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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西方现代设计发展为中国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

导，强调功能性和美学，影响了中国设计的转型和创新。

包豪斯学派等现代设计哲学推动了工艺与艺术的结合，

促进了设计领域的多元化探索。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设

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设计提供了多元视角，

促使设计师创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作品。西方

设计史的研究对中国设计在理念、教育和商业运作等方

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中国设计领域向开放、创新和

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

一、西方现代设计发展概述

（一）工业革命与早期现代设计

工业革命是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的重要历史阶

段，标志着从手工业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

仅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更引发了社会结构、经济

模式与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行业的机械化使得大规模

生产成为可能，产品的标准化和可复制性显著提高，改

变了传统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方式。

在此期间，设计的教育和理论开始得到重视。诸如

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等设计师倡

导将艺术与科技结合，推动现代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这一运动主张自然材料的使用和手工

艺的复兴，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促使设计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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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社会责任与环境影响。

（二）新艺术运动与现代主义设计的兴起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兴起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强调自然形态与装饰艺术的结合，反映了工业

化背景下对传统工艺的反思和对美学的重新审视 [2]。其

设计特点包括流畅的曲线、有机形态和装饰性元素，广

泛应用于建筑、家具、平面设计和室内装饰等领域。关

键人物如维克多·哈珀（Victor Horta）、阿尔丰斯·穆夏

（Alfons Mucha）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了

新艺术风格的传播。

新艺术运动为随后的现代主义设计奠定了基础。现

代主义设计（Modern Design）强调功能性和简约性，反

对装饰主义的繁复与奢华。其核心理念为“形式追随功

能”，倡导设计与实用性的结合。包豪斯（Bauhaus）学

校的成立（1919 年）是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里程碑，提

倡跨学科合作，融合艺术、工艺与技术，推崇简洁、实

用的设计理念。

二、西方现代设计发展对中国设计领域的影响

（一）对设计主体的影响

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对中国设计理念造成了深远

的影响，尤其是在设计思维和方法上的转变。20世纪初，

西方设计理论的传入，使得中国设计界逐步摆脱传统工艺

的束缚，开始探索以功能性和可用性为核心的现代设计理

念。包豪斯运动的“形式追随功能”理念激发了中国设计

师的思考，强调设计作出实用回应而非仅重装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际设计理念更为广泛地涌

入中国。设计师们开始关注用户需求与市场导向，使得

产品设计的过程变得更加人性化 [3]。此时，西方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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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如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开始被引入，强调以

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二）对设计文明的影响

1. 中西设计文化的融合

中西设计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设计思

维与审美的交融与对话。中国传统设计文化注重自然与

人文的和谐，强调器物的象征意义和使用价值，形成了

以“道”为核心的设计哲学。在西方，现代设计以功能

ism 为主导，注重实用性与简约美学，强调科学与技术

的应用。

中西设计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形式与手法的交织

上，更体现在设计思想的革新中。例如，近年来涌现出

的“东方美学”与“现代简约”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以

及“人本设计”与“可持续设计”的综合运用，展现出

用户体验与环境责任的共生关系 [4]。在产品设计中，越

来越多地融入传统元素与当代功能的结合，体现了对传

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与创新性传承。

2. 中国设计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设计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设计

思想的交融与重塑。传统手工艺和设计理念在中国设计

中的复兴，反映出对文化根基的深刻重视。著名设计师

如马东，积极将中国传统元素融入现代产品设计，通过

对传统工艺技术如丝绣、陶瓷的现代应用，创造出具有

文化深度和市场竞争力的设计作品。

（三）对设计实践的影响

中国设计还重视跨领域的整合，设计师与工程师、

市场营销专家的协作形式愈发常见，推动了产品设计的

多样性和创新性。这种跨界合作使得设计不仅限于美学，

更涵盖了功能性与实用性，增强了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

力 [5]。以家居产业为例，通过对传统家居设计元素的提

炼与改良，结合现代消费者的生活需求，形成了新型的

家居设计风格，构建出和谐的生活环境。

1. 设计风格的民族化探索

设计风格的民族化探索是对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深

刻研究，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中国设计逐渐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这一

