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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方法：以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
—中国宏翼、小米，意大利阿莱西（Alessi），瑞典宜家（IKEA）等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现状进行总
结；分析该类企业发展现状内在蕴含的特征，结合新时代背景，归纳该类企业的发展趋势。结果：分
别从品牌定位、客户需求、运营模式三方面总结出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的发展趋势。为该类企业制
订新时展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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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能够引领创新、促进经济发

展。但工业设计并不能直接造福于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工业设计必须借助产业链运作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当今社会
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工业设计的使命远远超出了引领时尚的范
畴，正在演变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工业设
计向全产业链延展，可以更好地指导产业创新，提高生产经济
效益。在此过程中，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顺势而生。 

一、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相关概念及意义 
（一）工业设计新定义 
2015 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WDO）更新了工业设计的

定义，可从目的、途径两个角度对新定义进行分析。1.目的：
从长远角度分析，“（工业）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
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从短期需求分析，“（工业）设
计目的建立更好的产品、系统、服务、体验或商业网络，提供
新的价值以及竞争优势。”[1]工业设计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
对促进商业发展具有引导性作用，工业设计驱动企业运营大势
所趋。2.途径：工业设计包含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设计，
核心是产品设计。[1]输出产品作为工业设计的核心力量，必须
经过产业链运作才能进入消费者生活。企业若想最大程度发挥
工业设计的价值，必须把握产业链的控制权，以工业设计为核
心向全产业链延展。 

（二）工业设计产业链 
产业链是指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最终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

链。[2]工业设计产业链包含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物流运输、

推广营销等多个环节。传统模式下，工业设计产业链是由设计
公司、制造商、销售商等若干企业依据产业链的前后关系所组
成的经济系统。是一系列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行业聚集，这种
行业聚集主要围绕工业设计的输出产品展开运作。 

（三）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竞争优势 
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是以设计创新为驱动的新型企业。

往往以工业设计为核心进行产品设计、生产、运营，严格掌握
研发设计、推广营销等多个核心产业链环节，具有独特的竞争
优势。1.运作效率较高：产业链之间高度协同，免去传统模式
下企业间的对接，提高整体运作效率，带来较高较稳定的盈利。
2.信息传递顺畅：企业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从推广营销等环
节快速获得消费者信息，从生产加工等环节快速获得新材料信
息，能够更敏锐、更及时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3.创意价值
提升：传统模式下，制造商会因为采购、加工原材料的障碍，
对已完成的设计方案提出改进意见。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确
保了设计的核心地位。产品生产、运营等其他环节以设计环节
为核心完成整个产业链运作，可最大程度地保留设计创意。4.
品牌形象稳固：品牌形象打造需要多环节把控，任何环节出错
都有可能造成品牌形象的坍塌。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产业链运
作，可打造出从设计概念、加工工艺到销售服务风格一体化的
品牌形象。5.推动产业升级：工业设计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
和营销模式创新，从而能够更好把握市场动向，研发市场需求
产品，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与改进，从根本上推动整个企
业技术、管理模式的创新升级。 

二、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发展现状 



商业                                                                       Commerce 
第 1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2 年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22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0 

根据企业的不同模式，可将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分为三
类：全产业链型企业、产品与品牌创新驱动型企业、产品创新
驱动型企业。 

