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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版权

本书符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规定；尤其是《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

方式共享》的规定。

可以从LeNS项目（可持续性学习网络）网站www.lens.polimi.it免费下载本书的电子

版。

本书是LeNS项目（可持续性学习网络）研究成果之一。可持续性学习网络，由亚洲

连接计划、欧洲援助合作办公室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出资赞助，主要从事可持续产品

服务系统设计的创新性研究，旨在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课

程编制和教学推广中。

本书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项目赞助出版（2005-2014，可持续发展教育

十年项目）。

2002年12月，联合国第57届大会通过了第254号决议，将2005年～2014年确定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并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该教育十年计划

的领导机构。“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项目的目标是：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观念

和实践贯穿到学习和教育的各个方面，以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文化

和环境问题。在这十年中，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做好准备，更好地迎接当

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使决策者尽职尽责，致力于建设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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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版权 vii

因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计划”对以下5种基础知识的学习提供支持，以

提升素质教育水平并推进可持续发展：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共同生活，学会

改变自己和社会。

(www.unesco.org/education/desd --- esddecade@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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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拜拉维提斯（Arturo Dell’Acqua Bellavitis）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

西尔维娅（Silvia Piardi）
米兰理工大学设计系主任

纵观过去几十年的设计文化与实践历史，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设计问题已经从个别产

品的设计演变成关于消费与生产的系统的设计，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化为包含社会

伦理、环境和经济各领域在内的综合性问题。 

事实上，设计在可持续发展中能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可以成为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换言之，设计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设计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

角色，是因为它本身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通过对大多数设计师的设计动机进

行的深入调查，我们可以在设计中发现伦理文化的因素，尽管它们表现得并不明显。

同时，设计能有效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其扮演的重要的社会角色，从本

质上说，设计处理人类与人工制品及其功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设计必须找到

问题的核心：人类的生存方式正朝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在前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本书在设计界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将会

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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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海伦娜（Helena Hyvönen）
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辛迪•科塔拉（Cindy Kohtala）
LeNS项目团队 设计部

缇娜·拉瑞拉（Tiina Laurila）
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学硕士课程主管

约翰·卡拉（John Thackara）曾提出“无论富国、穷国或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和

地区，都是新兴经济体”的观点。今天，“进步”与“发展”的理念常常与现有的

文化习俗或者社会资本相冲突。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加

的背景下，这种理念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确保其

未来在全球的地位、就业状况和资源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其食品安全也无法得到保

障；我们建立的全球化网络迫使我们必须共同承担保护地球的责任。 

以芬兰为例，这个国家在摆脱了战争和落后的农业经济的阴影之后，一举成

为一个拥有先进教育体系的国家。在这里，“设计推动者”们提出平等、合作的理

念，并要求人们对大自然怀有深深的敬意。即便如此，目前的芬兰仍然面临着与其

他北方国家相同的挑战：即如何应对就业机会的减少、全球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

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动。当我们进入后工业时代时，我们应该如

何定义“进步”与“成功”？或者更准确的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最重要的

是，究竟该由谁来定义我们使用的这些概念呢？ 

这些复杂的全球及地区挑战使高等教育与研究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推动

力量，必须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阿尔托大学应对这一挑战的具体举措是于2010年秋开设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学

（CS）国际硕士课程，该课程在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规划、房地产、商业和设计

领域开展跨学科教学。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学（CS）课程将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

跨学科小组的形式提高他们对不同课程的理解并鼓励他们为社区、城市、工业和商

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设计新方案。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机构将把可持续发展

转型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因此，这些组织将需要更多的全面掌握可持续发展技能

的专业人士作为它们的跨学科专家。在未来的职业能力要求中，有创意的设计是关

键——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以设计的手段来定义问题，提供具体的创意方案

并进行实施。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单纯地依靠设计

学院的师生及研究人员，仅在其小范围内，用他们的学科专业语言就可持续设计系

统进行交流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能够与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认识到，作

为新兴经济体，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共同分享成功经验，汲取失败

教训。我们都需要识别、废除并重建那些不可持续的模式，同时对于那些符合可持

续发展原则的模式，应加大支持和鼓励的力度。这是一个对全人类的“发展”进行

重新定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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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xix

辛格（S.N. Singh）
印度新德里，印度技术研究所工业研究与发展院（IRD）院长

我很荣幸能为《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这本书作序，这是近期由欧盟委员会亚

洲连接计划中的LeNS项目全新推出的创新型教材。LeNS项目是欧共体授予印度德

里研究所的少数精选项目之一。自2007年冬开展以来，该项目就一直由印度德里理

工学院（IIT）的工业研究与发展部（IRD）负责。我在此向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维佐里（Carlo Vezzoli）教授，以及印度德里理工学院（IIT）首席研究员斯里尼瓦

桑（Amrit Srinivasan）教授表示祝贺，祝贺他们高瞻远瞩，适时地推出了这本有

关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与研究出版物。这本书有效地体现了在项目运行期间，合作机

构、LeNS项目参与国——意大利、荷兰、芬兰、印度、中国以及泰国之间的学术交

流精神。同时，为推广LeNS项目，本书提供免费的印刷版本和可下载的电子版本。 

我向本书的编辑以及撰稿人致以真挚的祝贺，他们在设计教育学这一领域为研

究者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曙旸（Zheng Shuyang）
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人类的延续和文化的进步一直以来都受到设计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设计从本质上来讲是宏观的战略概念。“环境与发展”的均衡，是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人与自然”之间取得平衡的基本标识。可持续设计

因此成为其中关键的制衡要素。 

体现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的最佳状态是：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社会制度的文

明进步；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生存空间的科学建设。可持续设计就是这种最佳状

态——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下的实施系统。

在地球村的背景下，要实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设计理想，仅靠一个城市、一个

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办到。寄希望于世界范围的合作与国际间的综合协

调，这就是可持续设计的全球概念。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人口基数庞大并在不断膨胀的现实、自然资源

的大量消耗、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均对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

同时又对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处在一个既不能走世界发达国家“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又不能不把“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的“两难”境地之中。 

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和机遇，中国专业的设计者与设计教育者，肩负

着更大的责任。如何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

点，成为面向未来的严峻任务。可持续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因此成为走出这一困境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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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萨姆皮特·莫伊·福萨克勒（Sompit Moi Fusakul）
泰国先皇技术学院建筑学系，建筑学硕士，工业设计课程主任

在LeNS项目伊始，我们发现“产品服务系统（PSS）”非常具有挑战性，然而，我

们坚信，我们过去的艰苦努力将会取得有价值的回报：我们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教育

方式来帮助年轻的设计师们适应这个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LeNS项目提供了探索产

品服务系统（PSS）与可持续设计（DFS），以及与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合作伙

伴们分享知识的机会。

我们还将另一主要议题加入其中，以此作为产品服务系统的补充性研究：探讨

设计如何推动“充足经济（Sufficiency Economy）”的发展——这是我们尊敬的泰

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King Bhumibol Adulyadej）提出的一个独特的哲学概念。

在探索产品服务系统与充足经济之间的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异同

点。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产品服务系统的理念早已扎根于泰国文

化中，只是人们不一定总是用“产品服务系统（PSS）”这一术语来表达这一概念。

其他可持续发展研究人员和专家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对“充足经济设计（DSEP）”

的诠释工作奠定了基础。本书不仅包括那些能够帮助设计教育工作者开设产品服务系

统课程的实用信息，还包括有关充足经济设计（DSEP）为帮助人们获得更加自力更

生且平衡的生活方式而撰写的简短报告；同时本书还提倡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

并要求在保存人类尊严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化进程，以便追随全球

化的发展步伐。充足经济设计（DSEP）仍然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整个探索过

程仍在“进行中”。我们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中，许多事情有待进行讨论与总结。即便

在LeNS项目完成之后，有关充足经济设计（DSEP）方面的研究也必须继续进行下

去，因为只有充分研究，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沙滩上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太阳伞下遮阳乘凉，然

而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太阳伞，而是伞下的阴凉。对于我们而言，充足经济与可持

续发展正恰好能提供这片“阴凉”。尽管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它们却有着一个

相同的功能——为世界上的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些“伞”的应用应该得

到推广和鼓励，这样全世界的人们将会生活的更美好。 

罕·布力扎特（Han Brezet）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学院研究项目主管，可持续性设计研究项目组组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已经逐步融入到可持续性问题的教学和实践中，并在应对挑

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生态设计理念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旨在以环

保为视角对现有产品进行全新的设计，通过将社会方面纳入其中直接催生可持续设

计方法的问世，从而推动该领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随后，这些着眼于可持续设

计的方法超越了产品本身，并直接促进了更为激进方法的出现，如可持续产品服务

与可持续系统创新。 

尽管更多影响深远的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出炉，但我们发现，这些方

法的来源和关注点都略显狭隘：很大程度上，这些方法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照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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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从这个角度看，LeNS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一开始便将欧亚的学者、教育家

和学生们召集在一起，大家共同探索、讨论，推出一部以可持续设计和可持续产品

服务系统为主题的教材。从而，它在该领域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知识库。另外，该计

划与其他许多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集体研究的成果免费奉献，由此全世界的

教育工作者们和学生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共享相关的知识、方法和实例，为自己今

后的课程或项目的研究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认为，现在年轻的设计师们

思想开放，具有独特的批判性思维，善于深入思考问题，同时他们大多掌握多种学

科的相关技能，这些对将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本书可谓是该领域的集成之作，它全面概述了全球设计和可持续的最新进

展，所涵盖的内容涉及欧亚两大洲，从生态设计到可持续制度创新，从对该领域学

术和教育方法的探讨延伸到对相关案例的分析。 

我们同样希望本书也能对您有所启发！

吉萨·纳拉亚南（Geetha Narayanan）
印度班加罗尔斯瑞施蒂（Srishti）艺术、设计与科技学院，创始人兼董事

出于对环境问题的深切忧虑和对采取应对行动的勇气，我为LeNS项目的出版物《可

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写下了这篇序。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三年来，各顶级设

计学院之间的合作教学和交流达到了顶峰，也促成了2010年9月底由班加罗尔艺术设

计与科技学院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的成功召开。

忧虑，是因为大自然对目前人类的发展方式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并以自然灾害

的方式对人类提出了警告，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始料未及。而人类受传统观念的

禁锢、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所限，对此浑然不觉。人们习惯于采用先进的工程设计

概念构建很多大型基础设施，而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却漠不关心。

勇气，则是因为我们必须用信念和希望来面对日益增长的焦虑、应对挑战并武

装我们的设计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教育家，而最重要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年

轻一代，以满足当下及将来的需求，并建立一种非歧视的新哲学。LeNS项目、研讨

会，以及这部（通过利用新兴的跨学科知识）侧重于记录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历

程、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作品，都对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显然，探

索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过程和实践，及其“演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根由

是非常必要的，而到目前为止，西方的独有方式在这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彻底

转变必须建立在兼容并蓄的全球模式的基础上，因此，未来的创新应考虑到可持续

的理解、概念形成、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使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及其居民作为一

个“整体”，而非“部分”受益。我们现在必须理解，在大自然眼中人无分贵贱，

然而，大自然对人类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人类追求“能动设计（enactive design）”

的过程应当是相互协作，并能够促进发展的过程，并按照有同情心、公正、公平的

原则，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 

本书对这一领域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

前言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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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续设计

设计与可持续性 日益重要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尤其是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类应对环境恶化问题的方式从早期

的事后处理方式逐渐地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方式。这实际上意味着，环境污染的研

究方向和处理方式，已经从以前仅仅关注清除系统的污染转变成以减少污染源为主。

换句话说，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污染之后进行干预（例如，治理被污染的湖泊）

 • 转变为在污染过程中进行干预（例如，使用清洁技术避免污染湖泊）

 • 再转变到对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干预（例如，设计新型的产品和服务，避免相

关流程污染湖水）

 • 最后转变到对消费模式进行调整（例如，可以改进消费模式中那些可能会污

染湖泊的产品流程，以减少甚至杜绝污染的产生）

上述特征表明，设计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角色发生

了下列变化：

 • 从仅在事后采取治理和补救措施转移到以预防和杜绝为主的行动上来

 • 从只关注产品的局部生命周期（仅生产）转移到着眼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 关注点更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文化维度，设计师应成为连接全球生产、消费以

及创新的社会/社区环境之间的“枢纽”

 • 人类应该能够以一种可替代、可持续的方式生活，而且这一方式应不断得到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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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以上述目标为框架，“可持续设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从广义上，该学科的

定义是：“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目的，通过某种方式开展的设计实践、教育与

研究活动”1。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可持续设计”所涉及的

范围和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卡尔松（Karlsson）和卢措普（Luttrop）2006；

罗基（Rocchi）2005；维佐里（Vezzoli）和曼齐尼（Manzini）2008a；莱恩

（Ryan）2004；查特（Charter）和蒂什纳（Tischner）2001）。关注点已从环保资

源的选择扩展到产品生命周期或生态设计，再到产品服务系统的生态效益型设计，

最后到推进社会公平和凝聚力的设计。

上述情况可被理解为一个拓宽设计对象范围的过程。实现可持续性设计的定义

及其四种方法：1 选择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原材料；2 设计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 

3 设计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4 设计体现社会公平性和凝聚力的产品。 

以上四种方法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各种方法之间也并未划定明确的界

限，这是因为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然而，这四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初步了

解可持续设计。本书将会对这些方法进行更进一步地阐述。

选择低环境影响的资源

众多理论家和学者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标准是选择对环境影响较低的资源： 

这里首先要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有毒及有害物质处理的问题。除了能够胜任传统

的实用功能之外，还要求设计师对相关领域有所涉猎，并采用一般的预防原则。

另一个与环境影响问题密切相关的主题是垃圾处理，尤其是垃圾回收、材料的

循环使用以及通过焚烧而获得蕴藏在垃圾内部的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

到，若要实现再循环式设计及二次使用式设计，仅考虑材料的可回收性是远远不够

的，还要对整个过程的经济和技术可行性进行评估。再循环设计和再使用设计及其

指标必须包括以下所有步骤：采集，运输，拆卸，最终清理，鉴别以及生产二次原

材料，并鉴别再次应用的机会。

一个焦点话题就是生物降解性。人们在环境质量问题方面存在很多误解。资源

材料能否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得到降解对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许多可降解材

料可能存在保质期过短的问题，而更换和丢弃这些保质期过短的材料又将引发新一

轮产品生产和分配过程。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使用可再生资源（不论是能源还是材料）问题，以

及对替代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利、氢能以及生物质发电等）的研究和开发，

并将它们纳入（能源消耗型）产品系统。资源的可再生性与资源的可回收速度和使

 1 一些专家还针对 “可持续设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定义：如，蒂什纳（Tischner，2010）

认为, “可持续设计”方案应不仅有利于社会和我们身边的社区（对穷人和弱势群体也同样

适用），还可使（全球特别是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经济体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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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续设计 3

用者的消耗速度紧密相关。更准确地说，只有当自然资源的再生速度大于或等于人

类的消耗速度时，这种资源才叫做可再生资源。

产品生命周期设计或生态设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标准，如低环境影响的产品设计

通常被称为产品生命周期设计、生态设计或环境设计（克雷恩（Keoleian）和

曼纳瑞（Menerey）1993；布力扎特（Brezet）和赫梅尔（Hemel）1997；曼

奇尼（Manzini）和维佐里（Vezzoli）1998；蒂什纳（Tischner）2000；赫梅

尔（Hemel）2001；海斯基宁（Heiskanen）2002；莱恩（Ryan）2003；孙

（Sun）2003；ISO 140062 2002；内斯（Nes）克莱默（Cramer）2006）。那

些年，环境问题主要归咎于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品处置过程，而对这些过程的评

估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目前已经开发出了新的产品环境影响（技术层面、地理层

面和生物层面的输入和输出）评估方法，其中最易被人接受的还是生命周期评估

（LCA）。下面将介绍两种主要评估方法：

第一种：生命周期评估方式——包括从设计一件产品到设计这件产品的生命周

期各阶段之间的全部过程。例如，从生产材料到制造产品、分配产品、使用产品，

最后到处置废品等一系列的活动。 

第二种：功能性方式——从环境的观点出发得到的概念。例如，为了设计并

评价一件产品的环境可持续性，应以它的功能而非物理实体本身为出发点。众所周

知，对特定产品进行环境评估，包括设计，也必须参考该产品的功能。设计应当更

加重视产品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效果/满意度”而非产品本身。

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对可持续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

可持续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设计师不再仅仅关注产品本

身，而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斯坦赫（Stahel）1997； 

霍克茨（Hockerts）1998；歌德库（Goedkoop）等1999；林赫斯特

（Lindhqvist）2000；库普（Cooper）和西恩（Sian）2000；布力扎特（Brezet）

等2001；查特（Charter）和蒂什纳（Tischner）2001；曼齐尼（Manzini）和

维佐里（Vezzoli）2001；比玛（Bijma）2001；扎林（Zaring）2001；蒙特

（Mont）200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肖勒（Scholl）2006）。其

中，联合国环境署（UNEP 2002）给出了如下定义：产品服务系统（PSS）是“一

种将工作的重心由仅仅为设计和销售实体产品转移到能够满足用户特定需求的产品

与服务系统的创新型战略成果”。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设计范围从针对单一产品的设计向满足用户特定需求和欲

望（比如满意）方面转变，有些学者（维佐里（Vezzoli）2003a）认为，设计理念

已从关注单纯的功能实现转变为以客户满意度为导向。

这种方式是本书的核心，将在以下章节中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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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社会公平性和凝聚力的设计

最后，设计研究还对社会公平和凝聚力设计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玛高

琳（Margolin）2002；拉佐特（Razeto）2002；曼西（Mance）2001；曼齐尼

（Manzini）耶由（Jégou） 2003；克鲁（Crul）2003；瓜达奴齐（Guadagnucci）

和伽万利（Gavelli）2004；罗基（Rocchi）2005；佩宁（Penin）2006；蒂

什纳（Tischner）和维尔库基（Verkuijl）2006；维佐里（Vezzoli）2003a；梁

（Leong）2006；马埃斯（Maase）和多斯特（Dorst）2006；EMUDE 2006；康

尼亚托（Carniatto）等 2006；康尼亚托（Carniatto）和奇亚拉（Chiara）2006； 

魏德玛（Weidema）2005；克鲁（Crul）和迪尔（Diehl）2006；桑托斯（dos 

Santos）2008）。这种设计的潜在作用将直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社会更

加公平；保障基本的人权；尊重文化多样性，创造同等机会；与各种形式的歧视作

斗争”（欧盟（EU）2006）。此外，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强烈要求开展构建和谐社

会活动（设计的一个关键作用），其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平和正义，而是鼓励人 

们更友善，更具同情心，更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福萨克勒（Fusakul）2010； 

里夫金（Rifkin）2010）。 

我们观察到，一些新的设计研究关注点已经开始往这方面转移，尽管还是零

散的，但已经开始尝试对一些问题进行界定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是一个涉

及范围极广而且极复杂的问题，因此，很少有人研究其对设计的影响。对这个问

题进行研究的同时，还遇到了来自道德方面的考验。一些学者（克鲁（Crul）迪尔

（Diehl）2006；桑托斯（dos Santos）等 2009；坎达查（Kandachar）2010） 

认为，在低收入的环境下，可持续性产品设计需要引入更直接的技术支持；例

如，提议引入金字塔基础设计（BoP）。关于社会影响，还有一些学者（魏德玛

（Weidema）2005）正在致力于将产品生命周期评估的范围由单纯的对环境影响评

估扩展到对社会影响的评估，这将更接近产品的创新标准。 

另一些学者（苏米特里（Soumitri）和维佐里（Vezzoli）2002；坎达查

（Kandachar）2010）认为，一个有发展前景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应该具有社会公

平和凝聚力的特征，或者更通俗地说，是一种可持续设计。此外，还有人（福萨克

勒（Fusakul）和斯瑞迪治（Siridej）2010）2 进一步提出，将充足经济哲学融入

到产品服务设计当中，使其在技术、社会文化、组织和基础设施方面给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提供支持。社会公平性和凝聚力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将在以下章节进行扩展 

讨论。

回顾那些在消费领域为设计文化做出理论贡献的学者，我们发现，很早就有人

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3，如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所倡导的新

“设计希望”（马尔多纳多（Maldonado）1970），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就

认识到设计师应当肩负起社会责任。维克多·帕帕内克（Victor Papanek）在“消费

 2 参看第1部分第4章。

 3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设计界就曾对当时的消费模式提出过批判，设计文化界的几

位领军人物曾为新型的消费模式做过代言人。尽管方式不同，也并未特别提及消费模式对

环境的影响，但当时的做法对当今的设计理念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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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可持续设计 5

的作用”方面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设计可以也必须成为年轻人参与、改变社会的

一种手段”（帕帕内克（Papanek）1971）。这些理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

可持续发展概念被引进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可持续设计：现状

为了全面掌握可持续设计现状，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考量。

学科整合水平（来自设计研究的成果）；其次，设计教育与实践中的水平和传播

情况4。学科整合水平（来自设计研究的成果）；其次，设计教育与实践的水平和传

播情况 。最新研究表明，至今尚未对可持续设计的教学与研究进行全面的整合与推

广，或者整合与推广的程度很低，而我们希望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对设计教学与实

践进行整合与推广。

在工业化经济背景下，尤其以欧洲国家为代表，选择对环境影响低的材料/能源

及产品的生命周期设计（LCD）或生态设计已经处于一个很高的整合水平（维佐里

（Vezzoli）和曼齐尼（Manzini） 2008a），而其在向设计教育与实践活动的渗透方

面并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 

目前，很少有设计研究者对社会公平和凝聚力开展前瞻性研究。这是一个新的

研究前沿，在理论上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资料；在实际操作上，几乎很少有现成的

方法和工具5。同时，这方面的课程也很少。 

让我们看一下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它们在可持续性景观设计的研究和教育

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桑托斯 (dos Santos 2008) 认为，在巴西，产品设计在社会道

德层面的可持续性比在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更早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在泰

国，虽然生命周期设计（Life Cycle Design）/生态设计（Eco-Design）教学在课程

设置中有较长的历史，但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利用可持续充足经济设计和社会企业

设计的方法和工具的相关课程是最近才设立的。这表明，在泰国，社会公平和社会

凝聚力以及充足经济学理论已成社会关注的焦点。可持续设计研究由此以独特的方

式获得了提升并实现了拓展，它强调与适当的生活方式相配套的设计，培养公共意

识，或通过公众的消费选择或消费活动来实现社会公平并增强社会凝聚力。

一些学者认为，工业化经济体与新兴低收入经济体背景下的可持续设计研究存

在巨大的差异，这是由各自的工业需求和不同的创新环境造成的。尤其是在工业化

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和劳工市场主要是由中小型企业（MSMEs）组成，公

司的产品开发过程通常都很不规范，只是根据实际经验或参照市场现有的类似产品

进行开发。其员工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其运营部门的技术含量较低，如，食品加工

或金属加工等。因此，工业化经济体与低收入或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设计实践与研

究的动力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欧洲，外部动力如法规、消费者、供应商需求占

据主导地位，而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情况却有所不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经济

 4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已经启动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规划(2005一2014)，在融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价值观和实践的范围内，发展教育与学习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每个

开设设计专业的高校有责任设置可持续设计课程。

 5 参看第 1 部分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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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体中，可持续设计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的驱动，如成本效益、竞争力和新市场（克

鲁（Crul）和迪尔（Diehl）2008，2006）。 

在本部分，为了促进这种设计方法在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传

播，我们将关注那些具有环保、社会道德和经济可持续特性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 

本书结构

本书的范围是介绍并阐述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理论及实践。 

本书分为两卷：

第一卷是基础课程，主要介绍了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基本知识和专门

技能。这部分主要为满足本科生（水平）的学习需要而设置。

第二卷是高级课程，主要介绍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的最新前沿设计。这部分

主要为满足研究生（水平）的学习需要而设置。

第一卷的结构如下： 

 • 第一章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含义及其影响：即，根本性变革的需

要 

 • 第二章介绍了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的概念：解释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为

什么在可持续性方面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例如，在不降低用户满意度的前

提下，产品服务系统（PSS）可以大大降低当前资源的消耗量。创新的性质

和特点，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及其相关的利益、驱

动力和障碍。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例子将在以后章节进行阐述

 • 第三章将阐述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的作用、方法、技术和标

准

 • 第四章将会展示产品服务系统（PSS）可持续性设计的方法及所使用的相关

工具，并在LeNS项目中进行检验。

本书第二卷展示了关于产品服务系统（PSS）可持续设计最具发展前景的研究

方向和假设。它是由主题部分及其相关章节组成的。

 • 保证满意度的新方式，促进其向新的方式转变

 • 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背景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新视角

 • 影响社会创新的可持续性新方法

 • 适度设计新方案

 • 教育新方案

本书的补充阅读材料包括：学习教育资源（如幻灯片、录像教学片等），以及免

费的开源性可用设计工具，LeNS 项目网站上具有公共版权的材料（www.lens.polim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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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

基本知识和 
专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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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的不连续性

1.1 可持续发展

最近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这个术语是指在全球和地

区范围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系统条件。

1.	在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内1，能够承受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而不会造成环境

不可逆转的恶化。

2.	不牺牲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即保障人类后代的生存方式和自然资本2。

3.	在保障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对资源重新进行平均分配3，

例如，同等获取地球自然资源的机会。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概念是如何产生并进行传播的。

生产消费系统影响生态平衡的环境问题最早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不断

加速和扩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科学论著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

始出版。工业发展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逐渐成为国际上研究和争

论的焦点问题。由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技术和生产力的失控发展以及地

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的制约日益明显。	

 1 承受能力是生态系统所具备的特殊能力，用来克服某些干扰，防止其本身不可逆转地丧失

其保持均衡的条件。这个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出人类活动的存在已使地球生态圈的承

载力逼近极限，倘若突破了这一界限，出现的当是不可逆转的恶化现象。

 2 自然资本是非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总和。但它同时也可用来指自然多样

性，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数量。

 3 环境空间是指能够以可持续方式开发利用的能源、土地和主要非可再生资源量。它指的

是，在环境承载范围内，适宜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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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的不连续性 9

上世纪80年代，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争论日益广泛、愈加激烈。来自公共舆论

的压力促使公共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生态标准和政策来监督生产活动，并制定了“污

染者付费”的原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机构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概念，这

一概念被定义为“对工业过程和产品进行持续不断的重新设计，以防止人类造成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旨在为人类的

未来制定指标。该报告的标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并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构成危害”。	

上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进入了成熟期。对地球的关爱：1991年，世界自然保

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

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不超出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情况

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该报告强调了既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又保护地球自然资

源再生能力的可能性4。在同时考虑了上述两种定义后，可持续发展被视为是一种可

以使人类和生态系统均受益的做法。	

那段时期内发生的另一项历史性事件就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UNCED）。此次会议与其他一些举措不断地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

进行整合，然后将其纳入国际组织的所有文件之中，作为对社会与生产发展进行重

新定位的模板。自1994年以来，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已经在欧洲委员会第五

届环境行动计划中形成了基本标准。	

从21世纪开始（即约翰内斯堡会议后，里约热内卢大会十年之后），在生产—

消费领域，公众的参与意识与积极性已经有了很大提高。2000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设立了可持续消费部门，这一举措尤为重要。该部门认为“尽管过去

十年期间工业和企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消费能力明显超过自然界的资源承受力

和处理废弃物的能力，且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严峻”（Geyer-Allely	2002）。

2006年6月，欧洲理事会对成员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欧盟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综

合可持续发展战略（SDS）5。该战略是以2001年的“哥特堡战略”为基础，同时它

也是在2004年开展的广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为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新

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EU	 SDS）是为有效实现其承诺而制定的一项总体战略。该

战略认识到，必须逐步改变现有的不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并建立一种更具综

合性的政策指令；同时再次肯定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并意识到加强与

欧盟以外的合作伙伴之间工作的重要性，包括那些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的高速发展的国家。	

根据《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2009年11月，欧洲理事会确定“可持

续发展仍是欧盟的根本目标”。欧盟主席在2009年对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做的评

论中指出，该战略将继续成为欧盟的长期战略，并为所有欧盟国家的政策和战略提

供总体的政策框架。各国应当紧急行动起来，扭转那些不可持续的发展局面6。

 4 参见http://gcmd.nasa.gov/records/GCMD_IUCN_CARING.html.

 5 欧盟，可持续发展新战略，欧盟委员会第10117/06号决议，布鲁塞尔，2006

 6 参见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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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除了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亚洲国家也开始制定各种相关战略，以期实现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例如，由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主导的许多皇家事业均根

据“充足经济”的理论原理，关注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强调保存文化遗产、优

化人类发展环境，并改善人们生活的重要性。2006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普

密蓬国王颁发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终身成就奖”（Human	

Development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以表彰他登基60年来为改善泰国人民

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从全球来看，联合国已经将总体政策框架分解成地区和国家议程。这个项目本

身就是《21世纪议程》的一个案例（《21世纪地方议程》在当地制定），还有一个

案例就是“可持续性消费与生产（SC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联合国

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联合发起的“马哈喀什进程”（Marrakech	 Process）

促进并支持地区和国家的各种举措，以推动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模式转

变。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建立国家圆桌会议交流机制，在国家和地区范围内进行协

商，同时，还成立任务小组，该小组负责“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实施具体项目和计

划，并负责开发完善SCP工具和方法”。	

这些举措带来的成果是出台了一项有关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10年项目框

架草案，该草案在2011年第19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交由各成员国讨论。

联合国的这项议程旨在提醒各成员国，应认识到每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的多样性，尤其要考虑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各自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差

异，同时要认识到社会融合的迫切需要及其相关基本需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

费与生产（SCP）已经成为欧盟指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

必须强调的是，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对新兴和低收入国家而言，应当是一个机遇而不

是一个负担。这就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应

当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模式，而不应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制

定专门的解决方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塔克（Tukker），斯塔（Stø）和维佐里

（Vezzoli）2008a）。而总的指导方针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全局中的位置十分重

要，只有当这些指导方针落实到具体的地区或国家的行动时，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

到其具有的潜力和所面临的困难。

从教育层面上来说，我们要重点指出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

经启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规划》（UN	DESD	2005年-2014年）7。十年教

育规划的目标是将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价值观融入教学的各个方面，以改变人们的

行为方式，建设一个更有活力的公平社会。在这十年期间，可持续发展教育将有助

于公民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并能够帮助决策者在创造一个更有活力世界

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具责任感。

 7 参见www.unesco.org/education/d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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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的不连续性 11

1.2 可持续性的维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可持续性及其含义，通常的做法就是用三维坐标的方式加以说明，

三个坐标分别代表环境（地球）、社会道德层面（人类）和经济层面（利益）：

	• 环境层面（地球）：在生物圈——陆界的“恢复能力”范围内，也就是说，

地球能够吸收人类的各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不会引起任何不可逆的退化现

象，如全球变暖、臭氧层损耗、海水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等

	• 社会道德层面（人）：我们的后代有能力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实现社会公

平并增强社会凝聚力，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坚持人人享有获取资源的权利的基

础上，平等地对资源进行再分配

	• 经济层面（利益）：在规范性的市场上执行经济可行性解决方案

这三个方面均有着各自明显而典型的特征，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这些特征。

1.2.1  环境层面（地球） 

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国家的消费与生产系统迅猛发展，但是很快又意识到这种快

速发展所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	

在那些年中北美发生了五大湖污染事件；20世纪50年代末期伦敦的冬季烟雾污

染导致数千人死亡；油轮货舱清洗物倒入海洋引起生态灾难等。

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首次用计算机模型对不断发展的生产与消

费系统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第一次对全球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可能性进行了

科学的预测。因此，人们在那些年开始对环境极限（不可逆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探

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这些危害。城市中的悬浮微粒物质（SPM）引起的烟雾

每年危害着成千上万的人；臭氧层消耗造成日光浴越来越危险；而全球变暖使得气

候现象越来越恶劣，受害者人数与日俱增。	

如果我们考察这些环境影响的准确含义，我们发现每个环境影响都建立在自然/

环境与生产和消费系统之间的交换物质的基础之上8。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输入，即从环境中获取物质。

	• 输出，即向环境中排放物质。

那么有哪些影响涉及环境需求呢？

在输入（获取资源）方面，最有害的影响就是资源的枯竭，所造成的社会和经

济后果就是人类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严重匮乏。

 8 当然，就破坏程度来说，各类影响也并非都具有同样的危害。向环境中排放1公斤水，与同

样排放1公斤高浓度石棉的影响显然有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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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与此相关的是改变生态系统平衡问题。例如，建筑（各种类型的人工制品）或

供暖行业的木材需求可能导致滥砍滥伐，这使得土壤随时间推移愈来愈容易受到侵

蚀，并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灭绝。

最后，还存在一些与获取过程有关的有害影响，如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油的泄

漏。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与输出方面的问题一起进行进一步讨论。

在输出（排放资源）方面，主要环境影响及其产生的效应列表如下。

表1.1：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

环境影响 环境效应

全球变暖（温室效应） 极地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低地

土地沙漠化

病原体迁移

臭氧层消耗 破坏动植物

患皮肤肿瘤的风险升高

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富营养化 氧气耗竭造成水生物减少

地下水和湖泊受到污染，导致水不可饮用

游泳障碍

酸化 再生森林受到限制

城市区域树木再生受限

遗迹与建筑物受到腐蚀

地下水受到污染

水生物减少

健康风险（呼吸问题）

烟雾 一些有机化合物（如乙醛）导致眼睛流泪并对呼吸产生影响

一些化合物（如PAN）毒害植物

有毒物质排放 二氧六环（TCDD）引起氯痤疮（皮肤病）并导致软组织癌症

吸入嵌二萘和苯并芘将高度致癌

铅中毒（铅毒）可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

垃圾 垃圾的出现

降低垃圾处理厂的可用性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造成垃圾掩埋场内嗅神经污染和爆炸危害

垃圾运输

消耗燃料

噪音和空气污染

其它 嗅神经污染

噪音污染

电磁污染

景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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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的不连续性 13

观察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两种基本行为。	

	• 从自然中获取资源时，我们必须节约资源，尽量减少资源的使用，或使用可

再生资源。

	• 向自然中输出物质时，我们必须防止污染（资源），减少排放，提高生物相

容性。

这些行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生物相容性。在这种情形下，产品与服务生产的资源流动与自

然系统能够相互兼容：使用可再生资源，处理生物可降解和可相容的排放物及废弃

物。在工业化经济体中，这一情形存在若干局限性。

第二种情况是不干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资源不再从大自然攫取，而是以回

收的方式（如果是原材料）进行或在级联中使用（如果是能源）。	

这种情形同样具有局限性，至少在热力学定律中，在任何转化过程中都会引起

熵的增加。	

最后一种情形是非物质化，我们如何满足人类需要（即“需求满足的非物

质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减少为满足一定社会需求和欲望而消耗的资源量。

很明显，基于不同背景下的各种条件，上述三种情形相辅相成，以实现向可持

续发展的过渡。	

1.2.2  社会道德层面（人）

促进社会道德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根据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假设）所谓的“公

平原则”（联合国2002）。在该原则下，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公平的资源分配，拥

有相同的“环境空间”。换言之，人类对全球的自然资源有相同的使用权，通过不

同的方式可以获得相同的满意度。当从消费的可持续性过渡到社会道德的可持续性

时，可持续性的含义及所肩负的责任也扩大到了以下方面：民主的原则和规则；人

类的权利和自由；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减少贫穷与不公正；改进信息获取方法；培

训与就业；尊重文化差异、区域特征和自然生物的多样性（联合国	2002）。

当谈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德层面时，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

何消除贫困？”	

2006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给出了令人吃惊的贫困

数据统计报告9：

	• 13.7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1.25美元10。

	• 25.6	亿人（世界总人口的40%）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

	• 10	亿儿童（世界儿童总数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状态中。

 9 参见http://www.heartsandminds.org/poverty/hungerfacts.htm

10 世界银行将“极度贫困”定义为每天的花费不足1美元的人群（购买力平价），而中度贫困

的标准则是每天消费不足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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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每年约1000万儿童在15周岁之前死去。

	• 每年约1800万人（占死亡总数的1/3）死于贫穷。

	• 800	万人死于缺少食物和营养。

	• 11	亿人缺少安全饮用水。

	• 2.6	亿人缺少基础的卫生措施。

	• 8	亿人每天饿着肚子睡觉。

	• 6.4	亿人居无定所。

	• 2.7	亿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1996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召集的首脑峰会在罗马召开，185个国家就“全

世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一半”的承诺达成了协议。四年后，即2000年9月8日，在

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世界领导人千年首脑会议”，大会通过了由191个成

员国签署的“千年宣言”。11会议的宣言承诺：

在2015年之前根除贫穷。a)	从1990到2015年，将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

人数减少一半；b）给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年轻人）提供全职的就业机会和

有尊严工作岗位；c）从1990到2015年，将营养不良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

分比减少一半。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提供的“2012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SOFI)”的报告估计，按照膳食能量供给指标12，全球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和比

例已经回到了1990年的水平；2010-2012年，全球接近8.75亿人长期营养不良，而

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数始终出奇的高。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低收入和发展中

国家，据估计，在这些国家，有大约8.5亿人，或略低于15%的全球总人口目前处于

营养不良状态。如图1.1所示，在2007-2008年期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

展。但从那以后，在减少饥饿人口数量方面，全球的进展缓慢。

11 全文请见http://www.undemocracy.com/A-RES-55-2.pdf

12 http://www.fao.org/docrep/016/i3027e/i302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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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中的营养不良人口情况

来源：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发布的“2012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SOFI）”指出，经济增长是必须的，但更迫切的工作是减少饥饿与营养不良人口（www.

fao.org/docrep/016/i3027e/i3027e.pdf）。（未经同意不得复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公平性不仅仅是要消除贫穷，还需要生活环境的改

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推进民主，增强社会的包容性、凝聚力，尊重公民的基

本权利，打造能够创造同等机会的多样性文化，建立健康、安全与公平的社会，并

与各种形式的歧视作斗争”（EU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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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经济层面（从利益角度来看）

在经济的可持续性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环境和社会道德层面上具有可持续

性的生产和消费必须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这方面，主要包括三种策略：成本内在

化，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促进有前景的利基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

我们发现，在工业化背景下，许多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它的实际使用的成本不相

匹配。砍伐热带森林里的木材，可能会导致土壤遭受侵蚀，降低生物的多样性，并

产生其他负面效应；这些本来应该是其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却没有包含在购买价格

中。而使用汽油产生的CO2排放物也会加剧全球变暖。这些非直接成本来自于产品

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汽车生产商和使用者仅支付很少的间接成

本，像人们因为空气污染而感染肺病，而进行治疗所需要花费的健康成本等	

成本内化使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能体现出来，从而鼓励人们尽量减小对环

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寻求一种适当的计算资源成本的（或内化的）

方法，而这主要涉及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另一个策略是向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进行转变，即，向互联、全球化和本地化	

（合称全球本地化）、信息、服务等（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相对于传统的邮政系

统，开发出诸如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电子邮件系统等非物质产品的潜力）的转

变。事实上，重新定位比试图让时光倒流回到从前的生产——消费模式上来，可能

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最后，作为上述策略的补充，促进并提高有发展前景的经济模式（即使这些经

济模式目前只在某些细分市场上有效）也可能是一件非常有效的措施。

本文研究了一些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道德可持续性的的经济模式，如分布

式经济（DE）和产品服务系统（PSS），而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3 可持续性：根本性变革的需求

1.3.1  变革的规模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人们对实现高效和全球可持续发

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然而，与成熟工业化社会的资源

消耗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只有通过大幅度降低其环境资源消耗，才能实现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有些研究，通过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当地人民追求小康生活

的迫切需求等因素的分析，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过去的50年中，只有

当生产——消费系统的生态效益增加十倍时，可持续性条件才能体现出来。换句话

说，只有当社会——技术体系下每个满意/服务单元所消耗的环境资源低于成熟工业

化社会条件下所消耗的90%时，这个体系才被认为具有可持续性13。

13 在这个问题上可参见德国乌珀塔尔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福尔·克利马所撰写的

能源著作以及自然环境研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N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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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如果20世纪70年代的目标是在达到极限之前减缓资源消

耗的速度，那么，现在的目标就是在没有任何战争、尚未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的

前提下返回到极限之内。例如，如果过度捕鱼和污染继续加剧的话，所有的海洋

生物将会在2048年遭受灭绝之灾，而在21世纪中期，将会有60个国家的70亿人口

面临缺水的困境。科学家认为，人类和自然界一直处在相互冲突的状态（梅多斯

（Meadows）等2006），全球社会应该控制对资源的消耗速度，而不是放任自流。

1.3.2  变革的质量

这些评估（当前科学讨论）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变革应该达到的程度：对发展模式进

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迫在眉睫，可持续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与我们一直以来

想当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可持续性变革需要我们在生产、消

费甚至生活方式上均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光明前景是我们讨论发

展该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以生产和物质的消费速度作为衡量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健

康指数的指标的观念，应该转变成为：经济增长不再是最终目标，就像森（Sen）认

为的那样（森（Sen）1999），自由是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原始动力；自由保

证了我们是命运的主人，而不只是发展规划中的被动受益者。	

目前仍很难预见这种转变将会如何实现。然而，要转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就

必须对现有的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换句话说，考虑到变革的性质和范围，向可持

续性（尤其是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学习

过程，是对过去的某些模式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事实上，如本文前面所述，关于

可持续性消费模式的辩论已经列入了各国政府机构的主要议程中（比如：联合国在

2000年5月建立了“可持续消费单位”）。

这项复杂的辩论主题可总结如下：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质量标准，既能够满足社

会幸福需求又不以资源消耗的增加为代价（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	

1.3.3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背景之间有着巨大差别。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可持续社会的

概念，就要经历一个宽泛的社会学习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系统的不连续性。因

此，当涉及到实施层面时，系统创新方式就出现了，其目的是促进向可持续性转变。

系统创新主要涉及各组件层面和技术结构层面（亨德森（Henderson）和克拉	

克（Clark）1990），以及社会与制度结构层面的变革，如协调机制（法规、管理），

或者来自供应商和用户方面的创新。在体系创新方面，对产品、服务和生产体系进行

了优化；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寻找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方式；开发并实施新的基

Environment）的相关书籍（尤其是：“将生态容量作为技术发展的挑战”，一项由荷兰政

府各部门资助的研究；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组织的生态效益工作小组的研究项目），	

具体参见最终报告“生态效益领导”(WBCS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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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空间规划和激励体系，从而推动了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塔克

（Tukker）和蒂什纳（Tischner），2006）。	

体制创新主要指的是在“社会——技术体制”14领域的转变，以及社会功能实现

方式的变革。社会、经济、技术和政策等领域的变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瑞普

（Rip）和肯普（Kemp）1998；吉尔斯（Geels）2002；吉尔斯（Geels）2004)。	

在怎样进行系统创新的广泛讨论中（安德森（Andersen），2006），产品服务

系统（PSS）前景广阔，它可以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以下章节将

会对创新的类型进行阐述。然而，在此之前，重要的是应当深刻理解我们当今所面

临的的生活环境。

1.4 巨变过程中的可持续性

如今，我们不能再用那些孤立的、僵化的、缺乏相互联系的方法来解释目前的一些

社会现实，如世界、国家和社区等概念，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出现（作为生产力、竞争力和实力基础的技术和知识）

	• 互联性（人员、思想、影像、物品和资金在较大范围内流动）

	• 网络化社会（不再是隔绝的孤立的国家和社区）

	• 网络化企业（团队合作、网络化、外包、分包和非本地化等）

在当代，个人和思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我们生活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世界联系在不断加强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参

与到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主体（由阿帕杜莱

（Appadurai）提出）。大众电子通讯和人口大规模迁移等互联效应对集体和社会各

个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在这个时代，国家所面

临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效的公共领域仅仅是指国家层

面。在这个复杂的交互系统里，国家很难从长远角度来把握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我们不妨引用鲍曼（Bauman）的引人深思的比

喻：当今时代体现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东西正在变成转瞬

即逝、可更改的和可试验的（鲍曼（Bauman）2000）。	

虽然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地方活动，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是

由物质、人员和信息的不断流通并通过不同方式而被联系到一起的。这已经改变并

将继续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观念以及对近/远、本地/外来、可能/不可能、内

部/外部、排他/非排他等概念的认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具有多元文化、

且相互依赖的世界。只有从多元化的视角出发，把文化认同、全球网络和多维政策

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理解和改变世界。

14 社会技术机制可被定义为创新、生产、分配、消费的主导方式。它是由社会经济领域中各

利益相关方、习俗、通用规则以及某一具体领域的行事方式所组成（交通、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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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斯特（Castells	 1996）的研究，在全球资本、管理和信息的网络化基

础上，新型工业化经济已经形成，以生产力和竞争力作为立脚点，这些经济体能够

获得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尽管我们每天都面临技术上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在背

景和内容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交互式计算机系统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开放的网络

上。信息技术范例突破了单纯的计算机之间的联系，创造了新型合作关系，这就摆

脱了交互各方因地理位置而受到的束缚。

在网络作为新的全球经济竞争基本形式（伴随着新信息技术）出现的同时，各

种组织模式应运而生。网络化企业（科斯特（Castells）1996）。这些企业（包括越

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是指分布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企业。网络的存

在，使公司规模的大小变得不再重要。网络化企业通过连通性（能够促进交流而不影

响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和一致性（网络目标和具体组成部分目标之间利益共享）来

提供服务。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分工，以工作人员的特长和能力而非其在组织中的工

作角色为基础。工作将越来越依靠团队合作、网络、外包和分包等形式而展开。	

根据科斯特的理论(科斯特（Castells）1996)，当今社会日益朝着网络（全球

化）和自我（特性）的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人看来，网络化社会似乎导致

了巨大的社会混乱（meta-social	 mess），但建立一个巨大的网络有助于减少大量不

必要的中间环节，不必要的功能机构，以及毫无价值的地区投入。

互联和多元文化是关键的背景要素，一些人把它们解读为环境在恶化（为自己

开脱），一些人认为这是必须面临的挑战（新起点），而另外一些人把它们看成是

实现可持续创新的机遇和动力（待开发利用）。

最后，我们还认识到，服务（而不是产品）在欧洲国内生产总值中占50%（在

德国占70%），在美国占76%	 ；在亚洲，服务在中国、日本和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分别占40%	、69%	、45%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正处

在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中，甚至是社会危机中。这场危机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

的。因此，我们目前面临着双重危机，既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危机，又包括环境方

面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开始分析这些危机，并为解决危机出谋划策。同

时，我们还应该探讨其中的机遇。设计的本质是把机遇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并且设

法开发、利用这些机遇。

1.5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路径

1.5.1  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背景介绍

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5。

然而，在不同的背景下，应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哈特（Hart）和米尔斯

坦（Milstein）1999）。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有必要降低获得每“单位满意

15 使用了下列术语：“低收入”这个术语要优于“发展中”这个术语，“工业化”这个术语

要优于“发达”这个术语，前者将事物的特征以更为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涵盖了

相对较少的价值判断成分。同时还应说明的一点是，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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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消耗的资源（同时提高生活质量）；新兴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的目标在于如何

引导社会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系统。而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当前，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其生产和消费系统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进而为可持续

发展创造条件。

当衡量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时，我们必须考虑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地球

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例如，快乐星球指数（The	Happy	 Planet	 Index）16就是结

合环境影响与人类福利，以及各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和生活满意度来评估环境效应。

根据该指数所进行的评估表明，在中美洲，获得高分的国家并非工业化程度高的国

家，而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众所周知，当今世界80%的人口仅占有20%的资

源，而绝大部分的资源却为20%的人口所消耗。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强调社会公

平和社会凝聚力。因此，尽管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与资源消耗没有必然联系，我们

也有必要对资源进行再分配。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述，可持续性并

非只是一个资源再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简要介绍欧洲和亚洲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描述的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路径。

1.5.2  欧洲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前，欧盟成员国执行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惯例和政策多是由欧洲委员会制

定的。这里所说的可持续发展被视为跨领域的问题，反映出各部门不同的政策取

向，也反映了公私各个部门的做法和实践，并使得欧洲委员会的指令在当地得到贯

彻执行。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意大利、芬兰以及荷兰这三个欧洲国家的LeNS项目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做法非常相似。当然，各国根据自己的消费和生产系统的具

体情况，都建立并实施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欧洲理事会于2006年6月通过了修订后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由此提出了以

下四个方面的发展目标：

环境保护

保护地球的承载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重视地球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加强环境

保护并提高环境质量。预防并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减少经济增

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事实上其所应用的模式对环境几乎都是有害的。“背景”这个概念优

于“国家”这个概念，不同国家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

16 “快乐星球指数”在事实上说明至今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成功达到了那三项标准：生

活满意度高、人口预期寿命长和“一个地球生活”。(http://www.happyplanetinde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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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与凝聚力

促进建设一个民主、具有包容性、和谐、健康、安全、公正的社会，保障公民基本

权利，尊重文化多样性，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机会，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经济繁荣

促进建立一个繁荣、创新、知识丰富、充满竞争活力、生态高效的经济体系，在整

个欧盟范围内提供较高的生活水平与高质量的就业环境。

我们的国际责任

鼓励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安全与自由的民主体制，并维护其稳定。积极促进世界范

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并确保欧盟对内及对外政策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及其国际承诺

相一致。

我们发现，欧盟成员国的居民所关心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健康和幸福有关。

生产部门的绿色生产问题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成为可持续发展政策中的主要关

注点。这是因为西欧国家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后工业时代，其经济已经从以制造业

为主演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在此提出并

非偶然，按顺序排列，消费排在生产之前。这一创新理念在欧洲委员会的可持续消

费研究交流网络（SCORE）项目中得到阐释17，具体如下：“消费是被作为产品服

务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受到该系统的驱动，它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

且与象征性价值和文化价值相关。”18此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盟委

员会在制定反映全球商业动态的工业生产与农业方面的相关法规中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欧洲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政策（Europea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olicies）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保护

环境”作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的一项整体战略，从而引导我们建立一个由人

类福利、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制度组成的新模式。其二是我们必须理解，为了实现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SCP），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设计、制造、使用及处理产品和服务

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要执行具体的产品政策（例如，通过欧盟生态设计政策

和整合性产品政策（IPP）），与此同时，还需要将“系统性方法”转化为行动，正

如可持续消费研究交流（SCORE）项目中的描述：	

17 可持续消费研究交流由欧盟第六项框架规划支持赞助。该网络项目是欧盟为配合联合国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SCP)10年规划框架而构建的其中一个骨干项目。

18 在欧盟2006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也有所提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设计的范围“几乎涵盖

了完整的‘人’(社会)的系统和（经济）支撑子系统”(塔克（Tukker）和查特（Charter）

等2008b)，以应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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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只有通过那些了解商业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设计、消费者行为以及

（政策）手段实施效果的专家们通力合作，才能创建一个可持续的消费和

生产模式；并且，这应该与相关各方（相关行业、消费者团体、生态组

织）在消费领域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关。

在这个以知识为本的社会中，欧盟作为倡导者，在有关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和创新中

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欧盟也是向世界各国推行可持续发展知

识、方法以及应用工具的重要力量。欧盟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上比世界其它任

何国家都做出了更多的投入。	

欧洲委员会通过社区研究与信息服务开发（CORDIS），每5年就为科技信息的

研究开发建立一个全新的框架计划，该计划作为一个金融工具对几乎所有科学领域

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支持。社区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CORDIS）框架计划以及其

他对外合作项目（如欧洲援助合作办事处（EuropeAid））一直以来在欧洲内部和外

部都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可持续消费研究交流网络

（SCORE）等活动，欧盟已经成为打造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

模式的重要力量。联合国一直在加强其在这方面的协同效应。

1.5.3  亚洲可持续发展议程

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导致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至少一部分人口是这

样）；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环境压力的持续增长，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

以及随之而来的宜居问题。同时，社会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显著增大。而人们最为

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将会对全球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随着中国和印度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它们也开始逐渐向工业化国家

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它们还成为主要的资源消费大国和当地及全球

生态系统的污染者。这种发展方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和印度不

得不自食苦果，与此同时，这种后果对全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弗莱文（Flavin）和加纳德（Gardner）200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环境影响日益升级，中国人均环境影响仍远低于工业化

国家。从这方面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生态的影响还远低于欧洲国家或者美国。

印度已经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消费模式，尤其在食物消费与垃圾回收等领

域，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尽管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在像印度和中国

这样的国家，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例。即便是这样，建立在资源密集型经济和个人

主义价值观之上的西方化、物质化的思维方式，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农村的生活

方式。然而，这未必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福祉。

由于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并处在一个转型期，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飞速发展的

经济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压力。根据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

城市中有16个分布在中国。到2015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六个城市（人口超过2000

万）将会出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有一半以上在亚洲国家。而城市中空气污染、交

通系统、食物及水的供应等问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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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与系统的不连续性 23

在政策层面，联合国已经采取行动鼓励各国政府就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

问题展开讨论，而一些国家政府也已经就应对环境退化问题做出了回应。不同于实

施LeNS项目的三个欧洲国家（它们都共享许多可持续发展议程），泰国、中国与印

度这三个亚洲LeNS项目的参与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重点与政策有很大的不

同。以中国为例，新的五年经济计划（正在制定中）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同时中国还将绿色GDP指数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该指数将环境影响以及资源

消耗的成本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

威尼斯建筑大学（IUAV）及意大利卡美日诺大学（Camerino）最近的研究结果

表明19，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正在从终端治理模式逐

渐转向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并关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带来的不同影响。然

而，这种与环境问题、生活质量改善以及企业创新相联系的模式，如产品服务系统

（PSS），尚未进入政策层面，目前只是作为一个科研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泰国对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规划：泰国国王提出了充足

经济理念（SEP）。充足经济理念（SEP）将人类的发展置于首位，并将人类的福

祉视为发展的中心。因而，充足经济理念（SEP）可以指导社会各阶层人民如何得

体地生活。从而使实施者（包括农民、商人、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教育者）能够

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充足经济理念（SEP）旨在引导一条复兴之路，使泰国成为一

个更具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这是一种普遍适用并可扩展的方式，从家庭、

社区层面以及民族的发展和管理层面出发，加快其现代化进程，从而与全球化的力

量保持一致。它由三个组成部分（合理、适度和自身免疫力）以及两个条件（知识

和道德）20。

19 研究由梅达多·齐雅波利（Medardo	 Chiapponi）和劳拉·巴达卢科（Laura	 Badalucco）

(威尼斯建筑大学（IUAV	University	Venice,	Dadi	department）)和露西娅·派多里(卡美日诺

大学Camerino	University	ProCAm	Department)负责，研究项目“Made	in	Italy	for	China”。	

内部文件（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总体框架与视角），威尼斯建筑大学，2006年10月。

20 充足经济学理论详见第2部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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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与可
持续性

如第1章所述，产品服务系统是一种更具战略性和更加系统化的发展模式。其基本

特征是，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不以增加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这种模式首先出

现在工业化国家（主要是欧洲）。就其起源而言，自1999年以来，这种系统的学

者多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瑞典）、荷兰或者意大利（贝恩斯（Baines）

等，2007）。一些亚洲的学者也发表了若干关于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文章，尽

管其中许多相关的研究并未提及“产品服务系统（PSS）”这个术语。 

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分析为什么产品服务系统（PSS）被工业化国家视为提

高生态效益的机会，以及这个系统为什么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发

展前景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在环境、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实现

全面可持续发展。

2.1 基于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

2.1.1  什么是产品服务系统？

如引言中所述，近年来，一些设计研究中心对环境的可持续性给出了更为严格的定

义（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降低资源的消耗），并以系统创新为切入点，开始重新讨论

可持续性设计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发现，在传统的产品销售模式中，产

品生命周期设计或生态设计的实施遇到了一些障碍。（斯坦赫（Stahel）2001； 

库普（Cooper）和西恩（Sian）2000；林赫斯特（Lindhqvist）2000；歌德库

（Goedkoop）等，1999；曼齐尼（Manzini）和维佐里（Vezzoli）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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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与可持续性 25

这些学者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可持续消费并彻底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

关键在产品以外实现更多的创新；在本文中，我们将其称为产品服务系统（PSS）。

表2.1是产品服务系统定义列表。

表2.1 产品服务系统的定义

作者 年份 定义

歌德库

（Goedkoop）， 

范·哈伦（van 

Halen），里乐

（te Riele），洛蒙

（Rommens） 

1999 产品服务系统（或产品和服务的组合）是由一套适销的产品

和服务组成，二者共同协作以满足顾客的某种需求。该系统

具有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更利于环境保护。 

蒙特（Mont） 2002 产品服务系统由产品、服务、系统网络和基础设施构成，该

系统致力于不断保持其竞争力，满足顾客需求，使其对环境

的影响远远小于传统商业模式。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曼齐尼

（Manzini）和 维佐

里（Vezzoli） 

2002 产品服务系统是战略创新的成果。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战

略中心从商业设计和（有形）产品销售转移到一种能够同时

提供产品与服务，且能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系统上。

布兰斯道特

（Brandstotter）

2003 产品服务系统是指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组合，通过将二者

结合来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此外，产品服务系统也有利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欧盟，MEPPS，

范·哈伦（Van 

Halen）等 

2005 产品服务系统是战略创新的成果，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系统

的设计和推广，通过产品与服务的组合来共同满足消费者的

特定需求。

贝恩斯（Baines）

等人

2007 产品服务系统不仅提供产品，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该系

统改变了过去以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

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蒂什纳

（Tischner）， 

维佐里（Vezzoli）

2009 与仅提供产品本身的传统商业模式相比，产品和服务（基础

设施）系统能够更高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需要，并为企

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价值。

产品服务系统改变了依靠消耗物质或能源来创造价值的传统

生产方式，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产品生产体系在其生命周期中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02）：要提供一项令人满意的洗衣服务，我们不仅需要一台洗衣机，还需要洗涤

剂、水、电（这些材料和能源），以及相应的保养、维修和回收服务。当我们谈及

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时，它指的是在这个满意保证系统中所有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

取得的创新：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洗衣机和洗涤剂的生产商、水电供应商、用户以

及负责保养和回收的机构。

此外，如上所述，理想的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是指“保持持续的竞争力，不断满

足顾客需求，对环境的影响比传统的商业模式更小”（蒙特（Mont）2002），“是

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创新互动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相互趋同的结果”（联合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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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境规划署（UNEP）2002）。因此，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其创新源于不

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新的利益趋同：不仅是指产品（或半成品）层面的创新，最重要

的是在同一个特定的价值创造体系里的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

互动/伙伴关系。（波特（Porter）和克拉默（Kramer）2006)。

换句话说，该创新模式的研究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创新互

动，提高系统的生态效益。 

LeNS项目对基于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定义如下：

通过价值创造体系（满意保证体系）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创新互动，提

供一种能够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经济

利益和竞争利益促使供应商不断地寻求能够同时带来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新

的解决方案。

基于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主要特点：

 • 它们都是以客户满意为宗旨的经济模式，即每一个产品或服务方案都要达到

一定的客户满意度。

 • 它们基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创新互动，比技术革新更具有突破性：各利益相

关方在一个达到特定满意度的产业链中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 它们具有提高生态效益的内在需求，比如公司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竞争

力进行创新，从而降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能够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不增加对

资源的消耗。

事实上，《产品生命周期设计》的基础准则部分对产品服务体系（PSS）创新进行

了解释。然而，当我们进行这种产品服务体系创新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作为基本假设），产品服务体系创新是对系统的重建，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2.1.2  传统产品销售/设计方式的局限性

为了理解为什么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比传统产品销售/设计更

具生态效益，我们再次以洗衣服务的满意系统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要给顾客

提供满意的洗衣服务，我们不仅需要一台洗衣机，还需要洗涤剂、水、电（这些材

料和供应），以及保养、维修和回收服务。 

在传统的产品销售/设计模式中，洗衣机生产商（还有洗涤剂生产商以及水电供

应商）力求在生产阶段减少材料和能源的消耗。而这些生产商和供应商并不会关心

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也不会对降低垃圾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及导致的浪

费感兴趣。有时候，生产商为了缩短顾客再次购买产品的时间间隔，他们甚至更愿

意销售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

对于与某一特定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其他（全部）利益相关方（包括生产前、

生产过程中、分配过程、使用过程和废弃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来说，它们的观点

可能相似。简而言之，传统产品销售或设计背后的经济利益促使各利益相关方，在

他们能够直接控制的过程中，努力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即经济利益导致了不同环节

的资源优化（图2.1）。换句话说，一旦与某个单一的利益相关方（例如，洗衣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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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与可持续性 27

生产商）相关时，这些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从生态

效率的角度来说，在销售和处理产品（半成品）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最多。在这些

环节中，人们缺乏减少资源消耗的意识，而更糟的是，更倾向于消耗更多的资源。

例如，塑料生产商想要扩大其材料销售（导致资源消耗增加）。

图2.1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利益相关方： 离散与系统的资源优化

来源：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的统计

总之，由于满意保证系统中利益相关方之间缺乏互动，在传统的销售/设计模式

中（仅关注产品的销售）应用产品生命周期设计方法难免会受到某些限制。

最后，我们会发现，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工业化国家的传统经济框架）的

利益相关方的分散性意味着这个生命周期系统的生态效益与单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并

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 

2.1.3  具有系统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

从生态效益角度出发，考虑到经济/竞争和环境利益的趋同性，我们有必要列出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所有创新互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经济角度上看，这能够带

来基于产品功能的资源优化。

勾画出整个产品服务系统中的创新交互和相互关系将更加富有成效。这些产品

和服务通常能够满足特定需求，提供满意服务，并能够打造一个基于资源优化的满

意服务系统。在我们所举的例子（图2.2）中，利益相关方包括洗衣机和洗涤剂生产

商、水电的供应商、保养维护人员、用户以及废弃产品处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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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以来不断争论的问题是，公司提高系统生态效益的动力是

什么？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使公司在经济层面和竞争中获益的同时，还能够降低

资源的消耗，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减轻对环境的危害？ 

让我们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和结构的创新中寻求创新元素。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和这种互动的延伸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A）利益相关方的整合包括控制范围的延伸，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 垂直层面：单个利益相关方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例如，洗衣

机生产商也是洗衣机的回收者；

 • 水平层面：单个利益相关方负责满意保证系统中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例如，

一个洗衣机和洗衣粉生产商，同时也负责其产品废弃物的最终处理。

在深入探讨这一主题之前，不得不指出，垂直和水平层面的整合都有各自的局

限性，因为当两者不能同时发生时，将会产生垄断风险及低效率问题。

但是加强控制并不是调整互动的唯一办法。

B）互动和伙伴关系的时间上的延伸意味着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不会随着（单个）

产品的交易和销售的完成而结束：

 • 垂直层面：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最终用户）在一个特定的产品生命周期

内延伸这种互动关系。

 • 水平层面：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最终用户）在一个特定的满意保证系统

中延伸他们之间的互动。

图2.2 满意保证系统中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趋同计划：致力于实现系统的可持续性

来源： 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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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与可持续性 29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利益相关方之间哪种类型的互动能够产生具有生

态效益的系统创新。

2.1.4  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创新类型

我们研究了三种主要的促进系统创新的商业模式，并将其列为有益于提高生态效

益的商业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09)：

1. 以产品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为产品生命周期提供附加价值的服务；

2. 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为顾客提供最终结果的服务；

3. 以使用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为顾客提供支持平台的服务。

以产品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为产品生命周期提供附加价值（第1种类

型）

的服务具有生态效益的系统创新为什么能够为产品生命周期带来附加价值，让我们

看下面的例子。

克鲁勃润滑油及其服务

克鲁勃已经从最初只销售润滑油，发展到同时向顾客提供产品增值服务。克鲁勃

通过一项称为萨特克鲁勃（S.A.T.E.）的服务，来分析气溶胶处理设施和污水处

理的效率。为此，克鲁勃设计了一个可移动的化学实验室，即一个能够直接监控

客户端的工业设备的检测车，以确定润滑剂的使用情况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它还能够控制噪音、振动、烟雾及其它由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克鲁

勃向顾客提供的增值服务使得设备在效率、功能和耐用性、环境保护方面都得到

了提升。

克鲁勃打破了企业经营的传统做法。它不仅关注润滑油的销售量，同时还

重视服务。事实上，每单位服务所消耗的润滑油的总量在减少，因此，它能够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加强对各种机器性能的监测，还带来了其它益处，因此

避免了任何意外污染。顾客意识到他们从这项增值服务中受益，使他们不用再

担心由于设备监控和检查所带来的成本及其他问题。润滑油带来的高效率，使

得生产流程更加通畅，机器寿命也得到了延长，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带来了

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能够为产品生命周期带来附加价值的以产品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

创新的定义如下：

一个能够为客户提供额外服务以确保产品在生命周期内性能的公司（公司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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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标准服务合同包括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品的保养、维修、更新、替换和最终回收等 

服务。

这减轻了用户在使用和处理产品成品或半成品时所需承担的责任。公司和客户

之间在不断寻求环境效益的新方案时的创新互动提升了公司效益，同时也提升了公

司的竞争力。经济利益不再仅由销售量来衡量。

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向用户提供最终服务结果（第2种类型）

下面是一个为客户提供最终服务结果的生态效益系统创新的例子。

太阳能供热服务按单位热水量计费

太阳能供热服务提供全方位的供热服务，包括将热水作为最终产品进行销售。这

种服务主要是通过一种新设备，同时利用太阳能、电能和沼气产生热水，这种方

式既经济又节能。所设计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热水的

供应量是通过特定的热量表进行测量。为了实现对运行的实时监控，并达到《太

阳能供热保障协议》中设备供应商事先承诺所要达到的效率，整个系统都通过监

控设备进行监控。在意大利的巴勒莫（Palermo）的一个网球俱乐部里，这种设

施被应用于为俱乐部更衣室提供热水，AMG公司对这项服务进行了测试。这种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创新之处在于，AMG并不以用户使用的沼气量等所消

耗的能源为单位向用户收费，而是将热水作为一项整体服务出售给用户。AMG

以热量为单位进行出售，并计算客户消费的热千瓦数。AMG公司的客户是在为

一个综合服务支付费用，包括安装、热能计量，以及甲烷输送至锅炉的一条龙服

务。整个服务也包含设备维护。客户购买的是整个最终产品。

新的产品服务组合即是将分散的服务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服务之后再售出，这非

常有利于环境保护。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公司开始积极致力于创新。于是，

按整体服务而非所消耗能源为单位向用户收费的方式出现了。按这种计费方式：甲

烷使用量越少（太阳能使用越多，系统效率越高），AMG的收入就越高。 

为客户提供最终结果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的定义是：

一个公司（或公司联盟）为客户提供定制的服务组合（能够替代产品的使

用和购买的二合一的一站式服务），以便为客户提供一个令其满意的综合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一个最终结果）。组合式服务不要求客户为所购置

的产品承担（全部）责任。生产商拥有产品所有权，按照预先协商的最终

结果向用户收费。

客户不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也不必亲自操作或运行该系统，客户只需付费给提供商

就可得到预先协商好的产品或服务。客户也无需再操心产品或设备在运送、使用和

维修等方面的费用问题。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这种创新性互动，促使公司不断寻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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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与可持续性 31

汽车共享——Th!nk微型电动车

与很多其他汽车共享系统一样，Move About是一种产品（车）服务平台。这是

一个汽车共享系统，它为奥斯陆（挪威首都）的市民提供汽车共享服务；该系统

的车队共有40辆电动车，它们都是由挪威的制造商Th!nk生产。使用者每月需缴

纳会员费另加按小时计算的使用费（包括从保险到汽车耗能等所有费用）。对于

汽车使用者来说，使用汽车共享系统的车，比开传统的租车代理机构的车更为方

便，价格也更为低廉。当地政府制定了多种刺激方案，例如，免费停车，免收过

路费，允许在公共汽车专用道上行驶等。1汽车共享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了汽车的

使用率，这意味着在特定的交通需求情况下，出行车辆的数目将会减少。

为环保的新的解决方案，如开发生命周期长、可循环、可回收的产品，以增强公司

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以使用为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为客户提供可用平台（第3种类型）

以下章节描述了一个将生态效益系统创新作为客户支持平台的例子。

总结：一个以使用为导向的为客户提供最终结果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被定义为：

一个公司（公司联盟），使其客户通过获得某种产品、工具、机会或能力

而满意（换言之就是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或期望的结果）。

客户得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但并不拥有所用产品的所有权，仅按产

品实际使用时间来付费。根据所签协议，客户可以在一给定时间内使用该

产品（即连续使用）或仅能使用一次。这种服务的形式包括出租、共用或

共享某种商品，以特定方式使用该产品。 1

客户不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也不必亲自操作或运行该系统，客户只需付费给提供商

就可得到预先协商好的产品或服务。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这种创新性互动，促使公司

不断寻求更为环保的新解决方案，如开发生命周期长、可循环、可回收的产品，以

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2.1.5  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潜力

本文对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PSS）的三种创新类型（增加产品生命周

期内的价值，为用户提供最终服务结果，为客户提供可用的平台）进行了分析，这

些创新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都十分有利。事实上，很多例子都表明，客户和生产

商之间，或客户与其它体系生产链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创新互动可以实现互利共

赢，从而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1 参见www.mindsinmotion.net/index.php/mimv34/themes/hybrid_electric/featured/move_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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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增大服务在产品服务组合中的比

重，一家公司至少在满足客户相同需求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盈利。在产品的使用

及处理过程中，通过减少原材料的使用，降低管理成本及相应的产品维护成本，制

造商/服务提供商均可节省他们的成本。当然，这些潜在的成本缩减会被服务费、运

输费、废弃产品处理费以及垃圾回收成本的增加所抵消。事实上，在工业化国家，

劳动力成本的居高不下是实现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最大障碍。

在产品服务系统的使用阶段，企业的利润取决于提供给用户的每单位服务成

本，因此生产商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减少所消耗的资源。另外，由于生

产商始终是产品的“所有者”，或至少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有维护责任，在经济利

益的刺激下，生产商就会想方设法延长产品的寿命。实质上，这种做法降低了生产

商的旧产品处置成本与新产品的制造成本。

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生产商会将废弃产品的组件进行

重新使用或重新制造，以便在垃圾填埋场及新产品制造过程中节约资源。此外，该

系统将会激励生产商想方设法研究出延长材料生命周期的其他方法，例如，垃圾回

收，能源回收以及堆肥等。

系统创新的潜在生态效益依赖于利益相关方所关注的以下几方面的经济利益：

 • 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大化，致力于扩大产品（及其组件）的生命周期，增强产

品（及其组件）的使用。

 • 材料生命周期的延长，力图从废弃的产品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价值。例如，不

把废弃物当成垃圾填埋，而是把它们重新加工成二次再生原材料或进行焚烧

来获取能量。

 • 资源消耗的最小化，设计旨在减少生产特定产品（或更准确的说，由某种产

品所提供的特定服务）所需原料和能源的消耗。

系统生态效益的提高还与以下因素有关：

 • 容易采用的技术（如高新技术），因为服务提供商会避免较高的初始投资。

 • 加快利用具有生态效益的新产品代替废弃过时产品的步伐。

2.1.6  产品服务系统为生产商/制造商及客户带来的利益

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介绍产品服务系统为客户和生产商/供应商带来的主要利益。

对客户来说，产品服务系统（PSS）的价值体现在

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更高的服务质量方面。产品服务系统

（PSS）的服务构成非常灵活，其新功能更能满足客户 

的需求，它把产品管理和监督的责任从客户转移到制造商(贝恩斯（Baines）等2007)。 

企业对企业（Business-to-business )客户常常把次要业务外包出去，这样它们就可

以集中精力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迈耶（Meier）等2010）。同时这样也减轻了个体消

费者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不再需要考虑那些与他们需求（例如，洗净衣服）不相

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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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更好地利用了产品的性能，并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客户方也相应地提

高了他们的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产品服务系统（PSS）都是以最接近客户需求

的形式实现其价值的；也可能以创新的形式实现其价值，这里提供了实际生活中几

个例子。 

产品服务系统（PSS）能为公司带来好处是由于其全新的战略定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2002），能够与客户所认知的潜在附加价值紧密相关。产品服

务组合将焦点放在了产品的实用效果上，而使客户不必再考虑设备和产品在获得、

使用、维护和处理等方面的成本及其它问题。

具体而言，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提高公司的战略定位：

 • 开发新市场，即相对于单纯提供产品而言，提供一种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并

为消费者带来附加值的新型产品组合；这种产品服务在工业化经济体中屡见

不鲜。

 • 提升灵活性，由于建立了新型的外包关系，使公司能够对不断变化的消费市

场做出更快的反应。

 • 建立长期的客户关系，使得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更为牢固，从而更好地维

护客户。

 • 提升企业形象，通过展示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公司符合负责任且公开透

明的要求。

 • 改进市场和战略定位，因为当今和未来的环境立法都有许多要求和限制。例

如：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资源税、环保绩效等。

2.1.7  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限制和局限性

并非所有的产品服务系统（PSS）都具有生态效益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并非所有的产品服务系统都能产生环境效益：产品服务系统

（PSS）若想取得较高的生态效益，就必须经过专门的设计、开发和实施。例如，

在产品使用期间，产品的借出和返还会产生运输费用（同时还消耗燃料，并排放污

染物）。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燃料成本的增加和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得产品服

务系统不具备长期可行性。

此外，即使经过良好的设计，产品服务系统的一些变化仍可能会产生负面影

响，这通常被称为反弹效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套复杂且相互关联的体系，

很难对这个体系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因此，有些潜在的环保方案却在实际实施

时反而增加了全球环境资源的消耗。产品服务系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例如，外包服务，而不是直接拥有产品，可能导致不注重生态效益的行为。

然而，从总体上看，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可以在提高利润

的同时改善环境，实现双赢。该系统有潜力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即使不充分）来

大力促进社会和经济系统向资源节约型（更低的资源消耗）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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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具有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目标的敏感性、概

念语汇和运行工具，并且最好避免一些可有可无的研究，这些研究武断地认为无需

上述工具就可以实现环境友好的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在操作上，我们需要用一定

的标准、方法和工具对系统中生态效益方面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关系进行

定位设计。

实施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所面临的障碍

大多数产品都会涉及服务，反之亦然；而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换句话说，产品服务系统也不再是一个新概念。然而，为什么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

服务系统仍然没有得到普及呢？  

在工业化国家，基于生态效益的产品

服务系统的主要实施障碍在于用户文化价值 

观念的转变，即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并非是产品“所有权”。 

这种观念的转变说起来容易，而让消费者或中间零售商（作为客户）理解它却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王（Wong，2004）认为，一个产品服务系统的解决方案若想在消费

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对其所要实施地区的文化有敏锐的感悟能力。他指出，斯堪

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的社区已经欣然接受产品服务系统（PSS）解决方案。

企业在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为了将自己

打造成系统化创新型服务企业，企业必须转变其公司文化和组织结构，而企业在这

一转变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在这方面，在一些成熟行业中，有些公司将其视

为企业生存的机会，而有些公司将其视为进入新领域的契机。

企业要面对的另一个阻碍就是，在向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方或战略合作伙伴宣

传推广一些创新时，很难从经济和环境方面对产品服务系统所节省下来的成本进行

量化。企业面对的障碍还包括在以下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不足：

 • 服务设计的方法和工具；

 • 企业用来定位、评估和实施生态效益产品服务系统的新工具；

 • 服务管理系统；

 • 精通开发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员工；

 • 产品生命周期的成本计算方法。

此外，企业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包括：

 • 与现有内部程序和工具之间的冲突，如会计核算与报告方法；

 • 一项服务很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比有形的产品更容易被复制）；

 • 与合作伙伴以及企业间的相互依存会减少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控制，降低企

业决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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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企业还要面对的问题是外部基础设施和技术的缺乏，如产品的收集、再生产

和回收。

对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来说，生态效益产品服务系统在工业化国家传播的障碍可

总结为如下几点（山士恩（Ceschin）2010）： 

 • 对企业来说，采用产品服务系统之后，其管理要比现有的单纯的产品销

售的管理方式更加复杂。因此，企业必须对其文化和组织结构做出一些调

整，以支持企业向更加系统化的创新型服务企业转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2002）；而企业在产品销售以外扩展其服务肯定会遇到一些阻碍

（斯托顿（Stoughton）等1998；蒙特（Mont）2002）。要扩展服务就需要

一些设计和管理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方法。同时，由于需要中长期的投资，所

以扩展服务可能存在现金流动不确定的风险（蒙特（Mont）2004）。企业要

面对的另一个阻碍就是，在向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方或战略合作伙伴宣传推

广一些创新时，很难从经济和环境方面对产品服务系统所节省下来的成本进

行量化。最后，由于会给生产者的盈利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愿

意引入这类新概念，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一项产品或服务时，

在定价方面缺乏经验；二是担心引入这类概念会带来客户所担心的一些风险

（贝恩斯（Baines）等，2007）

 • 对消费者/用户来说，主要障碍在于用户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即要以

可持续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拥有产品所有权（歌德库

（Goedkoop）等，1999；曼齐尼（Manzini），维佐里（Vezzoli）和克拉克 

（Clark）2001；蒙特（Mont）200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 

以服务的获取和共享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规范相抵触 

（勃莱特（Behrendt）等，2003）；这一点在商对客（B2C）市场中表现得

尤为显著，而生态效益产品服务系统在B2B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斯坦

赫（Stahel）1997）。产品的所有权不仅为个人用户提供产品的各种功能，

它还是用户地位的象征、形象的体现，并可以满足用户的控制欲（詹姆斯

（James）和 霍普金森（Hopkinson）2002）。另一个阻碍就是对产品生命

周期成本缺乏理解（怀特（White）等，1999）这也会导致用户很难理解那

些无所有权方案的经济优势。

 • 对政府来说，在监管方面，现有法律也许并不支持基于产品服务系统的解决

方案。由于环境对公司本身并不会直接产生回报，因此公司一般不会重视环

境方面的创新（蒙特（Mont）和林赫斯特（Lindhqvist）2003）。此外，为

了使公司能够促进并推广这种创新，政府会制定一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在执

行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蒙特（Mont）和林赫斯特（Lindhqvist）2003

；山士恩（Ceschin）和维佐里（Vezzoli）2010）。

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们观察到，固有习惯的不断扩散会限制基于生态

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推广。也就是说，产品服务系统不仅仅是一个跨越式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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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通常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2。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缺乏较高生态效益

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面的知识：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应对复杂的系统研究和系统创

新的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

2.2 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服务系统

2.2.1   产品服务系统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会有发展前
景吗？

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成立了一个国际研究小组3，向世界宣传产品

服务系统创新理念，并开始探索该系统的发展潜力，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是否同样适用？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前关于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并没有涉及到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德层面，也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特殊

