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放大的眼光
看设计

 【文/周琳琳】

生活周刊QA 丁伟

从产业观到城市观的设计

Q：在上海“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经济

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从整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您是怎么看

待上海的创新发展趋势的？

A：上海是一座对创意认知度非常高的城市，创意与城

市的关系可以从几个角度进行探索。第一，创意和设计正在

驱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作为问题的应对机制，设计

能够更好地挖掘并且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一些服务系统

设计，包括智慧照明、智慧家具等智慧产品，这些都是对于

信息物理系统和智慧终端的研究，设计从中进行驱动。另一

方面，作为推动传统制造行业转型的力量，设计能为它注入

更多活力。产业经历了OEM、ODM、OBM、OSM，也就是在

制造、产品、品牌、系统的整体发展过程当中，设计都会发

挥价值。

第二，随着设计融入生活，它也正在逐步变成一个独

立行业。现在许多独立设计师品牌兴起，慢慢被社会所认

知，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所以从产业观到城市观，设计

俨然成为了独立行业，在多个层面不断发挥作用，这也正是

设计与城市关联的现状。

Q：您启动“设计立县”这个项目也是设计在城市观中的

体现，能讲讲这个项目设立的初衷吗？

A：中国有很多的县域经济体，其中既有发达的，也有

落后的。而创新的力量基本上都集中在一线城市，比如说

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等。其实，三四线城市对这种

创新力量的需求非常大。但是这些具有创新力量的人才，哪

怕是出生于三四线城市，来到一线城市后，也不会再回到家

乡。这时出现了人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错位。所以设计立县

就是通过在三四线城市成立设计中心，实现人才回流，进而

服务于当地产业的一个实践和系统。它在业界是较为成功

的创新项目，也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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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设计的协同创新，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不能解决产业链系统中

的所有问题，只有构建有机的协同体才能解决系统问题，并获得相应的价值。设计教育、创意产业

与实体行业在各自发展和交互的过程中的不适应正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协同创新则是运用协同的

力量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集中回应。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丁伟认为，未来不是由答案决定，而是由问题决

定，感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就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设计”。时间回溯到他从清华美院毕业，步入

工作岗位的日子。他发现与创新有关的各类角色，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大相径庭。于是，他从自己的

实践出发，客观而中立地阐明了设计的系统问题和工业设计中的协同价值，以期帮助众人用同一角

度思考设计。

在丁伟的《放大的设计》中，他用大量的案例阐述了过去十年木马的思考和实践，从为一千家

企业提供工业设计服务到创建自主品牌“漫生快活”，再从构建协同创新体系讲到近年来推进的社

会创新项目“设计立县计划”，他用时间与实践进行一场有关创意生产关系的大讨论，目标不仅指

向生产力，更指向生产关系，通过机制体制的再设计，释放更大的创新活力。

设计行业的整体前景是美好的。这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像丁伟一样开始用一种放

大的眼光看设计，用一种创新的思维来解决大的问题。以设计立县项目为例，其本质是建立区域之

间观念与资源的双向交互，从短期来看它提升了产品与产业的价值，从中期来看它建立创新的长效

机制与运行系统，从长期来看它形成创新的文化、习惯和自觉的态度。其中，创新思维实现了设计人

才的回流。他们不再全部集中在一线城市，而是愿意回到家乡的设计中心，同时带回先进的设计观

念。当设计立县与高校、政府挂钩，这也形成了教育体系的一种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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