（一）全产业链型企业 
工业设计全产业链型企业是指以设计创新为驱动，“研、

产、销”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将传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
推广营销全部纳入企业高度掌控之中。1.宏翼创新集团：作为
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综合型设计创新企业，宏翼运用“设计+自
主品牌”并行的生态链孵化模式。由一家设计公司先后孵化出
“卡蛙科技”、“如果科技”、“贝蛙母婴”等多个创新品牌，
形成如今的 8 家成员企业。短短数年，宏翼由一家设计公司转
型升级为全产业链型创新产业集团，得益于其独特的企业架
构。宏翼的成员企业采用矩阵式结构平行发展，对外可独立提
供设计、制造、营销等多项服务。对内各成员企业形成共性平
台，共同构成全产业链布局。这种矩阵式结构一方面加快了成
员企业的运作效率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服务的多
样性——作为产品开发公司自主设计、生产、运营产品，同时
也为其他企业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宏翼的代表性产品——便携
干衣器、萌菇灭蚊灯、普罗旺斯香薰机、调奶一体机、家居微
照明应急灯、乐享果汁机等，由成员企业“卡蛙科技”、“贝
蛙母婴”、“如果科技”、“迅蛙科技”研发，“宏翼制造基
地”生产。产品外观简洁、功能强大，很受消费者喜爱。宏翼
的产品品类属于“夹缝式”产品，避免同大型电器企业产生正
面竞争。在细分市场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未来的宏翼
必将加速扩大现有成员企业的规模，并持续孵化新品类、新领
域的企业。形成多领域布局，增大市场覆盖面积。宏翼的全产
业链型生态链孵化模式已发展成熟，相信借助产品创新与品牌
孵化可迅速拓宽市场，发展壮大。2.阿莱西（Alessi）：意大利
阿莱西的独特之道在于其设计管理——整合设计资源、鼓励设
计师充分施展才华。“我们的一些作品是如此不同寻常，其他
任何厂商都不会考虑进行生产，因为这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
这款设计让我感觉不错，我会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3]阿尔
贝托邙•阿莱西（ALBERTOALEssI）说。设计师创意不仅为阿
莱西的产品增加了卖点，也推动了公司制造工艺的进步。发展
至今，公司制造工艺已兼具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性与机械化生产
的高效性。阿莱西的产品兼具功能与艺术价值。以“自鸣水壶”
为例，阿莱西为水壶添加了带口哨的壶塞。其外形酷似小鸟，
水烧开时就像小鸟在唱歌，十分有趣。阿莱西的产品之所以如
此受欢迎，究其根本，是因为阿莱西的情趣化设计满足了人们
对高生活品质的追求。为了更好地对接市场，阿莱西对产品进
行 细 分 。 并 由 此 诞 生 出 3 个 不 同 的 商 标 — —
“OFFICINAALESSI”、“ALESSI”、“AdiALESSI”分别代表
最精致昂贵的产品、最佳量产产品、高功能低价位的大众化产
品。[4]现在的阿莱西已成为生活品味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设计
文化风格屹立于家居用品行业中，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与中
国宏翼、意大利阿莱西类似，中国斗禾科技、日本巴慕达、英
国戴森也属于工业设计全产业链型企业。都具有自己的研发中
心、制造工厂以及销售部门。 

（二）产品与品牌创新驱动型企业 
产品与品牌创新驱动型企业是指以设计创新为驱动，自主

设计运营的具有代表性创新产品并形成独立品牌的企业。1.宜
家家居（IKEA）：宜家的产业链包括研发设计，产品外包生产，
物流运输，自建商场营销等。其中，研发设计始终处于主导地
位，设计指导思想——“低价位，使设计精良、实用性强的家
具产品为人人所有”始终贯穿整个流程。[5]与宏翼不同的是，

