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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海

刚过去的2023年对上海来说是一

个设计大年。如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

的《“再创造”——幸福的形塑，设计上海

十周年展》、在黄浦滨江举办的《设计无

界、造化万象——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

会大展》、在浦东美术馆举办的《为快乐

而设计》、在久事美术馆举办的《意大利

金圆规奖经典设计作品展》等一批世界

级的高水平设计展览轮番登场，在全社

会掀起了一股设计热。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我不停地被问

及一个问题：什么是好设计？

这让我想起了2020年三月，《财富》

杂志时隔60年再次发布了《100个伟大

设计》榜单。60年本是一个大年，但这份

榜单注定是命运多舛，发布的时候正值

全球疫情，也许它的真正影响力要等若

干年之后才能显现。

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评委，我亲历了

评审全过程。2019年的评审标准与1959

年基本保持一致，分别是适应性、公正性、

可用性、影响力和转换力，但这次上榜的

伟大设计与60年前上榜的设计相较却呈

现出很多有趣的差异。对这两份榜单进

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设计，

以及上海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设计能级，更

好地服务上海的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科创

中心建设，都有借鉴价值。

首先，是好设计的“产区”变得更大了。

也就是入选作品的来源地有了极大

的拓展，这折射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设

计文化开始变得更为多元。

1959年的100件作品有72件来自北

美，27件来自欧洲，一件来自南美；而到

了2019年，这份榜单展现出更强的地区

代表性，呈现了16个国家，而1959年的

只有11个。尽管北美依然占据主导地

位，但其权重有所下降（共57件），来自

欧洲的有29件、来自亚洲的作品上升到

了12件，非洲和南美各一件。在欧洲内

部，瑞典、芬兰、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设

计表现强劲，从1959年的六件上升到了

2019年的13件。

最值得瞩目的是亚洲设计的崛起，

而这又与日本、中国等国家持续成为世

界经济最强劲的增长引擎息息相关。其

中来自日本的作品是最多的，索尼、任天

堂、新干线、优衣库、无印良品等产品，都

曾经是影响世界潮流生活的风尚标。中

国的微信和摩拜单车这次上榜，也是因

为世界已经无法忽视风起云涌的中国移

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了。

第二，设计成为企业战略和创新引擎。

设计已经从原先的造型、提升价值

转变为创造新价值、驱动创新的引擎。

60年前，“设计”这个词几乎是产品美学

的同义词。而今天设计的重点则是如何

聚焦体验，提升产品或服务实现其特定

的目的或功能的表现，更成为大范围的

产业或社会创新的推手。

比如这次有多个产品入选的苹果公

司，就是将设计作为整合创意、科技和商

业 模 式 的 工 具 ，入 选 的 iPhone、iPod、

Mac、iOS、App等产品，在推出时都是颠

覆了传统的赛道逻辑，革命性地改变了

用户习惯、商业模式和整个行业的。昂

贵且很容易摔碎的苹果手机当时轻而易

举地把一度全球市场占有率为70%的诺

基亚拖下了手机王者的宝座，就是因为

苹果是把设计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在从品牌战略、产品研发、服务到用户体

验等各个层面综合运用了各种设计，包

括工业设计、交互设计、体验设计、零售

设计等，实现了比诺基亚更好的人与人

以及人与网络的连接；而吊诡的是，“连

接人与人（ConnectingPeople）”恰恰是诺

基亚当时火遍全球的广告词。

第三，设计由个人创造变成了企业

行为。

由于现代设计已经越来越融入复杂

社会技术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设计已

经不再是英雄主义的个人创造。从某种

角度而言，偶像级的“设计大师”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1959年的榜单，仅雷蒙德 ·罗维和他