背景（已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规划考虑范围内）。

而这个问题也是解决下一问题的前提。

（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些背景下，产品服务系统（PSS）创

新方法对社会公平、社会凝聚力以及生态效益会有所帮助吗？

如果有帮助的话，它又具有什么特点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国际专家组对前面两个问题的回应是基于如下假设：

“作为一个商业机遇，产品服务系统（系统创新）能够促进新兴经济体和

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跳过产品的个人消费/产品所

有权阶段，转向以消费者满意为基础、资源消耗程度较低的先进的服务经

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

为了明确这一假设，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产品服务系

统创新的例子。4

 2 参见第2部分，第1节。 

 3 该研究小组（包括作者）拥有来自工业化、新兴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

员；它成立于2000年，并于2002年解散，其主要成就是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的名

义出版的“产品服务系统：产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4 本章中提及的案例出自前面提到的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的那部书和小册子以及世

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数据库，两者在各自的网站上都可免费下载：http://www.unep.fr/scp/

publications/details.asp?id=WEB/0081/PA 和 http://www.wbcsd.ch/publications-and-tools.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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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式服务——分布式太阳能和电气设备，巴西

2011年，法比奥·罗萨（Fabio Rosa）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为巴西农

村地区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各种能源服务，而不仅限于太阳能。

罗萨（Rosa）创立了一个营利性公司——农村电气化适用技术公司（STA）

和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自然能源开发和可持续性研究所（IDEAAS）。为

此，TSSFA开发了一种租用服务系统，即消费者只需支付安装费和每月10美元

的租赁费，就可以使用具有成本效益的太阳能服务套装——一种普通的家用光伏

太阳能系统。这不仅符合人们购买能源的传统支付方式，也为消费者节省了50%

的销售税。TSSFA所说的家用太阳能套装不仅包括发电所需的全部硬件设备安

装服务，还包括依靠太阳能系统发电的产品，如照明设备和电源插座。STA保留

这些有形产品的所有权，仅仅把利用这些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租赁给消费者。

以上案例说明，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与地区是适用

的。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理由如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5：首

先，如果产品服务系统（PSS）在体系层面上具有生态效益，说明上述案例所描述

的产品服务，可以为经济发展潜力小的国家提供机会，使其更容易利用较低的成本

来满足社会需求。

其次，产品服务系统（PSS）更注重产品使用的背景，原因是商家并不仅仅是

在销售产品：他们还要与终端用户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在新兴经

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与地区增加服务会吸引更多的当地有能力的利益相关方，从而促

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再次，既然产品服务系统是属于劳动和关系密集型的，它的发展就会增加当地

的就业机会，也会促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

最后，由于产品服务系统的开发是建立在系统相互关系以及伙伴关系构建的基

础之上，所以在由下至上的第二次全球化进程中，产品服务系统与当地网络企业的

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下一章节将阐述上文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并详细介绍分布

式经济的发展模式。

2.2.2   分布式经济：一个具有生态效益、社会公平和凝聚力、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经济模式

我们假定产品服务系统（PSS）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在

这里，我们提出下列问题供大家探讨：

产品服务系统（PSS）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才能将社会公平、凝聚力以及生态

效益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与地区中体现出来？

 5 该假设经一系列案例研究证实，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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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答案就是将产品服务系统（PSS）和分布式经济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与产品服务系统（PSS）类似，一些专家认为分布式经济是一种有益的经济模式，

它能将社会道德和环保层面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曼西（Mance）2003；

里夫金（Rifkin）2002；约翰逊（Johansson）等2005；维佐里（Vezzoli）和曼齐

尼（Manzini）2006；克鲁（Crul）和迪尔（Diehl）2006；里夫金（Rifkin）2010）

。以研究经济学和可持续性而闻名的国际工业环境经济学院（IIIEE），将分布式经

济定义为：生产的不同单元分布在各个地区，在这些地区以一些小规模的、组织灵

活、彼此互相联系的单元为单位开展生产活动（约翰逊（Johansson）等2005）

工业化背景下以集中的方式和大规模的生产单元为特征的主流经济模式，无论

从环境保护层面还是社会道德层面，都是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罪魁祸首。这主要体现

在：

1. 由于原料和成品需要长途运输，这就需要降低单位运输成本；

2. 产地和客户所在地之间的距离越远，隐性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就越高(达尔

贝里（Dahlberg）和扬松（Jansson）等1998)；

3. 削弱了本地参与者对当地经济环境的掌握和控制能力；

4. 扭曲并破坏了文化认同感；

5. 限制了区域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约翰逊（Johansson）等2005）。

除了以上不利因素外，主流经济模式的大规模和集中式结构也使得生产商不能

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迅速地做出反应。近几十年来，“分布式”6这个词愈来愈频

繁地出现在与社会经济体系相关的地方。如：信息技术与分布式运算；能源系统和

分布式能源生产；生产和分布式制造可能性；变动过程和分布式创新，分布式创造

力及分布式知识等。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该术语用于表示一种新的分布式经济

模式。

二十年前，这些概念非常流行（如，“经典的”分布式运算）。有些概念在

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例如分布式能源生产和分布式制造等概念）。一些概念以前出

现过，一些则在近几年内出现（如：分布式创新、分布式创造及分布式智能等）。

它们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关注的人群还在不断增加。在以上这些例子中，“分布

式”的实质就是由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元素组成的网络，即这些元素既相互独

立，同时又与体系中其他元素有着紧密联系

下面，我们从经济学和社会道德角度来分析一下化石燃料的资源模式。受到本

地化、矿物的开采及运输条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化石燃料资源具有生产高度集中

和设施分布广泛的特点，而这对获取资源尤其是能源和电能十分不利。因此，有人

认为化石燃料能源本身的特点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里夫金（Rifkin）2002）。

作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使用可再生的本地资源，如太阳能、风能和氢能等毋

庸置疑是非常环保的，因为它们有效地降低了温室效应（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6 分布：将某件事物分成不同的部分并进行分配（源自Wiktionary词典，基于wiki的公开词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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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再生性，而在环境影响方面，与化石燃料相比，它们在开发、运输和分配

等一系列环节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要小很多。它们可以在小规模的经济单元中，

在独立的居民区，甚至个人家庭中安装使用。如果太阳能、风能和氢能得到充分开

发，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能源，而资源管理机制也会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由可再

生资源提供能源的分散式设施，通常称为分布式能源生产，一方面减少了对环境的

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了资源和能源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使得个人、社区和国家在保

持其独立性的同时，还要承担相互间的责任（自给充足和相互依存)。

尽管可再生能源资源对环境影响较小，是一种兼具分散性和民主性的生产体

系，但这些优势不会自动发挥出来。

无论是在工业化、新兴经济体还是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为了更好地控制并掌握

自己的命运，采用充足的、分散的、自下而上的体制将尽可能多的生产商和使用者

纳入到这些网络中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低收入地区，通常会有农村合作社与

小型信贷银行进行互利合作7。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认识到，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背景下，

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需要坚持如下原则：

主要使用当地传统的、可再生资源（即当地的可再生资源），引入分散式

系统网络用于开发、生产及使用这些资源。

据观察（沙克斯（Sachs）等2002；沙克斯（Sachs）和桑塔留斯（Santarius） 

2007），一旦当地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资源的开发、输送和销售中来，他们将更加重

视资源的可再生性。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命脉不仅依赖于这些资源短期内的可

获得性，更依赖于长期不断的资源供应。因此他们并不赞成过快地消耗资源。

该主题与那些基于合作、集体主义和协作观念的替代经济或替代企业研究的

一些观点相呼应(所谓C因子，拉佐特（Razeto）2002)。尤其是它还融合了对合

作网络和创新社区的研究（佛罗里达（Florida）2002；曼齐尼（Manzini）和耶由

（Jegou）2003），创新社区的居民都是有见识，有批判精神，有上进心的，他们自

发组建或大或小的网络，并建立了团结互助的经济社区。换句话说，它是可持续社

会的一种创新形式，即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组织形式，它提高了社会素质并

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

欧克利德斯·曼西（Euclides Mance）将这一问题放在共济经济（Solidarity 

econom）背景下进行讨论。曼西将“共济合作网络”(solidarity cooperative 

networks）（曼西（Mance）2001）称之为“在一个团结协作的背景下，一个自给

的、能够自动传播的生产与消费单元所组成的网络”。

 7 就全球层面来说，合作社是最好的组织形式，无需借助大型跨国公司的力量，便能促进各

国本地资源实现有效的获取和应用。合作社是以地域构成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将单个生产

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是参与性的非盈利机构。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规定，合作社的

组建原则如下：会员资格审批的统一标准、民主参与、资源平等分配、自治、培训、合作

社与社区服务间的配合。单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聚集使他们以更强大的实力来处理他

们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集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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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分布式经济网络的模式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 它们以本地为主。即企业或项目均是基于可持续的本地资源和本地需求，但

也可以向外部或全球范围扩展。

 • 它们都是网络结构企业或项目。比如，它们通过网络连接可以获得各种资源

和市场。

最后，为了回答本部分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这里提出以下假设，该假设的前提

是产品服务系统（PSS）能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获得应用。

产品服务系统创新（PSS）为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商业机会——它无需个人拥有对产品的所有权，直接跨越到

一个基于“满意度”和低资源消耗的先进的服务性经济，这种经济的特征

是，它是以本地资源为基础并具有网络化结构的企业和项目，是一个致力

于资源、产品和服务自主化的可持续的第二次全球化进程。

在这个框架下，LeNS项目提出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定义如下：

价值创造体系（满意体系）的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创新互动，提供一种能

够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的模式（提供一个“满意单元”），在

这种模式下，经济利益和竞争利益促使供应商不断地寻求能够同时带来环

境和社会效益的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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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3.1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定义

在理解了由产品服务系统为产品与服务开发所提供的机遇之后，我们开始讨论设计

师的角色。

让我们从（工业）设计的定义开始，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ICSID）1 将其

定义为：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建立目标、过程、服务及系

统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设计旨在发现并评估一个系统的结构、组织、功

能、表现方式和经济关系等各种属性和特征，其任务是：

 • 促进全球可持续性和环保事业（普遍伦理）；

 • 为整个人类社会、个体和集体带来利益和自由；

 • 最终用户、生产者和市场参与者（社会伦理）；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支持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伦理）；

 • 赋予产品、服务和系统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是这些产品、服务和系统的复

杂性一种表达（符号），并与其复杂性保持一致（美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过去的定义有所不同，设计不仅仅考虑产品和过程，而且在

设计范围内考虑整个系统。此外，该定义提倡这样一种理念，即考虑“整个生命周

期”的设计理念，并将环境问题纳入考量范围。

该定义与来自同一机构的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às Maldonado）在40年前

所给出的定义有所不同：工业设计，我们通常是指对工业化生产对象进行设计。

 1 自2005年以来的定义，参见http://www.ics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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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的定义包括一个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方法，主要是拓展产品之外的创

新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具有下列特征的创新：

 • 与客户特定“满意度”相关的开发、设计和交付

 • 激进式创新，不局限于技术层面，作为某一具体生产链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新型互动/合作关系

 • 能够减少环境影响（系统生态效益）并有助于公司经济利益和竞争力方面的

创新

通过上述解释，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可以被定义为：

一种基于利益相关方（直接并间接与“满意”系统相链接）的创新互动设

计，并能够共同满足特定客户需求（实现“满意单元”）的产品和服务系

统的设计。在这种设计中，设计方案提供者在经济利益和竞争利益的驱动

下，不断寻求能够带来环境与社会伦理效益的新的解决方案。

3.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法与技能

至此，将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概念纳入到设计中使设计研究人员能够在更加具

有战略意义的层面上对新技能进行定义，通过利益的战略趋同，实现系统的可持续

性，而这些方法是与满意为导向的方式一致的。“战略”在这里也指的是对社会结

构中特有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机遇和障碍的必要认识。例如，在亚洲背景下的设计

研究，必须考虑那些对社会已经产生了上千年影响的传统和价值观体系2。

总之，本书中所关注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方法和技能包括：

 • 满意——系统方法，即满足一项特定需求（满意单元）的设计和所有相关的

产品和服务

 • 一种利益相关方配置方法，即具体满意体系的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设计

 • 系统可持续方法，即此类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设计（提供模式），不断寻

求新的、具有生态效益、社会公平、当地的、具有凝聚力的解决方案

将在以下章节进一步探讨这些关键的要素。

3.2.1  具体满意度设计

以满意度为导向的方法，其首要关键点在于，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个单一

的产品上了。因此，仅对单一产品进行设计和评估是不够的，我们应对那些与满足

特定需求相关的每项产品和服务的整个过程进行考量。

为了弄清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02)，客户想得到的（满意单元）是“拥有干净的衣服”。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需

 2 参见本章第3.5节，以亚洲的具体情况为背景就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设计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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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43

要有洗衣机、清洁剂、水、电（服务中包括提供这些要素），并提供保养、维修和回

收服务。“满意”这一术语是强调将设计范围从一个单一的产品扩展到能够同时满

足特定需求和欲望的产品服务系统（及利益相关方），实际上，就是满足特定需求。

其他学者也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予以支持。例如，梅多斯（Meadows）（梅多斯

（Meadows），梅多斯（Meadows）和兰德斯（Randers）2006)，在一个公式中使

用了“满意”这一术语3 来评估增长的极限，在由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推出

的举世闻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30年更新版本中，作者描述了快速增长的全球

人口与有限的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马克斯（Marks）等人（2006）认为，在向可持续过渡的框架下衡量个人福祉

的各种指标中，更倾向于采用“满意度”这一指标。

最后，在为产品生命周期设计引入功能单元（参见引言）这一概念的同时，可

以引入一个满意度单元的概念。以汽车为例，我们将下列功能单元定义为：每公里

运送一位乘客（可能是用车）作为一个单元。如果我们考虑一辆车能够带来的满意

度，我们实际上可以识别出若干满意单元，例如：

 • 满意单元1：个人上下班的交通方式（每年）

 • 满意单元2：个人文件快递服务（每年）

满意单元的概念由此要求一种方法同时能够：

 • 广义（需要考虑更多产品、服务和利益相关方）

 • 狭义（只看一个客户的最终满意度）

根据埃伦费尔德（Ehrenfeld）(2008)，设计中获得满意的方式“更多的是考虑客户

的状态（满意）而不是拥有（满意的产品）”。

3.2.2  利益相关方互动的设计

第二项关键的任务是，引入利益相关方配置方法。如果我们想要设计利益相关方之

间互动，系统设计方法应当设计并推广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创新互动与合作

的类型，同时能够满足特定社会的需求。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再次回顾一下洗衣服务的例子，而在这

一满意体系中，创新涉及到所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

洗衣机和洗涤剂的生产商、水电供应商、用户以及负责保养和回收的机构。

为了使这种模式更形象化，我们有必要将其与传统设计师通常关注的设计问题

进行对照，传统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往往会说明产品组件的技术特征、性能和美学

特征。通过对比，我们便能够掌握那些与产品的构成材料（具有特殊效能）及其构

成方式（结合要素）无关的产品要素的配置。这样，可持续系统的设计师就必须想

象并倡导一种能满足具体社会需求的系统适当要素（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3 《增长的极限》：30年的变化（梅多斯（Meadows），梅多斯（Meadows）和兰德斯

（Randers）2006），应用了以下公式：资源和能源/年= # 每人 × (满意度/人 − 年) × 资源

和能源/每项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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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连接（合作/互动）。换句话说，满意系统组件就是使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利益

相关方之间（通过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合伙关系，或通

常所谓的互动关系）。因此，系统结构的设计要求我们弄清楚谁是最佳利益相关方 

（组件），以及什么是最合理的相互联系方式（连接）。

图3.1显示的是一个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工具，又叫利益相关方系统构成图。它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设计和可视化工具，其功能是辅助利益相关方的结构设计。

 
图3.1  利益相关方系统构成图，该图展示了一个大学校园餐厅饮食满意系

统的例子。

3.2.3  可持续利益相关方交互系统设计

必须再次强调，正如上一章所述，不是所有的系统创新都具有促进生态效益、社会

平等和团结的功能。为了避免那种认为“可实现的产品服务系统自然而然就具备可

持续发展的潜力”的直观假设，我们必须以挑剔和反思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因此，就开发新系统而言，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尺度和标准。这就要求我们

在管理和定位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非常重视研究各种案例、方法和工具，以此促进

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可持续的互动关系。

以洗衣服为例，新的利益相关方系统构成包括，洗衣服务按次付费系统（单

位满意度），洗衣机送货上门（不拥有），水电供应（不直接支付），洗涤剂供应 

（不直接支付），维护、升级以及使用周期结束后的回收。公司和客户之间这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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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互动激发了公司进行设计的兴趣，促使它们设计并提供更高效（节能、节水、

清洁）、更持久、能重复使用以及可以回收利用的新型洗衣机。

如此方式所需求的技能对于设计师来是比较生疏的，但之前我们已经提到，

这些技能与一个称为战略设计的领域相关(例如：曼齐尼（Manzini），科利纳

（Collina）和埃文斯（Evans）2004)，而这个领域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因此，可持续战略设计这个术语开始被人使用（曼齐尼（Manzini）和维佐里

（Vezzoli）2001）。由于这种考虑导致了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与战略设计

和产品生命周期设计相聚合，因此有人主张(布力扎特（Brezet）等2001；曼齐尼

（Manzini）和维佐里（Vezzoli）2001)，环境可持续设计必须使用并整合战略设计

的方法和工具（反之亦然）。

从设计角度，所有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都被纳入了考虑范围，设计师也必须用

必备技能，在参与式设计背景（例如各类企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协会和服务系

统）下推动系统的开发（包括提供产品和服务）。

就设计实践而言，凭借一系列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发出了

第一批设计方法和工具，例如，为开发可持续设计导向情景的工具；为促进各利益

相关方战略合作的工具；为了互动设计所提供的工具；为了创造高度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工具。在亚洲背景下，教育学家们一直在致力于开发和测试适合本土条件和文

化习惯的工具和框架。

本书第四章将讨论所开发的方法论以及相关工具。

3.3 系统生态效益设计标准及范例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系统创新都具有生态效益。因此，当设计一个新系统时，采取

适当的标准和指导方针并使用正确的方法和工具来进行系统创新至关重要，这样做

才能设计出可持续解决方案。在此，我们提出若干系统生态效益设计标准。

首先，根据欧盟研究项目MEPSS4的定义，这里列出六条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标

准。

1. 优化系统生命（以下的3.3.1节）

2. 降低运输和分销量（3.3.2）

3. 节约资源（3.3.3）

4. 减少浪费/增值（3.3.4）

5. 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3.3.5）

6. 减少有毒物质排放（3.3.6）

在LeNs项目框架内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5，附件中列出了各种标准。

 4 一项被命名为MEPSS的欧洲研究项目，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方法，由欧盟赞助，5FP，增长。

 5 LeNS项目还就其他工具和指导方针进行了研发和测试，特别针对当地的特质和文化价值观

进行了研究。相关方法在本卷第2部分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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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具体的满意单元而言，（如前面提到的洗衣服务），某些标准（及其

相关的指导方针）比其他标准对减少环境影响更具相关性（例如，减少资源消耗和减

少有毒物质排放比其他标准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即设计）， 

识别设计优先性（生态效益）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最有可能满足这些标准的是那

些与现有产品和服务组合最为相关的，能够实现特定满意度，并能够促进创新利益

相关方互动的产品服务组合6。以下章节将结合一些例子来阐述这些标准。

3.3.1 系统生命优化

系统生命优化是指设计一个利益相关方互动系统，以满足某一具体需求，延长产

品寿命，并提高产品利用率。

通常，一个产品使用寿命越长，对环境影响就越小。图3.2 所示是一个拥有更

长使用寿命的产品（系统）所具有的生态优势一个使用寿命短的产品不仅会过早产

生垃圾（而其他产品还可以正常使用）而且由于需要对其进行替换，会对环境带来

进一步影响（参见图3.2）。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分销，不仅包括旧产品所有的功

能，而且会增加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图3.2所示的是对两个具有相同功能但

具有不同生命周期的产品进行的比较，并具体显示了在哪一个阶段能够避免环境影

响。换言之，与寿命较短的产品相比，寿命较长的产品能减少很多由于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和处理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图3.2上半部分所示）

图3.2 所示是一个拥有更长使用寿命的产品（系统）所具有的生态优势

 6 参见第1部分第四章的第4.3.1节SDO工具

04_Chapter 03.indd   46 05/03/15   9:24 PM



3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47

在使用阶段，延长产品寿命并不一定能从总体上减少环境影响；相反，如果新

产品更具环境效益，延长产品寿命可能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使

用阶段，对于环境有很大影响的某些产品，拥有最佳的使用寿命才是最好的结果。

在提供相同服务时，技术的进步还能为人们提供更加环保的新产品（节能减排）。

今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分配（废品处理）阶段给环境

带来的不良影响将被新产品更优质的性能所抵消。

因此，产品的使用寿命通常会有一个上限，也就是一个临界点。从这个临界点

开始，用新产品（提供相同服务）取代旧产品会降低产品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更确

切地说，就是生产和分配新产品以及处理旧产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要低于因为新产

品性能的提高而降低的环境影响。只有那些在利用过程中消耗较少资源（能源和材

料）的产品才有必要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典型的案例，这些产品在使用和维护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资

源，例如摩托车和家电。在这些案例中，可以采用一种相关策略，即采用资源消耗

较低的新组件替换那些资源消耗较大的组件。这样，便无需研发、生产、分配和处

理整个产品，而只需关注那些能全面降低环境影响的部分（图3.2）

最后，从系统角度出发（不限于一件产品），我们必须考虑在整个产品或辅助

产品（整个系统）的使用寿命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各种交互影响，并找出方法避免产

生这些影响。

优化环境系统生命可以通过强化产品的使用功能来实现。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任何产品如果比同类产品使用强度高，在满足其性能的

条件下，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数量便会减少。这样也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下面我

们要利用一些图表来说明这个概念。

图3.3假设产品的实际使用与寿命无关，我们来设想（参见上面“使用时间”的

箭头）在A1、A2、A3时段，B1、B2、B3时段，C1、C2、C3时段，该产品分别由

安德鲁（Andrew）、伯纳德（Bernard）以及查理（Charlie）高强度使用。

现在我们来设想另外一种情形（参见下方的“使用时间”箭头），每位参与者

在相同时段（假设相同的功能）拥有并使用自己的产品。从图表可以看出，主要影

响是由额外产品在研发、生产和处理阶段带来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当产品的使用寿

命不受控于实际使用时间时才成立，例如，由于产品过时。

换句话说，产品的使用强度越大，寿命就越短，这样就不会使全球产品总量和

产品处理量增加。因此，在满足同等需求的前提下，产品正常使用的频率越高，产

品越陈旧（技术或审美方面），额外产品的数量就越会减少。事实上，通常使用强

度越大就越会缩短绝对寿命（从购买到处置），但是，另一方面，会延长产品有效

使用期（减少对过时产品的处理）。

产品寿命与其实际使用时间成反比，这就意味着较大的使用强度会有效缩短产

品使用寿命。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图表，并延长其时间轴。假设功能相同（在这

两种情形下安德鲁（Andrew），伯纳德（Bernard）和查理（Charlie）都是在同一

时段使用产品），我们一定能找到高强度使用产品的替代品（参见图3.4，我们假设

在“使用时间”线的顶部有两个替代品）。然而，在这种情形下，环境优势仅是源

于技术的进步（提高产品在研发、生产、使用和处理各阶段的效益）。

04_Chapter 03.indd   47 05/03/15   9:24 PM



4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图3.3  加大产品系统使用强度带来的生态效益（预计使用寿命与实际使用时
间无关）

因此，只有替代技术的出现才能在满足同等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影响的可能

性），不增加额外产品的数量，从而提高生态效益。

此外，我们可以适当把使用强度与生产出来但并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的数量结

合起来考虑。换句话说，额外产品数量越少，我们对某组产品的使用强度就越大。

图3.4 加大产品使用强度带来的生态效益（使用寿命取决于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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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质而言，在优化产品使用寿命方面，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使用一次性产品或一次性辅助产品

 • 使用一次性包装

 • 在技术层面，系统的某些部件过时

 • 系统的某些部件较之其它部件更易磨损。

优化系统生命的产品服务系统范例

EGO，Ecologico Guardaroba Organizzato(组织生态服装)

EGO是一家意大利公司，在布雷西亚和米兰有两家连锁店。该公司建立了一个

为少数女性提供共享服装的系统。

用户在注册后可以（从样本册中）选择14套衣服（这些衣服将被放置在“

共享衣柜”中。目前，衣柜里有120款衣物，被分成八种风格）。用户每周可以

去一次连锁店，挑选并带走7件衣服，同时必须归还前一周拿走的衣服。会员要

支付年费170欧元，然后每月再支付130欧元用于清洗和维护衣物。EGO公司不

仅提供服务而且进行服装设计和生产（由外国公司进行生产）。

这种服装共享系统带来的主要生态效益就是提高了衣服的使用率，这意味着

在一个既定的有服装需求的范围内，对新服装生产的需求减少了（通过加大产品

使用强度来优化系统生命周期）；另外，因为制造商或提供者是服装的所有者，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当然愿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以达到减少产品维护和

处理成本及新产品制造成本的目的。这种优化系统生命的结果是减少衣服在生

产、运输和处理过程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另外，该公司使用高效节能的洗

衣机洗衣服（EGO的这种举措减少了每次洗涤的费用，也减少了能耗和洗涤剂

的用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与传统方式相比，EGO系统洗衣次数很

多，因为衣服穿过一次后就必须清洗一次，而传统情况是——用户穿的是属于自

己的衣服，自己负责清洗工作，洗衣次数相对较少。

3.3.2  减少运输或分配量

减少运输或分配量是指利益相关方互动系统的设计会减少运输量和包装量。例如我

们可以通过创造合伙关系使这类创新成为可能：远程活动（使用、维护、修理），

使用当地资源（信息/数据传递），现场组装/生产（信息/数据传递），以及产品维修

保养的远程控制。

就性质而言，现存系统存在下列与运输和分配相关的一些问题：

 • 过多的货物运输

 • 过多的半成品或副产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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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运输量/分配量的产品可持续系统的例子

Lampi di Stampa——按需出书

在意大利，通过采用一种堪比平版印刷术的数字化处理模式，Lampi di Stampa

公司提供一种“按需出书”的服务。这种创新意味着印刷行业可以由传统的平版

印刷向按需印刷（例如数字化）过渡。平版印刷术包括书籍制作、运输和储存等

环节。另一方面，实际上数字印刷术只需进行一项操作，即在预售期或销售当时

直接把文件里的书印刷出来，这样就省去了若干生产和物流阶段。运输量和印刷

环节的减少，以及书籍制作环节的大幅度减少都优化了生态效益。从经济学角度

看来，按需印刷可以根据订单数量印制满足市场需求量的书，避免库存费用，降

低修订成本；这就意味着作者出版书籍更容易了。读者可以低价买到书，找到珍

贵书籍或各种版本的书，而且可以根据喜好让书籍更加个性化。

3.3.3  降低资源消耗

降低资源消耗是指系统利益相关方互动设计降低了系统中所有产品和服务所用资源

的总量。

尽管不同产品对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强度不同，但是各种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都

需要使用它们。因此，我们的设计必须减少各个阶段，包括设计和管理过程中的资

源消耗。很明显，资源使用量的减少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减少材料的使用就减

少了对环境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出来的产品数量少了，而且还避免了原材

料加工、运输和处理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理，由于能源使用量和运输量的

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会相应减小。

最后，从系统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满足某种需求的整个产品类别或

辅助产品所消耗的材料。

就性质而言，在一些与资源数量相关的问题上，当前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 系统消耗大量能源

 • 系统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或消耗品

 • 产品、包装或辅助产品消耗大量材料

 • 过量的人员运输

 • 现有的运输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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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资源消耗的产品服务系统的案例

清洁布料租赁服务—MEWA Textil-管理

MEWA的综合服务项目包括向工业公司、印刷厂和维修厂提供可重复使用的棉

质百洁布。这项管理系统允许公司回收客户用脏的百洁布。服务流程包括交付、

回收、清洗、替换擦洗布料。按照与客户协商好的使用周期，公司的服务人员定

期用干净的百洁布回收客户用脏的百洁布。在交付过程中这些布料集中放置在专

门的安全容器内。在MEWA公司采用最新技术配置的洗衣间进行洗涤之后，这

些百洁布再次交付给客户使用。每件百洁布的循环使用寿命高达50次。尽管市

场上还销售更便宜的一次性擦洗布，但是不断增长的一次性旧擦洗布的处理成

本使得MEWA公司的该项服务成为备受瞩目的选择。事实上，在德国百洁布行

业，MEWA公司已经成为了市场的领导者。此外，该公司不仅提高了租赁服务

水平，而且能将用过的材料回收再造。残留在布料里的洗涤剂被再次回收利用于

清洗过程中。在整个清洗和甩干过程中水和能源都被反复利用，而污水中的油则

被回收用于MEWA工厂的能源生产。污水经MEWA工厂处理后已经足够清洁，

达到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接收标准。

3.3.4  减少废弃物/废物利用

减少废弃物/废物利用要求系统的利益相关方开展互动，增加资源回收利用的总量并

减少资源浪费。

这里的“回收”是指二级原材料被用来生产新的工业产品或堆肥。另外，垃圾

可以重新进入生产环节，循环使用，创造价值。例如，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将垃圾

价值评估纳入考虑范围。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收获双重生态效益（见图3.5）。首先，我们不

在垃圾填埋场进行垃圾处理以避免对环境造成影响。其次，将回收的资源或能源用

于生产，以减少提取和处理自然资源中的材料和能源，避免产生环境影响。这些措

施在实施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可以被认为是间接的生态效益。

最后，就系统整体而言，我们必须站在宏观的角度，全面考虑如何避免为满足

某一需求而制造的所有产品和辅助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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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延长系统需求下的所有产品和辅助产品的使用寿命，就是延长生态效益

对材料的可回收性进行必要说明：我们经常会听到某种材料是百分之百可回收

的说法，而这些说法通常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所有的材料

都是可以回收的。这是由它们本身具有的特性决定的，也就是说，这是由材料本身

具有的可回收性能和相对回收成本决定的：例如，在循环利用中，与塑料相比，金

属可以更好地恢复其性能。

然而，这种可回收性也与材料制作成产品的方式有关。如果此种材料可以较容

易地被分离出来，则其可回收性较强：其容易回收的程度与产品的构造有关。有的

材料可恢复性较强，但是不易与其他材料分离，那么它们就不能叫作可回收材料。

同样，可回收性与回收的各个阶段都有关，从收集和运输开始。如果某种材料

回收后能继续发挥其性能，也容易与其他材料分离，但是回收和运输到回收地点的

成本过高，那么它也不属于可回收材料。

就性质而言，在减少废弃物和增加材料使用价值方面，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

题：

 • 系统的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时会产生大量的填埋场垃圾

 • 产品包装和配套产品会产生大量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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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垃圾和利用废弃物的产品服务系统案例

一揽子协议（Pay Per Page Green）——日本理光（Ricoh）

理光（Ricoh）提出了一个一揽子协议（Pay per Page Green)，包括安装、维护

并收集报废的打印机和复印机（顾客无所有权）；顾客按照页数支付打印和复印

费。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这种新型互动关系激发了公司提供或设计持久、可回收利

用的复印机的兴趣，期待以此获得经济利益。

所有元件先经过检测，有用的元件可重新被加工利用或直接用来制造新的复印

机，对破损的元件直接进行回收。Ricoh旗下的产品，其元件具有兼容性，可适

用于不同型号的产品，这些做法促进了整个再利用或再生产过程。

3.3.5  生态保护/生物相容性

系统利益相关方互动设计遵循了生态保护和生物相容性的原则，加大了资源保护力

度或增强了资源的可再生性。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资源可再生性”这个概念。众所周知，木材是一种可再生

资源，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地区获得同类木材。假设其中一个地区对木材进行了合

理规划并控制开采量，另一个地区未进行合理规划，结果导致了乱采乱伐。那么对

于同一种材料来说，前者可以被看做是可再生的，后者却不是。总之，可再生能力

与再生长速度和采伐频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只有当消耗的速度小于自然生长速度时，这种资源是可再生的

最后，从系统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从宏观的、相互联系层面，考虑所有能够满

足某种需求的材料、产品或配套产品的可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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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质而言，在生态保护和生物相容性的问题上，当前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 所有的能源生产都是在不断地消耗资源（例如，化石燃料）

 • 该系统利用正在枯竭的或不可再生的材料来生产产品、配套产品、包装和基

础设施。

生态保护或生物相容性的产品服务系统案例

Qurrent，荷兰

Qurrent的宗旨是打造一个能源平衡的社会。由此，Qurrent促进了公平、清洁的当

地能源消费。其目的在于改变消费者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觉得

需要建立独立、开放的分散性能源社区。Qurrent为人们提供了自我选择的机会，

他们可以自己生产能源，并消耗更少的能源。因此，消费者变得更加独立自主。

改变消费者行为从知晓他们的实际能源消费和理解家庭平均能源消费标准开

始。“Mijn Energie”提供了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的消费标准。Qbox还对太

阳能电池板的效能进行了登记。这些数据都通过Qbox进行收集。

为了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消耗量，Qurrent还向他们提供太阳能电池板、保温

材料和节能产品，如LED灯。Qurrent公司大力提倡独立自主，而Qbox安装起来

非常方便，各能源公司均使用Qbox。

Qbox的优点：

 • 可节省高达10%的能源费用。

 • 自己安装，非常方便

 • 与你的能源供应商的系统兼容

 • 深刻理解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效能

 • 与其它家庭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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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减少有毒物排放

减少毒气毒物排放涉及系统利益相关方互动设计，这种设计减少或避免资源利用或

排放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和有害物质总量。

依据上述标准，重要的是，一条真正有效的途径一定是与某一满意系统中的所有产

品以及配套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并行过程相关。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将各种材料

加工和处理（具有同等效力的材料，有些可能会排放毒物或毒气，有些则不会）技术，

与对环境污染最少的分配系统，以及低能耗的产品设计等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考量。

最后，我们必须要以处理过程中的最少排放量（和添加剂）为原则来选择材料。

为了说明材料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除了有毒材料（如，必须避免的

石棉）之外，环境影响取决于：

 • 材料的具体特征

 • 产品的具体特征

我们来看一个复合材料的例子，例如，这是一个填装着纤维的聚合物尽管它是制造

一次性餐盘的材料，但是对环境却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在处理阶段该材料会引发很

多问题，而且它属于资源密集型生产。

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复合材料来替代那些可能会消耗运输燃料、对环境

产生更大影响的材料，那么它就是环保产品。而且，与其他材料相比，这种材料很

可能比较轻，这样就减轻了整个产品的重量，相应地，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燃料消

耗。因此，这种复合材料对环境是有益的或至少是比其他材料要有益。

从这个原因来看，单纯地以不同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级是不合理的。

最后，从系统角度出发，我们必须站在宏观的角度，全面考虑为满足某种需求

而产生的所有材料、过程以及所有产品或配套产品的毒性。

就性质而言，在关于有毒或有害资源的问题上，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加工过的原料可能有毒，或可能会导致工人中毒

 • 加工过的原料有毒，或分配过程中可能产生毒性

 • 加工过的原料有毒，或可能导致使用者中毒

 • 产品、配套产品、包装或基础设施有毒或可能在售后服务过程中产生毒性

减少有毒物质的产品服务系统案例

化学品分销：陶氏化学

这个“安全容器系统”是一个闭环输送系统，运用专业的垃圾管理和处理技术供

应新鲜的氯化溶剂——三氯乙烯、全氯乙烯、二氯甲烷，同时收集使用过的溶

剂。该“安全容器系统”采用双层容器进行保护，避免溶剂和废弃物在运输、搬

运、储藏和使用过程中因容器受损而泄露。这种容器就像是放在钢制容器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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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装置，配备有特殊的防泄漏机制，防止其在使用期间溢出、泄漏或挥发排放。

这种容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装新鲜溶剂的“安全容器”，专门用来装运相同

产品和同等级的原始溶剂，以确保产品质量上乘；另一种是用来装从清洁器中回

收的的被消费者使用过的溶剂，以防止出现与前者意外混合使用的现象。陶氏

（Dow）将大量的原始溶剂运送到通常设在经销商处的补给站，将其放在储罐

中或容器中。分销商将装有新鲜溶剂的容器和装有二手溶剂的容器同时送到客户

手中。客户通过特殊的连接方式把容器连接到清洁设备上（去油机或干洗机）。

顾客将二手溶剂抽泵入指定容器里，容器装满以后由分销商回收。从容器中抽取

废弃物，将其回收并送到回收站进行专业化处理。例如，二手溶剂的循环利用和

蒸馏污泥的处理。回收的材料基本可以恢复其原有的性能，并重新返回市场上

销售，其价格低于原始溶剂。陶氏德国的子公司SafeChem在欧洲使用“安全容

器”产品来管理氯化溶剂的运送、收集和循环再利用的业务。除了采用“安全容

器”系统外，SafeChem还为员工提供了学习培训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如何更有

效地使用氯化溶剂，并学习正确的搬运和回收溶剂的方法。SafeChem对“安全

容器”系统的管理才是系统创新的关键。引进“安全容器”系统可以满足顾客需

要，实际上也消除了对环境的污染。在德国，由于环境立法和氯化溶剂使用量下

降等原因，陶氏化学德国子公司（Dow Chemicals Germany）与一家回收公司

RCN，组建了一家新的合资公司，SafeChem公司。这个“安全容器”系统就是

针对SafeChem公司设计的，帮助该公司在清洗金属表面的过程中安全地使用氯

化溶剂，既能充分利用溶剂，又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采用这个系统，用户可

以更安全有效地使用氯化溶剂，减少浪费。

3.4 社会平等和凝聚力设计标准与实例

如前所述7，产品服务系统（PSS）将生态效益与社会公平和团结相结合。然而，并

不是所有的系统创新都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也并非都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学习案

例、标准、指导方针、方法和工具，并将它们运用到符合社会伦理标准的可持续设

计当中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此，我们针对设计师制定了一系列标准，以确保产品设计在社会伦理道德方

面具有可持续性8：

1. 改善就业/工作环境（参见以下的3.4.1部分）

2. 改善与利益相关方有关的公平公正问题(3.4.2)

3. 实现负责任/可持续性消费（3.4.3）

4. 更重视或兼顾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利益（3.4.4）

5. 加强社会凝聚力（3.4.5）

6. 激发地方经济活力（3.4.6)

 7 参看第1部分第2章

 8 参见SDO工具包 (www.sdo-lens.polim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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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项标准我们都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可参见附录）。

就某个特定满意系统而言，一些标准（和与之相关的指导方针）比另一些标准

更具相关性。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例如，设计），我们有必要通过识别每个系统

类型的每项设计标准的相关度或匹配度，也就是找到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利益相关方

的互动方式，来制定更利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设计方案。9

下面的章节将通过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些标准10。

3.4.1  改善雇佣/工作条件

雇佣/工作条件是指系统的设计要体现改善工作条件的意愿（不仅是企业内部的还

包括供应商的工作条件）。例如，工作保障、职工健康与安全、安排合理的工作时

间、支付合理的薪水、员工的动机与参与度等。

设计师在下述情形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公司的目标和要求决定了雇用和工作

条件。但是，设计师必须意识到所有相关问题，并积极参与改进工作。例如，通过

各种沟通方式，建立公平的雇用关系，并改善工作条件。

就性质而言，在雇用和工作环境方面，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强迫劳动和雇用童工现象

 • 关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问题

 • 关于工作场所歧视问题

 • 关于超负荷工作或工资不足问题

 • 关于自由联盟和集体协商的问题

改善雇佣/工作条件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范例

可持续发展责任SA8000认证

“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建立了

世界闻名的社会标准——体面工作SA8000标准，这是一项执

行国际劳工标准的工具，该工具已经帮助超过一百万工人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SA8000要求雇主考虑每项工作的重要性，

并承认供应链中所涉及每个人的同等地位，无论是工人、零

售商还是消费者。SA8000标准充分利用企业和消费者的力

量，购买的产品均产自能够改善人们生活的工作场所。

给工人、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带来的利益：

 • 增加了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机会

 • 帮助工人了解他们应享有的主要劳动权利

 9 参见第1部分第4章的第4.3.1节SDO工具

10 从欧洲研究项目新兴用户对可持续方案的需求（EMUDE）所收集的相关案例中，我们获得

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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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直接处理劳动者权利问题的机会

 • 提高公众意识的一种方式，告知公众该公司致力于建立人性化工作环境

给商家带来的利益包括：

 • 提高公司及其品牌的声誉

 • 改善企业员工招聘工作，确保留住人才，提高劳动生产力

 • 支持更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和绩效模式

给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的好处包括：

 • 确保顾客购买的是经过认证的产品

 • 证明产品的制造和公司的经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覆盖了广泛的产品种类和产地

3.4.2  改善与利益相关方有关的公平、公正问题

与利益相关方有关的公平、公正问题是指设计要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公平和

公正的关系；（企业外部）同样要在合作伙伴、上游行业及下游行业之间和社区内

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关系。具体包括促进建立合作伙伴之间公平、公正的关系；与供

应商、分包商和下一级供应商之间形成平等、公平的关系；与客户/最终用户之间形

成平等和公平的关系；在相关社区之间建立平等和公平关系；与地方机构/经销商之

间建立平等和公平的关系。

从利益相关方之间平等和公平关系的角度来看，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利益相关方对供应系统有不满

 • 客户或最终消费者对供应系统有不满

 • 合作伙伴之间不公平的关系

 • 供应商、分包商和下一级供应商之间不公平的关系

促进建立利益相关方之间公平、公正关系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范例

CTM，一家促进公平贸易的Altromercato联盟

Altromercato联盟建于1988年，是一家位于米兰的全球第二大公平交易促进机

构。该联盟由118家非盈利合作协会组成，负责管理意大利的300家全球连锁商铺

（Botteghe Altromercato）。Botteghe Altromercato是提供产品公平交易的场所，

该场所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教育服务。公平贸易是基于向制造商支付“公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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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并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组建的制造商联盟与CTM Altromercato采购中心之间形

成平等关系的基础上。Altromercato联盟是一家在世界公平贸易组织（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注册的机构。目前，该机构与全球50个国家的170家机构开

展协作，包括当地工匠和农场主等。该项目致力于保护制造商的权利并促进与新

兴国家的贸易。Altromercato联盟确保产品根据其实际生产成本和工资进行定价，

促进商业活动中的持续合作，促进有机产品的生产，同时促进那些致力于环境保

护和社会进步的项目的展开。Altromercato联盟的产品包括那些在超市、当地商

店、酒吧、药草商等其它商店中常见的手工艺品、服装、食品、化妆品等。2010

年，Altromercat联盟推出了一个新品牌Solidale Italiano Altromercato，致力于促

进意大利国内的公平交易。Altromercato很快将推出在线商店。

3.4.3  实现负责任的可持续性消费

负责任的可持续性消费是指我们的设计要强化客户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或使最终消费

者的选择和言行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例如，使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实现可持续发

展，为客户或最终用户提供关于负责任/可持续行为的信息或学习经验，将客户或最

终用户纳入设计和决策过程、生产和分配过程，为客户定制可持续的产品服务系统。

在负责任的可持续性消费方面，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客户/最终用户无法清楚地识别整个价值生产链附带而来的社会（非）可持续性

 • 客户/最终用户无法理解供应系统中的负责任/可持续行为

负责任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范例

Tattle集团的自建太阳能电池板课程

Tattle集团在意大利开设制作太阳能电池板的课程。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可以

设计自己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并且可以要求Tattle订购所需材料。为了降低运

费，Tattle集团要求供货商——澳大利亚AEE合作仓库——在订单累计达到一定

数量时再将物品一次性运送到有同样需求的一批用户手中。学生在课堂上，可以

获得一本由同一家AEE合作机构编辑的包含有设备设计软件等内容的手册。这些

机构旨在使太阳能技术被更多人掌握，同时将设备成本降低了50%以上，平均价

格在2，600欧元。与此同时，培养自给自足的用户，使他们在设计、建造和维

护过程中节省成本，并传播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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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重视/兼顾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利益

当谈到重视/兼顾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利益问题时，我们指的是系统设计要更重视和兼

顾这些人的利益，例如，小孩、老人、伤残人士、失业者、文盲或其他的少数民族

或被社会边缘化群体。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生活条件，帮助引进

国外人士，开拓向所有社会阶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途径，开发共享系统或产品和服

务交换系统以扩大受益群体范围，并开发更便于（公司）取得信用的系统。

在弱势和边缘群体方面，当前系统存在下述问题：

 • 供应系统设置了障碍或限制条件，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例如，孩子、老人、

伤残人士等）

 • 提供系统不对低收入者开放

 • 提供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边缘化现象

重视/兼顾弱势和边缘群体利益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范例

向55岁以上老人提供合住房——Aquarius，艾恩德霍芬

（Eindhoven）住房社团

Aquarius是荷兰一个由年龄在45岁左右的人群组成的社团，他们比邻而居，力所

能及地帮助其他人。这个街区总共有30幢带有花园的两层楼，一间宽敞的带有公

用厨房的公共休息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Aquarius社团除了行使基本职责之

外，还负责寻找潜在使用者来进行第一轮筛选。优先考虑那些年龄在55到65岁之

间的、积极活跃且有自理能力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可促进邻里之间的社会

交往；为居住者提供一种安全感，使他们自己和家庭受益；同时，减轻了公共部

门原已很沉重的照顾负担。

EMUDE图片—可持续解决方案_ECFP6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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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加强社会凝聚力

加强社会凝聚力，在这里是指我们的设计要使系统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团结：有助于

邻里之间、隔代人之间、两性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团结互助。具体举措是，推动

建立邻里间物品和维修共享系统、合住房系统、合伙办公系统。

就社会凝聚力而言，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 提供系统造成了同性之间、同一种文化内或者同代人之间的边缘化趋势。

 • 系统容易滋生歧视现象，例如，宗教、文化和性别。

加强社会凝聚力产品服务系统的范例

领取养老金者与学生共享公寓——自我管理与合作服务协会

（Associazione Auser Como），意大利，科摩（Como）

该项目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住房价格适中且位于大学附近），同时也满足了退

休老人在陪伴、安全、协助家务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这个方案有助于隔代人之

间进行交流。该项目以低廉的价格向居住在意大利科摩的退休人员以及外地的学

生提供住房。“Abitare insieme”方案为促进社区团结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这

也是一个很经济的合住方案。该项目也成为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交流的纽带。

3.4.6  改善当地资源

改善当地资源是指我们的设计要推动建立能够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系统。具体内容

包括：尊重并加强地方文化特色，开发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系统，开发并改善那些

几近失传的当地手工艺，利用当地可再生资源系统，促进当地和基于网络的企业和

项目的发展。

就地方资源而言，当前系统存在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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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参照系统导致当地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感的丧失。

 • 当前系统为所有的地域和文化只提供一种解决方法，缺乏灵活性。

 • 当前系统对当地社区的福利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 当前系统使地方经济丧失了活力。

 • 当前系统一直在消耗当地的不可再生资源。

激发当地经济活力/改善当地资源的产品服务系统范例

有机食品送货上门服务：当地食品链货车组（Van Group）

当地食品货车链（Local Food Van Link）与其他的组织联合起来，通过在当地

社区分销农产品的方式，帮助苏格兰斯开岛(Skye，Scotland)增加食品产量。

斯开岛和洛哈尔什食品链（Skye and Lochalsh Food Link）是一个由当地生产

商、酒店业、零售商和消费者共同自发组建的社团，致力于推动当地生产的新鲜

食品的销售。共享货车链接成一个网络并且将当地的产品输送到该岛屿的每个角

落。该组织成立于2000年4月，最初由当地的一些生产商组成。这些生产商决定

改变过去自产自销的模式，于是使用一辆货车，每星期两次按规定的路线，从制

造商那里接收订单，并把它们的产品送到顾客手中。这个举措不仅可以减少汽油

的消耗，同时可以确保把当地的产品输送到全岛各个角落，以便打造更可持续的

社区。另外，这个举措通过分销确保了当地食品生产商的未来业务的发展，促进

了当地社区经济和环境的改善，同时通过种植当地的新鲜食物，促进了社区居

民的健康。据说斯开岛能够生产一些无污染、无公害的高质量转基因产品。很

明显，40个农场主共用一辆货车的方案可大大缓解道路拥堵情况和空气污染程

度。促进当地小规模生产，推动在岛上建立健康的公共生活模式，避免了传统农

业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人们购买新鲜的当季食物，减少了食物冷却和冷冻对

能源的消耗。

EMUDE图片—可持续解决方案_EC FP6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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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在亚洲的应用

3.5.1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在亚洲的应用

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转变当前的发展模式。中国已经为过去30

年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前比较突出的是生态危机和社会公平问题。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当今这种过度物质化的产品设计、生产、消耗的经

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到达增长的极

限。总之，这个民族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汉语的“危机”中既包含了“威胁”

同时又存在着“机会”。

应对危机，讨论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而方向比行动还要重要。引导

我们行动的价值观是关系到人类兴衰的重要因素（谢里（Sheri）2010）。

在这个转型阶段，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设计创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关

键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适应当前中国实际的理论，用

这一理论来有效指导创新系统的设计研究，并培养下一代人的生活理念和智慧。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外部

引入的概念，它是指一种对当代西方社会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修正：

从根本上说，这种思维模式的本质是一种主客观二元论。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人

类造成了大自然的污染，那么人类就有责任重新治理和保护大自然。然而，按照中

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人与自然并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人本身是自

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哲学一贯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融为一体

的和谐整体，人类若自诩为自然的主人，必将毁灭人类自己。

在中国古代，可持续性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的核心是生态环境，而将人类和

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愿景。因此，中国传统“设计”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

敬天惜物、乐道尚和、适可而止。上天是指一种“超自然”存在；敬畏上天是指“

设计”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道”在中国

古代是指一种强大的自然法则，万物都受其支配。因此，人们只有通过领会和追

随“道”义才能拥有智慧，发现真理，最终到达一个自由王国。“和谐”强调的是

人类活动的社会属性，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根本性原则。“适可而止”代

表一种消费理念，其鼓励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这源于中国人不喜欢奢侈浪费

的传统。基于这种思想的整体性设计方法确实是有利于人类的福祉和长远发展。

中国当前的设计理论，例如，“设计事理学”11就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

将设计教学的重点从以往仅仅针对“物”的设计，转到了关注整个系统，即“事”

的思考和创新中（参见刘新2010；刘新和刘吉昆2011）。其核心思想与可持续设计

的“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可持续设计的本质应该

是“重建知识结构和产业链，以达到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的目的，并引导人类社会

走上一条健康、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广州2009；广州2006）。

11 参见第2部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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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极端个人主义”理念的局限性等，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深刻理解为什么要求我们的评价标准必须“合理”且“适度”。

换句话说，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提出的“适可而止”的观点。“危机”意识是任

何转变的先决条件。为了应付危机和实现转变，中国的设计必须从古代智慧中汲取 

灵感。

3.5.2  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设计在泰国的应用

充足经济理论（SEP）的概念最初由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于1974年提出12。这个充足经济理论（SEP）最初旨在通过向大多数民

众提供生活保障，提出一个可以避免泰国像其他国家那样由于各种不平衡而引发危

机的方案，以此来巩固泰国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方案：从日常

生活到农业，从企业到国家政策。这个理念证明了充足经济可以指导一切行为，从

动机到标准，到行为，直至系统，并可以解决动态环境下的一切问题。因此，这个

理念也应该可以被应用到设计领域。然而，相对而言，充足经济理论（SEP）在设

计领域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

在各种可持续设计方式中，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理念和充足经济理论的整体观

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某种意义上，两种途径都与保护环境有关；两者都更重视

系统的整体性发展而不只是关注单个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两者都优先考虑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明显，环境保护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但也不能忽视社会

和经济效益。

充足经济设计的独特性

充足经济（DSE）的设计方案与现有的可持续设计（DfS）方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也有自身的特点。设计师的双重身份便是特点之一。首先，充足经济设计通过评

价用户的行为，来判断当前的行为是否遵循了充足经济理论的原则。然后，一旦设

计师观察并确认了用户的需求，他们会依据充足经济原则来考虑这些需求的优先顺

序。例如，他们开始进行利益相关方互动和新系统支持组件的设计过程。换句话

讲，充足经济设计师的首要任务是评估“当前我们的用户是如何将充足经济理论运

用到他们的生活中”。设计师的另外一个角色是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探索作为公司

或服务提供者，“如何通过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产品、服务或系统来鼓励他们实现充

足的生活目标”。同时，他们会问，“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如何才能从整体上达

到资源整合的目的，并且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采用充足经济设计的

方法、工具和指导方针，设计师就可以扮演好自己的多重角色13。

12 见第二卷第四章

13 这些指导方针由来自泰国先皇技术学院建筑学院设计系（KMITL）的研究小组在 LeNS项目

实施期间开发的。该小组由项目经理Sompit Moi 福萨克勒（Fusakul）助教及其同事斯瑞迪

治（Praoranuj Ann Siridej）和普温（Pwinn Rujikietkhumjron）共同组织实施。本书第2部

的第四节详细描述了有关充足经济哲学和充足经济设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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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以“策略为导向”的充足经济理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研究充足经济设

计（DSE），探索如何使充足经济理论与设计理念相辅相成，并如何以更加可持续

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充足经济设计的方法论旨在引导设计师设计一个可

以鼓励用户选择符合充足经济理论思想的生活方式的系统。同时，设计师可以用该

方法论提供的工具和图表来实现该目标14。该方法论已经过检测，且在学术界和研究

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但在专业实践中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

目前，充足经济理论在设计中的应用遇到了一些障碍。阐释和误解是最棘手的

问题。许多人将充足经济理论看做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抽象理论，因此他们

无法理解该理念如何能应用到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中。此外，充足经济理论被误认为

是一种指导乡村生活的哲学，所以不适合用于城市生活和企业部门的设计。还有人

错误地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采用了该哲学，那么他或她必须回到最基本

的生活方式中，回到原始的行为模式。比如自己种稻谷和棉花，自己纺纱织布。这

样的误解导致人们认为充足的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相互冲突的。

事实上，充足经济理论强调的是一条中间路线，可以将之看作是指导各阶层民

众行为的最重要原则。它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得人们品行变得更加诚实，而人们在

生活中能够展现他们坚持不懈、善良友爱、慷慨大方的品格。该理论是鼓励实施者

在行动中表现得更加理智和温和，同时培养一种富有弹性的免疫力来保持一种平衡

状态，以确保应对快速而巨大的变化。这种对所有行为都有益的思维方式不仅可以

应用在设计方面，而是适用于所有地域、时代、文化、环境等。

因此，实施者在充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危机，即使遇

到了失败，他们也能找到复兴之路，最后走出一条更有生机与活力的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道路。尤其在经济波动、文化贬值、环境恶化、资源匮乏、政治动荡的大背景

下，充足经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充足经济设计是对充足经济在设计领域应用的一

个新的诠释，而且它将帮我们实现我们的福祉。

3.5.3  产品服务系统在印度的应用

印度在产品服务系统（PSS）理念上的贡献是源自历史上为反抗英帝国工业体制及

其社会经济压迫而产生的本土知识创新。知识创新运动具有多重性，主要是反对殖

民统治者给印度带来的生态和政治层面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作为非暴力

不合作运动的领导者，甘地（M.K. Gandhi）认为发展当地产业以满足最贫穷民众的

需求才是获得自由的途径。当时的社会，人们为国外或城市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而自身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种现象在甘地看来是不道德的，无法接受的。卡

迪手织粗布（Khadi）——一种以家庭种植的棉花为原料，手工纺纱，手工编织而成

的粗布——对甘地来说自然成为了斯瓦代希运动（Swadeshi）或自力更生运动的焦

点。运动的主题便是自力更生，自给充足，抵制侵入印度市场的来自工厂的棉布的

14 详细有关充足经济设计的方法论，参见第1部分。在LeNS工具数据库中可下载电子表单和

使用指南 （www.lens.polim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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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分配和消费。不仅是实践，产品服务系统的理念也成为了纺车革命（Spinning 

Wheel revolution）的核心（Brown2010）。

印度土布（khadi）运动作为一次政治变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它的实践具有

可持续性，否则难以成功。这项运动不仅是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抗议，同时也对隐藏

在工业制造背后的整个产品设计理念提出了质疑。卡迪当地体系处理社会变革的方

法不是将“设计”和产品的设计定位在实验室而是定位在社区中。这就需要通过“

合适的”或“过渡性”技术工具、方法和过程，对工业专家或工业研究者进行重新

审视和定义，正如人们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

号，尤其是对那些新加入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国家（Prasad 2010）。

卡迪运动所展现的这种内生性创新模式，不仅把知识看作是公共财产，而且是

社会广泛参与的生产活动。复兴艺术和提倡手工艺、乡镇企业合作机制、参与技术

创新、本土资源使用，所有这些都是卡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产品服务

系统理念的先导。最近，在印度宣扬甘地思想的人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可替代科技的

宣言，这个宣言可以看作是产品服务系统的衍生物15。

这个宣言提出：我们的科学、技术和产业政策的设计需要建立在公正（包括认

知公正）、多元化和可持续这三个目标上——所有这些目标也是产品服务系统的目

标（普瑞赛德（Prasad）2010）。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甘地的变革方案并

没有将商业或财富的创造排除在外。

很明显，卡迪只是本地知识系统中经久不衰的传统之一，它以“发展”为主

题，通过引进现代技术的方式来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然而，考虑到我们当前所面

临的复杂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人类的生存正是要

从这些“过时的”知识体系中汲取思想并看到希望。因此，西方孕育出的产品服务

系统可以通过与“被其打败的”的亚洲进行知识和思想的相互交流来重新看待设

计。以下内容包含在卡迪概念产品服务系统理念的各个方面，而卡迪概念在今天仍

对设计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模式

甘地大力推崇卡迪手织粗布，并不是为了与英国工业展开竞争，而是提倡一种更接

近农业的生产模式，这是产品服务系统理念的最初表现形式。卡迪与乡村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而乡村不仅种植棉花，还为穷人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使他们有能力为

国效力，这一点在甘地看来是实现印度强盛并从英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经济自由的最

重要途径。我们不应该忘记印度早期是英国的销售市场和贸易伙伴，而英国是第一

个走向工业化的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初期的产品——纺织品——市场便成为卡迪

可持续生产模式必须要争取争夺的市场。卡迪以满足村民需求为目标一举取得了成

功，甘地要把农业和乡村作为印度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他将纺丝列入生计劳动（Bread Labour）的范畴的想法与此观念一脉相承。“

体力劳动”虽与农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可当时社会的人们往往不愿从事此类劳

15 参见http://kicsforum.net/kics/kicsmatters/Knowledge-swaraj-an-Indian-S&T-manifest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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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更倾向于其他类型的劳动，他们心中永远都会有更理想的劳作方式。他坦诚

自己对于生计劳动的了解是源于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而托

尔斯泰本人又受益于农民作家邦德瑞福（T.M.Bondaref））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拉

斯金（John Ruskin）。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英国——印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

揭露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如何通过工业资本主义缓慢但又无情地消灭传统农业的过程 

（甘地（Gandhi）1960a）。传统劳动和手工业绝不会因现代教育而终结。现代专

业化的行业分工也同样，不可能出现脑力劳动完全取代体力劳动的情况。体力劳动

的存在仍有其必然性，对于构建一种服务于他人的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

时它确实有助于我们摒弃纯粹自私的生计关注。而在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上述

那些前瞻性的、反直觉的现代观点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甘地希望以非暴力的

方式，使这个国家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政治自由。

正是对服务的重视将卡迪变成一种更接近农业可持续理念的模式。早在1932

年，在英国人的监狱里，甘地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当前印度的广大同胞最需要哪种服务？这种既可以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

又比较容易实施，还能满足许多半饥饿农民的生存需求的服务是什么？

他给了自己和世界一个答案就是卡迪，或者“纺车普及化”（1932：37）（重点强

调）。

按照当代的说法，产品服务系统并不认为只有制造业和产品生产才是经济的原

动力。对服务的重视正是它区别于主流产业设计理念的地方。甘地对生计劳动的重

视只是预言了欧洲人终会意识到要从过去的农业生产模式中发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托管的经营理念

有趣的是，甘地关于可持续性的思考同样也为自由印度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留下

了空间。甘地认为，富人不是真正地拥有自己的财富而只是财富的托管者，这意味

着富人必须为了社会的福利经营业务并获取利润。这样，甘地就将资本和资本家放

在了他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的中心位置（1960b）。很明显，托管概念的背后最根

本的观点便是平等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慈善或博爱精神。因此，这个观念

面临的挑战或实施困难便是由此引起的根本性社会变革。

不平等和等级差异不仅仅是源于富人和穷人所占物质财富的差异，而且还源

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便是富人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依靠他人的服务为生。因

此，放弃财富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要他们放弃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

于是甘地劝告富人应该自主地转变思维观念，接受生产的义务，例如，生计劳动。

他说，即使是一位百万富翁也不能完全不劳动，因为他们需要靠运动来消化食物。

那么，为什么富人就不能在一天中的某段时间和大多数民众一样参与劳动，这样不

就能消除社会中最基本的潜在的不平等性吗？

劳资矛盾无处不在，穷人总是嫉妒富人。如果所有人都自食其力，那么等

级差别就会消失；富人群体仍在，但是他们会把自己看作是财产的托管者

而且将财产主要用在公共福利上（19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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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托管模式是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先驱。当前，在管理领

域，CSR强调重组社会和企业结构，以使个人在充分享受权利的同时，为公众谋福

利。在印度独立后，这种模式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是以不合理的自我牺牲原则为

基础的，结果遭到了人们的摒弃。而今，在经济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以及失去价值的

背景下，托管模式再次出现，成为企业的使命，被用来应对挑战。简单来说，托管

模式要求人们改变对富人和拥有财富的认识（观念）。它并不否认财富和金钱在建

立可持续机制中扮演的较色，而是强调，在满足个人需求之后，人们应当将剩余的

财富或收益用于造福大众。不管是资本家还是穷苦农民都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留有足

够的食物和棉花，然后将剩余的食物和棉花出售给别人。很明显，如果没有这样的

前提，卡迪运动不会深入到广大的农民生活之中，成为一个群众性运动。

在历史上，甚至是像企业社会责任（CSR）这样的托管模式并不意味着要通过

福利和慈善来重新分配物品，而是要通过提高经济价值的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的行

业和企业的结构，来提高社会意识。最近，由许多发达经济体签署的公平贸易协定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托管模式的作用在2000年《全球契约》16中表现得很

明显。这个契约是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倡议下提出的。它提

议：衡量企业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利润的多少，而且要将非金融因素考虑进来——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管理和衡量发展时多了一个新的衡量尺度。正如，甘地之

前提出的一个类似的观点——“真正的经济学是支持社会公平的，它会为所有的人

带来利益，包括最弱势群体，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如果将公平分配财富看作是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尺度，而不是遵循现行的鼓

励扩大收入差距的尺度，那么托管模式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私营部门的企业价

值中，这时财富的分配就不仅仅具有慈善的特性而且具有可持续的特征。在保障

了人类的基本尊严后，企业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与社会无关，只是充当生产和分

配的参与方。甚至创新也应当被看作是以用户为主导的社会化进程（希佩尔（von 

Hippel）2005）

为了调和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社会意识或责任之间众所周知的矛盾，托管

的经营理念已经完全从过去的产品获取转向今天的提供服务——这便是产品服务系

统理念的基本原则。固有的托管经营理念是应对21世纪许多挑战的产品服务体系

（PSS）解决方案（拉纳（Rana）2010）：

1. 仅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消费，并且不忽视其他人的需求

2. 将自己看做是自然资源的保管人，确保从自然中获取的一切可以得到很好的

保护，为后代谋福利

3. 公平分配产品和服务，以确保产业和社会工作者的权益受到全面保护

4. 通过使民众满意并为他们提供福祉来获得人类尊严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

采取资本积累的方式

16 www.unglobalcomp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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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纳刷摩（Varnashrama）的印度教理论

最后，甘地对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干预主要是为了阐明印度教中的瓦尔纳刷摩概念背

后的理论原则，进而提醒人们经济背后的社会属性（Granovetter 1985）。他强烈反

对种姓制度带来的“赘生物”，比如，基于脑力和体力劳动所划分的贱民身份。在

甘地看来，瓦尔纳刷摩作为一种模式，坚持了生态、道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甘地2009）。

当今的社会学家和环境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不再将其看作

是对家庭工作传统的恪守和对他人行为或思想的禁忌，而是看作是一种自我克制的

体系，它剥夺了人对自然资源和人类资源的使用权，有利于保护地方生态系统。例

如，马德哈夫贾·加吉尔（Madhav Gadgil）记录了不同群体中间存在的“节俭的”

生态系统。一个注重生态保护的社会实行限制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

的实施放弃了一些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来，却大幅度增加了未来可以开发利用的

资源量（1985a：190）。

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在不剥夺他人生计的前提下，将服务当地社区并将邻居放

在优先位置，这就是斯瓦代希（Swadeshi）或充足原则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成为

了卡迪运动的主导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曾为穷人提供过保护，但如今穷人们却失去

了这种保护。那些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群已经接替城市未受过教育的人群从事体力

劳动和服务，如洗衣服、管理垃圾、捡拾垃圾、理发、个人装扮等服务工作。这种

职业多样化分工的结果是导致大量的未受过教育的人无事可做。甚至像医生、建筑

师、木匠和艺术家等技术型、高收入的传统工作职位也被那些接受过英式教育的上

等阶层占据着。早期禁止上等阶层从事这些工作的理由是这些工作与体力和物质基

础密切相关，如今，上等阶层成为了当代印度社会服务行业的精英。

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者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输了两次。早些时候，正如

里区（Leach）在《在系统层面》一书中指出，种姓制度蕴含的社会逻辑颠倒了西方

历史上盛行的等级划分制（里区（Leach）1960）。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以一个由财 

富地位和权势构成的金字塔为基础的，金字塔的最上层是少数贵族（只有极少数

人），而印度与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国家的瓦尔纳制度允许最底层民众垄断

服务行业，以至于在公共生活中，其他人不能再将这些服务当作谋生手段。乡村文

化将经济活动中的材料和技术的使用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远远低于当前消费至上

的DIY文化。

蒙特（Mont）和普莱皮斯（Plepys）坚定地反对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这里

很少使用，而对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电动工具已经是家庭车库或工棚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2004）。工业方面，设计陈旧也会导致由于这种弃用“隐藏”内

容所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甚至，许多产品在投入使用前就被丢弃在了设计实验室

里。当前这个时期摆在货架上的产品被新产品取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换句话说，产

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印度教的种姓制社会主要是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它具有高度

自主性，曾被英国管理当局定义为一个“小共和国”（巴顿·帕沃（Baden 

Powell）1957）。人们将每个家庭提供的服务汇集起来供大家分享，这样就满足了

村民的日常所需和举行仪式的需要。因此，技术和工具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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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那些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家庭成员所掌握。我们无需对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进行优

化，这是人与自然一种固有的交换，人们已经可以从中获得满足而无需所谓的人造

产品。人们用香蕉叶子包饭，在稻草席上睡觉，没有餐具和陶器，穿着未缝合的衣

服，这就是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具有浓重乡土气息，而且对资源和技术的消耗

也是极少的。

一篇著名的论文（1958年）这样写道：印度独立后，两位设计型思考者查理

（Charles）和雷·伊姆斯（Ray Eames）推动了国家设计学院（NID）在艾哈迈达

巴德（Ahmedabad）的成立。他们发现“印度圆水壶”代表了一种极简主义文化。

这种水壶是由大量不同的材料做成的，有多种多样的用途。正因为在举行宗教仪式、

烹饪和沐浴的时候，人们发现用这种水壶装运、储藏以及倒水都非常方便，所以，该

水壶被公认为具有环保、经济、实用和美观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他们认为现代印

度应该支持这些传统设计，反对那些早期从西方文化和英式教育中引进到印度社会的

设计方法，进而反对将拥有和使用物品看作是社会或精神文明进步的标志。

下面我们将分析这种引进的思维模式。通神论者莱德彼特

（C.W.Leadbeater）“发现”哲学家J·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hy）以一个

男孩的模样出现在沙滩上，并且和哥哥一块游泳。于是他给另一个通神论者安妮·

贝费特（Annie Besant）以及印度国会工作者写信说道：我收到了上天的启示来拯救

这些男孩子。

他们一直生活在地狱；要向他们展示天堂的样子……教会他们使用刀叉，

指甲刷以及牙刷，告诉他们要轻松地坐在椅子上而不是蹲在地上，要安心

地睡在床上，而不是像小狗一样蜷缩在一个角落（詹金斯2000：84）。

培训使男孩们认可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标准。在J·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hy）看来，提供这样的培训是作为救世主首先应该为世人做的事。他从

南非回到了印度，并将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那时他提出了“半裸”的口号，

没有比这个更能证明他和甘地对“自我进步”的理解是多么的大相径庭。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如果产品交换是以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面对面的方式展

开，而不是直接在市场上进行，这些东西的传播速度注定要受到影响。而这些生活

方式在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时期彻底改变了，是甘地让我们意识到了隐藏其后的原

理。今天，产品服务系统的理念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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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4.1 标准、方法和工具

在介绍和描述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之前，让我们先对目前已知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总

结。有人认为，可持续设计潜在地促进并推动了系统创新，进而使一批有利于环境

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凝聚力）的企业（项目）能够在网络平台上或在本

地同时提供产品和服务。

对利益相关方的结构进行设计是我们关注的第一要点。该设计旨在根据特定的

社会需求，在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创新型互动与合作关系。因此，设计师

必须掌握一些新的技能： 

 • 设计师必须能够根据特定的需求，同时设计出产品和服务，例如一个满意单元。

 • 设计师必须能够发现、促进并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企业家、用户、非政府

组织、机构等）形成创新互动关系（即互动/合作），即能够根据特定需求构

建令人满意的体系单元。

 • 设计师必须能够促使/促进企业家、用户、非政府组织、机构等多方参与设计

程序，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鉴于并非所有的系统创新都能够带来生态效益并有利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团结，第二

个关键点是，我们的设计过程应始终以实现可持续解决方案为目标。因此，设计师

还需要掌握以下技能：

 • 使系统设计创造生态效益的能力1。

 • 使系统设计创造社会效益的能力2。

 1 包括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 包括社会伦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5_Chapter 04.indd   71 05/03/15   9:24 PM



7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为了学会利用这些方法和工具来实现可持续的设计解决方案，我们有必要将产品、

服务或系统在开发阶段的简化方案当作基准，并在这些阶段就能够对系统概念与系

统细节进行设计，并最终完成相关的系统工程。

 

图4.1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过程的总体行动方案。该方案将所有以可持续为导向

的工具均纳入到设计过程的各个阶段中

就系统开发而言，在概念设计阶段，我们就应该对该系统中参与者之间的配置

编排，或者说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设定进行定义。很明显，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将

各种能带来可持续结果的要素，如合适的方法和工具，进行整合，将使开发过程更

加高效。这一章我们将向大家描述一系列已经开发的工具，它们可以用于开发的不

同阶段。除去各自具有的特点之外，这些工具均有助于设计师完成三个具体目标： 

1. 确定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顺序（现有系统评估）

2. 形成一个以可持续为导向的理念（创新型系统开发）

3. 审视/展示可持续性改善/恶化的状况（对现有系统与创新系统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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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致力于开发、测试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欧盟资助了许

多不同的研究项目，联合国环境署也出资为一个项目提供基金3。它们中主要采取

的系统设计方法、工具包括：可持续家庭计划（SusHouse）4、产品服务共同设

计计划（ProSecCo）5，高度定制化解决方案（HiCS）6、产品服务系统开发方案

（MEPSS）7以及可持续产品和服务共同设计网（SusProNet）8。

本章对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及其可持续系统设计所使用的工具进行了描

述。这是可持续学习网络项目（LeNS）的成果，它整合并更新了上述项目的成果和

在可持续系统设计（例如：充足经济哲学的设计）中运用到的工具。这些研究方法

和工具已经在一些LeNS项目的试点课程和一些公司的咨询项目中得到了检验。后者

包括减少废弃物排放项目（减少废物排放Less waste）：“另辟蹊径的行事方式”

是一个由ASM布雷西亚公司（ASM Brescia）委托实施的项目，该项目通过拟定情形

和制定系统概念，防止在食物和纸张生产链上产生垃圾9；一个由芬兰通力电梯公司

（KONE）委托实施的项目，则旨在制定具有生态效益的系统概念10；此外，由利乐

（Tetra Pak）（食品包装）公司委托实施的项目也与其有着相似的目标。 

强调实验在应用研究和教学（LeNS)中的基础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如此，将

来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我们的方法和工具才能够得到评估、修改和完善。

4.2   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可持续系统设计的
模块化方法

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旨在支持并引导整个系统创新过程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它不

仅适用于设计师和企业，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仅适用于设计师

 3 可持续设计 (D4S) 循序渐进的方法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2005−2009) (参见 蒂什纳

(Tischner) 和 维佐里(Vezzoli) 2009)。

 4 SusHouse：可持续家庭战略(欧盟资助， 1998−2000) (参见 维格雷特(Vergragt) 2002)。

 5 ProSecCo：产品——服务合作设计(欧盟资助， 2002−2004)。

 6 HiCS：高度定制化解决方案(欧盟资助，2001−2004) (参见曼吉尼(Manzini)，柯琳娜

（Collina）和埃文斯（Evans）2004)。

 7 MEPSS：产品服务系统开发方法论(欧盟资助，2002−2005) (参见凡·海伦（Van 

Halen），维佐理（Vezzoli）和维默尔（Wimmer）2005)。

 8 SusProNet：可持续产品——服务共同设计网络 (欧盟资助，2002−2005) (参见塔克

（Tukker）和蒂什那（Tischner） 2006)。

 9 有关项目实施方法的更多信息，参见山士恩（Ceschin）和维佐理（Vezzoli） (2007)和维

佐理（Vezzoli）和山士恩（Ceschin）(2009)。

10 参见库尔特斯（Cortesi）， 维佐理（Vezzoli）和东吉（Dongh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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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也适用于设计团队。任何情况下，设计方法都会特别关注组织内部（有不同

学科背景的个体之间）和组织外部的共同设计过程，使那些具有各种不同社会经济

背景的参与者和终端用户都参与到设计过程中。

这个方法包含多个阶段、过程和子过程，其特色是模块结构灵活。经过调

整，它可以轻松地满足设计师或公司的特殊要求，在多样化的设计背景和条件下也

可使用。该模块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 程序阶段：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我们既可以采用该模块的所有阶段，也可

以选择某些特定的阶段加以应用。 

 • 使用工具：该方法附带一系列工具（上述提到的欧洲和联合国环境署的研究

项目中都充分运用了这些工具）。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可以挑选出有用的工

具。

 • 可持续性的几个维度：该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环境、社

会伦理和经济）。我们可以选择适合的维度开展工作。

 • 与其他工具和活动的整合：该方法允许我们对那些并非为该方法专门开发的

设计工具进行整合。我们也可以根据设计项目的特殊要求对当前活动进行修

改或者增加。

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的基本结构包含四个主要阶段：

 • 战略分析

 • 发现机遇

 • 设计系统概念

 • 设计（构建）一个系统

我们也可以跨越其他阶段，增加一个新的阶段，如起草文件以报告设计方案的可持

续性特征。

 • 交流

下表显示各阶段的目标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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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各阶段的相关目标与过程。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过程

皆以粗体呈现；充足经济设计过程以粗斜体呈现。

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

阶段 目标 流程

战略分析 获取所需信息，促进可持续系统创新

观点的形成

分析项目申请人并概述干预的背景

分析参照环境

分析系统的承载结构

分析最佳可持续实践的案例

分析现存系统的可持续性，

并根据可持续性的要求确定设计

干预的优先顺序

充足需求评价

发现机遇 对所有具有发展前途的战略可能性、

单个以设计为导向的可持续设计场景

或一套可行的可持续系统设计理念进

行编目收录

产生以可持续为导向的

理念

充足机会探索

勾画以设计为导向的可持续场景

设计系统概念 确定一个或多个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

系统概念

选择创意集群和单个创意

开发系统概念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评估

充足系统设计

设计（构建）

系统细节

为了顺利实施，将最有前景的系统概

念进行细化

具体系统设计

系统实施的充足性开发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评估

充足设计评估

交流 通过报告展现可持续系统设计总体和

最主要的特征

记录可持续性交流

充足设计交流

以下章节将描述各阶段的具体流程，其中应当特别关注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过程。

4.2.1 战略分析

该方法第一部分的目标是收集和处理所有背景信息，以便生成一系列潜在的可持续

理念。这个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当前形势，找出更多关于项目申

请人的信息，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并找出影响此背景形成的动因（社会经

济、技术和文化宏观趋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引导设计过程通向有发展前景的

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处理。以下是所有过程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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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干预背景，并分析项目申请人的情况

鉴于项目申请人可能是公司、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或上述机构的组

合，这项活动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界定设计干预的范围，更准确地说是满足福利需求

（例如：拥有舒适便利的交通或干净的衣服）。在这一点上，应该对项目申请人的

特点进行仔细地调查，例如：在干预范围内的“任务”、主要的专业域、优势和

劣势、机遇和挑战。尤其当申请人是一家公司时，我们就必须对其价值链进行分

析，以便弄清楚它的结构、参与者以及可能遇到的（环境、社会道德以及经济） 

问题。

关键问题：

 • 需要满足申请人哪些需求？ 

 • 项目申请人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 他们主要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 谁是主要的参与者？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 与价值链相关的主要环境、社会伦理以及经济问题有哪些？ 

 • 客户或终端用户的价值观是什么？ 

参照环境分析

该活动的目的是分析背景，或更准确地说，是分析社会技术机制，而未来创新成果

必将融入其中。首先，要对生产和消费系统（干预范围）的结构进行分析：参与者

有哪些(公司、机构、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等）？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另外，系统

有哪些具体动态特征（技术、文化、经济和管理）？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当前和潜

在的竞争者（分析他们的特点和产品），同时也应关注客户或终端用户（分析他们

的需求）。

关键问题：

 • 生产和消费链的结构与干预范围有何联系？主要的参与者有哪些（公共部门

和私营部门），他们各自的利益又是什么？

 • 影响或潜在影响生产和消费链特点的技术、文化和规章制度方面的动因是什

么？

 • 谁是主要的竞争者？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与

项目申请人的产品（或服务）有什么不同？

 • 潜在客户和终端用户有哪些？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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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统的承载结构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确定并分析隐藏在相关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宏观趋

势。这有利于理解对背景（或社会技术机制）形成潜在影响、并最终造成干预的因

素。

关键问题：

 • 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宏观趋势是什么？这些趋势是如何影响相关

背景以及最终的设计选择的？

分析优秀的可持续发展案例（最佳范例）

此项活动的目标是具体分析一些可以刺激创意构思的优秀范例（不一定与干预域相

关）。其结果将会以文档的形式呈现，总结各优秀案例所提供的产品、与用户所开

展的互动、产品生产商或提供商，及其可持续性特征等。支持工具包括用于分析可

持续特征的SDO工具包、用于描述案例基本特征的系统图和互动表。

关键问题：

 • 产品和服务的内容是什么？用户如何与产品服务进行互动？

 • 产品和服务系统的参与者有哪些？他们的目的什么？ 

 •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分析现存系统的可持续性，并根据可持续性的要求来确定设计干预的优

先顺序。

该活动的目的是从环境、社会伦理以及经济角度来分析当前背景，以便确定设计的

优先顺序（换句话说，找到干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便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社

会伦理和经济的影响）。这项活动在设计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它引导设计朝

着最具有可持续性的目标进行。活动的结果将以文档的形式分析总结环境、社会伦

理和经济情况，并确定设计的优先顺序。这个过程的支持“工具”之一是SDO工具

包（检查清单，现有系统）。

关键问题：

 • 当前的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势如何? 