宜家抓住了研发设计和推广销售这两个利润回报较高的环节，
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利润回报较低的环节基本采用外包的方
式完成产业链的协同。[6]宜家品牌高品质低价位的特性，迎合
了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推动宜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具企业。
宜家超高性价比的关键在于企业的设计创新思维。不仅提升了
产品独特性，更从根本上缩减了制造成本，降低了售价。以法
格里克杯为例，宜家设计师通过观察发现：人们通常只用两个
手指拿杯子，手柄做短可节约材料且不影响使用；杯子在运输
过程中是堆叠在一起的，手柄做高可运输更多杯子，降低物流
成本且不损害功能。因为这一设计创新，法格里克杯在中国的
售价大大下降，现在它只卖 2.9 元人民币。与瑞典宜家类似，
日本无印良品也属于产品与品牌创新驱动型企业。无印良品也
崇尚简约、自然，但风格相比宜家更加朴素。2.小米科技：作
为消费者心目中“新国货”的代表，小米科技公司以手机为基
础，MIUI 系统为核心。其设计生态链覆盖诸多智能生活产品，
产业链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外包、网络营销等。在生产外包给
制造商过程中，小米主动采购零部件提供给制造商。以此掌握
采购权，实现对产业链最大程度的掌控。小米极擅于利用互联
网平台进行网络营销。以小米手机为例，小米通过电商渠道进
行预售和直销。预售模式保障了供应链上的资金流运转，缩减
了库存成本；直销模式则节约了店铺运营费用，从而提升了小
米手机的性价比。发展至今，小米已不仅仅是一家手机公司，
更是一家综合型生态链孵化企业。通过“投资+孵化”、“占
股而不控股”的方式。[7]小米与近百家主攻智能硬件及生活消
费产品的公司共同构建手机周边、智能硬件、生活消费品三层
产品生态链。借助高效的合作伙伴，小米不断探索新的产业突
破口，常以极致性价比杀入目标市场。例如，旗下华米科技公
司推出的小米智能手环上市价仅 79 元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迅
速扩大市场份额。近年来，小米的生态链孵化模式正迅速向多
品类产品延展，逐步构建“小米产品生态系统”。小米生态链
的多品类产品风格难以统一，在品牌定位上小米尚有优化空
间。起初，小米的品牌口号为“为发烧而生”——追求高性能
配置。然而红米手机等产品的低端形象却打破了这一品牌定
位，造成部分有中高端需求的“米粉”的流失。小米品牌形象
的优化与强化，是其在产业快速扩张中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产品创新驱动型企业 
产品创新驱动型企业是指以设计创新为驱动，通过自主设

计研发、推广运营将产品推入市场，所研发产品具有一定创新
价值，但未形成品牌效应的企业。这类企业中，一部分由于资
金限制或开发产品小众，没有形成大的市场规模；另一部分企
业不仅提供产品设计服务，同时也开发销售产品创造以创造附
加价值，例如雷骏设计、洛可可设计、凸凹设计等公司。长年
积累的设计经验为这类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产品创意，同时，在
工程技术、供应链运转、品牌营销等方面也具有较强实力。但
是，很多设计类企业不擅长供应链、品牌运营，部分企业需要
与外部营销团队合作完成产品的推广运营。由于企业模式处于
起步阶段，以及客观资源的限制。这类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产
业架构，易受到成熟企业的冲击。若想获得稳定的客户资源以
及产业合作体系，管理升级与品牌打造将是其必经之路。 

三、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发展趋势 
通过对宏翼、阿莱西、宜家、小米等企业的现状特征进行

分析，结合时代的发展特点，可从品牌定位、客户需求、运营
模式三个方面归纳出企业的发展趋势。 

（一）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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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产品为根本：如今的产业竞争已不只是短期销量与知
名度的比拼，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若要长期维系品牌，其核
心是精耕细作、打造优质产品。凡客诚品的品牌营销做得十分
出色，却恰恰忽视了品牌的根本——产品。过分追求低价、盲
目扩张产品品类，让凡客没有能力维持基本的质量品控，最终，
产品上的失败导致整个品牌口碑的衰败。2.用户精准化：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销售市场格局，弱化了营销渠道。在
新的市场环境中，广而全的品牌难以吸引消费者，唯有清晰的
用户锁定，才有机会引起消费者共鸣。这一人群由于拥有相同
的喜好特征，更易形成较高的品牌忠诚度。Kindle 销售火热的
背后，正源于对用户的精准锁定——针对爱好纸质阅读的青年
群体，量身打造仿纸质阅读器。背后链接强大的亚马逊图书资
源，从细节入手直击其喜好。3.形象差异化：消费者在面对同
品类品牌时容易出现“选择障碍症”，这一现象的存在，从根
本上来说是企业品牌间的竞争未形成差异化。”[8]唯有品牌形
象与众不同，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某类顾客的首选。
同时，良好的品牌名称能够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对比前文提及的小米企业，华为的爱国营销则显得
更为独特。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擅于提炼华为独有的品牌价值，
利用自身退伍军人的身份以及华为成立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
时代背景，将华为品牌形象打造为时代背景下的爱国创业；华
为的名字——“中华作为”，也十分贴合中老年人的爱国情怀，
使其成为一大批爱国人士的首选。 

