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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序言

人工智能与这个时代涌现出的大数据、云存储、物联网等新技术一道，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巨大

变革的临界点。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制造业逐步被高度系统化、网络化以及个性化的生产链所代替，

智慧化、智能化的工业制造和社会服务体系逐渐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也重新界定了当代社会的知识

结构和思维深度，继而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设计作为一种人类改造世界的创新活动，与包

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彼此交集，汇聚为促进社会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介入现代设计的人

工智能技术已经展露出主导未来设计的信心，并产生不同以往的整体社会效应，为设计行业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支点。世界各国立足于基础创新体制建设和顶层战略设计，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科学研究和

成果运用，大力促进了设计创新和产业转型，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然而，人工智能为设计带来了一个重新自我定义的契机，不论是对于设计、设计师、设计产业的发

展，还是对于道德、伦理、文化塑造而言，都犹如一把优点和问题并存的双刃剑。不可否认，人工智能

带来了更为高效的设计成果，创造出更多设计创新的可能性，成为了连接大众生活与社会需求的重要

渠道；但是，设计与文化创意除了其科技特性，还涉及社会、人文、审美、伦理等更多因素，由此形成的

设计创新驱动问题与伦理价值问题，都是人工智能目前无法解决的。当下，对人工智能及其与设计关

系的研究方兴未艾，各领域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更加多元的视角和观点，产生了更多积极的对策和

方法。

本专题的六篇论文，既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人工智能对当代和未来设计的影响，又从不同流派学说

中梳理人工智能之于设计的新的研究架构。试图从设计学的内部规律角度，对人工智能影响下设计

的特点、方法、思路、效果进行分析；同时，又从外部环境和条件下，梳理设计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寻求设计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向。总而言之，从设计概念、内涵、思维的延展，到设计方法、技能、效果

的提升，再到设计规范、观念、价值的塑造，人工智能给设计领域带来的影响是多维而广泛的，给我们

带来的思考也是深刻而长远的。希望通过对这一话题的持续探讨，从技术与文化、接受与交互、个体

与社会等立体、综合的层面来厘清设计发展中的现象和本质，以完善人工智能时代新的设计表现技

术、设计思维方式和设计理论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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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设计创新及其价值重塑

朱金华
盐城工学院，盐城 224051

摘要：在探讨人工智能影响和意义的基础上，梳理当代设计的形式和思维，明确当代设计创新的本质和方式。从人工智能时代

设计的呈现面貌、表达方式、思维结构及价值规范等方面来分析设计现状和趋势，指出人工智能在设计创作和接受层面带来的

变革，以及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设计创新的必要性和伦理观。自包豪斯、乌尔姆确立高度系统设计原则以来，基于系统化原则

的现代设计不断地突破和发展，极大地完善了社会功能结构。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当代设计不断加强对社会全链条的支持

力度，拓展了设计思维在社会各领域的可实现路径，促进了设计的概念延展、观念创新和产业转型，不仅为当代设计创新提供

了新的契机，而且在重塑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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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nnov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U Jinhua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form and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design and clarify the essence and way of

contemporary desig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design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esentation, expression, thinking structure and

value norm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oint out the chang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esign

creation and acceptance,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and ethics of design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nce Bauhaus and Ulm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highly systematic design, modern desig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atization has made continuous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ment, greatly improving the social

functional struc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emporary desig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s the

support for the whole social chain, expands the realizable path of design thinking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and

promotes the concept extension, concept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ntemporary design innovation, but also forms new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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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不断介入并深刻影响到设计 领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设计师效率的提升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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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解放。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协助设计师，使作品达

到令人惊羡的设计效果。其强大的功能为设计师描绘

出一幅令人向往的未来景象：设计师的工作会变得难

以想象的轻松，设计结果也将变得更具创造性。然而，

如同电影《终结者》问世三十多年来所引发的，关于未

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会取代人类的争论尚未休止，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在惠及设计行业的同时，也引发了