 • 可持续性不同维度间的设计优先顺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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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需求评价

此项活动的目的是对充足经济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是合理性、适度性和自身

免疫力）的当前形势进行全面的评价。合理性、适度性和自身免疫力。充足经济设

计(DSE)方法的第一个阶段：规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以帮助个人、社区和社会实现充

足生活和可持续福利发展的目标11。评估当前形势将获得大量的有用信息：该系统内

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什么；现有系统是如何运行的。能

够察觉到所有可能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的当前变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面临的最重

要任务是确定在当前形势下，（用户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方式是否符合充

足经济哲学的原则。最终结果将以文档形式阐述当前的充足水平，并阐述现有系统

在人类、地球、利益以及技术这四个维度上是否达到了平衡，不平衡意味着系统中

存在待解决的薄弱环节。这一步骤所需的工具包括任务分析、充足经济设计检查清

单（第一部分）以及充足水平评估（第二部分）。

 

表4.2   战略分析：流程、子流程、结果、工具。以下内容中，具体描述的可持续

系统设计工具用黑体字显示121314

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战
略
分
析

对项目申请人进行分

析，并对干预背景加

以界定

确定设计干预的范围 以文档形式规定干预

范围和设计概要

项目申请人分析 项目申请人分析总结

任务

主要技能

SWOT分析

价值链

（参与者、结构等）

公司初步调查表12

miniDOC

SWOT矩阵13

系统图14

D

11 更多有关充足经济哲学和充足经济的信息，参见第一部分，3.5.2节，和第二部分，第 4

节。

12 该项目创建于产品服务系统开发方案（MEPSS）研究项目期间 (http://www.mepss.nl/index

.php?p=tool&l4=W02)

13 SWOT分析的例子参见MEPSS 项目期间创建的工具包 (http://www.mepss.nl/index.

php?p=tool&l4=W05)。

14 一个与系统图类似用途的工具就是参与者网络图。详细信息，参见Morelli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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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战

略

分

析

参照环境分析 分析生产和消费系

统，确定设计干预

范围

对生产和消费系统进

行分分析总结，确定

干预范围、确定参与

者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关系、确定技术、文

化和管制动因

系统图

miniDOC

竞争者分析 竞争者分析总结：

竞争对手是谁？他们

的哪些产品最具有创

新价值？市场是如何

细分的？

竞争能力分析

波特（Porter）五力

分析模型

客户/终端用户分析 总结用户/终端用户

需求

当前和潜在需求分析

发现客户需求15

miniDOC

系统承载结构分析 总体宏观发展趋势

分析

关于（社会、经济和

技术）宏观发展趋势

的报告，及其对参照

环境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优秀实践

案例分析

确定并分析优秀案例 对上述分析进行总

结，描述了：产品

（服务）的构成、与

用户进行的互动

生产或交付产品

（服务）的参与者

可持续性特征

互动表（故事板）16

广告片

系统图

以可持续设计为导向

的(SDO)工具包17—

现有系统检查清单

分析现有系统的可持

续性，并根据可持续

要求确定设计干预的

优先顺序

从环境、社会伦理以

及经济的角度，分析

当前环境

现有系统分析总结 SDO工具包—现有系

统检查清单

确定设计优先顺序 确定可持续各个维度

的设计优先顺序

SDO工具包—现有系

统检查清单

D

15 创建于产品服务系统开发方案（MEPSS）项目期间 (http://www.mepss.nl/index.php?p=

tool&l4=W17)。

16 与互动表类似的工具是“使用案例”。详细信息，参见莫瑞丽（Morelli (2006b)）。

17 可用于产品服务系统可持续特征分析的另一个工具是“改进新服务”（Improving New 

Services，INES），这是一个在由奥地利交通、创新与技术部资助的“生态效益产品服务

系统”研究期间创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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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战

略

分

析

充足需求评价 观察用户并进行任

务分析

总结用户行为和现有

系统运行方式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

用户观察

任务分析流程图

确定现有系统内的物

质产品或非物质服

务，参与者和各种资

源的流动

现有系统内产品/服

务以及参与者（利益

相关方）列表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2

当前利益相关方互动

映射图

现有系统中利益相关

方相互关系系统图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3

（系统图）

确定与当前形势相关

的关键性变化或动因

总结与当前形势相关

的未来发展走势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4

(PESTE 分析)

评估现有情况是否

符合充足经济理论

的要求

评估当前充足水平

总结当前形势下的充

足水平（分值范围为

0-6）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5

第一部分 检查清单

第二部分 充足水平

评估当前情况下的“

均衡”状况

对现有情况充足水平

的“均衡”进行可视

化展示。

从四个方面（人、地

球、利益和技术）进

行分析，同时每一方

面分为三部分（合理

性、适度原则和自身

免疫力）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3

充足经济平衡工具

151617

4.2.2 发现机遇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为有前景系统确立可能的发展方向。创意需要各方参与者集思广

益才能实现。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产生创意的过程，不是为了产品或服务层面上的逐步改

善，而是为了获得系统层面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特点是使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的

各个方面，获得根本性的改善。同时，充足经济设计鼓励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并认

为只有在“适当”的情况下，才能开展“根本性”的创新或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应用经过深思熟虑的知识就变得至关重要。

因此，具体的目标就是：利用前期搜集和加工过的信息，勾勒出有发展前景的

战略可行性的一个“目录”，也就是可持续设计导向情景(SDOS)，这其中包括可持

续导向设想和创新理念。这个带有设想和理念的情景模式构成了今后可持续系统创

新开发和实施的基础。三个发现机会的过程概述如下。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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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81

产生以可持续为导向的创意

在之前获得的信息基础上，通过集思会的形式，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可持续理念。

首先，我们要对有待通过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满意单元进行定义。我们必须清楚

认识到产生的创意必须满足具体的福利需求（例如：干净的衣服）。从这个意义

上，必须特别注意系统层面的创意，例如：关于以下方面的创意：1)构成提供物的产

品和服务；2）生产/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参与者构成。我们起草了一套专门的设计

指导方针用于指导创意构思过程朝着可持续系统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例如：由可

持续设计导向工具包软件生成的的创意构思表格）。收集能够刺激灵感的优秀实践

案例，制作有潜能成为满意度系统组成部分的参与者地图也都是很有用的方法18。这

个过程的结果将以文档形式呈现。其中包括满意度单元和满意度子单元，以及具有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可持续特点的一系列系统层面的创意。 

关键问题：

 • 有待通过设计满足的满意单元是什么？

 • 谁将有可能参与满意度系统设计？

 • 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系统能够带来（从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角度）根本性

的 改善？什么样的参与者系统能够生产并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

拟定以可持续设计为导向的情景（带有设想和创意集群）。

这个过程的目标是利用专门设计的极化图对应先前产生的创意19。该图及其所对应

的创意，构成了所谓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可持续设计导向情景，也就是，当某些动因

（经济、管理和社会文化）遭到改变或某些设计选项被调整时，预计环境将如何发

生变化的一套设想。因此，该情景模式概述了一系列设想，或更好、更具前景的设

计导向。反过来，每个设想都呈现于一系列的单独创意或创意集群中（具有共同

基本要素的一系列创意）。这些设想、单独创意和创意集群共同构成了讨论的基

础，这场讨论确定了系统创新最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充足机会探索

在充足经济设计（DSE）过程中，本阶段的目标是使设计师能够分析公司或者系统

提供者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并确定项目的驱动力、目标和目的。

在分析了项目能力后，充足经济设计（DSE）指导方针（工作表单8）和SWOT搜索

域矩阵技术（Search Field Matrix techniques）(Crul and Diehl 2006：36-37)将在以

下四个层面产生创意：人、地球、利益和技术。

18 该工具被称为满意度系统图；详见第4.3.7节——满意度系统图。

19 该工具描述，详见第4.3.10节——极化图。它是一幅具有两个极性轴的图表。（例如，用

户参与式提供物与全面服务提供物；组织系统：集中系统与分散系统），可以对创意进行

定义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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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表4.3  探索机遇：流程、子流程、结果、工具。以下内容所具体描述的可持续系

统设计工具用黑体字显示。

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发
现
机
遇

产生以可持续性为导

向的创意

定义满意单元 对满意单元与满意子

单元进行详细说明

的文件

举办为可持续系统征

集创意的集思研讨会

具有环境、社会伦理

和经济可持续特征的

一系列系统创意

创意工具： 

SDO工具包—可持续

创意表

满意度系统图

PSS创新矩阵 

概述一个以设计为导

向的可持续情形景

定义单个创意和创意

集群，确定有前景

的极化图、极化创

意，确定设想

带有极化创意的极

化图 

带有设想的极化图

带有创意集群的极

化图

对创意集群和单个创

意描述

将概念与结果直观化

并有助于集体讨论的

影音文件 

极化图 

产品和服务（提供

物）图

广告片

系统概念

影音文件

充足机会探索 分析当前的优势和弱

点，以及今后的机遇

和威胁

按照充足经济的原

则对公司进行SWOT

分析

SWOT分析

充足经济哲学

SWOT分析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表

6 (SWOT 矩阵)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9

(SWOT充足经济相

关分析)

确定公司的驱动力、

设计目标和目的

确定设计动因的文件

确定设计目标和目的

（作为一家公司或一

个系统提供商）的文

件

DSE 工作表单7 

(公司动因、目标和

目的)

产生以知识和道德为

导向的系统

创意

描述知识与道德前景

的创意列表

工作表单 8 (指导方

针 知识与道德） 

产生有充足发展前景

的系统创意

对有充足发展前景的

系统创意进行可视

化展示

所产生创意和示意

图文件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0

(搜索域矩阵)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1

(新充足经济学产品

服务系

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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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83

4.2.3 设计系统概念

从之前所详述的方案（包括设想、创意集群和单个创意）开始，这个阶段的目标是

通过一个参与程序挑选最有发展前景的创意集群和单个创意，此过程要求参与者们

各抒己见。将创意集群和单个创意分为不同的组，每组均代表一个系统概念雏形。

这些创意组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对产品和服务的构成，以及相关生产和配送参与

者系统进行定义，并对可能出现的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调整进行评估。下面将论

述系统概念的设计过程。

选择创意集群/单个创意

在进行程序筛选并组合最具发展前景的创意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到专门设计的工

具(参见表4.4)。每套创意组合将被开发成一个系统概念。 

关键问题：

 • 哪些是最具经济前景的创意？哪些是技术上最可行的创意？而哪些又是最容 

易被用户接受的创意？ 

 • 哪些是在环境和社会伦理方面最具发展前景的创意？ 

开发系统概念

上述的创意组合中将会产生一个或多个系统概念。这些系统概念对以下要素进行

定义：构成提供物的产品和服务，及其能够实现的功能；生产和配送参与者系统

（初级和次级）；用户/客户和提供物系统之间的互动。在对这些要素进行设计和可

视化表达过程中将用到以下工具（参见表4.4）。 

关键问题：

 • 什么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提供物？它能够实现哪些功能？对用户而言有什么价

值？客户/终端用户如何与提供物系统进行互动？

 • 在生产、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如何构建社会经济参与者系统（以及他们之间

的互动）？主要参与者和次要参与者分别是谁？

充足系统设计

充足经济设计阶段的目标是对在“机遇探索”阶段产生的创意进行精炼细化，并在

此过程中遵循系统、全面、以人为本和崇尚自然的原则。利用基本的草图绘制技术

将在先前阶段产生的创意进行视觉化展示。对相关创意进行组合，从而打造新的充

足产品服务系统概念。采用各种工具，对系统要素的设计和视觉化展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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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表4.4  设计概念的策划：流程、子流程、结果、工具。以下内容中具体描述的可

持续系统设计工具用黑体字显示。2021

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设
计
系
统
概
念

选择创意集群和单

个创意

（从经济、技术、可

行性和用户可接受性

的角度）选择最具前

景的创意集群和创意

为选择的创意和创意

集群制作极化图

对选择过程进行说明

的文件

极化图

组合图

选择/不选择的评估

标准20

开发系统概念 定义参与者与新系统

之间的互动

新系统中的参与者

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

（物质、信息和资金

流）图

系统图

定义那些构成提供物

的产品和服务概念21
通过图像和文字总

结向用户提供的主

要功能 

提供物力表

AD海报 

描述用户与系统之间

的活动，提供产品 

（服务）过程中其他

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生产和交付过程中

的互动顺序（图像+

文字）

诠释新观点的影音

文件

展示行动顺序的影

音文件

互动表样片，表现系

统概念的影音文件

充足系统设计 选择相关创意并将其

与主题结合起来设计

概念 

利用与系统设计

（例如：系统图）相

关的工具，选择最有

发展前景的主题并推

进其进一步

的发展

将新充足产品系统可

持续（SE-PSS)

的创意绘制成草图和

系统图等

充足经济设计

工作表11

（分析前期开发的新

充足产品服务系统

草图） 

系统图（例如上） 

环境、社会伦理和

经济评估

评估系统概念对环

境、社会伦理和经济

域所具有的改进潜力

对每个维度、每项标

准所带来的改进潜力

进行描述

SDO工具包—清单列

表概念

将环境、社会伦理、

经济方面的改进结果

进行可视化表达

显示环境、社会伦

理、经济域改进效果

的雷达图 

支持可持续改进的可

视化互动

SDO 工

具包 – 雷达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

20 欧洲研究项目“产品——服务可持续协同设计网络”（SusProNet）所开发的工具

（2002-2005，第五个框架计划）。

21 产品概念创意的例子参见产品设计系统运作方法（MPDS）和维佐里(Vezzoli)，山士恩

（Ceschin）和库尔特斯(Cortesi) (2009a) Metodi e strumenti per il 设计的生命周期中所描

述的具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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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85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评估

该过程目标是评估系统概念可能带来的在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地球、人和利

益）方面的改进。为了确定是否还存在未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另

外，如果同时提出了多个概念，还需要确定哪一个概念更具发展前景。收获是：对

每个概念进行详细阐述，描述潜在的改进方案（根据各可持续性不同维度上的各项

标准）；用可视化雷达图表现改进结果；用可视化表达技术显示改进过程的互动作

用。有助于完成前两项目标的工具包括SDO工具包（检查清单和雷达部分），以及

辅助完成第三项目标的可持续互动故事会（Sustainability interaction story-spot）。 

关键问题：

 • 该系统概念对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面产生的潜在的改进有哪些？

 • 该系统概念在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面有需要重视的关键点吗？其要素是

否需要重新设计？

4.2.4 设计（构建）一个系统

这个阶段的任务是详细列出系统概念的具体要求，以便进行具体实施。 

以下描述了本阶段的操作流程。 

具体系统设计

这项活动旨在深入剖析系统概念，并对以下方面进行定义：构成提供物的产品和服

务系列；系统的所有参与者（首要和次要），其角色分工和互动；终端用户/客户和

参与者之间在交付时的互动；交付提供物所需的全部要素（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以

及设计/生产/交付这些要素的对象。辅助设计并实现这些要素可视化表达的可能用到

的各种工具（参见表4.5）。 

关键问题：

 • 该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构成是什么？该系统发挥的主要和次要功能分别是什

么？对用户而言有什么价值？客户/终端用户如何与提供物系统进行交互？

 • 谁是系统的（主要和次要）参与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合伙、协

议）？在交付提供物的过程中，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关

系如何？

 • 为了交付提供物，需要什么样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谁将设计/生产/交付这些

要素？

充足系统的实施

充足经济设计（DSE）阶段的目标是对新型充足产品服务系统概念，就其运行步

骤、系统提供者和用户的角色以及运营中所需的解决方案重新进行详细定义，并确

定何种成分对新系统的每个运行步骤提供支持，成分共分为五类：工具、互动规

则、所需能力、提供的信息和背景。 

05_Chapter 04.indd   85 05/03/15   9:24 PM



8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评估

这项活动的目的是更准确地评估系统创新一旦实施所带来的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

方面的改进。评估的结果就是对潜在的改进（每个可持续维度的各项标准）进行更

为详细的描述；通过一个雷达图对这些改进进行可视化表达。适当工具，如上所

述，包括有助于完成前两项目标的SDO工具包（检查清单概念和雷达）以及辅助完

成第三项目标的可持续互动故事会（Sustainability interaction story-spot）。 

关键问题：

 • 通过实施所设计的系统创新，可以在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面获得哪些改进？

充足设计评估

这个充足经济设计（DSE）阶段的任务是从两个方面评估新设计的系统：新的充足

产品服务系统的“改进”及其充足改进的“均衡”。要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步就是

对新产品服务系统的充足水平的“均衡”性进行可视化表达。人、地球、利益和技

术（分别采用四个条形图）。设计师就充足性的三个方面：适度性、合理性和自身

免疫力，将新设计的系统同当前情形进行比较以观察是否有所改善。第二步是评估

新的充足产品服务系统是否改进了系统中每个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且所有方面的改

善是否达到均衡（仅仅使用一个总的条形图）。支持这项评估的工具是充足经济平

衡工具（Sufficiency Economy Balance Tool）。 

表4.5  系统设计和工程： 流程、子流程、结果、工具。以下内容所具体描述的

可持续系统设计工具用黑体字显示。

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设
计
（
构
建
）
一
个
系
统

具体系统设计 对新系统中（主要和

次要）参与者之间

互动的具体细节进

行定义

主要和次要参与者及

其相互关系（物质、

信息和资金流）的详

细图示

系统图

定义构成提供物

（主要和次要功

能）的产品和服务集

合的细节

交付给用户的、显示

主要和次要功能的图

像和文字

提供物图表

定义为用户提供的具

体服务，在交付提供

物时其他参与者间

的互动

在提供物生产和交付

过程中，对所发生的

互动顺序进行描述

互动故事板样片，

表现系统概念的影

音文件

对每位参与者的角

色、贡献和动机进

行说明

对每位参与者在合作

中的贡献、预期利益

和潜在冲突进行说明

的矩阵

动机矩阵

定义交付提供物所需

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

（确定谁将设计/生

产/交付提供物）

对系统所需要素和参

与者在设计、生产和

交付过程中所扮演角

色进行阐述的图示

方案要素概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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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设
计
（
构
建
）
一
个
系
统

充足系统实施 制定一个完整的运

行计划

文件和故事板，用于

详细描述新充足产品

服务系统中运营、角

色、方案，以及每个

运营步骤所需的组件

互动故事板（同上） 

定义并设计组件 在以下五个类别中列

出并设计支持新充足

产品系统服务的组

件：工具、互动规

则、所需能力、提供

的信息和背景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2

（组件列表）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

济评估

通过系统实施可以获

得的环境、社会伦理

和经济方面的改进

确定不同可持续维

度中各个标准的改

进潜力

SDO工具包—清单列

表概念

可视化结果 改进的雷达图

互动的可视化

SDO 工具包 – 雷达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

充足设计评估 评估新产品服务系统

的充足性

将新充足产品服务系

统与现有系统进行比

较，并在0-6的分值

范围上对所得到的改

进进行可视化表达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5

第1部分：DSE 检

查清单

第2部分：定义充足

水平

第2部分：评估充足

性改进

就“平衡”方面以及

与现有系统（每个组

件和4个维度的总体

平衡）进行两方面比

较，评估充足性程度

就四个维度（人、地

球、利益、技术）以

及与现有系统进行两

方面比较，对新充足

产品服务系统达到

的“平衡”进行可视

化表达

充足经济设计工作

表13 

充足经济平衡工具

4.2.5交流 

“交流”阶段就设计方案的总体特点以及上述可持续性等，与外界进行交流沟通并

作用于其他所有阶段。前些阶段应用于设计和可视化解决方案中各要素的一些工具

在本阶段中也将得到应用，对交流提供支持。

基本目标是提供一个文件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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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设计优先顺序。每个可持续维度优先顺序的确定都有特定

的标准（就现有系统而言），用以引导设计过程朝向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发展。

 • 产品服务系统的总体特点。对构成系统创新的要素进行描述：即提供物所包

括的产品和服务；系统的（首要和次要）参与者，他们各自的角色和相互间

的互动；参与者与客户/终端用户之间的互动。 

 • 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特点。显示了通过实施解决方案所获得的潜在改善空

间（经济、社会伦理和经济角度），同时系统要素也表现出改善过的迹象。 

 • 充足设计交流。这个步骤在充足经济设计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产品服务系

统和充足经济设计的概念对于多数设计师而言还很陌生。因此，不仅需要就新

系统如何运作与客户和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而且还需要说服客户/服务提供

商接受新设计的充足产品服务系统。有效工具包括交互故事板和现场故事会。

表4.6  交流：流程、子流程、结果、工具。以下内容所具体描述的可持续系统设

计工具用黑体字显示

流程 子流程 结果 工具

交
流

为可持续交流

起草文件

就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设

计优先顺序进行交流。 

用以说明可持续不同维

度设计优先性的文件

SDO 工具包 – 雷达 

就产品服务系统的总体

特点进行交流。 

用以阐述创新总体特点

的文件

系统的参与者以及他们

之间的互动

构成系统的产品和服务

的集合

用户与提供物之间的

互动

诠释系统概念中多样化

心理影像的影音文件

系统图

提供物图表

交互故事板/现场

广告片

系统概念影音文件

miniDoc

就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

续特点进行交流。 

用以阐述方案可持续性

特点的文件

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

领域的改善

带来改进的系统要素

SDO工具包 – 雷达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

4.3  SDS设计工具

本节描述了用于支持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各阶段的若干工具。可将这些工

具分为两大基本类型：

 • 可持续系统设计导向工具

 • 创意刺激、辅助工具和系统设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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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89

第一组，可持续系统设计导向工具22由一系列将系统过程导向环境、社会伦理、经济

领域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工具组成。 

这些工具旨在： 

 • 帮助确定设计的优先顺序：可持续设计导向(SDO)工具包——“设置优先顺

序”部分

 • 引导创意向可持续解决方案发展：SDO工具包——“定向概念”部分

 • 确定实施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潜在改善空间（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

面）：SDO工具包——“检查概念”与“雷达”

 • 对系统创新的可持续特点进行可视化表达：可持续互动故事会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可持续解决方案，那么在设计过程的最初阶

段，整合这些工具将会使目的的实施更加有效。 

第二组工具包括：一方面，支持并促进系统层面创意形成的工具；另一方

面，促进它们组织和沟通的工具。在这些工具中，我们尤其要强调极化图和满意度

系统图的作用。

系统设计战略工具23已被开发用于促进（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中各要素的合

作生产和可视化表达。更具体地说，这些工具用于设计和可视化表达： 

 • 构成提供物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所具备的功能：提供物图表

 • 生产和交付提供物所需的系统结构（参与者及其互动）：系统图

 • 客户/终端用户与系统之间在交付提供物时的互动，以及在生产和配送期间系

统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交互表、交互故事板、表现系统概念的影音文件

 • 系统中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益相关方的动机矩阵图

 • 在设计/生产/输送各系统构成要素（物质和非物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角

色：方案要素概述

除了支持各系统要素的可视化表达和设计，这些工具也被开发用于促进各行动方共

同参与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对设计工具进行描述： 

 • 工具的作用

 • 与可持续系统设计过程的整合

 • 如何使用

22 除了此处已列出的工具外，还有其他类似用途的工具。本书因篇幅有限，不一一详述。全

文可在www.lens.polimi.it的“工具”部分中找到。

23 除了此处已列出的工具外，还有其他类似用途的工具。本书因篇幅有限，不一一详述。全

文可在www.lens.polimi.it的“工具”部分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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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结果

 • 可用性和所需资源

这些工具将按下列顺序逐一展示说明。 

首先，引导设计过程向可持续系统创新发展的工具：

 • 可持续设计导向工具包（SDO）

 •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

 • 充足经济检查清单

 •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

 • 充足经济平衡工具

接下来是在系统创新中进行总体设计要涉及的其他工具： 

 • 利益相关方系统图

 • 满意度系统图

 • 互动表（故事板） 

 • 提供物图表

 • 极化图

 • 方案要素概述

 • 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图

 • MiniDOC

 • 表现系统概念的影音文件

 • 广告片

4.3.1 可持续设计导向工具包（SDO）24

目标

该工具旨在引导设计过程向可持续系统方案的方向发展。该工具具有以下多种功能

以支持设计师们实现这一目标：确定可持续优先顺序；分析最佳实践；使用可持续

设计导向指导方针；在现有参照系统的基础上对照检验并采用可视化技术展示相关

的潜在改善空间。

24 产品服务系统发展理论（MEPSS），属于欧盟第5 FP增长计划，它由卡洛·维佐里

（Carlo Vezzoli）和蒂什纳（Ursula Tischner）研发。该工具先后为为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相关计划和欧盟赞助的LeNS（可持续性学习网络）项目进行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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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能够提供不同功能的工具，并具备模块化结构。设计师们可以根据各

设计项目的具体需求和情况，选择全部或部分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旨在：

 • 为所有三个可持续维度确定设计优先顺序（例如：在环境维度方面，确定究

竟是优化系统寿命还是减少资源更重要，等等）。该功能通过利用检查列表

对现有系统进行分析(SDO部分：“设置优先顺序”)得以实现。

 • 激发潜在的可持续系统的创意构思。该功能通过利用可持续方案的设计标准

和指导方针得以实现(SDO部分：“导向概念”)： 

 • 在同现有系统相比较的基础上，对三大可持续维度的潜在改进或退化进行

评估。该功能通过“检查列表”将设计方案与现有系统进行比较，并且通

过“雷达图”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SDO部分：“检查概念”和“雷

达”)得以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该工具所具备的三方面的基本功能，适用于可持续的三个维度，并

与设计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愈发具体细致的整合。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该工具是如何构建的。SDO结构的关键要素是在多维度

结构中建立而成的标准和指导方针。如图4.2所示，可持续的三个维度：环境、社会

伦理和经济均被纳入考虑范围，每个维度有六项标准。每个标准都被用于评估给定

的系统和指导实际设计过程，而反过来每一个标准又构成一系列指导方针。

图4.2 SDO结构：可持续维度、标准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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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环境维度的标准：

 • 系统生命优化

 • 运输／分配量减少

 • 资源消耗下降

 • 资源消耗的最小化与资源价值的保持

 • 资源保护／生物多样化

 • 无毒

社会伦理维度的标准：

 • 工作条件

 • 利益相关方的公平与正义

 • 负责任且可持续的消费

 • 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帮助与整合

 • 社会凝聚力的加强

 • 当地资源的强化／保护

经济维度的标准：

 • 市场地位与竞争力

 • 企业盈利能力／增值

 • 为客户带来的附加值

 • 企业长期发展

 • 合伙／合作关系

 • 宏观经济效益

这个工具成为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可持续评估的语言、数据、工具和设计师两

个不同的“世界”。这实质上是适用于复杂系统的定性工具。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的设计过程中

SDO工具可用于该方法论的所有阶段： 

 • 在战略分析过程中，SDO可被用于：

A：确定可持续性维度的设计优先顺序

B：从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角度分析优秀案例

 • 在发现机遇过程中，SDO可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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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生以可持续为导向的创意（系统层面）

 • 在设计系统概念过程中，SDO可被用于：

C’产生以可持续为导向的创意（产品和服务层面）

D：检查并可视化表达潜在的改善空间

D’：如有需要，重新确定设计优先顺序

 • 在系统设计和构建过程中，SDO可以被用于：

D”：检查并可视化表达潜在的改善空间

图4.3 将SDO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如何使用该工具

以下部分描述了如何参照MSDS各阶段的方法论来使用这一工具。

启动

点击开始界面屏幕中‘新建’按钮，输入名称，点击‘确定’，创建一个新项目。 

(选择‘加载’选项，输入项目名称，点击‘确定’，可再次进入该项目)。出现一个

名称为“项目记录”的页面时，可以在此页面输入关于该项目的基本资料，标出满

意单元（例如：有待满足的福利需求）和参照环境（或现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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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SDO工具包：开始界面

 

图4.5 SDO工具包：输入起始数据

1. 战略分析

A. 确定设计优先顺序

本阶段旨在根据可持续的三个维度要求，分析现有系统以确定设计优先顺序。这些

优先顺序为引导设计决策朝可持续解决方案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回答6个不同标准下的一系列清单问题，对可持续维度下的各个系统进行评

估。为此，您必须选择一个维度（例如：环境）并点击设置优先顺序：这时出现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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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标准，每个标准与一系列检查清单相对应；您可以在每个检查清单所对应的

区域输入答案和评论。 

回答完各个检查清单中的问题后，可以通过选择‘H’(= 高)，‘M’(= 中)， 

‘L’(= 低)或‘N’(= 不) 等优先等级，来确定每个标准的设计优先顺序。 

 

图4.6 SDO 工具包：分析现有系统并确定设计优先顺序

点击‘环境’雷达，可以对该过程的图形结果进行可视化方式显示。雷达图显示了

每个标准的设计优先顺序。此外，还可以在与每项标准所对应的空白区域内填入现

有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可视化可被用作一个简要报告，对随后的创意步骤提供支

持。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设计优先顺序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识别实践设计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设计标准。

B. 具有可持续特征的优秀案例分析

为了使设计过程拥有持续的信息输入和内在洞察，应当对现有的可持续方案进行审

查。SDO工具有助于我们将这些解决方案与现有系统进行比较，以便确定其环境、

社会伦理和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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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SDO工具包：可视化设计优先顺序

评估过程与A点所描述的过程类似。先选择一个维度并点击‘设置优先顺

序’，然后点击“案例研究”，将出现6个相应的标准，每个标准对应一系列检查清

单；可在每个检查清单所对应的区域输入答案和评论。 

对各种检查清单做出回应之后，通过在下列选项中进行选择，显示当前情况下

对每个标准所做的改进：根本性改进(++)，渐进性改进(+)，无明显改进(=)，情况恶

化(-)。 

通过点击“雷达”并选择与案例研究相对应的雷达区域，可以对每个标准的改

进情况进行可视化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在文字框内输入解决方案的关键要

素；可视化结果有利于下阶段激发创意。 

SDO工具包允许输入两个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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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SDO工具包：优秀案例显示的关于现有系统的可视化改进

2. 发现机遇

C．产生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意

本阶段旨在促进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意构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为

每项标准制定一系列指导方针，辅助并激励其实施。 

在SDO工具包的菜单左侧，选择可持续维度（例如环境）并点击“导向概

念”；在顶部，选择‘系统’。6个设计标准将再次出现在顶部，点击这些标准，可

以查看先前设定的优先顺序，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将促进创

意构思，所产生的创意可以用屏幕两侧的虚拟“便利贴”进行标注。 

很明显，如上所述，创意生成需主要关注处于最高优先级别的标准。例如：

若资源消耗为优先项，您就应当从与该标准相关的创意表开始，从相关的指导方针

中获得灵感。同时，如果“运输/分配量减少”的优先性最低，您应给予次要关注

（如果优先顺序为零，则不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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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SOD工作包 （系统层面）环境维度的创意构思表

3. 设计系统概念

C’. 产生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意

本阶段旨在在产品和服务层面刺激产生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意。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可持续维度，并点击“导向概念”；在顶部，选择“服务”。

系统层面的创意构思，可以选择不同的设计标准，对指定的优先顺序和相关的指导

方针进行可视化表达。指导方针对创意构思提供支持，所产生的创意可以通过屏幕

两侧的虚拟“便利贴”进行标注。

D. 对已经开发的系统概念的潜在改进成果进行检查和可视化表达

本阶段旨在分析系统概念，确定现有系统的潜在改进效果。 

选择可持续维度（例如环境）并点击“检查概念”。在顶部，点击“概念描

述”并在所对应的文字区域中输入系统概念的概述。回答检查列表列举的问题有助

于确定设计方案对现有系统所做的改进。每项标准均可选择：根本性改进 (++)，渐

进性改进 (+)，无明显改进(=)，情况恶化(-)。

检查清单可以帮助我们对照最佳案例，确认设计系统所带来的改进程度，以及

如何进行改进。 

点击“雷达”并选择“概念检查”雷达区域，您可以在初始系统或案例研究

中，对每个标准中潜在的待改进要素进行可视化表达，也可以将每个方案的关键要

素写在文字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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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SOD工作包：潜在产品服务系统雷达图

C.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服务创意构思（指导方针2级）

在“菜单”的“可持续维度”中，选择一个维度，进入“导向概念”；选择顶部

的“服务”。这些标准，以及您所确定的相关优先性和一系列相关指导方针都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进行表达呈现（2级-服务）。从具有最高优先性（参照现有系统）和最

差改进效果（系统概念）的标准开始进行头脑风暴。在“便利贴”中写下自己的创

意灵感（点击左右两边的圆圈）。

图4.11 创意表格图/指导方针2级—写在“便利贴”框中的一些带有创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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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D. 对所开发的产品服务系统概念的改进情况进行检查和可视化表达

在“菜单”的“可持续维度”中，选择一个维度，并进入“检查概念”。在文字框

中输入所开发的系统概念的综述（如果所写的系统内容有更新）。点击每个可持续

层面的“检查概念”按钮，进入检查列表（每个列表对应一个维度），它将帮助您

确定(如果所写的系统概念有更新)现有系统的改进。

对改进进行标记：情况恶化(-)，无变化(=)，渐进式改进 (+)，根本性改进(++)。

通过检查清单，您可以了解系统概念被改进和变更的情况；点击“概念描

述”，修改概念描述并更新之前的概念定义。 

进入“雷达”页面，您可以浏览改进后的效果图。选择您感兴趣的概念和可持

续维度，雷达图能够对系统概念与现有系统（粗体圆圈）或案例研究的改进情况进

行可视化表达，其结果显示为一个区域（形状如船帆）。 

4. 设计和构建系统

D’’. 对产品服务系统所提供的潜在改进情况进行检查和可视化表达

就D点而言，每个标准都需要回答检查列表所列举的问题并标注改进程度：根本性改

进(++)，渐进性改进(+)，无明显改进(=)，情况恶化(-)。

点击“雷达”，您可以浏览改进后的效果图。 

结果

SDO的不同功能将带来以下结果：

 • 对现有系统的设计优先顺序进行确定（从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维度）

 • 对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系统、服务和产品）的不同理念的集合进行定义

 • 来自设计方案的现有系统的可视化雷达图

 • 雷达图能对构成优秀案例的潜在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改进方面的特征进行

可视化表达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SDO工具包是开源、公共版权的软件，可在线使用（www.sdo-lens.polimi.it25）或在

局域网中下载安装使用（从www.lens.polimi.it 中的“工具”一栏中下载）26。

该工具虽更适合应用于多学科的团队中，然而也可以由设计师单独使用。同时

也建议将各系统参与者、客户和终端用户纳入该工具中。

25 已有意大利语、英语、葡萄牙语及中文版本。

26 本地的可安装版本是开源的，它可根据项目需要转换为其他语言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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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至少要求：

 • 30分钟确定设计优先顺序（每个可持续维度）

 • 30分钟进行创意构思（每个维度）

 • 60分钟对改进结果（设计方案和优秀案例）进行评估 

4.3.2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27

目的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是一个共同设计工具，主要用于可视化。其作用在于简洁有效地

描述特定目标下产品服务系统的显著要素（例如：设计方案如何达到特定的环境和

社会伦理目标要求？）。

这主要由关注特定互动的互动表格来完成。结果将在单个屏幕/页面上进行展

示，其中包括以下关键要素：

 • 客户/终端用户与系统所提供的提供物之间的关键互动

 • 提供物生产与交付过程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键互动

 • 设计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实现特定目标的（例如：解决方案是如何实现所需环

境和社会伦理改进的）

当需要将系统概念的潜在功能进行可视化表达并与参与者进行交流时，这个工具非

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系统概念的关键要素进行合成并交流，效果则会变得

更好。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的设计过程中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可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 在系统概念设计和系统设计（构建）中：

简洁有效地对所设计的产品服务系统的关键要素进行可视化表达，并突出强调它所

提供的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方面的改进情况。

27 该工具由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设计和系统更新组织研发(Dipartimento INDACO，Politecnico 

di Milano)。更多信息请参见Vezzol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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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将可持续互动故事会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需要使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和幻灯片软件(例如：用微软办公系统的幻灯片软

件或Open Office中的类似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28。

所形成的作品将展示在一个屏幕上，其中展现了两类互动情况：一类关注

用户而另一类关注交付提供物的参与者；这两类互动通过不同背景颜色进行区分

（图4.13）。每个互动均包括（图4.14）： 

 • 参与者颜色与背景颜色相匹配的图像（有关如何处理图像的建议，请参见有

关互动表的专门章节）

 • 简要说明

在可视化操作页面的底部，可以输入注释并与相应的互动建立链接（图4.15）。

28 用户可从www.lens.polimi.it下载互动故事会的基本版，在“工具”栏中附有其详细使用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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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103

图4.13  两类互动将显示在可持续互动故事会上：前台和后台。两类互动将通过

不同背景颜色加以区分

图4.14  在可持续活动故事会中构成单个互动要素的是图像、背景颜色、描述性

文字和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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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页面的底部是链接到相应互动的说明

结果

其结果是简洁有效地对关键要素进行可视化表达，将其与特定目标相关联（例如：

对环境或社会伦理的改进等）。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可持续互动故事会需要使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和幻灯片软件。或者，如果已创建互

动表（参见4.3.8），则可在此基础上，使用电子数据表软件选择关键互动完成创

建。

就工具的使用而言，创建图像需要有基本的图像操作技巧（图像编辑软件的

使用）。可持续互动故事会可以由设计团队成员使用幻灯播放软件（电子制表软

件）进行管理。

创建可持续互动故事会所需的最短技术时间约为： 

 • 从零开始创建需4小时

 • 从现有的互动表格开始创建需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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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充足经济检查清单

目的

当处于不同生活水平的人们朝着中间路径（即充足水平）发展时，充足经济清单有

利于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进行评估。该清单也可用于确定现有系统的充足水平。

清单覆盖四个维度（人、地球、利益、技术），并包含充足经济哲学的三个核心内

容（适度性、合理性和自身免疫力）。 

充足经济设计（DSE）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定义中的三个共同维度，人（社会伦

理）、地球（环境）、利益（经济），并且也对科技给予了适当的关注。显然，选

择适当的技术能够有效防止系统的不平衡。这是从过去不适当的投资、技术推动及

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吸取到的教训。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的设计过程中

充足经济清单可在下述情况中使用：

 • 针对下述方面进行策略分析： 

评估现有系统的充足水平（分析用户或系统提供方的行为是否与充足经济哲学

（SEP）的原则相符，以及是如何相符的）。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清单的使用，可分为两个步骤。

步骤一：使用充足经济清单分析充足水平

设计师对照工作表单5的第一部分，分析清单里的四个维度，在相应要点旁的选项框

里打钩。人、地球、利益和技术（参见图4.16）。 

步骤二：对现有系统的充足水平进行定义

设计师评估现有系统的充足水平，在评估框中确定充足水平，分值范围从0至6

（工作表单5第二部分）。 

充足水平等级：

0 = 无法生存/维持生活

1 = 家庭层面的勉强充足

2 = 家庭层面的充足

3 = 社区层面的勉强充足

4 = 社区层面的充足

5 = 国家层面的勉强充足

6 = 国家层面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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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显著问题将被记录在‘注释’框中。图4.16是清单和评估的部分实例。 

图4.16 充足水平的定义

结果

清单从两个方面对充足水平进行评估：用户的生活方式和系统提供者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方面： 

如何安排个人生活

如何对待他人

如何尽到应尽的社区责任

工作方式方面： 

如何经营/管理企业

如何与股东合作

如何管理员工

如何对待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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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合伙人/联盟成员/竞争者展开合作

如何处理与股东之间的问题

如何为社区做贡献

在该过程中产生的创意可记录下来并于随后阶段中使用。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充足经济工作表单设计可从网上下载(www.lens.polimi.it中的‘工具’部分)。工作表单

的运行需使用电子制表软件（例如：Microsoft Excel，或Open Office 中的类似软件）。

4.3.4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

目的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引导设计师形成基于充足经济哲学（SEP）的思维框架或模式。

指导方针能帮助设计师为具体情况设计合适的策略以及为新系统提供潜在思路和思

维方向。通过分析“公司”或组织的能力，根据充足经济哲学（SEP）的两项条件

寻找设计充足产品服务系统的机遇。 

条件一：知识（智慧），包括积累和洞察信息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

运用信息。

 条件二：“道德”至关重要，包括美德、道德行为、诚实、宽容和不损

人利己的坚守。 

因此，指导方针的作用是协助设计师创造一个有关产品/服务/系统的整体概

念，在关注适度和满足的同时也强调明智审慎地运用知识。此外，他们也在寻求和

探索用户和公司在打造价值观，如诚实、勤勉、善良、共享等方面的潜力。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协助设计师在充足经济的三个阶段分别探索出构建充足生活

方式的新思路：在家庭、社区和国家层面的自给充足水平。本书在撰写时，能够提

供社区层面指导方针的工具已完成开发工作29。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的过程中

充足经济清单可在下述情况中使用：

 • 探索新机遇以便：

生成以充足经济哲学（SEP）的知识和道德条件为导向的新想法 

如何使用该工具

利用与充足经济清单同样的方式，设计团队便可完成工作表单（工作表单8）。 

图4.17和图4.18展示了家庭和社区层面指导方针的部分实例。 

29 国家层面上的指导方针需要众多政府部门的参与，故至今尚未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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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 知识条件（家庭层面）

 

图4.18 充足经济指导方针 知识条件（社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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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表明，工作表单记录下了讨论指导方针后所产生、激发的一系列创意。于是， 

设计团队便就此对系统概念和组件进行设计。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充足经济工作表单设计可从网上下载(www.lens.polimi.it，中的‘工具’部分)。工作表单

的运行需使用电子制表软件（例如：Microsoft Excel，或Open Office 中的类似软件）。

4.3.5 充足经济平衡工具

目的

充足经济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因此当评估结果的成效时，强调的

重点则是在以下四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人、地球、利益和技术。

充足经济设计指导方针被用于引导新的思想形式，以设计出更加充足的系

统，而充足经济平衡工具被设计用于对该进程的平衡性进行评估和可视化表达。充

足经济平衡工具可用于该方法论的以下阶段： 

 • 在战略分析阶段，充足经济平衡工具可用于评估

 – 以对现有系统的充足水平“平衡”进行可视化表达（就人、地球、利益和

技术四个维度以及每个层面中的三个组件：适度性、合理性和自身免疫力）

 • 在系统设计和构建阶段，平衡工具可用于：

 – 对新充足产品服务系统的充足水平“平衡”进行可视化表达（从四个维

度：人、地球、利益和技术）。 

 – 对比现有系统，评估新充足产品服务系统中的提供物是否获得了改进，且

在所有层面的改进是否达到平衡。 

如何使用该工具

在设计过程中，该工作表单的使用可分为两个步骤：

 • A.需求评估：对系统当前的充足性进行可视化表达

 • B.设计评估：从两方面对新充足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进行可视化表达

第一方面是评估充足水平的改进，为此，设计师须： 

 • 再次完成工作表单5第一部分中的充足经济设计检查清单，但这次，在已实现

的选项上打红色的勾。需在方框中记下关键说明

 • 对新充足产品系统可持续（SE-PSS)的充足性改进（工作表单5的第三部

分）进行评估，分值范围从0至6（图4.19）。通过分析将揭示出新系统比现

有系统相比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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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将对“现有系统”和“新充足系统”充足性水平进行分析（分值范围从

0-6）并将分值输入到数据表单中（工作表单13）（利用微软OFFIC Excel或

Open Office中的类似电子指标程序）。见图4.20

图4.19 评估充足改进情况

 • 根据上述分值创建的柱状图将包括三个双向条形，每个条形分别表示三个组

件的充足性水平（适度性、合理性和自身免疫力）。条形的左侧表示现有系

统，而右侧表示新的充足系统。图4.21显示四个图，分别显示四个维度充足

水平的改进情况

 • 根据每个组件的效益“改进”，对现有系统与新系统的“持续性水平”结果

进行比较，见图4.22。 

图4.20 将分值输入数据表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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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各维度的充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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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充足水平的改进情况（“人”的维度）

第二方面是对整体系统的“充足水平平衡性”进行评估。为此，设计师须： 

 • 通过分析将“现有系统”和“新充足系统”充足性水平分值（分值范围从

0-6）输入到数据表单中（利用微软OFFIC Excel或其他开源软件的图表生成

工具）。输入到数据表单中的分值是每个组件的平均值。根据图4.20中的例

子，这一步骤的平均值为2.0 [(2+1+3)/3]

 • 一个柱状图中将显示四个条形；每个条形代表一个维度的充足水平。检查“

现有系统充足性条形的平衡”，将其与“新充足系统的平衡”进行比较。见

图4.23中的例子

 • 根据四个维度的效益“改进”和“平衡”，将现有系统和新系统的“充足水

平”结果进行比较，见图4.24

 

图4.23 充足水平的总体平衡（所有四个维度）

05_Chapter 04.indd   112 05/03/15   9:25 PM



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113

图4.24 比较总体平衡的结果

结果

该工具以柱状图的形式显示充足经济哲学内在的重要元素，有助于加深对当前系统

和新系统的理解。该工具尤其关注相比于现有系统，新系统有何改进。鼓励对每一

维度的效益进行改进（参见图4.21）。然而，充足经济设计在实践中的成功，不是

根据各维度改进了多少缺陷或增加了多少价值，使得用户的产品和服务增多来衡量

的，而是以四个维度中所生成效益的总体平衡程度来评价所有充足系统成功的大

小。因此，无需在每个层面都执意追求某一程度的改进。

因此，充足系统需要能够同时提供四个维度上的效益改进和四个维度间的效益

平衡。例如：在经过综合考虑之后，为了能够从整体上保持系统的平衡，并使用户

与大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或者，作为交换，可获得其他社会利益），应当舍弃现

有系统的某些积极部分（例如：较高的经济利益）。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充足经济平衡工具及指导方针可以从网上下载(www.lens.polimi.it中的“工具”部

分)。工作表单需要使用电子制表软件（例如：Microsoft Excel，或Open Office 中的

类似软件）。

4.3.6（利益相关方）系统图30

目的

系统图的作用是为系统结构的共同设计和可视化提供支持，显示出参与者及其之间

的互动。 

30 该工具由HiCS研究项目组的Francois Jégou开发，这是是高度定制化方案，是基于解决方

案的设计、生产和交付方案（欧洲研究，成长计划/欧洲第五框架 (Europea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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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基本上，它用图形来展示：

 • 系统中（主要和次要）社会经济参与者

 • 不同参与者间之间的互动：物质/产品流动、信息、资金和工作

系统图是一个独具代表性的工具，成文且先进。 

它是一个正式化的成文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张参与者系统的工程

图，以可再生和比较的方式来表现替代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包括固定的表现形式

（图），开放式的图像要素程序库（图标、箭头等)和一系列规则（布局、句法等）。

它又是具有先进性的，该参与者方案图纸始终处于“准正规化”阶段，随着

不断地发展演变能够绘制出日益准确的项目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各设计过程

中，参与者系统的细节都将能够逐渐得以明确。

因此，它是一个支持工具，用于：

 • 设计，表达法是构架想法，便于解决方案产生的有效方法。

 • 共同设计，使用了标准语言，所有设计团队成员或不同参与者可以共用此标

准 语言， 使他们之间进行战略对话已成为可能。 

 • 交流，这使设计解决方案（及其演变）得到清晰的可视化表达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的研究过程中

系统图被用于设计过程的许多不同步骤中。特别在：

 • 战略分析过程中，可用于描述：

 – 设计干预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系统

 – 项目所涉及企业的价值链（现有系统） 

 – 优秀案例中系统（参与者和角色）的组织体制

 • 设计概念系统中，可用于：

 – 使初始系统的理念构思形式化(图4.26)

 – 详细列明理念构思过程，识别主要和次要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流程

（图4.27）

 • 设计和构建概念中，可用于：

 – 详细列明系统构造，定义所有的参与者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图4.28）

GROWTH Programme / European 5th Framework)）。更多信息请参见耶由

（Jégou），曼奇尼（Manzini）和梅罗尼（Meroni）(2004)；凡·海伦（van Halen），

维佐理（Vezzoli）和维默尔（Wimmer） (2005)以及http://www.mepss.nl/index.php?p=

tool&l4=W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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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将系统图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图4.26  当设计系统概念时，初始想法（源自先前得出的设想和创意集群）被形

式化：在这个层次上，仅显示主要参与者和主要流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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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7  详细描述先前勾画的初始系统想法：在这个层面，只显示主要和次要参

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

图4.28  在设计（构建）系统的同时，详细勾画系统图，具体说明所有主要和次

要参与者及其交互流程。进一步详细列明系统图的关键部分。食品工作

室（Food Atelier）中的典型样本（图4.27中系统图的其中一个关键部

件），具体说明了组件的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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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要求使用幻灯播放软件（例如：Microsoft PowerPoint，或Open Office中的类

似软件）。凭借这款软件中的一系列标准化设计图标，来（参见图4.3至图4.32）确

定并修改参与者图31。

使用该工具的基础是广泛且方便软件的利用；它将促进项目所有参与者在设计

过程中的参与并加快方案演化过程中各种步骤的交换、修改和展示。 

以下文字描述了格式、图形要素库以及用于展现参与者图的一系列规则。 

系统图建立在一张单独的幻灯片上（图4.29）。通常，幻灯片的边界也就是

系统的边界，而幻灯片上的矩形显示的则是系统平台的边界：实施系统的核心参与

者在矩形内部而次要参与者在外部。后者是根据系统生命周期进行定位的：从左

（开始）到右（结束）。

图4.29 系统布局和平台轮廓

每个参与者由一个图标表示，由三个要素构成：

 • 结构，显示参与者类型 例如：公司、公共机构、家庭等。（图4.30和图

4.31）

 • 特性，定义参与者活动 例如：食品生产者、运输者等（图4.32）

 • 标语，详细说明参与者活动，有机食品生产商、物流服务供应商等。

31 用户可以从www.lens.polimi.it网站上下载一个包含各种图标和用户指南的基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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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结构显示参与者类型

图4.31 结构的大小表明的是主要参与者或次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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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一系列图形符号用以表示参与者活动

通过对三个标准化要素进行整合而获得的图标能够对参与者进行详细说明，并

在系统图中，将他们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区分（图4.33）。

图4.33 构造图标 基本结构+图形符号+标语

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流动将会用不同箭头进行标注（图4.34）：

 • 完整的粗箭头表示材料流动（组件、产品等） 

 • 方块点状的细箭头表示信息流动

 • 圆点状的细箭头表示资金流动

 • 顶部为菱形的完整粗箭头表示工作流动 

也可以对单向或双向流动进行区分。此外，箭头的颜色区分的是主要流动

（深灰）和次要流动（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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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不同的流动类型 物质、信息、资金和工作流动

系统图的构建过程，对参与者和各种流动进行了定位。为了使得系统组织更易

于理解，必须对各种流动进行详细说明，并通过标明起始点和对各类型的流动进程

进行编号来确定阅读顺序（图4.35）。通常，只会对主要流动进行编号。 

图4.35  构建系统图确定参与者和各流动类型的位置；对流动进行描述，对主要

流动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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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是一张显示构成系统各部分不同社会经济参与者及其互动（物质、信息、资金

和工作流动）的图。该系统图将随着项目的推进而变得越来越详细。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该工具基于一套可在幻灯软件上使用的标准化图标和构图版式（(例如：Microsoft 

PowerPoint，或Open Office中的类似软件)。在这个基础上它可用于修改各种图

标，也可添加新图标。 

由于不需要任何特殊作图技能，该工具适用于设计团队中的任何成员。

制定系统图所需的技术时间约为30分钟。

4.3.7 满意度系统图32

目的

满意度系统图能够辅助系统进行创意构思。 

该工具的用途在于识别并对能够满足特定福利需求的潜在社会经济参与者进行

可视化表达。在创意过程中，可视化将用于了解哪些参与者有可能加入到满意度系

统中。

换句话说，该图将刺激新思想和方案的产生，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下，满足特定的福利需求。 

该可视化过程包含以下关键要素：

 • 设计中满意单元目标的展现（例如拥有衣物）

 • 构成基本满意的次级满意要素的展现（例如：拥有干净的家用衣物，拥有干

净的特殊场合穿戴的衣物）

 • 参照环境的展现（例如：家庭，邻近服务中心等）

 • 有可能成为各次级满意要素的参与者

32 这一工具由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设计和系统更新组织（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INDACO）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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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 构成满意度系统图的要素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的设计过程中

满意度系统图可用于以下情况：

 • 在探索与下述机遇相关的情况下：

 – 对可能促进满足福利需求的潜在参与者进行简洁的可视化表达，并以此激

发创意的产生。

05_Chapter 04.indd   122 05/03/15   9:25 PM



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123

图4.37 将满意度系统图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无需使用任何软件；然而，为了增进管理和改进，仍然建议使用幻灯片播放

软件（例如：微软的PowerPoint软件或者Open Office中的类似软件）33。

基本上是一个可在单个页面/屏幕显示的示意图。示意图顶部显示的是项目预计

完成的满意单元（在如图示例中，为“在办公室内外的物流”34）；中部显示的是参

照环境（在示例中为办公室）；而各种次级满意度则以放射状的形式显示（到达办

公室，同事接待，接收内部文件等）。次级满意度旁边显示的是能够促进满足特定

民生需求的潜在参与者；在示意图中，参与者的位置由内向外分布，以表示重要程

度。位于底部的是参与了所有次级满意要素的参与者。建议使用与系统图中相一致

的图标。

33 用户可以下载一个包含用户指南的基本版，在www.lens.polimi.it的网站“工具”栏中草拟

一份“满意度”系统图。

34 这里举的“满意度系统图”的例子，是米兰工业大学的“DIS研究部”为通力电梯（KONE 

Elevator）设计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通力电梯这个案例，对生态高效产品服务系统

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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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其结果为，一个显示能满足特定需求的潜在参与者的示意图。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满意度系统图无需使用任何软件，可直接在纸上绘制。然而，为了促进管理和方便

改进，仍然建议使用幻灯片播放软件。

该工具的建立无任何特别制图技能要求，设计团队中的任何成员均可完成。在

集体讨论过程中，建议由引导者先进行展示，对显示图中的显著要素进行强调，以

激发设计创作的进行。 

制定满意度系统图所需技术时间约为：

 • 2小时用于标明次级满意要素

 • 2小时用于定位参与者

4.3.8 互动表和互动故事板35

目的

互动表的目标在于完成对用户和产品服务系统之间一系列互动的（共同）设计和

可视化表达。该工具展示的是发生在“前台”层面（用户与服务提供系统间的互

动）和“后台”层面（在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各参与者的互动）的一系列互动。

准确地说，该工具的目的是（随着项目的发展，会变得更具体）：

 • 对用户与提供系统间的主要互动进行描述和可视化表达

 • 对各参与者（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参与者）和用户之间的互动和角色

进行描述和可视化表达

 • 对各参与者（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参与者）和用户之间的一系列互动

和角色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可视化表达

基本而言，该工具中的图表显示了：

 • 一系列显示生产和服务交付过程中各种（系统中用户和其它参与者）互动的

图像（附有简要描述）。 

 • 各互动中其他信息的显示：例如：有哪些参与者、它们的角色以及完成项目

所需的要素（物质和非物质的）

35 这一工具是丹妮拉圣乔治（Daniela Sangiorgi）在产品服务系统方法（MEPSS）欧

洲研究项目成长计划/欧洲第五框架 (European Research，GROWTH Programme / 

European 5th Framework)的实施过程中研发的。详情请见Sangiorgi，Manzini 和 Meroni 

(2004)；Sangiorgi (2005)和http://www.mepss.nl/index.php?p=tool&l4=W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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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目标在于流畅描述功能系统时，互动表则不是最有效的工具。在此情况

下，建议使用叙事故事板。 

互动故事板由一个展示性图表构成，其中将单行显示一系列图像及文字，代表

着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互动；本质而言，它是互动表

的一个梗概。

将工具整合到MSDS（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的设计过程中

在设计过程中，互动表（故事板）将发展得越来越具体：

 • 在战略分析阶段，互动表（故事板）可用于：

 – 对案例分析进行描述，对用户与提供系统间的互动进行可视化表达

（图4.39）

 • 在系统概念设计阶段，互动表（故事板）可用于：

 – 描叙或部分描述用户应该如何与产品服务系统的最初构思展开互动。该展

示是简明扼要的（由带有简要说明的图像序列组成），只需对系统所提供

的核心功能和用户之间的互动进行可视化表达(图4.40)。

 – 详细列明参与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的用户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随着对

各参与者角色和所需（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要素说明的不断具体化，该展

示也变得更加详尽充实。 各种可视化方法可被使用：单线显示互动过程

（图4.41）；双线显示互动过程，一条表示用户的互动，另一条表示系统

参与者的互动（图4.42）；或者多线显示互动过程，每个参与者的互动均

用一条线来表示（图4.43）。

 • 在系统概念设计（构建）阶段，互动表（故事板）可用于：

 – 详细描述用户和参与者在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所有互动。与以往的

可视化表达有所不同，为了处理解决方案所需的一切资料信息，需要对每

一个互动过程都进行更为详细和深入的描述。每个互动在一系列互动步骤

中完成。各系统参与者的角色亦被详细列明；在互动线条上（区分用户行

为和前台行为）加入了可视线条（区分用户可见的前台办公行为和后台办

公行为）和内部互动线条（区分后台办公行为和附属支持流程）；分别列

明了各互动步骤，及各步骤所需的所有组件：工具（用于支持产品、标记

等），互动规则（用于指导互动的开展），专业技能（使用户和参与者能

够开展互动）和信息（互动过程中，提供用户和其他参与者所需的信息）

这一类型的展示使设计团队能够在系统界面（用户与前台之间的互动）和系统本身

的机制下同时开展设计工作（图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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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8 将系统图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图4.39 在本实例中，互动表从乘客与司机的角度描述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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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0 用户与提供系统间互动的初步描述

 

图4.41  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参与者和用户间互动的详细描述 单线展示互动

过程

 

图4.42  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参与者和用户间互动的详细描述 双线展示互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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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  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参与者和用户间互动的详细描述 多线展示互动

过程

 

图4.44  带有方案实施详细说明互动表的最终版本 该图显示了构成互动3的各个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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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需要使用电子制表软件（例如：微软的Excel软件或Open Office中的类似软

件36）。该工具要以常见且操作起来利于软件的使用为前提；它将促进项目所有参与

者在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并加快方案演化过程中各种步骤的交换、修改和展示。

数据表尤其有助于互动表的制作。可将图形要素（用以展现互动过程）和文本

要素（对互动和参与者角色的描述等）输入到特定的单元格中。可对不同单元格进

行涂色，以便例如：区分不同的互动线条。此外，软件还可以按您的意愿隐藏或显

示某一行或某一列的内容。

使用者还可以利用该软件在单元格中添加评论或注释，以便开展团队工作，并

创建阐述工作进度的相关文件，使项目参与者能够在文件中留下建议或意见。 

为了对互动进行可视化表达，我们建议： 

 • 用图像背景充当行动开展的背景环境。

 • 在图像背景中突出显示参与者。

 • 图像应只包括必要要素，以尽量减少语义上的混淆。 

 • 辅助文字（通常以第三人称叙述）简要描述参与者的行为。 

 • 图像的编排应保持节奏感和时间顺序。 

 • 在序列中只显示重要行动（仅在展示产品服务系统初始想法时）。

结果

最终得到的一种可视化的效果，包括图像和文字要素，显示系统各参与者与用户之

间在提供物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互动顺序。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这种可视化过程将

发展得越来越详细。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工作表单需依靠电子制表软件运行（例如：微软的Excel软件或Open Office 中的类似

软件）。 

图像的制作需要掌握基本的图形处理技巧（需使用照片编辑软件）。然而，设

计团队中的任何成员均可在电子制表软件中对互动表进行管理。 

由于项目的复杂程度和所处设计阶段的情况不同，制作互动表所需的时间也不

同。因此很难对图表应用的所需时间进行准确预估；我们只能进行预估，其所需的

最短技术时间为： 

 • 用1小时制作简易的故事板，只显示关键的互动过程（系统概念化设计阶段的

初始步骤）

36 用户可以从www.lens.polimi.it.网址上的“工具”栏中下载一个带有用户指南的“互动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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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8小时制作详细的互动表，对各参与者的互动进行说明（系统概念设计阶段

的最终步骤）

 • 用2小时将单个互动组合成完整的互动步骤（系统设计和系统构建）

4.3.9 产品服务图37

目的

产品服务图是系统功能的一种静态描述；它可被用作设计和视觉化工具。该工具有

利于设计团队更加详细地对用户系统的功能进行定义。

它基本上是一种图像展示，由图像和文字两种要素组成，主要展示下列内容

（在设计过程中，这种展示会越来越具体和详细）： 

 • 核心功能，即提供物的标志性功能（例如定制的送餐服务）

 • 基本功能，即满足核心功能所需的功能（例如下订单，付款等）

 • 增值功能，即与核心功能相关的、能够带来增值的功能（例如饮食建议等）

 • 子功能，是指描述各项功能实现过程的功能(例如：“饮食建议”功能可以被

细分为“在线饮食建议”，“产品饮食信息”等) 

将工具整合到MSDS的设计过程中

产品服务图将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详尽。

 • 在探索机遇阶段产品提供图可用于：

 – 描述构成特定情景的各种创意集群。这些创意可以与具体的核心功能相联

系。给这些理念配上标题，简要地表述其要点，并配上描述性图像。

 • 在系统概念设计阶段，产品提供图可用于：

 – 从核心功能开始，详细列举基本功能和增值功能。由于系统概念在此阶段

确定，因此产品服务系统在此时应得以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服务

图表既是一个辅助设计师对其产品服务系统进行细化的设计工具，又是促

进团队和参与者之间进行沟通的一个可视化工具（图4.46）。 

 • 在系统概念设计（构建）阶段，产品提供图可用于：

 – 描述并列举实施设计方案所需的全部单一功能和相关子功能。这意味着必

须在子项目集群（该子项目集群描述并规定了这些功能如何实现）中详细

列出每项基本功能和增值功能（图4.47）

37 这一工具是由Francois Jégou在产品服务系统方法（MEPSS）欧洲研究项目成长计划/欧

洲第五框架 (European Research， GROWTH Programme / European 5th Framework)

的实施过程中研发的。详情请见凡·海伦（van Halen），维佐理（Vezzoli）和维默尔

（Wimmer）(2005)和http://www.mepss.nl/index.php?p=tool&l4=W23。此处的描述性文本

来自www.mepss.nl/index.php?p=tool&l4=W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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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5 将产品服务图表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图4.46  在系统概念设计阶段，产品服务图使得基本功能得以发展，同时在主要

功能周边列出各项增值功能

来源：凡·海伦（van Halen），维佐理（Vezzoli）和维默尔（Wimmer） (2005)，附带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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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并不要求使用任何特定软件；产品服务图可直接在纸上绘制。然而，如果利

用该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建议使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和幻灯片软件作图。

核心功能位于产品服务图表的中部（通过示意图、标题来显示，可能附有说明文字）。 

基本功能和增值功能位于核心功能周围；也是通过附有说明性文字的图像来显

示。您也可以通过图像大小的差别来表示基本功能（较大图像）或增值功能（较小图

像）。 

子功能位于其相关功能周围，以文字的形式展现。

图4.47  在系统设计阶段，产品服务图进一步演化：在每个次级功能中详细列出

每个单项功能

来源：van Halen，Vezzoli和Wimmer (2005)，附带英文翻译

结果

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展现了系统所具有的功能（核心、基本和增值功能）及其子功能

的图表。根据所开发的系统概念的不同，所生成的图表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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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产品提供图可直接在纸上绘制。然而，最好使用幻灯片软件和图像处理软件来绘制

图表。这样可使设计团队中各成员均能更容易地对图表进行修改。图像的制作需要

掌握基本的表格制作技巧（需使用照片编辑软件）。 

创建产品服务图表所需时间因设计项目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各有不同。其中，最

短技术时间约为： 

 • 1小时用于创建简易产品提供图，仅显示核心功能

 • 2至3小时用于添加图表中的基本功能和增值功能

 • 2至3小时用于添加子功能

4.3.10 极化图38

目的

极化图用于“探索”现有系统今后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换句话说，从具体的设计选

项开始，它便是定义现有系统改造方式的辅助工具：它促进新创意的产生并支持创

意的组织和展现。特别地，它应用于设计过程的开始阶段，对我们所说的以可持续

设计为导向的情景，即系统可能采取的有前景的结构变换进行诠释和可视化表达。

在实践中，它是一个建立在两极之上的图（图4.48）；每一极均显示产品服务

系统在相反的两个方向可能会出现的变体（例如：如果用户参与度比较低，那么我

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产品，若参与度高的话，我们将考虑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该工具能够在图表中对创意理念进行定位和组建；另一方面，它能进

一步刺激新创意的产生，例如，通过提问“如果一个创意从一个象限移动到另一个

象限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38 这一工具是在产品服务系统的方法（MEPSS）欧洲研究项目成长计划/欧洲第五框架 

(European Research， GROWTH Programme / European 5th Framework)的实施过程中研发

的，目的是为构建场景提供支持。详情请见凡·海伦（van Halen），维佐理（Vezzoli）和

维默尔（Wimmer）(2005)和http://www.mepss.nl/index.php?p=tool&l4=W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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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8 显示构成要素的极化图示例

来源：图像由维佐理(Vezzoli)、奥比特格力(Orbetegli) 和山士恩（Ceschin）（2006）进行处理

将工具整合到MSDS的设计过程中

极化图可用于：

 • 在机会探索阶段，支持可持续设计为导向的情景构建，即新产品服务系统可

能采用的一系列构造。 

该情景包括四个设想（每象限一个）以及图解性描叙，关于采用特定设计选项

后，背景环境将如何发展（图4.52）。相应象限内的一系列创意理念对每个设想都

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为了进行组织和沟通，这些创意可以被重组成创意群，每一组

拥有相似的基本特点（图4.53）。需要强调的是，极化图是用于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

（MSDS）中，对SDO工具包（参见4.3.1部分—SDO工具包）所产生的可持续创意

进行组织的。出于这个原因，所产生的情景和设想被认为是以可持续为导向的情景

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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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9 将产品服务图表整合到MSDS设计过程中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无需使用任何特定软件；它可以在纸上绘制或以数码形式(例如：使用幻灯片

软件)进行绘制39。具体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创意构思、确定有发展前景的

极化图和极化创意、定义设想、定义创意集群。

创意构思

以可持续为导向的创意构思是在集体讨论会（头脑风暴）中进行的。在可持续系统

设计方法论（MSDS）中，该过程得到以下工具的辅助，如：

 • 可持续创意构思图表（SDO工具包，见4.3.1中的SDO工具包）

 • 满意度系统图，即一种识别并对能满足特定福利需求的潜在社会经济参与者

进行可视化表达的图表（参见4.3.7—满意度系统图）

 • 优秀案例分析

不同的创意可通过文字（标题、关键词、扩展描述）和视觉要素（图像、示意图

等）进行描述。 

39 用户可以从www.lens.polimi.it的“工具”一栏中下载一个基本模型用于创建“极化图”及

用户指南。

05_Chapter 04.indd   135 05/03/15   9:25 PM



13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识别有前景的极化图和极化创意

在这一步骤中，构造极化图需要将新形成的构思应用到不同象限中。

绘制极化图时，可以：1）从各种已经定义的极性中进行选择2）根据项目的需

要再次对它们进行定义。

图4.50 可以用于绘制极化图的极性例子

在这一点上，可以在图上对创意进行定位。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运行方式不仅在于

组织并展示创意理念，同时也为了更进一步刺激新创意的产生。可以将创意从一个

象限转移到另一个象限，以便潜在地产生新创意。 

图 4.51 极化图的构成，创意的定位以及新创意的产生

来源：维佐理(Vezzoli)、奥比特格力(Orbetegli) 和山士恩（Ceschin）2006年的改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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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设想

一旦完成了对所有创意的定位，就可以开始定位设想了，像我们曾提过的，这些

设想描述了特定的设计选项确定之后，其环境是如何不断进行演进的。每种设想

（一个象限）代表着系统演变的潜在发展方向。

通常每种视图都配有标题和详细叙述。 

创意集群的定义

与设想的定义类似，创意集群的定义也可聚集新构思，也就是，对具有特征相似的

创意进行分组。当需要对大量的创意进行管理时，尤其建议加强对构思的组织和 

展示。

不同创意集群（来自不同象限）的融合成为了产生一个或多个系统概念的开端。 

 

图4.52 构成方案的各种设想的描述

来源： 维佐理(Vezzoli)、奥比特格力(Orbetegli) 和山士恩（Ceschin）2006年的改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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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3 创意集群的定义

来源：维佐理(Vezzoli)、奥比特格力(Orbetegli) 和山士恩（Ceschin）2006年的改进图

简而言之，上述过程开始于创意构思，最后形成了极化图以及相关设想的确定。事

实上，该过程也可能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即：

 • 定义极化图（从现有的极化图开始或另外进行设计）

 • 通过描述四个新形成的象限确定设想

 • 使用极化图和相关设想刺激新创意的产生

结果

得到一个对以可持续为导向的情景进行描述的示意图，包含了相应的设想和创意集群。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该图表可直接在纸上绘制。然而，仍然建议使用幻灯片软件，以便于管理和改进。

工具的使用无需特定图表制作技巧，所以设计团队中的任何成员都可完成这一工作。

极化图的使用包括对创意进行极性分组，确定设想和创意集群。因此，所需时

间因特定项目不同而各异。其中，所需最短技术时间约为： 

 • 30分钟用于定义极性和绘制图表

 • 2小时用于定位创意并进一步产生新创意

 • 2小时用于确定设想

 • 2小时用于确定创意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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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解决方案要素简介40

目标

“解决方案要素简介”是一个（共同）设计和可视化工具。 其目的在于对系统所需

的要素（物质或非物质的）和设计/生产/输送这些要素的系统参与者进行描述。这一

工具用于帮助在方案研发和交付过程中对单个参与者的角色进行定义。

这主要是一个图表展示，由一个双向图表构成：

 • 方案实施所需的物质（产品，设备等）和非物质（信息，服务等）要素都标

于水平轴上。这些要素主要由象形图进行表现。

 • 系统内的参与者标于垂直轴上

 • 要素与参与者相交所构成的图像显示了单一参与者在设计，生产和交付各要

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将工具整合到MDSDS的设计过程中

“解决方案要素简介”可用于：

 • 在设计（和构建）系统阶段，简洁有效地对单一要素的设计、生产和交付过

程中各参与者所做的贡献进行定义。

图4.54 将“解决方案要素简介”整合进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实施过程中

40 这一工具是在 HiCS 研究项目“Highly Customerised Solutions， Solution-oriented 

design， production 和 delivery systems”期间开发的（欧洲研究，成长项目/欧洲第五框

架）。详情请见：耶由（Jégou）， 曼奇尼（Manzini） 和 梅罗尼（Meron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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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无需使用特定软件，然而，为了方便管理和改进，建议使用电子制表软件

（例如：微软的Excel软件或Open Office中的类似软件）41。

应用广泛，操作方便的软件可以增加项目人员在设计过程的参与程度，推进方

案发展过程中各步骤之间的交换，改进和展示。

可将不同图表和文本因素添加到电子数据表单元格中。

可视化表达由以下部分组成：

 • 系统运行所应具备的功能

 • 构成单一功能的要素（可通过象形图，或更简单通过说明性文字进行 

展示）。

 • 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参与者（由jpg格式的系统图图标表示，或者更简单地可

用它们的名称进行表示）。

 • 不同参与者在设计、生产和输送各要素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可用符号进行

表示，如下图所示）。

图4.55  解决方案要素简介的示例 我们可以在顶部看到方案实施中所用到的必需

要素（单个要素在其中已经表现出来）。每个要素都与系统中的各参与

者密切相关：十字型（加号）表明该参与者对特定要素的设计有影响；

方块表明该参与者会生产或交付这种要素；十字型与方块的组合则表明

该参与者对设计、生产和交付都会产生影响。

来源：Ceschin(山士恩) 2006

41 用户可以从www.lens.polimi.it的“工具”栏中下载一个基本模型用于创建一个“方案元素

简介”，及用户指南。

05_Chapter 04.indd   140 05/03/15   9:25 PM



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141

结果

最终得到一个双向图表，表明系统实施所需要素（物质和非物质）以及各参与者在

设计、生产和交付等要素中所担当的角色。

工具可用性和所需资源

创建图标需要图像处理软件。建议在起草解决方案要素简介时使用电子制表软

件，这样便于数据的整合和修改。

需要掌握制图所需的基本技能(图片编辑软件的使用)。然而，电子制表软件中的

解决方案要素简介可以由设计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负责管理。

该表制作所需的时间因各项目的复杂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我们预计大致的

最短时间为：

 • 4个小时创建图标（为节省时间，图标可由文字表述代替）

 • 4个小时来处理解决方案要素简介

4.3.12 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42

目的

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是一个（共同）设计和可视化工具。它旨在从单个参与者动机

的角度，对系统方案进行表述。这是一项用于对每个参与者对整个合作伙伴关系及

其他参与者的角色和贡献进行定义的工具。

这是一幅双向图表，各种影响因素置于两侧，各种因素的交汇一目了然，不同

因素在图表中：

 • 加入系统的动机

 • 整体上在合作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其他参与者的影响

 • 收到的来自合作伙伴和其它单个利益相关方的贡献

 • 收到的来自各参与者之间潜在的协作或冲突

42 这是由HiCS研究项目（欧洲研究、成长项目/欧洲第五框架 (European Research， 

GROWTH Programme / European 5th Framework)）中开发的一个工具。详见：耶由

（Jégou），（Manzini）和梅罗尼（Meroni）(2004)。这部分的描述引自：（Manzini）

和梅罗尼（Meron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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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的设计过程中

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可以用于： 

 • 系统概念设计。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提议者可以利用这一工具率先明确他们

参与该系统的动机、潜在贡献和预期收益。还可以用于识别和确定今后潜在

的合作伙伴（图 4.57）

 • 设计（构建）一个系统。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随着设计过程的推进也会不断

完善：实际参与者逐渐取代潜在参与者（之前所确定的）；可以重新定义并

列举他们的意图、贡献和预期收益；可加强各参与者间的协同效应，并可以

减少或解决冲突（图4.58）

图4.56 将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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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 将该模型应用于系统概念设计阶段

来源：改编自山士恩（Ceschin） 2006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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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8 将该模型应用于系统设计和工程阶段

来源：改编自山士恩（Ceschin）2006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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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不需要使用特定的软件，然而，为了对各种图像元素进行有效管理，还是建

议使用电子制表软件（例如：微软Excel，或开源办公软件系统中的类似软件）43。

这些软件应用广泛，使用便捷，将促进项目所有参与者在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并

加快方案演化过程中各种步骤的交换、修改和展示。

可以将各种图表和文本要素输入到电子数据表中。

可视化部分包括：

 • 参与者，位于双向图表的两侧（由系统图使用的图标创建的.jpg文件来表

示，或只是用它们的名称来表示） 

 • 动机、贡献和预期收益，由每对参与者输入

可将该表左侧各参与者同顶部各参与者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图4.59 构成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的各组成要素及其解读方法

结果

得到的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向图表，系统中每个参与者的动机、贡献、预期收益、可

能出现的冲突或协同效应都可以被描述出来。 

43 为创建一个“利益相关方”的动机矩阵，用户可以从www.lens.polimi.it的“工具”栏中下

载一个基本模型和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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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可用性和所需资源

创建图标需要图片处理软件（图标可依据系统图中的那些来创建）。建议在起草利

益相关方动机矩阵时使用电子制表软件，这样便于数据的整合和修改。

需要掌握制图所需的基本技能(利用图片编辑软件)。电子制表软件中的利益相关

方动机矩阵可以由设计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负责管理。 

制作利益相关方动机矩阵所需的时间因各项目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各有不同。但

我们预计大致的最短时间为： 

 • 2小时绘制出该矩阵的初始版本（仅包括主要参与者）

 • 2个小时更新二级参与者矩阵。 

4.3.13 miniDOC44

目的

影音工具以讲故事的形式推进对话的进程。MiniDOC是一套视听工具，使决策制定

者们在系统共同设计过程中进行内部对话成为可能。

在短时间内（大约5分钟），该工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分析后得出的重要成果

以可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 确定案例分析和最佳实践方案

 • 对利益相关方进行视频访谈

 • 对历史及当代的图片资料进行研究，有助于记忆的重塑和想象的提升。

该工具的具体用途在于：

 • 对环境进行研究和定位

 • 在研究领域打造并促进新创意的产生。

 • 促进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的设计过程中

miniDOC在分析阶段可作为做音频和视频输出工具作用。 

 • 在战略分析过程中，miniDOC可以被用于：

 – 描述在研究阶段发现的关键方面（优势和劣势）并对其进行形象化展示。对于

表格中内容、参与者和集群的确定十分有用，为构建决策者之间的对话奠定了

基础，这也是充分发挥了影音材料易于获得、便于理解的特点（见 图4.60）。

44 可以在网址http://www.youtube.com/user/MovieDesignPolimi/featured的MovieDesign

Polimi频道上看到Imagine Milan 项目中开发的miniDOC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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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0  对从miniDoc可视图中提取出的描述内容和框架等关键领域进行描述的

