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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何炯

04 众城之城，创意未来

“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

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

照。”这是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上海的评价。对于上海的这种品格，上

海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何炯有深刻的体

会，她凭借8年运营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以下简

称“上海设计周”）的经验，认为“上海设计周既代

表一种态度和眼界，也代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

市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她用“破界”的创意思

维，以“跨界”的实践方式进行跨产业、跨领域、跨

国界的融合，通过设计与文化、艺术、科技、商业

模式及行业应用跨界融合，推动设计创新成果的

有效转化。

何炯说：“每一届设计周，都是一次对设计的

重新定义，也是对习惯思维的颠覆、创新和实践

过程，它是一群敢于冒险和勇于创新的人的舞

台。设计无终点，每一天都是在路上，每个过程

都是一场修行，我们的坚持是为了更好地营造一

种支持创新的环境。”因此，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上海设计周，也许“创新”是最恰当的。

她以2018年上海设计周为例，用数据进一

步验证了其创新思路。比如，2018年上海设计周

的报名参展商为两百多家，但却有一千多个品牌

参展，究其原因，有的参展商采用集成平台的形

式，有的参展商本身就拥有两三个品牌，还有的

是几个品牌联合参展。这反映出展览行业内，符

合市场规律的合作共享的经济形态已凸显，协同

合作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再如，对“观

众来源”进行分析后，何炯发现：非本地观众比例

上升，代表了设计周辐射力的增大；而以年轻家

庭为单位的观众也有明显提升，预示着未来商业

市场中，趋向针对整个家庭的服务模式正在显

现；又如，观众所属行业，计算机及互联网行业、

综合商业及服务业等行业的总占比超过35%，表

明上海设计周受众已从设计专业领域往各行各

业渗透，变得更为丰富多元。以上数据都很清楚

地显示，上海设计周已不再是一场专业的展览，

更是新事物的创造和发布舞台，是新理念、新产

品、新应用、新模式的发生平台，是参展商测试新

商业模式可行性和受众反应的“实验场”。

“我希望设计亦能承担一种‘延续’的责任，

何炯 上海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设计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上海设计周项目主要创始人，自2012年起，负责筹建、策划、运营了七届上海设计

周。负责策划了2017全国双创周——创新创业嘉年华、2018首届全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上海制造板块等国家和市级项目。

关于青年设计力量

新一代青年设计师应该是中国创意、中国

创新和中国创造力量的代表群体。他们拥有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和

独立的个性。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加强自身

的学科背景，静下心来去做更多的设计实践，

在积累经验中不断提升设计能力。

关于未来的设想

通过对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生态体系的

再设计，我期待2019年的上海会在城市更新和

社会进步上不断向前，设计成果能够在商业

化、产业化方面发生有效转化。

创意说

Q：2018年上海设计周让你觉得最出乎意料的是哪一

部分？

A：有很多，我主要想从票务情况的反馈来谈。本届设

计周的团购票比例占到16%，远高于2016年的2%和2017

年的4%，说明许多政府单位、设计机构、院校都选择设计周

作为团建活动，以此作为集体学习和专业提升的方法。最

让我惊讶的是，才第二年举办的设计跨界论坛的售票情况

居然比第一年要增加5倍以上，这说明市场对有干货、高品

质的专业论坛需求在不断提升。

Q：你如何看待上海设计周的国际合作？

A：2018年我们才开始有国际合作，但这也是法国一些

品牌主动要求的。上海设计周不会为了要“国际化”而降低

自己门槛。首先，我们不会为国外品牌提供免费的展示场

地和中国市场；其次，设计周组委会要求国外品牌或团队在

设计周上做新产品的首发，而且首发的产品都要经过我们

的严格审核；最后，我们也要有骨气地把我们的原创产品

“引出去”，因为我们很多的自有产品，一点也不比国外同类

产品差。这就是我认为的“国际化”，我强调的是，上海设计

周和国外的大品牌或者大平台的双方权益是对等的。另

外，其实我们许多品牌和内容都是中外设计力量合作完成

的，比如2018年的以“油纸伞”为主题的艺术装置，这也是

我认为的一种“国际化”。

Q：你到过很多国外的城市，从创意设计角度，你觉得

这些城市哪些方面值得上海学习？

A：在西班牙时，我看到过一种设置在马路中间的咖啡

馆，其位置就像在国内许多马路上的中央绿植隔离带。每

家咖啡馆有自己的区域，大家就在树荫下喝咖啡、看书，非

常惬意。2019年的上海设计周我们会借鉴这种形式，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

从城市的人文气息来看，国外一些城市都能体现较高

的软实力，民众的艺术修养较深。我留意过他们咖啡馆、饭

店、小商店的装饰，大街小巷里没有一家是一样的，都是独

一无二的。即便是一家小艺术馆，也有许多人在排队，准备

进去参观。民众对艺术的热爱出乎我的预期，这种对创意、

设计、艺术的热爱已经深入其骨髓。我觉得上海设计周作

为一个政府项目，应该承担起全民艺术熏陶和激发创意的

责任。其次，我觉得他们的设计更人性化，尤其是大部分面

向弱势群体，如孩子、婴儿、残疾人。而这也应该成为设计

周向广大专业人士传递的理念之一。

Q：目前，上海设计周早已突破一场展览的局限，你可

以谈谈设计周如何开展全城的联动活动吗？

A：除了常规的设计周各区的落地活动，我们还在积极

推进社区改造。我们和江宁街道联手，找到街道里五个试

点区域，然后就近找了一些设计公司提交设计方案，再根据

街道的预算，引入像王平仲这样的设计师为其进行规划。

2019年，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扩展，寻求一些商业空间加

盟。在此基础上，我们期待进一步形成“四区联动”，即商

区、社区、园区和校区的联动。当找到商业模式以后，我们

就会进一步实施推广。

把历史文脉的精髓用当代手段表达；同时，把当下

的‘设计’变身后续的再利用，延续其更多价值。

好的设计应发挥‘连接’的作用，在连接历史和当

代中创新，在连接今天和未来中成长，在连接人类

和自然中升华，在连接不同世界中创造更多不可

能的可能。”何炯始终把上海设计周定义为一种

“大设计”的范畴，让到场的每个人都能感知设计

的本质即是在不断变化中创造新的价值和延续新

的生命。这就可以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上海设

计周现场，非遗跨界作品多达20%，大放异彩的当

代非遗作品，更让上海设计周增添了许多人文光

芒。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设计周上会有

如此众多的新颖的环保产品发布，比如原生态雨

林培植的茶叶，可以降低环境污染的家具，纯天然

环保的新型岩板材质等，众多生态新产品亮相设

计周。就连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口的金字塔造型主

门头，其各个板块和部件均采用的是可持续利用

的环保材料。展览结束后，主办方还把它送入社

区，延续使用。

坚持上海设计周“延续”的使命，连接传统、拥

抱未来，正是满怀这样的社会责任意识，才能让上

海设计周走出一条“构建全球协同化的设计共同

体，推动造福人类的再设计、成就融合跨界的大设

计和创造引领未来的新设计”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