设计师对未来行业发展的思考。赫拉利《未来简史》的

出版则更是对这一话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再

度激起了设计师对人工智能的反思。人工智能会胜任

设计工作并取代设计师的角色吗？这种角色转化的结

果不仅包括人工智能对设计表现形式的改变，而且包

括对设计思维推导过程的优化，亦即人工智能最终是

否可以像设计师那样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设计思

维及其价值评判才是设计创新的核心动力，而这一点

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完全具备？

一、融入生活的设计创新

2017年，一款名为“人工智能建筑师小库”（简称

“小库”）的设计软件平台受到了建筑设计师和设计学

院的关注。这款基于SaaS系统的应用软件结合了机

器学习、大数据和云端智能显示等技术，将多种先进的

算法融入到最简易的操作中，可以参与到前 40%阶段

的设计工作中，即时设计出多个方案，从而减少了90%

的前期投入，并降低了99%以上的错误率[1]。据称，未

来“小库”会将包括城市地图和人们兴趣点在内的大数

据、深度学习和 3D模式识别应用到建筑设计中，再结

合环境条件和设计师的要求，生成更优化的设计方

案。可见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已

深刻影响到当代设计的方法、形式和思维，为设计创作

者和接受者两方都提供了多样的可能。首先，人工智

能提供了更多设计创新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设计

的概念不断丰富，设计的范围不断扩展，包括航天科

技、医疗护理、教育教学、休闲娱乐等在内的各个领域

都受到了影响。人类的生活面貌得到了全方位的改

变。比如在环境和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通过对场

景的自动扫描，利用数据库筛选比对，可快速完成初步

的勘测、制图及建模等工作，这样降低了大量的设计成

本，也避免了很多繁缛且重复的工作。其次，人工智能

带来了丰富多样的体验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

质。用户通过云存储、大数据，以及各种电脑、手机终

端设备上人性化的操作系统和操作界面，实现各种指

令支配和信息交互，并且迅速完成各项数据的匹配，最

终完成服务于人的目标指令。今天，生活中的设计创

意无处不在，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也

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创新。不可否认，智能化设计让人

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二、设计创新的驱动因素

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促成设计创新的两个重

要因素则是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人工智能也由此对

设计行为和设计方式进行限定、修改，并对设计思维的

模式加以补充、完善。

（一）技术创新的走向

现代设计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技术史。正如

新艺术运动离不开铸造技术，特别是熟铁技术，现代主

义运动离不开钢筋混凝土技术，而新技术派更是直接

宣扬和标榜科技力量的流派。可以看出，在现代设计

史上，几乎每种新风格的产生都是以新技术为撬动力

的。格罗皮乌斯在创办包豪斯学校时提出“艺术与技

术的统一”，以探求现代设计的功能、技术和经济效

益。迈耶在担任包豪斯校长时指出，设计是一个技术、

经济、科学、生物学的过程，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过程，而

不是美学的过程。这也准确地描述出设计的系统性结

构、多元化方法和客观化目标，强调了设计的技术属

性。与包豪斯学校一脉相承的乌尔姆学院进一步明确

了设计教育和设计创新中的技术化路线，即将数学、信

息理论、控制理论、人体工程学、社会学、试验心理学作

为设计工作的范围[2]，并建立了新的科学评价标准，形

成了具有高度秩序化、系统化思维和模数化（Modular-

ization）特征的乌尔姆设计体系。虽然极端的技术主

义倾向并不利于设计的良性发展，但它符合社会的“功

能主义”需求，这种需求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包豪斯的

设计理想还在延续。然而今天的实际状况又不同于包

豪斯和乌尔姆了，原因之一便是技术的更新速度远远

超出了预期。按照技术导向的社会科学的看法来分

析，技术决定着生活方式和人的活动世界[3]。无疑，技

术也改变了设计的方式，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逐

渐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积极的社会影响力，有望成为

一种新的设计技术范式。

然而对于机器、科学及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之间

的关系，当代设计师又表示出深深的忧虑。通过科学，

人类掌握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力量。不少人担心，一旦

科学研究的妖孽跳出瓶外，可能会产生无法预计的灾

难性后果[4]。首先，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设计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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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渐行渐远，设计受制于系统化、集成化、流水线化

