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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我偶遇沪上一位颇有名气的设

计师!他与我提起我在去年写的两篇"题内

话#$$$%首相意识&'见 !"#$ 年 %& 月 #'

日!(#版(和%灵魂跟上&'见 !%#$年 %)月

#%日!(#版(!他说)*这两篇文章光是标题

就深深触动了大家! 同济大学有不少老师

都在议论!作为设计师!我们看创意产业的

发展正是如此+ 领导发话!设计者跟风!是

该要被叫醒+ # 这位设计师还和我谈了很

多!从他的切身感受中!借这次,设计之都#

专刊的平台!我也想再一次,老话#重提!因

为我们的城市真正的创意,灵魂#差距还很

大! 无论是决策者还是设计者都缺少对创

意的,执念#+

也许,执念#这个词听起来不怎么动听!

但这正是创意产业最需要的+首先作为设计

者来说!对于自己的创作思想的执念很有必

要+ 我们常说!艺术家以及设计师往往是走

在思想尖端的人!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

代变化中的细节!并将它们以艺术的方式进

行讲述!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用艺术改变城

市生活并牵引人们的思想+而实际情况却并

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我们的城市虽然早在

几年之前就已被冠上了,设计之都#的称号!

但却多少有些站不住脚!很多设计者一味追

求国际流行的一线潮流! 却往往变成了跟

,洋风#的典型代表!时尚流行的元素固然有

特色! 但却并没有附上上海这座城市的灵

魂+ 尽管国外的设计很出彩!但却恰恰出彩

在其设计与城市灵魂的契合上!我们却忽略

了这根本上的问题!变得只学其形!却失去

了灵魂的鲜活+

当然!设计者的这种只求潮流!乃至追

求,高大上#的风气!很多时候也和决策者

的发号施令脱不了干系!毕竟,领导发话!

不敢不从#+ 然而!很多决策者自己本身并

不懂设计!对于城市发展细节的把握!其实

远比不上设计者的眼光来得,毒#-有些决

策者甚至喜欢和别的城市 *+较量! 看谁

建得越多.比谁建得越快!至于是否符合城

市印象那都被抛在了脑后+正如我在%首相

意识&中提过!英国之所以能短时间内成长

为国际公认的,设计之都#!正是由于很多

政府官员和创意人士比起创意带来的经济

利益! 更重视享受创意过程带来的快乐体

验+决策者对于城市设计的,执念#要有!但

应该将创意给城市注入的活力! 以及给市

民带来的享受放在首位+ 正如英国前首相

布莱尔,抓大放小#!亲自操刀伦敦,创意产

业特别工作组#主席那样!用行动为百姓创

造真正属于大众的,设计之都#!不是很好/

当决策者为民的,执念#!与设计者为

艺的,执念#相加!何尝不是,,加 ,大于 !#

的效果/

! ! !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在从“制造中
国”到“创造中国”的进程中，设计创新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它用独特且坚定的方式，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最近，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院士提出，在第三
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创新设计”将引领以信
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绿色、智能、个性化、可
分享的可持续发展文明走向。中国需要提升创
新设计能力作为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设计要引领世
界发展潮流，积极迈向设计 !"#时代。

DEC对应知识网络时代

路甬祥提出，从人类文明的三个阶
段———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网络时代
及其分别对应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知识
网络经济三种经济形态中，可以考察研究设
计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
工业化时代的现代设计、知识网络时代的创
新设计分别可以用设计 $%&、设计 '%&、设计
!%&来表征。“过去二三十年，凡固守工业化时
代设计观念的企业，止步不前，而顺应信息网
络时代发展趋势的设计理念则引领企业赢得
发展先机。比如诺基亚手机虽不乏优秀的工
业设计，但只因为没有能实现由设计 '%&向设
计 !%&跨越，在苹果公司引领的网络智能终端
产品面前衰落，而微软、谷歌、苹果、三星、腾
讯、华为、阿里巴巴等崛起，无不是顺应了知
识网络时代的特征。”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教授
回应说，设计转化到 !%&时代带来了三个巨大
转变。一是主体改变，设计 !%&，支撑了从“给
人们设计（()*+,- ./ 0)/01)）”，到“为人们设
计（()*+,- 2/3 0)/01)）”，到“和人们设计（()!
*+,- 4+.5 0)/01)）”，到“由人们设计（()*+,-
67 0)/01)）”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设计的主
体由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地向用户和普通人转
变，让更多的人具有设计能力，参与设计过
程，成为 !"&时代的重要特征。二是方式改变。
信息网络时代的设计，从设计工具、设计方
式、设计流程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三是产
业改变。信息网络时代使得创新创业和产业
转型有了新的途经。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筹备小组副组长周
佚则表示 !"&时代的设计是一个以互联时代
为背景的新创新体系，涵盖产业发展中的全
方位与全过程。是一个打破行业界限，设计方