概念图表

如何使用该工具

该工具需要使用编辑合成软件，因此是基于一种叙事型结构的软件。

miniDOC不仅可以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材料收集的过程中来（图片资

料和视频访谈），同时它也给设计者提出了要求：关键元素需要被更好的收集和组

织起来，形成叙事和审美集群。因此，所研究的内容成为该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灵感

来源之一。

材料可通过不同设备进行收集和编辑（摄像机、手机或相机），便于将信息的

复杂性表现出来。结合记录的物质、信息图表和音频文件，设计师们可进行不同的

交互。将这些信息传到网上实现在线讨论也是可能的（例如：在线会议）。

表4.7 miniDOC工具使用阶段

阶段 活动

概念 听

脚本

故事板

美学语言

前期制作 历史和当代

图像材料

视频访谈

制作 拍摄

动画片

后期制作 编辑

合成

结论

这是一套视听工具，构建在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展现出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充分发挥视听故事的潜力，miniDOC能帮助利益相关方展开反思，并使其成为

随后设计项目灵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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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可用性和所需资源

该工具的使用需要编辑合成软件（例如视频编辑软件Adobe Premiere、Final Cut或

其他；还有像After Effects一类的软件用于影片合成）。

良好的沟通和技术能力对于编辑和故事线索的构建都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需要雇佣专门的通讯设计师，主要负责在分析过程中应用可视化之外的

专业技能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转换。 

构建miniDOC 所需的时间根据项目复杂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与产出质量

直接相关：

 • 至少需要30天来完成一些基础性工作（符合要求的图像质量、编辑和故事线

索），这些可以由专人支配、通过一些工具来实现（例如：手机或免费编辑

软件等）。 

 • 需要40天或更长时间来获得良好的分析结果（良好的图像质量、编辑和故事

线索），这需要技术和讲故事的技能以及有计划的目标设置。 

4.3.14 表现系统概念的影音文件45

目的

该系统概念可视化工具有助于刺激新创意的产生；它使创意具体化，从而促进设计

项目的开发。

该工具也如miniDOC一样有助于简化项目成果的生产过程，并能对相应理念进

行可视化展示，实现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讨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工具使用的是短视频格式（通常3分钟左右），基于三幕

叙事结构：

 • 第一部分显示背景环境

 • 第二部分展望未来，提出经典的设计问题“假使…将会怎么样？”

 • 最后一部分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

目的是显示可能的概念，并激发想象力以及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 

系统概念影音材料是一种设计过程中会用到的有效工具，可使相关概念在不同

的项目参与者之间实现分享。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的设计过程中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将越来越详细。 

45 系统概念影音通常被称为“视听场景”：如需进一步信息，参见Piredd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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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系统设计的方法与工具 149

 • 当进行系统概念设计时，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可被用于：

 – 将设计概念进行可视化表达，有助于在不同的观点之间展开比较；方便利

益相关方识别需求，并与设计团队制定出共享的路径。

 • 在沟通过程中，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可以被用于：

 – 对设计理念进行可视化展示，以便促进其交流与传播。使不同心理影像之

间建立连接，共同参与到共享理念的构建中（参见图4.61）

图4.61 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如何与结果建立联系的例子

如何使用上述工具

为了实现最有效且最有创意的对话，建议设计师与设计团队的成员进行沟通以在下

列活动中展开协作：

 • 倾听—将关键功能（优势和劣势）整合到叙事和审美集群中 

 • 脚本和故事板——故事线索和故事板的确定

 • 可视化影音材料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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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在系统概念影音材料中，利益相关方的主要职责是与设计团队合作确定他们的创

意：通过其理念、知识和经验，丰富图像的含义。

 

表4.8 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工具使用阶段

阶段 活动

概念 听

材料

故事板

美学语言

前期制作 资料查找（图像、

照片、图画……）

制作 拍摄

动画片

后期制作 编辑

合成

结论

输出结果是视听文件，可对设计过程中产生的创意进行可视化表达。因此，传媒设

计能为将来提供认知和美学借鉴。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使用该工具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叙述故事的能力和专业技能。

在聆听阶段，建议所有参与者都积极参加关键功能和创意的组织与整合工作。 

在故事情节和故事板图片的创建过程中，参与人员需具备良好的写作和绘图水

平，可直接在纸上作图或能够熟练使用照片处理软件。

在前期制作、制作和后期制作阶段，对编辑和合成技能都有较高要求。

由于可视化表达的复杂程度不同，创建系统概念影音材料所需的时间也各有不

同。半成品即包含图像背景的草图和图纸，这种视听形式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等不同

维度操控创意。因此，它要求：

 • 最少有5天的技术处理时间。此类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对倾听的能力和叙述故事

的技巧有很高要求，专业技能关系到可视化审美素质。可应用先进技术对那

些使用新设备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材料进行整合、混搭。

 • 制作该系统概念影音材料最少需要15天，对那些要求具有丰富图像文化和精

湛的专业技巧（例如表演或小说）的复杂创意和故事进行可视化表达。这种

类型的系统概念影音材料可用于系统概念设计的最终阶段和交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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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动态脚本

目的

动态脚本对共同设计过程提供支持。 

它是一个以动画片形式呈现的交互故事板，将图像、对话和声音编辑在一起。

设计团队可利用该视听工具对一系列过程的先后顺序进行详细的可视化表达，以便

明确每一环节的行动时间。它可以在（静止）交互故事板的基础上或在其之后完成

创作，使相同的叙述变得更加生动。

事实上，该工具是一个视听表达工具，有助于：

 • 对过程的详细顺序进行可视化表达

 • 添加关于行动时间的信息

 • 促进各参与者的集体对话

将工具整合到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的设计过程中

 • 在发现机遇过程中，动态脚本可以用于：

 – 对一个新创意的不同阶段进行可视化表达使其通俗易懂，并推进这一学习

过程。它是一个半成品，以图解的方式展现了各个过程及其关系，并能够

促进集体对话。

 • 在系统概念设计过程中，动态脚本可用于：

 – 对概念进行初步描述，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行动顺序进行可视化表达。

设计团队可借助模拟过程搜集项目的各种观点（参见图4.62）。

图4.62 运行中的动态脚本的例子，带有对话和声音的简单视频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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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上述工具

动态脚本是一种内部交流和协同设计工具。这其实是视频的简单拼接，通过对来自

交互故事板的图画和图像进行线性编辑，并将其与对话和声音合成在一起。建议使

用图形图像处理软件来制作图形要素。拟定故事情节，以便将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

合，建议使用幻灯片软件（例如幻灯片(PowerPoint)软件，或Open Office中的类似

产品）或者基本的编辑软件。

表4.9 有声动画系列广告工具使用阶段

阶段 活动

概念 材料

故事板

制作 资料查找（图像、照

片、图画……）

图像处理

后期制作 线性 编辑

结论

该工具是一个视听输出设备，应用多种材料、多种设备。它超越一般的动画故事

板，可将创意进行可视化表达，促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设计过程

中，该动态脚本的功能将不断增加并逐渐细化，其复杂程度逐渐能够达到与视听概

念材料工具相匹配的程度。

所需工具和必备资源

使用该工具需要具备良好的表格制作能力、叙述故事的技巧和专业技能。

创建动态脚本所需时间因可视化的复杂程度及叙述质量不同而各异。它大约需

要：

 • 实现视频拼接的技术工作至少需要两天，并通过交互故事板实现对图画

和图像的线性编辑，并与对话和声音合成在一起（例如幻灯片或简单视

频）。该工具需要应用简单的表格制作技巧和基本的故事讲述技能，绘制图

片（素描、绘画或照片）。专业技能的高低关系到可视化美学效果的优劣。

表4.10 使用有声动画系列广告制作的大体时间表

阶段 活动 时间

概念 材料

故事板

一个简单的故事板需6小时完成

制作 资料查找（图像、照片、图画……）

录制对话和声音

从故事板和其他材料中筛选图片需4个小时

录制对话和声音耗时5小时

后期制作 线性 编辑 编辑收集好的材料需要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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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卷的相关章节将从一系列角度对产品服务系统进行探究：可持续产品

服务系统设计研究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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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生态高效型系统的设计标准和指导方针

此附录中，重点阐述了上述章节中确定的6项环保标准，以及具体的指导方针，旨在

引导以生态效益型系统方案为导向的创意（例如：以可持续设计为导向（SDO）工

具软件中的创意表）。上述指导方针旨在对创意过程提供支持，其目的并非是实现

产品的渐进式改进，而是从系统层面促进潜在的创新，此类创新是就环境、社会伦

理和经济域来讲的重大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指导方针的主要关注点为系统层

面的创意，也就是说，观念应该涉及：1）构成提供物的产品与服务；2）提供生产

与服务的参与者的构成。

系统生命周期优化

 • 完善产品和基础设施，对其提供维护、维修和更换服务

 • 完善产品和基础设施，提供技术升级服务

 • 完善现有产品和基础设施，提供能推进/促进美学和文化价值的升级服务

 • 完善产品和基础设施，提升其重新配置的能力（新地区的应用）

 • 为产品或基础设施提供共享服务

 • 为产品的共享/再利用/二手销售提供服务平台

削减运输或分销量

 • 利用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信息的传输/获取

 •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实现远距离合作（使用、维护和维修）

 •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优化并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信息、数据传输）

 •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实现现场生产（信息、数据传输）

 • 对产品/基础设施交付进行整合，并提供现场装配服务

 •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降低产品或半成品运费和包装成本 

 • 整合产品/半成品输服务，优化分销方案

 • 鼓励客户对包装进行再利用，并减少运输环节

 • 为产品的维护/维修提供远程控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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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

 • 利用配套服务，优化能源/材料/半成品的使用

 • 通过基于满意度单元的付费，获取产品和基础设施（应用支持平台）

 • 在一定时期内支付年费，获取产品和基础设施（应用支持平台）

 • 基于满意单元进行收费，为客户/最终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最终结果）

 • 提供资源节约型技术和方案，更新现有设备，用节约下来的资金进行投资 

 • 实现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集体使用

 • 当产品/基础设施的技术效率和专业化程度都得以提升时，可采用外包方式

 •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对现有产品或基础设施进行利用/整合

 • 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可采取外包方式

 • 为实现资源优化，将适应性设计融入产品/基础设施中

 • 通过设计服务，使产品/基础设施在使用过程中能够适合各种资源要求。利用

适应性服务，达到产品/基础设施的资源使用标准

 • 提供可用的产品/半成品

 • 根据预先制定的需求进行产品/半成品的生产

将浪费降到最低/提高利用率

 • 利用回收性服务，实现产品/基础设施的再利用与再加工

 • 利用回收性服务，实现产品/基础设施的循环使用

 • 利用回收性服务改进产品/基础设施，实现能源节约

 • 增设产品召回服务，制成堆肥

 • 寻找本地盟友/合作伙伴，利用共生/级联法，实现资源的二次利用

节约/生物相容性

 • 寻找合作伙伴，实现化整为零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 寻找合作伙伴，推广当地可再生、可降解材料和产品的使用

05_Chapter 04.indd   163 05/03/15   9:25 PM



16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推广被动式能源资源在基础设施和产品功能中的使用

 • 寻找合作伙伴，促进当地可回收材料的使用

毒性削减

 • 与其他生产商合作，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回收再利用

 • 通过提供服务，实现产品/基础设施/半成品在使用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最小

化排放

 • 销售有毒有害物质须附带终极处理方案

 • 以满意单元收费的方式，为客户/最终用户提供有毒物质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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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社会公平和凝聚力设计标准和指导方针

与附录1类似，本附录重点强调了上述章节中确定的6项环保标准，以及具体的指导

方针，旨在引导以生态效益型系统方案为向导的创意（例如：以可持续设计为导向

（SDO）工具软件中的创意表）。 

改善雇用条件或工作环境

 • 改善工作条件

 – 避免/杜绝强制劳动和雇佣童工情况的出现

 – 避免/杜绝工作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歧视

 – 保证员工的结社自由和享有集体协商的权利

 – 采用相应的工具和标准对公司进行社会伦理责任认证

 • 加强职业卫生安全工作的管理

 – 提升员工健康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 采用相应的工具和标准对公司进行社会伦理责任认证

 • 保证工作时间充足以及薪酬公平

 – 保证薪酬的公平和工作时间的充足（在整个价值链中）

 – 保证足够的工作小时数

 • 提升员工的满意度、积极性和参与度

 – 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

 – 保证员工有机会得到长期培养和培训

 – 切勿忽视创造性工作

 – 保证员工/雇员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 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重视员工的创造性提议

 – 在整个价值链中，与同事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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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与利益相关方有关的公平公正问题

 • 推进平等和公平的合伙关系

 – 支持合伙人参与到开发中来，并为创意环境提供支持

 – 支持合伙人参加社会活动

 – 参加那些宣传社会平等的组织

 – 鼓励合伙人之间相互学习、互通有无

 – 向合伙人推广社会道德责任认证的标准和工具的定义或应用

 – 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充分的信息流

 – 提高利益相关方的生产能力

 • 促进供应商、分包商和次级供应商之间的公平和公正关系

 – 加入公平交易活动系统/开展援助活动

 – 在新兴市场促进合作项目

 – 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和潜能，为供应商和分包商提供他们所需或感兴趣

的信息

 – 鼓励供应商、分包商和次级供应商参与到设计（决策）过程中 

 – 促进/要求参与到价值链中的其它企业确保工作条件符合要求

 – 促进/要求参与到价值链中的其它企业保障相关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 促进/要求供应商、分包商和次级供应商实施社会认证系统

 – 为企业的社会伦理认证提供标准和工具

 • 促进并提高与客户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平等关系

 – 向客户/终端用户提供能够保证其人员健康与安全的产品和服务

 – 改进系统，改善健康与安全条件，减少歧视和边缘化现象

 – 保障产品和服务工作的健康与安全

 – 制定并采纳与终端用户相关的社会伦理责任的认证标准与工具

 • 促进并提高社区（提供产品与服务所在社区）的公平与公正关系

 – 验证提供物（产品或服务）不存在任何反弹效应

 – 促进并提高普通商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

 • 促进与当地机构/代理的平等公正关系

 – 通过所提供的系统支持民主制度（例如：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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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负责任/可持续性消费的发展

 • 增强透明度，并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对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做出贡献

 – 制定并实施标准，以便提高供应过程的透明度，强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 为客户和终端用户提供信息或学习体验，帮助他们提高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

发展的意识

 • 开发那些能够促进客户/终端用户的社会责任感/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或

服务

 • 在生产/实施/定制化过程中，开发那些能够促进客户/终端用户的社会责任感/

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或服务

 • 鼓励客户/终端用户参与到他们自身产品服务系统的生产/实施/定制化过程，

促进产品服务系统向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重视/兼顾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利益

 • 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条件，鼓励他们融入到系统中来

 • 改善边缘化群体的条件，鼓励他们融入到系统中来

 – 改善边缘化群体（例如失业者）的状况，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能够提高他

们能力的工作机会

 • 鼓励外国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与事务中

 • 开发一个使所有社会阶层均能够获得产品与服务的系统

 – 为低收入人群开发免费或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 

 – 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既满足高端客户同时又满足低端客户的需求

 • 开发共享使用系统或产品服务交换系统，以增强其可获得性

 – 开发经济财产共享系统

 – 开发能够促进平等劳务服务的系统

 – 开发一些关于产品共享并能够降低成本的系统（例如合作系统）

 • 制定一些使（企业）容易获得信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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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凝聚力

 • 构建促进社区邻里相互融合的系统

 – 促进社区大众产品共享和维护系统的构建

 – 鼓励能够实现邻里互惠的协同设计系统的构建

 – 促进住房共享系统的构建

 – 促进联合办公系统的构建

 • 促进有助于代际之间社会融合系统的构建

 • 促进能使不同性别之间相互融合系统的构建

 • 促进能够使不同文化之间社会融合系统的构建

改善当地资源

 • 尊重/改善特有的当地文化特色

 – 尊重各种文化并鼓励文化发展多元化

 – 鼓励不同品味和审美倾向

 • 制定能够刺激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系统

 – 加强当地经济在当地创造服务过程中的作用

 – 鼓励能够增强当地经济活力的开发活动，开展协作生产，促进改善当地和

外部经济环境

 • 工艺品改进和再利用

 – 废弃工艺品（例如：让弱势参与）的翻新和再利用

 – 工业、家庭和城市弃用产品和材料的翻新和再利用

 • 适应/改进使用再生资源和当地资源的系统

 • 促进当地网络化企业的发展

 – 改进/依靠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网络

 – 改进/依靠人群协作网络（开放式和点对点式）

 – 改进/依靠工艺品协作网络（开放式和点对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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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提升满意度和完成转型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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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服务系统可持续互动的审美
价值

法布里齐奥·山士恩（Fabrizio Ceschin）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设计与体系创新（DIS）项目（Politecnico di Milano，Design 

Department，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IS)， Italy）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设计系（Brunel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Department of Design， UK）

卡洛·维佐里（Carlo Vezzoli）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设计与体系创新（DIS）项目（Politecnico di Milano，Design 

Department，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IS)， Italy）

萨尔瓦多·津格尔（Salvatore Zingale）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传播设计（D.COM）项目（Politecnico di Milano， Design 

Department，Communication Design (D.COM)，Italy）

1.1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传播局限性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这个系统中，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利益使环境资

源消耗方式得到不断优化）堪称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好办法。但尽管呈现出双

赢的潜在特点，此概念的应用范围依然有限。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生态效益

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创新模式通常十分激进，会遇到消费者现有的行为习惯

（文化壁垒）、公司的组织（企业壁垒）和规范框架（规范壁垒）等方面的挑战。

出于上述考虑，本章首先探讨了导致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及替

代品影响力受限和接受程度偏低的原因。随后讨论了关于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

（PSS）审美价值，就美学如何提升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内在品

质、如何促进其推广和传播进行了论述。通过案例分析，并结合符号学原理，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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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将就美学元素是如何提升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吸引力、用户认可度和满

意度提出几种研究性假设。

1.2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用户接受产品
服务系统所面临的障碍

消费行为是每个人独特选择权的体现，受社会规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阻碍生态效

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传播的居主导地位的因素是当前的消费行为。让我们

总结一下那些（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影响传播的主要因素。之后，我们遵循蒙特

（Mont，2004）的思想方法，将它们划分为经济和社会心理因素。

从经济角度讲，莱普克（Røpke，1999）认为，当今消费行为首先是受到了工

业化发展历史的影响。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总量得以提升，同时

造成了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下降，这就决定了各国需要更多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并

催生了更多新产品的出现。反过来，也会使人工制品的市场需求增大，因此要制定

相应策略来刺激消费。根据这一情况，柯尔本（Kilbourne，2001）等人提出：现今

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让人们萌生了追求更高物质繁荣的念头。

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是造成物质消费水平提升的另一主要原因。尽管环境与社

会成本与产品本身密切相关，但它们在产品的售价中却得不到体现，这就使得生态

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很难与工业制成品进行竞争（蒙特（Mont）和林赫斯

特（Lindhqvist）2003；山士恩（Ceschin）和维佐里（Vezzoli）2010）。另外，劳

动密集型产品（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常被归为这一类）的价格正呈不

断上升的趋势，所以消费者会更倾向于购买廉价的产品（如洗衣机），而非产品服

务系统（如衣物护理服务）。 

而且，消费者对“生命周期成本”这一概念大都知之甚少（蒙特（Mont， 

2002））。所以，有时消费者难以觉察出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潜在经济效益。

拥有产品的总成本（如使用、维护、修理和处理成本等）往往没有反映在产品销售

价格中，这通常就会让很多最终用户认为单纯购买产品会相对便宜些，而整套产品

服务系统的价格则一定高很多（其实有时并非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往往都会基于下述假设：消费者都是理性的决策者，其消

费目的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价格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他们选择的最主要因素。然

而，蒙特（Mont）和普莱皮斯（Plepys）（2008）则认为：消费行为不仅仅是对价

格做出理性的回应，而是受多重影响因素的制约，整个过程相当复杂，分内部和外

部两方面，包括人类心理、社会规范和制度环境。 

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习惯在消费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消费选择受到先

前的消费模式的影响。而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则与现行的产品所有权

的主流标准完全相反，它是以共享和拥有使用权为基础（伯南特（Behrendt）等

2003），而消费者一般很难接受无所有权的解决方案。对某些特定的需求满足而言

就是如此（例如洗衣服，我们不习惯使用放在自家却不属于我们的洗衣机），而无

所有权方案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也得到了应用（例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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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无所有权方案推广的另一大因素，在于人们一般都用产量的多少和

质量的高低作为衡量产品是否优秀的标志，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衡量指标（蒙特

（Mont）2004）。此外，郝奇亚（Halkier，1998）强调，目前的消费趋势正朝个性

化发展，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势在必行。如今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高低不再像以前一样

由其社会背景决定，而是取决于他/她拥有商品的档次（商品可以用来显示一个人的

社会地位）。此外，出于对独立性、卫生和情感等方面的因素考虑，消费者常常对

无所有权方案望而却步。 

虽然有很多因素导致人们不愿选择无所有权方案（蒙特（Mont）2004）， 

但我们仍然可以创造机会，推广无所有权方案，让更多的人接受并使用它。首

先，传统经济学认为，用户用实体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

（如麦克斯·尼夫（Max Neef，1991），物质和非物质“满足物”都可以满足人

们的需求。此外，物质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能与幸福划等号；实际上，过分追求物

质享受的人并不一定比其他人幸福（波尔克（Belk）1985；麦克斯·尼夫（Max 

Neef） 1995）。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心理需求和社

会期望值的提高，而并不代表物质需求有了提升（杰克逊（Jackson）和马克斯

（Marks）1999）。同样，哈克（Hacker，1967）也认为，购买同种品牌的商品可

以弥补已经丧失了的群体意识。此外，如果拥有商品真的会成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

的标准，那么无所有权方案也可作为某种身份的表现形式。我们以乘出租车和受教

育或参加文化教育活动为例（蒙特（Mont）2004）。 

我们可以看出，用户层面的各种不同障碍，会影响消费者对无所有权方案的接

受和满意程度。由此，产生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 怎样才能让用户接受与此类方案相关的（激进式）行为变革呢？怎样才能使

这种嵌入过程融入用户的消费习惯呢？

 • 在购买过程中，我们该怎样引导消费者购买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

（PSS）而非传统的以产品为主的方案呢？

 • 在使用中，我们怎样提升生态效益型的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消费者

满意度？换句话说，怎样让消费者认为使用生态效益型的产品服务系统

（PSS）会比传统产品获得更为舒适和便捷的感受呢？ 

1.3 美学的潜在价值?

我们都知道美学对产品设计十分重要，也是反映消费者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的主要

考察标准。说到提升系统的创新水平，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确定生态效益型产品服

务系统（PSS）的审美价值？我们在之前的论述中就已经看到，生态效益型产品

服务系统（PSS）是个相当复杂的范畴，由多种不同元素构成：产品、通信、服

务（用户与生产商/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以及更为广泛的互动活动（产品服务系

统（PSS）价值生产系统中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之间）。因此，产品服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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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吸引力、被接受程度和获得满意程度则取决于这个集产品、服务、沟通和互动

为一体的系统能否得到用户的认可了。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

统（PSS）不同组成元素的看法是评估该系统的基础。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系统

美学（system aesthetic）的概念，即一个描绘产品服务系统（PSS）中不同元素

的综合性审美系统：因此，该审美系统旨在实现产品、沟通、服务和互动中的审美

价值完美结合。那么，怎样才能让生态效益型的产品服务系统发挥其美学特点，更

有吸引力，更好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呢？若要勾勒出一个大体框架以便回答上述问

题，我们就得从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相关案例入手，分析、研究并

得出一些结论，然后提出一些工作假设。

1.3.1  案例分析结论

洗衣吧

洗衣吧（Wash bar）（塔姆博瑞尼（Tamborrini，2009）是乐喜金星电子的一家洗

衣房，于2005年在巴黎成立。这里既有洗衣机和甩干机，也有酒吧和各种娱乐文化

服务设施，如wi-fi无线上网、短片放映，还可参与这里组织的多项活动。其室内景

观就像一家酒吧或游戏厅，只是里面还多了洗衣机和甩干机。这种服务的环保效益

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洗衣吧和传统的洗衣房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呢？首先，洗衣吧成

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享受这一服务。其策略很简单，就是让人

们更好地享受洗衣机和甩干机工作时那段无聊的等待时间。该系统由多种元素组成

（家具、通信和服务），旨在宣传热情待客的服务理念，让消费者感觉宾至如归：

消费者可以在洗衣吧中读书、上网、听音乐。

该方案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形元素（沙发、扶手椅、桌子等及其布

局）与多种服务（酒吧、wi-fi等）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方便消费者之间开展交流。

这种社会关系方面的考虑正是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关键卖点。而恰恰是产品服

务系统（PSS）对社会质量这一概念的创新使得此项方案会比传统洗衣房（甚至是

国内的洗衣店）更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满意。

 

图1.1 洗衣吧：室内布局

来源：塔姆博瑞尼（Tamborrin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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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设计峰会（Vehicle Design Summit）项目中的汽车共享系统

我们这里要提及的第二个实例是将拼车和搭车两个概念融为一体的城市交通系统， 

它由劳瑞恩佐·达沃利（Lorenzo Davoli）在“汽车设计峰会（Vehicle Design 

Summit）”研究项目中以硕士学位论文的形式提出。1简单地讲，（维佐里

（Vezzoli）和山士恩（Ceschin）2008），凭借这一系统，用户可以使用一批绿色

环保汽车并与他人拼车旅行。每位注册的用户都有一张智能卡，可以用于乘坐电动

汽车或公共交通工具。车辆的预订可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实现（可用车辆都停在市政

府指定的专用停车场内）。在车辆的使用过程中，GPS系统会为驾驶员指明最快

捷、最畅通的行驶路线，服务按行驶里程收费。 

该系统的特点是，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创建并经营自己的关系网（朋友、同

事、亲戚、邻居等），制定并分享自己的旅行计划。此外，通过手机可以实时了解

朋友车辆所处的位置，以便随时联系他们搭顺风车（服务费用共同承担）。

 

图1.2  汽车设计峰会（Vehicle Design Summit）项目中的拼车系统：能完成

用户互动的一种故事板

来源：维佐里（Vezzoli）和山士恩（Ceschin）（2008）

 1 汽车设计峰会（Vehicle Design Summit）是由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 of Boston.）主

持，世界上27所大学组成的国际联盟。该联盟旨在完成一种新型汽车的设计，既环保又“

开放”，同时创造条件，以创新和可持续交通为口号进行市场推广。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团

队（the Politecnico di Milano team（劳瑞恩佐•达沃利（Lorenzo Davoli），弗朗西斯卡•弗
欧凯（Francesca Fiocchi和林君，由卡洛. 维佐里（Carlo Vezzoli）和法布里奇奥•山士恩

（Fabrizio Ceschin）出任组长）旨在设计一种创新和有生态效益型的商业模式，同时为引

进该模式和市场推广做准备。(参看达沃利（Davoli）、弗欧凯（Fiocchi）和林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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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私家车出行方式相比，该系统的环保优势显而易见。那么两种方式究

竟有何不同之处呢？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例子的效果比传统的拼车系统和私家车出

行更让人满意。上述案例关注点在于拼车系统内在的社会关系因素，即共乘联系网

络的创建和管理。这样，用户的拼车旅行比以前更加方便快捷，同时还可以不断发

展新的联系人，感觉自己仿佛处在一个社区中。也正是这种服务基于社会层面的考

虑，使用户的传统行为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上述转变，该系统旨在唤起大众的环保意识。该服务

一方面能为用户指明快捷畅通的行车路线（同时还能节约资源），另一方面，也诠

释了该系统的环境效益。因此，这个案例反映了这种解决方案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

的巨大潜力。

1.3.2  设计研究工作假说

由此产生了下述关键问题：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审美价值会对用户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是一项基于消费者满意度的服务方

案，所以其设计的着眼点在于“满意度”而非实现满意度的“产品”2。因此，从这

一角度来讲：

 • 该设计方案的终极和长远目标是审美价值的实现和认知价值的传播。具体来

说，是满意度，而非实现满意程度的各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同类的审美

价值（如吸引力、接受程度和满意度）对用户来说会显得更真实可靠。

此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通常以（产品或最

终结果的）获取和（产品的）共享为基础，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制定优于传统产品

的方案，就必须关注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所具备的独特优点。特别是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具有的诸多潜在优势：产品服务系统（PSS）能

促进不同用户之间的交流。多人之间的产品共享有利于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如以

上例子所述）。

 • 在产品服务系统（PSS）的使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能提升用户

在活动中的参与度，并感觉自己是“社区中的一份子”。比如：可以将用户

之间的关系设想为一个紧密联系的采购团体（有组织的一群人直接从当地农

民那里买食物）。

 • 促进用户和产品服务系统（PSS）生产商/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完成采购时二

者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就如传统产品服务一样），而是一直持续到合

同/协议结束。

确切地说，产品服务系统（PSS）用户之间以及用户和制造方/提供者之间能建立相

应的关系，这些元素在传统的产品服务中是没有的。因此，它们体现了生态效益型

 2 例如，出行尽量不自己开车；不用锅炉和甲烷进行供热；洗衣服时不用洗衣机和洗涤剂。

06_Chapter 05.indd   177 05/03/15   9:26 PM



17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的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的独特性。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消

费者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就必须重视这些关系的建立。

这与前文所述一致。事实上，如果物品采购能与满足社会需要联系起来

（杰克逊（Jackson）和马克斯（Marks）1999），并且有时可用来替代丧失的社区

意识 （哈克（Hacker）1967，产品服务系统（PSS）应该尤其着重强调这些社会过

程，这样才能被认为是优于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方案。 

除了上述特点外，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以其固有的环境和经济

效益而著称。然而问题在于，正如第一节所示，绝大多数客户根本意识不到它的特

质。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此类产品的吸引力和认可度，就必须对这些方面给予相

应的关注。特别是：

 • 有必要让用户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环境和经济效益有更清

晰的认识。

 • 使用户意识到他们选用了一种既对自己负责任又可持续的方式，这对于该产

品服务系统（PSS）方案的推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用户可以向他人

推荐产品服务系统（PSS）并鼓励他人使用。 

另外，与传统的拥有所有权的产品所不同的是，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 

通常会给用户带来更多的收益，比如：

 • 可以有效避免因维护、修理和处理产品所产生的问题及开销。

因此，应向用户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好还能让他们亲身感受到这一好处。

最后，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不仅应在使用阶段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同时（与传统的拥有所有权的产品相比）在销售阶段也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

换句话说，生态效益型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应比以产品为主导的方案更能“激

发”消费者的兴趣和购买欲望。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中的美学元素将如何帮助提升产品的吸引力

和消费者满意度和认可度呢？以下列出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假设（有待证实）：

 • 在购买选择阶段，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美学元素应能吸引消

费者，提升他们的兴趣，着重强调实体产品的非所有权特征。

 • 在使用阶段，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美学元素应当强调相互依

赖、相互作用的特征（加强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产品生产商/供应商之间的

互动）。

 • 在使用阶段，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美学元素应让消费者充分

了解其在产品维护和处理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和成本。

 • 在使用阶段，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美学元素还应让消费者了

解并感受到其诸多的经济和环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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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SS的符号学、审美和生态效益方面的含义

1.4.1  关系意识

此处的案例清楚地表明产品服务系统（PSS）对环境和用户的益处，因为它除了

能设计工艺品，还能设计各种关系：使用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的人因其经历的不

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各异，因而同一事物对不同人的意义也是千差万别，而我

们选择符号学作为我们研究分析这些关系的工具。从文本分析和产品、服务设计方

面来看，存在着一种介乎于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之间的重要关系（参阅杰斯勒夫

（Hjelmslev）1943）：表达层面涉及事物发生的方式——它们所采用的形式、各部

分的组织架构以及材料的组成。表达指的是产品的逻辑结构以及显性表象；而内容

层面则涵盖了产品所有的语义背景：范围包括它们的潜在含义及其存在的意义。

但当我们提及产品和服务时，则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其语义层面：消

费者的态度、产品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能产生的满意度水平、用户本身的购买目的

以及使用某产品或服务的目的。产品绝不仅仅是“说”，还能“做”或“让人做”。

1.4.2  从“产品感”到“效用感”

对于消费者而言，无论使用哪种产品，其所能带来的满意度才是最重要的。不难

发现，决定一件产品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1）外在的感受性与内容的认知性之

间的关系；2）不同语义之间和交流意图之间的对话关系；3）设计中（设计师意

图）目标含义、（作为产品本身）产品意义以及（产品使用结果）产品效用之间的

关系 （金吉尔（Zingale）2009）。

在乐喜金星电子洗衣房（LG Electronics）的例子中，设计师/供应者的目标含义

是确保洗衣机能够减少能源消耗；产品效用则是为用户创造轻松一刻，将劳动时光

转变为轻松自由的时光。洗衣吧“热情待客的服务理念”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自己

与环境、空间和家具之间彼此相处融洽，从而也更能与其他消费者友好相处。

在这个案例中，虽然产品和环保理念都是以实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服务的

构建大多展现出非物质性的特点，并通过通讯工具、环境和社会交易等形式展现出

来。符号会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及行为的表现产生影响。各种要素不再单纯是所

要拥有的产品，还包括相应的行为。事实上，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

表现形式、沟通方式和服务模式就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一系列要素。 

这种相互影响催生了一种集审美和符号学意义为一身的全新设计方法。而在

探讨产品意义时却出现了问题，就像对于一篇完整的文章而言，所要考虑的因素不

仅仅包括其整体结构，还要特别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换句话说，我们

不仅需要考虑到产品的形式，还要留意它可能产生的效果（参阅派瑞斯（Peirce） 

1878，CP 5.402）。

1.4.3  经验观察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产品可以被认为是一篇界限明确的“文章”，语义表达一

致，句法衔接紧密（参阅麦隆（Marrone）2009），那么，产品服务则是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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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界限不固定且结果不明确。此类文章存在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服务供应

商与用户之间的彼此互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此看来，针对符号学领域的研究将采用类似民族志学的观察法，调查用户的

体验效果。此项观察分三阶段进行：

1. 项目展开之前，以民族志学或民族志学与符号学相结合的方式（参阅玛诗安

妮（Marsciani）2007）观察现有社会实践。

2. 项目进行过程中，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进行认证与检测。

3. 项目完成后，对已经通过审核的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进行案例

分析，获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用户体验效果的观察应该包括： 

 • 理解层次 用户们是如何理解他们所获得的服务的

 • 预期收益 用户对自己能做什么或想要什么的诠释

 • 态度 用户对产品有何看法，采取何种行为

 • 行动的选择 用户选择做什么？为什么？

 • 用户反响 在设计项目中，用户是否关注行动顺序，他们有何反应？

 • 解释性合作 用户对服务形态有何意见和建议

 • 解释性反馈 对享受到的服务所做出的反馈和评判

1.4.4  从经验到设计

这一流程可通过汽车设计峰会（Vehicle Design Summit）项目——拼车这个案例得

到完美呈现。该设计项目的关键就在于从生态角度引导我们今后的日常生活习惯朝

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的日常习惯往往根深蒂固，对别人的批评也常充耳不闻。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学会观察，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熟悉我们做事的方式以及使

用的工具。

我们会发现，用符号学的方式观察事物有助于把观察数据转化为社会实践，转

化为设计方案，尤其是创新性强、令人满意的高效方案。转化的难点主要在于提升产

品服务系统（PSS）的新颖程度，满足摒弃固有行为模式的隐性需求。在产品的使用

上，个人和社会偏好往往根深蒂固，如上所述，习惯和传统在这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创新型产品服务系统（PSS）要满足以下要求： 

1. 认知转换，转向未知的习惯和方案

2. 语义重组，对传统的产品价值观进行重新调整

3.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清晰交流形式 

因此，以符号学为工具，对可行性方案进行阐释，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服务系统（PSS） 

在设计人工制品新用途方面所采取的方式，显示了传统方式的区别。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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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户必须形成新习惯

 •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实现途径与传统的产品获取方式不同

 •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分享原则，或共享理念及主体间的所有权关系

 • 新型使用模式的学习方式

 • 源自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满意度要素，这是只有PSS才能提供的满意度

1.4.5  感知与满意度

最后，这个方面是讨论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中最为重要的的核心问题之一。

事实上，如果产品服务系统（PSS）与传统产品的使用及消费形式是完全不同

的，而这种不同旨在使产品的使用和消费形式变得更加可持续，那么用户会把产品

服务系统（PSS）的哪些方面作为实际效益来源呢？为此，我们又回到一开始说的

与符号学有关的内容。在所有的沟通形式中，表达发挥着战略性的作用。它既表现

内容，又引导内容。 

问题存在于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之间的关系。产品的感知方面和物质方面

如何才能将用户吸引到具体的内容中？在产品服务系统（PSS）中，相关内容

基本上可从以下两个语义层面搜集：关注领域（所提供的服务和益处、使用需求

等）和理想领域（生活方式改变、产品共享、消费控制等）。但是如果产品服务系

统（PSS）实用性不强，它被关注的几率就很低。实用性关系到用户对产品的选

择，激发感性效应（我理解的、该做的、该选择的等），并进而得出产品的接受/拒

绝程度。 

1.4.6  美学思考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第三感知层面的存在是设计的特点，因此美学的任务是赋予

工业产品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这里有所改变的是美学功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

们对它的理解方式。或许其作用仍然受到艺术模式的限制。设计不是艺术，虽然两

个领域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点。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

式是“设计”领域中的重大失误。

如果我们假定美学的功能是刺激用户在认知和感官方面进一步留意产品，那我

们必须说，在总体的设计领域以及特殊的产品服务系统（PSS）中，我们应该对美

学功能及其发展方向有如下认知： 

 • 充当吸引用户/接受者了解产品服务系统（PSS）全貌的桥梁

 • 作为引导消费者接受新型创新性消费理念的一种形式

 • 作为用户与产品之间保持持续沟通的一种战略

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即要理解，生态效益型项目的深层价值主要

在于理解产品中的美学功能所扮演的角色。雅克伯森（Jakobson，1963）认为，在

沟通中，美学功能与信息形式相关，但是，美学功能仅仅是沟通过程中的六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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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而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功能。事实上，其它五种功能都与沟通过程的固有因

素有关：表达功能与信息发送者的身份有关，意动功能与信息接收者的行为类型有

关，元语言功能与传统沟通模式的性质有关，指示功能与语义语境有关，联络功能

（或交流功能）与交流渠道有关。

仔细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在雅克伯森（Jakobson）给出的方案中，“功能”

这个词的含义主要体现在数学方面：一个变量（x）变化时，其它变量也会跟着变

化（y，z，……）。雅克伯森（Jakobson）还指出，在任何言语活动中，这六种

功能呈层级状出现，但每次各个功能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能不同。另外，在某种程度

上，经常存在的某一种功能可能发挥的是另一种功能的作用。例如：设想一下，正

确扫描的文字（美学功能）方便人们理解文字内容（意动功能此时充当的是指示功

能的作用）。

设计中，美学功能主要与以下方面有关：

 • 产品带来的感官反应类型（喜欢或排斥）就会超出品味或潮流的范畴，如果

用户对产品的感官反应能够将其注意力转向产品的其它方面（对制造方身份

的认知、产品的易辨识性等）。

 • 在设计过程中和预期标准下，这些美学功能所强调的功能是否发挥了作用。

1.4.7  功能运行 

为了更好地理解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美学功能，在这里我们把雅克伯森

（Jakobson）的语言功能模型展示出来，图形上略有改动，希望能够表达清楚我们

所说的这个“功能运行”：

图1.3 雅克伯森（Jakobson）：沟通功能

来源：由作者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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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图经过修改，更清晰地表达出沟通过程中出现的两条不同的轴线。我们

将水平轴线称为“对话轴”：凭借产品服务，公司资产、服务供应方和使用方之间

的沟通得以确立。垂直轴线被称为“认知轴”，因为该轴线指的是对产品服务的全

面理解以及使用产品服务所必备的能力。 

两条轴线的交叉点处所描绘的正是美学功能。这就意味着一切事物都与美学功能

有关联。每种功能以及用户的各种实际行为或心理活动，都通过美学功能“开启”。 

因此，可以假定，美学功能和其它功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该如何描述这个模型，以及该模型的运行方式又是怎样

的呢？

表达功能（顾名思义，它展现了一种思维或情感方式）的目标是表明产品服

务系统（PSS）产品提供者的来源和身份。该功能清楚阐明了符号学中表达主体

的概念，在目前情况下即指消费者和（或）设计师。然而，美学功能还能表现出产

品所处的文化环境，所以它还可表明产品是出自哪些研究领域。在产品服务系统

（PSS）中，美学功能起着战略性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起着“契约”作

用。引导用户，让他们知道提供的产品服务来自于哪个研究领域，即：1）动员他们

应用创新型的消费方式、体验新型产品关系；2）让他们参与共同设计，即参与到向

可持续设计过渡的项目中来。 

如果表达功能较弱，或者美学功能没有反映出表达功能，用户很有可能就认为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价值不高。因为用户觉得自己并未在交涉和规划设计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这与我们在对话轴上反方向看到的意动功能（来源：拉丁语conari，“拉

紧”）有关。意动功能指的是产品或产品服务对用户的所有显性或隐性行为的影

响，使得用户实施其它功能和做出其它行为：了解方案性质、识别产品类型、明确

产品优势，掌握产品使用方法等。而且，意动功能还明显依赖于产品的美学功能： 

产品的最后一项特性越“完备”、越是“设计精良”，产品就越能够把用户带入到

生态可持续项目中。 

尽管如此，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少不了决策和后续行动。不应当纯粹地诱惑

和捕获用户，而应该正确地引导他们。也正因为如此，交际功能或联系功能也出现

在了水平轴线上。交际功能或联系功能不仅反映出产品和用户间的认知与物理关

系，而且能够在使用阶段引导客户更好地使用产品。 

此外，产品的联系和引导功能会因为产品的美学功能而得到加强或抑制。例

如：产品的材质、颜色和大小。一个物体，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好掌控。一个指示

牌，太近或太远，太亮或太暗，都会看不清楚。这些相似的例子说明，产品不仅外

形设计很重要，设计过程也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产品与用户之间的关

系。如果设计过程没有考虑到用户，那么上述的所有功能，虽然形式上存在，但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是不起作用的。 

纵轴上所体现出的各项功能应与横轴上的各项功能实现进行整合：也就是其美

学功能、指代功能与元语言功能三者实现合并，指示功能赋予产品内涵和价值(具有

语义价值：明确产品类型)，使用户在诸多产品中锁定其中意的那款。而元语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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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说明价值，诠释产品的使用方法)可提示用户在使用某种特定产品时，所要具备

的各种知识、指导和程序。

而且，垂直轴线上的一切内容都要通过美学功能来实现。将产品本身的语义

功能与其社会价值进行区分，或相关知识的应用，都少不了对符号语言的分析和掌

握，从表现形式到实质内容，由表及里，深入挖掘。

1.4.8  美学功能的应用 

总而言之，审美价值不仅只应用于描述材料的质量和物体的形状。这个问题有史可

寻，在《大希比亚斯》中，著名的柏拉图对话录里就曾讨论过。里面提到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观点，即“美”是视觉享受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把“美”归结为与用户

及其行为之外的一种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无法触碰，且无法改变的。 

而我们需要把握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我们不仅要接触它，还要根据自己的不

同喜好对其进行修正，重塑和调整。因此，在实际应用审美价值时，我们所需要考

虑的不仅涉及形式与句法，还应包括如下两点：

1. 在设计领域，美通常意味着赏心悦目，能被大众接受，即人们在使用产品的

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满足感。无论是何种情况，心理感受不再是产生美感的

唯一来源，取而代之的是使用过程当中的触觉（也会用到嗅觉和味觉），以

获得更直观的感受。接触使得产品和用户之间的互动成为了可能，甚至能够

提供指导或服务；另一方面，（凭借其外观、性能和吸引力）它也能更好地

激发用户的好奇心。设计师的心理认知如今表现为自身理想的实现，以及实

际解决问题的惊喜，正是这样的过程带给设计师无尽的满足和愉悦感。因

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产品的形式，而且要关注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互动。

2. 在产品服务系统中，美学功能已经从反映客观事物扩展至表现各社会主体之

间的关系（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之间，以及不同用户之间的关系）。

但是，“人际关系中的美学功能”的实现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其互动方式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比如说，不同用户在使用某种产品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该看法不

只是某个用户的看法，而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观点。事实上，用户在使用任何一种产

品的过程中，都会留下使用的痕迹。这些痕迹在集体共享的过程中也不会消失，相

反，它们会体现在产品的结构中，它属于每个人并且为每个人所享有。因而，产品

服务系统应该作为用户之间进行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这样的互动是直接的还是间

接的，用户都将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在这里，任何用户都没有特权，因为他们所使

用的是同一个产品服务系统。

产品服务系统的美学功能具有通用性，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最重要的

是，每个用户都通过该系统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产品和用户之间不再是相互分离

的，也不只是单纯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共享的，互动的关系。用户交替使

用产品，将不同的感受汇聚到一起，最终就会形成集体性的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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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集体性感受是设计的主要目的。因此，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一定要合

理并且能够体现出这种这方面内容。

1.5 结论与今后研究方向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不仅为解决经济效益和物质及能源消耗的脱

钩问题提供了重要模型，也消除了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大多数情况

下，创新都是以剧烈变化的形式出现，其传播都会受到来自文化、企业和管制方面

的阻碍。本章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推广中遇到的阻碍进行论述，并就美学的

实际作用进行分析：无论是在购买还是使用阶段，美学设计是否能够让用户觉得产

品服务系统（PSS）方案比传统的“基于产品的”方案更令人满意。这一章的关键

性研究主题是：如何通过在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中应用美学设计，使之更具有

吸引力，被大众接受，并得到认可。 

事实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包括其他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总体的设计研究。由于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目前还处在初级阶

段，由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互动创新也刚刚起步，因此，需要建立一种面向服务型社

会的知识库，来定义产品服务系统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概念，如各利益相关方的

互动美学，以及与用户互动时的服务美学。 

第二个问题与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特性有关，比如无所有权实体

产品。正如1.3.2一节中所提，我们假设美学元素在用户购买（比如引起用户的兴

趣）和使用产品的阶段（比如凸显产品和服务的关系价值，无所有权的优点，以及

能带来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均起到各种不同的作用。 

在本章中，我们还探讨了将设计与符号学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之前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进一步证实。本书作者认为该领域很重要，有待深入

研究。 

非常有必要就美学在促进向可持续性设计转型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和必然发挥

的作用展开研究。而仅仅进行可持续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用户看到这些创新

比现有的非可持续设计所具备的的优势。此外，这种新进展意义重大，它引发了一

场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涉及可持续性，而且与设计本身的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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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服装业为例分析可持续的消费
者满意系统

齐尔希·尼恩伊玛姬（Kirsi Niinimäki）
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s,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Finland)

2.1 引言

近三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小。然

而，产量和消费量的同步增加使该趋势存在反弹的风险，甚至将引起资源消费的

大幅增长（斯隆-赫斯特等，2007）。赫特维克（2005）认为，这是一种逆火效

应，也就是说高生产率和低廉的价格会导致需求的增加。于是，产品低劣的质量及

它低廉的价格对客户产生了诱惑，非可持续性消费模式就产生了：即兴购买，短期

使用，然后随意丢弃。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生产经久耐用的产品是可实现的，但是

在实践中，这种做法往往会被经济上的、制度上的、或者心理上的因素所阻碍。

当下，产品的快速更迭和限期报废（为增加销量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是经济

和工业体制的基础。因此，产品的经久耐用已然不是生产目的，而且旧产品修理也

成为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于是，在欧洲，大部分产品最后都被丢弃，越来越多的产

品在没有达到它的最优使用寿命之前就被过早地被丢弃了。这不仅仅是由于产品破

旧了，还因为消费者热衷于使用新奇的产品。然而，可持续消费的前提是产品本身

耐用并且能实现长期使用。库普（2005）认为，消费者往往将耐用与高质量相关

联，却没考虑到耐用本身还有利于保护环境，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延长产品的使

用期限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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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限期报废现象在工业中很普遍，在服装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服

装的设计和生产总是紧随时尚元素和消费者短期内的需要而进行的。而这种非可持

续的生产模式在日用品行业也越来越常见。这种模式导致服装质量低劣，使用周期

短，频繁地舍旧换新，导致源源不断纺织废料的产生，这些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负

荷。2005至2010年，英国的纺织和服装垃圾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每年的垃圾量

可达到150到200万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部（Defra）2008）。导致这个结果

的直接原因是1995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的纺织服装消费大幅上涨，涨幅甚至超过了

30%（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部（Defra）2008）。据估计，现在英国市场上销售的

服装，20%是劣质的短期流行款，而仅在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里，这类产品就增

加了一倍（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部（Defra）2008）。 

时尚和潮流加上有效的营销体系，带给了消费者以新的诱惑，激发了他们

的购买欲望。潮流的快速变化致使心理淘汰（psychological obsolescence） 

的出现，根据伯恩斯的观点，这种淘汰又可以分成审美淘汰和社会淘汰1。伯恩斯

（Burns，2010）认为，消费者购买的服装类产品都需要从审美和社交两个方面进行

评价。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能够引起消费者情绪上的回应并产

生心理上的满足感；比如说，消费者可以通过着装和追随时尚来赢得社会认可，获

得珍贵友谊以及情感上的美学体验。 

先前的研究表明，欧洲消费者之所以买服装，其原因按先后顺序，依次为： 

时尚潮流的转变，有吸引力的价格，特殊场合的需要，品牌力量，购买习惯和以

旧换新。事实上，除了实际需要或使用方面需求，消费者也常常有许多无意识的

消费行为。因此，减少消费量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然而，必须通过可持续

性模式让消费者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让消费者产生

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所以，研究消费者在产品长

期使用过程中的满意度状况是极其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产品使用时间过

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要知道人们为什么很快就把服装丢弃。在服装业，为了引

导消费者接受可持续消费模式，人们也曾经尝试制定过几个方案，例如可持续家庭

（SusHouse）项目（维佐里（Vezzoli）2000）。

因此，这一章探讨的是西方工业化进程之后，服装行业的消费者满意度情况。

此外，我们也从设计策略和产品服务系统思维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满意度，并就如

何通过服务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并相应地促进可持续消费展开讨论。本章既从微

观视角，又从宏观视角来分析满意度问题，其实也就是一种点面结合的方法。首

先，我们所谓的“点”就是要掌握服装行业消费者满意度最新研究结果，然后，在

探讨该问题的时候，把设计策略和服务两方面都考虑进来，即应用到“面”上去。

这样，本章既对消费者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的经验性分析，同时也通过产品服务系统

（PSS）思维，就满意度展开了一场更为开放的理论探讨。

 1 技术陈旧对于服装业来说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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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生态效益 

直到最近，消费者满意度才在服装行业和设计领域中得到广泛研究。因此，目前在

如何实现消费者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可持续满意方面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十分有限。

这种满意度研究方法的提出，把设计的焦点从原来的单个产品扩展到了整个产品服

务系统，甚至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也考虑了进来，这样一个整合系统满足了消费者

的需求和愿望（维佐里（Vezzoli）2010）。

斯隆-赫斯特（Throne-Holst）等人（2007）认为，在我们的消费模式向可持

续性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消费环节；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SCP）模式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

持续发展要求对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给予同等的关注。这种生态效益方法关注的仅

仅是生产，一般来说，就是“用更少的材料生产更多的产品”，并通过发展科技和

改进系统，减少资源消耗，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其中还运用了一种技术经济

与工程的方法，来减少工业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自1990年以来，由于行业利益

忽视了当今不可持续消费模式中人类需求的层面，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极大的

制约。总而言之，尽管工业生产率越来越高，但由于商品很廉价，导致产品生产量

和消费量也大幅增加（麦克利斯（Michaelis）2001）。 

帕克（Park）和塔哈勒（Tahara2008）认为，生态效益只能作为设计领域的一

项评估内容，而不能用来衡量产品的关键性可持续问题。他们建议把基于生产方的

生态效益与基于消费者的生态效益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识别生态设计中的重要问

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对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而且要对产品的质量和

消费者满意度进行评估。获得消费者满意度的最好方式是，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最关

注的产品方面的性能，并提高产品的内在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非常了解消费者

真正想要的和重视的到底是什么，要明白他们实际上购买的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真正

想要的。

2.3 消费者满意度

先前关于产品依恋感的研究表明，产品和用户之间的积极情绪、回忆、特殊意义和 

反思等都能使用户对产品产生依恋（例如：西克森特麦哈伊埃（Csikszentmihalyi） 

和莱克伯格-浩顿（Rochberg-Halton）1981；麻吉（Mugge）等2005；尼尼麦基

（Niinimäki）2010a）。产品依恋感是长时间形成的，包括感觉、情绪、自我形象、

个人满足、回忆和认知等（2005）。因此，情感依恋很个人化，而且主要是与那些

不穿的旧服装有关（尼尼麦基（Niinimäki）2010a）。我们在拥有和使用产品的时

候，对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还不够了解，然而，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产品替

换又非常重要（麻吉（Mugge）等 2010）。

之前的几项研究表明：产品必须要经过更细致和深入的检验才能产生积极的体验。 

积极的产品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品的物理因素、样式和实用性（弗罗利基 

（Forlizzi）等 2003）以及在使用阶段的相关操作（玛高琳（Margoli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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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本身的固有特性（诗非斯坦（Schifferstein）和兹瓦特克里斯-派尔格里姆

（Zwartkruis-Pelgrim）2008）能够提供给用户愉悦感和满意度的过程。

2.3.1  对服装的满意度 

有关产品满意度的研究都一直在关注(不)满意的确定规则，对产品性能来说，消费

者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产品的性能没有达到他的预期，那么他就会不满意（丘吉尔

（Churchill）和修普瑞兰特（Surprenant）1982；奥利佛（Oliver）1980)。奥利佛

（Oliver，1980）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预期构成了一个参照系，消费者就是在这

个参照系之下对产品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参照系的定位与产品使用场合有关，因

此，产品与它使用场合的不同，所对应的参照系也不同，也就是说，消费者的预期

是由产品的使用场合及其象征意义共同决定的。比如说，工作服就有一定的着装要

求，必须被社会认可，符合社会规范，体现职业素养。家居服装给人一种放松的感

觉，质地柔软，带给人安全感。而运动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舒服和耐穿。此外，消

费者的个人因素也会影响该参照系的确定，个人的满意标准在消费者评价产品的时

候显得极其重要。

斯旺（Swan）和康博斯（Combs 1976）认为，服装性能分为使用性能和

表现性能；服装的使用性能是指其物理特性，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具有实用性

（凯瑟（Kaiser）1990），而其表现性能指的是消费者对那件服装的心理反应。

首先，服装必须具备使用性能，但是仅此还不能使消费者满意。因此，要让消

费者完全满意，服装还必须要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斯旺（Swan）和康博斯

（Combs）1976）。时装的出现标志着服装设计中已经融入了感情因素，并通过各

种外在符号和状态来表现我们的内在个性（凯瑟（Kaiser）1990）。而审美体验对

服装的满意度也很重要，它与服装的表现性能有关。我们通过多种感知方式考虑服装

的美学设计。服装的美不仅可以通过视觉感受到，还可以通过触觉、嗅觉和运动体验

感受到，例如舒服的感觉和服装的重量感觉等（尼尼麦基（Niinimäki）2010）。

为了获得服装长期满意度方面的更多信息，2010年我们在芬兰展开了调查2，这

次的调查结果证实，消费者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最大矛盾在于所提供的产品无法满

足消费者的预期。比如：我们都知道，现在西欧国家90%的服装都是进口的（英国

环境、食品及农业部（Defra）），而这里44%的消费者愿意买国产服装。在分析调

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人们在买服装的时候，考虑环境效益是一回事，但真正去实

践这种可持续的价值观又是另外一回事。3而对于那些不太坚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调

查对象来说，上述因素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购买决定4。此后，本章节将会详细讨论

这些方面是如何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

 2 本问卷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调查对象共有204人。大多数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

下，70.4%的受访者是女性。

 3 n = 37

 4 即他们对此项声明持完全或部分不同意态度，或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些方面是否会对他们的

购买行为产生影响（n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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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需要对最近一次购买的服装作出评价。根据调查问卷

结果，美观对消费者来说很重要，然而，就满意度而言，服装的尺寸、颜色、质感

和审美体验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产品的使用期限是消费者考虑的一部分，以及产品信息，其中包括

生产地（在哪制造的），材料一致性和保养说明。尤其是生产地，在购买时，消费

者会根据产地衡量一种产品的质量，它是消费者鉴定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线

索（详见2.3.4一节）。服装满意度的根本是服装的质量。

2.3.2  长期与短期用途 

在芬兰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服装的哪些方面让他们不放心时，78%的女性和68%的

男性都担心服装的使用期限过短。当被问到他们服装的最长穿着年限时，74%的男

性和66%的女性的回答是5年以上。而最短使用时间，10%的男性和22%的女性回

答不超过一个月。此外，消费者对社会道德和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影响着服装的使用

时间：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消费者中，84%的消费者的服装穿了5年多时间，只

有14% 的人说有些服装只穿了不到一个月。而对不太坚定执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调

查对象来说，59%的消费者的服装超过5年而22%的消费者的服装消费时间不足一个

月。总之，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这种价值观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服装的使用时间

在这次调查中，51%的人说买新服装是因为需要改变形象5。那些在购买服装

时身体力行可持续价值观的人（坚定奉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19%的人说，他

们最近一次买服装是即兴购买，而这个数据在不坚定奉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中是

31%。 

有些调查对象承认，他们曾经一时激动就买了一件粗制滥造的便宜货，而他

们也没期待要穿很长时间。此外，有些人在接受调查时说他们在购买便宜货的时

候，不会考虑那么多。在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有人说即兴购买会导致做出错误的

购买决定。这些消费者后来发现，那件服装不怎么合身，颜色也很奇怪或完全不搭

配，而且服装料子摸起来也不舒服，或者和现有服装的风格完全不搭，这些都说明

了服装的表达性能没有达到消费者的预期。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穿这些由于冲动而

错买的服装。因此，消费者被便宜的价格诱惑而进行的即兴购买，这样往往达不到

购买预期，最后还是把这些服装弃之不用。 

通常，消费者把优质与高价联系在一起，而把劣质与低价联系在一起。而

且，价格越高，消费者在买之前就会考虑得越多。参与调查的人们也给出了他们长

期使用的一些理由，比如季节性服装或不会经常用到的节日服装（例如：冬季/夏季

服装，节日盛装）。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描述决定服装长期使用的三个决定因

素：质量、美观和功能。

 5 77%的受访者回答，近期产生购买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确实需要一件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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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质量

奥夫伊斯（Ophuis）和特雷普（Trijp）（1995）提出了感知质量一说，也就是说

产品的质量评估由用户自己来判断。两位作者认为，感知质量是对四个方面所做的

综合评定，即感知过程、个人因素、使用过程和产品的性能。他们还把质量分成

质量线索和质量属性两个方面。质量线索是在未使用或消费之前就可以观察到的

产品特征，而质量属性是只能在使用过程中体会到的产品属性。此外，奥夫伊斯

（Ophuis）和特雷普（Trijp）还特别指出了之前提到的内在和外在层面的内容，并

认为内在层次与产品的物理特性有关。外在特征也与产品有关，但是并非与其物理

特性有关，比如价格。

因此，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经验来评价产品的质量属性，然而，信用质量

属性仍处于认知水平，并不能直接依靠服装的外观和使用经验而确定（奥夫伊斯

（Ophuis）和特雷普（Trijp）1995）。服装的信用质量属性包括某些价值观，比

如符合伦理的生产制造和低环境影响，而它们的重要程度取决于消费者个人价值观

（奥夫伊斯（Ophuis）和特雷普（Trijp）1995）。那些注重环境问题的消费者比其

他消费者更珍惜生态材料，更重视符合伦理的生产制造，而且他们服装的使用时间

比其他消费者更长（尼尼麦基（Niinimäki）2010c）。 

消费者体验到的质量属性对长期使用的服装来说至关重要。芬兰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高品质是服装使用周期长的最重要因素。调查对象还进一步表示，高品

质就意味着产品耐用、材料结实和较高的制造水平。在调查中，有些值得评论的答

案表明了服装使用周期短的决定因素。其中，有些人认为服装使用周期短是因为服

装的质量不好。另外，还有一些人回答说，有些服装在第一次洗过之后，就不再穿

了，因为在那之后，要么服装的大小尺寸变了，要么服装的颜色和材质看起来就像

是旧了一样。很多消费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第一次洗过之后，服装就不再合身

（例如：服装缩水或者变形）或开始褪色。有些服装甚至在第一次洗之前或洗的过

程中，就裂开了。因此，服装的不耐用，尤其是容易变形似乎是造成消费者不满意

的关键因素，从而导致服装的使用周期短。 

2.3.4  审美角度

显而易见，消费者选择服装的时候需要有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与一定社会场合

下对服装的评价有关。当问卷中问及，最近一次买服装时考虑的需求是什么，38%

的女性和8%的男性说希望服装美观漂亮。而同样的问题中，13%的男性和6%的女

性说，不同场合对服装的特定要求影响了他们最近的购买决定。当被问到最近一次

买服装时最看重那些因素时，回答风格的人占69%，尺寸67%，和现有衣柜搭配

51%，材质44%，颜色42%，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在买服装的时候，所有这些

特点都是审美属性，甚至其中有些因素比价格（64%的人选择）和质量（54%的人

选择）更重要。

从服装满意度来看，审美属性属于表达性能，并与消费者对服装的心理反应

有关。调查对象也是以服装的使用周期长为出发点来考虑审美属性的。在开放式的

问题中，他们提及了与服装使用周期长有关的几个因素：合身、私人定制、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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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柔软舒适。服装的触感对穿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有人说某些材质在长

期使用过程中会感觉越来越舒服（如材质渐渐软化）。也有人指出服装使用周期

长也因为其款式和颜色都很经典，即使时尚潮流已改变，它们看上去也还是很不

错。其中还有一个人这么评价，“不随潮流”的服装其使用周期往往会更长。因此

很显然，服装的使用周期短还有一个原因，即过于追求外观时髦，总害怕服装不够

前卫。这种心理上的害怕过时导致产品在还能使用的时候就被过早地丢弃。另一方

面，某些调查对象也表示，他们之所以保留一件服装是因为某种漂亮的颜色或特殊

的款式。 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性能已上升到了更高层次，不仅达到了消费者满意

度，也成为他们保留这件服装的理由。 

若要确保一件令人满意的，漂亮的服装不那么快就落伍，那么它不仅要款式经

典，品质优越，所用材料还要耐用。有些面料短暂使用之后，就变得老旧不堪，如

起毬的面料。还有些调查对象表示，那些需要经常洗的服装比不需要经常洗的服装

看上去要旧，并且更容易变旧。某些衣料的老化不但没有影响其美观反而变得更耐

看，而另外一些衣料却并不如此。早期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羊毛衫的老化过程并

不明显，而真皮服装老化后甚至变得更有韵味（尼尼麦基（2010a）。当被问及他

们穿的最久的服装是什么面料的时候，83%的人回答是纯棉，68%的人回答是羊毛

衫，40%的人说是真皮。聚酯纤维是全球产量最高的纤维材料（2009年占62%，西

皮莱（ )2003），然而只有18% 的受访者提到它。 

2.3.5  功能性

当问卷提到，哪种因素使你开始喜爱服装时，84%的人选择了这一说法：服装很合

身，并且适合情境需要，我就会喜欢上它，而且穿很长时间。在关于服装使用寿命

的开放性回答中，实用性和功能性也被多次提到。对于特殊的服装，如登山运动服

和帆船运动服装，而最重要的是优秀的设计。运动服会经常使用，因此服装材质要

耐用，制造工艺也要更细致结实。由于运动服质量好，经久耐用，消费者甚至把它

当成日常必需品。一位调查对象说，最好的服装是既耐用，又实用，消费者在穿着

过程中能够体会到设计的别具匠心，就像航海服和登山服那样的服装。 

在关于服装使用寿命的开放性回答中，易于保养这方面也被提及。那些不需要

经常清洗或通过蒸汽清洁的（如羊毛衫）服装很受消费者欢迎。细致的保养也是延

长服装使用时间的一个原因。好的保养是指轻柔地洗护它，织补破损的地方，甚至

还要进行适度的修整，以延长它的使用时间。 

2.3.6  服装长期使用的总结

调查对象重点强调是下列属性使得他们长时间使用某种服装：质量方

面，包括耐用性；功能方面，如令人满意的使用体验；审美属性，如美观和质感。

优秀的服装设计应该涵盖所有这些方面。对于那些非常重视伦理问题和环境问题的

消费者来说，以下的这些观念在他们选择服装时很重要，并且与对服装的满意度有

关：采用本地生产或符合伦理的生产制造，使用生态材料，服装的耐用性。这些环

境因素与消费者的个人价值观有紧密联系，因此它们属于信用质量属性的范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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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费者而言，可持续性方面的属性已包含在其个人对产品的预期中，在这样的

基础上，他们再针对产品做出自己的评价。因而，为了获得更高的产品满意度，就

必须达到他们在服装可持续性方面的预期。消费者也表示，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就能

对这些属性进行衡量的话，那么他们很愿意付高价买质量更好的、使用时间更长的

产品6。然而，衡量这些特点有一定的难度。关于服装的质量和最佳使用时长，目前

也还没有任何信息支持；如果有，这些信息将体现产品的质量，这使得为那些高品

质，耐用的和使用寿命长的产品定价成为可能（尼尼麦基2010b）。

2.4 通过设计策略和产品服务系统来提高满意度

到目前为止，本章采用相对单一的方法，并以消费者为中心，讨论了服装行业中消

费者满意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会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满意度，进而对设计

策略和产品服务系统领域展开探讨，并分析在使用产品或获得服务的过程中，它们

是否能够提高消费者满意度。这要求我们开展理论方面的探讨：如何通过不同的设

计策略，来延长该行业产品的使用寿命或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2.4.7一节将总结消

费者对这些策略的重视和接受程度。

2.4.1  多重生命周期

麦克唐纳（McDonough）和布劳恩加特（Braungart）（2002）建立了“从摇篮

到摇篮”的原则，这项原则考虑到产品的下一个生命周期。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制造

过程中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斯坦尼齐普（Steinhilper）（2006，格雷和查特

（Charter）引用 2007：14）认为，再制造过程比使用原材料进行制造节省约85%

的能源。同时也可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日本天神节纤维有限公司

（Japanese Tenjin Fibers Ltd.）的数据报告显示，采用可回收的材料制造聚酯，二

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77%7。在设计初期产品的时候，需要对再制造概念进行仔细深

入的考量。要保证产品在首次使用之后，便于拆卸，而不应当包括不可回收利用的

零件或混合材料。目前，服装的回收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多数的服装都是由混合材

料制成，并且各部分还不易分离。此外，如今的服装质量低劣，服装行业的回收利

用已不再有利可图。目前，大约70%的废弃服装最后都被填埋了，剩下的或被重新

使用，或被回收（弗莱彻（Fletcher）2008）。

再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质量。回收后再利用，材料的质量会变差，产品

和材料的价值也就降低，人们称之为降级回收（麦克唐纳（McDonough）和布劳恩

加特（Braungart) 2002）。某些材料会很适合再生产循环使用（如涤纶、尼龙、丙

纶），然而，其他材料在反复循环使用的过程中质量就会大大降低，只能被循环使

 6 调查中，83%的受访者对这种说法持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的态度。

 7 www.teijinfiber.com/english/products/specifics/eco-cir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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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次（如纯棉）。无论如何，我们要重视多次回收利用策略，否则纺织业将不可

救药地朝着聚酯生产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倚重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

这种策略在实践中也有应用，如澳大利亚巴克豪森公司（Backhausen） 

“回收”特雷维拉新型阻燃面料（CS），这种材料是可回收的，而且其回收过

程也非常环保8。在第一次使用之后，面料可被工厂回收。同样的，瑞典胡迪尼

（Houdini）运动装也在实施服装回收计划——该活动在各大零售店放置一个回收

箱，把回收的服装直接送回制造商那里9。多次回收利用策略非常注重生态效益，它

要求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预交部分定金，消费者送回使用过的产品给商店就可以取

回这笔定金（尼尼麦基（Niinimäki）和海希（Hassi）2010）；例如：瑞典攀山鼠

（Klättermusen）服装公司就规定，消费者返还服装，就退还其定金10。

调查研究发现，从那之后，有61%的调查对象在处理服装的时候会考虑到面

料对环境的影响；另外76%的人会担心服装的使用寿命过短，而多次回收利用策略

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价值，这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购买决定感到满意。回收利用的做法

本身并不能延长服装的使用时间，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比现有体系更环保的新服装制

造模式。它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条捷径来降低他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又不要求

他们的消费模式有很大的改变；因此，这种方法很容易被消费者和制造商接受。然

而，这就要求我们找出新的适合回收的服装设计方法，同时针对服装和纺织面料建

立有效的回收利用体系。

2.4.2  本土生产 

把原材料的生产和产品制造转移到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

二氧化碳排放。本地生产也有多种纺织材料和生产模式可供选择。例如：芬兰可以

种植亚麻、荨麻和大麻。这些植物除了水，只需少许甚至无需肥料和杀虫剂就可存

活。韧皮纤维（亚麻，大麻和黄麻）植物可以种在适宜耕种粮食的地里（哈卡萨尔

米（Härkäsalmi）2008；弗莱彻（Fletcher）2008)。韧皮纤维加工酶可用于避免

污染。酶类可作为生物催化剂，它们可以在这些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使用，如亚麻

软化阶段。如果没有酶，植物的生长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和化学制品（涅米宁

（Nieminen）等 2007）。 

最近，很多小型设计公司开始注重向本地化生产方向发展，它们注重生态问

题，并使用生态材料组织生产，并通过网络和在线的方式来销售它们的产品。例

如：芬兰的莫鲁（Muru）公司使用的是印度生态棉，这种棉首先在德国采用环保工

序进行染色，然后再运到芬兰进行小规模的加工，包括设计，对材料进行工业编织

并缝制11。这种以设计为中心，进行小规模生产并结合当代设计的方式受到了广大年

轻设计师的推崇，这种设计方式以采用进口生态材料，组织本地生产，并结合在线

销售为特征。 

 8 www.returnity.at

 9 www.houdinisportswear.com/en

10 www.klattermusen.se

11 www.muru.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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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本地生产得到了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可，那么就很有必要采用这一选项。消

费者会根据生产地点来评估服装的质量及其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对他们

而言，这是一项信用质量属性。然而，生产厂家经常不标注服装的产地信息，服装

行业的消费者将此视为一种负面内容。也就是说，消费者认为厂家忽视了他们的意

见和价值观。这意味着产品未能达到消费者的预期，重要信息的缺失使消费者感到

不满。

2.4.3  慢/快

考虑到环境因素，既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消费。然而，大部分消费者都

不愿意那么做。这种现状是慢时尚和快时尚设计理念的来源，它综合考虑了两种

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根据产品的预期使用寿命，选择最好的材料和最好的保养

方法，这样就有可能把纺织衣物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并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

式，来满足两个对立的消费群体的不同偏好。消费者信息中应该包含对产品使用寿

命预期的信息。

服装使用期限已经缩短。在这项研究中，当问及我们的调查对象在他们穿过

的服装中，最短的使用时间是多久时：18%的调查对象回答说不到一个月，10%

回答说一两个月，29%回答说三到六个月，另外有27%的人则是七到十二个月。

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件衣服在衣柜里存留的平均时长是三年零五个月。期

间，人们穿它的时间只有44天，而且每洗一次会穿2.4到3.1天，（优伊特登博格尔德

（Uitdenbogerd）等 1998，弗莱彻（Fletcher）引用 2008）。 

经常洗涤衣服对环境的影响最大，优化这一过程将降低那些时尚的消费者们给

环境带来的负担，保养维护阶段的能耗和环境负荷可能达到产品整个寿命周期所需

的三分之二。由于材料和产品本身的不同，其使用阶段中的能耗可能比实际生产过

程多六倍（泰温玛（Talvenmaa）1998；富兰克林联合公司（Franklin Associates） 

1993，弗莱彻（Fletcher）引用 2008)。随着服装中使用的涤纶含量增加，服装的洗

涤频率也增高。

慢时尚的设计旨在通过提高其耐用性和质量，来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从而达

到延长产品寿命的目的。它采用的是一种伦理性设计，例如：小批量本地生产，优

良的工作环境，以生态材料为主要原料。通过这种方法设计出的产品有较长的生命

周期，因为服装的风格和颜色都很经典，选用的面料也很得当，因此提升了服装的

审美价值（尼尼麦基（Niinimäki）2009a；弗莱彻（Fletcher) 2008）。德国赫斯自

然公司（Hess Natur）就是表现慢时尚理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一项消费者调

查，德国赫斯自然公司（Hess Natur）设计了一系列新服装，它们的特点是：所用材

料健康自然，耐用且时尚美观，品质高，便于使用，可更新，可修补，同时还附有

多重功能。他们设计的“耐用”系列服装确保服装能持久使用（如三年），并且这

个信息会添加到消费者信息中（勃利诗（Paulitsch）2001）。生命周期长的产品会

吸引那些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者。高品质，并承诺“终生保障”的产品满足了那

些注重环保观念的消费者的需求。

而快时尚概念会更适合那些紧跟潮流，用外部时尚元素去定位自我的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的消费群体）；因而，此类产品的使用寿命是短暂的。为了以较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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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方式满足这一消费群体的需求，应对产品进行优化，尽量延长产品的实际使

用寿命，并把保养维护阶段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如：在使用期间尽量免洗，或少

洗），选用对环境影响小、可回收或能进行生物降解的材料。快时尚型的服装在穿

过几个月之后，就会被返回到回收系统，或者送回网络交易市场或商店，如通过互

联网进行回收（尼尼麦基（Niinimäki）2009a，弗莱彻（Fletcher）2008）。

麻吉（Mugge）等人（2005）指出，把不同的生态设计策略结合到一起，共

同促进可持续性消费，这是明智的做法。如把慢时尚和本地生产结合起来，对服装

设计来说，意味着产品的质量会更好，可持续价值更高。此外，把设计服务元素 

（见下一节内容）整合到这种方式中，能够取得长期的产品满意度，并能够增强消

费者对产品的依恋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把快时尚设计和多生命周期策略结合起

来，这样才有利于消费者，如逆向物流等。把这些服务应用到上文所述方案中，如

网络服装交易体系，可增加服装的使用频率并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从而降低年轻一

族消费选择的不稳定性对环境带来的负荷。

2.4.4  独特性与成就

消费者通常是通过产品自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来传达自己的个性。诺曼（Norman 

2005）认为，产品是我们表达自我的媒介，它们可能是某些特征、独特性或者我们

认同的价值观的表现符号。格沃斯（Govers）和斯科曼斯（Schoormans）（2005） 

认为，消费者更喜欢那些与他们自我形象和自身理念相一致的产品。查普曼

（Chapman 2009）指出，如果产品被设计得个性十足，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更深层次

的产品满意度和一种产品依恋感。总之，这是延长产品寿命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通过把设计的效果和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和审美偏好紧密相连，设计服务是一个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的机会。通过提供数字纺织技术，我们可以实现具有独特性的设

计(尼尼麦基（Niinimäki）2009b)。大规模按定制化服务采用的是灵活的数码制造

技术，为的是在分散的市场中满足制造方和个人用户两者的不同需求（潘恩1993； 

李(Lee) 和陈（Chen) 2000）。此外，与大规模生产的服装相比，独特的设计和 

“私人定制”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产品满 

意度。 

诺曼（Norman2005）认为，个人成就与积极的自我意识有很大关系。设计产

品时，“由我制造”的情绪会让消费者产生积极的产品体验，因为产品中含有他自

己的努力，带给他成就感，也给了他展示创新能力的机会。如果是用户自己生产的

产品，他就会更了解这个产品，并且当需要的时候，他也能够修理自己生产的产品

（帕帕内克（Papanek）1995）。产品可以被设计成模块结构，这样消费者可以自

己缝制，甚至创造出独特的新款式。

通过设计服务或“自行制造”的方式来激发独特性和成就感是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的一种可行的方式。通过提升满意度，可以建立或加强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感情

联系，反之，这种深厚的依恋感也是延迟产品被丢弃的最好方法。当产品或其使用

过程对消费者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候，她会珍惜它并长时间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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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长时间高强度使用产品的维护

正如本章之前所强调的，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何消除消

费者对服装过时的心理感觉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延长产品寿命的关键在于让消费者

持续不断地对产品产生满意感。范•内斯（Van Nes，2003）为延长产品寿命提出

了以下的设计策略：可靠性和稳固性设计、可升级性设计、修理和维护设计、产品

依恋感设计和可变性设计。其中，许多设计策略建立在产品质量好和耐用性高的基

础上。如果一件服装质地优良，价格不菲，那么就很有必要好好珍惜、保养、改装

它或甚至把它重新设计成一件新服装。此外，优质产品也很适合共享和高强度的

使用，例如：租赁和出租服务。其他服务，如更新和修改服务等，也会对新产品

的生产有所启发，并不一定仅仅依靠实体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查普曼

（Chapman，2009）认为新的元素有助于消费者和产品间持续地进行互动。服装的

模块化设计使消费者可以自行设计服装。那些教授“如何自己重新设计旧服装”的

网页，也鼓励消费者延长服装的使用时间。而且，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服装交换服务

可以对服装进行改造和创新设计，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有些服务旨在延长产品寿命，它们为当地市场（如租赁、更新）和国外市场

（如批量生产、在线交易、自己动手制作等概念）都创造了新的商机。网络经营模

式允许厂商直接与消费者接触，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时省去了分销商这一环

节（斯坦赫（Stahel）2001）。确保在每个服务单元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不断

满足客户的需求。这种服务提供了使用上的灵活性，但拥有所有权的模式并不具备

这种灵活性。因此，如果可能，尽量不要拥有某种产品，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服务、

功能的实现或需求的满足，而不是产品本身。

2.4.6 共同创造

共同创造为包括终端用户的多个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共同创造的机会，即协同解决

问题的机会（福德•路克（Fuad-Luke）2009）。这个过程使设计产生更为满意

的效果，因为消费者有机会参与设计或决策过程。当用户积极地参与到设计过程

中，他更容易对产品产生依赖，并通过参与这一过程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例如：

通过互联网，制造商有机会让消费者直接参与设计，并以投票或评分的方式听取他

们的意见。至今，制造商已经把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发布有关服装行业的

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伦理等方面问题的信息。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来开发新的产品服

务系统，如根据消费者的价值观和愿望而定制的各种生产系统，服装终生质保系

统，消费者环境影响评估系统等。 

一些有趣的互联网方案（如：客户定制）已经开发出来，但它们主要是为了增

加产品销量，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消费者在可持续背景下做决策提供新的功能。美国

无线T恤公司（Threadless）是秉承“共同创造企业”理念的典型：消费者把他们的

设计上传到网站，然后整个客户群对其进行评价，筛选出最具情趣的设计理念，然

后下订单，一旦某款设计的买家数量达到了规定的要求，它就会被印在服装上。因

此，公司清楚地知道应该生产哪种款型的服装，价格是多少12。

12 www.threadless.com. http://www.thread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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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开源时尚是最近才在网络上兴起的一种现象。时尚设计师仍然可通过设

计款式和结构来出售他们的设计，但是终端用户实现的是设计的最终效果。这种方

法改变了客户的角色，从一个消极的用户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制造者，并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也就是说，它使得时装业变得更开放，更大众化。 

2.4.7  产品服务系统中的消费者权益

相对来说，我们的研究几乎不涉及产品服务系统中的消费者权益问题。关于产品所

有权，有些产品更适合租赁，而消费者只关注使用方面的问题。就服装业而言，一

些元素如亲切感，个人定位和个人认同感的深层关系，以及它是否合适在某一社交

场合穿着等因素，都会让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长期租赁。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以及服

装的象征意义为服装的设计服务和个性设计提供了空间。 

在芬兰进行的这项调查中，我们也探讨了人们对于不同的服装设计策略和服务

的兴趣。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但整体结果显示，现在正是

在服装行业实验产品服务系统方法并采取这种商业模式的大好时机。男女客户均都

对修复服务、改造服务、升级服务、定制化服务很感兴趣。大多数消费者对短期租

借并不陌生，例如节日盛装，然而这种服务也可延伸到其他服务中。这就需要根本

性的创新和消费者角色的重大转变，以便于他/她参与到整个创新过程中来。这更有

可能让全社会接受新产品服务系统的那些重大的创新设计。此外，消费者对服装交

易系统的兴趣最大。而且，消费者也对服装回收感兴趣，并乐于接受这种理念，因

为这对他们的消费习惯影响不大。 

然而，消费者对延长服装的使用时间并不感兴趣，正如本章所述，有些服装的

使用时间非常短。延长服装的使用寿命将降低时尚达人们给环境带来的负荷。

那些非常注重伦理和环境问题的消费者对于服装和家庭纺织品的选择有着自

己独特的看法，独特性修饰和设计服务比起其他方面更让消费者感兴趣（尼尼麦基

（Niinimäki）2009b，2010c）。利用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趣，能够推动这些

服务成为比传统的大规模工业制品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选项。多数西方消费者担心目

前的工业生产体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因此，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获取消费者满意度

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的优势，而且它还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2.5 讨论

早期研究表明（如：尼尼麦基（Niinimäki）2010c），消费者个人的伦理观念影响

着服装的含义和购买服装的决定。对于那些注重伦理和环境利益的客户来说，他们

优先考虑的是生态效益和伦理价值，服装的长期使用和本土化生产等因素。在这次

的研究中，在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用户中，70%的用户在购买服装时会将生态因素作

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考量（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用户中只有7%的人做出了同样的选

择）。如果消费者知道他/她的选择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并与他/她的个人价值观

（环境问题）相关联，这就会给他们带来情感上和思想上的满足。因此，采用产品

服务系统方法的厂商应该向消费者强调环境效益，并指出选择它比选择传统产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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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创新型的产品服务系统方法带来的改变，尽管更加可持续，但如果消费者不接

受，这些改变将无从谈起

目前，纺织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意愿、价值观和环境利

益。要改变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我们应该让消费者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产品服务系

统（PSS）的新的可持续价值创造方面来。因为，人们往往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

对服装和消费者的外表进行评价，所以，关于新的可持续价值观的讨论将有助于提

高消费者或整个服装业对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关注度。在设计过程中把消费者

当成是利益相关方进行考量，同时采用设计服务思维，这样才有可能令消费者满意

不同的产品系列。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价值观，把产品服务和价值观结合起来，以

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实用和心理需求；例如向那些注重环境利益的消费者提供产

品长期使用保证，或向不断追求新潮的时尚爱好者提供交换存货服务。以消费者为

导向的生态效益要求具备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研究知识，这样，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环

境中识别影响满意度的因素并有机会对满意度单元进行定义。 

帕克（Park）和塔哈勒（Tahara）（2008）强调，产品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购

买的过程中，而且还要体现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达到了这点要求，价格就应该与质

量、耐用性以及产品使用过程紧密相连；反之，产品价值应该与消费者满意度和可

持续性方面的联系更为密切，如产品及其使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从这点出发，产

品或服务价值可以以满意度为标尺进行评估。因此，把设计的焦点由审美体验和产

品生产环节转移到产品的使用环节，甚至是使用过程中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满意度，

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把产品的可持续属性作为价值标准，以

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满意度会带来更多忠实的客户（雅克布斯（ )2007）， 

因此，企业也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企业的价值观。这恰恰进一步证明关注消费者满

意度是开展可持续业务的必经之路。

2.6 结论

本章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知识应用到消费者满意度讨论中，而且分析了延长服装使

用寿命的因素。识别那些使消费者能够对各类产品在不同使用背景下进行评估的层

面以及对消费者而言重要的产品属性是该方法的核心。因此，通过设计产品服务策

略来放缓消费速度并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是可能的，这一策略与产品本身的耐用

性、适度维护、消费者满意度相关。 

而且，本章的分析表明，通过服务，我们有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或将

产品与消费者的身份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这些服务，我们还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消费

者满意度。通过提供新型服务，如更新换代、修饰改造或存货交易服务等，产品服

务系统设计能延迟消费者对服装的心理淘汰反应。这种产品服务系统思维引导制造

商更深入地考虑到产品的使用、功能和耐用性，因为，产品服务系统提供给消费者

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功能、意义和满意度。然而，最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参

与到产品服务系统相关的可持续创新设计过程中。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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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深刻分析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属性，并理解此产品及其使用过程对消费者的

意义；其次，保证让消费者参与到产品创新过程中，这将影响个体的消费习惯朝着

可持续方向改变，并影响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新的产品服务系统把产品质量与服

务相结合，以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这种设计可带来消费者可持续的满意度，并使

设计从精神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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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创业环境下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杜瑞格•凯斯肯（Duygu Keskin），瑞尼•威维（Renee Wever）和 J·C.·布力
扎特（J.C. Brezet）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学院（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aculty of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The Netherlands）

3.1 引言

到目前为止，针对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所开展的研究，主要都是着眼于设计在可持

续性解决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并涉及在此

过程中设计师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不过，要把可持续理念融入到设计过程中并不

容易。正如约克（York）和维卡塔拉曼（Venkataraman，2010）所说，“重大的环

境问题，如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本身包含不确定因素。”与可持续设计有关

的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要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显得难上

加难。这种挑战要求我们在“面临不确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约克（York）和维

卡塔拉曼（Venkataraman），2010）.