的技术框架，极易丧失设计师的情感温度和人性光

芒。这也是19世纪以来，由建筑设计领域越发注重工

程技术而带来的问题。克雷认为虚拟现实艺术、电子

艺术和概念艺术可以从其它途径来达到美的目的，向

观众和参与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甚至能创

造“新的世界”。然而，在他看来，在很多情况下，计算

机艺术、视频艺术或屏幕艺术都是没有灵魂的[5]，它们

缺少了设计师从对实物材料的琢磨中，获得并表达出

来的独特美感。不仅如此，有时技术兴盛的背后还掩

藏着不易察觉的风险。设计学家诺曼以无人驾驶为

例，指出智能技术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和伤亡，可一旦技

术出现问题而发生事故，后果就会更加严重。他在分

析了技术在教育、医药、食品、服饰、3D打印等方面运

用的成效之后，指出技术是促发变革的巨大动力，不过

其优劣并存[6]。因此，智能化技术可以解决人类在通

常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对设计师来说，更重要的

是如何有效利用这些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此外，对

未经专业训练的受众而言，对人工智能的熟练运用、完

全代入及全面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使人们接

受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虚拟场景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也有

一定的难度。斯莫克借此表达出对用计算机创造出的

虚拟世界的隐忧，从长期来看，虚拟的世界并不适合人

类。在谨慎面对虚拟世界的同时，他也从一个设计师

的角度积极地评价了计算机技术对当前人类的帮助，

电脑让设计过程中的单调乏味少了很多……使人们可

以从多角度去观察电脑上的设计。激光能够做出三维

立体模型，人们的设计想法可以更容易地得到识别和

修正[7]。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和智力，

设计师需要有效地利用和公允地评价不断发展的新

技术。

（二）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设计思维结构

人的设计活动伴随着分析、推理、类比、想象等主

观感受，即自身的创造力，同时还具有经由先天和后天

共同形成的特有的情绪、情感及对事物的理解看法。

人工智能要模拟出复杂的感知方式和微妙的情绪表达

方式，以及形成深度的自我学习能力，这都需要一个长

期而艰难的过程。自 1976 年建筑设计师乌尔曼

（Richard Saul Wurman）提出了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以来，一种试图将所有信息放置在一个完

整系统中进行合理化设计的模式得到了广泛使用。通

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计算机系统可以迅速完成方

案设计。然而，这些设计结果是在预先建立的数据库

和架构基础上生成的，本身有着相应的条件设定和限

制，导致其设计创新的能力也会受到一定制约。目前，

带有图像模拟、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动作追踪等功能

的智能产品往往是通过大数据的技术架构来实现的。

然而，通过各类参数和数据库（包括图片库）来系统地

生成设计模型，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创新。

因为计算机还无法达到深度的“机器学习”，所以就无

法实现算法的创新和思维的创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弱人工智能所能达

到的效力而言，它仍处于“器”的层面。虽然计算机可

以辅助建成更加真实的模型，表现更加动人的效果，但

还是很难完成设计师的所有工作。尤其在跟甲方沟通

的过程中，需要对方案细节和整体进行调整，加之存在

复杂的设计推导和纠错需求，人工智能显然还难以应

付。一方面，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技术只能有限度

地执行设计师的部分构想。例如，通过计算机辅助设

计产生更高的效率，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诺曼·福斯

特设计的英国博物馆网格状屋顶就是通过计算机参数

化设计，生成复杂的形状，这种秩序感和数据美被称为

“计算机巴洛克”。让·努维尔设计的阿拉伯世界文化

中心采用一种几何形状的可调节窗户，根据环境温度

和亮度，通过计算机来控制光照和气温，从而保持合适

的室内光线。一个善于利用技术的设计师自然可以找

到很多创新途径，借助VR设计、智能家居设计、地铁

系统设计、远程控制、信息模拟、人脑识别，可以实现从

基本的制图到设计思维的辅助表达，从软件的辅助表

达到设计构想的直接表达。另一方面，在弱人工智能

向强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中，计算机也走向相对复杂

的程序设计，形成了更为科学的设计方法，更大程度地

帮助设计师分析和判断，甚至代替设计师的部分工

作。比如，大量分形软件已经被用于艺术设计、地理图

像制作、信号处理等领域。这是将自然界中有规律的

物体进行合理组合，通过具有一定规律的分裂、演变，

形成更加丰富生动的画面。

当下，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充满着诸多的不

确定因素，所以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人工智能保持谨

慎态度。正如诺曼所认为的，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弱人

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是进步的过程，人类

生活也必然会随之变得越来越美好。而悲观主义者的

立场正在退缩，他们认为在每一个单独的领域中，人工

智能都有可能超越人类，即使不一定会在整体上全面

地超越人类[8]。长期以来，由于麦卡锡（John McCa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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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之间截然不同的观

点所引发的不同的社会效应，恰好说明了人工智能在

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麦卡锡要用日益强大的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合取代人类；而恩格尔巴特则要