法界限，思维界限的再造过程。这一切基于互
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才变成了可能，设计 !"&

时代是一个从纵向创新程序彻底变为一个横
向跨界合作的创新程序。

从设计产品到设计生态系统

路甬祥提出，信息网络时代的产品装备
已不是孤立和固化的产品和装备，而是处于
信息网络的物理空间中。云计算、大数据、!8
打印与仿生等技术，将变革设计研发、制造和
服务过程。未来的设计必将满足和引领个性
化、分布式、定制式与全球绿色智能制造服务
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产品逐渐转化为
设计生态系统。”娄永琪举例说，设计一款冰箱，
是 '"&时代的设计，讲究外观、功能、性能；但其
实，人们并不需要冰箱，人们需要的只是新鲜
的食物，也就是说设计一种由智能冰箱带来的
个性化智慧家居生活需求被提出，在 !"&时
代，通过手机 9::服务平台，用户可以“一键
查杀”冰箱，对食品健康进行智能化管理。另
外，冰箱还可以主动为用户推荐养生菜谱，而
一旦发现缺少某些食材时，会自动生成一张购
物单，用户通过电商网站就可以实现购买。即
使遇到不擅长的料理，在特定的交互社区里，
还能与其他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共同分享健
康饮食心得……这些元素都共存于智能家居

的生态系统中，家电制造商也因而转型为智能
家居提供商。在中国，海尔等一批具有前瞻意
识的企业正在积极应对和引领这种转型。
“设计 !"& 时代改变了游戏规则。不是

做比别人更好的事，而是要做不一样的事。”
韩国 ;9<=>大学设计学教授、前韩国 ?@ 公
司常务副总裁 ;A-B:7/ ?CC 对此深有体
会。比如，对电视机设计，过去各品牌电视机
的外观、功能差异较大，随着技术的发展，电
视进入液晶时代后，工业设计的空间越来越
小。“因为屏幕越来越薄，已经没有设计的空
间了，只能设计设计支架，要是电视机是挂
在墙上的，连支架都没得设计了。”;A-B

:7/ ?CC 调侃说，而在设计 !"& 时代，当电
视机打开时，设计才刚刚开始。电视机只是
一个载体，基于电视搭建智能生活平台才是
设计的重点。

上海正把握DEC时代的机遇

!"&时代的设计是一个在互联时代为背景
的新创新体系，涵盖产业发展中的全方位与全
过程，是一个打破行业界限、设计方法界限、思
维界限的再造过程。上海正处于产业整体转型
的攻坚战，在信息产业、服务产业、交通、装备制
造业等产业，上海的创新设计大有可为。

作为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发起单位之一
的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秘书长王乐毅表
示：“设计 !"&时代是创造新产业、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的时代。'&$!年上海设计之都活
动周上便提出‘基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设计
整体解决方案’概念。”他举例说，上海中心的
设计建造中使用了 D<E（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就是设计 !"&，超高层建筑设计中诸多不可预
知因素在设计 !"&中一览无遗，这是典型的
“智造”，而不是制造。

基于以上考虑，在筹备中国工业设计研
究院时，上海就提出率先推出一个全国性的
创新服务平台机构，其宗旨就是构建一个可
以助推打破专业界限服务于全方位全产业链
的创新服务体系。“目前中国的设计环境还未
形成这三者的完美整合，在机制与理念上都
有隔断，要让中国的设计真正走入 !"&时代，
必须做到设计，技术，市场的三结合。”周佚
说，因此在创新设计的驱动下，上海不仅应该
利用好自身人才高地的优势，同时应该变成
新产业的孵化器，服务于整个长三角乃至全
国的产业转型。

拥抱“设计3.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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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厂房改造成的创意园区!已成了上海不少企业转型的标志 陈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