的设计公司就包揽了七个作品。这位被

称为美国工业设计之父的传奇设计师，设

计了可口可乐瓶、壳牌公司的LOGO、凯

迪拉克汽车、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

GG—1型电力机车，以及NASA的空间站

等。《纽约时报》记者苏珊 ·海勒写道：“人

们很难在打开啤酒或软饮料，准备早餐，

登上飞机，给汽车加油，邮寄信件或购买

设备的时候，不会遇到罗维的设计。”

但60年后，英雄主义的设计师被品

牌取代了。在2019年的榜单中，苹果以

七项设计入选荣登榜首，后面跟着的是宜

家、保时捷等公司。个人设计师中，亨利 ·

德雷夫斯、阿尔瓦 ·阿尔托和马西莫 ·维格

涅利各以两件作品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

设计师。在现代的大企业中，个人英雄主

义的设计师已经很难跳出来了，设计越来

越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竞争力贡献企业的

发展。2019年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纳

森 ·伊夫从苹果公司的离职，也许就是一

个时代结束的标志。

第四，“非物质”设计的比重大增。

1959年的榜单，设计几乎就是产品

设计的同义词，只有两个设计例外。而

2019年榜单，有形的产品的比重降到了

63%，有高达37%的非物质设计，包括服

务（29%）、平面（4%）、用户界面（2%）

等。服务已经成为继产品以后设计的第

二大贡献领域，从设计人造物到设计服

务和体验的拓展趋势明显。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平板、电

脑等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新物种，

位居前列。同时排在前列的还有谷歌搜索

引擎、网飞流媒体平台、谷歌地图、App商

店、iOS操作系统、Uber，以及中国的微信

等。这些都是非物质设

计的代表——其实从

某个角度看，这些非物

质设计，本身也是一个

广义的“产品”。只不过

这个产品背后是一整个

系统，以应用程序在手

机、平板、电脑的各种

终端出现的是这个系

统与用户的接触点。

排名第三的谷歌

浏览器入选，并不是

因为它的视觉设计多么地特别，而是从

用户体验的角度，摒弃了很多不需要的

信息。有些设计，整合了传统的产品设

计和当下的服务设计，如以摩拜为代表

的共享单车是通过一个“产品服务系统”

