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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批评视阈下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几个特征

李江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科技发展、生产进步、生活方式改变促进当代中国设计迅速发展并呈现出新的面貌。设计理论建设，特别是设计批评领

域的发展对认识当代设计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以设计批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分析设计批评视阈下的当代设计特点和趋

势。设计对受众价值观念的呈现、服务性将成为设计未来的重要趋向，各类设计类型边界将消融与并重组，设计教育将在价值

观和创造力培养方面予以强化。在批评视阈下对上述问题进行的观察和分析，有助于对中国设计的现状产生客观清晰的认

识，对于当代中国设计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设计批评；中国当代设计；设计价值观；设计理论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4-0016-05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4.003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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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hange of lifestyle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esign and present a new look. The construction of design theor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criticism,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design. Taking design critic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ontemporary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criticism. The

presentation and service of design to audience valu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design in the future, the boundaries of

various design types will be melted and reorganized, and the design education will be strengthen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s and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ism,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bove problems will help to have an objectiv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design, and will play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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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带动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些变

化也反映在人们对当代设计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的悄然

改变上。自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诞生以来所建立的设

计的价值标准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时至今日仍旧

具有其参照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

围内人文、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之显著对于设

计的影响十分强烈，从学术研究的深度和行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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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当代设计所关注的不再仅仅停留于形态、功

能、技术、材料等设计“本身”的问题，而是将研究的目

光更多地投向了设计的市场、服务、生存和伦理等，即

与设计相“关联”的其“周边”的内容——无论是工业产

品设计还是视觉设计，抑或是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设计

乃至传统的手工艺生产，对它们的研究和实践都已开

始更多地涉及到其存在的价值、学科的边界以及传承

与教育等未来发展的话题，这些正在成为当今设计研

究的显性“生态”问题，它们将决定今后设计发展的走

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年来中国设计的进步十

分迅速。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设计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和设