（二）客户需求 
未来的消费主力人群是“90 后”，他们对于产品设计、品

质保证及个性化体验具有极高的要求，从而可以归纳出客户需
求的主要发展趋势。1.个性化象征：以“90 后”为主力军的客
户，拥有着强烈的个性主张，他们看重品牌精神与自身个性的
契合，渴望通过商品彰显个人态度。因此，拥有鲜明特色的品
牌将更受市场欢迎。[9]此外，当单一品牌已无法满足消费人群
的个性化需求时，私人定制将是更加前沿的趋势。2.情感化体
验：现代生活具有快节奏、高压力的特点，人们逐渐厌倦了纯
功能、机械感的商品，更是将消费视为一种娱乐方式，重视商
品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体验。Lululemon 品牌尽管价格昂贵，
却拥有众多忠实粉丝，根本原因在于创始人 Wilson 极擅于捕捉
女性消费者对运动产品的“情感诉求”，不仅将产品做得舒适
美观，更开办专属瑜伽训练馆，增加情感化体验，为顾客营造
温馨的“社区”感觉。3.品质化生活：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成功的企业将不只是出售产品，而是生活方式。提供更细致贴
心的产品服务，以产品为媒介带动客户生活品质的提升，才能
带来用户黏性。除却前文提及的阿莱西品牌，无印良品（MUJI）
也极具品质感。其产品最大限度剔除装饰，细节上却下足功夫，
例如，床头灯底座向中央凹陷，方便睡前放置眼镜；其店铺陈
设简洁素雅，售卖的不止是商品，更多的是一种无印良品式的
生活方式——反炫耀、攀比，简单、舒适地生活。[10] 

（三）运营模式 
1.“多层次”产业细分：针对不同客户对同一产品的多样

性需求，对产品品类进行细分，增加品牌自身的兼容性，满足
不同阶层的消费习惯。正如阿莱西企业对品牌进行细分，以满
足不同身份的消费者。2.“全渠道”营销布局：信息时代的到
来，铺天盖地的广告信息无孔不入。仅依靠“单渠道”营销，

已经无法从市场中脱颖而出，难以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企
业必须整合利用所有线上、线下资源，不同渠道间的人员、货
物等资源自由流通，一体化发展形成统一的企业形象。正如小
米企业，其线上的小米商城与线下的小米之家相互联系、互为
补充，为顾客提供各种信息和售前售后服务。3.“共生化”生
态圈战略：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因其设计驱动特性，开发
产品常为单项品类，难以形成大规模持续发展。为提高其发展
的稳定性，企业必须积极打造“共生化”生态圈。宏翼集团与
小米企业皆为产业链型孵化模式的代表。他们通过孵化、投资、
合作等方式与价值链相关组织建立共生关系；有目的地延展设
计产业链，丰富生态系统的功能；合理扩充产品品类，扩大企
业规模。 

结语 
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是一种以设计创新为驱动的新兴

企业。本研究从相关概念及意义出发，阐述工业设计向全产业
链延展的时代背景；其次，按照不同模式，将工业设计产业链
型企业分成全产业链型企业、产品与品牌创新驱动型企业、产
品创新驱动型企业三大类别，分别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最
后，结合该类企业的发展现状与新时代特征，归纳其发展趋势，
为该类企业制订新时展战略提供参考。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
多的工业设计产业链型企业将陆续诞生，成为设计企业转型升
级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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