现象促使设计师们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入新的

设计理念。民族化探索不仅体现在材料的运用和形式的

表现，更在于设计哲学上的思考，强调文化自信与时代

调性 [6]。设计师在探索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包括对传统

工艺的复兴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

自然和可持续材料，如竹、麻以及陶瓷等，反映了对生

态环境的重视。

2. 设计作品的时代性表达

设计作品在材料和技术的选用上，表现出与时代的

紧密联系。随着 21 世纪的技术进步，新材料如碳纤维、

生态塑料等被广泛应用于中国设计中，不仅提升了功能

性，还展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7]。设计语言中所蕴含

的文化符号也直接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例如，故宫博物

院推出的文创产品，利用传统元素与流行时尚相结合，

重新诠释古文化，使产品更具时代感，成功吸引了年轻

群体的关注。

三、中国设计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中国设计领域的现状

1. 设计产业的规模与结构

中国设计产业近年来经历显著的发展，规模和结构

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根据统计数据，中国设计产业

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约 1.2 万亿人民币。

在产业结构方面，设计领域主要分为产品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和服装设计等多个子行业。其中，

产品设计占据了设计产业近 40% 的市场份额，视觉传达

设计和环境设计分别占据 30% 和 20%。

2. 设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在中国设计领域，设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面临多重

挑战与机遇。教育体系的改革逐渐渗透到设计专业的培

养中。近年来，多所高校开设了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课

程，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 [8]。近

年来，设计专业的招生人数逐步增长，例如，2022 年全

国设计类专业的本科招生总人数达到 12 万人，较 2019 年

增长了 25%。

引进国外设计人才成为提升本土设计水平的重要举

措。政府与行业协会积极参与设计人才引进计划，通过

人才引进项目吸引国际创意人才，尤其在用户体验设计、

环境设计等领域，吸引了不少拥有国际背景的设计师。

2023 年引进的国际设计人才新增约 300 人，其中包括多

位获得国际设计大奖的设计师。

（二）中国设计领域的发展趋势

1. 设计创新的持续推动

设计创新在中国设计领域的持续推动，源于多个方

面的驱动因素，包括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

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和高品质的产品，

为设计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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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推动设计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及 3D 打印等技术的发展，使设计人

员能够在设计过程中实现更高效的创意实现与生产。在

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设计创新得到了更加系统的推动 [9]。

国家对设计行业的重视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设立专项

基金、促进设计人才培养、支持设计成果转化等。

从 2020-2023 年，不同设计创新政策推动着企业研

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2020 年“创新型企业国际化发展

政策”鼓励跨国技术合作交流，当年企业研发投入 810

亿元，年增长率 6.6%，新产品开发量 5400，数量年增长

率 8.0%；2021 年“新兴产业扶持计划”聚焦新兴技术产

业，企业研发投入增至 870 亿元，年增长率 7.4%，新产

品开发量达 5850，数量年增长率 8.3%；2022 年“数字经

济与设计领域融合发展引导政策”加快数字技术融合，

企业研发投入为 950 亿元，年增长率 9.2%，新产品开发

量 6300，数量年增长率 7.7%；2023 年“设计产业创新升

级行动”加大研发支持，企业研发投入达 1030 亿元，年

增长率 8.4%，新产品开发量 6800，数量年增长率 7.9%。

2. 设计国际化的加速推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设计国际化已成为中国

设计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设计国际化主要表现为设计

理念、风格、材料及技术的全球交流与融合。科技的迅

速发展也推动了设计国际化的进程 [10]。例如，虚拟现实

（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使得设计师可

以更好地展示其创意，打破传统设计展示的局限。设计

软件的全球普及让设计师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共享

设计想法。

结语

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在中国设计领域的影响深远而

多层面。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包豪斯风格、以及后现

代主义的启发，中国设计逐渐向功能性与美学相结合的

方向发展，推动了设计制度和教育的改革。设计师们逐

步意识到，现代设计不应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简约，更应

关注使用者的体验与社会责任。

西方设计理论如设计史、设计批评、设计心理学的

传入，为中国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石。设计教育开

始融入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学科知识，推动了多元化

的人才培养。高校纷纷设立设计学科，倡导设计创新与

实践结合。

随着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西方现代设

计史的知识体系仍将在中国设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设

计师必须不断更新视野，借助新技术与新材料，创造出

符合未来需求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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