尽管建立完善的机构往往更倾向那些有清晰愿景和明确目标的设计空间，但

不确定性是创业环境的固有属性。为了获得商机，创业行动通常都是由不确定所驱

动。“未来是靠创造而获得，而非靠预料得来的”（约克（York）和维卡塔拉曼

（Venkataraman），2010）。因此，本章旨在讨论新企业如何开发产品服务系统，

以满足可持续需求，并探讨设计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3.2 产品创新与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模型

技术和市场上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程度的不同使得创新过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

出来。正如海尔曼（Hellman，2007）指出，在进行根本性创新时，由于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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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成熟（即，技术方面的不确定），也很难预测市场是否会接受这一创新，以及

何时会接受这个新产品（即市场的不确定性）。新颖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这

个过程就越复杂，越无法控制（范德文（Van de Ven）等 1999）。以下段落回顾

了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模型。理性模型（例如：卢森伯格（Roozenburg）和伊克

斯（Eekels）1995；库普（Cooper）等2002）主要是通过对那些有着明确经营目

标的知名公司的研究而获得的一种理论，具有极强的分析逻辑性，并以线性结构进

行可视化展示。另一方面，非理性模型（例如：斯芒齐（Thomke）等1998；里恩

（Lynn）等1996），是从根本性创新研究中得到的模型，体现实验逻辑，涉及一个

学习过程。 

早期表述中的创新过程往往都是依次有序地进行（比斯（Buijs）2003）。设

计理论家布鲁斯·阿彻（Bruce Archer，1971）设计了一个早期模型，包含有六

个步骤，即战略规划、调查研究、设计、开发、制造及行销和生产。而卢森伯格

（Roozenburg）和伊克斯（Eekels，1995）开发的代尔夫特（Delft）设计模型也包

含着类似的步骤，由离散型和收敛型步骤构成，包括：政策制定、构想发现、严格

开发和方案实现。每一个步骤都包含分析、综合、模拟和评估这一系列的过程。整

个过程中，先要对设计环境进行分析，而后把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模拟方案进行

综合比对，以便于在原设计环境中对这些解决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最后一步就是

评估设计方案。采用离散型的步骤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而收敛型步骤

则是为了选出其中最好且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案。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

学院（Faculty of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a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老师会教授各种设计工具的使用方法，以便更好地实施这些步骤。例如：“头脑风

暴”和“形态盒子”是离散型步骤阶段所采用的创新工具，意在孕育新创意，而 

“需求程序”是一种用于收敛的工具，可对上一阶段中形成的新创意进行筛选（比

斯（Buijs），2003）。在新产品开发（NPD）领域，库普（Cooper）等人开发出一

个类似的模型，我们经常称之为“门径”（stage-gate）的程序模型，它以问题定义

为起点，最终实现产品的商业化。

这些线性模型表明，创新过程就是一系列以问题定义为起点，最终实现

产品的商业化的过程（阿彻（Archer）1971；卢森伯格（Roozenburg）和伊

克斯（Eekels）1995；多斯特（Dorst）1997；比斯（Buijs）和瓦尔肯伯格

（Valkenburg）2000；库普（Cooper）等2002；比斯（Buijs）2003）。新产品开

发流程通常呈线性模式，产品的设计过程循序渐进（卢森伯格（Roozenburg）和伊

克斯（Eekels），1995），因此，目标明确且能够对每一步进行可视化表达。

到目前为止，产品服务系统创新过程也同样被设定成了一种线性模式。在卢森

伯格（Roozenburg）和伊克斯（Eekels）提出的产品开发流程的基础上，布力扎特

(Brezet)等人新创了“生态效益设计服务”（DES）方法论，为服务和产品设计师在

生态效益（ES）服务设计时提供一个系统化的方法。

这个过程从探索阶段开始，其中包含各种活动，如由公司和合伙人组建一个项

目团队，制定目标和愿景，分析当前状况对环境的影响，并发现潜在用户。这一阶

段的预期结果是建立起业务关系或开发新业务。探索阶段之后的步骤与上述产品创

新模型相类似，即政策制定，发现创意，严格开发，方案实施及评估。整个过程离

不开分析，需要用到各种业务、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估工具，如市场调查、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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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销策略工具（如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遇、威胁）、便捷的环境评估工

具（元矩阵：原材料，能源，有毒物质，附加值）、标杆管理、反推法、生命周期

评估情境、利益相关方分析、生态成本/价值评估、拟定计划等其他工具（布力扎特

（Brezet）等2001）。 

整个过程将包含一个或多个子流程。例如：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公司可能把一

部分开发计划甚至是整个产品开发项目外包出去。图3.1 所示的是生态效益型服务中

所含的一个子流程。

图3.1 生态效益型服务设计方法 

来源：布力扎特（Brezet）等人，2001

而在本书的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到的最新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法，即“可持

续系统设计方法”也是由不同阶段、流程和子流程构成（见第一部分表4.1）。这个

方法整合了LeNS项目中用到的新方法和观点，即“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流程”和 

“充足经济流程设计”。可持续系统化设计方法的第一阶段包括对项目申请人、社

会技术体制、宏观趋势、最佳可持续案例、设计重点、充足性需求评估等进行分

析。接下来的步骤和上文提到过的方法很相似，即寻找机会、选择最有发展前途的

构想（基于详细的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准则）、制定设计系统概念、设计并建立

系统，以及沟通等。其中的每个步骤都需要用到不同的工具，用于评估其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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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利益相关方和未来发展趋势，罗列清单并制定指导方针（参见第一卷，第

四章，4.2章节）。这种方法是以目标为导向来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设计一套最具

可持续性的产品和服务。

尽管上述的分析逻辑和线性展示条理清晰，在实际操作中，创新过程也许会出

现混乱和非结构化特征（比斯（Buijs）2003），可能需要采用一种实验性逻辑来解

决上述问题（海尔曼（Hellman），2007）。这对于根本性创新实践尤为必要；正如

李（2004）等人指出，“实验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这是由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

所需的关键信息来源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用。”而且，把可持续性考虑纳入到该

过程也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可持续性问题往往影响着将要做出的选择，并要

求在缺乏具体数据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尤其当考虑到创新过程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

影响时。因此，从非理性的视角来看，创新过程被视为带有中间产品的一个学习过程

（施容(Schön) 1967年；里恩（Lynn）等1996年），而非新产品开发模型（NPD）

中的单个产品。根本性创新过程中存在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创新过程本

身就包括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探索和学习过程，并形成了包括技术开发、早期应用和

持续学习等多种并行活动的一个动态过程（海尔曼（Hellman）2007）。”为了减少

根本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管理方法，如“实验法”，“试错

法”和“探索学习法”（格鲁德（Garud ）和范德文（Van de Ven）1992；斯芒齐

（Thomke）等1998；里恩（Lynn）等 1996）。通常采用最终确定的“测试对象的

简化版本”来进行实验（斯芒齐（Thomke）等人 1998）。实验以连续的方式进行，

该过程被称为“试错法”（格鲁德（Garud）和范德文（Van de Ven) 1992；斯芒齐

（Thomke）等人1998）。然而，希尔博尔赞（Silberzahn，2011）强调，试错法在

实际学习进程中存在局限性，因为，这些实验都是在受控条件下创建相应模型而开展

的。因此，这些模型本身是否具有现实性还有待商榷。 

而另一方面，“探索性学习”把实验引入到真正的市场。这需要用尚未成熟的

产品版本来进行实验，即在产品上市的早期引入尚未成熟的产品版本，通过实验来

学习并再次进行探索，然后再进行二次调查（里恩（Lynn）等人1996）。这个探索

过程就是学习技术并了解市场的一种方式。例如：通过这种探索可以揭示关于是否

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的比例，以及哪个细分市场对特定产品特征更感兴趣等方面的信

息（里恩（Lynn）等人1996）。“试错法”和“探索性学习”有着相似的特点，

如：反复进行，连续进行可负担的步骤；然而，“探索法”比“试错法”能更加有

效地解决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希尔博尔赞（Silberzahn）2011）。

其实，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旨在应对一个难题，那就是在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

下，凭借对有限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做出理性的决定。因此，有必要进行不同形式

的实验以降低技术方面和/或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同时降低创新过程中与可持续性

相关的不确定因素。但在资源有限的创业背景下应当如何行事呢？

3.3 新兴创业理论：践行

在创业领域，近来通过一种叫做“践行”新兴理论来应对“不确定性”这一概念。

根据奈特（Knight，1921）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萨拉斯沃齐

08_Chapter 07.indd   207 05/03/15   9:27 PM



20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Sarasvathy，2001）总结了优秀企业家们是如何通过让利益相关方作出一系列的

承诺，来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 

奈特（Knight，1921）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分开而论，在他看来，风险

是一种可衡量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未来某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能够通过计算或

基于过去的经验推断得知。另一方面，就不确定性而言，由于情况的独特性，我们

无法知晓未来的状态；因此，要预测结果的分布规律和发生率是不可能的。这就给

制定计划增添了难度，并难以与其他方面相互联系起来（伯恩斯（Burns）和斯涛克

（Stalker）1961）。因此，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1）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

的逻辑推理，即在业务开发早期阶段就获得各利益相关方的承诺，这将减少不确定

性。她声称，这种逻辑推理针对一些特定领域非常有效，尤其在那些传统的营销技 

术不起作用的领域，如新产品引进和新市场服务方面（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 

2001）。

这种践行逻辑，与因果逻辑恰好相反（即：预测性逻辑推理），主要是商学

院（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1）并且经常是设计学院的授课内容（见前

文中的产品设计方法部分）。因果逻辑以目标为导向；所选用的方法是为了实现设

定的目标。相反，这里的“践行逻辑”从一开始就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而

是在一系列的方法中生成了目标，因此，这个过程是以方法为导向。实际上，企

业家最初考虑的只是，他们用现有的方法能做些什么。他们会考虑三类方法：1）

他们是谁（他们的技能和能力）；2）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他们所受教育和具备的

技能）；3）他们所认识的人（他们的职业和人际社交网络）。然后，开始设想并实

施他们所能创造的有价值的结果（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1）。他们马上

就采取行动，并与他人进行交流。愿意冒险的人会积极引进新的方法，并设定新的

目标（如图表3.2 所示）。最终的结果就是，方法不断多样化，目标逐渐合并统一。

这就是共同创造未来市场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核心机制是不断增长的网络的利

益相关方对一项冒险的承诺（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8）。

图3.2 产品践行动态模型

来源：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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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者将产品（创意/概念）看做可变的但绝不是完全预先确定好的。萨拉斯沃

齐（Sarasvathy，2008：113）认为，在从搜寻和选择的过程中，可替代方案的作用

是不同的。在探究和选择过程中，可选方案是从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中挑选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致力于某种产品的开发被看成是整个行动方案的最终目标，而资源

在取得选定目标的可选方案之间进行分配。而在践行过程中则全然不同，所选方案

只被看成是存在现实的可能转换形式。换句话说，产品的实现过程只不过是某种产

品方案的实现过程，这些方案或许会也或许不会，创造出之前预想的产品（萨拉斯

沃齐（Sarasvathy），2008）。

换言之，当已经选择了某种特定的预想效果，如目标市场细分或产品特定功

能，企业家就会根据预先设定效果去寻找利益相关方。而行动逻辑并不会设想到这

种预先存在的市场或产品。企业家拥有的人力资源决定了他们所能够创造的市场和

产品（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2001）。

3.4 在践行过程中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创新

前文阐述了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如何进行有效创业。这一节旨在说明设计迭代在产品

践行模型中的作用，并研究设计为导向的践行能够成为开发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一

种可行方式。

在产品创新和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背景下，要开发新的业务，企业家不仅需要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还需要引入设计迭代环节。企业家要达成目标，减少不确

定因素，以及调整产品或产品服务系统，不仅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做出承诺，也离不

开设计迭代环节。图表3.3展示了设计迭代是如何与萨拉斯沃齐（Sarasvathy）提

出的产品践行动态模型融为一体的。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环节代表了整个产品践行

模式，并解释了企业家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如何产生并激发各种不同的灵感从而形

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利益相关方的承诺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机制（萨拉斯沃齐

（Sarasvathy），2008）。

另一方面，设计迭代过程是企业团队发展、提高自身能力的环节；同时也是了

解技术限制和机遇的环节。设计迭代的最终成果可能是一张草图，一个原型或一次

探索，这些能让整个团队了解到它到底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设计迭代的目的也许

是了解技术及其潜力，也可能是为了验证各利益相关方承诺（即表明其原则）。

每个创新的过程都具有独特性，没有一种固定的程式可以解释这些事件为什么

以这种方式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在创新过程中，设计迭代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互

动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存在先后顺序。他们相继发生，且反复进行。与各利益相

关方进行互动是设计迭代的原动力，而反过来设计迭代的成果也可能促进与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互动。设计驱动的践行模式旨在展示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把设计

迭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到企业的发展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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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在创业背景下的产品服务系统创新

3.5   可持续舞蹈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SDC）案例

这一节中，我们用一个案例对该模型进行详细说明。2005年，我们开办了一个可持

续舞蹈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 ）（SDC），这个项目由鹿特丹

Enviu网络集团（Rotterdam-based network organisation Enviu）和多利建筑公司

（Döll）创建。创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减少俱乐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鼓励年

轻人践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促进俱乐部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初始阶段，项目团队就俱乐部的能源、垃圾、原材料和水的利用与处理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最初的商业想法是开发各类产品来减少俱乐部对环境的

影响，同时还提供咨询服务，以帮助俱乐部实现这一目标。可持续舞蹈俱乐部

（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SDC）于2006年正式成立，当时最看好的产

品设计想法是建造一个能发电的舞池（图表3.4）。可持续舞池（SDF）把人们运动

转化为可持续的能源。将跳舞产生的动能转换成电能，供地板上内置的LED灯使用。

因此，这个舞池就会与舞者之间产生互动，并带来更完美的娱乐体验。这样，反馈

系统就成为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舞池跳舞的人必须清楚地明白，是他们在给地板

充电，所以，只有当他们踩到地板上时，地板灯才会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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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可持续舞池

来源：可持续舞蹈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 ）（SDC）

最初的经营构想是以出租的形式经营这个舞池，即一种“以使用为导向的产

品服务系统创新”（更多关于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类型的内容，见第1部分，第2

章，2.1.4节）。同时，他们还创立了实现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七步法”，并

且为该项目开拓了市场。这一方法包括：帮助客户树立雄心，分析他们当前的业务

状况，设定目标，成立工作小组来制定方案并付诸实施，完成共同目标。

该项目开发的初期阶段，公司原本要打造一个能够为整个俱乐部提供足够电能

的舞池。2006年，一位来自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学院（the Faculty 

of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a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设计专业的学

生，用他自创的初步概念验证了该计划的可行性。第一个原型设计并不像预期的那

样奏效，人们跳舞产生的动能转化成的电能没有达到预期的量。这时，可持续舞蹈

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SDC）开始就建立发电舞池（SI1）的

设计构想与其他俱乐部展开了交流，并得知电费并不是俱乐部运营成本支出中所要

优先考虑的选项。实际上，俱乐部的主要成本支出是饮料、人工服务费、通讯费和

演员出场费，而电费支出只占整个支出的很小一部分。对于俱乐部而言，重要的是

吸引消费者，而不是省电。第二，只有可持续方案投资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俱乐部

雇主才会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出售或出租地板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第三，地板的

最大卖点就是它吸引消费者的发电机制，就是说“我们是一家可持续娱乐俱乐部，

而且我们所提供的是可持续娱乐享受”。但是，与备选产品和服务相比，可持续舞

池是否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最高性价比，这一点还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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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一个原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各俱乐部也不愿意购买这种产品，可持续

舞池依然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使用，展现在公众眼前。发电舞池

的创意也得到了国内乃至国际范围的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企业、博物馆和举办活

动的那些机构，它们迫不及待地想在公开场合中使用这种地板设计来展示其可持续性

特色。此外，可持续舞池的创意也得到了参与测试的俱乐部会员的积极回应（SI2）。 

由于把人们跳舞的动能转化成供整个俱乐部使用的电能所产生的电量有限

（DI1的测试结果），且俱乐部不愿购买这种地板（SI1的结果），以及来自媒

体和俱乐部会员的大量积极的反馈（SI2的调查结果）促使可持续舞蹈俱乐部

（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 ）调整其市场和业务重点。公司决定：努力将这

种地板打造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营销手段，为那些想在公共活动中展示其可持续特性

理念的大型机构提供服务。这种发展方向将进一步强调地板的可持续性，并以更有

效的方式把可持续理念传递给公众。目前，可持续舞蹈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的主要业务是出租服务，如有可能，也可将其卖给那些从事大型活动

组织的机构和博物馆。同时，公司还努力在成本和性能方面积极展开技术开发和优

化，以期最终能达到俱乐部的实际要求（DI2）。

发电舞池的创意不断地得到多家机构的关注(SI3)。它还激发了另一个创意的产

生，即在人群集中的地方使用这项技术，如体育馆、飞机场、火车站、购物中心、

（公共）建筑和城市广场（来自SI3）；参见图3.5。自2010年起，可持续舞蹈俱乐

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就一直致力于研发可持续发电地板，以便提供

成本效益更高、规模更大的应用服务 (DI3)。可持续发电地板所产生的电力被输入到

公共电网中，或者用于当地电力系统中，如（LED）街灯或信号指示系统。少量的电

能也反馈给用户，如部分地板模块的照明。 

 
图3.5 一家购物中心展示的可持续发电地板

来源：可持续舞蹈俱乐部（SDC：Sustainable Dance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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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结论

早期设计和开发可持续产品和服务的方法有助于理解设计在可持续社会构建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开发的工具和方法往往都是概念上的，并未应

用到具体实践中（波奇斯（Berchicci），2005）。此外，可持续创新过程中以及

机构环境下较高的不确定性，也对创新过程以及其管理机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

必要加强这些实践与当前机构和创业理论之间的联系。因此，本章主要解释了为什

么“设计为导向实施方式”是一种创业背景下产品开发和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适用

方法。尽管尚未对设计融入践行活动展开全面的研究，但本章通过一个实际案例，

对首个以设计为导向的践行模型进行分析。除了以目标为导向的产品和产品服务系

统的方法论之外，该践行模型为可持续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提供了一种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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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在社会
中的应用
发挥战略设计与转型研究之间的协
同效应

法布里齐奥.·山士恩（Fabrizio Ceschin）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设计与体系创新（DIS）项目研究组（Politecnico di Milano，DESIGN 
Department，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IS) unit of research，Italy）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设计系（Brunel University，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Department of Design，UK）

4.1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在应用与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过去的15年中，欧盟资助了大量产品服务系统和可持续领域的研究项目，这对我

们加深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这个概念的理解，并更好地掌握其特征、潜在利

益、驱动因素、实施障碍，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弹效应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我们

针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开发了一系列的方法和工具1。然而，尽管积累了一定

 1 比如，凯斯莱斯（Kathalys）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法（鲁特（Luiten），诺特（Knot）

和（范·德·霍斯特）van der Horst 2001）；生态效益型服务设计法（DES）（布力扎

特（Brezet）2001）；产品服务系统工业创新能力扫描 (塔克（Tukker）和范.哈伦（van 

Halen）2003)；高自定制化解决方案(曼齐尼（Manzini），科里纳（Collina）和埃文斯

（Evans）2004)；产品服务系统开发方法，MEPSS (范.哈伦（van Halen），维佐里

（Vezzoli）和薇玛儿（Wimmer）2005)；产品服务系统实用开发指南(塔克（Tukker）和

蒂什纳（Tischner）2006b)；可持续产品服务开发，SPSD(麦斯威尔（Maxwell），施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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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也了解它潜在的双赢特点，但这些对于这个概念的应用还是十分有限。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2，大多数情况下的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都属于根本

性创新，因此在采用这种经营策略的时候会遭遇来自企业、文化和管制方面的阻碍

（山士恩（Ceschin）2012b）。

舒特（Schot）和吉尔斯（Geels）（2008）认为，根本性创新在初入市场的时

候一般都很不成熟，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和技术环境的排斥（及其完善稳定的规则

和参与者网络）。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塔克（Tukker）

和 蒂什纳（Tischner）（2006a），将对现有的体系、消费者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公

司的组织结构以及监管架构造成冲击，所以，被称为是根本性创新型模式。因此，

它们极有可能被主流市场拒之门外。所以，那些把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作为企业未来

发展战略方向的公司仍然面临重大挑战，不仅要推进产品服务系统理念的进一步发

展，还要在现实环境中寻求最好的策略和发展途径使其得以利用和推广。 

因此，本章的主题就是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应用和推广。尤其要解决以

下关键问题：

 • 在此系统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分别是什么？在引进和

推广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地管理？

 • 在支持和指导过程中，战略设计的作用是什么？

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建议学习创新研究领域的知识，尤其是转型研究领域。这些

领域的近期研究（尤其是战略利基管理研究和转型管理方法研究）把重点都集中在

社会技术转型以及如何促进根本性创新设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和推广上。根据这

些理论，推进根本性创新，要求对部分社会技术实验进行保护，使其免受主流市场

选择环境的影响，使其能够孵化并渐渐成熟。本章讨论了这些理论在指导生态效益

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应用和推广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战略设计的重大作用。

4.2 转型研究

转型理论将系统创新或根本性创新视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交通、通信、食宿等

方面所进行的重大变革。系统创新是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涉及社会、经济、技术和

政策领域。通过对历史上社会技术发展的案例研究，转型研究人员分析总结出了

系统创新的过程，并精心制做了一个模型，称为“产品转型的多层次视角(吉尔斯

(Sheate）和范·德·霍斯特（van der Vorst）2006)；技术型产品服务系统的模块化设计 

(奥瑞克（Aurich），福克斯（Fuchs）和韦卓肯特（Wagenknecht）2006)、MSDS，可持

续系统设计方法 (维佐里（Vezzoli），山士恩（Ceschin）和科尔泰西（Cortesi）2009；

维佐里（Vezzoli）2010)，参照第1部分第4章。

 2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都是激进的创新行为。产品服务

系统提供的支持平台和最终结果（特别是在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行业中）通常被认为

是激进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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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ls）2002)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对这些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进行调控的情况。

通过多层次的视角，对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吉尔斯（Geels）2002)，即： 

 • 社会技术体制：这个概念可以被定义为创新、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所采

取的主要方式。它是指与具体领域（如交通或能源）相关的文化、实践和机

制等的动态稳定的集合(罗特曼斯（Rotmans）等2001)。相对而言，体制是

稳定而不易变化的，因为其习惯做法、规章和各种机制将阻碍体制内的参与

主体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变革。

 • 利基市场：是一个被保护的空间，它被“隔绝”在主导体制之外，在这里可

以对根本性创新进行测试和培育，使其逐步走向成熟，并为了对整个现有体

制和体系提出挑战，甚至对现有体制进行变革。

 • 宏观环境：指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各参与方展

开互动，各种机制和利基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它是各种机制和利基市场的发

展环境。它不仅包括社会经济、人口、政治和国际的结构性发展，也包括如

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这种背景会影响整个体制，但是利基市场不会

受到影响（至少短期内不会）。

这三个层次的区别只是从分析角度进行的，而非一种实际的区分；换句话说，这几

个层次有利于对社会技术变革更好地进行分类和理解，而不是有这三个层次的实

体“存在”（瑞文（Raven）等人2010）。值得强调的是：转型是通过所有这三个

层面的相互之间积极互动的情况发生的(瑞普（Rip）和肯普（Kemp）1998；吉尔斯

（Geels）2002)，即当体制以充分开放的姿态来迎接根本性创新；当整体形势迫使

我们进行变革；当在利基市场展开了根本性创新，而这种创新被用于探索变革的机

会时(瑞文（Raven）等人2010)。 

因此，利基市场是转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且，尽管利基市场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短期内它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在初入市场的时候还不

成熟，并且它们与社会的组织形式存在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马上参与市场

竞争，它很有可能被市场淘汰。综上所述，有必要创建一个保护空间，来保证实验

的持续进行，让创新逐步地走向成熟(舒特（Schot）和胡戈玛（Hoogma）1996)。

而利基市场可作为根本性创新的“孵化器”(吉尔斯（Geels）2002)，可以在这个孵

化器中进行实验和学习。

在引入根本性创新的过程中，开展一些社会技术实验并使其免受外界影响是一

个重要的前提(肯普（Kemp）等 1998，胡戈玛（Hoogma）等 2002；范·德·拉

克（Van der Laak）等2007；布朗（Brown）和维格雷特（Vergragt）2008；瑞文

（Raven）等 2010；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2010)。这些受到保护的实验

通过对流行文化、组织和监管规定（当前的社会技术体制）进行部分屏蔽，推动根

本性社会技术创新的孵化并逐渐成熟。社会技术实验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战略舞台

被用于实验、学习、形成规划并建立社会网络，以便进行推广，同时挑战并改变当

前的旧体制(瑞文（Raven）2005)。

实验的运用在创新管理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拉劳德（Laredo）等人认

为，根本性创新项目开发并不是按部就班的顺序过程（如概念形成、实验项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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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创建和工业化开发），而是一个反复实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对创新特点

进行逐步测试。拉托尔（Latour，2000）把这种实验定义为集体性实验或社会技术

示范，而被用来评估创新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状况。布朗（Brown）等人

（2003）也强调小规模社会技术实验的重要性，而里恩（Lynn）等人提出了“探索

式学习”策略，即利用早期的原型去进行市场实验，将其作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学

习新技术的媒介，并随后对技术设计和市场营销手段进行调整。（早期原型的面世

将会影响潜在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预期、需求和行为。） 

总之，社会技术实验为转型的开展和深化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战略机会。这些

实验成功推动根本性创新的普及，这一问题在战略利基管理（SNM）领域得到了

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三个内部流程（肯普（Kemp）等1998；2001；胡戈玛

（Hoogma） 2000；胡戈玛（Hoogma）等 2002）。 

第一个流程是推动一个广泛的社会经济网的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网络，它不仅

包含着直接与创新相关的主体（如公司、合作伙伴和用户），也包括其他与科学、

政策和社会领域相关的主体（例如：研究中心、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特殊利益

集团）3 (瑞文（Raven） 2005)。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涉及科学、社会、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多样化网络，这些参与方包括： 

 • 能调动知识以及金融和管理资源来开发这种创新的机构（如外部公司）(范德

波罗（Van de Poel）2000)

 • 能引入新型设计、标准、方法和概念的机构和人员（如科学家、研究中心和

大学）(范德波罗（Van de Poel） 2000)

 • 能确保实验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机构（如政府机构）

 • 有权并愿意直接影响主流文化、实践和体制的主体（如各政府部门、决策制

定者和政客）(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2010)

 • 那些社会中能够从可持续实践中获得利益并能够对体制产生直接影响的

实体（如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和消费者群体）(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2010)

 • 传播创新信息的机构（如媒体、舆论领袖和非政府组织）

 • 可能支持创新推广的主体（如潜在的行业合作伙伴、行业协会或联盟）

第二个流程很关键，那就是将各参与方的预期汇聚成一种长期的共同愿景。正如

前文所述，社会中那些融入了根本性创新的实验过程需要不同领域多方参与者

的参与，而每个参与者可能对某一项特定的创新有着各自的预期。因此，最根

 3 这与一些激进创新型学者的理论相符，如凯伦(Callon，1991)，他提出“不同参与者之间

协调的重要性，像实验室、技术研究中心、金融机构、客户和公共机构等。经过协调重

组，他们都可参与到创新的研发与推广中来。通过众多互动，将研究与市场之间建立联

系”。凯伦(Callon，1991)，凯伦（Callon）等人（1992）和拉劳德（Laredo）和曼斯特

尔（Mustar），1996）将上述异质性因素成为“技术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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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是将各个参与方的不同预期进行管理，通过沟通与协调，最终达成一致(瑞

文（Raven）等 2008）。这种融合为创新过程提供战略方向及其合理性（肯普

（Kemp）等1998；瑞文（Raven）2005)，同时也有助于引入新的参与方和资源

（瑞文（Raven）2005）。创造一个共同的项目愿景有助于明确预期效果、制定

议程和行动方案，在协调各参与方的策略上也能起到积极作用（肯普（Kemp）

和罗特曼斯（Rotmans）2004)。实际上，对未来的憧憬和愿景对于参与方的决心

和行动都至关重要(德拉特（De Laat）1996；安奎科（Akrich）1992；波克浩特

（Berkhout）2006；奎斯特（Quist）等 2006)。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参与方的

预期不是一成不变的(范伦特（Van Lente）1993；胡戈玛（Hoogma）2000；瑞文

（Raven）2005)，也就是说，在与其他参与方进行协商过程中，或在经历外部环境

的变化之后，参与方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和预期。因此，不断地重新设定项目愿景，

使之不断完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即灵活的愿景，可以对其进行调整）。

第三个关键流程是可参与方的有效学习过程。个体吸收新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到

之后的行动过程中（霍尔（Hall）1993）。因此，要在使用和推广根本性创新的过程

中减少不确定性，学习过程很关键，这需要形成新的基本信念，确立行为规范和准

则(范•德•克雷霍夫（Van de Kerkhof）和威佐克（Wieczorek）2005)。适当的学习

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对创新进行调整成为可能，并提升了创新推广的成功率 

(瑞文（Raven）等2010)。适当有效的学习过程应当：

 • 广博（韦伯（Weber）等 1999；瑞文（Raven）2005），涉及多个层面的

问题：除了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创新之外，还包括文化层面（社会信仰、价值

观和习惯）、管制层面（政府政策和法规框架），以及制度层面（规则和标

准）的革新。

 • 反思（胡戈玛（Hoogma），舒特（Schot）2001；瑞文（Raven）2005）， 

意味着学习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学习。第一阶段的学习

是对特定问题进行更正和解答（如：技术问题）。第二阶段的学习（霍尔

（Hall）1993）涉及方式转变，即问题定义、基本假设、标准、价值观、

实验可以融入到市场利基中，影响并改变现有体制，或使其成为一个可行的方案选

项。

4.3   实施和推广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理
论框架

尽管转型研究学派使用的是偏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参与者、消费者预期等因

素），经常是从技术层面开始，将社会发展看作是技术创新的衍生物进行研究（海

格（Hegger）等，2007)。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并非技术创新，当然也可以包含

技术层面的东西，但创新性因素主要都是与社会层面有关。事实上，与其把它看作

是新技术产品，倒不如将其视为是一种社会组织的新模式。因此，此处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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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转型研究对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意义是什么？它能否既被应用到技术

创新的引入和推广中，也可以应用到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创新的引入和推广中？ 

一项研究案例对6家公司在它们将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概念引入市场所走过的创

新历程做了调查，该研究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山士恩（Ceschin）2012 a，b）。 

基于上述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构建出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在实施

和推广过程中的概念框架（引入和推广）。（参见图4.1）。总之，生态效益型产品

服务系统创新的切入点则是项目愿景（I）：提出这一概念或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应对

来自社会/环境/商业的挑战。这一项目愿景为社会参与过程指明了方向。（II）：广

泛的参与者网络可通过这个过程来体验和学习如何实现项目的愿景。（III）：社会参

与过程是基于一个体制中的小型社会技术实验的实施，利基市场的开发和授权，产

品服务系统创新的推广（还包括与其相关的系列文化、实践和组织的构建）。这一

过程具有动态适应性的特点：参与方通过所学到的知识不断对项目的愿景、过渡路

径和参与者网络本身进行调整（IV）。

换句话说，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引入和推广过程是一个集设计、开

发、实验和实施等一系列活动为一体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过程所采用的是

一种边干边学的方式。 

 
图4.1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引进和推广的概念框架

来源：山士恩（Ceschin）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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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技术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支持、推动并引导

根本性创新的孵化、测试并逐渐成熟。也就是说，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引进

和推广过程应被看作是一条转变发展路径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

 • 在孵化阶段，应对推进社会参与所需的条件进行充分了解（参与方的参与和

认可；讨论和协商，就产品服务系统概念可行性战略达成共识）。

 • 在社会技术实验阶段，开展一系列实验，旨在学习和探索如何提升产品服务

系统创新，如何推进其社会参与程度。

 • 在推广阶段，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及其相关的新实践、行为和组织）可促进

并影响社会技术体制的发展（即最初独特的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已日益成为满

足社会需求/需要的重要方式）。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适当的参与者网络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动态广阔的网络可以更好地推进、支持并促进创新的开展。这一广泛网络不仅

应涵盖产品服务系统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如：生产商、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及消费

者/用户），还应包括其他参与方，比如：大学和研究中心（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各类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有助于推进创新的进行并提供相应的政治支撑），非政 

府组织（可以成为项目的合伙人），还有媒体（可对创新的结果进行宣传报道）。 

该网络的推动力值得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参与方的构成和角色也不断演变。 

比如：一些参与方在初期阶段还彼此关联，而在后期彼此之间的作用就消失了 

（如：公共管理部门只会参与前期的工作，为创新提供激励和保障机制）。

构建一个所有项目参与方长期共同愿景是十分必要的。共同项目愿景可以为社

会参与过程指明方向，并因此为利益相关方的行动指明方向。所以，项目愿景既可

作为参考以便制定各种战略，还可以用于吸引、引导更多的潜在合伙人和利益相关

方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来。

最后，重要的是要为广泛的知识学习（学习有关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和引进创新

的背景的不同层面知识）和反思性学习（了解参与方参考框架、信念、行为和实践

等的变化）创造空间。学习过程与实验的设计和管理密切相关。实验不仅关注技术

层面的探索和实验，而且还与可用性、政策、法规、社会认可等相关，这将有助于

推动广泛学习过程的因素。反思性学习对于了解参与方的既定设想和日常行为，促

进文化、实践和组织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一方法不应该被看做是“成功的秘诀”。实践的推广需要

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如：需要承受来自环境的巨大压力，体制应足够开放，并愿意

接受根本性创新等）。公司或是小型的参与方网络或许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上

述所提及的条件和环境造成影响。这一过程从孵化到推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日益增多，管理难度也将加大，会越来越容易受到项目之外的因素和事件的影响而

出现变数。然而，采取实验型、学习型和网络型的管理模式则有利于提升成功的概

率（即加快并增加能够使得创新商业化的市场利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技术实

验扮演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角色，对于根本性创新项目起到了激发和催化作用。

由于其重要性，澄清社会技术实验的概念及其对转型的贡献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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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社会技术实验及其在触发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 

社会技术实验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局部受保护的环境，一个广泛的参与者网络可在这

个环境中进行学习和探索：(1)如何孕育和促进根本性创新的发展；(2)如何促进社会

参与。这些实验能够为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等高风险创新的带来战略机遇，不会受

到来自主流市场选择环境的直接压力。然而，社会技术实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试点

项目或示范项目4。社会技术实验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第一，实验具备根本性创新特点，需要在各种不同层面（社会文化、技术、

规范和制度等方面）进行重大变革的创新。并非所有产品服务系统都是根本

性创新，因此，不是所有的产品服务系统都需要采用这种社会技术实验策

略。

 • 第二，这些实验并不只是在公司实验室中进行的简单测试，而是在真实环境

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只有这种实验室之外的经验，才能够真正对根本性创

新进行测试和完善。此外，这些实验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但却能带来较大规

模的变化。

 • 第三，这些实验不仅仅包括与创新紧密相关的参与方（如生产商、合作伙伴

和供货商等主体）。而且还包括广泛的参与者，其中包括用户、决策者、当

地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群体、行业协会、研究中心等。换句话说，我

们的目标是重新打造一个小规模的社会技术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实

验的特点是参与者的广泛参与：即多种参与者都参与到创新过程的讨论、协

商、共同创造和开发。

 • 第四，这种实验是在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中进行，它不受主流选择环境的影

响。这种想法的主要目的是对创新提供暂时的保护，防止其受到选择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和体制因素），以打造一个可替代的选择环境。这些

保护的形式不尽相同：财政保护（如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免税和投资补助）

和社会制度保护（如实施单行条例）。实行保护措施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培

育创新和应对市场环境压力之间的平衡（韦伯（Weber）等1999）。

 • 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从多个层面了解并改进创新，不仅仅涉及技术、经

济、市场需求和实用性等方面，也包括政策、管制、环境、文化和社会等领

域。从这个角度看，为了持续地进行调整和改善，就必须保持创新。一般而

言，通过实验，我们能够识别一些在未来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

各种阻力和障碍，并找出解决方案。

 4 这里的社会技术试验中的概念，也因其具体的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存在于真实世界中

的生活实验室是由用户主导的，通过与研究机构、公司和公共民事部门合作，旨在开发新

产品和服务”。(比恩根索尼（Björgvinsson），爱恩（Ehn）和惠勒根（Hillgren）2010)。

与生活实验室相比，社会技术试验的概念范畴可要广的多。比如，怎样在真实的场景中设

定一个参与的方式来开发信息的解决方案；如何提供保护空间促进创新和研发，怎样致力

于激发社会技术环境中的变革。这些都是社会技术试验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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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方面，社会技术实验不仅能够对创新进行检验和改进，而

且还能够促进社会技术环境的改变，由此为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创建最有利的

条件。换言之，从战略上讲，实验就是用于影响环境条件，从而加快社会参

与过程（例如：引导当地政府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政策措施或促使潜在用户改

变他们的行为和习惯）。

这个框架包括三个主要机制，而技术实验正是通过这些机制促进转型（范•登•波什

（Van den Bosch），罗特曼斯（Rotmans） 2008；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 

2010) (图 4.2)）：

 • 深化，即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尽可能多地了解创新。深化能够让参与者了解

当地文化上的变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参考框架等）、习俗上的变化（习

惯、做事方式等）和制度上的变化（标准和制度等）。深化最终将催生并完

善一系列与产品服务系统创新有关的新文化、新习俗和新制度。

 • 拓展，即在不同的环境中重复实验并将其与其他项目及举措结合起来。因为

从单个实验中学到的东西很有限，因此，应该将实验放在各种环境中反复进

行，以便在不同的背景下学到不同的设计方法。拓展是指同时开展的不同实

验相互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瑞文（Raven）2005；吉尔斯（Geels）和瑞

文（Raven）2006）。而且，加强与当地其他类似项目及方案的合作也非常

重要。通过拓展过程，新生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将（1）得到检验并拓展至

各种不同环境中；（2）与其他项目和举措建立联系。

 • 推广，是指针对思维方式、处事方式和组织方式所开展的创新。这就意味将

创新（及其初步的社会技术实践）从局部的实验层面拓展到全局层面。范•
登•波什（Van den Bosch，2010）强调，与其说推广针对的是产品、服务或

用户，不如说其针对的是观念、思维方式、习惯、立法、制度等。

基于上述情况，社会技术实验除了促进转型过程之外，还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山士

恩（Ceschin）2010，2012a； 山士恩（Ceschin）等，2011)（图4.2）  

 • 实验室，主要是对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诸多方面进行检验、学习和改善（技

术、适用性、管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并拓展至不同的环境

中（了解不同背景环境下产品服务系统的不同构成）。

 • 窗口，提升创新项目和相关参与方的兴趣，推广创新成果，与现有项目/方案

建立协同，吸引并招募新的参与方加入（例如新用户或潜在合作伙伴）。

 • 变革的动力，用来改变环境条件，以促进社会参与过程。实验旨在向社区引

入新创意和新知识，并促使各社会团体（用户、事业单位、公司等）改变他

们的观念、信仰和生活方式。实际上，实验应成为参与者改变其行为和思维

方式的催化剂（如：刺激用户改变他们的习惯或促使政府机关采取适当的政

策措施来支持产品服务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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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社会技术实验通过三种主要机制有利地推动了转型(深化、拓展和推广)，
充当了实验室、窗口和变革催化剂的角色

来源：作者，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和罗特曼斯（Rotmans，2008）

4.4   设计的含义：战略设计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全
新角色 

如果一种基于实验、学习和网络的管理方式，是成功孕育、检验、开发、完善生态

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有效策略，那么对设计层面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战略设计在

这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我们知道，采取一些特定的方法并使用一系列工具将有助于设计师形成生态

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然而，如果设计师想成为创新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必

须了解相关机制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它们在此类创新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所发挥

的协调作用，并对这些创新过程进行引导。简言之，如果设计师们想在可持续的

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就不能仅限于提出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

统理念，他们应该为此类根本性创新的实施和推广指明道路。换句话说，可持续

的战略设计在该领域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这些概念的引进和推广提供支

持和帮助。（维佐里（Vezzoli），山士恩（Ceschin）和肯普（Kemp）；山士恩

（Ceschin）2010，2012a）。所以，设计师应当在将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概念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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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过程中对公司、机构或参与者网络提供支持和指导。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

开发一种新型的设计方法，并要求设计师们具备一种全新的设计能力。

4.4.1  新型战略设计方法 

在此新方法中，设计师首先应当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设计范围，并将可持续的产品服

务系统创意与适当转型路径的设计相结合。特别是设计范围应拓展至：

 • 战略设计的一系列步骤可逐步促进/推动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开展，并推进其

参与社会进程（孵化、社会技术实验、利基市场的开拓）。

 • 识别那些能够在转换过程的各个环境对社会参与过程提供支持的参与方。 

（即确定参与方以及相关角色）。

因此，转型路径要求设计态度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要求设计师们须同时关注：

 • 项目长期目标：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在将来满足社会过程中所需要取得

的成果（项目愿景）。

 • 短期和中期计划，推动社会参与进程，实现长期目标。

第二，需要更为广泛的战略设计态度。这意味着战略设计师们不仅应关注于产品服

务系统创新，还应当关注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参与进程的环境条件。因此，战略设

计师们应促进社会技术条件向有利于产品服务系统的实施的方向发展。若要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使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对体制产生影响的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促进他们

行为和实践方面的转型。由此，转型路径不仅应着眼于测试并促进产品服务系统创

新走向成熟，还应关注社会技术层面，以便更好地促进该系统的社会参与过程。

第三，更为广泛的战略设计态度需要构建一个范围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系统。从

事产品服务系统工作的战略设计师应善于使用系统设计方法。这便意味着他们的设

计活动所关注的不应仅仅是产品服务系统本身（产品和服务的整合），而应关注参

与到产品服务系统中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方们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产品服

务系统的价值链或网络）。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设计师不仅应着眼于产品服务系

统的价值链，还应关注产品服务系统的社会技术环境状况。这意味着纳入考虑范围

内的参与方不仅包括那些直接与创新相关的人群，还包括其他科学、政策和社会领

域的相关参与方，即一个融科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一体的综合网络。建

立并开发这样一个范围广、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网络，事实上对根本性创新的保护、

支持和推进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将不同的圈内和圈外人，现有或新的参

与方融入其中是十分重要的，有助于在网络中、网络间和网络外围都构建更加丰富

的联系。

第四，需要有实验和学习态度。我们研究的既然是高度负责、存在不确定性的

创新活动，就不能局限于采用原先预想的固有方案。因此，社会参与过程应当被看

做是一个基于探索、搜寻和学习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战略设计师

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便是从事一系列社会技术实验的设计（如实验室、窗口和变

革的动力），这些均能够推进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社会参与进程。

09_Chapter 08.indd   225 05/03/15   9:27 PM



22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最后，实验型和学习型方法的实施需要富于弹性的动态管理。项目愿景并不是

一个有待完成的静态指标，而应根据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参与方的学习成果进行适时

和持续的调整（尤其是在社会技术实验的过程中）。因此，既然转型战略的着眼点

在于实现项目愿景，那么在调整项目愿景的同时，转型战略也该进行相应的变更。

甚至可以说，社会参与过程中的参与方、网络也是动态的：其组成部分及各参与方

的任务都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其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所需

的网络构成有所不同。比如：当地社会技术实验中的网络构建过程就与网络推广过

程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我们所应对的是富于弹性的动态的过程，其特点是长期愿

景、转型路径和参与方网络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协调是这个学习过程的结果）。

因此，重要的是战略设计师应采用一种灵活且动态的方法来管理这个持续的挑战和

再定位过程。

4.4.2  新设计能力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这种新设计方法要求具备以下所述的创新设计技能。

 • 将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愿景应用到转型战略中：战略设计师必须学会分步

骤对产品服务系统理念、愿景进行诠释，以便对其实施和推广提供支持。换

句话说，他们必须学会设计转型路径、产品服务系统从无到有的一系列步骤

的实施。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技术实验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因此，战略

设计师们必须懂得如何设计这些实验，特别是要学会如何将这一系列实验按

顺序进行设计和实施，以便学习和探索如何改进并提高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

实现及如何促进其社会参与过程。应将产品服务系统理念的设计融入到各项

实施步骤的设计过程中，以促进创新发展实现其愿景。

 • 设计能够推进社会参与进程的参与方网络配置：战略设计师必须确定在该进

程的各个阶段所涉及的各参与方：设计一个参与方动态网络，其中各种组件

和参与方在该网络中持续不断的进行互动。另外，战略设计师要能够应用综

合的系统方法，不仅思考产品服务系统价值链（生产者、合伙人、供应商、用

户等），还应考虑到那些有能力、有意愿、能直接影响主导体制（如：各政

府部门、政策制定者、政治家、相关组织）的参与方，以及那些将对主导体

制产生间接影响的参与方（如：非政府组织、社会群体和媒体）。因此，战

略设计师应既能够充当网络沟通者（成为各参与方之间沟通的桥梁），又能

够扮演谈判者/促进者（能协调管理网络内部出现的争议和分歧）的角色。

 • 推进项目愿景的设定和行动计划的制定：战略设计师必须学会推动项目参与 

方之间的战略对话，以便制定统一的项目愿景和行动计划（适时进行调整）。 

因此，战略设计师们应有能力改善参与方式，并将众多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

起，共同讨论、协商、开发备选方案。因此，具备管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对于

战略设计师来说十分重要，有利于实现信息交换，推进利益相关方之间展开

有效沟通；鼓励并引导各参与方参与到战略对话中来，管理各种不同预期，

协调商谈和合作等事宜。因此，基本技能包括：充当沟通者（能对复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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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诠释，如项目愿景和行动计划）和协调者（实现对个体参与方预期

有效管理）。

 • 社会参与过程中动态适应管理：战略设计师应该学会如何对项目愿景、转型

路径和参与方网络进行不断评估和调整。项目愿景不是一个静态指标，转型

战略也不是一个僵化的路线图，参与方网络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也不是预先设

定好的：随着参与者不断学习，这些要素也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因此，能够

对项目愿景、转型战略和参与方网络之间互动实现动态管理对战略设计师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将这个过程视为一个具有固定结果的项目，而应将其

看作是开放的搜索和学习过程。所以，将设计与实施这两者进行区别对待是

十分必要的：设计、开发和实施应同时进行并确保它们之间的持续互动。

该战略性设计理念近期已应用于若干研究项目中，由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可持续

设计与体系创新（DIS）项目实验室协调进行。其中一项被称为“开普敦可持续交

通项目”，是我们与南非开普半岛科技大学（the South African 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合作完成的。下一节将简要描述该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及主要成果。

4.4.3  设计经验：开普敦可持续交通项目

背景

该项目的主要参与方包括：Shonaquip（南非一家为残疾人生产轮椅和轮式移动设备

的小公司），BEN Bikes（当地一家致力于可持续交通项目宣传推广的组织），开普

半岛科技大学（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该项目旨在向开普敦城郊的残疾人及老年人介绍

并推广一种可持续交通产品服务系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将为残疾人及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出行服务，使他

们能方便地从其住所到达邻近的公交车站或者前往学校、医院等地。就技术层面而

言，该交通系统的设计灵感来自那些依靠太阳能、电力和人力发电的轻型汽车5。

该车的原型是由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的IPSIA A. 

Ferrari Maranello于2006年设计的。该交通系统的设计是为了给更多像开普敦城郊这

样的地区带来便利，这些地区因为缺少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而普遍存在各种出行问

题。产品服务系统的初始概念来自海泽·居米什（Hazal Gumus）2009年的硕士学

位论文，该论文是在一个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与开普半岛

科技大学（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合作项目下完成的。该论

文设计项目引起了Shonaquip公司的兴趣。2009年7月，一项以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为

特征的社会参与项目正式启动。

 5 由法布里齐奥·山士恩（Fabrizio Ceschin）(作者)设计，用于他于2006年在米兰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设计学院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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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

项目的第一步便是确立项目愿景，愿景是在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南非一家轮椅及代步工具制造商（Shonaquip）和开普半岛科技大学

（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共同提出的产品服务系统初始概念的

基础上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将项目理念转化为可视化的人工制品，使其能清晰有

效地向各参与方展现产品服务系统的创新特质及其潜在效益。该项目使用了一系列

工具6：1）产品服务图表：展现产品服务系统满足了哪方面的客户需求；2）互动图

表：标明产品服务系统是如何提供服务并满足客户需求的；3）系统图表：对价值链

的架构进行可视化表达；4）可持续性图表：诠释环境、社会道德及经济效益。

下一步是拟定行动计划，识别当前状态与实施产品服务系统后的未来状态

之间的主要步骤。该项活动由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 (Polimi)）， 

Shonaquip和开普半岛科技大学（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共同

合作完成。下一步需要确定参加战略性讨论的参与方。首先，应当包括有限的参与

方（他们对产品服务系统概念和行动方案的讨论及推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

下来应该扩大参与方范围，例如邀请开普敦相关市政当局、当地的公交运输公司及

地方媒体的参与。最初的参与方主要包括潜在用户、当地居民、开普半岛科技大学

（Cape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科技专家和两家当地的非政府组

织：DWDE（一家向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组织）和教改小组（一个旨在帮助吸

毒者和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组织）。 

随后，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于2009年9月召开。第一天集中讨论和调整了项目

愿景，第二天则讨论了行动计划。研讨会调整了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和转型路径，

分析了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的障碍，介绍了新的参与人员并就参与人员的工作任务达

成了共识。 

在第二阶段，设计并实施社会技术实验。

第一次实验与教改小组在阿思隆区（布里奇顿）合作进行，其目的是就产品服

务系统创新的技术性和可用性进行测试和完善。一辆现有的人力车被用于测试社区

老年人出行服务，以找寻它的不足之处并使之更加完善。该人力车的模型完成后将

通过一系列技术对其进行检测和试验（图4.3）。

图4.3 首个社会技术实验： 汽车技术实验过程中拍摄的照片（2011年8月）

来源：山士恩（Ceschin）2012a

 6 请参阅第1部分，第四章，此卷中对这些工具有着详尽的解释。

09_Chapter 08.indd   228 05/03/15   9:27 PM



4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在社会中的应用 229

在解决了汽车的技术性问题并收集了首次服务回馈之后，第二次实验（更为关

键的）与BEN Bikes 公司合作进行。该实验始于2011年10月，至今仍在进行。设计

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创新实验的三方面功能：实验室、窗口和变革动力。以下

我们将分别分析这三方面的“功能”。

该实验的第一个目的是对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实验室功能）进行测试和改进。

将老弱病残者从住处转送到拉瓦德山（Lavender Hill）社区附近的地方（如医院、教

堂或者邮局）的交通服务已经投入运营。BEN Bikes中心主要负责对该运输服务进行

管理并提供车辆维修、保养服务。该实验如今主要用于：车辆的调试和改进；服务

质量的测试和提升（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进行）；产品服务系统结构的测试

和改建（利益相关方价值链和商业模型）；障碍的识别（包括社会文化、监管等多

层面的障碍）。对于后者，为了找出潜在的障碍，应听取不同参与方（当地居民、

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与建议。需要强调的是，所用方法要有助于各参与

方在设计选择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所有参与方（从潜在用户到当地居民再到当地机

构）不仅要对项目本身进行评价和反馈，还应尝试提供改进意见及其他可选方案。

该实验也旨在提高人们对于创新性项目的兴趣，吸引并招揽潜在用户以及其他

相关的参与方（窗口功能）。为此，一直被视为“露天走廊”的BEN Bikes中心向游

客提供了参观、接触和咨询该项计划的机会。感兴趣的人可以免费参观，更直观地

了解该项目的各种特征及其带来的环境、道德和经济效益。这种参观模式也对参与

方（例如潜在用户、潜在合作伙伴和当地组织等）开放。为了更有效地向不同类型

的参与方介绍项目内容和潜在优势，BEN BIKES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经过了专门

培训。项目发起人认为这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要对项目本身进行宣传，还需

要对项目参与方的行为和日常活动产生影响（例如鼓励潜在用户重新思考他们的出

行习惯，重新考虑该项目可以给他们带来的益处）。很显然，这与实验的第三项功

能有关：变革的动力。

该实验旨在促进项目参与方的行为和习惯的转变，并为产品服务系统的引入和

推广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在2011年10月举办了一个与相关项目参与方有关的

活动。该活动的目的是正式启动该项实验，展示未来发展趋势，与受邀项目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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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讨论应如何为项目的实施推广提供支持。该活动在拉瓦德山（Lavender Hill）的

BEN BIKES中心举行。

受邀参加该活动的项目参与方包括开普敦市政当局（尤其是交通部和环境资源

管理部），因为该项目与这些机构存在利益关系，并且对当地运输管制机制产生直

接影响；对穆洛（MULO）汽车运输服务感兴趣的当地参与方（特别是当地学校和当

地诊所）以及当地媒体。该活动产生了如下积极的影响：首先，当地项目参与方认

为该项目对当地社区十分有益，因为它带来了切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伦理效益。

第二，当地一家诊所，作为参与方之一，表示对此项目有兴趣，认为这有利于及时

且迅速地转送病人。第三，开普敦交通部门有意加强产品服务系统与城郊公交线路

之间的协作。另外，交通部门称，他们将制定议程，安排会议讨论并制定相关政策

措施，以支持并建立产品服务系统所需的特定汽车类型。

因为第二项社会技术实验还在进行中，所以现在不可能对整个可持续交通项目

得出最后结论。然而，可以说，整个过程加强了利益相关方网络，有助于产品服务

系统概念的提升和改进，同时为将来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遇。

4.5 设计与实施生态高效产品服务系统的新方法

基于我们假设的战略设计方法，并参照开普敦可持续交通项目实施的中期结果，我

们为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引进和推广提出了第一个试验性设计实施方案。

图4.4 对整个过程进行了综述（山士恩（Ceschin）和瑞文（Raven）2011；山

士恩（Ceschin）2012a）战略设计师、项目经理和顾问们都可以将这一方案（或小

型参与方网络）应用到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创新的社会参与的管理和改进过程

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方法促进了实验型、学习型和基于网络型设计和管理理

念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实现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引进和推广。整个过程包含

五个活动集群和三个阶段。活动集群包括以下几个种类：

 • 愿景构建和期望形成（项目网络所要实现的目标）：制定行动计划（项目愿

景如何实现）将愿景转变为实际的行动步骤的活动，支持产品服务系统概念

的社会参与过程。

 • 参与方网络的确立和发展（项目参与方）：即项目网络的建立、管理和发

展。

 • 行动方案的实施（按计划实施）：实施战略计划中确定的相关的活动。

 • 监控、评估和学习（从中活动中吸取经验）：转型过程监控、评估和调整相

关的活动。

三个阶段包括：孵化、社会技术实验和利基市场的开发与推广，具体内容将在

以下章节中分别论述。（山士恩（Ceschin）和瑞文（Raven）2011；山士恩

（Ceschin）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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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社会参与的辅助过程

来源：作者

4.5.1  第一阶段：孵化

孵化阶段为社会参与过程创造了条件。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的最初理念是由一

个或多个PSS倡导者提出的。第一步是确定项目愿景，并就项目的目的、产品服务

系统创新的主要特点及其潜在效益（环境、经济和/或社会伦理方面）进行清晰和有

效的沟通。 

下一步是探讨如何将此理念更好地融入社会。这就需要将实施产品服务系统前

的状态与将来该系统实施后的状态进行对比。重要的是要从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确

定短、中期的行动计划，以创造最有利的运行环境。识别那些对此理念感兴趣的参

与者，以及能够对创新提供保护和支持的参与方。在这一步骤中需要拟定初步的行

动计划草案（确定行动步骤、参与者及其角色）。

第三步是确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战略讨论中：在这一阶段，召开参与方会议并

举办研讨会。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比较各不同参与方的期望，讨论并调整项目愿景和

行动计划，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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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会议和研讨会还需要对项目愿景、行动计划和参与方网络进行调整。 

这个阶段的具体工作包括：构建项目网络，确立项目愿景和行动计划。

4.5.2  第二阶段：社会技术实验

在这一阶段，小型社会技术实验正式开始实施，这个阶段学习和研讨的目的在于如

何推进产品服务系统的创新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参与度。

这一阶段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实验进行设计，使其不会受到市场竞争环境的

影响，并发挥其实验室、窗口和变革催化剂的作用。实验设计包括：实施区域的选

定，适当的金融和社会体制保障，产品服务系统的技术要素，以及保护并支持创新

的社会经济组织（确定参与方及其角色）的确定。

在实验过程中，监控和评估活动也随之展开。内容包括实验（技术与实用性、

参与项目的各社会团体对生产服务系统的接受程度，实施和推广中遇到的困难）；

直接和间接参与方（他们的角色、行为、期望、冲突与融合）；共同的项目愿景和

行动计划（演变和即时调整）。 

之后评估结果可有助于新行动的开展。通过边做边学的方式，对实验、行动计

划和项目愿景进行及时调整，同时还可以提升对环境改变和实现方式的理解。

在这一进程之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不同的实验，并对新功能进行测试。

4.5.3  第三阶段：利基市场的开发与推广

这一阶段的目的在于推进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及相关的新实践、行为和制度）并对

社会技术体制产生影响。创新将日益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主要手段。

首先，确定恰当的行为方式，改进实验方法和手段。深入开展产品服务系统创

新，扩大影响。关键问题包括： 

 • 在各种背景下反复进行实验，在类似的项目和方案中发挥协同效应。其目的

在于实现经验的共享，推进并扩大网络的建设规模（如：在一个部门，或全

国范围内推广）。

 • 在全国范围发布信息/项目成果，吸引媒体关注。

 • 从战略层面鼓励参与方在社会技术环境中发挥作用，以便为产品服务系统创

新的推广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总的来说，目的是与相关的政治、行业和社会参与方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包括那

些能够直接对主流文化、习俗和体系产生影响的参与方7，能够直接或间接对体制产

生影响的参与方；有兴趣致力于新型可持续理念的推广的参与方；能够促进产品服

务系统创新的信息传播参与方；以及可以辅助创新推广的参与方，如潜在的行业合

伙人、行业协会或联盟。 

 7 由范·登·波什（Van den Bosch）提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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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持续进行监控和评估活动。评估对象包括利基市场发展

和推广进程（如：与其他实验之间的联系、新参与方加入、项目成果宣传、与体制

参与方联系、在利基市场中引入产品服务系统创新）、参与方、项目愿景和行动计

划。在评估过程中将调整相应的行动方案，以便更好地促进利基市场的发展和推

广，同时，根据不同情况，还会对项目愿景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参与方网络和行动

计划。

4.6 结论

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代表了一种可用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并能够带来环境效

益的重要概念。然而，这类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激进的，其引进和推广通常会

遭到现行文化、企业和管制方面的阻力。因此，如果将其迅速投入到主流市场环境

中，它们大多都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同时形成可持续产品服务

系统概念和理解引入的环境条件，而是找到那些将这些概念融入社会的发展路径。

基于对转型的深入研究，本章提出了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系统引进与推广的概念性

框架。在这其中，社会技术实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不会受到来自市场环境的

直接压力，社会技术实验为参与方网络创新的孕育、试验、开发和成型创造了空

间。理论和实验结果都验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为了更好地推进转型过程，社会

技术实验充当实验室、窗口和变革驱动力等角色。

所以，战略设计不应只是推进生态效益型产品服务理念的产生，而是应在设计

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对概念本身的引进和推广起到辅助和促进作用。本章还讨论了新

的设计方法和当代设计师所应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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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的共同性
系统设计中的“道德职能”及其作
用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哈森•因多维拉（Hussain Indorewala）
卡姆拉维迪阿尼迪建筑与环境研究学院（Kamla Raheja Vidyanidh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印度孟买（Vidyanidhi Marg,Juhu Scheme）

卡洛·维佐里（Carlo Vezzoli）
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可持续设计与可持续系统创新（DIS）项目,意大利

（Politecnico di Milano,DESIGN Department,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IS), Italy）

5.1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96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召开峰会,185个国家的首脑作出各项承诺,其

中之一便是要彻底解决全球的饥饿问题。在2000年的联合国千禧年全球峰会上,191

个成员国签署了《千禧宣言》,重申了这些目标,宣言内容如下：1）1995年至2015

年,将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一半；2）保障包括妇女和青年人在内的所有人能够

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然而,10年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杰克.戴欧夫（Jacques 

Diouf）,在该组织的会议上做年度报告时指出：世界饥饿人口每年都在以4百万的数

量递增。世界上1/3人口的粮食安全供给未能得到保障,而超过1/6的人口（约十亿两

千万人）生活在饥饿状态,创出历史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9）。 

从其他的一些社会指标中也能看出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悲惨境遇：最富有的

人,仅占总人口的2%,却掌握着全球近一半的家庭财富,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占到总

人口的50%,却只拥有不到全球家庭财富的1%（奥茨伊维茨（Oziewic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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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1/3的城市人口住在贫民区,居住条件甚至差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并且这

部分人口在2030年的时候将可能增至20亿之多。（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SP） 

2003）。如今气候变化导致每年30万人死亡,影响着300万人的健康,而这个人数预

计在2030年将达到50万（维戴尔（Vidal）2009）。现在地球上物种灭绝速率是人

类出现之前的100到1000倍。而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表

示,2030年的物种灭绝速率将是之前的10000倍。（乔威特（Jowit）2010）

如果从外太空通过星际显微镜观察地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正在不断

地破坏自己原有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可以视为一种毁灭式的

生存方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对此麻木不仁,而这仅是冰山一

角。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就像人类创造了语言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发音和

语法结构一样,我们与生俱来就赋有一种“道德能力”,因成长环境和教育程度的

不同,自然就孕育出了不同的道德系统。郝瑟（Hauser 2006b）将这种“道德能

力”与语言能力进行了类比,并且把这样的一种能力称为“我们的普遍道德法则”。

这样一种能力对于所有社会性动物而言都是必要的,不仅限于人类,因为如果没有它,

我们就都是孤立的个体,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都不可能存在。事实上,那些大脑的前额

叶区域受到损伤的人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并且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会显得“异常功利

化”(寇恩宁斯（Koenigs）2007)。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会发现,各种情绪,比如同情、

羞耻、内疚、愤怒和厌恶都是一些用于加强社会合作、惩罚破坏合作行为的机制。

但是,我们的与众不同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具备“道德能力”,也因为我们能够制定行为

准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社会体制,并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宗教或语言群体,

而这些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并不一定具备血缘或是亲戚关系。（鲍尔斯（Bowles）和

金提斯（Gintis）2003）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联合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被首次提出来的（联

合国 1987）。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不牺

牲后代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发展模式。”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保障世界贫困人口的 

“本质需求”并强调“技术现状”和“社会组织”所允许的最大环境承载限度。其

同时也提到了公平原则,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公平地使用全球自然资源或者环境空

间。我们认为应该将其含义进行延展,每个人不仅有权得到和使用物质资源,也有权通

过使用这些物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我们共有的本质”,建立

并实施各种体制和战略（并且与之共存）。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即使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已经作为理性的发展目标为公众所认可,人类定义的体制和战略却并没有

完全与这种“道德职能”保持一致。更直白地说,制定新的更为有效的体制和策略能

够帮助我们实现期待已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中要彻底消除贫困的目标）并缓解我们当前迫在眉睫的社会问

题。首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对道德理解的历史进行广泛回顾基础上展开讨论。然

后,我们将简要讨论这个领域中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我们会以这些最新的发现

为基础,展望未来,继续扩展可持续系统设计研究的范围,并且在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创

新性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设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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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道德史节选

17世纪,托马斯·豪伯斯（Thomas Hobbes）在他的著作中对“人性”做出了著名的

解释,然而,他对人类的评价是负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他

们本能地喜欢“相互伤害”,而且在进入社会之前,他们的“自然状态”是“与所有人

争斗,对抗所有人”（豪伯斯（Hobbes）1651：17)。因此,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人

类必须定下一个社会“契约”,就是所有人都要臣服于一位绝对统治者,对他的命令无

条件服从,而这位统治者将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托马斯·玛尔萨斯（Malthus）在他的《人口论》中解释道：人口往往增速过快,

致使地球无法保障新增人口的基本生活,而这种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终将产生惨痛的

代价——贫穷和饥荒。贫穷是自然规律,人类的体制改革根本无法消除不平等现象。

因为“人类的本性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他说,因此“就一定有人因为欲望而

痛苦。那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想靠运气过上理想的生活,结果却一无所获。”

（玛尔萨斯（Malthus）1798：71）玛尔萨斯（Malthus）之前曾预测到“不可避免

的”大饥荒的到来,如今,世界人口较以往增加了6倍,食物产量和消费量更是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森（Sen）,1994）。许多著名的书籍最近都集中关注这一主题,其中

最有名的是保罗•伊利克（Paul Ehrlich）写的《人口爆炸》,他警示世人：“人口无

限制增长”已成为这个世界的“绝症”,人们需要果断决绝地做出决定来拯救我们自

己。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嘉利特•哈汀（Garrett Hardin）发表了一篇名为《平民百姓的

悲剧》的著名论文,文中指出人类是理性的,他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资源缺乏

的世界,将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那部分资源。这种“悲剧”,会导致人在自由社会中,不

顾一切地索求个人最大利益,并将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哈汀（Hardin)当时做

出了精辟的总结：平民的自由将给所有人带来灾难（哈汀（Hardin）1968）。彼得•
莱恩勃（Peter Linebaugh）评论道,哈汀（Hardin）接受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和“绝对利己主义”理论,却没有注意到几千年来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存在,也忽视

了沟通与妥协的作用。哈汀的理论,实际上是将地球及其所有资源的毁灭归咎于受害

者（帕特尔（Patel）2009：93）,而这种理论未能就造成这种毁灭的深层次原因进行

探讨。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因强调人类道德中的“纯粹理性”的作用

而闻名。他希望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的道德规范,完全不同于那些基于直觉或者功利

因素的道德规范。应该把每个人看成是纯粹的个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康

德认为,道德行为只是指那些遵守道德法则的行为,而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

出于仁慈的行为（拉塞尔（Russell）1975：683）。而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者（边沁

（Bentham）,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认为道德行为一定离不开功利性,或者说

道德行为一定会使社会幸福感增加,而非消失（边沁（Bentham）2000：89）。 

玛尔萨斯（Malthus）的学说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灵感来源,

书中提到了“生存竞争”原则,达尔文解释说他在文中用的是它的“宽泛的比喻意

义”。然而,达尔文也尝试着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良知。他发现,道德行为源于一

种“社会本能”,这种本能让动物与自己的同伴分享快乐,对同伴的痛苦产生同情,并为

同伴提供各种服务。而“同情心”恰好是这种社会本能的“基石”。他认为,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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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类的祖先猿类那般未开化的人”,一旦拥有这种社会本能,也能“激发出最善良

的一面”（达尔文1871：86,95；克鲁鲍特金（Kroptokin）1902）。 

不久,达尔文的学生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继承了他的学说,首次

把“生存竞争”原则解释成了众所周知的“适者生存”原则。1888年,在一篇论文

中,赫胥黎跟一位道德家提到了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动物的世界就像是“生死角逐的战

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迅捷、最狡猾者能够存活下来”。赫胥黎表示,在远古人类时

期,“最懦弱、最愚蠢的人都被淘汰,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和最精明的。”所谓文明,

其实是人类为了摆脱豪伯斯（Hobbes）哲学中提到的“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人与 

人之间相互对抗”这样一种自然状态所做出的努力（赫胥黎（Huxley）1888：204)。 

1893年,他做了一次题为《天演论》的演讲,他强调说：虽然人类“残酷的一意孤

行,弃之不顾,压迫蹂躏”等本性是存在的,但是人类社会建立起了各种法律和道德规

范来控制这些破坏性本能（赫胥黎1888（81-82)。而今,查理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基因》中给出了相似的观点,如他所说：“成功的基因

具有的最主要的特点便是绝对的自私,而这通常会导致个人行为上的自私。”因此,我

们要尝试着教导人们学会慷慨大方,奉行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道金斯

（Dawkins）1989：2-3）。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在其著作《道德情操

论》中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引发人类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他把这样一种动力称为“

同情心”,我们对同胞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的那种心情也就来源于此。也正是由于“

这种心情的存在”,人们才会因为同伴的幸福而感到快乐。他在文中写道,当我们“把

个人利益置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时,我们就成为了别人“鄙视和泄愤的对象”（斯

密 1759）。他的《国富论》内容平实,立场公正,而他倡导自由市场仅仅是因为他相信

这是建立“绝对公正、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再简单不过的捷径”了。今天,他的追随

者只是盲从他的理论,却完全忽视了他的这些理由（威亨（Werhane）1989,1991）。 

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在他的重要著作《互助》中写道：1902年写的 

《互助的进化观》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同一物种内部的合作、互助及团结,并给出

了许多的范例。有些时候,不同物种之间甚至会为了繁衍生息而进行互助合作。他认

为：“能够互帮互助的动物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他们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组织都是最

发达的。”克鲁鲍特金（Kropotkin）觉得,卢梭的乐观人性论——“高贵的野蛮人”

和赫胥黎的悲观人性论——“生死角逐”都不对,都没能反映真实的自然世界。对他

来说,人性是一种“深度隐藏的本能”,它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逐步形成,而人们也是在此

基础上萌生了道德的观念（克鲁鲍特金（Kropotkin） 1902）。他指出,“美德”和“

邪恶”都是生物本性,并不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克鲁鲍特金（1902）。

5.3 人类道德与经济学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国富论》,他认为,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统一的,

如果建立一个体系,激励每个人都理性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那么理想社会可能就会

出现。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与经济学有关,也涉及人类的伦理观和价值观,然而,

10_Chapter 09.indd   240 05/03/15   9:27 PM



5 我们的共同性 241

在最近的两个世纪,经济学变成了纯抽象的“科学”,不涉及任何道德考量（威翰尼

（Werhane）2006）。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为使自己的抽

象模型得到认可,他们提出了经济人的说法,认为人类就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的生物,不顾道德廉耻,只在乎自身利益,也不考虑自身所作所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这样的观点与斯密的看法不尽相同,他认为“人性的完美源于对自私的控制和对仁爱

的宣扬。”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这将对社会带来有利的结果；在现

实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是自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经济制度是规范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分配、消费及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制度,其

中当下社会最看重的方面是市场、私有财产权、雇佣劳动、小型和大型企业等。当

代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寻求榨取最大利益的自私怪物,因为作为一种机制,他们缺

少任何形式的人性“道德”和对他人的同情。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人（帕特尔

（Patel）2009：48）。而在这些机构工作的员工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否则就会

被辞退或者被他人取代。此外,当整个社会都相信“市场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和快乐的

源泉,积累个人财富是最崇高的目标”时,那种“市场利益高于所有人际关系和态度”

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我们建立的主要体制都是多余的,不公平的,其目标和使

用对象都是错误的。因此,要改革现有体制,我们不仅要改变最初建立它们的目标,也要

更好地理解我们共有的“本性”。 

然而,即使用非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其成效也极其有限。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非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所

以,错误并不在于解决方案的实施不利,而在于对问题的理解。人类社会在前20万年

中一直处于“无国家”的状态,人们以自治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

物质需求。这些自治组织的出现不是规划师和政治家为了有效地进行管理而规划出

来的,而是种族繁衍生息的本能需要。一些机构及其设定的目标,例如联合国消除贫困

和饥饿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虽然目标

宏伟,但如果没有各个国家积极参与并履行承诺,便无法实现。而像“国家”这种中

央集权制的官僚机构,即使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并进行了精心规划,也存在通病：一种

忽视了关键的当地知识、习惯和条件的对人类社会运作高度计划性的看法（斯科特

（Scott）1998：6）。我们还必须强调,这种计划性将人类及其需求进行了系统量化,

以便更好地了解人类需求,从而着手满足这些需求。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

个问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探讨：如果我们已经很好地理解了我们的共性,也就是所谓