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需求的。

第五，设计服务的产业发生了巨变。

设计与产业和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如

影随形、相伴共生。我经常说，过去的产

业和设计的关系是“皮”和“毛”的关系，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方面，没有产业的

载体，设计无所依托；另一方面，皮的价

值，很大程度上和毛色品相关系密切。

1959年的最佳设计，按排名高低依

次来自汽车、家具、消费产品、家电、信息

产品、相机、灯具等领域；而2019年的最

佳设计，服务的领域从高到低依次是网

络服务、消费产品、家具、消费电子、计算

机、家用产品、汽车、服务等。从中可以

看到，2019年，最优秀的设计服务的行业

排名第一的已经变成了“基于互联网的

服务”这一60年前完全没有的产业。

事实上计算机发明不过80年，网络发

明也就只有40年。但这两者直接让我们

进入了信息时代。面向全球知识网络时

代的设计转型，事实上才开始。如果说以

前汽车行业集聚了最好的工业设计师，那

么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有能力吸

引最优秀的设计人才为之服务。这些企

业中的一部分，也将成为全球引领的“设

计驱动型”企业，成为优良设计的代言者。

第六，与技术相较，文化的生命周期

更长。

最后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经

典、怀旧的设计，依然受到追捧，甚至有

历久弥新的意味。

1959年入选的作品中，有11件留在

在2019年的榜单。有趣的是“低技术含

量”的作品，排名都有所上升。如伊姆斯

夫妇设计的玻璃钢椅，排名从60年前的

32名跃升至第四名。野口勇的日本纸

灯，从第56名跃升至第13名。阿尔托的

三腿可堆叠板凳从第84位跃升至第39

位。而相对而言技术含量高的作品，如

徕卡照相机、保时捷跑车、贝尔电话机则

随着技术和生活方式变得不再时髦，因

此排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巴克敏斯特 ·富勒的穹窿，1959年的

时候高居第11名的位置，60年后，掉到70

名的位置。我的理解是1959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先进和激进的设计。事实

上富勒等设计的76米直径的穹窿——蒙

特利尔世博会美国馆——一直要到1967

年才建成。但60年后，尽管当时富勒设

想的用一个巨大穹窿把曼哈顿都罩进一

个可调节的人工系统中的设想，今天看来

还是非常具有想象力，但随着技术的突飞

猛进，作为一种结构形式的富勒穹窿在今

天已经算不上是工程奇迹了。

尽管《财富》杂志在全球经济商业管

理领域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这两份榜

单也动用了世界一流的专家和机构来推

荐作品，并发展了自己完善的方法论，力

图使评选的结果尽可能公正客观，但这

份榜单还是存在不少局限的。

首先，从关注的领域看，《财富》关注的

主要是以工业设计、或放大了的产业设计

和以产品、服务为载体的商业设计；而城市

设计、建筑设计、空间类的设计，以及工艺

美术、文化创意、社会设计、信息设计等并

不是它关注的重点。因此这个榜单里的优

秀设计，并不能代表设计世界的全部。

其次，尽管2019年评选出来的100

个伟大设计，已经努力注重地域和文化

的多元性,但由于评委大部分来自于西

方，这个榜单还是传达了西方主流的设

计价值观。考虑到2019年欧美占世界

接近一半的GDP份额，以及工业革命以

来的欧美对全球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这

个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有趣的是来自北欧和日本的优秀设

计入选比例，都高于其GPD全球份额，说

明国际风和地方文化传统的结合更容易

获得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中国在世界

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重，可以想象，未来中

国设计的崛起将是下一阶段设计发展的

全球现象级事件。

第三，“最伟大设计”的评选性质，更

多是“盖棺定论”型的，是对过去的总结，

而不是基于对未来的启迪展望。由于评

选是在2019年发生的，因此对之后发生

的全球性事件，如全球疫情、地域冲突、

环境危机，以及以AIGC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革命进入设计创意领域并未能预见。

因此，这个榜单的优秀设计，未必能成为

照亮下一个时代的火炬。

现代设计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实现了

从“创造风格”到“驱动创新”的范式转换，

设计对象已经拓展到关系、交互、服务、系

统、组织、机制等。设计作为一个和人的

需求相关的专业，一直是与问题紧密相关

的。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都不是一

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振

兴、商业成功、社区营造等都是复杂社会

技术系统问题，涉及到诸多利益相关者。

如果设计需要从关注“造物”转而面向这

些“大问题”和“大系统”，必须要超越以直

觉和感悟为特征的设计传统，转而发掘一

种全新的设计文化。

2014年我和诺曼、弗里德曼等学者

一起发布了一个名为“DesignX”的宣言，

描述了代表未来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设计

的几个特征：
·基于佐证的设计
·跨学科的，以更好地面向真实问题

的挑战
·更好地应对复杂性、模糊性、矛盾

性和不确定性
·链接自然、人类和人造物世界的、

基于关系的、系统的思考
·从个体到协同设计，设计主体的日

趋多元化
·主动设计、作为资本投入的设计

新的设计将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更加紧密相连。近年来，由大模型推动

的AIGC对设计创意领域的颠覆性影响

已经在全面发酵中，人和具有“智能”的

机器协同设计的时代已经到来。与此同

时，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系统问题，不仅需

要设计师作为其所在领域的问题解决

者，同时也需要他们能够和更广泛的学

科和功能领域内的专家进行对话和互

动。设计同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观察世

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体验、新增

价值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设计从简单的对设计服务的提供，到

对具有更大商业潜在价值的“一体化策

略”的提供，再到成为未来创新产业的“知

识资本”的投入，与资本之间的雇佣关系

开始部分地向合作关系转型。在全世界

范围内，风起云涌的设计驱动型创新创

业，改变了设计作为“乙方”的角色。越来

越多的设计师转型成为创业者，比如创

立了爱彼迎、领英、小米生态链的企业家

们。设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更为主动的

姿态，介入到了经济和社会改变中。设计

正越来越接近其本来意义：人类一切有意

识创造活动的先导和准备。

2010年，上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这是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的重要战略选择。