使用相同的工具，在脑力、经济、社会等方面拓展人类

的能力。马尔科夫针对这种“悬而未决”的冲突，强调

不管未来发展如何，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软件和硬件

机器人足够的灵活和智能，它们最终都会变成人类在

程序中为它们设计的模样[9]。抛开一切用来吸引眼球

的噱头，人们需要理性地评估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效

应。人工智能改善了设计的效果，甚至可以左右设计

思维本身，但是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还无法被复制和

取代。在强人工智能的条件下，技术可以完成绝大部

分的设计工作，这导致设计门槛降低，出现了“人人都

是设计师”的局面。然而设计的价值判断最终还是

离不开人，人类会在新的语境下建立起新的设计价值

标准。

三、人工智能与设计价值重塑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涉及到

的不仅有计算机技术的问题，而且包括心理学和哲学

方面的问题，以及价值规范和伦理道德的问题。

（一）主客体关系的危机

技术危机论暗含着客体的强大和主体的衰弱，即

原本的社会关系被瓦解，客体颠覆了原本的秩序，主导

了世界。过去的机器旨在节省人的体力，现在的机器

开始代替人的智力。新的智能可以是人工智能的“主

体”（Agent），也可以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10]。从理

论上看，当深度学习的能力到达一定程度，人工智能可

能像设计师一样思考，具备人类的情感，甚至超越人类

的设计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客体之间的界限

和意义也会越来越模糊化。鲍德里亚认为在技术主导

的世界里，由于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越来越依赖技

术，主体便逐渐沦为技术的附庸。由客体的逐步强大

而导致的技术决定论也为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人工智能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一旦人工智能真的取代了人

类设计思维，必然会带来设计的价值重构问题。

（二）面向未来的价值观念

设计师作为极富思维活力的群体之一，他们的主

观创造力赋予作品或产品以独特的面貌，并形成了表

达情感、触发共鸣的设计形式审美，而这种艺术创造的

魅力和境界是目前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达到的，因此

更多的担忧在于未来。正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

出，人类将面临的三大问题：生命本身就处于不断处理

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的逐渐分离；人工智能将比人

类更了解自己。这也对人类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应对来自人工智能及外部环境的竞争。一方面，设

计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信息技术和专业技能，甚至要

掌握智能系统、交互设计的程序和方法，并且能够更好

地协调、统筹设计的各个环节，发挥出主体机能的更大

优势。正如艺术家们会把科学研究和工具吸纳到艺术

制作中去，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成为经验丰富的专业科

学家[4]。同样，设计师的创新之处也在于对人工智能

的合理运用。与机器不同的是，主体通过建立在“双菱

形”发散收敛过程中而达到设计创造的境界，它包含着

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结构元素，而非机器元件[6]。机器

元件再复杂、再精细也难以超过人类的神经元系统。

另一方面，人类与人工智能在未来对话过程中，要不断

地修正和完善新的设计价值体系，以保持自身的立场

和优势。一种基于神经学的方法对智力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典型性，它用“神经学主体”这一概念，从内在层面

上描述了主体的特征，强调其具有主导和维持整个系

统而实现自我表述和研究的能力。神经学不仅提供了

思想模型，可以适应由“主观性”这个概念所捕获的所

有特征，还提供了针对其媒介的研究[8]。面向未来，设

计师不仅要充分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展现设计的多

重属性之美，不断扩大设计创新的社会价值，而且要不

断修复、巩固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探索适应未来的新

的设计价值观念和标准。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为当前的设计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实现途

径，它不仅丰富了设计方法，拓展了设计思维，而且为

工业生产体系增添了更多要素。随着设计产业的深入

发展，集成化、规模化和自动化将成为未来设计产业的

发展方向。不少国家重视人工智能研究，甚至将之提

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促发了人工智能时代设计创新

的新燃点，为当代设计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导向系统设计、智能家居系统，或

者某种花园、农场的远程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等涌现出

来，人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制各种生活之需。人工

智能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庞大而充足的社会功能系统，

对人类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当然，随之而来的将会

是一些关于生命、思维及价值观念的新话题。作为设

计师，在与人工智能对话、交互的过程中，应该适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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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运用人工智能的成果，达成一种新的人机统一状

态，以不断丰富设计的内涵和语义，实现多元化、多途

径的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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