的“道德职能”,那么在解决涉及道德因素的社会问题时,我们需要怎么做呢？这个问

题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讨论。

5.4 深化对“道德职能”的理解

在当代,生物学家如马克·郝瑟（Marc Hauser）、约翰·米哈伊尔（John Mikhail）

等人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一种隐性的“道德器官”,是一种天赋,与我们的语言能

力相似。他们还提出了“通用道德规则”理论,其中涵盖了与道德相关的一些原

则和参数,为“可能道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工具”。“道德体系”的发展显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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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环境、文化及教育的影响,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已经选定了特定参数（郝瑟

（Hauser）2006a,b；米哈伊尔（Mikhail）2007）。

实验由来自全球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学科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实施,主要

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该实验主要针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偏好,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得出

了相当有趣的结果。其中有个叫做“最后通牒”的游戏,需要两个人参与,一个“提问

者”,一个“回答者”,游戏中双方不能看见彼此,且游戏在两人间只进行一次。进行游

戏时,他们会收到一笔钱（假设是10欧元）,然后由提问者提出“赠送”回答者其中的

一部分钱,后者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如果回答者接受了那部分钱,那部分

钱就是他的,剩下的就是提问者的,如果是拒绝了,那么双方都将空手而归。如果参与双

方都是“很理智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会是：赠送的那部分钱往

往是最少的（假设是1欧元）,然而回答者往往会接受（因为1欧元比0欧元要好）。可

是,研究者发现,“这种利己主义结果,并没有出现,甚至与真实结果大相径庭。”事实

上,根据各种不同社会体系情况不同,最后的实验结果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来自对相互合

作奖励最多的社会的参与者赠送的钱是最多的。（金提斯（Gintis）等.2003） 

另一个实验称为“公共物品博弈”,这个游戏需要很多人参与,而且可以进行很多

轮。每个玩家都会得到一些硬币或“点数”,（假设是10欧元）,每一轮,玩家都可以

选择把一些硬币“投资”到一个“共同账户”里,然后把剩余的部分收到他们的“私

人账户”里。在每轮的最后,公共账户里的钱会被公布出来,不管玩家们各自投了多少

钱进去,每个人最后都会得到相等的一笔钱,这笔钱是按固定比例从公共账户里折算出

来的（假设是40%）。而他们私人账户里的钱还是他们自己的。比如说,如果4个玩

家参与进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10欧元放到共同账户里,那么最后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

欧元。但是,如果只有两个玩家投入了10欧元,而另外两个人没有任何投入,那么一轮

最后,投了钱的两人将每人得到8欧元,而没捐钱的两人就会每人得到8+10=18欧元。

因此,当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钱投到公共账户中去时,他们最后总共得到的钱是最多

的,但是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倾囊相赠,而自己一毛不拔。假设参与者都是利

己主义者,那么所有的玩家都不会把自己的钱投到公共账户中去；然而,实验证明：大

部分玩家一开始就投了他们所有钱的大约一半,随着游戏一轮一轮地进行,他们每次投

入的钱在逐渐减少。玩家们后来抱怨说,其他人捐的钱太少,这使得他们很生气,因此,

他们投进去的钱也相应地越来越少了。更有趣的是,当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其他人可

以惩罚那些捐钱很少的人（让他们交“罚款”,玩家们有权决定是否“罚”那些人的

钱）以保证在接下来的游戏中各个玩家之间正常合作,情况就没有像先前那样变得越

来越糟糕,甚至有几轮各玩家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金提斯（Gintis）等 

2006：25-18）。 

大量的实验结果证明,生物和经济模型都质疑利己主义这一观点,而且人类行

为更适合用“强互惠性”这个概念来解释,也就是说“一种积极与他人合作,并惩罚

（如果有必要的话,个人付出代价）那些违反合作规则的人的倾向。而且,实验还

表明,人类既非完全利己主义,也非完全利他主义；通常来说,当他人愿意合作时,他

是“有条件的合作者”,而当他人在合作中的行为有失公允时,他们就会按照通行

的合作标准以“无私的制裁者”的身份去处罚那些人（金提斯（Gintis）2006： 

6-8）。这些研究结果对我们有下列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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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也关心利益实现的具体过程。也就

是说,公平与否,公正与否,自愿与否,这些都是评价互动的重要指标（金提斯

（Gintis）等 2006：6）。 

 • 人们不仅关心行为产生的后果,也关心行为背后的动机（法尔克（Falk） 

2008)。 

 • 在某些情况下,当人们将来自外部的干预视为外部控制时,他们对这种外部控

制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就会减少。换句话说,人们更愿意参加那些自己更易掌

控的活动。相反,当人们将外部干预看作一种有益的活动并且他们觉得拥有更

宽松的行动自由时,他们参与这类活动的积极性也增加。例如：尼泊尔曾对其

灌溉系统的管理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与由外部机构（这里指政府）管

理的系统相比,“农民自主管理系统”的农业产出更高,水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且灌溉系统维护得更好。在一些研究案例中,由于高效的社区资源节约监管

系统的崩溃,那些引入罚款和补助机制来倡导节约的地方,资源消耗的更快。

（奥斯特罗姆（Ostrom）Ostrom）,金提斯（Gintis）Gintis）等引用 2006：

260-268）。 

 •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行为也极其不同（例如：上述“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参

与者的行为就大相径庭）,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各自经历的经济结

构和体制（生产、分配）所造成的。换言之,那些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合作的人

（以制度性安排的形式）,在实验性游戏中,更愿意与他人合作并分享经验

（金提斯（Gintis）等 2006：27-28）。 

 • 只要一方愿意合作,人们一般都具有与之合作的倾向,而提供物质刺激往往违背

了他们的合作初衷。也就是说,比起物质上的激励（特别是在物质提供方不被

信任的情况下）,信任和互助更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金提斯（Gintis）

等 2006：28）。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海法（Haifa）,六家

幼儿日托机构强制性地对那些未能够及时接走孩子的父母们处以名义上的罚

款。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名义上的罚款,那些父母平均的迟到时间延长了一

倍,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在这个罚款制度被取消以后,他们平均的迟到时间

也没有减少。以前,父母亲的道德责任感迫使他们尽快地去接孩子,而在实行罚

款制度之后,这种责任被一种“商品”取代了,这种“商品”就是父母可以买到

的“时间”。这种责任感的消逝,表明物质激励有些时候可能会阻碍合作的进

行（鲍尔斯（Bowles）2008）。

有史以来,人类的生活几乎都是以相对独立的游牧社群为单位进行的群居生活,而我们

的“道德职能”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内逐步形成的。直到最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

口高度集中于小城镇中心,世界人口也在迅速集中融合。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本性还

不能适应当代复杂而又紧密互动的生活,但是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仓促,因为我们还

没有更好地理解所谓的“本性”,对它的理解还只是表面性的。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

职业、思想、地域、语言、文化、宗教,人类建立了各种跨越亲属关系的团体和组织,

这些不同组织中每个人的参与度、责任感和忠诚度都不同。除非我们承认人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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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天性在其中的作用,否则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那些超越狭隘利益的社会组织和

附属机构都是个人与团体为了实现天下一统而努力的结果；尽管人们对“同情”的

定义尚不十分清晰,但它确实能够让人们感觉到与他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并在实现上述

目标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5.5 相关案例研究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市场为中介,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相互

交流和合作。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无意识地对人类,包括自己或他人的特征和行为进行

评估,这种评估结果并非通过对盈利和亏损的精打细算统计出来的。可以很直观地看

出,算计盈亏的做法不仅有损人际关系的构建,也基本无益于社会福利的进步。人们普

遍认为,经济援助项目,救助灾区或人道主义援助等都在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

会弊端,而这些作用都不是市场机制能够做到的。也有一些如联合国设立的大型专业

机构,虽然它们相互独立,但都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从微观上看,赞助和个人捐赠是

常见的人帮人的方法,而帮助的对象往往是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很多组织和机构都依

赖这种同情和团结倾向,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把这种倾向转变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机

制。在以下部分,我们将通过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5.5.1  参与式规划1

印度第73次宪法修正案的目标是要在农村地区实行参与式民主制和分散规划制,虽然

这一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并未得以有效实施。其中一个实行该法案的地区是印度的喀

拉拉邦（Kerala）,在1996年,这里启动了人民计划活动（PPC）,该计划把整个邦发

展预算中的35%分配给了各社区,让它们计划和实施自己的方案。据说这个试验项目

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公共服务的质量,促进了种姓和名族之间的平等,更极大提高了妇女

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并改善了民主状况（弗兰奇（Franke）2007）。这些社区自创

并实施了很多创新且实用的项目,例如,呼声最高的是与当地科学家合作开展的生物防

治蚊子项目,还有为整治徇私腐败开展的社会审计活动,为应对失业问题而开展的创新

型“劳动力银行”项目,以及使行人和自行车出行更加便利的桥梁项目,甚至,还有自杀

预防方案。过去,这些问题一直都被当局忽视（弗兰克（Franke） 2007）。

2000年到2001年在喀拉拉邦启动的一个新项目叫做“马拉利库兰实验” 

（Mararikulam experiment）,该项目一共有1500个邻里组织（NHGs: Neighbourhood 

Groups）参与,每个组织都包括20至40个妇女。该地区的八个村庄和两个小镇的人口

总数达272,000人。这个项目一方面要把这些邻里组织（NHGs）都转变为归工人集

体所有,并由他们自主经营合作社,另一方面要求利用当地原料进行生产,并供应当地

市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开办更多的合作社,这些邻里组织（NHGs）每周举行会

 1 本章基于弗兰奇（Franke）2005,2007的研究。另见：贝隆（Veron）2001；邦迪昂帕蒂

约恩（Bandyopadhyay）1997；弗兰奇（Franke）与哈辛（Chasi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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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且发起了一项叫做“节俭募捐”的活动,即把一周或者一个月募捐得来的钱贷给

组织成员。募捐活动成功地筹到了开创小型企业所需的资金,提供这笔启动资金的机

构后来成为当地合作银行。这些银行采用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小额贷款

模式,并且他们更进一步地突破了原模式中必须由外部官僚机构进行管理的严重局限

性。

为组建一个生产肥皂的合作社,一些志愿者顾问帮忙从村寨里选出了16个邻里组

织（NHGs）,每村2个。肥皂生产对整个项目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所需原料当

地几乎都有（大约90%是椰子油）,而且喀拉拉邦是印度人均肥皂消费最高的地区,肥

皂的需求量很大。根本也没必要为产品打广告或者设计吸引眼球的包装,因为当地教

育和人们的参与使社区活动人所共知,并为之提供了可靠的市场和相互信任。此外,由

于所有的原料产自当地,消费市场也在当地,因此资金只会在当地流通；而且合作社是

工人集体所有,比起私人企业,这些合作社的利润,哪怕极其微薄,也都会有助于当地财

富的积累。在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其他的用品如笔记本、书包、雨伞也开始由当地

合作社进行生产；在第三阶段,合作社开始规划粮食生产和垃圾处理工作。

然而,这次实验项目最重要的收获不是促进生产或者提高就业率,而在于人们参与

其中、相互合作和相互帮助的感觉。这个项目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减轻了贫困,保护了

当地生态环境,这些不是依靠执行政府条例或规定而实现的,而是社区人民保护当地资

源环境的本能行为。雨水收集、垃圾循环利用和养鱼等项目也是用来保护当地资源

环境的方法。

5.5.2  工人自我管理2

2000年至2001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正当很多公司倒闭关门,成千上万的员工面

临失业之时,许多企业最后都转让给了员工并被重组成了工人合作社。而其中一个

最大的被工人接管的工厂是扎农陶瓷厂（Zanon）,该厂拥有470名雇员,位于阿根

廷最南端的内乌肯省（Patagonian province of Neuquén）境内。2001年,扎农陶

瓷厂的雇主路易斯·扎农（Luis Zanon）把因抗议裁员和拖欠工资而参与罢工的

员工都锁在门外。同年10月,工人们决定接管该工厂,他们在工厂外扎营数月,最终与

雇主达成协议恢复生产。工人们还积极为自己经营的合作社努力争取法律上的认

可,定名为FASINPAT：无老板工厂运作模式（Factory Without a Boss）。需要强

调的是,工人接管工厂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生存需要,而不是某种政治意识,而大

范围失业的经济状况是导致工人采取这种极端做法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经济危机

最严重的时候,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半失业人口达40%。2001年至2002年

期间,全国53%的人的生活处于极其贫困状态。阿根廷有180家工厂在工人自己的

管理下起死回生,为全国提供了约一万个工作岗位（斯班诺斯（Spannos）2008：

157）。

 2 本章基于：玛丽•齐格纳（Marie Trigona）“Fasinpat（无老板工厂）自我管理在阿根廷的

一次尝试”（斯班诺斯（Spannos）2008：1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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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厂由雇主自己经营的时候,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支付给工人微薄的工资,减

少安全防护支出,并尽可能地减少雇佣工人。工厂内事故频发,令人震惊,每个月都会有

20到30起事故发生,而且平均每年出现一次重大死亡事故。工人们还强制性地被要求

遵守工厂“纪律”,不同的生产线工人必须穿戴不同颜色的服饰,而且不准他们之间进

行交流。无论在餐厅还是在休息的时候,都不允许工人自由交谈。甚至,在工厂内来回

走动和出入洗手间都不那么自由。然而自从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经营以来,他们废除

了管理和组织的等级制度,并引入了新式的工厂管理经营方法,从而大大改善了工作环

境。自此,事故引发的死亡人数也降至零,小事故的发生率大大降低。每个员工的工资

都设定在同一水平,只是根据个人经验和资历,工资会略有不同。在工厂被接管之后,工

人委员会一共新雇佣了230名员工,其中很多是之前被雇主解雇的老员工。新组织中设

置了一个协调系统,每条生产线上的所有员工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每个委员会选出一

个协调人并定期轮换。所有的协调人要集聚一起召开会议,报告各部门工作的进展情

况。工人们每周举行一次协调人会议,全体工人会议每个月会举行一次。公司每个月

都会公开账目,每个部门的协调人将对公司的账目支出明细作详细说明。工人大会有

权分配企业利润并对其它重要事情做出决策,包括雇佣新员工。工人们与其他专家如

律师、会计师一起共事,但是专家们只负责提供意见建议,最终的决定权还是交由工人

大会。以前,工厂的产品全部销售到外地,采用新型管理模式之后,产品则主要提供给当

地市场。

工人们也会轮换工作岗位,每个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作量基本相等。他们

甚至还创办了一些新的项目,如各种教育项目。在扎农工厂内部设立了图书馆,开设与

大学及学校合作的培训课程,设立妇女委员会,讨论职业女性如何应对在无雇主企业工

作时所出现的问题。工人们不断地尝试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而

不是像原来那样,只关心他们的工资和在工厂的地位。工厂也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服务

项目,如为其他工薪家庭建房,开展学生实地考察项目,并向公共事业部门捐赠陶瓷品。

此外,工厂还组织各种活动如摇滚演唱会,戏剧,并与各类艺术家,活动积极分子和其他

工人开展合作。 

由于社区服务项目得以整合,扎农陶瓷厂得到了广大社区民众的信赖和支持,社区

居民还帮助确保工人的权益免于遭到右翼激进组织的侵害。除此之外,扎农已经开始

与其他一些由工人直接管理的企业进行合作并成立了一个广泛联盟——国家企业调

整运动（National Movement of Recuperated Enterprises,MNER),该联盟共由40个成

员组成,包括酒店、印刷厂、食品厂等企业。甚至他们的这些做法获得了来自国际的

支持,在他们的启发下,其他企业争相效仿。2004年,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

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工人当家》就是以扎农陶瓷厂的故事为创作原型,这部片子使

得全世界的人们都了解到他们所做的抗争。一个工人在总结“扎农”的成功历程时

说：“扎农”的成功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成功,也代表着社会组织另一种存在方式,

即在没有雇主和别人的压迫下工作的一种社会形式；以前,雇主强迫工人劳动,自己赚

取所有利润,工人却始终一贫如洗（斯班诺斯（Spannos）2008：166）。

在阿根廷,最近新成立的工人合作社越来越多,而这样的举措已经被英国、美国、

爱尔兰、法国、波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克莱恩（Klein）2009）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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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可持续设计“道德职能”的深层含义及其潜在作用

在过去的20年中,可持续设计学的学科范围及应用领域不断得到扩展。（维佐里

（Vezzoli）和曼齐尼（Manzini）2008）从材料和能源低消耗选择扩展到产品的生命

周期设计（或生态设计）,到注重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再到促进社

会公平和社会凝聚力（系统）的设计,设计过程可以直接应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凝聚力

问题。由于这种发展变化,人们对设计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等

方面的转型,设计的（潜在）作用正在被重新定义,包括：服务导向、相互联络,以及全

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全球本土化）。 

当前,设计师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建立一种能够促进经济职能和社会互动的机制

（如联合国机构、企业单位、委员会、工会等）。这需要设计师们掌握多方面的技

能,既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规划、产品和结构说明、信息设计）的具体技

能,又包括在组织管理方面的能力（如何做决定、如何执行方案、如何对收益进行再

分配）。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设计师不仅要知道如何设计既有效又符合道德准则的组

织,而且要懂得如何实施这些设计,如通过鼓励进行合作与创新等。已有实例证明,合作

性质的机构在实践中更有利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也已经掌握了那些能够

用于促进或设计此类机构的构成要素。以下我们将对这些要素进行简明的阐述。其

中的有些要素是过去和当今“社区管理”体系中的规范（例如：上文提到的农民自

主管理系统（Farmer Managed Systems））, 其他一些是有待验证的假设：

 • 自我管理。如今,大多数公司和机构都有着严格的层级管理体制,一小部分人做

决定,其他人执行命令。自我管理提高了工人的内在动机；自我管理就是一个

团队中的所有人员共同制定计划、确立目标、管理资源、做出决策、执行已

商定的任务,并选出他们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共同决定最合适的管理方式。

 • 所有权。 资源、工具、厂房和收益都归大家共同所有,这样一来,所有参与者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权分配不均势必导致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引发利

润分配的不平等。

 • 信息/知识。一般来说,自我管理团队的团队成员有权查阅与团队及活动相关的

所有信息,比如交易和账目。但这些信息也应当对社区所有人公开,这样才能保

证公司经营的透明性和经营的责任。

 • 创新活动。人们往往享受那些具有创新性又能给人带来成就感的工作,而厌恶

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这就要求彻底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即剥夺工人的

创造性和控制权,并让他们单纯从事那些单调而又乏味工作的做法。

 • 可获得性。可获得性不仅包括开放知识和技术成果,而且还包括开放这些知识

和技术本身。对某些方法和商业秘密的垄断,造成了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

结构的不均衡和资源（优势）的不均衡。这样的“知识共有”的优势（帕特

尔（Patel）2009：154）在软件领域最为常见,除非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在

现实中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不对它们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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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益分配/报酬。一直以来,最理想的方式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根据

不同的组织类型、不同的工作内容、内外部约束条件等因素,可以对收益做出

不同的安排。但这个决定必须在组织内达成共识。

 • 确定需求。谁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当前的系统中,存在这种现象,即

人类的需求屈从于某些个人利益。这种现象无法保证公平地分配收益,并掩盖

或忽视了其负面结果。理想的情况是,社区应该根据对生产能力、资源可获得

性、工作积极性、可能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评估来确定需求。制定规划和预

算时,必须经过集体协商,不能独断专行。

 • 休闲活动。如果工人做工只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非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大

家将会有充裕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5.7 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些最新的研究还并不完善,但在某些方面,它们能够为其他领域的

应用奠定基础。本章为设计师界定了一个可能的研究领域,并简述了几个人们非常关

注的问题。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可能需要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希望获得

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解答。或许我们对自己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有了一些线索和零碎的

知识,我们就可以以这些线索和零碎的知识为出发点进行探索。当今社会,无数的人在

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在丰富着他人的生活,我们需要确定从他们那里学习到最重要的东

西。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道德学家都说仁慈、同情和合作是确保全人类幸福的唯

一途径；而要获得这些理想品质不是不可能,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共同的本性”

的一部分,而且一直存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套机制,培养这些理想品质,消除

其他恶习,这才是我们这个复杂交织却又前景严峻的时代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设计一

种让利益相关方都积极参与,且有利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设计界肩负

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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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行业中的产品服务系
统：印度非正式经济的经验教训

安穆利特·斯里尼瓦桑（Amrit Srinivasan）
印度德里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IT Delhi, India）

6.1 引言

众所周知，尽管目前印度的人均环境影响增长显著，但仍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水

平。这主要与印度在垃圾循环再利用方面所固有的习俗有关（印度政府（GOI）， 

2007年），长期以来，这方面的工作都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来完成的。因

此，印度固体垃圾管理这一非正式部门为产品服务系统（PSS）提供了一个十分重

要的测试案例。产品服务系统（PSS）是一种致力于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多样化需

求的设计创新模式。如果想从社会传统本身范围内实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于2002年提出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那么我们不仅要满足工业部门的需

求，而且要满足家庭、商人、市民、穷人，乃至被边缘化的垃圾处理工人的需求。 

由于有非正式部门的参与，印度垃圾处理可持续实践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

产生较高的人力、社会和交易成本（鲍维（Power）和蒙特（Mont），2010）。

长期以来，印度的城市贫民一直为社会提供着“隐性”廉价的垃圾回收服务。就此

而言，其所耗费的人力成本其实并不算小。然而，这项工作虽有大量人员参与，但

印度的消费习惯并没有提升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水平。如今，印度被视为主要的污

染排放国。长期以来，可持续设计理论与实践所普遍持有的看法是，“贫穷导致污

染”，而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认为印度缺乏大规模垃圾处理技术

和工具的看法也是片面的。事实上，非正式的固体垃圾管理机制及其所有相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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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收集、分类、运输、储存、回收、营销甚至制造，均对该国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历史贡献。但因社会对印度垃圾处理工人的歧视导致公众对固体垃圾管理机制

（SWM）产生根深蒂固的偏见，从而低估了这一机制所做出的贡献。这种对固体垃

圾管理机制的长期的漠视，甚至蔓延到了专业设计领域，这也正说明了垃圾处理工

作在印度所受到的歧视。 

印度国立设计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该校

直属于印度工业部（Ministry of Industry），而不受任何大学体制的束缚。一直以

来，该校引领着印度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为工业发展提供服务。鉴于印度土布

（手纺纱和手织布）在昔日该国自由运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大量致力于乡村

发展的机构的存在，印度非正式手工业部门一直以来受到特别关注。但由于不具备

多学科教育环境，导致大学中的设计课程普遍缺少相应方法论，因此无法为社会和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相反，在工业化国家，只有当普通市民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垃圾处理不当会对

人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并在此基础上，将城市固体垃圾“问题”列为教育和

政策重点时，其设计方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进。印度却完全不同，该国垃圾处理

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沿袭已久的简单易行的垃圾处理方法影响了该领域的正规教育和

政治参与。因此，近期回收再利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来自设计专家们

的指导。这些专家都接受过专门培训，他们了解当地情况，会激励那些已经认识到

垃圾处理不当会带来不良效应的人们行动起来。当然，由于印度垃圾材料的密度、

含水量、大小分布各有不同，需要培训大量工程师和设计师，应用西方国家开发的

工业化技术并结合印度自身的条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在垃圾回收再利用这个重

要的社会环节，如，进行有计划地收集、分离和贮存，对于产品服务系统理念十分

重要，但这些方面却往往被忽视了。

如今，无论是官方记录还是国家推行的经济福利政策，都几乎没有涉及到

非正式经济，但它已经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另外，印度也正在努力填补有关非

正式经济这个印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料及研究数据方面的缺口（森古达

（Sengupta）2009）。就设计方法论而言，产品服务系统创新不仅包括了产品生命

周期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而且还包括了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评估。这也完全符合其

宏大的目标——改变人类的消费习惯，而不只局限于工业生产。显然，为实现产品

服务系统目标，在处理印度城市固体垃圾问题时，社会学和经济学将会扮演更为重

要的角色。

如今，在全世界都认为垃圾已经“变成金子”的情况下，与印度国立设计学院

创立时相比，印度的设计情境已经大相径庭。最具商业头脑的人们高度关注如何在

提升垃圾价值的同时减少它的长期环境成本。作为企业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主要

建立在技术、工业和产品的基础上。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团体参与到城市固体垃圾处

理工作中，他们一方面关注垃圾处理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关注如何改变人们的消

费行为和消费态度。然而，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团体都无法发挥专业设计和产品服务

系统（PSS）设计的作用。事实上，这两项设计能够凭借人们对垃圾行业非正式经

济的重视，把这两个关注点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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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垃圾金字塔

显然，在实现产品服务系统的社会公平设计目标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印度金字塔式

的、高度结构化的非正式垃圾回收体系和其现存运营机制的影响。尽管官方否认，

但是在垃圾处理过程中，非正式部门的参与绝不是辅助或次要的，它在垃圾收集、

隔离、运输、储存、回收和销售等所有活动中与市政当局已结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案例研究证明了这种合作关系的广泛性，以及非正式部门技术与服务的多样性。这

些多样性能够适应多样化的工作安排——从保障最低生活标准到获得丰厚的商业利

益（吉尔（Gill）2010，查克梅因）（Chikermane），戴斯潘德（Deshpande），

纳瑞安（Narayan） 2001，斯诺（Snel）1999，加罗威（Galloway）1993）。大规

模独立的垃圾运输和处理工作仍然只能在市政府的安排下进行。

印度德里非政府组织蔡坦（Chintan）的一个早期研究显示，一个拾荒者平均每

天的垃圾收集量大约在25至30公斤之间。单单在德里市的两个区里，拾荒者总共收

集并贩卖了约125，000至130，000公斤的垃圾。这种非正规垃圾回收方式每年就为

整个城市创造多达2至2.6亿卢比的经济效益（蔡坦（Chintan）2003，2007）。但是

它一直是“隐形的”：不仅未被显示在官方统计数据上，得不到政策扶持，而且还

被主流的设计实践和教学所忽视。

当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资源衰竭削弱了各个市政机构的管理职能时，产品服务

系统便开始在提高非正式经济认可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使人们意识到在处理垃圾

的过程中，非正式经济是物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众所周知，在市区肆意扩展

所带来的压力之下，官方机构仅能为社会提供30%的垃圾处理服务（联合国人类居

住中心（UNCHS）1994）。在德里，市政机构无法清理首都地区产生的全部垃圾。

于2001年创立的印度污染控制中心（IPCA）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由参与德里印度理

工学院（IIT Delhi）“校园回收项目”的学生和项目策划人员创建。该中心的发言人

坦言：由德里市政机构处理的城市垃圾只达到62%。剩下的垃圾处理工作由拾荒者

完成，他们免费收集、分类并运送垃圾。拾荒者作为非正式垃圾行业的主力军，每

天都能给政府省下一大笔开销。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贫部”发言人在2004年一场由

蔡坦（Chintan）在德里组织的听证会中承认，现在印度90%的人口都从事正式部门

以外的工作，其中59%的人从事垃圾收集与回收工作。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类似，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的大力提倡下，印度的垃圾处理工作通过消除对非正式部门的歧视，实现正式和

非正式部门之间的互补。事实上，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UNCED）后出台的“21世纪议程”，涉及的问题包括减少垃圾排放、垃圾回收再

利用、生态可持续的垃圾处理和处置，以及扩大垃圾处理服务范围等。除环境问题

外，该议程还关注社区居民的非正式参与和民生问题。

考虑到内部关系和交易过程中的复杂性，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对垃圾处

理过程进行干预时应保证非正式部门内部各组成部分的不同利益。比如当今的私有

化严重威胁着处在非正式部门最底层的拾荒者的生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产品服

务系统的“最佳实践”虽然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与回收中，但最终也对垃

圾处理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它打破了拾荒者对家庭垃圾处理的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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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官方的偏狭、公民的忽视和冷漠在不经意间双重打击了这个极易受到疾

病侵袭和警察压制的弱势群体。由于非正式的垃圾回收行业缺乏组织管理，各种不同

的人都加入进来，其中就包括被社会边缘化的居民和外来移民。他们不考虑社会地

位，只求能够迈进底层经济行业的最低门槛。这也使他们极易成为政府压迫的对象。

家庭能够直接参与到垃圾捡拾工作中，这使该工作对金字塔底部人群或穷人产

生了吸引力，因为它甚至可以为妇女和孩子提供微薄的收入。金字塔的倒数第二层，

是走街串巷的垃圾收购者，他们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专门收购和销售各种垃圾，他

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有所改善。倒数第三层包括废品零售商、小型批发商和大型批发

商。很多中产阶级都参与到这一行业中，相比之下，他们从中获得的利润更多。

金字塔的顶端由废品再加工企业和废品注册经销商组成。尽管他们通常都拥

有执照并且是正式部门的一部分，但是很少承认后者的责任和监管义务。他们公然

违反包括1948年出台的《商店和企业或工厂法案》在内的各类法律法规（阿南德

Anand 2001）。印度缺少完善的机构信贷机制，小规模或家族企业在某些行业占据

主导地位，社会地位低下的印度妇女通常只能成为雇佣工人，很少能成为企业家。

贸易行业的门槛很高。拾荒者或零售商永远不可能升级为经销商和再加工企业。

尽管上述每一层级通过非正式垃圾处理服务而获得的利润有天壤之别，并且长

期以来这个行业一直被视为是“脏活”，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仍不失为是一种谋生手

段。能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端职业，对那些领取固定薪水的职业人士，如管理人员，

银行从业人员，甚至股票经纪人，往往都很具吸引力。事实上，从产品服务系统的

角度来看，垃圾处理和定期上门收购（kabari）通常被视为双赢服务，可以满足每个

业界参与者的需要。居民能够处理掉他们的废品，并且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购进可

回收材料制作的商品。拾荒者、废品收购商和零售商以此谋生（每月收入从几百卢

比到20000卢比不等，甚至更多）。垃圾回收行业将继续为新人和移民开放，并为他

们提供生存的空间。工厂用低价购进原材料，国家也无需进口木浆和塑料树脂，既

节省了外汇储备又能够从中获益（加罗威（Galloway）1993）。

6.3 垃圾处理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为了提升产品服务系统在设计行业中的声誉，城市固体垃圾方面的研究必须综合所

有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和主要利益集团需求的各种要素。例如，政府出台了以整

顿拾荒市场、提高拾荒者的生活水平为目的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为他们制作合法的

身份证件，提供社会保障等；但这并未能满足拾荒者的意愿，因为政府始终未把他

们的“回收”纳入到市政规章认可的经济行为中。同样，如果是由市政当局与技术

专家和企业领导层共同制定的垃圾处理方案，没能考虑到实际运营中非正式经济的

因素，那么这个方案就是不完整的。

市政当局一方面与企业合作，另一方面也与非正式部门合作。然而，当前这种

仅依靠理论层面的正式——非正式合作模式已不再可行。而产品服务系统（PSS）

设计也不可能等到城市固体垃圾处理获得广泛社会共识，或相关的法律出台之后，

再开始寻找解决的措施，履行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毫不夸张地讲，在进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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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干预之前，从事垃圾回收工作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空间急需被深入地了

解和观察。在这方面，社会学以及人种学，尤其是参与者的观察，能为产品服务系

统（PSS）设计提供教学和实践依据。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学一直支撑着设计教育

的规范工作，但这二者都没有针对垃圾问题提出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从方法论层

面上讲，社会学关注的是：1）家庭和社区日常的具体活动；2）周围的文化大环境； 

3）记录市民的实际态度、行为和活动将有助于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者在寻求

垃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确立社会责任感和公平性目标。这也能检验已成型的、正式

与非正式经济之间、企业与市政当局之间合作关系的可行性。

6.4 产品服务系统和私有化问题

印度城市固体垃圾管理的进一步“私有化”计划，目前只是在垃圾处理服务行业的

公司层面实施，并不包括家庭和非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具有灵活性高、生存能力

强、涉及范围广和自给自足等特点，却未能得到官方认可。德里市政公司（MCD）

把处理废品和与废品相关的工作都移交给私营承包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非正

式部门发展。由于私营部门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经营领地，现在拾荒者在私人承

包商管辖范围内拾荒必须付出代价，他们不得不付给私人承包商一定的费用。同

样，市政特许的相关活动仅包括：由市政工作人员从事的垃圾“清扫”工作，在政

府所建的垃圾桶（dhalaos）或者仓储附近区域从事的垃圾“收集”工作，市政卡车

进行的废品“运输”工作和在政府批准的场所从事的垃圾“掩埋”工作。其中并不

包括垃圾的“回收”和“交易”活动。这已经自然而然地将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拾

荒者的经济活动排除在外了。 

现今的印度，只有政府负责大型的垃圾运输和处理工作。而且，从本质上讲，

印度政府颁布的《城市固体垃圾（管理和处理）条例》（印度政府（GOI）2000）

是把私人和公共区域，把未经授权的贫民窟和官方领地，把衣衫褴褛的拾荒者与市

政工作人员（safai karamcharis），把家庭住宅与商业设施区分开来。这种概念化的

划分是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实际上，正式和非正式的部门早已通过多种方式融为

一体了。垃圾回收点（dhalao）不断增加，占用了原本“属于”拾荒者们分拣垃圾

的街区。当拾荒者的居住地被政府用作垃圾收集回收区域时，贫民窟则变成了与其

相对应的非正式“垃圾回收区”。市政当局担心这种“非法”和危险的回收行为在

城市区域内滋生蔓延，却并未按照现行的条例规定，给拾荒者划定活动区域。事实

上，如果拾荒者能够分配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区域，他们能够就此承担更大的社会责

任。出于类似的原因，在城市固体垃圾处理方面，市政当局仅与企业，而非社会部

门展开协作，这些社会部门被视为城市治理的寄生虫和附属品。以满足各方利益为

核心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旨在重新调整官方的规划，将回收行业现已存在

的城市家庭和非正式服务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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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产品服务系统与垃圾回收和再利用中的政治经济学

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致力于在城市固体垃圾处理过程中，把正式和非正式的

行动整合起来。这种系统设计不应忽视回收和再利用过程，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

微观社会层面，如家庭和社区的满意度，而且能够获得宏观方面，如经济与环境的

良好收益。从人力资源角度而言，垃圾回收能为城市贫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

了提高效益，所有的回收项目都要考虑从垃圾的源头，即从每个家庭开始，对其进

行分类，从而降低总体垃圾的数量和处理量。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仅要提高资

源回收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要改善拾荒者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保

护他们的自尊心。然而现实中，由于印度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和对“处理”垃圾的

偏见，垃圾分类的办法在社区和家庭当中成效甚微。同样，如果有一天垃圾的价值

得到了提高，人们也绝对不会将其利益转移到那些卑微的拾荒者身上。因为城市家

庭和私营公司早在拾荒者之前就争相把垃圾中的价值榨取干净了。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印度社会把垃圾分拣及其相关处理工作视为社会地位

低下的行业，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一行业产生偏见和鄙视，这种态度甚至反映在家庭

成员处理自己的厨房垃圾时。人们认为处理垃圾的工作应该交给全职或兼职的佣

人来完成。在公共场所、街道和市区里，处理垃圾的都是被称作贱民的达利特人

（Dalits）（在印度传统社会中，上等种姓人称他们是“不可接触者”，无论是身体

上还是精神上，印度社会认为他们是危险的，不可靠近的人群）。事实上，在印度

殖民统治时期，在种姓制度的压迫下，当局把城市清扫工作全部分配给“不可接触

者”（现在给他们支付薪水），而同时剥夺他们通过贩卖垃圾谋取商业利益的权利。 

即使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由于种姓制度并没有被彻底废除，清理垃圾的工作依

然受制于这种传统的政治强制性。正是在这种制度之下，负责分配社会利益的中间

人对达利特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不闻不问，一味从中谋取暴利。这种将社

会地位卑贱的工作全部分配给特定群体的观念严重地阻碍了垃圾处理工作的多元化

发展。然而，被压迫的达利特人却强烈反对现今非正式部门参与到社区垃圾回收和

垃圾源头分拣行动中。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谋生手段，不希望那些被他们视作“外

行人”的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抢走自己的饭碗。即使在市政层面，被视为有官方保

障的垃圾处理工作也吸引了很多高等种姓的人们。为了争取好的工作机会，他们把

传统的歧视态度都抛到脑后。这也威胁到了政府工作人员（safai karamcharis）。事

实上，由于通过非法偷窃和贩卖市政垃圾所获得的收益不断提高，抵制外部人员加

入该行业的行为愈加强烈。 

6.6 产品服务系统的提升和垃圾处理的文化感知

印度对垃圾的两种对立和等级化的文化感知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恶性循环，为此，

许多垃圾处理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项目都在实施意识提升项目。这两种文

化感知，一个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普遍想法：垃圾处理与我无关。第二个是被压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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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普遍认为垃圾处理是他们的工作，千百年来都是如此。若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

偏见和习惯，需要非政府部门做出巨大努力（苏米特里（Soumitri）2002，普瑞赛德

（Prasad）1998）。设计界当然也需要做出适当的贡献，因为出于历史原因，长期

以来，印度的设计界仅仅为工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在文明社会中，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文化与历史冲突，而对这种

冲突背后的各种活动进行认真考察是非常有益的，它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在印度实施

产品服务设计系统潜力的认识。

6.6.1  垃圾的收集

收集是指从不同的收集点收集垃圾，这些收集点包括垃圾桶、私宅、社区垃圾回收

箱（dhalaos）（露天垃圾桶）以及露天垃圾场。在印度，乱丢垃圾的行为是被禁止

的，而印度的垃圾制造者有责任确保来自住户、商业企业、工业部门和酒店的垃圾

得到及时收集并进行处置。在印度，去各家各户上门收集垃圾的工作，主要由非正

式部门来完成。而捡垃圾者，他们更希望被称为拾荒者，这些人则在经济活动金字

塔的最底层。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男女，都属于种姓制度中较低阶层的人群，是

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群体。这些人甚至做起了将垃圾送往当地社区收集点并进行分

类的工作。 有时市政当局或居民福利协会（RWAs）会提供一些手推车或其他小型

车辆供其用于垃圾的运输和分拣。

流动的废品收购者（kabari-wallahs或-wallas）通过从家庭和其他垃圾制造

者手中收购垃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垃圾的收集和分拣。废品收购者的数量

明显少于拾荒者，他们多为男性，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在城市中活动。与通常

留给公众的印象相反，拾荒者和废品收购者的工作时间非常有规律，就像警察一

样。他们将垃圾桶、垃圾堆放点进行“权属”划分。因侵犯“权利”而引发口

角争执是家常便饭，但该行业还是对外开放的（纳瑞安（Narayan）和查克梅因

（Chikarmane）2000）。印度人口稠密城市的固体垃圾收集工作每天或每两天进

行一次，因为城市里气温很高，垃圾储存空间有限（家庭或街道），而且垃圾极易

腐烂。然而，印度城市固体垃圾的平均粒度比工业化国家小得多，导致工业化国家

研发的高新技术，在印度均无用武之地。由于印度已经采用了非正式的垃圾收集

手段，所以没有必要再用能耗和原料成本巨大的高科技手段。私人和企业部门的

活动范围虽然现在还很小，但却在垃圾收集方面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了。非常遗

憾的是，印度并未选择采用产品服务系统（PSS）的方法，而是采用平行劳动力

（parallel workforce）的方法来组织垃圾收集工作。

6.6.2  垃圾分拣

印度的城市固体垃圾被分成几大类，常见分类如下： 

 • 玻璃和瓷器 玻璃瓶（完整的和破碎的），门窗玻璃、瓷陶器和碎玻璃

 • 纸张和纸制品 报纸、杂志、书本、书写用纸张、纸板和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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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塑料制品 油箱、卫生间用品和化妆品；塑料袋；塑料板；管材；马桶座圈和

水泥包装袋

 • 金属制品 钢铁、铝、铜和锡质容器（完整的和破损的）

 • 纺织品 窗帘，衣服和挂毯以及纺织厂垃圾

 • 橡胶和皮革制品 轮胎和鞋

 • 骨骼 动物尸体，屠宰场垃圾以及酒店和餐馆垃圾

 • 木材 破损家具和花园垃圾

 • 其他有机垃圾 厨余垃圾，蔬菜垃圾和花园修剪垃圾

 • 建筑垃圾 砖块和水泥碎石，铁制品和木块（联合国人居中心（UNCHS） 

1994）3-6)

对有机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的分拣主要在四个层面进行：垃圾产生的源头、公共垃圾

回收箱、垃圾运输车辆和垃圾堆放点。要使垃圾管理计划取得成效，理应从家庭单

元开始对垃圾进行分拣，然而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这项措施目前仍然不能被大多数

印度人接受。因此，挨家挨户收集垃圾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此外，拾荒者/捡垃圾者

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他们每天花费数个小时在社区垃圾桶内翻找垃圾，身体健康

受到严重威胁。许多市政工人从政府垃圾储存区和垃圾运输车上“偷窃”垃圾，并

通过不法手段出售垃圾以贴补他们微薄的工资。市政工人和警察甚至直接从拾荒者

们手中抢夺垃圾。在运输和工作期间，这种非法活动导致垃圾的大量丢失，造成了

政府收入的严重损失，这些损失甚至超过了这些资源本身的价值。

流动的垃圾买家和定期上门的垃圾收购者也为垃圾分拣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通常情况下，他们收集的垃圾产品的市场价值比拾荒者收集的更高。这些垃圾按重

量销售给零售商，通常零售商在贫民区都有固定的回收点。这些回收点都不归相关

组织部门管理。垃圾在不同的贸易渠道中经过层层分拣和分类，最终到达再加工者

或最终用户手中。在每次交易中，垃圾的价值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6.6.3  储存

由于文化禁忌和各种垃圾所含市场价值不等的原因，印度家庭很少会储存垃圾。流

动收购者会定期上门收购垃圾，对其进行分拣，然后卖给批发商和零售商。许多未

经政府批准的区域和“贫民窟”变成了垃圾非正式分类和储存的地点。印度的废品

交易没有受到任何管制。废品交易商店通过侵占贫民区的空间而进行经营，其中只

有个别极具规模的垃圾交易公司是根据《商店与商业机构法案》获得经营许可的。

然而，废品收集者之间的交易没有任何收据，这些交易是否纳税也不得而知。价格

的季节性波动，倾倒废料和从工业化国家进口垃圾等情况，都会对印度的废品交易

市场造成影响。大型贸易商通常直接从工厂、大型机构和商业机构那里购进废品。

严格来讲，所有存放在市政垃圾点的、具有价值的废品都归政府所有，严禁破

坏。然而实际情况是，非正式的和违法的回收活动已经“淘”走了其中大多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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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价值的废品，而剩余在回收中心和填埋场的废品也极有可能被社会等级最低的

拾荒者“顺走”。从市政垃圾储存区中运出的只是那些生物可降解的和“不值钱”

的垃圾（普通居民垃圾）。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市政当局承担了把垃圾从

垃圾桶运输到特定储存区、并对它们进行处理的整个工作。

没有人愿意清理这些垃圾，政府只能花钱雇佣清洁工完成垃圾清理的工作。印

度人口众多，能为垃圾清理工作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肮脏的街道和垃圾桶成为官员

阶层给当地政府和公众施压的有效手段。他们虽然处在相对受人尊敬的生活的边缘，

但也受到某些政治“保护”。因为监管者和高层官员基本都是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

属于高等种姓的中产阶级，市政当局通常把工作交给那些来自同一个阶层的劳动力。

由于垃圾清理设施投用之初没有综合考虑该区域垃圾产量、人口密度和交通方面的影

响，致使垃圾储存区得不到及时清理，其周围也经常被倾倒的垃圾所包围。

6.7 结论

本章所讨论的与产品服务系统相关的非正式部门的固体垃圾回收工作已经在印度多

数城市展开。然而，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社区并未充分利用垃圾回收和再利用所带

来的所有益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 在亚洲的新兴国家，垃圾管理服务的收费很低，这使得家庭对垃圾分拣工作

缺乏相应动力。非正式经济以及印度社区对垃圾分拣工作责任心低下也是造

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同时，文化因素也制约了在源头分拣垃圾的效果，

这导致可回收垃圾无法做到完全回收利用。

 • 市政机构不愿与非正式部门合作进行固体垃圾回收工作（当局普遍认为拾荒

者的活动传播垃圾，带来扰人的恶臭，并且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所以他们认

为应该取缔非正式部门。）

 • 当地政府和居民福利协会（Resident Welfare Associations）对改善拾荒者和

流动垃圾收购者的工作条件的支持力度不够。对垃圾处理工作者还存有传统

的歧视，导致了固体垃圾管理（SWM）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不足。

 • 设计教育活动得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然而来自政府或是公众的支持

则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 这些制约因素和矛盾的存在使得产品服务系统的效益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因此

必须将那些有助于解决固体垃圾管理问题的可持续性设计项目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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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贫困城市背景下非正式经济中的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
印度及德里服装护理行业熨衣工
的案例

帕温•普努（Parveen Pannu）
印度德里大学家政学院（Institute of Home Economics，University of Delhi，India）

7.1 印度城市化和贫困化的问题加剧

城市化是当今时代最主要的社会转型进程。城市是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中心地带，它

不断吸收农村地区的剩余人口。20世纪，城市人口激增：大批农村人口前所未有地

涌入了中心城市。在今后几十年中，亚非大陆新兴国家的城市人口仍会大规模增长。 

根据萨因（Sarin）和扎因（Jain）（2009）的观点，印度是一个城市化发展进

程较快国家，到2020年，预计将有超过5亿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印度的城市人口增

长率甚至高于其总人口增长率。与其他新兴国家一样，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人

口，印度并未做好各方面的准备。《2009年印度城市贫困报告》显示，目前，印度

有2.86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占其总人口的28%。到2030年，印度将会有5.57亿人居

住在城镇，占总人口的41%。这需要印度意识到，城市贫困问题并不只在于农村贫

困人口的过度涌入的，其需要为城镇发展制定更为包容的规划，进一步出台解决城

市贫困问题的国家战略。印度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伴随着这样快速的增长

步伐，城镇为印度创造了62%的GDP，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和贫民窟等问题。

艾瑞（Aiyar 2009）指出：在印度，有五个州的城市人口超过全州人口的50%，德里

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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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城市贫民的微型企业

大多数城市贫民都在微型企业中工作。微型企业为贫民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工作

岗位。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只能通过非正式职业谋生。微型企业最多只有五名员工，

贫民依靠在微型企业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家庭。这类企业是新兴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大多数微型企业都是个体经营，为了生计艰难度日，永远也没有发展为

大企业的可能（米德（Mead）和里德霍姆（Leidholm），1998）。 

印度城市的经济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正式部门的活动。其中衣物熨烫服务

是非正式部门中多数微型企业的主要业务形式。衣物熨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行

业，也就是一个为顾客提供基本服务的行业。 

图7.1 熨衣工在用沉重的木炭熨斗熨衣服

来源： 作者

熨衣服务有很广阔的市场需求，遍布德里大街小巷的众多熨衣工就是最好的证

明。熨衣工作是基于种姓制度的一个传统家族职业，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从事。 

长期以来，洗衣工和熨衣工（通常被称为presswallas）一直是印度城市经济重

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城市生活离不开洗衣工和熨衣工。在德里郊区

的街头巷尾都能见到熨衣工的身影。他们通常在桌前拿着木炭加热的熨斗，等候着

客户上门。很显然，由于家务琐事的巨大负担，印度的中产阶级非常欢迎衣物熨烫

服务。再者，也因为忙碌的工作和复杂的天气状况，中等收入群体需要购置很多衣

服。因此，对熨衣服务的需求成为印度文化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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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熨烫生意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马宗达

（Majumdar）和拉尔（Lall）（1992）的研究表明，对于经营微型企业的企业家们

来说，他们的创业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在大都市竞争激烈

的市场中凭借一己之力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市场有着自动调节机制，只有那些财务

上有生存能力的公司才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些企业在不利的环境中都能够得以生

存，那么，在有利的经济环境中他们就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一些有事业心的洗衣工

进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洗衣店和干洗店。在这些店里客户可以自主使用这些

设备（NIUA 1991）。这些熨衣店都是创业者们通过辛苦打拼创建起来的，在激烈的

竞争中，凭借独特的优势生存下来。

属于城市非正式部门的熨衣企业的经营也反映出了挣扎在社会边缘的群体的

生存状况。随着新型、高技术家电产品比如洗衣机的出现，传统的洗衣行业受到冲

击，大部分业务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以适应快速变化

的形势（NIUA 1991）。

德里，这个为人们提供了无数谋生机会的城市，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德里

熨衣工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评估熨衣服务的微型企业发展前景的机会。本章集中关

注那些在熨衣服务微型企业中，（同时作为业主）熨衣工的角色，以及产品服务系

统中的产品（如手机）所起的作用。尽管有很多坊间证据证明手机的使用可以提高

贫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却很少有系统化的证据证明手机确实为这一群体带来了利

益。非正式部门从业者在努力增加收入，改善工作环境，获取社会保障福利和扩大

就业机会的过程中，也促进了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需要对

非正式部门从业者以及作为信息通信技术工具的手机所面临的问题形成更深刻的理

解，促进问题的解决。

7.2 德里熨衣工概况

在低收入地区，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提供了能够增加利润、改善环境并提高社会效

益的双赢解决方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产品服务系统策略的成

功实施依赖于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本节通过描述熨衣工的

生存现状来阐述可持续设计系统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方面的战略意义。 

本节的内容是根据一项对分布在德里不同地区的从事熨衣服务的200个家庭型微

型企业的实证研究展开论述的。该研究的数据收集渠道包括调查、采访、观察和讨

论，数据的收集工作于2009年完成。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了解熨衣工的经济活动历

史、工作模式、企业管理、家庭内部关系（包括女性和孩子的角色）和从事经营熨

衣业务的微型企业家庭的生活质量。 

7.2.1  熨衣工简况

工作概况

（家庭）微型企业为城市中的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衣物熨烫服务。除了衣物熨

烫，其服务内容还包括上门收取衣物、熨烫和把熨好的衣物送回顾客家中，均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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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格收取费用。这项工作是以手工方式完成的，在德里48摄氏度的酷热夏天里，

这项工作既乏味又辛苦。尤其是在街头露天工作，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迁移和居住

大多数熨衣工都是迁移到德里的，从北方的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拉贾斯

坦邦迁移过来的居多。每个家庭迁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与社会经济有关。他们迁移

的动机是为了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机会，也是为了摆脱传统社会环境的束缚。 

熨衣工迁移的原因包括： 

 • 收入低和家庭贫困（38.7%）；

 • 全国性的灾害和社会弊病（比如公共暴力）（4.2%）；

 • 城市就业机会（28.2%）；

 • 受早期移民的影响（19.8%）；

 • 对该城市的向往（4.9%）；

 • 其他原因（4.2%）。

在德里，29%的家庭，其全部成员自出生便居住在德里；这意味着他们是在德

里土生土长的居民。剩下的71%的家庭是迁移到德里来的，居住时间从不足一年到

15年以上不等。

工作时长

熨衣工（全家）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8-10小时。 

设备

熨衣工通常使用两种熨斗：木炭熨斗和工业电熨斗（功率为900-1200瓦特）。木

炭熨斗重约6公斤，工业电熨斗约7-8公斤。沉重的木炭熨斗使熨衣工作变得十分辛

苦。他们还需要掌握一些所熨烫衣物布料的相关知识。 

住所类型及可用的基本福利设施

在被调查的样本家庭中，66%的家庭居住在称为jhuggis 的茅草房里；9%的家庭居住在

专门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寓中；10%的家庭居住在单间出租屋里；21%的家庭居

住在房东免费提供的处所里。很大一部分家庭没有生活基础配套设施，如饮用水、照

明、适用的卧室和独立卫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露天场所解决大小便问题。

店面位置

这些店面主要位于居民区。由于这种类型的业务经常需要上门服务，因此店面的选

址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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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熨衣工的工作环境

来源：作者

种姓制度

调查发现，所有的熨衣工都是受种姓制度的影响而成为熨衣工的1。在现代印度，

由于政府采取的各项举措（如推行定额分配制、贫困生免费上学和其他社会改革制

度），种姓歧视在近几十年已经得到了扼制。宪法也明确规定种姓歧视是违法行

为。种姓制度带来的障碍在大城市已经基本被消除，然而在居住人口占72%的农村

地区，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无处不在。

家庭构成、教育和培训

在被调查的从事微型企业熨衣服务的200个家庭中，33%是成年人，47%是青少

年，20%是儿童；总共有52%是男性，48%是女性。他们中的82%属于核心家庭 

（小家庭），15%是扩大式家庭（包括两对及以上夫妻或是核心家庭加上夫妻一方

的成年亲戚），还有3%是亚核家庭（家庭中没有已婚夫妻，例如，遗孀、鳏夫，离

婚的男女；或是未婚的兄弟姐妹；或是亲属、朋友及同乡）。这些家庭成员中，大

多数都是文盲。女性文盲的数量多于男性。由于这是一种以传统的种姓制度为基础

的职业，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接受“在职”培训。 

 1 种姓制度在印度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拥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印度教中形成一个不同社会阶

层的混合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四种种姓：婆罗门（Brahman）(教师、学者、牧师), 刹帝利

（Kshatriya）(勇士), 吠舍（Vaishya）(农业和商业从业者) 和首陀罗（Shudra）(服务提

供者和艺人), 以及达利人（Dalits）(“贱民”)。每种主要种姓都有数百个分支种姓。洗衣

工Dhobis属于达利人（Dalits）的上层至中性。达利人（Dalits）或“贱民”属于最底层种

姓。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不良环境和被污染的环境中从事那些有害健康的工作。他

们受到极端的歧视，被隔离，贫困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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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孩子的职责

女性工人有三重职责：照顾家庭成员（作为妻子和家庭主妇）和孩子（作为母亲）， 

同时还要作为熨衣工在单位工作。约有60%的女性为熨衣工，除了从事辛苦的体力

工作，还要独自操持家务，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分担她们的重负。她们中的2/5的人甚

至还要独自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

这些情况清楚地反映出她们自己及其家庭低劣的生活状况。两个或两个以上家

庭成员在一起工作，每个人付出的劳动通常是不一样的，因此，女性工人在家庭企

业中对收入的贡献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由于熨烫工作是带有家庭性质的职业，所有的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工作，所以几

乎不存在对婴幼儿照管不周的问题。

第二职业

熨衣工作通常是第一职业，有些家庭成员还兼职从事一些与熨烫相关或完全不相关

的第二职业。大多数家庭（70.5%）只从事熨烫服务这一项工作。其余约20%的家庭

还兼营其它相关工作，如上浆。调查还发现：这些工作都是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完

成的，女性成员只从事熨烫衣物这一项工作。8%的家庭还从事衣物清洗工作，在被

调查的家庭中，这项工作多数由女性成员完成。

7.2.2  熨烫企业的主要活动

熨烫企业起步和发展阶段的主要活动包括以下几项： 

熨烫企业起步阶段：

 • 寻找投资资金来源；

 • 企业选址；

 • 市场调查；

 – 市场规模；

 – 市场潜力；

 – 服务定价；

 • 市场维护；

 – 充足的服务供应；

 – 高质量的服务；

 – 应对市场竞争；

熨烫企业发展阶段：

 • 熨烫衣物；

 • 上门收取和送还衣物；

12_Chapter 11.indd   267 05/03/15   9:29 PM



268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 购买木炭熨斗所需的煤、煤油、火柴等；

 • 电熨斗的维护保养；

 • 与顾客、亲属以及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记账和启动资金

调查发现，大多数家庭企业没有设置账薄，业务往来只凭大脑记忆，利用银行进行

融资的意识也相对欠缺。调查还发现，启动资金一般都来自家庭自有资金。 

融资周期

熨烫企业的融资周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创业者有了开办企业的构想，

然后便开始对各种资源进行投资。创业者运用家庭储蓄和外借的资金，购置设备，

负担经营费用。他们通过为客户提供熨烫服务获取利润。

融资周期包括以下几部分：

 • 创业者——熨烫公司的熨衣工；

 • 他/她的创业构想——建立一家熨烫企业

 • 投资——店面位置、熨斗、熨衣架等熨衣设备的选择等；

 • 企业资金筹集；

 • 借入资金；

 • 资产；

 • 费用；

 • 服务销售情况；

 • 利润

7.2.3  商品和运输工具的可用性

调查发现，87%的家庭有收音机，42%的家庭有黑白电视机，40%的家庭有电风扇

（台式和吊顶式），37%的家庭有高压锅（尽管通常被当做普通锅使用），7%的家

庭有窗口式冷风机，甚至有3.5%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这些数字说明开办熨烫企

业是可行的。 

绝大部分家庭，也就是93%的被调查家庭都拥有自行车。他们把自行车作为运

输工具；1%的家庭拥有两轮小摩托车；0.5%的家庭有三轮摩托车，并把其用作商业

用途；还有5.5%的家庭没有自行车，也因此没有运输工具。

共计67.5%的家庭拥有电话（27个家庭拥有两部或两部以上的电话），32.5%的

家庭没有电话（家里没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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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熨烫企业及其工作环境

熨烫企业内部有多个子系统：家庭成员通常也是企业的工人，个体熨烫户通常提供

衣物熨烫服务，他们的客户端是需要他们提供熨烫服务的客户。

个体经营部门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帮助个人和机构创造就业，并对制约该过

程的政策环境展开分析。 熨烫企业的地位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包括自然环境、政

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些因素影响了熨烫业当前的发展策略和未来的生存环境。 

 • 自然环境 包括气候、季节、温度和基础设施

 • 政策/制度环境 包括政府规章制度、政策、法律和政策框架，研究与推广，以

及相关支持服务。

 • 社会文化环境 包括种姓、社区、宗教、文化、价值观和传统

7.2.5  熨衣工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的期望

熨衣工面临的挑战反映出他们所在的微型企业承受着来自以下方面的压力：

 • 令人难以忍受的（尤其在6、7月份）酷热；

 • 工作地点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

 • 同行间的不正当竞争；

 • 缺少顾客（少数情况）

 • 在街头做服装熨烫生意是违法的，这给熨衣工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避免

被抓住，他们只能四处躲窜或者采取贿赂的手段以求生存。

对未来、对自己、对孩子，这些家庭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 大多数家庭（72.5%）表示他们在德里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63%的受调

查家庭感到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比如能够得到类似水、住房和食物等方面的

基本生活条件）。

 • 有关的职业选择调查问卷显示：54.5%的人打算继续从事自营熨烫个体经

营，而22%的人则向往得到政府部门等正式部门的工作。另外16%的人希望

从事其他行业，如干洗服务。

对子女未来的期望

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当问及他们对于子女未来生活的展望

时，我们发现：

 • 他们中的大多数（42.5%）的人希望子女可以继续从事熨烫企业的经营，因

为这是被调查家庭的传统谋生方式。他们认为熨烫企业为子女提供了足够大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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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大比例（32%）的家庭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可以在正式部门工作，能够在

政府部门找到稳定的工作。因此，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 10%的家庭希望子女能够从事与熨烫相关的工作如干洗生意。

 • 4.5%的家庭希望子女能够转行，从事其他技术性工作。

 • 11%的家庭表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7.3 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性

企业必须具备产品服务体系所要求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外部影响

（环境要素），利润（经济要素）和人（社会要素）。

企业就是一个由家庭、种姓和利益共同导向的服务机构，原因在于：

 • 低廉的创建和运营成本；

 • 工具（包括熨斗、木炭、电器设备、熨衣板、自行车等）维修成本低，对产

品（熨烫衣物），工作材料和工作进展，以及亲属/家庭成员的工作所需承担

的责任小。

 • 有时用自行车运送客户的服装。

 • 为客户提供熨烫服务的费用是：每件衣服2.00-5.00卢比（0.035-0.89欧元）。

 • 每月收入为6,435卢比2

企业的可持续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垃圾

 • 熨斗非常坚固耐用，熨衣工在使用熨斗时力求效率的最大化（比如当熨斗温度

很高时，工人熨烫棉质衣物；当温度适中时，工人熨烫混合纤维质衣物）。熨

烫服装工作不会因为燃料而产生垃圾，并且熨衣工对于垃圾管理非常敏感。

 • 熨烫服务是一个生态高效的系统，交付衣物的过程中不需要大量运输工作；

这是因为熨烫企业大多都是在同一个街区或只为邻近的居民提供服务，店面

通常就在居民区附近。因此，熨烫企业不需要消耗汽油。他们通常采取步行

或骑自行车的方式上门收取和送还客户的衣服。收取或送还服务的方式都被

设计的非常方便。所以运送衣物过程不存在运输成本。

 • 企业宣传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完成：无需印制宣传册进行广告宣传。

 2 根据2010年5月17日的汇率计算，约为11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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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至上的客户服务关系

熨烫是服务型工作，目标是让顾客满意。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位手艺精湛的可靠熨衣

工提供衣物护理服务。 

 • 熨衣工尽心尽力为客户服务，也因此会拥有很多忠实的老客户。

 • 他/她得到了客户的信任和很高的服务满意度。

 •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精准无误的服务、合理的价格和准时的递送系统。

 • 他/她们稳重、有条不紊、对人友善；他们的态度恭敬有礼，令客户满意。

 • 熨烫企业现在都用手机联系新老客户，以保证稳定的客户量以及保持良好的

客户关系。

通过移动通信优化资源并提升价值 

移动通讯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网络结构，使它们能够将业务集中在很小的区域

范围，拥有可承受的工作和业务量，因而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来维持其可持续经营。 

越来越多的熨衣工出于工作原因，或社交原因使用手机。他们也通过手机娱

乐、玩游戏、听广播；把手机作为获取信息、新闻的工具；用手机联系医生、补习

教师和护士等等；他们还用手机参与广播电视竞赛，甚至还用手机照相。调查发

现，熨衣工使用手机，主要是为了联系家人和朋友，联系业务倒在其次。熨衣工认

为手机有很多优点，可以存储工作和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比如医生、护

士、补习教师或者是警察。这在突发情况中能发挥巨大作用。 

熨烫服务的管理和运营是经过系统化设计的，它为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衣物熨

烫服务，高效且守时。熨烫企业能够应对突发情况和特殊场合，比如婚礼和长途旅

行都要准备很多衣物，这个时候就是那些未经过正式培训但是经验丰富的熟练熨衣

工大显身手的时候。

企业反映了印度文化和印度人的特点

提供衣物熨烫服务而获得收入，属于传统型的微型企业。 

 • 熨烫服务推动了棉质衣物的广泛应用。棉织物在印度批量生产，物美价廉，

也非常适合印度的天气环境。

 • 因此，衣物熨烫服务成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作为一种产品服务系统，熨烫行业为印度广大非正式部门的贫困移民家庭带

来了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它为众多的文盲和无专业技能的家庭提供了赚钱的

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养家糊口。

 • 所有家庭成员在一起工作，这使他们之间得以建立起一种互相照顾的亲密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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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所有熨衣工人都是工会成员，熨烫行业为他们的领导力提供了锻炼的机

会。

 • 熨衣工和他们的客户之间建立起了相互支持的关系。他们的客户中可能有受

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生活富裕的小康家庭等。

7.4 结论与未来产品服务系统的介入

显然，熨衣工可以作为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产品服务系统

的思想和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熨烫企业的核心经营

活动和结构。从理论上讲，产品服务系统干预还有助于将本案例和许多例子纳入到

正式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因此，产品服务系统可以被纳入到以下领域： 

 • 可以对两种类型的熨斗进行改进，使其成为更具生态效益、价格更加低廉、

更轻便、更节能高效的熨烫工具。

 • 需要考虑到服装储存和组织方面的设计。

 • 政府要保障熨衣工在街头工作时不被骚扰，并且要承认他们是非正式部门的

一个组成部分。

 • 必须意识到：城市贫困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农村贫困人口的过度涌入造成

的，同时也需要为城镇发展制定更为包容的规划，进一步出台解决城市贫困

问题的国家战略。

 • 这对逾越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人口迁移和城市贫困问题都是至关

重要的。与此同时，手机已经对熨衣工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他们企业的

收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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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持续工作，可持续生活
城市园艺项目对印度贫困儿童的
影响

基诺斯纳·白利阿帕（Jyothsna Belliappa），艾莉森·伯恩（Alison Byrnes）
和普莱拉斯·埃比纳夫（Prayas Abhinav）
印度斯瑞施蒂艺术、设计与科技学院（Sristhi School of Art，Design and Technology，India）

8.1 引言

城市Spinning项目指的是一个印度都市园艺实验，目前它已经在两个印度城市创建了

社区网络。它是一个典型的低成本、资源节约型项目，它把所有权和消费分离——

这是有效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的一个基本标准。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和瓦拉

达拉雅（Varadarajan）（2003）认为，产品服务系统在印度、中国、巴西等新兴

经济体中是利用传统非正式服务关系获得的财富，而非不加鉴别地从现代工业制造

模式中攫取财富。城市Spinning计划并非建立在传统非正式企业服务关系（例如中

产阶级家庭和街头小贩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该计划认为，这种非货币化的非正式

交换模式可以帮助城市社区中的穷人和富人可持续地保证基本需求（食物）的自给

自足，因此，这个项目被作为一个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的案例。其中贯穿了食品

安全、就业机会和社会凝聚力等内容。通过对此案例进行分析，我们推荐一个更加

有趣、更加艺术化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这项设计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潜

能，并鼓励边缘人群在分享和管理资源方面共同承担责任。通过采用玛莎·努斯鲍

姆（Martha Nussbaum）的能力方法对这一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我们尝试证明从

发展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衍生出的能力方法和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方法从理

论上说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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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印度当代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城市Spinning项目进行更深一步的

解读（项目以此命名的原因在于它提倡一种能使城市中不同群体相互联系，形成互

惠关系的发展方式）。在20世纪早期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领袖们对于印度

（未来）的经济发展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的灵感来自甘地的哲学思

想。它支持小型、低成本技术，强调加强乡镇的经济发展和自给自足的能力，同时

限制消费和支出。这一模式反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消费和对进口的依赖（然而应

该注意的是，甘地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反对所有形式的工业化或机械化，

甘地思想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印度自治》[Gandhi 1910]）。 

第二种模式，是尼赫鲁（Nehru）模式，主张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印度独

立后，社会主义模式一直沿用了30多年。政府建立并管理着大型的公共部门，并通

过许可机制和进口限制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对私人企业的控制。然而，在20世纪90年

代初，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上述许多限制都被取消，政府也从一些主要部门退

出，这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其中，人们对消费态度的转变更为明显。帕

凡·瓦尔玛（Pavan Varma）（1998）认为，甘地的紧缩政策和尼赫鲁的社会主义

政策都为同一种观念让路。这种观念认为：高水平的消费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从那之后，印度经济迎来了大繁荣，并且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一道成为

全球重要的市场。地位不断上升的印度中产阶级经常从所谓的“发达”国家（有着

完善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的消费习惯中获得启示。这些发达国家的生活

方式通过媒介的宣传和外国特许经营的方式被不断地引进印度。 

根据主流的经济学观点（倾向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较高的消费能力已经成

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消费能力低下则被认为是贫穷和“欠

发达”。为了向“发达”经济体看齐，这些新兴经济体试图达到更高的消费水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努力却造成了负面的后果。他们所仿效的经济发展

模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并可能导致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

等。目前，为了追赶发达经济体，班加罗尔、德里和上海等城市都在不断完善自己

的基础设施、服务行业、交通和通讯。然而，盲目地追赶很可能会导致未来环境不

稳定、社会两级分化等负面效果。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包括社区建设、园艺及重建“废弃空间”等一系列实验活

动的城市Spinning项目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公共艺术项目，2008至2009年间在印度

的两座城市：班加罗尔和德里开展。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关注城市Spinning项目的核

心实验“Pett Puja”（印度语中“填饱肚子”的意思）活动。本章会涉及到由本章

作者之一普莱拉斯·埃比纳夫（Prayas Abhinav）最初设计的一款产品。该款产品是

一个竹制的顶棚。那些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儿可在竹棚下玩耍，或栽种蔬菜，

而成人则把它当作茶馆，还有些人把这里当作一个表演的场所。可能该项目表面上

收获的只是一些由孩子们栽种的蔬菜所做成的食物，但实际上，社区居民的联系的

加强和利益相关者自主意识的提高才是该项目最重要的收获。作为一个产品服务系

统（PSS）项目，城市Spinning项目促进了产品和服务的整合。尽管该系统在给服务

提供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带来益处，但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不仅如此，这个

项目具有多重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影响。我们运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对这些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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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扶持并培养个人和团队的能力，能够使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因此，在讨论项目结果之前，我们首先简述一下努斯鲍姆（Nussbaum）

能力方法的基本原则。

8.2   通过“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来了
解人类需求

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是由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

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的（1993）。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

是一种衡量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方法，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把GDP和家庭收入作为衡量

社会发展指标的方法有所不同。森（Sen）反对把资源、收入和商品（产品）效用

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他认为，应该从特定人口的个体状态和行为中寻找更有

意义的衡量指标，例如，健康、教育、自由流动、政治参与、远离暴力和饥饿等。

能力方法也被称为是人类发展方法，这种方法很受发展倡导者的欢迎，因为它引出

了关于分配公平的问题（根据需要和情境因素，如社会伦理的可持续发展维度等进

行的资源分配），并且强调了非金钱方面的福祉的重要性。能力方法认为，如果有

来自外部适当的支持，个人就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能力方法的提出摒弃了对产品

所有权的重视，转而将关注点放在如何通过对社会参与者进行授权（赋予某种能

力）来使他们获得满足，这也非常符合当代产品服务系统的观念（曼齐尼（Manzini) 

2006 2010；纳拉亚南（Narayanan）2010；山士恩 (Ceschin)，维佐里（Vezzoli）

和金吉尔（Zingale）2010）。

森（Sen）并没有对一系列的能力进行定义，而只是对能力提出了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只有根据具体的背景才能对相关能力下定义(参见森（Sen）和努斯

鲍姆（Nussbaum）1993)。相反，努斯鲍姆（Nussbaum 2007）则对一系列能力进

行了明确的定义。努斯鲍姆认为，可以基于这些能力，制定公正的宪法原则，确保

社会公正。这些能力包括生命权；健康和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感官和想象力；情

感；娱乐；实践理性或判断是非的能力，以及规划人生的能力；掌握自身政治和物

质环境的能力，以及处理与他人关系的能力——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关心和

支持别人的自由，以及被人尊重，不受歧视的权利。努斯鲍姆（Nussbaum）把她的

理论用于观察边缘群体（如印度贫困的女性）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过程。 她的著

作被批评为过于程式化和普救主义——她反驳说，她的理论只是建议性的，每个国

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传统，把能力方法融入到各自的社会体制中

（努斯鲍姆（Nussbaum） 2007）。 

在本章的下面两节中，我们将运用城市spinning计划所支持的能力方法的观点对

其进行研究。这里提及的能力方法的框架是贯穿在社会伦理（人民）可持续维度中

的（曼齐尼(Manzini ) 2006）。它不仅试图帮助城市贫穷的儿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

求，而且还致力于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同时让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能够与社

区成员进行交流互动，而社区成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东西（例如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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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城市Spinning

城市Spinning行动的第一个活动是Pett Puja项目。“Pett Puja”（字面的意思是印

度语中的“民以食为天”，比喻填饱肚子）的目的是使边缘化群体和德里城市中受

歧视的“街头流浪儿童”更能适应德里城区的生活。这一项目由就读于斯瑞施蒂艺

术、设计与科技学院（Srishti School of Art，Design and Technology）的研究生埃

比纳夫（Abhinav）提出。最初，这是一个关于艺术介入社区的实验项目（属于学历

课程要求完成的内容），然而这个项目越做越大，现在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最初的设

想。它还激发了在班加罗尔和德里开展了一系列其他相关实验。Pett Puja项目的灵

感来自埃比纳夫（Abhinav）自己在城市中生活的孤立感，这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不

同的城市社区之间展开互动。通过Pett Puja项目，孩子们学会种植蔬菜，也愿意与

团体中的伙伴们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菠菜和其他蔬菜都种在垂挂在竹棚上的篮子

里（详见图8.1）。这些竹制棚屋从2008年12月12日至21日被搭建在德里繁华的贾玛

清真寺（Jama Masijid）的停车场中。当孩子们收获了足够多的菠菜时，便为街道商

店的老板和行人举办“热汤聚会”。这样他们可以深入社区，照看菜园，并结交到

更多的朋友。这种街道聚会使人们能够在社区内相互分享食物。它的灵感实际上来

源于锡克教的langar（社区厨房）概念，它能够在加强社区凝聚力的同时有助于保障

弱势个人和团体的食品安全。Pett Puja项目借鉴的是一个根植于当地文化遗产的模

式（而不是在局促环境中的各个分散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构造的模式）。这是产品

服务系统在新兴经济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和瓦拉

达拉雅（Varadarajan） 2003；皮宁（Penin）和维佐里（Vezzoli） 2004）。

图8.1 “Pett Puja” 结构

来源： 作者

该项目还带来了一些埃比纳夫意料之外的益处。竹制棚屋还吸引了附近学校的学

生，他们也参与到种养植物的活动中。因此，花园不仅得到来自多方面的“照料”， 

它也成为附近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共享的游乐场地。没有这个竹制

棚屋之前，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互动。棚屋下面开了一间茶馆，由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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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优越，它吸引了很多顾客的光顾，这也给店主（一个失业青年）带来了收入。

店主说他愿意照料花园和棚屋并照顾在这里玩耍的孩子们。其他街上的商贩也开始

偶尔在棚屋下摆摊。棚屋也成了当地艺术家表演的场所，这既为茶馆招徕了生意，

同时也为那些之前没法欣赏艺术表演的流浪者群体提供了观看表演的机会。因此这

个项目扩大了成年参与者的谋生的机会。然而它真正的价值还是体现在流浪儿身

上。在这个把他们遗弃的城市环境中，竹棚为儿童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作为一项毕业设计，Pett Puja项目虽然受到项目时间的限制，但它可以很容易

地被应用到不同的城市场景中。该项目还触发了一系列相关项目：班加罗尔举办了

一个交流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讲故事，换取食物和其他物品。他们的

故事被记录下来并且被重新编辑，用于教学和艺术表演等。在班加罗尔的一个国际

性赛事活动中，艺术家设计了一些与上述竹棚相似的场所，为班加罗尔城市空间提

供了一些临时的流动文化场所。德里的街头流浪儿参与了一项绘图活动，即在图上

标出与他们相关的资源（用以遮风挡雨的树木、玩耍场所和水果等）的位置。那些

历史留下来的能够对社会融合提供支持的资源现在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个

位于班加罗尔的废弃旧建筑工地，被重新改造成孩子们的玩耍场所。在这里，来自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们可以一起玩耍聊天。

8.4 该项目的社会与生态效益

任何儿童都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玩耍空间，需要与其他市民一起参与社交活动、培养

他们作为社会公民应具备的能力（例如责任感、合作意识和自我表现的能力）。在

大多数印度城市，儿童的娱乐空间都被限制在设有边界和围栏的操场和公园。由于

不可预测的交通情况和担心交通事故的发生，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在家门外的小巷里

玩耍。公园在建设过程中，政府通常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玩耍的需求。这些公园尽管

被法律规定为“公共场所”，但只有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孩子会在家人、保姆或

者年长的兄弟姐妹陪伴下进入。公园和操场几乎不允许街头流浪儿童进入。

通过建立一个无人监管、制度宽松的娱乐空间，Pett Puja项目能够激发孩子

的创造力，并使他们能有机会观看并参与到艺术表演中。该项目提高了儿童的活动

能力、情感表达能力、感知和想象力，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见8.2节中关于

努斯鲍姆（Nussbaum）的内容）。尽管开展的时间有限，但该项目仍然为街头流

浪儿童提供了一个玩耍空间。尽管这个项目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所有的社会和娱乐需

求，但也确实为孩子们找回了一种归属感。不仅是棚屋本身，而且棚屋下这块小

小的地盘，成为这些孩子们所熟悉并对他们有亲切感的地方。为了找到使产品服

务系统变得更有吸引力的方法，山士恩（Ceschin），维佐里（Vezzoli）和金吉尔

（Zingale）（2010）主张通过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创造娱乐、社交和加强

社会联系的机会。Pett Puja项目正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的作

用，即培养年轻参与者的能力。

因此，这个项目鼓励被边缘化和疏远化的人群（通常是指那些乞讨、青少年犯

罪和行为不端，及欺负盘剥他人等行为有关的人群）中重新建立起一种可持续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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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益的生活方式。这些脆弱的城市贫民并没有被视为国家福利或者中产阶级慈

善事业的“受益者”，他们已经成为所在社区变革的促变因素。我们可以通过树状

映射图来认识他们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这将促使城市、环境资源，及其与贫困儿

童关系进行重组，这也有助于加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意识，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

认识和理解对城市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

Pett Puja项目通过鼓励儿童与社区居民分享自己的成果，缩小了城市贫民和中

产阶级之间的距离。该项目鼓励这两个团体以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

去相互交流，（过去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仅限于中产阶级在非正式部门为城市贫

民提供就业岗位）。另外，通过让孩子们共同参加游戏和照看花园，该项目也促进

了中产阶级和贫穷儿童之间的互动。流浪的贫困儿童可以和那些家境优越又备受呵

护的中产阶级儿童分享那些他们所不熟悉的技能和资源。这样的互动强烈地冲击了

深深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关于阶级、收入、生活方式，及（正规）教育的等级观念。

这个项目也加强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使儿童不再只是成年

人关怀怜悯（或烦恼）的对象，而是进一步成为有能力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群体。

成年人与儿童群体的划分一直是存在争议且具有不确定性。有的时候儿童所能够

获得的知识、理解和资源成年人未必能得到（瓦伦丁 (Valentine) 1997）。瓦伦丁

（Valentine）（1997）认为，就像成年人有时会做出一些“幼稚”的举动一样，儿

童有时也会像个成年人一样表现得沉稳老练（如展示理性、有自我意识和成熟）。

通过了解儿童的知识、资源和想法，该项目对成人和儿童群体重新进行了分类。 

与环境科学中的主流教育课程相比，城市Spinning项目在倡导年轻市民参与具有

生态效益的社会活动（食品安全和社会凝聚力）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印度的学

校教育一贯提醒学生关注环境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全球能

源危机）。学校会通过一个“告知、教育和警告”模式来教育学生，帮助改变他们

的行为方式。从长期效果来看，与那些具有良好生态效益的，旨在提高个人满意度

和加强社会联系的方法（如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共同治理公园,并且共同分享因此带来