12年后的9月1日，上海举办了第六届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随后又于9月15日举

办了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不管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是世

界设计之都大会，都是上海高质量发展、

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和卓越城市建设的

“一体两翼”。上海吹响建设世界一流

“设计之都”的号角，传达上海对人类文

明智慧、想象能力、创造能力的尊重与推

崇，意味着设计将成为这座城市个性、文

化、品牌的重要组成。当然，作为“世界

设计之都”，它也必须构筑对全球设计的

影响力，影响设计领域的世界格局、影响

设计产业的未来发展。

首先，上海要勇于出题！作为创意

总监，我在首届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时就

提到，上海这样的世界级城市建设设计

之都，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能出色回

答问题的优等生，更不能抄作业。上海

要勇于、善于、习惯于提出问题。中国有

很多独特的国情，发展中的很多新设计

问题和设计需求是之前其他国家没有遇

到的，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

前沿，比如乡村振兴、双碳行动、人工智

能、元宇宙等。问题越真实，解决策略、

设计思想和行动才越有价值。

其次，上海要用足场景优势！当下

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未来科技、

未来经济、未来产业、未来生活方式和社

会组织方式等创新范式涌现之时。上海

正在下大力气打造的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未来交通、高端装备、先进

材料、时尚消费品、类脑智能、深海空天

等未来产业，都是设计的全新应用阵地

和场景。如何通过设计赋能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倒逼创新转化，进而通过设计催

生、壮大全新的未来产业，并在此过程中

创造新设计思想、方法和流派，这是上海

建设设计之都的使命担当。

第三，上海要打造一流生态。上海

是一座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要

建设世界一流的设计之都，上海必须要

从生态和系统上做文章，要形成全世界

一流人才集聚、一流教育引领、一流载体

齐备的局面。2023年世界设计之都大

会，我策展了《创意社群：嵌入式、可感知

与高交互》的主题演绎展，以遍布环同济

社区的设计实验室群落为蓝本，呈现上

海这座城市里到处涌现的设计作品、设

计事件和设计力量，不仅展示正在向千

亿级迈进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不竭动

能，更演绎上海“城市处处有设计”“寓设

计于生活”的理念、主张和行动。

我一直说，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

最好的设计大学和未来实验室。对上海

来说，不管贴不贴“世界设计之都”的标

签，它本身就已经是设计之都了。之所

以还是要把这个口号提出来，背后还是

因为上海有超越自己的雄心。只有从成

功走向伟大，才能真正体现上海的格局、

上海的高度和上海的作为！

（作者为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瑞
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个伟大设计与上海设计之都建设
娄永琪

设计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两份榜单看不到的

未来设计发展的趋势

上海应该做什么

●时隔60年的两份榜单，对于我们理解设计，以及上
海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设计能级，更好地服务上海的高质
量发展和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设计作为一个和人的需求相关的专业，一直是与问
题紧密相关的。如果设计需要从关注“造物”转而面向
“大问题”和“大系统”，必须要超越以直觉和感悟为特征
的设计传统，发掘一种全新的设计文化。

●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和未来实
验室。

▲蒙特利尔世博会的富勒穹窿

 阿

尔瓦 ·阿尔

托 设 计 的

经典Savoy

花瓶

 2023世界

设 计 之 都 大 会

“创意社群：嵌入

式、可感知与高

交互”主题展

（本 版 图 片
及说明都由作者
提供）

 在浦东美

术馆举办的 De 

signforFun意大

利当代设计展

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时代演绎
——评纪录片《何以中国》

《三大队》的跨媒介改编
留下哪些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