计学科研究体系，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优化

和产生出新的方向，展现了强劲的发展态势和逐渐走

向成熟的面貌。

中国设计发展至今天，正面临深度上的拓展和维

度上的转型，更需要从理论层面特别是批评的角度对

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无疑将对中国设计的未来发展

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关于设计的批评

早在19世纪初，俄国文学家普希金就将艺术批评

总结为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这里的

批评并不含有贬义，而是具有评论、鉴定的意义。设计

批评和美术批评、音乐批评、电影批评、戏剧批评等同

为艺术批评，但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却较晚，设计批评

是随着现代设计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

对设计作品、现象、活动等的评价与鉴赏[1]。随着现代

设计的发展和设计理论的完善，设计界对设计批评的

认识也逐渐成熟，现代设计批评其实质就是运用设计

理论、设计史等知识对设计作品、现象、观念等进行综

合、分析、判断和评价，作出主观判断和理性认识的活

动[2]。从本质上看，设计批评并不是抽象的批判，而是

有内涵、有意味、有交流、有沟通和有知识的评价。它

关注的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是以人和社会的需求为尺

度，对批评对象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帮助建立设

计理论基础[3]。因此，在批评视阈下对于当代中国设

计现状进行审视分析，将对推动其未来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

从设计批评的作用和价值意义来看，首先，其有利

于对设计整体面貌的认识和把握。在批评的视阈下观

察设计，有利于人们更为全面和准确认识今天设计所

处的位置，有助于在比较的状态下对设计的环境、态

势、发展程度等作出理性的判断，寻找其与其他国家或

地域的差别，并对未来发展的方向作出合理的判断。

这对于设计师、设计企业和设计的受众都具有良好的

指引性，帮助设计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前进。其次，它

有利于设计产品的改造，这对于设计师及其作品而言

具有重要意义。以批评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评价，可以

让设计师在众多方案中挑选最佳方案，也可以在设计

过程中有效避免盲目性，从而提高设计的效率。不难

发现，当批评介入到设计活动的各个阶段（工作原理、

技术方案、结构方案、材料和加工工艺以及造型形式

等）时，设计方案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此同时设计中

的不足也会在评价和分析、判断中显现出来而得到及

时调整，从而有效控制设计的过程，为设计师提供科学

有效的依据。第三，以批评的视角审视设计活动本身

也是当下设计师与服务对象之间保持交流与沟通的有

效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设计理念、产品

技术以及设计形态，拉近了设计师、设计产品和服务对

象之间的距离，有助于设计的受众对新的设计理念和

设计形态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其审美和鉴赏能力，无形

当中反映和提升了当代社会对设计的物质与精神层面

的需求，同时也起到了在设计活动中的沟通信息和反

馈的作用，推动设计发展。另外，从设计批评的视角进

行分析和观察，也有利于设计教育领域的改善和更新[4]。

在设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设计批评的介入不可

或缺。它可以帮助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批评意识的唤

醒和价值判断能力的引导，从思想和方法上打下良好

基础。与此同时，对新的现象分析、新的问题研究和新

经验的总结，无形中也丰富和发展了当代设计理论和

设计史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推动设计文化繁荣的目的。

二、批评视阈下的当代中国设计特点

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当代中国设计经历了最

初起步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迅速扩展，进入21世纪之

后，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架构系统，设计的门类、方

式方法、理念价值乃至学院设计教育层面都取得了长

足进步。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设

计而言，意味着无论是设计者还是消费者，对设计的需

求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设计者和消费者

都产生着影响，尤其是近十年来，科技进步助力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当代设计也

呈现出新的特点，显示出更深层面的变化，而今天从设

计批评的角度审视这种变化则更具学理性，有助于人

们更清晰认识中国设计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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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对消费者自身价值的反映日趋显著

现代设计的兴起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设计功能

性的强调，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功能、材

料、技术等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功能主义使得

现代设计和艺术之间的分野愈加明显。为了达到服务

于更多受众的目的，现代设计注重对设计产品实用性

的满足，因此，对于工艺技术、材料性能的重视也就在

情理之中，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围绕产品的使用功能。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

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他们对设计产品的需求放在

了除功能性之外的其他方面。当下制造业迅猛发展带

来产品同质化现象的加剧，无论是从设计者还是受众

角度，都对当代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消费者自我

价值的体现——诸多的设计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更

需要体现出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消费者的价值认同[5]。相比于功能，今天的消费

者更愿意用具有不同风格特质的产品显示自己与众不

同的价值观，这已经成为人们对设计的重要诉求。例

如近年在国内出现的一例家具家居品牌（见图1）。这

个比照国外“无印良品”和“宜家”创造的品牌，以中国

新兴城市中产人群为目标，提供艺术化而又适合其生

活方式的家具家居产品。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环

境中的人群面临着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而鲜

明、饱满、圆润和具有活力的形式，加上精致细腻的工

艺手法消除了国外同类产品内敛和隐匿的属性，对特

定消费群体起到治愈的效果，成为中国新兴城市中产

人群的消费选择之一。而与之相比，近年来兴起的旧

物改造设计更能体现出这种变化中人们对于设计情感

性的需求。除了顺应时下流行的环保理念之外，旧物

改造设计中更多的是将特殊的情感寄托于作品之中，

对个性的追求和情感寄托成为此类产品存在的关键，

受到不少消费者的眷恋，而设计师和消费者关注的重

点也自然而然集中于此。

从上述不难看出当下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

是单纯的使用功能，设计正在从更深的层面影响中国

消费者的生活，这展示了当代中国设计发展的态势。

（二）服务性成为设计发展的趋势

从包豪斯到乌尔姆，现代设计一直被认为是解决

问题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中国

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愈加复杂，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各种

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也愈加多样，形成了相互牵扯的复

杂网络。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的发

展十分迅速，很多企业在快速成长，它们用几十年时间

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上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在这种快速发展的现实过程中，企业也面临着不少复

杂的状况，

一般意义上的设计产品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市场

的需要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它们需要的是比产品更

为全面的创意和更加适合的商业模式规划。这样一

来，传统的设计活动就转化成为了由市场调研、设计行

为和工程支持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创造活动，设计的执

行不再是设计活动的核心，而是更多集中在综合创意

和对社会环境乃至市场的策略分析层面，并在此基础

上发展出具有创造性的策略[6]。由此可以看出，随着

市场的不断成长、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以及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设计师乃至设计企业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提

供市场调研或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方案”，设

计也不再仅仅是解决单个问题的方式或工具，而是为

社会和企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创造活动。事

实上，研究者们已经发现，当下设计绝不是一个可有可

无的存在，而是现代企业活动中必要的一环，甚至需要

上升到战略高度去思考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当代设计正在显现出服务性的特点，这种服务以