的良好效益）相比，这些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不经意之间，这个项目培养了儿

童无私的品德和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行为。 

在生态学方面，城市Spinning项目利用城市的闲置空间种植作物，缩短了生产和

消费二者之间的距离。食品安全问题这一城市贫民社区的头等难题也得到了有效改

善。城市Spinning项目可以补充孩子的饮食需要，这减少了他们在食物方面的开支，

可以将省下来的钱用于购买其它的生活必需品。尽管该项目没有完全解决孩子们的

营养需求，但至少这些远离化肥和农药的纯天然绿色蔬菜，给他们提供了身体成长

所必须的营养。

城市Spinning项目还促进了闲置的不美观的空间（如停车场和废弃的建筑工地）

的创造性再利用。它向人们展示了城市空间再利用无需依靠昂贵的，不可持续的资

源密集型新项目的建设。这一项目为如何促进低消耗（即无需建设俱乐部会所和娱

乐中心）的社区互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约翰·萨拉卡（John Thackara 2010： 

31）认为，街头的热汤聚会有利于居民共享食物、技能和地方性知识，这是“可持

续性设计的核心任务”。因此，它使两种经济能够共生：茶馆的商品经济和邻里间

食品交换的非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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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齐奥·曼吉尼（Ezio Manzini）认为，可持续解决方案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各种方式有所不同，它减轻了环境影响，同时支持一种新的更有利于加强社会联系

的方式（2010：14）。Pett Puja项目中使用的棚屋利用的是当地材料（竹子和麻

绳）制作的廉价的临时性建筑。设计过程依靠本土技术，建造和拆卸也都非常方

便。装配和运输过程不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也不需要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该

建筑非常简单，本身造价也不高，却是环境可持续技术的一个典范。然而，作为社

区园艺、娱乐和表演中心，其附加的社会和文化含义对周围社区更是产生了无形的

影响。它重组了社区内和社区间的关系，并且对公共空间进行了再利用，使其能够

满足个人和社会互动的需要。通过将情感（非商业性的）、交换活动和艺术表演三

者相互融合的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促进城市社区的和谐发

展。在这个人与人相互疏远、庸俗和丑陋的环境中，人们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愉

悦、友爱和快乐，这使市民在这个公共空间中重新融入社会，找到归属感。公共环

境逐渐被个性化，其危害性也因此降低了。

这一项目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僵化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工作和娱乐间的二分

法，商业的和非商业间的二分法，艺术和实用间的二分法。它对一些与城市生活相

关的，且被大众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一个人必须通过工作赚钱来购买

食品的观念，儿童在公共场所玩耍不安全的观念，以及不允许“与陌生人说话”的

观念。这一项目对公共空间进行重新定义，使其成为各年龄段市民都能开展互动，

共同创造有意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的地方。通过对停车场或建筑工地创

造性地再利用和改造，该项目创造了一个可以享受惊喜、快乐和友情的体验空间。 

8.5 设计中关注人类的需求和能力

城市Spinning计划对努斯鲍姆（Nussbaum，2007）所提出的部分基本能力提供支

持：身体健康，娱乐和社交能力。同时，它也使其他能力得到发展，比如健康，对

环境的控制，建立友好人际关系以及保持良好的情绪。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无家可

归的孩子能以更多不同的方式设计他们的未来和生活，理解他们能够为社区做出贡

献的价值，并且培养他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观。该项目并没有解决孩子们所需的所

有生活需求，如基本营养（非补充性营养）、洁净饮用水、足够的医疗保障和（正

规）教育。但是该项目在提高孩子们上述能力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们能认

识到他们也是对社会有有益的群体。

根据努斯鲍姆（Nussbaum，2007）的能力方法论，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 

1994）阐述了在“人类需求”框架内的可持续性问题。克拉克（Clark，1994）强

调了与他人分享世界观以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性。群体归属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

当自己的群体面临威胁时，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甚至会产生暴力行为。与

群体归属感一样，个人自主性也是一项需要被满足的基本人类需要。因此，个人自

由和群体的整体协同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克拉克

（Clark） 1994：181）。在可持续性的框架之中，克拉克（Clark）认为，如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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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条件得不到满足，人类社会将倒退，并且会存在“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社会行

为，从而导致环境破坏”（克拉克（Clark ）1994：182）。  

争夺资源而引发的冲突往往是造成这些与社会环境不相适应行为的原因。而克

拉克（Clark 1994）认为，南部新兴经济体中，日益活跃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个

人主义正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加剧了对资源的竞争。对于街

头流浪儿童，这种资源竞争可能表现为偷窃或其它反社会行为。当个人被社区疏远

时，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获取稀缺资源。如果个人不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也

就是说，不与他人发生任何社会联系，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为了获取资源而违反社

会规范。相反的，如果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这样的人往往会表现得相对更无私一

些。

Pett Puja项目充分利用这种人类的固有特性，鼓励个人与他人分享经验。参与

到这个项目中的儿童第一次与普莱拉斯（Prayas）进行互动。在互动中，普莱拉斯

（Prayas）得以了解他们，并决定把棚屋赠送给他们。后来，通过在花园里共同劳

动、耕种作物以及制作和分发热汤等活动，他们进一步拓展了他们自己的小社区。

近邻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看到了这个围绕植物种植展开活动的多功能社区，也自发

地参与其中。因为人与人之间这样有意义的互动（无论是基于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

互动）无疑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茶馆老板和街头表演艺人也因此有机会加入到这

个社区之中。

正如努斯鲍姆（Nussbaum）和克拉克（Clark）所提倡的那样，从发展的角度

来关注人类的能力和需求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从设计角度来看，一直以来都特别强

调这些价值。理查德·步凯纳（Richard Buchanan）对设计的功能更是大加赞赏，

认为“当人们在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展现自己的生活时，设计“支

撑并加强了人类的尊严”（2000）。他指出，设计应该以人为本，而非以用户为

本。这两个概念间细微的差距在于关注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以设计来迎合终端用

户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Pett Puja项目中的棚屋可谓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一

个典型代表。尽管项目时间有限，但是棚屋设计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以

及邻近社区居民的生活），远远不只是为儿童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伊尔斯·欧斯特

拉肯（Ilse Oosterlaken）（2009）做出了与步凯纳（Buchanan）相似的论断：为

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方案时，运用以能力为中心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欧斯特拉肯

（Oosterlaken）倡导参与式的设计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考虑到了会影响人类幸福

生活的多个不同方面的需求、能力和环境。本章主要讨论能力方法是如何促进设计

实践的。我们已经讨论了能力方法被用于进行回顾性评估。另外，它也可以用来作

为整个设计过程的指导方针。设计伊始，设计师需要思考，如何使他们的设计能够

支持人类能力的发展，并在设计过程中不断继续思考该问题。然而，不应该让这种

做法限制设计过程。我们应当牢记，设计经常会产生出乎设计师预料的结果。

8.6 结论：产品服务系统经验教训

有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了：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从城市Spinning项目中获得了什

么经验教训？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应当要问：这一项目是否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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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周期短而且资金不足，许多结果只造成短期影响。项目结束后，街头流浪

儿童也许不会再对园艺感兴趣，重新开始乞讨甚至偷窃食物，中产阶级的儿童很有

可能重新回到他们所属的社区，茶馆主人和其他摊贩则有可能受到街头罪犯和警察

的持续威胁，继续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然而，实验的成功和人们热情的参与表明，

如果这个项目能长期进行下去，一定能获得成功。

当该项目能继续开展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寻找种子资金。埃比纳夫

（Abhinav）相信筹集资金的最好途径是通过给街头摊贩群体或是代表儿童利益的非

盈利团体提供小额信贷。只要资金到位，项目的运营就可以自行维持下去。另一个

挑战可能来自当地政府官员，他们总是对街头摆摊持怀疑态度；应当说服政府给项

目提供充足的空间并减少对这些项目的干预。政府认可和融资也会有其局限性，可

能会呈现等级化、官僚化以及僵硬化等缺陷。我们要努力确保项目的有机性、直观

性，并使其充满情趣。

在较短的项目运营周期内，该项目成功地为居民的娱乐、合作和谋生提供了空

间，但我们不可以凭借如此短的周期来评估其长期影响。不仅如此，这一成功也应

归功于埃比纳夫（Abhinav）对该活动的热忱和初期他与儿童建立联系的能力。这一

项目的成功也受到他个人性格的影响。因此，在能够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之前，

由不同发起人开展这些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产品服务系统（PSS）设

计项目也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可持续项目，城市Spinning项目的成功源于以下许多因素。该项目规模

小，成本低，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项目由当地人进行管理，而那些拥有归属感的

人也都可以加入这一项目。因此它符合曼齐尼（Manzini，2010）所定义的当代可持

续发展计划的四项重要特征中的三项。这四项特征是：规模小、公开、本地化和具

有联系性。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埃比纳夫（Abhinav）没有能够实现在整个城市

范围内创建一个相互联系的，能够用于交换食品、商品和其他技能的Pett Puja棚屋

网络；因此尽管项目确实创建了不同社区和团组之间的联系，但具有联系性这一特

点并没有完全实现。

该项目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娱乐性、趣味性和直观性等特点。与以往可持续发展

计划的常用方法不同，该项目没有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而列举事实和数据使人们对未

来担忧，也没有营造消费的负罪感。相反，它运用一些对儿童来说相对简单易行和

轻松的方法来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些方法包括游戏、社会互动、讲故事和体育活动

等。能够敏锐觉察到年轻参与者的各种需求也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一实验收获的最重要的经验可能就是，在没有严格遵循常规设计流程

的情况下，产品服务系统项目如何保证其效果。埃比纳夫（Abhinav）运用的这一

套有机的、直观的以及结构相对松散的方法使项目超越了最初的设计，展现了自身

鲜明的特点。这套方法对最终结果没有做预先设想和期待，旨在促进各种关系顺其

自然地得到发展。在棚屋项目中，利益相关方收获了出乎设计师意料的成果。在参

与过程中（凭直觉地而非有意识地参与），这种平等的参与方式很快地就使利益相

关者和用户都因为棚屋这个空间而产生了主人翁意识，而这种意识跨越了参与者年

龄、阶层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尽管产品与最初设想基本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和系统的自然发展，项目所能提供的多层次服务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在一定程

度上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投资者，非政府组织或政府会在项目背后控制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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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进程。因此，在这一实验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得到的另一个经验教

训是，要重视终端用户对项目结果产生影响，而不能仅仅关注设计项目资助方的影

响。自上而下的政府法令并不鼓励那些没有受到监督的活动。因此有信仰是很重要

的，正如萨姆尔·赫斯（Samuel Hess，1998：291）所言：“一些公益事业也可以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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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推进社会可持续性创新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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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社会创新设计
可持续生活方式产品服务体系设计
初探

巩淼森
中国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9.1 中国的社会创新——营造可持续的和谐社会

中国正在把工作重心从经济发展逐步转移到可持续发展上来，这是一个新的转变。

与此同时，政府又做出一个新的决策——创建和谐社会。面对这些紧迫的问题（环

境和社会），我们也期待美好的社会发展愿景（和谐社会），对于促进中国的可持

续设计研究和行动议程而言，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为实现可持续生活方式而进行

的社会创新是打开可持续和谐社会大门的钥匙之一。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方式来体现。2006年10月16日、17日在北京举办的“国际社会创新会议”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是有史以来该行业第一次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 

2007）、杨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CCCPE）共同举办的重大会议。在此之后，社会创新的发展获得政府机构的大力

支持。 

此外，自下而上的创新举措在中国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很多有发展前

景的基层社会创新案例被广泛收集和研究，作为创新社区CCSL项目（梅罗尼

（Meroni）2007年），如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ing Agriculture），拼

车、团购、合作居住、老年互助服务、邻里互助、时间银行和重振自行车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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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类型的案例不断涌现，并扩散到许多不同地区，融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随着社会创新的不断开展，一些新的现象，如拼车（Car Sharing）、拼客

（Pinke），团购（Group Purchase）、社区支持农业（CSA）也在中国蓬勃发展起

来。这些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富有创意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

地涌现出来。 

以拼车为例，这一服务体系把上班同路的有车一族和无车一族联系在一起。

它在服务参与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共同的价值，既改善车辆交通又减少了经济开

支。因此，这一体系降低了交通的生态足迹并增加了社会参与性。比较一下中国

（CCSL，2007）与欧洲（EMUDE，2006）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现两国其实有许多

相同的服务理念，只不过形成的背景各异。比如，在中国“拼车”的人们主要考虑

的是经济因素而非环境问题。但是，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洞悉中国可持续生活

方式的发展（巩淼森等 2008）。因此，提出更有前途的案例和举措，可能会使中国

创建可持续社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9.2 基层社会创新的设计实践

为了更好地了解设计在促进基层社会创新（尤其是协作服务）方面的作用，在过去

的几年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与米兰理工大学设计部门共同协作，开展了一系列的

行动和研究项目。它们是以设计工坊的形式进行的，其中，中国学生同时与来自两

所大学以及其他合作团体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协作。他们专注于特定的主

题，每个项目团队针对中国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具体服务体系提出一些新的建议。通

过这些尝试性的设计实践，探讨设计师在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9.2.1  Chita08：协作服务和移动通信

CHITA08项目是意大利和中国两所设计学院教学和研究的合作项目。重点研究如何

在以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

项目如何借助移动通信技术得以实施。相比欧洲的实践，这是在中国背景下对社会

创新所进行的试验。在江南大学，27名学生和9个拥有多元文化和多学科背景的教师

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工作坊活动。 

开始，各组学生被要求做实地调研，确定在当地要开展的项目主题。然后，根

据实地调研，确定该产品服务系统（PSS）项目的思路。最后，利用产品服务系统

设计工具，例如：故事板、系统图和视频模拟等，产生了6个以无锡为背景的产品服

务系统设计方案。他们分别是食品网络、交通服务、医疗保健、场景故事、外来务

工人员和户外运动。这些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侧重于概念上的设计。相比于

问题的解决方案，它更注重交流与沟通。这次工作坊针对中国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提出了更多前沿的服务方案，而非后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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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创意形成和设计情境

来源：Chita08

9.2.2  Desis09-JU：社会的创新与社区服务

DESIS09是米兰理工大学（Polimi）与DESIS中国的创始成员之间的协作项目。这是

一个以设计为导向的教学与研究项目，旨在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创新设计。在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共有7组28名学生参加了该项目。 

在工作坊期间，他们以无锡本地情况为重点进行调研，确定了7个受社会关注的

案例，其中包括拾荒者、老年股民、封海时闲暇的渔民、志愿献血者、素食主义运

动者、报刊亭销售商、广场舞者。通过这些调研，他们收集了自己的目标“用户”

的数据并进行了分析，确定了各自的设计理念。此外，还组织了一些短期的小练

习：用户游戏工作坊，气球模拟工作坊，行为工具工作坊，以进一步发展完善设计

理念。最后，工作坊的成员们生动地描绘了在无锡居住的各类人群，并通过设计来

改善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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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用户游戏

来源： 张宪

9.2.3  DESIS10@Wuxi：生态农业与健康饮食 

DESIS10@Wuxi是江南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的另一个合作项目。它是以食品网络为

特定主题的产品服务体系设计工作坊，主要针对无锡当地的城市农业和社区支持农

业（CSA）。这个项目一方面是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旨

在从根本上改变主流食品加工行业和消费模式，而这种消费模式已被广泛的认为是

不可持续的。通过一系列系统化设计，该项目还考察了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富有

活力的新型关系。28名大四学生和研究生在6位来自不同学校、具有多元化背景的

导师团队的带领下，参加了本次的工作坊。最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5

个设计方案：隔壁蔬菜（Next-Door Veges），快乐种植（Happy planting），生长

（Grow），共同种植（Co-planting）和有偿教育（Feeducation）。这些提议为解

决农业和食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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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在生态农场实地调研

来源：作者

9.3 中国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设计情境

设计工坊构建一系列的设计情境，提出并开发了许多概念和方案。他们为未来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范例。作为设计练习，这些提议大多仍然处在设计过程

中，尚未实施。其中有些观点可能会被认为是幼稚的，或者是因为太复杂、不易实

现而被否决。然而，它们不完全是乌托邦，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基于实地调查和问

题分析而制定的，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基础。 

这些实验性的设计理念为新的商业模式和中国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实践提供了

崭新的创意、广阔的视野和有趣的提议。它们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社会创新设计的应

用：关注技术应用和移动通信如何促进协作服务的问题；关注某些处于社会边缘

的特殊群体，以及我们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注生

态农业，并重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些方案从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展示了许多

有关中国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愿景，比如重新组织移动服务（“出租车拼车”（Taxi 

Pooling））、分享个人旅游经历(“旅行足迹” (Footprints))、加强移民的社会凝聚

力(“自豪馆”（Pride House）)、实现多方交流（“怀孕母亲交流平台”（Mom’s 

Talk）），构建食品网络(“寻找新鲜食品”(Finding the Fresh），“共同种植”

（Co-planting）和“养育”（Feeducation))、实现社区支持农业(“邻家蔬菜”

（Next-Door Veges），生长（Grow）和“共同种植”（Planting Together）)以及

完善社会的基础设施(“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总而言之，它们是

参与式的协作服务，可以作为社会创新被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这些设计过程和结果

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初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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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本土背景下的设计

这些工作坊的研究结果体现了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与清晰界定系统语境之间的关系。

基层群众的社会创新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事物和自上而下的干预实验发展起来

的。换句话说，它是在具体的、有创意的场所（弗兰奎利拉（Franqueira）2009）

由协作社区的那些有创意的成员（梅罗尼（Meroni）2007)共同协作产生的。这是

为什么实地调查和其他的调查工具是产品服务系统设计过程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尤

其是在创意生成和问题设定阶段。在以上的设计实践中，团队工作将从实地调查和

人类学研究开始，由此来说明真正的问题和机遇，而非仅仅依靠假设。然而，在大

多数的提议中，产品服务系统的创意都能够很好地适应本土语境。比如，“昨日重

现”（Yesterday Once More）是一个数码平台，人们可以把对某个地方的记忆保存

在那里，并通过当地专门的移动服务，与大家分享他们过去的故事。当代中国大规

模的城市化建设，改变了城市社区的原有的基础设施，这个创意才得以应运而生。

它以当代中国大规模都市化为背景，而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破坏了原有社会结构。 

“合作种植”（Co-planting）主要是针对当地社区支持农业项目所面临的问题，

参与者们发现他们很难定期参与所要求的活动，因此，需要依靠共同承租人和合伙

人来照看他们种植的植物。同时，设计干预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当地环境的可达

性，而这是一般的设计过程和方法无法达到的。

9.3.2  为特定目标设计

这些服务系统的设计过程对“谁是服务的使用者”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讨

论结果表明，这些情境的目标人群是非常特殊的。这里的所谓“特殊”并非指人口

统计学的群体或者市场细分，因为这些方案不能够被普通人的观念所接受。比如，

对于那些想要保护自己不受陌生人打扰的孕妇来说，就很难参与到“怀孕母亲交

流平台”（Mom’s Talk）中，因为该项目正是旨在促进孕妇和新妈妈与医生的交

流。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服务并非适合所有人群，而只针对一些特定的、有合作意

愿的以及符合主题情境的人群。因此，设计师要精确定义目标人群，这个特定的人

群需要通过仔细探究来选择而不是草草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有前景的创意和提

议最初都主要以特定的情境和人群为背景而设定的，因为大环境并不是项目的理想

环境。设计师一定要寻找及定义那些社会创新的先驱者。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先驱

者有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储备去践行一种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一旦协作服务开始运

作，并成为这些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惯例的时候，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和传播。 

9.3.3  共同创造的设计

创新设计是个复杂的交互过程，各方面人员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协作。创意设

计由设计师、终端用户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考特姆（Cottam）和莱德彼特

（Leadbeater） 2004)。在工作坊中，设定的终端用户不仅参与到设计过程的初始阶

段和定义问题的实地考察阶段，而且还参与到创意和解决方案的制定阶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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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食品网络的（“寻找新鲜食品”(Finding the Fresh)）或者实现社区支持农业

的（“邻家蔬菜”（Next-Door Veges））提议中，除了在实地调查阶段设计师需要

参观农场和访问农民之外，他们还需要参与到整个设计过程中。一方面，设计师与

农民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推进了设计进程，创造了新的成果。他们自发地参与共同

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设计师不仅要做设计，而且需要整合系统中不

同的参与者：耐心地与他们交流并努力理解他们的想法。另一方面，系统中其他的

参与者也是“业余”设计师。通过营造友好的设计氛围和提供得心应手的工具，鼓

励他们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这都是很有必要的。由于相比于传统的设计过程，这

个过程更加复杂，合作创造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设计师的经验、知识和方法。

在传统的设计中，跨学科的合作往往意味着要与市场、技术方面的人一起工作，只

是，用户仍然是用户，并没有参与到设计过程中。在这点上，共同创造过程却显示

出不同之处：它不仅仅是跨学科的，而且其创造过程不只包括不同的参与者，还包

括了最终用户。 

9.3.4  为重建信任而设计

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较高层次的信任和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这是在服务系

统设计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社会城市化和个体独立化的

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逐渐降低，关系日渐淡漠。面对这种信任危机，重

建并加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成为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来源于已有的概念，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所以它本身

就存在相互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系统为信任重建提供了机会。比如，在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的案例中，参与者来自同一个社区，所以他们能很好地了

解对方。在“邻家蔬菜”（Next-Door Veges）案例中，小规模农户提供的有机食物

并未经过认证。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形式的农产品是健康的，因为它们是小规模生产

的，特别是与那些生产流程很长且不可见的连锁超市相比，这种优势更加明显。 

9.3.5  新商业模式的设计

商业模式是产品服务系统设计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商业的视角提出服务理念

和概念。然而，在协作型服务的设计中，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尽管项目中

这些被定义的问题或举措通常被传统商业部门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服

务理念是以社会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为前提的。此外，这些服务很少是以商业为导

向的，如事业单位。它们涉及到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

会组织部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短时间内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不能带来利润，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在未来创造价值，这里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无

论如何，设计项目需要为新的提议定义新的商业模式，例如，“自豪馆”（Pride 

House）的解决方案能够增强社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凝聚力，培育外来务工人员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新商业模式设计的利益主体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到其中的当地政府、

移民工人协会、当地社区、技术开发者和移动通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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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结论

文中所说的这些研究并不是为社会创新和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做一个综述和概

括，也不是为了给某些具体问题做出可靠的结论。相反的，本章旨在提供在江南大

学设计学院这一特定的环境下有关这个课题的前沿探索的相关信息。江南大学是国

内最大、最早创办设计学院的一流设计院校之一。基于这个条件，社会创新以及为

社会创新而进行的设计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设计领域都是一个很新的课题。更有

意思的是，这些研究和实践又可以引发新的讨论和研究。时至今日，这些研究取得

了一些初步成果。首先，通过引进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方法，社会创新成为传统设

计院校的一个新的设计课题。老师和学生开始意识到这是个新的设计领域和新的设

计教育方式。其次，设计干预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本土的设计语境，这与欧洲及

其他地区在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三个维度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就技术这个维度中

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是一样的，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公民社会背景相对薄弱，

重建信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给我们的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有些具体课

题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而且，众所周知，设计院校可以作为一

个专门的机构，在推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方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设计院校不仅

是培养未来设计师的摇篮，也是可持续创新的孵化器。在这个研究中，此观点得到

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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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计与社会创新
网络与社区的设计实践和方法

季铁，杨秋月和王伟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10.1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近30年发展最快的国家，遇到了经济与文化发展严重失衡问题。  

表面上，以区域经济为中心的辐射扩张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如基础建设、GDP发

展、房地产业、城市化和时装产业等方面的成果显而易见。但是，在“人”的生活

方式、公共福利、文化传承与发展、伦理道德与信仰等方面的发展则相对滞后。迅

猛的城市化已经破坏了许多地区文化和传统社区。无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

人地关系的急剧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累积了许多问题和矛

盾，而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都集中在基层社区。宏观社会经济的变迁引发了城市基

层社会的动荡，在“工作单位”体制和“街道居委会”体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1，如

何重新整合“原子化”的个人以及逐渐“支离破碎”的社会单元，成为迫切需要解

决的重大问题2。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作为国家治理的需要，还是公民社会意识的

需要，“国家——社会——社区”的分析框架成为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社区矛

盾”也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1 “原子化”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原子说，该理论认为个人在分析社会生活时

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原子化”在此是指中国人口，他们正趋向于成为自我为中

心、平等和理性化的社会单元，这些单元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聚合社会。

 2 “工作单位”体制和“街道居委会”体制是中国政府城市管理的基层管理体系。随着市场

经济的建立，传统单元体系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而社区系统发生了上述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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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领域在过去十年中也经历了许多挑战。设计的重心已经从“物”的设计

转向服务设计、信息设计、商业模式设计、系统设计等“非物”层面的思考（桑德

斯（Sanders）2006；伯恩斯（Burns）考特姆（Cottam）凡斯敦（Vanstone）和

温浩（Winhall）2006；桑德斯（Sanders）和斯塔普斯（Stappers）2008；麦格

（Mager）2009；曼齐尼（Manzini）2009b。一方面，设计总是想用新的科技手段

无休止的满足和刺激“人”的欲望和想象力，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在这些

产品的影响下被重构、从而滋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作为一

个重要的构想者和实施者，到底该如何平衡“个人的物质需要”与“社会的公共属

性”。这个问题需要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进行深刻反省。

设计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在一般的用户研究里， 

“人”往往被作为“个体消费者”来研究。但实质上“消费情境中的人”只是“人

的一种瞬间的状态”：大多数情况下人是处于其他的社会情境中。因此，本文的研

究目标是尝试将“人”置于不同的“社区”中，探索以“社区”和“社区中的人”

为中心的设计研究方法。探索设计应该如何参与社会创新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设计者可以成功解决什么样的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各种不同特点的设计师应该以

什么样的方式协同设计？

10.2 设计目标与方法

文献显示，传统农村社区出现的问题与现代都市社区出现的问题大不相同。下面的

章节中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相关实践。

10.2.1  传统社区与城市社区的目标

基于地域、血缘、信仰、地方文化的连结，传统社区原本就存在较强的社区认同

感。其社会实践的主要目标包括（刘新 2008）：

 • 维护原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正因为传统社区人口减少而受到威胁

 • 鉴于来自农业的收入不断下降，应适时促进农村产业多元化，刺激当地经济

发展 

 • 在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对公共场所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加强社区意识

 • 鼓励可持续发展类型的社会实践，以促进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

合理利用3

 3 据报道，中国有些拥有非常好的环境和文化资源的地方在寻求通过旅游业来发展经济，但

最终却造成了污染和生态破坏。针对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目标，这就是“理

性地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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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宫崎清的社区营造方法在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激发了大量的相关创新，

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铃木（Suzuki）和宫崎（Miyazaki）2008）。这些实践来源

于早期的社区身份和当地知识。

多元化的城市社区的社会需求截然不同。城市社区异质的人口结构、高流动

性、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使得城市社区中的社会关系远不如传统社区那么紧密。

相对传统社区而言，城市社区处于更为广泛的系统联系中，人们应该从整个城市

的角度研究，而不仅仅从有限的、狭窄的物理角度研究，那样会忽略了外部环境

的影响。针对城市社区的社会实践主要关注以下目标（刘新（Liu）2008；兰德里

（Landry）2000；勃兹（Bolz）等2005）：

 • 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区空间和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

 • 缓解城市社区空间阶层化问题、兼顾社会公平、避免社会阶层对立

 • 建立城市社区的独特性，以减轻全球化倾向对个体独特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与居民生活质量

 • 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的挑战

 • 通过建立特色社区创建城市品牌，在知识和体验经济主导的时代能够吸引更

多资金和人才

巴塞罗那城市重振社区的规划方法；曼齐尼（Manzini）等学者对都市可持续生活

情境的构建；多特（Dott），艾迪欧（IDEO），生活|工作（Live|work）等设计

机构和参与者通过服务设计方法所进行的社区建设；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在“未来城市（cities of the future）”，以及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中对未来城市的思考，都是城市社区社会实践的典型

代表（曼齐尼（Manzini）和耶由（Jegou）2003；耶由（Jegou）和曼齐尼

（Manzini）2008；勃兹（Bolz）等人2005；兰德里（Landry）2000）。

从传统社区到城市社区的变迁是一个差异化消失的过程。知识结构上逐渐从地

方性知识主导转变为全球化知识主导。同时，地域、血缘、信仰、地方文化等传统

社区的社会连结因素作用减弱，而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爱好等连结因素作用增

强。生活形式的多元化和个人化是未来城市社区的特征（兰德里（Landry）2000；

弗罗里达（Florida）2002）。新兴社区的利益将维系在“弱关系（weak ties）”和

偶然承诺上。多元化与个性化风格的社会对以地域为连结、强调以参与构建社区认

同的方式提出了挑战。然而，全球网络基础构架的传播为信息和社会网络提供了工

具，为重新连接那些松散化的个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虚拟社区和移动社区未来可

以成为把有创意的市民联系起来的神奇空间。

10.2.2  设计网络和社会创新

根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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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z）的“地方性知识”的论述，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实践或者有创造性

的行动，需要有一种结构形式（权力）的结合才可以执行。虽然“设计”在这个年

代已经被社会和舆论推到了“时尚”的风口浪尖，一些设计精英也似乎开始热衷于

参与一些公众性的讨论。“中国创造、国家创新体系、低碳设计”等概念的热炒在

某种层面上反应了国家治理者的战略思考，但本质上，设计师在参与社区改造的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随机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设计者最多是处于一种社会力量

的位置和一种服务者的角色。换言之，一方面设计师往往是作为一种“外来者”参

与设计。在社区中的各种不平衡的“权力”和“资本”运动的对抗中，无法获得一

种实质的结构形式参与。另一方面在基于社区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如何获得“地

方性知识”，以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the native point of view）创造性地推动社会

创新？我们相信，设计师参与社区的社会实践可以更有效地构建多学科的设计网络。

通过回顾现有的社区实践，我们发现，设计师都习惯运用自己的学科来认识和

解决问题。设计实践者们往往以自己的领域和角度去解读问题，例如建筑、规划、

工业设计、信息设计或者视觉设计。这些实践者之间的设计活动往往分割开来，几

乎没有一种可以协同参与的方法。而事实上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有的问题和

需求是相互关联的。单一的设计不能全面的解决社区的问题。目前，设计学科的变

化，不管是转化设计还是战略设计其特征都强调了系统性和多学科的结合（伯恩

斯Burns），考特姆（Cottam），凡斯敦（Vanstone）和温浩（Winhall）2006； 

梅罗尼（Meroni）2008）。此外，“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科斯特

（Castells）2000）展现了组织网络的重要性：未来基于网络的“虚拟智能社区”。

在这个过程中，以社区为基础的设计实践和社会创新、知识平台建设与组织设计因

此可能成为让设计师参与其中的可行方法。这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基本工作

方法。

强调地方性知识解决了设计师的角色问题，知识平台的构建回答了如何获取地

方性知识的疑问，而组织设计则提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多学科合作伙伴的参与方

式。这种设计方式将使设计拥有更具张力的结构形式4与社会认同（通过创新网络、

设计网络、社会网络等）去参与社会创新，促进网络的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

区建设。

10.3 案例分析：传统社区中的社会创新举措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全县人口22.5万人，其中侗族人

口占78.4%。境内生态环境极为秀美，民族文化保存完好，被誉为“侗族文化圣地”。 

虽然通道物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4%，年产商品材17万立方米，但经济形式单

一，至今仍然是全国贫困县，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756元。 

 4 物理学中的张力是指弹性物体拉长时产生的应力。它有助于保持物体的原来状态。这里

的“张力结构形式”是指通过这些网络，克服社区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阻力，从而使得创新

成果更具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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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中，我们希望整合不同专业和学科团队的优

势，通过合理的村镇规划、生态旅游开发、信息与物流网络建设、产品与服务系统

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综合举措，建立一个国际化的设计创新联盟和基于网

络的信息平台。在保持当地居民和谐生活形态的前提下，通过设计使得这些地区能

够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特点获得发展机遇，并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主意识

和产业创新。 

为了深入理解通道所面临的问题，诺基亚研究中心（NRC北京）5与湖南大学设

计学院（HNU）6合办了一个研讨会，做了为期20天的实地考察，对当地居民的生

活有了深入了解，这为设计提供了有利支持。整个团队被划分为了5个小组：社会学

研究小组、互动设计小组、环境和工业设计小组、影像设计小组和视觉设计小组。

团队采用了实地考察中的直接观察、参与式观察、非结构性访谈、乡村快速评估

（PRA）、社会影响分析（SIA）等方法。当地4个村庄的25户以上的家庭参与了本

项目。28名当地村民接受了正式的访谈。

10.3.1  关键概念

以下术语是一些重要的概念，因此本节将对它们进行详细阐述。

本土的

项目设计中应当首先考虑当地人的因素。文化多样性与自然的多样性一样重要。它

有利于整个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中个性化的体验与需

求，关注根植于不同文化群体中文化的适应力与变迁。我们应该和当地人一起寻找

他们自己认为满意的生活方式。 

连接的

项目将经济边缘化地区与全球网络相连接。当下，在全球网络的影响下，文化交

流、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

言，它们已经失去了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如何凭借其仅存的文化优势和

资源特点，以最小的成本融入全球化的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发展生态旅游、

有机农业、林业深加工等有地域特征的产业？如何建立基于网络的交易与传播平

台、增加就业机会？ 

 5 一个包括16位高级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包括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和芬兰的专家。

 6 HNU 小组拥有50为成员，由教授、医生，以及来自工业设计、建筑、景观、城市规划、环

境保护、信息，及视频艺术等行业的毕业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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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

项目通过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本地化来打造可持续发展社区。可持续的范围已经从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基础建设领域延伸到生活形态与消费方式的可持续设计，从

产品的环保设计延伸到社区的服务设计与创新。

10.3.2  社会需求

杨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将社会创新定义为“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并改善人

民的生活而产生的创意”（周若刚（Mulgan）2006）。对社会需求内容的定义是农

村地区社会创新的起点。波（Pol）和维尔（Ville）（2009）认为，社会创新应该惠

及广大人民，他们的主张成为我们筛选社会需求的主要标准之一。我们将通道地区

主要的社会需求总结为两大类。

10.3.2.1 生活、生产与消费方式

原始的古村落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也是通道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与视觉特征。当

传统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他们发展需要的时候，一切都需要改变。人地关系的变化

促成了变卖资源、商业与旅游发展、外出务工等新的经济形式的出现。农民辛苦十

年的积蓄变成了古建筑群中新建的瓷砖房。如何在满足村民重建需求的同时，保护

古村落景观？如何利用传统的文化与手工艺技艺提升家居生活品质？农民们是无法

独立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原住民一起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 景观：保护原始村落景观和发展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建筑样式

 • 家居：利用当地的材料和手工艺提升当地居民的家居生活品质

 • 利用当地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

10.3.2.2 交流方式

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妇女以及老年人成为村里的主要成员。与此同时

大量新的通讯与信息交流方式涌向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中承诺的服务真的可以让

他们维系原来的和谐交流方式吗？新的社交网络服务可能已转向了这些有着新兴的

生产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青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教育、社会知识学习与通讯平

台建设需要当地知识和沟通系统的支持。因此，本土社区、个人交流方式等用户研

究和虚拟社区构建方法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 家庭：当地青壮年常年在外，他们如何与留守家中的父母、妻子和子女进行

情感联系？

 • 经济：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让通道重新融入全球化的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

中以获得发展机会？

 • 文化：如何利用当地传统延续当地和谐的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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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知识平台与组织设计

正如之前提到的，为社区和社会创新时，建设“知识平台”与“组织设计”要优先

于实际设计。 

知识平台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当地情境(local context)和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另一部分来自于跨领域和跨学科知识团队的知识背景。本地知识包括

当地各种形式的资本，三种主要的类型为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行为资源。地方性

知识通过对当地政府、居民及其他组织的访谈、实地观察，以及阅读当地的书籍、

历史、故事而获取。多元化团队的知识背景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察与解读的视角，跨

领域的合作还为系统性社会创新创造了条件。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关键是保持思想开

放并进行相互交流。交流可以采用报告和小组讨论等方法。知识平台的建立是一个

获得设计能力的过程，也是吸引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实现跨学科交流合作的基础。

研究组织设计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明白：谁来扮演社会创新的角色？

罗宾·默里（Roblin Murray）在《危险与机遇》（Danger and Opportunity）一

文中指出，新的社会经济将分为国家（state）、市场（market）、慈善（the grant 

economy)和家庭经济（the household）这四大领域，并且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跨

领域的合作（默里（Murrary）2009）。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将社会创

新描述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创意在参与解决问题的各参与方中

不断涌现：终端用户、草根技术专家、企业家、本地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曼齐尼

（Manzini）2009b）。以上学者的论述对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创新主体的思考不无启

发。本文将主要的创新角色概括为政府（state）、慈善经济（the grant economy）、 

企业（market）、农民和其他社会团体(the household)。根据对这些角色的设定和了

解，我们构建了本次项目的联合创新组织。 

图10.1“新通道”组织设计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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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设计内容

克雷兹曼（Kretzmann）和麦克奈特（McKnight）提出了以资本为本的社区发展模

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并提出只有以资本为本的社区发展

模式才能帮助我们摆脱“需求驱动的死胡同”（the needs-driven dead end）。波伊

尔（Boyle），斯雷（Slay）和斯蒂芬斯（Stephens）也曾多次强调了“从人们已有

的能力出发（building on people’s existing capabilities）”的观点。设计机会潜藏

在资产的整合和社会需求当中。他们的发现是基于设计团队对于当地环境和知识的

解释的。

表10.1 设计机会

来源：作者

设计机会

智慧+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

自然资本

行为资本

……

有利条件

Ú
社区资产

不利条件

Ú
社会需求

振兴经济

社会资本的保留

基础设施改造

文化遗产

……

 

在新通道社会实践中，我们尝试联合“规划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以及信息服

务设计”建立协同的社会创新参与方法。社会学研究小组针对目标村落进行有关人

口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社会组织等问题的基础研究和调查；环境和工业设

计小组将社会需求划分为“生活形态、生产与消费方式”的社会需求；交互设计小

组针对“交流方式”的社会需求做出相应设计；所有团队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

他们也合作进行一些设计工作。通过这个设计过程，该项目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设计

结果，其中一些成果将呈现在下面的章节中。 

图10.2 参与创新

来源：作者

•    
•    
•    
•    

规划与建筑

通道侗族拥有独特的建筑风格。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2008）在《乡土建筑保护论

纲》一文中写道，“聚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其历史文化意义和功能大于它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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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单栋建筑的简单总和。乡土建筑的保护应该以村、镇整体保护为主要方式”。 

虽然通道侗族的公共建筑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地住宅建筑的保

留。2006年到2009年，我们目睹了当地景观的破坏过程。这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村民们不承认他们的景观价值；他们积蓄多年，把他们的木屋改造成贴着瓷砖

的水泥房，但这些房子在我们眼中，既不美观又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我们保护景

观的目标和村民们的意愿和选择发生了冲突。此外，该地区大多数的侗寨位于平潭

河沿岸。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固体垃圾和污水被直接倾倒入平潭河，造成环境

污染。

在“新通道社会创新实践”项目中，我们的目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

题。环境和工业组调查了当地的村庄、景观和资源，起草了《古村落保护指南》和

《污染控制指南》，这些都被提交给当地政府作为决策参考。该指南包括对古建筑

的鉴定、修复和改造古建筑物的方法、对于材料和风格的要求、对新建成的建筑物

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提高公众意识与当地居民对建

筑物尊重的方法。《污染控制指南》以高团村为例，讨论了处理日常生活垃圾和污

水的方法，还探讨了如何减少农业污染，以及可行的生态农业模式。在报告中还简

要提出了一个卫生监管方案。

从建筑的角度来看，为了帮助村民找到新房建设和保护古村落之间的合理平

衡，我们设计了新的民俗屋模型，这些民俗房屋既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又与现

有景观兼容。新设计的民居样板房，它形式美观，与原有的景观协调一致，尽量采

用当地材料，从而降低成本，并且从通风、防潮、防火、隔音、加固、卫生和功能

分区上对传统住房进行改造，使其更加舒适宜居；这些优势可以吸引当地居民自愿

选择我们推荐的房屋样式，从而达到间接保护景观的目的。

激发村民自觉保护景观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做法是使他们从直接的景观保护中受

益。因此，我们还制定了当地的旅游规划，促进横岭村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这也与

当地政府的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我们在村里

调查后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在那里规划了服务区、分销区，以及相应的旅游线路。

 
图10.3 侗寨鼓楼；侗寨民居；民居原型设计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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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我们调查发现，通道县拥有丰富优质的森林资源，但许多林产品只经过初级加工，

便以低附加值廉价出售。通道还拥有精湛的木工技术，从当地的公共建筑和家具中

就可以看出来。然而，本地需求下降，木工的收入变得不稳定，手艺娴熟的木匠们

更倾向于去外地工作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传统技艺的流

失。

我们还发现，当地家具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目前现有的家具消费

模式包括当地的家具、从大城市进口的家具和自制家具，居民们很难从这些家具的

价格、质量、功能和美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此外，当地政府出台了多项扶贫举

措，如支持当地企业、在职培训，以及给予农民一定补贴，以推动市场需求。通过

分析项目服务的生态环境，有可能会找到新角色加入到生态当中的机会，形成新的

角色关系。最终，可持续的服务生态取决于参与者交换价值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

移，生态中的各角色互惠互利（生活|工作（Live|work）2008）。面对上述问题和机

遇，我们新设计了一个本地家具产品服务体系。该项服务以系统的方式重新组织了

农民、本地木工、政府机构、林业部门、家具生产企业、本地林场和其他社会组织

之间的关系。系统图（图10.4）是服务技术组织的可视化展现：不同参与方参与进

来，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而各种材料、能源、信息和金钱等要素的在系统中

不断流动（默里丽（Morelli）和托莱斯查普（Tollestrup）2007）。

在该新系统中，政府帮助当地小工厂购买木材加工设备，改善他们的产品组

合。小工厂购买当地森林中的木材，将它们处理成各种规格的木板，使其成为可以

直接用于建造房屋和制作家具。当地木匠加入当地协会。当地居民购买到标准化木

板，并与当地木工协会联系，得到装配和定制服务。产品服务系统（PSS)有三个

特别创新，或者可以说成是新颖的特质：第一，设计机构参与政府在农村地区的项

目；第二，当地木匠在特殊训练的帮助下，创造设计解决方案；第三，与当地设计

学校的合作计划。作为家具设计创新的一个例子，根据低成本、高质量准则，我们

希望我们的家具和装饰的设计理念能够与上述民俗屋模型相匹配。 

新产品服务系统（PSS) 弥补了原来的三个家具交易模式的缺陷。该服务满足了

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可持续要求（2010年《经济师》）。 

 • 经济：当地居民可以享受到低价格、高品质、使用功能齐全、美观大方的家

具。该服务和政府在扶贫和经济发展方面共同努力，形成了投资和收入的良

性循环。它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当地家具企业和林业的繁荣，并确保新的家

具与从前的文化传统具有一致性。

 • 环境：此服务减少了外销到其他省份的木材数量，可以大大降低运输需求。

 • 社会：木匠协会是这项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协会提供装修服务，加强

了木匠们的生计能力，使当地的建筑和木工技术可以传承下去。

事实上，这种地方协会启用的产品服务系统（PSS)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当地手工纺织

业和畜牧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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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0.4 本地家具服务设计

来源：作者

产品和视觉设计

为当地居民进行设计

当地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除了干农活外，她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但她们中的大

多数却掌握多种技能，如织物制作、布艺饰品制作、制作侗族织锦工艺品。我们还

发现，只有少量纪念品是销售给游客的，它们多数来自中国沿海地区，都是大规模

生产出来的，并没有什么特点。项目组对当地织物侗锦在图案和产品上进行了再设

计。一批符合现代家庭需求同时能够手工加工的产品被设计出来。留守的妇女可在

农闲时间手工制作这些产品，在赚取额外收入的同时还能增加当地旅游纪念品的特

色。

此外，我们还为当地的特产，例如侗王酒、杨梅酒、土特产、小吃等，制作了

酒瓶、包装、海报等商业化的设计，让它们更富有吸引力。

为外来旁观者的设计

该系列包含三个主题。首先是有形的当地建筑，可以呈现给游客最有价值的文化底

蕴和当地景色。第二是我们研究过的侗锦（当地传统的织物），目的对其注入现代

化内容。第三是运用平面设计打造有特色的地方织品，进行有地方特色的交流。

信息服务设计

在农村地区，手机已经相当普及，并已成为通信和娱乐的重要工具。我们对农村

信息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挖掘出值得深入设计的机会点。例如，通过对村

民寻找打工机会的模式和习惯的研究，交互设计小组设计了基于手机的求职（Job 

hunting）服务概念。此外，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在大城市工作，留在老

家的是许多儿童与老人。家庭成员因此长时间分离：手机成为了他们保持联系的重

要工具。他们因为经济原因很少相互打电话，每周一次甚至每月才联系一次。在遥

15_Chapter 14.indd   304 05/03/15   9:30 PM



10 设计与社会创新 305

远的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希望听到更多他们家乡变化的消息，但手机能带来的信息是

有限的。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年轻人有使用互联网的经验：他们可以上QQ、浏览网

页，还是高级论坛的用户。然而，留在农村地区的儿童和老人很少有机会使用计算

机，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使用计算机。他们不能处理复杂的注册过程，也没有用过

在线QQ或Skype7 等视频聊天功能。尽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并不常见，居民可以

在每个村的“地方文化中心”上网。仔细考虑了这些特点后，我们设计出一个尽可

能简单的本地网络工具。 农民工可以通过该网站获得他们家乡的新闻，儿童和老人

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便可以轻松地使用视频聊天功能。

10.3.5  传播

参与式视频传播的方法成为本次影像设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夏令营期间，

影像工作组将每日采集的内容播放给当地村民观看，并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发现社

区中最值得记录的人、特别的仪式、当地最具特色的音乐等内容。这种讨论也会让

社区的居民重新发现家乡最为珍贵的财富，增进他们的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增强

社区凝聚力。这些影片和音乐实现了对当地非物质文化的影像保护，同时也真实的

再现了当地的社会问题。他们将作为连接和沟通通道与外部世界的媒介，用优秀的

文化传统吸引社会资源，解决当地问题。 

10.4 结论

设计师如果仅以社会力量的形式开展“设计服务”，将无法在社区改造中获得一种

实质性的结构形式。而“知识平台”的构建和“组织设计”可能成为设计师参与的

一种可行的方法。在本次实践中，我们通过参与式方法确定了该地区社会创新的需

求。从本地人的角度（the native point of view），我们试图构建符合本地需求的“

地方性知识平台”，建立了由当地政府、外部企业、当地居民和跨学科设计团队组

成的组织网络。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将传统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其中设

计师经常以一种不确定、并以个体和企业为主导的方式提供服务）转变为一种将各

种设计资源整合为一个强大网络的新方法，并推动基于满足共同“社会需求”的

社会创新。 

 7 一种在线软件，能够通过视频或音频使注册用户能够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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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社会创新平台

来源： 作者

Knowledge-
platform

基于网络和社区的设计可能成为社会创新的一种新的范式。在社会创新过程

中，知识平台、组织设计与社会传习（social learning）等环节都依赖于网络平台的

构建和跨学科的协同设计。网络和虚拟社区将使得设计以一种更有张力的结构形式

和社会认同力量（创新网络、设计网络、社会网络等）参与到各种社区的社会创新

中，使得基于网络的可持续的和谐社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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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促进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创新与社区设计

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
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设计网络协调员

安娜·梅罗尼（Anna Meroni）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11.1 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由社会需求驱动的创新形式，而决非市场或科学技术自发研究的成果，

它并不只是某几个科研人员的专利，各种社会力量都可参与其中，为社会创新出

力。从上述这个初步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创新其实会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

展过程中出现。然而，尽管社会创新始终存在，但我们出于两大原因必须重视这个

问题。首先，为了应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创新举措层出不穷，而在不

远的将来会变得更为常见。第二，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创新的本质

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并产生了一些出乎人们预料的现象。

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存在以下两个条件时，社会

创新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当社会正面临着难题，并且当广泛使用新技术，且其

潜力尚未充分挖掘时。而当今社会明显符合这些条件（周若刚（Mulgan） 2006）。 

事实上，无论是从问题出现的数量还是程度看，当前的经济危机足以使我们预

测出社会创新在未来的角色（默里（Murray）2009）。此外，其他棘手的老问题和

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都会触发社会创新的出现：如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那些主动地

或被动地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们）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生活和生产

方式。与此同时，人们已逐渐意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经

16_Chapter 15.indd   308 05/03/15   9:31 PM



11 促进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09

济和健康相关）来看待这一问题，并开始寻找一种更加节省资源的新系统了。同时，

一系列“大问题”的出现也决定社会创新的发展必将持续（温佐丽（Vezzoli）和曼

齐尼（Manzini）2008； 克林（Kling）和舒尔茨（Schulz）2009）。 

与此同时，很显然，第二个条件也是满足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

科技成果应用的广泛程度已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科斯特（Castells）1996，班克勒

（Benkler）2006）。近几十年来，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的社会已经受到了几次技

术创新浪潮的冲击。从分布式计算，到互联网，再到手机。这些技术已经迅速地融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现在没有人把使用手机视为可炫耀的先进技术），而且

开发潜力巨大，用户总是喜欢花样翻新，将其功能升级换代。新网络导致了新的组

织形式、商业模式和经济形式的出现，人们也可由此找出相应可行的解决方法（鲍

温斯（Bauwens）2006；塔普斯科特（Tapscott）和威廉姆斯（Williams）2007，

莱德彼特（Leadbeater）2008）。

由于当今社会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解决新老问题的新方

案也将会出现（周若刚（Mulgan）2006；Green 2009）。

11.1.1  社会创新路线图

社会创新可以简单地定义为：“能够满足社会目标的新创意” （周若刚

（Mulgan）2006）。以下是对这个定义的具体阐释：社会创新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是现有资产（从社会资本到历史遗产，从传统工艺到先进技术）有创意的重新组

合，目的是用一种新的方法实现社会认可的目标。这样的定义表明，社会创新的范

围非常广泛。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地制定一个明确的创新路线图，但是这个内容不在

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基于第一稿的概述，这里我们将对这一内容进行一个大致

的讨论。 

第一种是渐进式创新与激进式创新之间的对立。这里我们运用了技术创新领

域的形容词：“渐进的”和“激进的”：它们指在现有的思考和行为范围内（渐进

式创新）和超出现有思考与行为方式范围（激进式创新）之间的变化。具体来说，

若我们要促进可持续变化的产生，我们要考虑的创新应是“激进式”的（温佐丽

（Vezzoli）和曼齐尼（Manzini）2008）。即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必须是与当

前的主流方式有所不同。 

第二种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不同方式之间的对立。这涉及到

两个问题：变化从哪里开始？变化的发起者是谁？如果发起者是专家、决策者或政

治活动家，创新将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如果（主要）是公众和社区直接参与

的，那么这将（主要）采取自下向上模式。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考虑自下而上

的创新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由那些我们称之为新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者和协作

者策划、实施和管理的创新（伯纳德（Bernard）1973；班克勒（Benkler）2006)

。因此，我们把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称为社区创新。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和能力

随着创造性、创业精神和设计方法的广泛传播在不断发生变化（雷（Ray）和安德

森（Anderson）2000；兰德里（Landry）2000；梅罗尼（Meroni）2007），人

们还在不断思考互联网组织如何为这些变化提供支持（威尔曼（Wellman），哈泽

（Haase），维特（Witte）和汉普顿（Hampton）2001；周若刚（Mulgan），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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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Steinberg）和塞伦（Salem）2005；莱德彼特（Leadbeater）2008），这些

社区为导向的创新具有高效推广可持续变化的潜力。

11.1.2  社会问题与可持续变革

第三则是社会问题与可持续变革之间的对立。“社会的”这个形容词具有两层不

同含义。到现在为止，“社会的”往往被用来表示由极端贫困引起的急迫而严重

的问题，尤其是指饱受疾病困扰、脆弱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问题（如缺水的棚户

区；缺乏医疗护理的偏远村庄；或缺少就业岗位的边缘化年轻人）。在这种情况

下，创新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种形式的

创新都是可能的，一定会受到公众的认同：技术的与社会的、渐进和激进的、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等等。通常，触发并支持这些创新的设计过程被称为社会设

计：一种不是由市场需求而是由应对这类社会公认问题所导致的设计活动(玛高琳

（Margolin）2003；布朗（Brown）怀亚特（Wyatt）2010。然而，形容词“社会

的”也具有其他含义，可以用于其他用途：这些可持续变化与整个社会的主要发展

趋势密切相关：人口演变、城市化、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加强，以及更为宏观的概

念，如向可持续社会的过渡（食品网络和新型城市/农村关系；合作居住和协作服

务；替代出行方式，合租汽车和自行车以及拼车等）。在这些情况下，创新的动机

既是对解决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方法的探索，也是对新机会的探索。这意味着，不

同的参与者都可以推动社会创新：包括地方、国家或国际公共组织、基金会和非营

利组织，但也可以是各类不同的创新企业；贫困和边缘化的人，还可以是新兴国家

的中产阶级。这一领域的设计流程被定义为“可持续变革设计”。由于这些设计活

动（主要）是由那些对社会与经济可持续的关注所触发，因此，所提出的解决方

案和商业理念定能实现对主流生产生活模式的彻底变革(曼齐尼（Manzini）和耶由

（Jégou）2003)。

还需要说明一点，尽管这两个创新领域已经在不同的动机和背景下进行了讨

论，然而最近这两者出现了趋同的现象。事实上，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发

现，大多数社会问题只有在更大的可持续变化的框架下才能够得到解决。另一方

面，当面临危机，需要将生活方式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时，日益壮大的中产

阶级却固守成规，他们甚至依赖社会贫困群体的发明而仍然生活在前现代化时期的

固有传统中。

在讨论可持续社会创新潜力的过程中，本章主要讨论了可持续变革；重点描述

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创新形式：促进可持续变革的以社区为导向的创新。

11.1.3  以社区为导向的创新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创新举措，具体了解以社区为导向的创

新。例如，“零公里食品”（zero-mile food）项目中不仅仅创造了一种新的饮食方

式，还建立了生产和消费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新型关系。这是一种将老人自发

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同时开拓通向福利的新思路。更多的例子还包括，能够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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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质量和社会结构，由居民自己建立并管理的花园，以及那些承担一些公共服务以

减少经济和环境支出，同时也想创造新的邻里形式的家庭所建立并管理的花园。 

一旦我们开始观察社会并寻找这类举措，就会发现很多其他有趣的案例：新

形式的社会交流和互助（如当地的外汇交易系统和时间银行）；一些替代个人汽车

的交通系统（从汽车共享、拼车，到重新发现自行车的潜力）；当地资源和技术为

基础的连接到全球互联网的生产活动（当地特产，在全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

立的公平和直接贸易网络）。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发

生在世界各地（阅读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见“可持续日常项目”（Sustainable 

Everyday Project）1）。

通过观察这些案例，我们发现，社会创新突破了传统的行为模式，而采用新

的、不同以往的更可持续的方法行事。当然，我们应该分析社会创新案例的每一个

细节（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其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效果）。然而，乍一看，我们发现，

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发展在根本指导方针具有一致性。 

首先，许多创新方案具有前所未有的作用，可以充分协调个人、社会和环境三

方面的利益（例如创新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加强社会结构）并产生新的、更可持续的

关于福祉方面创意，这种创意更大的价值是可以提升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质量，如提

供社会关怀、慢节奏的生活、协作行动、新形式的社区和当地发展的新思路（曼齐

尼（Manzini）和耶由（Jégou）2003)。此外，实现这些社会创新方案，也就顺应

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如：用积极的态度共享空间和物品；提倡食用有机

的、当地的，以及当季的食物；本地网络的重建；最重要的是，采用可以减少交通

流量、更能够整合可再生能源和高效生态系统的经济模式(维佐里（Vezzoli）和曼齐

尼（Manzini）2008)。

由于这些创新案例将个人利益与社会、环境利益相协调，因此它们应当在今后

广泛推行。凭借这些由于不同原因并以不同方式产生的举措，人们能够将他们的期

望和个人行为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 

11.1.4  创新社区

这些具有发展前景的案例的背后，都有一支负责策划、开发和管理的团队。这些团

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他们都能够合作发明、改进和管理那些创新型解决方

案，以打造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系统（经济、机构、大型基础设施等方面）没有

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改造重组。出于这个原因，这些人群可

以被定义为创新社区：他们协作发明、改进和管理那些创新型解决方案，以打造新

的生活方式。(梅罗尼（Meroni）2007）。

这些案例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为了应对当前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而产生的，如：我们如何摆脱由于个人主义日益盛行所导致的孤独感？如果家庭和

邻里失去了传统上所能够提供的支持功能，那么我们如何组织我们的日常生活？生

 1 www.sustainable-every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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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的我们，如何满足天然食品的需求，并获得健康生活的条

件呢？如何才能保护本地生产，使之免于遭受全球贸易的巨大压力而造成破坏？

创新社区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尽管它们有巨大的能力提供产品和服务，

却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我们所面

临的问题。总之，我们可以说，创新社区运用它们的创造力，打破了主流思维和行

为模式。由此，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造成了前文提到过的根本性变革。 

第三个共同点是，创新社区是需求与机遇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些需求总是为了

应对当前日常生活出现的问题而产生，而机遇来自两个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即传

统的存在（或关于传统的记忆）和（以适当方式）现有技术（以产品、服务和基础

设施的形式）使用的可能性的组合。

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创新社区和社会网络（以及其他形式的网络组

织）之间的融合。即使它们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出现，产生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创新

社区和社交网络却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它们的产生多数都源于使用者的需求，而

不是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角色界限是

模糊的，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角色，即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两者具有互补性：创新社区活动的社交网络可以把自身与日常

生活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创新社区在社交网络中发现它们需要的工具，使社区

向更有效、持久、可复制的组织形式发展（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3；贝克

（Baek）2010）。在此基础上，可以说，以社区为导向的创新（创新社区）和基于

互联网的创新（社交网络）的融合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这个强大的趋势大力支持现

有的社会创新，同时，生成新的、前所未有的创新形式（瑞金（Rheingold）1993， 

2002)。 

在结束这个创新社区的特点的简短概述前，我们可以尝试给以社区为导向的创

新（对比其他形式的社会创新的背景）下一个定义： 

以社区为导向的创新是众多角色（最终用户、基层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当

地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设计过程，他们为一个共同问题寻求

一个共享的解决方案。 

11.1.5  协作组织

创新社区是与时俱进的有机体。经过深入的观察我们发现，它们开发出来的这些案

例可以被看成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事实上，当它们合并为成熟的组织时，

创新社区成为了一种新组织：在实际应用中，它们可以成为能够提供社会服务、负

责任的企业或用户协会那样的组织（耶由（Jégou）和曼齐尼（Manzini）2008）。 

所谓协作服务就是社会服务，在此，最终用户们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不仅作为

用户，同时还共同承担着设计师和生产者的角色。一些例子包括：在一个资源共享

的社区里，生活着不同年龄段的老人，他们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享受多样化的服

务；在老人和年轻人的家庭共享式服务中，学生们既可以找到经济的、有家庭氛围

的宿舍，同时也为寂寞孤独的老人提供帮助、陪伴和经济支持；自发组织起来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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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机构为社区的婴幼儿提供服务，这样既发挥了家长的能力（社会资源）又利用了

闲置的房屋（物质资源）等，这是现有资源的最佳整合利用。

协作企业是创业型生产和服务企业，通过与用户和消费者建立联系并使他们成

为协作生产者，创立以当地活动为主的新模式。例如：农户帮助客户体验食物链中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本地企业教人们如何重新使用旧的二手材料；体育用品商店里

人们交换二手运动器材；房地产公司返修房屋，改善人们的共同生活环境。

合作协会（Collaborative associations）是由一些协作解决问题、寻找新机会的

人员组成（他们再一次成为合作生产者）。这类例子包括：居民们将闲置的土地开

辟成景色秀美的街心花园；热爱烹饪的人们，在一个成员的家里聚餐，共享美食盛

宴，交流烹饪技巧；一群人相互帮助交换彼此的时间和技能；一群老年人和教师为

小学生搭建蔬菜园地。

11.1.6  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对等互动

创新社区和协作组织的创新活动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基层”开始行动，

逐渐形成有前景的社会创新项目。然而，仔细观察这些社会创新的演变过程，从最

初的设想，发展成为具有成熟的组织形式。这一过程，表明了其具有长期存在的可

能性。它们往往从开始就依赖复杂的机制，因此受到了相关人群的关注（自下而上

的互动），创新活动往往能与其他类似的组织进行信息交流（对等互动），并受到

不同类型的机构、民间组织或公司的干预（自上而下的互动）。 

例如，一个小型幼儿园，在家长的积极参与的支持下得以生存、发展。然而，

它从开始就借鉴其它团体的经验（最终与其中一些团体进行互动），并受到自上而

下的各种政策和工具的支持，例如：按照指导手册，循序渐进地进行设立和管理；

并得到地方当局评估认证方面的支持（以保证其符合既定标准）；或来自公共服务

的支持（解决那些无法在幼儿园内部解决的医疗问题）。许多类似的例子告诉我

们：创新社区和合作服务被视为自下而上的举措，这不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基

层，而是因为它们存在的前提是，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们的积极参与。 

因此，它们的创立、日常生活管理和不断完善通常是以复杂的自下而上、自上

而下、对等互动等形式通过各方相互作用而展开的（每个案例的情况有所不同）。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即使创意活动和协作行为（每个创新社区和协作组织

的建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法于事先进行规划，但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存在和发

展的可能性。

11.2 社区为导向的设计

创新社区与可能由其产生的协作组织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引人

关注的社会学意义（尽管它们只能反映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或是由于它们

能够为新企业提供潜在利润丰厚的利基市场（虽然这个机会确实能够也应该被我们

利用）(德雷顿（Drayton）和布迪尼克（Budinich）2010；汤姆森（Thomso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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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MacMillan）2010)。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是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原型”， 

是解决现今许多紧迫问题的可行方案。因此，它们很有可能被广泛应用，来为广大

人群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创新社区和协作组

织如何在设计活动（即社区为导向的设计）的支持下得以扩展？而当代设计师可以

在这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11.2.1  日常生活背景下的非正式设计师

创新社区是“专家社区”：他们非常熟悉他们所开展的活动。他们创造、设计、测

试、塑造并评估这些活动，而他们的专业水平无人匹敌；他们信守承诺并具有很强

的内在动力，受到明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驱动。他们既代表生产者也代表用

户，因为他们体验过这两种不同的角色。它们就像找到了适当栖息地的生态系统，

这个栖息地能够使它们生生不息，甚至蓬勃发展。

作为设计师，他们将在实践中获益良多。社区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

们打算为社区工作，还是想要从中学习到知识，都需要对它们有深刻的理解。我

们建议专注于“以社区为导向的设计”(梅罗尼（Meroni）2008b)，而设计师的职

责就是要理解其中的价值和行为，与最活跃的社区合作共同制定解决方案(欧盖维

（Ogilvy）2002；耶由（Jégou）和曼齐尼（Manzini）2008)。“以社区为导向的设

计”也指在“以用户为中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方法和工具的，它能够在

复杂的社区背景中理解人们的行为、需求和关系网络。

“以社区为导向的设计”需要两种能力：一是获得与社区和他们所生活的栖息

地的相关知识的能力；另一个是与非设计师进行创造性合作的能力。前者可以使得

设计师能够融入到环境中，能够在特定环境中获得直接经验，获得与社区居民相同

的感受。后者需要设计师将其创造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 

深入一个创新社区的目的是为了深刻理解人们的行为和关键网络的价值，以

及影响社区结构的关系，从而在随后的设计活动中，实现这些价值，并使其以实

体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看待社区的方式与步凯纳（Buchanan）（2001），定义

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存在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那些通过产品、服

务和解决方案传达的人类文化和尊严。此外，深入社区能让设计师们深入了解那些

能够真正带来根本性创新的创新行为、机遇和人们的潜在需求。最后，深入社区是

最有效的促进人们“移情作用”的方式：移情作用设计是一种能够让设计师进入真

实情境的设计方法，它能够使得项目受益于用户和设计师的情感作用。（莱纳德

（Leonard）和雷波特（Rayport）1997）。 

在我们“以社区为中心设计”的直接经验中，移情作用不仅是一个深受欢迎且

可以丰富项目内容的设计方式，它还是唯一能使设计师能够深刻理解创新社区，并

学习如何激励人们采取行动，并与他人合作。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前面提到的第二种能力：如果设计师干预的目的是

为了产生一个有创造性的成果，那么他们与社区的关系将有别于与通常的专业人

士——客户关系。事实上，已经有了非正式的创新社区，但他们之中的设计师肯定

被认为是专业设计师。因此，设计师很有可能通过以下两种主要方式参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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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社区协作，改善或解决社区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设计师既具备管

理协作流程的能力，又拥有跨学科的才干，能够回归到“设计创作者”的角

色，并以一种正确的态度与那些非专业人士（他们的设计思维在某些方面可

能比专家更为出色）进行互动。(莱德彼特（Leadbeater）2008；冯·希派尔

（von Hippel）2004)。这种关系是基于高度协作的体验而建立起来的，以推

动社区创新活动的展开。它要求设计师积极参与，共享价值观和愿景。这种

关系不仅带来渐进的创新，甚至能够带来根本性的创新。 

 • 运用专业技能解决各类问题，为社区做出贡献。为解决一些明显的问题，这

种情况很可能发生，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这不会影响到社区活动的核心，

因为社区既有能力又期望为自身设计出这样的系统。设计一个社区的另一种

方式是旨在“复制”或“放大”未来最有发展前途的活动（耶由（Jégou）

和曼齐尼（Manzini）2008）。当设计师以系统为出发点，运用洞察力， 

“设计”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以诠释、再现原始想法，使其在更大的目标

上变得更加可行。即便是根本性创新也能够来自这种“解释”，但这里的关

键问题是能致力于创造未来的“创新社区”。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两种选项，并对原来“应用支持平台”的创意提

出质疑，揭开新举措的序幕。

11.2.2  服务、协作、自我设计

根据蒂姆·布朗（Tim Brown）的观点，我们可以重新阐释这些不同方式的设计，

从“为了社区设计”到“与社区一起设计”，最终进入到“让社区自己设计”的阶

段（布朗（Brown）2009）。 

为了进一步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一个现成的但需要一

些设计干预的社区与围绕一个创意和一项活动今后要建立的社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区

别。其实，创新社区的“英雄们”，他们作为设计师，为这个社区带来了愿景和前

进的力量。它们无法进行复制，而如果他们不存在，为了一个新设计的开始，它们

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取代”。这是当代设计师可能扮演的角色吗？

我们退一步讲。 

产生一个新创意、创造性地适应并管理一个现有的社区，或者直接参与一个新

的项目需要大量时间付出和人员投入。尽管这些英雄式的举动非常吸引人，但其长

期存在，以及被其它社区所复制或进行推广将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这似乎

是协作组织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只有少数人有能力也愿意跨越出这个障碍，

成为其中的倡导者或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者。事实上，毋庸质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些

举措非常有吸引力，但大多数这类活动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也就是说，需

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在当今被认为是最稀缺的。

社区的英雄并不一定非设计师莫属，专业设计师（尤其是服务、战略和产品

服务系统（PSS)设计师）应该有能力为社区构建方案，这意味着设计师必须深入

团组和社区中开展互动。这将有助于开展协作设计，促进日常生活层面系统变化

方面的对话，实现实际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促建商业机会的出现（梅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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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oni）和桑吉欧尔盖（Sangiorgi）2011)。如前面所述，为了使得这些情境

有机会寻求适合的土壤，并形成今后的解决方案(欧盖维（Ogilvy）2002；布朗

（Brown） 2009)，它们必须对特定的生态系统有越来越深刻的理解。 

必须承认，设计师的战略角色在于建立特定的产品服务体系，这个系统可以成

为更复杂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业余设计师和“普通人”也可以设计和建立自己

的解决方案。我们讲的是通信和生产工具、数字化平台、可转换的对象和空间、物

流和信息服务：各种工艺品和半成品的组件，都可以显著影响社会的自己动手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启动一个新活动、新社区，但社会居民都不愿意成为

社区革新中的“英雄”，这些设计师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换句话说，在没

有创造性、没有胆识的用户面前，再富有挑战性的方案和智能组件，也没有用武之

地。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各种背景下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在米兰都市圈的宏

大计划，该计划旨在创建一个本地食品系统）。这个项目给予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

是：只有通过项目设计师个人的积极参与，社会创新才能真正展开。这意味着设计

师的参与度远远超出了专业顾问，并且他们的动机和价值观也融入到群组之中。换

句话说，为了启动一个新的社区项目，设计师必须扮演英雄的角色。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社区”还是“与社区一起”设计的界限变得模糊，而设计一个“退出战

略”的问题出现了。这实际上成为一个战略设计问题，因为重点落在寻找合适的利

益相关者，让他们为这项活动也出一份力(梅罗尼（Meroni）2008b)。

对于第一个结论，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设计活动的目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启

动与传播社会创新，“使能平台”必须有具备下列能力的设计师参与其中：

 • 关注创意，发掘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 选择那些使社区能够自行管理和创新的组件

 • 激励并鞭策参与者们相互支持，相互协作，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

 • 实施有效的退出策略，促使团队成功合作

换句话说，我们建议，设计师作为一个“临时英雄”，要支持新合作社区项目的启

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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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该图片描绘的是大型社区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是关于米兰当地的一个食

物链系统。项目标题为“供应米兰”，这是一个由大型程序开发出来的

服务网络，它通过各种产品和服务将城郊的农民和城区的市民直接联系

起来。该图显示了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作设计互动。 

来源：米兰理工大学

11.2.3  网络和协同作用

复制一项优秀的创新方案或开启一项新创新活动并不是鼓励社会创新的唯一方式。

就其本质而言，其实，这些创新活动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十分脆弱且不稳定，为了使

其得到蓬勃发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善这种状况。

“协同作用”的意思是把局部范围内的创新活动联系起来，实现资源和能源共

享，这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需要给它们设计一个共同的“框架”，这是个

包含若干具体方案的大规模项目，这些方案对区域发展有着类似的愿景并遵循类似

的原则。我们可以把这个框架当作一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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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型项目（如城市再生项目、区域食品网络、以社区为基础的开发和

福利方案）形式多样，背景各异。然而，它们呈现出一种相似的体系结构：它们

通过一个清晰的框架项目进行推动和协调这些当地的自立项目的多样性，该项目

能够给它们提供一个愿景（为它们指明方向）、一些策略（帮助它们实施愿景）

和一套具体的配套活动（使本地项目具体化、促进项目展开，并进行整体项目的

交流）。这种活动方式的结果是大型项目，同时，这些项目具有集中性（由于它

们的框架项目），灵活性和适应性（由于它们本质上是小型自立项目的特性） 

(梅罗尼（Meroni）2008a；梅罗尼（Meroni），西蒙尼（Simeone）和特拉帕尼

（Trapani）2009)。

不同项目（已经存在的或新的）间协同作用的创新可以使它们持续蓬勃发展，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可能需要创新社区和企业网络作为其社会基础，旨在加强各参与方在相关社区

中的参与度，社区中每个人（《当地的“变革者”》；德雷顿（Drayton）和布迪尼

克（Budinich）2010）都为集体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共同的愿景赋予具有认

同感和价值观的网络，建立信任感，明确动机、展开切实行动并具有一定策略时，

将对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范·欧斯汀（Van Alstyne）1997)。这就是这个框架所

发挥的实际作用。

为了节省时间和资金，必须借助网络的基本功能，分享或补充各种不同资源，

或分享不同方案的运行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协同作用”有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 类似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经济规模和范围类似的解决方案的协同作用，可

以从共享运营和基础设施，创造群聚效应中获得益处。

 • 互补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经济规模和范围不同的解决方案，虽然创造不一

样的产品和服务，却因为一个活动的产出成为另一个活动的投入，它们之间

有着很多共同的组成部分。

 • 兼容的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方案之间形成规模经济可以产生良性互助，节

约资源并促进解决方案之间的合作。

总之，发挥协同作用是在同一地点建立创新活动网络的有效方式，这些活动有

着共同的愿景，并以协作活动的方式开展。 

当今的设计师是否有能力掌控这项工作？

 • 我们相信，设计学校当前的一些项目正在提出一项可以培养这些技能的研究

和培训路径，这些能力包括：

 • 设定情境和框架项目，帮助利益相关者和创新活动找到共同的发展目标，以

便让他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 在不同的主题、相关能力和共同利益背景下的协作设计

 • 拥有全方位的教学方法，使他们能够管理产品服务体系

 • 应用设计思维和战略思维，可以使他们提出整体上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

创意：在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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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当代设计师的视角和角色

我们已经了解到，当下正是在设计教育和实践中采取新视角的最好时机。

我们从一些学者那里了解到，当今的设计师必须有能力为人们创造条件，使人

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去进行创新；如此一来，专业的设计师必须能够认识并理

解创新解决方案的背景环境、开发工具和工作方法(艾迪欧公司（IDEO）2009)。他

们必须运用专业的设计技能和敏感性，引导其他参与者，使他们成为与自己一样优

秀的设计师(萨拉卡（Thackara）2005；默里（Murray），凯利尔格莱斯（Caulier-

Grice），和周若刚（Mulgan）2008)。总之：“现在是支持人们行动或与别人开展

合作的时候了”(梅罗尼（Meroni）和特拉帕尼（Trapani）2010)。这两种行动是紧

密联系的，很大程度上有所重叠；这是一种合作设计的能力，并结合专业技能和各

种工具，将这种能力在实践中发挥出来。这都需要人们用积极的态度进行设计，系

统地开展能力建设，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这要求将设计思维融入到

人们的日常行动中，成为人们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设计界的各种举措似乎为非设计师熟悉设计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同时，这

些举措也能够支持设计师的创新活动并鼓励他们与他人展开合作。特别是，一些著

名的设计顾问设计了大量的英语手册和工具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自下而上的

创新，并且通过网站为公众提供了详尽的创新常识2。最终，这些资料和问题设置

与设计工具组合起来，应用到当地组织或直接应用到开展创新活动的社区中。除了

这种类型的材料之外，使用者可通过互联网享受免费开源的“工具包”、“入门提

示”以及循序渐进的“教学材料”3。

这些材料旨在帮助形成一种工作“方法”（设计思维方式），产生新创意，

并结合适当的产品服务体系，而具体的实施的效果将取决于“设计师”（专业或业

余）的技能和本地的多元化资源情况。我们相信，这种专业能力（设计知识）可

以由受过培训的设计师带给社区，这些设计师将会成为社会创新的推动者(曼齐尼

（Manzini）2009b)。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促进创新的进程，而是提出一个愿景并通

过具体的解决方案来实现这一愿景，激励人们加入，甚至带领整个社区开展创新活

动。他们将成为社区的“临时英雄”，这是我们所说的“以社区为中心的创新”非

常核心的一点。这意味我们看重的并不是设计师的专业资历，而是凭借其独特的敏

感性和与社区的关系，掌握设计思想和知识的能力。 

正如本章所述，设计师多变的角色并不能构成一个新学科，但可以结合他们服

务、策略和产品服务体系设计等方面的技能，形成一个横向的方法，这种新方法如

今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设计项目所采用。

 2 只是提供几个例子，如IDEO，曾出版过“HCD以人为本的设计：2009工具包”；引擎服

务设计，曾发布“服务设计：服务和制造企业”，以及斯坦福大学哈索·普拉特纳设计学

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出版的“D-School Bootcamp Bootleg”，以上两

部作品均在2010年出版。

 3 www.instructables.com, www.makingpolicypublic.net, www.wallacecenter.org/our-work/

Resource-Library/wallace-publications/handbooks/Farmer11-1_Sc.pdf/view.

16_Chapter 15.indd   319 05/03/15   9:31 PM



32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11.3 开放的、分布式设计机构

如上所述，社会创新是以设计为主导的过程，有其自身的特征：“设计”者们是那些

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各种形式的“设计思维”和“设计知识”的各类社会参与者(布伦

斯（Bruns），考特姆（Cottam），凡斯敦（Vanstone）和温浩（Winhall）2006)。 

因此，我们此处所说的“社会创新设计”这一概念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在实

践中，它是一个“伞状概念”，包括“任何可以启发并支持的社会创新的设计”(曼

齐尼（Manzini）2009a)。同样，我们可以说，社会创新的设计者是所有积极参与社

会创新的构思和开发的人：“设计专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受过培训的设计师，也

包括所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设计方法并有设计能力的人。 

在实际应用中，设计专家在启发并支持社会创新的工作中，主要的贡献可以归

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 就项目情境和提议，在不同社会层面展开对话：从微观层面（具体的当地问

题）到宏观层面（旨在打造共同愿景）

 • 通过与创新社区合作，促进现有社会创新活动。由于采用了专用工具和专门

设计的产品和服务，创新社区持续的时间更长，实施更有效，参与更方便，

过程更愉悦

 • 作为社会创新的践行者（“临时英雄”），设计者们要借鉴好的创意并不断

提出新创意，运用设计思维和知识，在新的社区开展创新工作

 • 促进大规模系统性变革，发挥地方的协同效应，特别要注重专门策划的“框

架策略”的重要作用

这四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贯穿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并且要求掌握那些通过学习

和培训所获得的具体设计知识。凭借学生的积极性和教师的经验，设计学校至少可

以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实验室，可以产生新的愿景，测试并定义新工具。很可惜，

设计学校的这种潜力一直被低估（甚至根本被忽视了）。但是，如果给予学校一个

适当的框架和支撑平台，这些潜在的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学校之间也可以

共享成果并展开交流。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学校，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成为

能够公开、自由地创造有意义成果的设计实验室。反之，通过将这些设计实验室整

合起来，我们便有可能建立一个大型分布式设计机构：社会创新项目可以在一个开

放式的设计机构中启动并获得本地支持，还可以在地方、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分享和

讨论经验。也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和目的，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推出这种可持续设计与

社会创新（DESIS）网络。

DESIS表示“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它是一个建立在设计学校（或者其他

设计类大学）中的设计实验室网络，旨在推动可持续的社会创新4。这些可持续设计

与社会创新（DESIS）实验室团队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

有着明确的导向，以开展和促进社会创新进程为目标。每个实验室都在当地开展项

 4 www.desis-network.org.

