对话有密切关系，而第三种能

力主要是企业内部的一种能力，与一般意义上所说

的产品开发能力较为类似。
而设计创新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来源为

企业所具有的相关设计驱动式创新要素。要素可以

分为三个维度：①资源维度，也即企业所拥有的内部

设计资源；②关系维度，也即企业和外部社会文化资

源之间的联系；③认知维度，也即企业对设计驱动式

创新的认知及相应的资源分配惯例。
社会开放性和环境动态性作为控制变量，对这

一创新机 制 的 有 效 性 有 着 显 著 影 响。在 开 放 度 越

高、环境动态性越强的地区和行业，设计驱动式创新

战略越容易取得成效。

５　总结与启示

本文从创新理论演化的角度出发，介绍了设计

驱动式创新这一较为前沿的理论，并将其和开放式

创新理论进行对比，提出了设计驱动式创新实际上

是一种针对社会文化研究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并给

出了一个包含技术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开放式创

新模型；进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初步研究了设计驱

动式创新的机理，根据创新的能力理论，提出了促进

创新绩效所需的３种能力，并建立了初步的模型。
本研究还比较初步，总体上以文献研究和定性

研究为主，对于概念模型尚缺乏进一步的定量研究，
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并通过实证方法

对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不过，本文提出的概念对

中国制造业企业改变观点、将重点从技术研究转变

到社会文化趋势研究、完成转型升级有积极的意义。
设计驱动式创新理论可以为中国的政府和企业

提供以下启示：

１）提升社会的开放性。政府应鼓励企业更多地

和诠释者进行交流，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各级各

类设计奖项中去。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着力推动

各类设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如汽车、建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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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子等行业内重点扶持相关企业以提高其设计

能力，形成示范效应。设计驱动型企业的行为逻辑

更加接近创意产业而非传统制造业。那么，促进这

两个传统上差距甚远的行业的合作和融合，会有很

大的作用。

２）引入外部资源。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

选择和国外设计公司合作，或者直接雇用外籍设计

师和设计顾问。本课题组更倾向于“分布式设计”的
方式，即并不单纯地将国内和国外的设计机构分隔

开来，而应该更强调让它们共同合作完成任务。借

鉴意大利的经验，应该鼓励企业雇用外国设计人员

在中国进行工作。当然，目前中国企业是否能吸引

优秀的外国设计人员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应该着

手于这方面的工作。

３）教育消费者，培育相关市场。中国社会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不平衡，整个中国大部分农村

地区还处于前工业社会，大部分城市处于工业社会，
小部分城市和部分人群处于后工业化社会。对于产

品意义的追寻，实际上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

转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需求。目前这种社会需求还

处于启蒙阶 段，消 费 者 需 要 教 育 引 导，市 场 需 要 培

育。这一工作不是某一社会力量能够独立完成的，
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某种程度上，这种

教育消费者 的 工 作 和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目 标 是 一 致

的。

４）企业内部设计潜力的挖掘。设计并非专业设

计师的专利。根据国外的经验，许多著名的设计师

都是从其他职位转行而来的。中国制造业中的结构

设计、概念设计等工作很多传统上属于工程师的职

责。工程师习惯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一种产品，
技术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产品意义，因此工程师是

有可能担任设计者这一角色的。

５）利 用 网 络 平 台 构 建 设 计 社 区。构 建 设 计 网

络，实现设计对话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依赖于企业

所在地的传统。相比较而言，通过网络平台起到吸

收创意、传播创新的目的，相对来说则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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