提供创新策略和咨询服务为核心，尝试解决企业或市

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设计将以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方

式介入生产和人们的生活，见图2。

（三）设计类型的边界消融并重新界定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产业的发展，不少具有融

合性质的新兴事物出现，反映在设计领域就是原本传

统意义上的设计方向和类型产生融合和跨界，如工业

设计和平面设计、产品设计和室内设计等的交融，跨界

与融合正在成为当下中国设计又一显著特征。今天不

少企业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已经十分成熟，而要取得创图1 软糖沙发“造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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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则需要在产品的内容和设计层面进一步拓展，这样

一来，跨界与融合设计的产生就变得水到渠成[7]。从

国际上看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的“苹果”公司，其产品

所具备的良好体验感来自于多样的跨界融合设计——

从工业产品完善的功能到视觉设计的优秀效果呈现再

到互联网科技畅通的信息链接，甚至还包含了消费、营

销等多领域的介入，最终形成具有优秀体验感和互动

性的设计产品，将跨界与融合演绎得十分完美，因此受

到消费者青睐，这也成就其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企业

地位（见图3）。

今天，国内不少设计企业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一

点，很多设计企业开始摒弃单一的平面、工业等设计的

做法，转而转向多种专业方向的设计融合，在这个过程

中，原来以类型划分设计对象的做法被打破，代之以各

专业的相互联合和彼此借鉴，面对日益复杂的设计需

求，单一的专业知识领域的操作无法建构起复杂环境

和多元背景下的设计架构，设计者需要提供更加综合

立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消费者全方位的设计体验，这

一变化推动中国当代设计自身向更高层次进化，对设

计行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预示了中国当代设计的未

来发展趋向。

（四）高校设计教育将从技能型训练转型

评价当代中国设计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指

标就是设计教育的水平。中国设计教育脱胎于手工教

育培养，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中国设计

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8]。特别是改革开

放之后，迅速扩大的市场带来旺盛的需求，中国高等院

校设计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大幅增加，并在较短时间

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数量

众多的设计实践人才。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设计人才培养同样面临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变化的

要求。一方面目前国内院校设计教育不少还停留在技

能训练的层面，与产业界的合作不足。在教学活动中

缺乏有效的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因此设计实践并未进

入到教学环节，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思考和解决的

能力显得不足[9]。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设计人才

的培养还应该将更多关注力集中在对学生价值判断能

力的引导和面向未来的多元文化观念的灌输。这当中

既包含了面对传统文化所应该具备的文化自信和自持

力，还需要适应多元化时代并建立对自身价值观念的

判断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传

统文化为设计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和智慧源

泉。虽然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端和发展过程中借鉴了

不少西方经验，但设计活动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属性，脱

离本民族文化因素的设计会显得空洞而缺乏底蕴。因

此，设计人才培养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学习和认

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是决定其设计生命力的

重要因素。此外，面向未来的设计教育还应注重对设

计人才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培育。多元化背景下不同国

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他们

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既有共同又有区别，设计者应具有

更开阔的视野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秉持自身观念的

同时更应具有面向世界的视野、可持续发展理念、关照

弱势群体的态度、表达审美的意志以及民主意识等，这

也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设计人才的必要条件[10]。

三、结语

中国当代设计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反映

出在发展趋势、与受众关系、其自身状态以及人才培养

方面的几个特征。在设计批评视阈下进行观察和分

图2 茶店环境包装及s.point指南设计

图3 苹果公司iPhone11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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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无疑更具有科学和理性的价值，将对于当代中国设

计合理和正确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设计批评不仅

关注具体的产品和受众，更着眼于设计文化和观念的

发展趋向，由此审视中国当代设计现状并分析研究，有

助于中国设计在持续增加开放力度和进一步加强与国

际接轨的过程中，确立未来设计实践和研究所遵循的

坐标，促进中国设计在健康合理的轨道上发展。改革

开放至今，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和研究经验，培养

了相当数量的设计师和研究者，创造了数量众多的成

功设计作品，为今后的发展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当代中国的设计师和学者们有能力和责任继续投

身于这些实践和研究，这将对人们认识未来社会和自

身产生有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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