16_Chapter 15.indd   320 05/03/15   9:31 PM



11 促进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1

目和研究，但同时它们作为一个更大的类似实验室网络的节点，DESIS网络使各个

实验室之间能够相互交流经验，合作开发更大规模的设计和研究项目。 

因此，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DESIS）网络是一个高度创新型的设计机制：

在这个开放的机制中，可以解决复杂的相关问题，建立情境并寻找解决方案，使其

为社会的对话与交流做出贡献。它是一个分布式机制，其中许多设计团队平行开展

工作，他们之间相互沟通，对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化问题保持敏感。 

总之，可持续设计与社会创新（DESIS）网络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创新的一

个例子：一个独创的、分布式的组织能够促进现有的社会资源——学生的热情和教

师的经验（一直以来被低估）的充分利用——组织中不断产生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概念框架和实用工具，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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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充足经济理论简介

萨姆皮特·莫伊·福萨克勒（Sompit Moi Fusakul）
泰国先皇技术学院，建筑学院

12.1 充足经济理论的起源

充足经济理论 (SEP)是由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提出

的。普密蓬国王在位65年，在保障人民福祉上多有建树，充足经济学及其哲学思想

就是他为促进人类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所做出的贡献之一1。

1974年7月18日，充足经济理论（SEP）一词首次出现在泰国农业大学

（Kasetsart University）毕业典礼的皇家演讲中。

经济发展必须循序渐进。首先，应该巩固经济基础，解决大多数人民的温

饱问题。当取得一定进步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即追求更高水平的经济

发展。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略人民需求和国情，那么将不可

避免地出现各种不均衡现象，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必以失败或危机告

终。

自那次开创性的演讲之后，充足经济理论就成为该国社会生活的指导方针，并成为

适当商业行为的指南。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充足经济理论再次受到重视，成为应对全球化和

快速变革的一个解决方案。1997年，普密蓬国王重申了充足经济理论的重要性；不

久之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经国王授权，对SEP这一泰国提出的非正式译

法进行了完整诠释(萨希拉坦(Sathirathai)和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sravut) 2004：9)。

 1 详见第一章，3.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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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经济”提倡的是一种中庸思想，是各层次人群应树立的行为准

则……“自足”意为适度、合理，或是一种自卫的免疫机制，能够抵御内

在或外界的变化对自身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明确该理

论须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能加以应用。同时，也要重视提升国家道德建设，

只有这样，每个人，特别是各级公务员、学者和商人，才会重视并坚持诚

信原则。

从实质上讲，充足经济理论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指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实现一种

适可而止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应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它涉及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人权和安全、平等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充足经济理论

与联合国议程中的理念不谋而合，把人类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让人们能够过上健

康、有知识和创造性的生活。2006年5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将史上第

一个人类发展终身成就奖（Human Development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颁给了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以表彰他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安南称赞

道，“在这个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充足经济理论与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息息相

关。该理论中的“中庸道路”强调了联合国的主张，即要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联合国2006）。

12.2 充足经济理论的实质

2001年，泰国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以进一步研究充足经济理论，使其能够被

普通公众理解并将其应用到实际行动中。该小组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NESDB）、泰国王室财产局(CPB)和最近成立的充足经济研究小组(SEWG)构成，

其目标是在充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经济学框架。

在充足经济理论官方定义的基础之上，充足经济研究小组（SEWG）使用演绎

法开展研究工作，从语义和语法学两个角度对这个定义进行分析。研究小组得出了

以下结论（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sravut）2009）：

12.2.1  形式和功能： 

 • 在议程中，充足经济学将中庸路线诠释为“经济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即对

现实世界的规范化表述，而非对某种宗教信仰的解读。

 • 在实施过程中，充足经济具有可延展性，同时具有“普通适用性”。应用范

围包括：个人、家庭、社区、项目、企业、管理层、机构、政策、社会、国

家、宗教、人类以及生物圈。

 • 充足经济理论作为经济框架的基础，具有完整的结构，范围涉及从动机 

（实用性、驱动力等）到标准（目标、目的等），从行为（生产、消费、投

资等），到体制（集合性、连通性等）等方面。可以说，充足经济理论能够

解决在动态环境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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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相关背景： 

 • 充足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在发挥作用，但它绝不只是亚洲经济危机

的产物。经济危机后，充足经济理论作为全球化和快速变革的一种解决方案

再次受到重视。

 •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这种中间道路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为了跟上

全球化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在将来，充足经济能确保为

材料、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做好准备，并保持各方

平衡。

12.2.3  工作定义：

 • “自足”由三个部分组成： 

 – 适度，即“足够的”，既不多也不少，处在自给自足与过分节俭之间。

 – 合理，也就是——对所有行动的原因进行评估，并知晓其全部后果。

 – 系统对自身免疫力的要求——能抵御内在或外界的变化造成的冲击。

 • 这两个基本条件是达到“自足”所必需的。 

 – 知识，即智慧，用细致和审慎的态度深刻理解信息的含义，在理解的基础

上实现对信息的积累。

 – 道德，即——当人们在生活中不懈、无私、慷慨地追求他们的生活目标

时，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诚信品质。

图12.1显示了一个充足经济的架构。三个相互环扣的圆表示三大组成部分，即合理、

适度和自身免疫系统。该图中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使这三

个组件之间彼此达到适度水平，个人必须掌握足够的知识，以提升自身的道德修

养，使生活变得更加安定，增进自然与社会和谐。因此，充足经济理论有助于个人

和团体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做好准备，并保持平衡性；当遭遇不可预测的冲击时，能

够使自身获得免疫。如：材料、社会、环境、文化、科技和其他不同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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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充足经济理论架构

来源：作者

12.3 充足经济理论的应用

在众多的应用并解释充足经济理论的项目中，国王在迟塔拉达宫开展的“皇家迟塔

拉达农业项目”是其中最有价值的实验，该实验通过对知识进行积累和整合，促成

了“新理论农业”的出现和“皇家发展学习中心”(RDSC)的建立。

半个多世纪以来，“皇家迟塔拉达农业项目”一直开展着广泛的农业试验和

示范活动。该项目从一个小鱼塘开始，随着项目的逐步开展，渐渐扩展到更多不同

的领域，其中包括稻田、菜地、小树林、家畜围场、大米加工厂、乳品厂、小型工

厂、林地、植物研究和生物柴油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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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迟塔拉达宫的可持续循环项目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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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的试验，该项目向农民及当地的社区传授并推广了综合农业知识。

迟塔拉达宫是最初的试验场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教室”，提供可持续农业

科技知识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的示范课程。所有对这一项目有兴趣的人，包括外

国人，均获准到这个“教室”中参观一天。游客从观摩活动中掌握了相关知识，并

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将来可以更好地应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企业环境的改善上。

这些项目不仅旨在展示几个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易于理解的模式，更在于促进一种

全新使用方式的推广，即实现资源更经济、更可持续并更充分地利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项目是相互关联和自给自足的，因为一个项目可能

会直接影响其他相关项目的开展，而一个项目的副产品可以用于其他项目。这种相

互关系说明了综合农业系统可以实现最高效的可持续循环（见图12.2）。

该项目证明，人类可以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保持生态的可持续性。

12.3.1  促进个人发展

农民占泰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贫困且缺乏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因此泰

国制定了农业综合体系指导方针，该方针通常亦被称为“新理论农业”。这一理论

旨在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鼓励更多自力更生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方式的

产生，使他们能够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和谐共处。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局

（NESDB）的数据（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sravut）2000：5）新理论农业包括三

个阶段：家庭、社区、国家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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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政府通过制定家庭土地管理指导方针，有效地为家庭提供居住用

地、充足的洁净水、营养丰富的食品，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从而实现家庭

的自给自足，并通过在当地推广草药种植来提高人民的福祉。应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必须经过仔细的选择。例如，害虫与除草之间相互关系的利用；有效微生物制剂技

术在肥料中的应用；季节性轮作，以及整个农业体系。

第二阶段是通过合作和过剩资源的分享，使社区实现自给自足。通过降低生活

成本和创造收入，使社区达到更高层次的自足状态并改善社区成员的生活。小屋活

动、储蓄小组、社区企业和医疗中心等形式的活动，在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的同时，也构建了社区安全网络。

第三阶段是实现国家的自给自足。当社区能够获得外部资源，能将其活动范围

扩展到不同的组织层次（例如集资建立一个社区碾米厂或银行），便可以达到这三

个阶段中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构（包括民营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协作方

式，通过制度安排，加强各参与者之间的互信，从而在社区中树立社会责任感。

图12.3 由家庭主妇组织成立的纺织企业，为国内、国际市场生产纺织品。

来源：作者

12.3.2  加强社区建设

新理论农业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为推进泰国的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新

理论农业仅仅是适合农村建设指导方针的一个范本。各专业领域希望能够利用充足

经济理论来制定他们自己的指导方针或计划。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局提出了“社区

发展计划”的五个筹备阶段，旨在加强公众参与并提升那些已实现家庭自给自足成

员的社区管理能力。这些都为社区成员提供了指导方针，使他们能够理解并分析社

区当前的情况，形成共同的愿景和相关工作计划，彼此之间相互学习，找到适合自

身的解决方法（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sravut）2000：6）。指导愿景的范围包

括：通过在村寨中种植更多的农作物或蔬菜以降低食物方面的成本支出，进一步提

17_Chapter 16.indd   329 05/03/15   9:32 PM



330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升自给自足水平；在村寨内部建立一个储蓄基金，方便村民有需要时随时借款。通

过这五个阶段的实施，加深了社区成员间彼此的学习和了解，而作为协调者或促进 

者，政府机构帮助社区制定并实施其计划。在三个财政年度中（即2003至2006年）， 

超过三千个社区准备开展社区发展计划（CDP），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局则是实施这

一计划的主要协调机构。

12.3.3  推进商业部门的发展

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充足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了发展，而私营企业和组织应当

在实践中应用充足经济理论以实现可持续盈利。敦促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每一个环

节都要守道德、讲诚信，承担社会责任，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注意平衡各利益相

关方，如消费者、员工、企业合伙人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确立良好的公司治

理模式；谨慎处理风险管理问题（充足经济活动小组委员会 (Sufficiency Economy 

Movement Sub-committee) 2007：1）。 

那些遭受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但依然生存下来的许多公司，很好地证明了充足

经济理论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自身免疫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些公司因此免遭全球性经

济危机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7：70）70)。这些企业包括：春蓬卡巴那酒店

（Chumphon Cabana Resort）、暹罗水泥集团（Siam Cement Group）、泰国国家石

油公司（PTT）、泰国东芝（Toshiba Thailand）、泰国庞达珠宝（Pranda Jewelry）

和泰国邦乍石油公司（Bangchak Petroleum）。这些企业获得了2010年充足经济竞赛

的一等奖（First Prize Winner of the Sufficiency Economy Contest in 2010）。

2010年3月，泰国朱拉隆功大学Sasin商学院（Sas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出版了一本题为《充足经

济理论影响下的公司可持续性》的书。在公司可持续性这一广泛议题的基础之上，

这本书从商业和管理这两个方面解读并深化了充足经济理论，并形成了理论框架。

这本书采用了一系列案例，如公司洗手间设计、春蓬卡巴那酒店、泰国Nithi食品公

司、泰国Nopadol Panich陶瓷公司和泰国美巴侬牌调味品公司等，分析充足经济理

论与企业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泰国各行业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如何采用并体现公司

可持续性（Corporate Sustainability）的原则(SGIBA 2010：14-22)。这本书也对充

足经济理论中其它术语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包括充足经济理论原始内涵：充

足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与公司治理、适度性与可持续性、自身免疫力与风险管理等概

念一起使用。 

12.4 充足经济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根据《充足经济的意义与应用》一书所述，充足经济理论能够被所有层次（即

家庭、社区和国家）和不同“团体”的人群所应用（充足经济活动委员会分会

（Sufficiency Economy Movement Sub-committee）2007：12-31）。这些人群分别

是农民、商人、政治家、公务员和教育工作者。关于教育，这本书提出，一个教师

或讲师应该在生活中践行充足经济理论，成为学生的行为榜样，这样他们能够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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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则，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充足经济理论（充足经济活

动委员会分会 2007：29-30） 

许多例子都表明了充足经济理论的成功应用，因此，泰国人民越来越接受这个

概念并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充足经济理论设计在可持续系统设计和可持续产品服务

系统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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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力更生”原则在充足经济设
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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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先皇技术学院，建筑学院（Faculty of Architecture，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dkrabang，Thailand）

13.1 自力更生的必要性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超出了每个人的想象。这场危机给泰国的社会经

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资本、收入分配不均，发展不平衡导致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

退化，甚至对道德水平和文化价值观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泰国人民和社区都遭受

了巨大的损失。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失业者、贫民、小型企

业主及社会地位低下的广大农民（提苏拉诺达（Tinsulanonda）2001）。1997年

危机期间，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和快速恢复，充足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UNESCAP 2006)。

这种理论对昔日那些只关注经济发展的理念提出质疑，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新

型发展模式，使每个人都实现自力更生，并保证各方彼此之间的平衡（亚洲生产力

组织 2008）。这个方法要求人们暂时停下来进行反思——根据现实需求以及当地的

具体条件和环境，集思广益，采用相应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充足经济理论提倡的自

力更生指的是用智慧和知识评估优势与不足，形成相应工具，使个人、社会和国家

能从容应对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变化。

然而，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要彻底与他人隔离、“闭关锁国”：即一个国家或

社会单位完全依靠自己，本国人民或社会成员独立生产所有必需品，无需他人的丝

毫帮助。而该理论所提倡村庄与城区应实现的是相对自给自足，本地生产的剩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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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以销售到其他地区。一些人把充足经济理论视作另一种“甘地的经济理论”： 

即主张的一种建立在家庭和小型企业基础之上的传统经济模式。当时恰逢20世纪

中期，印度因其技术水平有限，这种经济学恰好符合当时印度的国情。但现在这种

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放眼如今开放的世界，现代化和现代科技的应用无处不

在（克朗克伍（Krongkaew）2003）。因此充足经济理论认为，全球各地之间的

相互依赖不断加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可通过适度消费体现出来（萨希拉坦

（Sathirathai）和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sravut）2004）。通过践行充足经济理论

的三项原则（适度性、合理性和自身免疫力）和两个基础条件（知识和道德），人

们能够在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中自力更生，和谐生活。 

为了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足经济理论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绝对平衡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 2006）。

 • 心理状态。一个人应该具备这些素质：坚强、自食其力、富有同情心、适应

性强；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能够将公众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 社会事务。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加强社区建设，维护团结并且构建一个学习

机制。

 • 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有效利用国家资源，创造可持续效益，并维护国家资

源的安全稳定。

 • 科技。充分发挥当地村民的聪明才智，推进新技术的研发。

 • 经济事务。一个人应该增加收入，减少支出，追求体面的生活。

13.2 自力更生的应用

13.2.1  农业和社区发展中的自力更生：新理论

为了实现个人的自食其力（尤其是泰国的农民，他们收入低，生活基本需求都难以

保证），泰国决定推行一种全新的可持续的农业系统，这就是泰国众所周知的“新

理论农业”。由于利润丰厚，许多泰国的农民一般都选择种植单一品种的农作物或

者经济作物。然而，这种农作物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因此，农民在面

对外部价格冲击时变得非常脆弱。产品的供过于求使价格大幅走低，迫使农民不得

不借钱以实现再生产。最坏的情况是：在经济作物青黄不接而家无存粮的时候，农

民又不得不借钱购买食物。此外，为了增产增收而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做法会

对环境造成破坏。从长远看，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根据新理论，家庭应该将经

济模式从种植单一农作物或经济作物，调整为发展综合农业。通过这一做法，农民

个人和家庭都能够实现自给自足。通过对土地进行综合管理，他们能够实现“衣食

无忧”，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以下对“新理论农业”如何在不同层面帮助泰国

农民实现自力更生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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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家庭的自力更生

家庭的目标是：使每个家庭都实现自力更生，在劳动成果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情况

下，出售多余的农作物和产品，获取足够的收入，而无需再依赖于他人。这将使农

民获得基本的免疫能力。

新理论虽然主要针对泰国平均拥有大约10-15莱（rai）（2.4公顷）土地的家

庭，但是它也适用于那些拥有更多土地的农民家庭。通常，土地按30：30：30：10

的比例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并规定好其不同的用途（即30%用于水稻栽培；30%用

做水池，如建造鱼塘或者蓄水池；30%用于综合农业和园艺作物种植，如水果、蔬

菜以及牲畜饲养；剩下的10%作为住宅用地和其他用途。）由于水稻是泰国家庭的

主要的种植作物，新理论估计，每个家庭按照这个比例种植水稻，他们可以获得全

家一年所需的口粮，这样既保障了食品安全，又省下了高价购买水稻所需的不必要

花费（皮波斯拉威优特(Piboolasravut) 2000：3）。 

社区的自力更生

社区的自力更生是以个人和家庭自给自足的完成为前提的，虽然这些个人和家庭都

已经实现了自力更生，但是他们都在为更高的目标而奋斗。下一个层面就是要使社

区中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以小组或合作的形式来经营他们所共有的资源。这样社区

成员可以减少他们对外部的依赖，同时他们在资产购置和产品销售方面能获得更多

的话语权。通过规模经济，他们还可以节省运输和营销成本。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

制定社区的生产规划。社区的自给自足有几种表现形式，比如成立社区企业或者进

行合作生产；用当地产品代替进口产品；雇佣当地专家而非外地专家；运用当地智

慧实现创收，而不是应用不熟悉的新型技术；组建社区储蓄小组；不从社区外部借

款，而是依赖社区内部的资金资源；实现社区自治，不依靠外部支持；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推行自我管理，而非等待政府援助；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对社会

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完善。以上这些举措改善了社区的生活环境，并提高了社区

自力更生的能力。然而，为了实现整个国家的自力更生，必须要逐渐推进一些充足

经济之外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如促进地区之间，各省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

万姆旺村（Ban Moung Wan）和奥克山里诺村（Koak Chareon）（国家经济

与社会发展局 2005）是实现社区自力更生的优秀案例。这两个社区都实施了储蓄

项目，在降低开支和债务的同时，成功地增加了社区的储蓄。微型储蓄项目伊始，

只有10位参与者。每个成员每周需要存入小数目的资金。后来小组成员的数量渐渐

上升到667人，而他们的储蓄额也达到了750万泰铢。现在村民们更愿意从社区储蓄

账户里借款，而不是到社区外的银行。此举为社区创造了收益。 实施该举措获得的

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全额退还给成员，另一部分是用于其它社区活动的资金。

这个做法展现出了充足经济理论提升免疫力的作用，凭借这一特点，就能够使社区

免于遭受外部冲击，这是实现自力更生的基础。社区活动成功开展的另一个例子可

从这两个村成立的社区商店和碾米厂，以及汽车服务店等项目中体现出来。这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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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获得的部分利润被用做了社区的福利基金，用于将来社区活动的举办和孤儿、贫

民、孤寡老人的赡养费用。

13.2.2  商业部门的自力更生

充足经济原则逐渐被运用到各级商业活动中。成功应用充足经济理论获利的企业包

括：春蓬卡巴那酒店（Chumphon Cabana Resort）、暹罗水泥集团（Siam Cement 

Group）、泰国邦乍石油公司(Bangchak Petroleum plc)、True Corporation，以及

SE-Education集团。以下叙述的是春蓬卡巴那酒店（Chumphon Cabana Resort）的

例子。

春蓬卡巴那酒店和潜水中心（The Chumphon Cabana Resort & Diving 

Centre）

春蓬卡巴那酒店建于1982年，坐落于泰国的童瓦兰海滩（Thung Wua Laen Beach）

。酒店决定通过银行贷款拓展其业务，并建成三家新酒店。不幸的是，与许多其他

企业一样，酒店遭遇了亚洲经济危机，经济上举步维艰。为了挽救企业，酒店决定

最后一搏，酒店业主把充足经济理论方法作为酒店管理和规划的指导方针。按照充

足经济理论的自力更生原则，酒店业主开始在酒店区域内种植水稻、蔬菜、花卉和

水果，供酒店自己使用：即为客人和员工提供食物。酒店业主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尝试使用有机肥料（酒店泔水和其他材料等）来改善沙地的土质，节省购买化肥的

开支。后来，成立了一家碾米厂，将果壳加工成肥料和牲畜的饲料。 

后来，酒店从其土地上的收获所得不足以满足其需要，酒店业主便转移目标，

寻求与员工和村民开展合作，这些员工和村民多数都是农民，他们可以供应酒店所

短缺的物品，酒店还对他们进行培训，教授他们制作肥料以及其他与有机农业相关

的技能。员工因此除了从事他们的主业之外，在业余时间还可以通过为他人提供服

务来增加收入。充足经济理论的理念渐渐地在社区周围被广泛接受。

当地产品的范围逐渐扩大，除了食品以外还包括多种利用当地资源、知识、

技术制作的清洁材料。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这些产品也被提供给该地区的其他酒

店。酒店从低成本的生产和有保障的供应中获益。由于没有中间商，产品的价格也

颇有竞争力，附近的农民能够为这个市场提供保障。通过成功的经营，酒店赢得了

良好的声誉。社会各方如其他的酒店业主、农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希望从它

的成功运作中学习经验。最终，在农业基础和充足经济制度的支持下，一个名为“

寓玩于学”（Plearn）的学习中心落成，并向公众开放。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酒店员工们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从该酒店业主发起的一些其他项目也能够看

出他对旁人、经济状况以及环境的重视。如“巴挑水稻回家”（‘Pathiu rice returns 

home’）活动旨在保护并促进巴挑黄水稻粒有机生长。巴挑黄水稻曾经是泰国普及

率最高的稻粒品种，其发源地便是在春蓬。然而，由于现在该地区大多数农民种植

单一品种的农作物，巴挑黄水稻的种植量一度下降，在泰国近乎绝迹。在“人在林

在”(People live，forest alive) 项目中，参与者学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如何

18_Chapter 17.indd   335 05/03/15   9:32 PM



336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给人类自身带来利益。最后，一个名为“大洋”（The great ocean）的项目关注潜

水运动。春蓬卡巴那酒店开设的跳水课程，既教授入水的一系列动作，同时又体现

出了对水资源和教学规律的关注。因此春蓬卡巴那酒店成为中型企业应用充足经济

理论的典范。它向世人展示打造自力更生经济的每一步过程，在个人自力更生的坚

实基础之上进行逐步发展，上升为社区和国家的自力更生。

13.2.3  国家的自力更生

实现国家的自力更生，政府和社区领导的作用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泰国政府在设

计制定政策时一直沿用充足经济理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特别是那些用于

扶贫和加强社区建设，鼓励自力更生的相关政策。以下描述的是泰国实现自力更生

的例子。

泰国黎敦山区扶贫开发计划(Doi Tung Development Project)

泰国黎敦山区扶贫开发计划（DTDP）是由泰国皇太后基金会（MFLF）负责的著名

项目。皇太后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发展基金会，旨在提高泰国少数民族人民的

生活质量，并为他们提供合法稳定的生活保障1。众所周知的“可持续民生发展项

目”（SALD）中的以人为本发展模型就源于这个项目。“可持续民生发展项目”主

要关注三个问题：健康、民生和教育。

泰国北部偏远的黎敦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约有1.1万人生活在29个村寨

中。大多数人的谋生方式是种植鸦片、拐卖人口和贩卖武器，他们的农业生产仍然

沿袭刀耕火种的古老方式。通过长达30年的规划和发展，泰国黎敦山区扶贫开发计

划（DTDP）提供的医疗志愿者，解决了这里的医疗卫生问题。关注民生的行动从人

工造林入手，将鸦片种植农和以农业为生的自给工人变成了林业工作者。工人的工

资当天结算，从短期看，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获得当地社区的信任，而长期效益

则是不可估量（狄思库（Diskul）2010）。教育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并将促进可持

续发展，消除贫困。

16年后，人工造林项目获得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环境。鸦片种植已被咖啡

和澳洲坚果种植所取代。“可持续民生发展项目”（SALD）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产力，培养了当地社区的主人翁意识。黎敦扶贫开

发项目允许当地人租借咖啡树，租金为每年每棵树0.5泰铢（约合0.01美金）。农民

和他们的家庭十分愿意照料植物，因为他们培育的咖啡质量越好，他们获得的利润

就越多。另外，为了把单纯依赖单个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该项目还组建了其他一

些商业机构，包括从事组织培养，园艺，编织和桑皮纸、陶瓷、地毯生产和加工的

一系列商业企业。

从2001年起，黎敦扶贫开发项目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自力更生。到2017年，当

黎敦已经证明具有经济可行性而且当地人有能力自我管理时，皇太后基金会（Mae 

Fah Luang Foundation）会把项目完全移交给本地社区负责。

 1 详见 http://www.doitu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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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结论

为了给可持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允许并鼓励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目标，培

养自力更生所需的技能、知识和资源至关重要。因为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力

量，通过适当的方法谋生的个人、社区、企业和国家有能力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做出贡献，也有具备独自应对外界不确定性的能力。

本章中的例子表明：充足经济理论提倡的自力更生并不等于完全孤立；而是

个人、社区和企业都不应过度依赖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充足经济设计师必须评估

用户（个人、社区、企业或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并分析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管理能

力。然后根据他们的特殊需要、当地条件和环境状况，制定出相应的产品服务系统

设计战略，以促进自力更生的实现，从而有利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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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理学
中国的可持续设计思维方法*

柳冠中 刘新
中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14.1 引言

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社会与当初工业设计诞生之时所面对的西方工业社会迥然不同。

历史和时代不允许我们去重蹈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学会总结西方发展过程

中的经验和教训。站在人类文明成果这个巨人肩膀上，应该看得比这个巨人更远。

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中华文化精髓和中国古人智慧的基础上，探索自己可持续发

展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这是中国领导层首次肯定设

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预示着可持续设计的研究与实践有望得到社会的广

泛认同和重视。如何建构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可持续设计理论，并有效指导设计创新

活动，是设计、研究与培养下一代生存理念和智慧的重点课题。以人类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思想；以创造人类合理、健康的生存方式、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为目标；

以高科技为手段来调节市场机制的异化；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为人类大多数谋利

益，创造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中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社会态势和发展需要正是

工业设计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到“事理学”——MATTEROLOGY高度

的“设计学”新生的机遇与社会基础，使我们有可能把工业设计作为我国可持续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自己的知识经济新文化的国策。 

* 本研究项目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部分支持（授权号：11BH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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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工业设计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衣、食、住、行、用物质享有以外，还有额上的汗、手上

的茧，人与人的接触、沟通、谅解，与大自然的互动、共生，与他人一起参与、合

作、改造、创造时产生的行动节奏、思想谐调统一的乐趣、情感、情操，以及对自

然和一切存在事物的尊重。社会的任何进步，首先是品行道德、社会风俗、政治制

度的进步，这都属于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反

思，也是工业设计所面临的现实。

首先，认识任何人为事物都必须从三个层次入手：“物质层”、“组织层”和 

“观念层”（图14.1）。同一事物，由于观察者的立场、角度、层次等不同，或着

眼的动机、过程、结果、观念、方法、技术、工具、影响等等不同，其结论完全不

同。语言包括这些层次：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自古至今以“象形”又“会意”

的方式记录和传达了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把主观的想象和意念也整合到文

字中的符号系统。中国传统思想一贯主张整体、综合地对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图14.1 设计的关系和机制

来源：作者

概念是随着时代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着的。“工业设计”

诞生于“手工业经济”向“产业化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德国是“工业设计”发

源地，工业设计是基于产业革命的“大生产分工”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结构”这

个“上层建筑”的产物。以“政府作为背景”的“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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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kbund）的建立标志着德国经济机制的“组织工业化”。设计这个工业革命的新

生事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小生产方式不适应大生产方式而被催生出来的一种“生

产关系”。因此，设计是自发产生的一种以横向的思维逻辑指导、用系统整合的方

法、体现在创意、计划、流程、效果的统一上的工作方式。其目的天生就是为了协

调社会各工种、各专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这才是工业设计（或称产业设计）的

目的、本质。由于工业设计初期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产品，这就极容易被狭义地解释

为“工业产品的设计”；或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出现了大批新事物，其外观造型与

手工业时代的工艺美术品大相庭径，因此被表面地认为是对产品外观造型的美化。

而淡化了对其本质的理解——“工业时代设计活动的理念、方法”。 

因此，当今“可持续设计”的本质应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以整合资

源，创新产业机制，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的、可持续生存发展的需求”（见柳

冠中2009a，b）。

14.2.1  设计的“元”与“本”

此物与彼物的抽象意义是一致的。

 • “搓板、洗衣机、自助洗衣站”；

 • “算盘、计算机、计算中心”；

 • “扫帚、吸尘器、保洁服务”

 • “房屋、建筑、小区、城市”。

它们有共同的“目的”：或为了干净的衣服；或为了数字计算；或为了除尘卫生；

或为了居住生活。这就是设计的不变内容——“元”与“本”。“设计”总是不

断的求新，总是向人们展现出最大的变化性，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它永恒不变的内

核：“人类有目的的，针对未来的，创造性的社会活动”。 

设计是“以人为主体有目的活动的社会全过程”——人类为了生存在适应和改

造自然、创造和借助工具、在实践中把“梦想”变为“理想”过程的“思考”和“

创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人类自己，并创造与自然和谐的人类社会”

。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是“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使用)方式”。这个提法似乎

有点“抽象”：不像搞技术的专家所希望的那样具体，例如某某产品设计，某某造

型设计。而设计一旦被囿于一种物的设计的话，就已经被这个物的概念和现象束缚

了设计师的创造力。 

工业设计是人类总体文化对工业文明的思想和修正。是从设计“物”到设计 

“事”的升华。因此，工业设计的范畴也已经可以是“谋事”——全新的社会系统

的“设计”：如工作、学习、饮食、娱乐、休息、交流等生活方式的概念创造、策

划、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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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从设计“物”到设计“事”的转变

大千世界这个自然系统之所以生机勃勃，皆因为万物在适应大自然这个外部因素的

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异，以调整自己的内部因素得以繁衍。我们称之谓“适者生存”、 

“各得其所”。在大自然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它所存在的外部环境和食物链系

统上的其它物种而单独存在。自然界与万物的存在是处于一个整体系统结构之中

的。每一个体的“物”都与它所存在的外部因素和其他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

千真万确的真理正是我们任何学科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之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改造自然，创造“人为事物”这个第

二自然——即“人类的社会系统”。然而，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每一发明、发展、

进步无不寓于当时人类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气候、

不同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依然遵循“适者生存”、“各得其所”的规律。人类的发

明、创造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师法造化”的道理。

图14.2 人类的社会系统

来源：作者

设计是为人类“创造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要不断“创新”

。而“新”不是“无病呻吟”地添加高技术、“画蛇添足”地美化、装饰。 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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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资源的有限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理想对无限膨胀的“个性” 

的制约，逼迫我们要深刻理解“新”的评价标准是“适当”、“适度”、“适合”。 

即中国古代的哲理——“适可而止”。在这个评价平台上去“创”新，意味着我们

要学会从“人为事物”的全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

评价问题，这就是“设计事理学”系统方法论的本质。

14.4 “设计事理学”是知识经济时代设计的方法论

14.4.1  “事理学”——设计方法论

设计事理学就是搜寻需求目标的限制因素以确立目标系统——实“事”；然后再选

择造“物”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因——求“是”的研究 

（图14.3）。

图14.3 事理学和目标系统

来源：作者

“事理学”的思维方法实际上是围绕着“问题”来展开的。所谓“问题”是指

设计各要素交织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关系或矛盾。研究“问题”的方法通常是通过

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模式来构筑的。如果对制约设计“目标系统”的“外部因素”研

究不明确，设计就失去了方向。盲目的“试错法”效率低下。因此，设计需要发展

自己的一套方法体系，去探求外部因素，明确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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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特指在某一特定时空下，人与人或物之间发生的行为互动或信息交换。

在此过程中，人的意识中有一定的“意义”生成，因而物发生了状态、属性的“变

化”。事里包含着人与物、也有“背景”、还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行为互动与

信息交换），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情境”。通过事可以看到事背后人的动机、目

的、情感、价值等。因此，事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在具体的事里，动态的反映了

人、物、环境之间的“显性关系”与“隐藏的逻辑”。“事”是一个“关系场”，

可以看到“物”存在合理性的关系脉络。

“事”是塑造、限定、制约“物”的外部因素的总和，因此，首先要研究不同

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需求，从人的使用状态、使用过

程中确立设计的目的，这一过程叫做实“事”；然后选择造“物”的原理、材料、

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部因素，这一过程叫做求“是”。实事是发现问题

和定义问题，求是解决问题；实事是望闻问切，求是对症下药，然后再把设计放回

到“事”里去检验，看是否合乎特定的人的特定的目的性，是否合乎人的行为习惯

与信息的认知逻辑，是否合乎环境，是否合乎人之“情”，是否合乎人之“价值”

标准。设计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造物，其实是在祈使，在讲理，也是在抒情。

事理研究可以粗略的分为两个层次：微观、宏观。微观研究即在“具体”的情

境内去把握“事”的各元素间关系，去理解人是如何感知外部世界的，如何与外部

世界互动，又是如何被外部世界所影响：从中发现问题，为细节设计提供依据。宏

观层次的事理研究即对生活形态的研究。类型化的人群、一件件微观的事被有结构

的组织在一起，就成为了宏观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研究可以了解人们是怎样生

活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他们的希望与梦想是什么。设计创造的其实是人类的生

存的方式。事理学可以启示人再去创造新知识；或者说可以启示人去开拓新的创新

的方向，乃至重组知识结构、重组资源与知识结构之间作“事”的系统，以满足人

类健康发展潜在的需求。因此，工业社会的“以技术引导需求的模式”在知识经济

中正好要倒过来，会由适合人类理想的“需求”来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将“设计”视作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体系，即研究“事理学”——“

人为事物科学的方法论”，在当今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尤其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其仅仅关注原材料与新技术的革命中寻找经济持续发展之

路，还不如与此同时转变观念，寻找新增长点，更有效的创新知识结构系统。 

14.4.2  “设计事理学”的核心理念与思维方法

“设计事理学”——MATTEROLOGY，正是将中国传统的思维观与现代设计理念

相融合，并着力于面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设计理论。不仅暗合于可持续设计的精神与

内涵，而且更为中国文化圈所接受。研究这个在“物”之外因素限制的过程，即是 

“做事”的“目标系统”定位，也是评价、选择、整合原理、材料、技术、结构、

造型、产品等“内部因素”的依据，乃至是引导这些内部因素创新的动力，以创

造“新”物种，“服务系统”和产品服务系统的创新。对解决问题的外部因素的认

识是对人类已有的产品或服务系统“目标系统”的修正或“革命”。“设计事理

学”对创新的评价标准就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哲理：“持而不有观”、“适可而

止”，即“适当”、“适度”、“适合”，而非对欲望和最优解的无限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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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案例研究

本部分描述了作者参与的两个项目，以供参考。这部分着重对设计事理学的过程和

方法进行介绍，而不仅仅是对设计结果加以描述。

筷子项目和烹饪吧

筷子项目1是对不同文化中的消费者在准备食物和家庭消费的日常习惯和行为进行

研究的，因而对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通过对事“人主

导自然”的分析来发现问题，寻找设计机会，并最终提出一个创新型系统的解决方

案。该项目以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和韩国）的中产阶级家

庭为研究对象。分成两步进行实施：先是初期的用户研究（对外部因素进行调查和

分析），然后是后期的概念设计（对内部因素进行整合和创新）。在用户研究阶

段，项目组通过撰写文献综述，对大量饮食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便找出每种饮

食文化的特点、发展趋势、烹饪方法和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举止。在对北京的中产

阶级家庭进行定位研究后，项目组挑选出10个样本家庭，并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

法进行了用户研究，例如问卷调查、图片日记、观察报告、影像故事和深度访谈等

等。通过对背景资料的广泛搜集和分析，以及对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深入研究，最终

构建出了北京中产阶级家庭饮食需求系统。对此，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并确定了与设计相关的一些机会，为后期的概念设计奠定了基础。 

烹饪吧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出的五个解决方案之一。概念设计阶段，其目

的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自供伙食系统，除满足对象成员的需求外，还可以实现对中

国传统中健康节俭的饮食习惯的继承和发扬。烹饪吧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造成快餐文化的流行。反过来，过度食用快餐会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

不利影响。烹饪食物对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下馆

子”成为城市白领的首选，但是多数餐馆却不能提供绿色环保健康的食品，用餐价

格昂贵且浪费现象严重。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就“事”的约束条件进行分

析之后，研究组便提出了烹饪吧食品服务系统计划，鼓励顾客自己动手烹饪并享受

美食。人们从烹饪中国菜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并通过与家人、邻居和朋友分享厨艺

来增进彼此的亲密关系。另外，它还可以保证人们吃到健康、美味且数量充足的食

物。这个新型系统鼓励用户使用先进的数码/管理系统来实现从采购、食材准备、烹

饪和品尝菜肴等一系列步骤。这一系统能够自主完成例如清洁等繁琐的工作。这个

系统还能够提供诸如烹饪培训、协助和营养咨询等服务。它与传统超市和餐馆所提

供的服务显然大不相同。

 1 该项目由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设计中心共同发起，北京地区负责人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

中教授。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已于2004年香港设计营商周上公布，参见兰姆(La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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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的交流（Young Generation Contact ）和拼车（EASY-RIDE）

该课题取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诺基亚北京研究院的合作课题“Young Generation 

Contract”(青年一代的交流)2，围绕中国都市年轻人交流反映出的生活方式特征、需

求以及设计机会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设计创新方

案。EASY-RIDE方案3是六个新型系统设计概念中的一个。

项目研究分为三个主要步骤。前两个步骤涉及对目标系统外部因素开展的深入

研究。第一步首先是对课题的概念、研究范围、内容进行明确定义。而后，从横向 

（不同年龄段）与纵向（不同年代）两个维度，对青年人交流的特征进行对比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项目组进一步明确了当代青年人的核心特征，并将主题确定

为“移动虚拟交流”（Mobile Virtual Contact）。第二步采用文献综述的形式对 

“移动虚拟交流”的特点、主要方式、相应技术、行为过程进行分析，以此制定下

一步“用户研究”的具体访谈内容和提纲。项目组精心筛选了14个目标用户进行深

入访谈。用户研究主要是通过照片日记、访谈与观察的形式进行。最终，项目工作

组有了许多重要发现。一种正在显现并呈不断发酵趋势的“拼”与“晒”现象获得

人们的关注。由此，设计的机会也随之浮现出来

“拼”（分享）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由来已久，近些年再度流行并备受关注。 这

种现象可以追溯到私家车主间的非法“拼车”（或“拼客”）（合用小汽车）等现

象。“拼”指的是群体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事件或从事一个活动，通过集体利

益或意志的实现达到个体利益或意志的实现。其参与主体既可以是熟人朋友，也可

以是陌生人。目的是分摊成本、共享优惠、享受快乐、共享经验、彰显自我、扩展

和巩固社交范围。“晒”不仅有英文的分享（share）和展示（show）的意思，也有

中文“晒太阳”的悠闲自得、非功利主义，以及将真相曝光的意思。如果说“拼”

更多是经济上的考虑，“晒”则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 

项目组在进行了充分调查、分析后，利用“社会创新”理念，选取了多个方

向进行创意设计与系统完善。其根本目标是保证新型的“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

性，即在确保目标人群需求的同时，使系统运作更有效率，更有助于实现资源的节

约、促进环境的保护，并重点思考如何采用恰当的盈利模式，吸引相关企业加入其

中。EasyRide 服务系统针对的是都市年轻上班族的日常出行和通勤问题。概念的初

衷源于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中国某些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不够完善。对于年轻白

领来说，上下班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并不方便。第二，尽管私家车可以保证舒适，

但是它们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燃油费极速攀升给使用者造成了越来

越重的经济负担。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北京，每天约有300万辆汽车上路行驶，而其

中的240万辆只乘坐了一个人；针对上述问题，在中国的某些区域出现了民间的“拼

 2 这一项目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诺基亚研发中心的几个少数长期合作研究项目之一。项

目由蔡军教授、刘吉昆教授和刘新负责，诺基亚研发中心的研究员王伟参与。这一项目从

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

 3 EASY-RIDE产品服务系统概念的设计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刘青、李建、韩威、李白和王玉

（以上均为音译）。见刘新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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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现象，尽管极具发展潜力，但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相应的硬件与软件系统配置，

加上公平价格体系与信用机制的缺乏，因而极易引发事端。

EasyRide的创意就是深入发掘“拼车”可能给未来都市交通发展带来

的机遇，并利用现代通讯与网络技术，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产品服务系统。

同时，通过“晒”的理念完善公共监督机制。该系统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构

建一个“拼车”服务网络平台。有意愿提供搭载服务的司机与愿意搭乘他人

车辆的乘客都可以注册成为会员。服务系统对会员的身份进行认定，并提供

手机端的应用软件，以保证会员可以及时、方便地使用服务。EasyRide平

台将为会员提供出行信息与搭乘偏好的设置、检索、出行线路快速定位、匹

配、手机支付、安全监控、专题论坛、信用评级、开具发票、纳税等服务。

服务平台在每次“拼车”成功后，从乘客在线支付的费用中取得一定服务

费；乘客将花费比乘坐出租车更便宜的价格达到目的地，并有可能结识更多

同路的年轻朋友；并有效降低空驶率。该系统将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降低 

污染、减少拥堵）、社会效益（鼓励分享使用而不拥有的新道德风尚和消费观念）。

可见，EasyRide新型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在充分满足了使用者需求的同时，也保

证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效益，并实现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利与共赢。

14.5 结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物”是有力的工具，是达到“目的”的保障，技

术、造型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被选择的；而“目的”则是做“事”。“

事”是“物”和“技术”存在合理性的关系脉络。因此，“设计”的本质是在“

事”的“关系脉络”里去研究、发现、理解，才能创造出合情合理的“物”。

设计科学可转化为两个侧面：“目标系统的确定”与“重组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进一步化约为：“目的——手段”。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下的“设计”将重点探

索“物品、过程、服务”中的“方式创新”——谋“事”，其研究具有广泛性和纵

深性两个维度上的意义。“设计”将更多以“整合性”的概念加以定义。

“文脉”是意义的承接，技术与形式只能作为手段。而当我们过多的关注于手

段时，手段也就成为了目的。“人们往往停留在通向最终价值的桥上却忘却了最终

价值。”这是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当文化存在的“语境”已改变时，我们便需要设

计师去创造新的“可持续设计”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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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传统的生态文明观与现代服
务设计系统

郑曙旸
中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可持续设计研究所

15.1 世界设计文化观的趋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享的观念贯通于东方文化的历史，并影响其设计文化观的形成。在

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所谓“天人之际”。 

这里的“天”指的是广大的客观世界，亦指自然界。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

都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相待相成的，以天人的完全和谐为最高理想。战国荀

子《天论》（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首先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之

人矣。”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人而存亡，与人类社会的贫病灾

祸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主宰人的命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

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

天人合一说最早由子思、孟子提出1，他们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天赋，

尽心知性便能知天，达到“上下与天同流”。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人与天本来合一，只是人的主观区分才破坏了统一。主张消除一切差

别，天人混一。宋以后思想家则多发挥孟子与《中庸》的观点，从“理”“性”“

命”等方面来论证天人关系的合一。明清之际王夫之说“为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

天”（《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但强调“相天”“造命”，“以人道率天道”。 

 1 说明：在本章节中，中文中的“人”被译成了“man”，而并未使用“human”

或“humanity”的译法。此举只为更忠实地传达出古语的内涵，绝无性别歧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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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各说，力图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协调、和谐一致（舒新

城 1999：1486）。以这样的哲学作为基础的设计文化观，及在这种观念的孕育下建

筑、园林、城市规划体现了文化内涵所赋予的特质：建筑结合自然环境互为映衬相

辅相成，园林以其自然的山水形态体现出深邃的意境。 

人作为大自然主宰的观念贯通于西方文化的历史，同样影响其设计文化观的形

成。在西方文化的传统观念中：人处于万物之灵的地位，或宇宙中心的地位；别的

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安排，都得服从人的需要，听从人的摆布。柏拉图（前427

－前347）在《泰阿泰德》中说：“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衡量现有的一切的存

在价值的尺度，也是衡量现在所没有的一切的不存在的理由的尺度。”亚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在《政治学》中说：“如果说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没有哪一样是

不完善的，也没有哪一样是无用的，那么推断的结论必须是：大自然已经创造的一

切动物都是为了人。”培根（1561－1626）在《古人的智慧·普罗米修斯》中说：

人可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把人从世界除开，其余的一切都将茫然无所适从，失

去了目标或主旨，正如习语所说，恰似一把拆散了的旧扫帚，不成体统。这是因

为，整个世界万物都在协调一致地为人效劳，人不能使用又不能从中获得成果的东

西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康德（1724－1804）在《目的论批判》中说：“人就是世界上创造的终极目

的，这是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从物的总体中有意识地形成目的概念的活

物，还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建立一套目的系统。”

当世界进入21世纪——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

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以市场经济为主

导的全球化社会运行模式，导致设计文化的取向全面倒向西方世界，包括影响环境

绝不低碳的西方发达国家设计标准。然而，如果中国再这样走下去，“不仅会影响

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廖晓义 2010：3。）因此，摒弃人类中心主

义，弘扬“天人合一”的东方传统文化观，具有世界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普世价值。 

15.2 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取舍

东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观孕育了农耕文明，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观引发

了工业文明。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呈现的波澜壮阔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直接从农

耕文明的社会形态跨入了后工业文明的信息时代。旧有的具有糟粕性质的传统观念

尚未彻底打破，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观念未能及时建立。同时，旧有的具有

精华性质的传统观念却被我们轻易地丢弃，而不加选择地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所造

就的价值观，导致今天实施可持续设计面临重重障碍。

当代中国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在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自身传统

文明精华的抉择中，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要在本世纪

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历史性地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依靠科学发展的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谓“小康”就是在满足人的基

本温饱的基础上，生活的各个方面略有盈余。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介于贫穷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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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中间状态，也还不是国际公认的中产水平，当然更不能以所谓 “有房有车”

的物质标准来衡量，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让每个中国人都来做“美国梦”

，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小康的标准，以中国的人口与自然条件，是一个

难以达到的目标。所以说这个核心标准的定位必须适度。 

“度”在汉语中表达了：分寸、节制、礼数、平衡、和谐的含义。“度”在

哲学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在这个界限内，量的增减不改变事物的

质，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从传统文化的概念出发，“度”是东方生态智

慧的凝练表达。凡事适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中世世相传。适度的概念为“

俭”，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过度的概念为“奢”，恰恰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糟粕部分。两者都能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找到注解。 

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成为经济主义在当代社会与文化运行中的具体

表现。在经济主义的指导下，人类采取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

产、生活方式，就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是，在市

场经济的条件下，生产经营者以赢利最大化为目的，存在着无限掠夺自然资源、破

坏生态和环境的自发倾向，并因此危害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创新旗帜

下产品的设计将会变成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同谋。这种设计理念显然与最大限度地合

理配置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背道而驰。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在于正确规范两大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道义上的责任

感，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12）。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就是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原则，去创建人类社会

未来发展的生态文明。面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设计，则需要从“人与人”、“人与

物”、“人与环境”三个方面去规范，以期达到理想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人与人”仁爱相待，人际平等的沟通原则；第二种境界是： 

“人与物”珍惜物品，物尽其用的价值目标；第三种境界是：“人与环境”尊重自

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定位。 

15.3“天人合一”观念二元特征的内涵

“天人合一”的观念，属于农耕文明的传统生态，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法

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体现出天人完全和谐的最高理想，也成为个

人完善的最高境界。这种观念的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显然有一个凝练精

华和扬弃糟粕的筛选过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国人却采用出世的态度看

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入世的态度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于是，自然的环

境保护只是抽象的概念，社会的经济运行才是具象的实际。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传统与当代建筑营造的对比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北京故宫

（紫禁城）是以封建皇权的概念来宣示“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建筑典型。紫禁城作

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南起永定门北到钟楼的北京城中轴线，纵贯紫禁城。从紫禁城

前庭大明门起始，经千步廊，过金水桥，入承天门过端门，再入紫禁城午门过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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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穿过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再经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

门、钦安殿、最终洞穿神武门北上（从大明门到神武门全长2200余米）。无比壮观

严整对称的纵横双向扩展组合，形成前殿后寢的整体格局。这条中轴线的核心，无

疑是太和殿上显示皇权的宝座。所有的时空铺垫无不以这个坐标而展开。从大明门

到达此点的距离，是从此点到神武门的一倍。帝王的权势，天子的威仪，以君临天

下的气势，通过建筑的空间序列得以充分的诠释（郑曙旸 2008：12）。 

今天，遍布中华大地的无数行政办公大楼，几乎都在尽力模仿紫禁城的时空序

列。宽大正面具有宏大尺度内庭的建筑，坐落在占地可观、中轴线布局、空旷无比

的广场之上。然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完全不需要百姓顶礼膜拜的空间

铺陈。于是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不少建筑的大门终日紧闭，而旁门左道则成为人

流如织的出入口。土地和建筑空间的浪费令人瞠目，完全背离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定位。 

15.4 环境选择的学问：风水学 

风水，亦称“堪舆”。按《辞海》（舒新城 1999）的解释：“这是中国的一种

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式，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

福。”“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环境的代名词”

（刘沛林 1995）。至少风水是一门“环境选择”的学问，就是说“人类只有选择合

适的自然环境，才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刘沛林 1995）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

实际上就是哲学理论与建筑实践的结合，它蕴含了环境设计的理念。 它注重人与环

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人文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环境心理

学”中有着同样的论述。 

中国的风水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人与大地同处于一个有机的整

体之中。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的唐通（Tong B.Tang）在《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一书

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

理性不应与善和美分离（唐通1984）。风水的思想文化是以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

为指导的。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以人类乃至动物的两性交感繁衍后代的普遍现

象推演至自然界的变化。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中形成的，而

变化的形式则是通过交感。以交感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动静变化成为阴阳理论的基

础。建立在中国古典哲学阴阳思想基础之上的风水学，正是以这样的根本观点来认

识大地、认识地形的。风水“气论”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以阴阳为前提、

以气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风水理论中，气的概念运用的最为普遍。所谓“气”是风

水中一种无形而连续性的物质。气论认定的：天生于气、地生于气、人生于气、万

物皆生于气的观点，反映出中国古代关于大地有生命的有机自然观。既然天地人都

是气所生成，那么它们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共性，同时也可彼此感应。这种天、地、

人的自然感应观，必然导致大地有机论的产生。风水学发展的价值正是建立在“大

地有机”自然观的前提下。实际上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证明地球生态系统是

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链，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受到影响的必定是整个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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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所追求的目标，是选择对人的生产与生活发展有利的环境。按照风水的理

论所寻求的理想风水宝地，展现出一种“藏风得水”的环境模式。这是一个山环水

抱的理想居所，群山环抱，流水环绕，草木繁茂。《阳宅十书》中提到：“人之居

所，宜以大地山河为主。”“背山面水”的居所选址成为中国古代民居典型的环境

模式。在中国古代“宅为人之根本”的观念指导下，民居的宅内形，讲究坐势、朝

案。在住宅的建筑上讲究开门法则、天井功能、排水法则。总之，风水的目标就是

今天环境设计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两者之间异曲同工。因此，风水的环境选择理论

涉及生态、景观、安全、行为、心理等诸多因素的考虑。 

15.5 风水学与现代服务设计

随着日渐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各国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将眼光转向东

方。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源自设计本身的内容

与方法研究，其中尤以服务设计的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前者，虽然是东方世界关于

环境选择的传统，但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设计本质深层次内容的体现，

对于走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设计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后者，因为打破工业文明所

催生的现代设计——单一的产品观，逐步进入面向用户全方位的服务系统设计——

综合的环境观，使得两者（即风水和可持续设计）具备了相互借鉴的可能性。 

与传统的设计学科比较，服务的设计采用了整体的办法，来评估需求、产品和

战略，以多种渠道提供服务。服务设计在最大限度地提供方便和满意度的同时，还

着眼于增加价值，改善用户和供应商的关系。风水学是一门东方古老的综合设计系

统；服务设计是一门西方新兴的综合设计系统。面向人类未来的生态文明，它们共

同具有不可替代的环境生态学理论基础，因此也就具备了明显的可持续设计向度。

通过结合传统与当代的设计理念优势，形成对可持续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支撑。 

今天的人类需要在思想意识的层面实现彻底的变革，从而使社会的经济、政

治、技术、教育向着生态文明的道路转进。因为，工业文明已经走入了死路。“现

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准则是……与生态匮乏不相容的。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整个

现代思想，尤其是像个人主义之类的核心原则，可能不再是有效的。”（沃斯特

1999：412）设计同样需要面对生态文明的挑战，需要调动人类全部的智慧与能力去

应对。设计的运行只有建立在环境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如何使用更少的能源和资

源，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如何实现材料应用的循环，产品产出回收的循环；如

何变工业文明的实物型经济为生态文明的知识型经济。总之，就是要运用人类思想

的所有财富，通过科学的设计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和能源。 

建立生态文明，如果仅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式，单靠科学技术手段去修补环

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工业文明的对立走向

生态文明的和谐。解决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回到人文科学的层面，在与科学技术的

通力合作中找到一条出路。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环境保护观念的设

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诸多战术层面的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就是可持续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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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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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的教育方式
展示经验*

吉谭雅力·萨克戴夫（Geetanjali Sachdev）
印度斯瑞施蒂艺术、设计与科技学院（Sristhi School of Art，Design and Technology，India）

16.1 引言

本章回顾了一种特殊教学法的形成过程，目前，本人正尝试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采

用这一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为公共行动、审美形式的抗议与话语权的出现提供了空

间。这种方法是在某种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经验对课程的设计至

关重要。本章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而形成的，即我们经验的本质内涵能够影响并引

导我们思想的外在物质表现。随着可持续成果以产品服务系统和全新的系统概念的

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新的教育方式也必须同时重视创造这些过程和结果的人们

的个体体验。 

本章提出了五种类型的人类体验：主观体验、客观体验、参与式体验、竞争性

体验以及反思性体验。在为设计教育制定革新型教学方案时，必须将这五种体验类

型纳入考虑范围。纳拉亚南（Narayanan）（2010）指出，若使教育为未来可持续

发展做贡献，就必须有能够为争取话语权和公共行动提供空间的革新型教学方案。

她对传统可持续教育的出发点提出了质疑，并在制定设计教学法之初，就提出了一

种将知与行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培养学生了解、感知和观察世界的能力。这种教

* 我在此对艾薇·瓦格西（Avy Varghese）、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es）、吉塔·纳拉亚南

（Geetha Narayanan）、拉塔·玛尼（Lata Mani） 和亚沙思·舍提（Yashas Shetty）表

示感谢，他们极大地影响了我形成现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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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将社会与生态公平作为其可持续教育的基石。革新型教育方案不再单纯教授产

品和人工制品的制作方法，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获得动手实践、沟通和执行的能

力，并将其作为可持续设计教育的核心。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人的关心。

本章所用案例均来自我的教学实践，用于说明该教学法的形成过程。这里所描

述的每一种教学法都旨在为学生提供进行上述五种类型体验的机会。每种方法都能够

帮助学生形成关于行动、互动和理解新模型的想法和概念。这种方法可以引导学生开

展自主性的和参与式的活动，同时也鼓励学生以实际行动或是以言语交流的方式，参

与到公共及社会活动中。这种方法允许设计构思超越手工制品、产品或服务层面，进

而上升到一个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更为宽广的层面。

我们相继开展了4次教学探索，我们将按顺序逐一对其进行分析。这项研究基

于我的教学经验，所以每一次的探索都可以形成一个“范本”。我利用理论来解释

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因此，这五种类型的体验是进行设计教育时需要考虑的相关

因素。然而，需要长期的系统研究来对这些体验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才能使其更

具说服力。本章的最后总结认为，将上述五种体验进行综合运用会产生一种审美体

验，对学习者产生延伸效应。本章的最后部分再次对杜威（Dewey）关于艺术、美

学和学习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把教学法作为延伸的概念。 

而且，把教学法作为延伸这一概念，与系统思维设计方式有相似之处。构思

的复杂性是所有设计活动的核心特征。系统思维提供了一种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

该方法注重理解构成整体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所有产品服务系统

或利益相关方互动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系统是指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任何实

体。在大环境背景下，系统思维主要关注的是事物的整体属性。系统思维提供了解

决问题（发现问题）的整体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相关性的特征，并能在应对复杂环

境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便理解行动和干预的依据。延伸教学法概念的运用正

是艺术和设计专业学生发展的切入点：因为延伸教学法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教学

方法，能够使学生更多地参与和接受挑战，并帮助其解决棘手的问题。 

16.2 印度艺术与设计专业本科学生的认识论信念

我的第一个提议——学生的主客观体验作为教学设计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概念

源自于本人的硕士论文：“关于艺术与设计专业本科学生的认识论信念，及其对艺

术与设计教育的看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将上述各种类型的经验植入到教学应

用中。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本质以及合理性，

并关注人们对真理的认识过程。人们曾用不同的术语表述认识论，但对知识产生

和发展规律的探究始终是关注的重点。研究个体的认识论价值系统主要就是研究

个体如何形成知识或认知的概念，以及是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去了解世界的（霍弗

（Hof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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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知识和认知信念本质的好奇心来源于我对实践判断的兴趣。这种兴趣产

生于我对学生作品进行美学价值判断的过程，也产生于与此过程相关的各种知识。

哪些知识是客观的，是让师生去共同理解的？哪些知识是主观的或者个人的，被认

为是无效或不相关的，是需要进一步阐释的？如何将这两种知识结合在一起？如果

无法将二者结合起来，那为什么客观知识通常比那些学生从他们亲身经历所得出的

主观知识更有价值？

这一研究基于马莱娜·肖沫（Marlene Schommer）（1990，1994）的理论

体系。该体系认为，认识论信念是各种关于知识认知过程的基本性质“相对独立的

信念”的集合。肖沫（Schommer）（1998）认为，特定的核心信念会影响学生的

学习态度。她设计了调查问卷来评估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信念。她将认识论信

念系统划分为至少五个维度：结构、确定性、知识来源、知识掌控能力和习得知识

的速度。这五种信念维度又可以分成两大主要领域：知识的本质及认知的过程。认

知的本质涉及知识的确定性和知识的结构，知识来源涉及认知的过程，即某一个体

逐渐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她解释说，认知速度和对认知过程的控制与多种因素相

关，比如学习的毅力和动机等（Schommer-Aikins 2002）。她举例解释：在课堂

上，有的学生认为自己是积极的听众，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知识是广为人所知的；而

有的学生认为他们只是被动的听众，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权威才应该拥有知识。

只有当这些调查问卷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均适用并有效的情况下，我的研究结果

才是有意义的。样本大小、学生性别、学生背景、场景数量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普

遍适用性。本研究对于经验的本质及认知的影响都形成了许多深刻见解。

16.2.1  该研究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收集来的数据，在这个案例中，知识的组织和呈现方式，都是固

定的、具有权威性的、不可挑战的。这将影响学生对于知识特点的看法。学生对于

知识特点的看法决定他们对认知过程的看法，而不是相反。印度学生的认识论信念

较大程度上受到以往殖民历史及本土教育观念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印度教思维方式

的影响。 

分析、研究数据后得出三个主要结论，对我们的实践有所启发。第一，认识论

信念会承载特定的文化特征：本案例的实验样本是斯瑞施蒂（Srishti）学校的本科

生，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体系认为，所有的知识，无论是图像或文本的，都具有权威

性。第二，知识来源会对知识本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认知过程。第三，认识论信

念受到许多相同或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教育系统对儿童的训练具有重大影响，因为知识习得主要发生在正式的教育环境

中。 

16.2.2  对于教育实践的启示

在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知识和认知本质的看法进行评价将有助于制定认知策

略。霍弗（Hofer）（2004）对大学一年级学生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教学实践的方法

进行了研究。有的学生认为，知识是许多分散事实的简单集合，持此相对简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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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会认为开放式问题很难解决。日常教学只采用简单的教学方法，然而，在测

验中学生却需要处理复杂和综合性的问题，这加重了学生的认知负担。当学生的成

长环境不鼓励他们提出不同观点，或当学生趋向于躲避复杂问题时，他们需要的是

那种强调个人观点、具有挑战性的、能够提供多种答案的开放式的教学方法。霍弗

（Hofer）的发现表明，学生所获得知识的来源，也就是其权威性来源，更多地来自

外部，而非内部。学生对于权威的信仰可能来自于老师、宗教、课本、媒体或者家

庭。如果他们相信真知来自于权威，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课程或者项目中，

当需要创新型设计方案时，这些学生给出的总是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答案。在教

学规划过程中，教师通常要求学生从大众新闻、媒体以及专家，而非他们自己独特

的个人经验中获取知识。贝尔（Bell）和林（Lin）（2002：342）总结道，“分析争

论的倾向源于教学指导”。他们引用林（Lin）和希斯（His）（2000）的陈述，在

教学实践中有两个重要的设计原则：教学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与认知知识，教

学还应该让学生在自然的学习环境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

16.3 经验的角色

16.3.1  经验作为一个分析单元

基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哲学以及他关于艺术、美学和教育的观点，我

们认为，设计教育的教学可以根据对经验本质的理解进行设计。

杜威（Dewey）提出，研究人类活动应该把经验单元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而

不是拆分成小的部分，如认知、情感或者行为。正是通过总结与世界交流之后所收

获的经验，我们逐渐与环境建立了联系，并且能够继续生存其中。经验是个体与世

界的互动，在二者之间寻求统一和稳定，这一切都是彼此能够继续存在的前提（杜

威（Dewey）1938）。但是，经验并不会自发引起学习认知，认知过程需要对经

验进行有机整合；一个中介过程帮助学习者充分理解经验。在此过程中，中介资源

能帮助学习者批判性地评价、审视和反思他们的经验，最后从中学习到有效的知

识。杜威（Dewey）认为，学习经验与其它经验有所不同，其它经验会阻止或妨碍

未来经验的积累。他认为，在这些经验中，个体对外部环境所做的变化能反映出个

体本身的内部变化（杜威（Dewey）1916)。杜威（Dewey）也认为，经验之所以

能够独立于欲望或意向而存在，是因为其有能力在后续经验中继续发挥作用（杜威

（Dewey），1938）。他认为，经验是学习的基础，并且同时也考虑到了经验两个

方面的属性，即经验的适用程度，以及对后续经验的影响。这二者的结合决定了所

有教育经验的重要性和价值。经验过程与教育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我们也需

要承认社会因素在个人经验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经验总是来自外部，

而且所有这些经验来源都是有效的（杜威（Dewey）1938)。

16.3.2  经验的主观性

这种方式的学习完全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以便今后能够利用这些经验来指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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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学习这些知识，必须将这些学习对象（知识）带给人们的心理反应

进行分析，或将其重新转换为直接的个人体验，因为知识都是从这些个人的直接体

验中所汲取或习得的：这就为学习认知提供了动力（杜威（Dewey）1938）。在斯

瑞施蒂（Srishti）学生的案例中，他们获取教育经验的途径属于遗产传递型（legacy 

transmission model），这一模型强调的只是机械性地学习客观知识，并不太重视将

学生的个人经验作为内在的知识来源。为了避免受到之前所受教育的影响，知识的

展示不应该仅来源于权威著作或者权威人士，学生知识的内在来源也同样有效，但

仅仅利用学生的个人知识，寄希望于增强学习动机，引入客观主题等是不够的。为

学生提供机会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把他们的个人经验作为学习的基础，这

两点同样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将经验的主观性提出来作为教学的第一要素。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是个人个性的来源，也是该学生经验特殊性的来源。这种特殊性的

经验有别于那些一般性的经验：在艺术和设计教育的教学大纲中，应该把培养想象

力和创造力作为教育的目标，这是不容忽视的。

16.3.3  经验的客观性

公共教学研究主要是以不同于学校教学的方式进行探索，这些教学方法要求重新审

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的教育过程（桑德林（Sandlin），舒茨（Schultz），

柏迪科（Burdick），2010）。作为理论建构，这一概念被公众认为是一支重要的教

学力量，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它都为理解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教学

过程需要从课堂之外寻求其它知识来源，因此，经验的客观性作为第二要素被提了

出来。教育方法首先需要辨别和认可这些来源，并加以利用，对从这些经验来源所

传递出的思想和价值观进行验证、质疑或者重塑。

每个个体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在一个意义共享的社会环境

中构建出来的。这些意义是由我们的日常所见所感而产生的想法和概念，以及用科

学方法引导出的概念而组成的；这些意义的存在，借助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非

直接经验。以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团队的价值观和判断作为知识的来源是广为接受

的，而理论和实践的学科知识使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一些专业团队。 

客观知识经验提供学习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对知识体系进行认可、接受、批

判、质疑和重塑。如果设计教育要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发展前景，重塑和进一步

发挥想象力是很必要的。

在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中，我将对教学尝试进行详细的讨论，主要关注了教学设

计中的竞争性、参与性及反思性体验。

16.4 第一次教学法尝试：公共环境中的恐惧与性别

“公共环境中的恐惧与性别”项目是斯瑞施蒂学院中期学期课程的一部分。该项目

通过带领学生参与改善社会、文化和生态居住环境等活动，探索、学习和体验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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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该项目为期五周，通过与该市建筑界和社区的设计师展开互动，探索艺术实践

对理论研究所起的作用，以期达到影响市民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目的。1

在项目前半程的两周中，参与项目的六名艺术家带领学生们参加了表演、广播

及其它媒体形式的活动。在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一系列创新活动中，学生置

身于各种使他们感到恐惧的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探索这种体验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所有学生均为女性。这些活动包括：临时将公园里一个“可怕的”同性恋活动区改

造成一个适宜晚上聊天的场所，把女生们都组织起来，进行她们擅长的编发活动，

尝试扭转由男性占据该场所的局面，并让学生们邀请公园里散步的人们在一幅班加

罗尔刺绣地图上缝上几针，在学生们曾感受过幸福和恐惧的地方举行一系列小型演

出，挑战男女之间的互动模式。 

还有一项活动，是以步行的方式进行公开抗议。一个极端右翼政治组织在印度

城市芒格洛尔的一个酒吧和班加罗尔的几个露天酒吧袭击女性，此举造成了巨大的

社会恐慌，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以示声援，他们认为该组织的“西化”行为是对印度

价值观的不尊重。这些学生声称，作为印度女性，她们拥有多重身份。她们提出的

口号是“说我是（Say I Am）”，她们设计了能够穿戴在身上的标签和横幅，还利用

各种媒体的力量号召人们参与抗议游行。大约有200人以和平游行的方式参加了抗议

活动，导致班加罗尔政治局势一度相当紧张。

在项目后半程，学生决定以班加罗尔市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为活动的主题。

这些项目反映了以下社会艺术原则：与社区互动；与他人交流，参与社区活动，改

变或创造人与工作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帮助人们在工作中建立一种新型同事关

系。通过三周的实践，他们共完成了4个项目：第一，把具有恐怖效果的声音，播放

给街上的行人听；第二，与小学生举行研讨会，讨论他们在公共场所遭遇的恐怖经

历，并将这些经历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第三，收集能够提升女性魅力的、适合女

性在公共场所穿着的服装；第四，参加一系列家庭研讨会，并开展一系列活动，针

对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学生都容易产生的公共场所恐惧症的问题进行讨论。

16.4.1  反思与思考：竞争性、参与性及反思性体验

“恐惧与性别”项目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理解怎样进行设计教学才能吸引和推

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行动和抗议活动。感兴趣的程度、公共抗议的计划和执行力度

 1 本课程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班加罗尔举行的为期两周的研讨会，包括一系列对表

演、视觉和声音艺术的探索及相关教学干预。早前，瑞典大地当代艺术实践艺术馆（LAND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s）馆长、艺术家茜茜·韦斯特伯格（Sissi Westerberg）和维

拉尼卡·维曼（Veronica Wiman）二人在哥伦比亚、瑞典和南非曾开展过相同主题的研

讨会。这次研讨属于与它们的合作项目，受到它们的启发。本次与会的艺术家有利兹·

科内克（Liz Kueneke）、卡罗琳·H·拉森（Karoline H. Larsen）、安娜·宝拉·阿

尔贝（Ana Paula Albé）、理查德·韦德伯格（Richard Widerberg）、维纳亚克·达斯

（Vinayak Das）、贾汀·韦德雅蒂（Jatin Vidyarthi）、曼格拉·阿内波马斯（Mangala 

Anebermath）和维拉·曼德（Vera Maeder）。兹纳斯·哈桑（Zeenath Hasan），他们

协作将该项目引进到班加罗尔。第二部分中，在斯瑞施蒂学院教师拉德哈·昌德拉谢克哈

兰（Radha Chandrashekharan）的协助下，学生独立完成自选的个人或小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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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学生在完成个人项目时表现出的持续参与的兴趣，都对设计教学法有一定的启

示作用。课程结束时，学生参与项目的结果显示，艺术实践在引导公众关注社会问

题这方面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符合艺术家定义的社会艺术原则方面，有两个常见的思路贯穿所有的这些

活动过程。一个是重塑个人的经验，另一个是通过参与过程与公众形成更广泛的互

动。这两条思路不仅使个人的观点更容易为公众所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公众的参与

度并见证这些观点。然而，学生在反思了自己的主观立场并理解了问题产生的大环

境之后，才会决定如何作为。在对自己的反应、情感和感觉进行了大量反思，并且

在预测了自己的行为及表达的后果之后，学生才会行动。 通过采用争论、参与和反

思等策略，促使学生行动起来。这一过程具有美感，而且由于学生考虑的范围更广

泛，这种美体现在具体行动中。

美感体现在超越了物质形式的行动和参与活动中，体现在大众的相互关系和人

们在进行抗议游行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中，体现在挖掘公众心目中的“真相”和验证真

相的过程中，体现在社会行为动机的来源中。同时，这些美感还体现在与艺术家表达

方式之外的其它不同认识世界的方式中，人们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路易

斯（Lewis）（1990，1992年帕亚雷斯（Pajares）引用）描述了认知方式如何作为

选择价值观的方式，以及所有知识的来源如何存在于信仰体系中。人们利用自己的感

官、直觉、逻辑或者自然法则开始认识外部世界。他认为，个体用六种方式来认识外

部世界：相信权威、演绎逻辑、感官体验、是非判断、合理直觉以及个人对科学方法

的使用。他认为其中的一种模式会成为个人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模式。但是，即

使其中一种模式成为个体认知的主要模式，人类仍然可以通过所有这六种方式获得知

识。克莱克斯顿（Claxton）（2000）则描述了三种认知方式，其中之一便是直觉。

他对直觉认知、分析认知和反思认知三种方式进行了比较。这三种认知方式代表老师

的三种思考方式：直觉思维是人们从以往经验中无意识地提取出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

的整体解释；分析思维是逻辑和推理；反思性思维则是指对问题进行反复的深思。积

累经验对于学生来说是必须的，因为经验能够帮助学生找到各种各样的获取不同类型

知识的方法。如果认知方式影响认识论信念（帕亚雷斯（Pajares）1992），那么教

学策略需要有所调整，考虑是否把所有方法都传授给学生。

16.5 第二步教学法尝试：公共场所和教学法

2009年7月，持续八周的“公共场所和教学法”课程采取开放式、项目化的问询方

式，探索了如何发挥公共场所的教学作用，帮助个体学习、构建知识脉络、价值观

和身份认同。在课程结束之际，学生必须对这些知识体系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重

塑，同时，把他们自己的观点作为一种教学法的尝试回馈给公众。该课程包含不同

类型的教学指导，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和视觉表现方式2。

 2 设置公共场所和教学法课程的目的是可以让学生对不同的访学教师采用不同的询问模式：

表演艺术家和媒体从业者迪帕克·斯里尼瓦桑（Deepak Srinivasan）、摄影师安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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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借用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关于公共教学概念著作中的概念，把

市场作为公共教学场所，检验其作为学习场所的运作情况。吉鲁（Giroux）使用的“

公共教学”这一术语包含了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和教育影响，还包括通过数码

和媒体技术等新形式表现的认知和学习。吉鲁（Giroux）说，处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

主义公司文化为公共领域的教学提供了新场所。这些教学法在各类机构中以多种方

式开展教学，并不断生成、传播和宣传在这种强大教育影响下出现的创意。这些教

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竞争力、自我本位的学生，他们追求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双丰

收。 

在这些不同的方式和体验中，课程内容源于学生的需求和实际的参与空间。

和“恐惧与性别”的方法类似，在本课程后半段，学生利用前六周所收获的一系列

经验设计并整合出自己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均衡（Equilibrium）”，在公园里

的互动项目中，游客受邀反思自己的性别偏见以及他们形成（或者没有）性别等级

观念的过程；“换装项目（Nayi Dastaan）”，把衣物看作是可视的性别标志。在该

项目中，学生制作出科幻电影海报，上面是用纱丽（印度妇女用整块布料裹住肩膀

和头的服饰）装扮的英雄人物，他们在街上展览这些海报，以此激发人们讨论对于

穿异性服装的态度；还有“这不是我的原因”（I Never Ask for It）项目，学生在虚

拟的公共场所，以街头性骚扰为主题，讨论女性在公共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16.5.1  反思和理解：争论的本质

“公共场所和教学法”（PSP）项目内容积极向上，形式上却更偏向艺术3。学生们

认为，这些项目开发了新的行为和互动模式，成为了解周围环境的新方法。大部分

项目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抗议为表现形式，表现出人们对于某些意识形态或强加规

则的不满或者反抗。

公共教学法……是嵌入到集体行为中的行动主义，不仅存在于制度化结构中，

还存在于非制度化结构体系中，包括基层组织、社区项目、艺术团体以及镇民大会

上——凡是能够为民众提供表达同情、愤慨、幽默和行动的场所都包括在其中。这

种教学法避免了教学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为复杂的、有争议的、来自底层的观点

的表达提供了机会（布拉迪（Brady）2006：58，奥马利（O’Malley）和罗斯波罗

（Roseboro）2010年引用）。

本课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公共教学法既能够用于研究，也能够指导设计专

业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采用一系列的形式，如视觉表达、具体行动和效果展

示等形式，将那些不满和反抗的情绪表现出来。 

克斯（Anna Fox）、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拉塔·玛尼博士（Dr Lata Mani）、图表和

标准设计师马林达·帕特尔（Mahindra Patel）、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贾思曼·帕特加

（Jasmeen Patheja）及学者和哲学家孙达尔·萨鲁开博士（Dr Sundar Sarrukai）。本课

程由斯姆里提·梅拉（Smriti Mehra）、莱文德恩·古他（Ravindra Gutta）及阿伊莎·亚

伯拉罕（Ayisha Abraham）协助完成。

 3 在2010年10月的谈话中提到在现存的多种认知方式中广泛存在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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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其它发现：审美形式与互动

从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看，“公共场所和教学”（PSP）课程受到学生的高度

重视。一些项目极具吸引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他们情感表达的愿望；但是，

项目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而是来自外界。就像设计师用情感

化设计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一样，这些项目通常涉及的是有感召力的话题，使人们

产生一种有别于自身体验的感受，这种感受完全是受到他人影响而形成的。 

这些项目表明，艺术方法可以用于美化一种社会形态，或反对这种社会形态，

甚至是产生新的社会理解、行为和互动的方式。这些新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影响可

以看作是一种美学抗议。这些观察和思考引发了对美学作用的质疑。利用美学吸引

眼球仅能够激发短暂的快乐感，而非持久的快乐。提出这些问题导致了另外两个课

程的设立，以下两个部分将会对它们进行简要的介绍。

16.6 第三步教学法尝试：抗议美学

本课程探讨了抗议的性质和内容，并深入研究了其不同的表达形式。艺术家和设计

师在努力重塑、想象并设置不同的现实选项时，尤其是在交流中用情感吸引更为广

泛的观众时，会结合使用抗议这一概念4。学生们也追求美的理想，作为公众的一

员，他们也通过各种媒介和其它渠道享受这种美。在最近一个由当红影星代言的“

白皙可爱（Fair and Lovely）”美白霜广告期间，他们的讨论受到了重视。他们质

疑白和美的关系以及把白作为理想的美进行推销的过程。接着，他们在公共场所进

行了一系列活动，表明他们对于这一话题的立场。本课程以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结

束，学生把这次游行称之为对把白强加给理想美的“美学抗议”，称之为“黑俏可

爱（Dark and Lovely）”。学生与公众开展对话，他们在自己脸上喷上深棕色和

白色颜料，还为此事制作了海报。他们把抗议声明写满街头巷尾，制作了称为“白

皙尺”的手带，在这种尺上标了等级，用数字表示和比较人的肤色深浅。他们把这

些“白皙尺”发给在脸谱网（Facebook）上及街头接受他们访谈的人。 

16.6.1  反思和理解：体验顺序，表现化

这一步教学法尝试展示了在抗议行动中，审美体验如何引发图像和视觉创建形式之

外的其它考量。它还可以扩展到抗议的互动性及其对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后续和残余

效应。本课程强调，当通过具体行动和表现，并以身体作为主要表达媒介时，个体

及周围公众的观点可以引发更为积极的响应和交流。 

为了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进行相关的设计，该教学法首先需要着手找

出那些能够触发某些政治、社会或客观现象的个性化或主观概念（理念），而这正

是这种教学法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传统教学法首先关注客体，然后找出它们与学生

 4 斯瑞施蒂学院的莱文卓·古他（Ravindra Gutta）和阿里森·库德拉（Allison Kudla）也参

与帮助了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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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联系，以此来激励他们。但是，引入的顺序是相关的：主体需要将自己在客体

中进行定位；个体首先需要找到自己在人群之中的位置，然后决定自己该如何成为

整体的一个部分。明确自己在公众中的定位，可以显示个人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

置。需要一个反思过程来指导人们进入一个辩证过程，为其争取空间和发言权，然

后再重新进行反思。 

16.7 第四步教学法尝试：经验美学

当试图在广大公众面前使学生的争论清晰明朗时，当不知道交流信息如何被接收

时，就会又一次产生兴奋感，这种意识在这时得到加强。似乎美感藏在参与的兴奋

感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中，学生走在街上想方设法让人们注意到他们时就体会到了

这一点。杜威（Dewey）提到美学经验时指出，风险体验也可能是一种审美体验，

因为这种经历需要我们全神贯注的投入其中。人类经验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维度，这

些维度可能会在我们共有的情感、感受和认知中找到，可能会跨越阶级、社会地

位、性别以及其它差异，而不像我们应用在形式判断上的视觉美学限制。这种判断

把我们观察和学习到的判断事物美丑的标准作为前提条件。 

这些观察和思考将我们引入了“经验美学”（Aesthetics of Experience）的课

程，来探索认知和经验的美学维度及其对设计教学法的意义。我们把“经验美学”

（Aesthetics of Experience）课程作为另外两个课程的小模块开展5。第一个课程的

名称是“形式问题”（Matters of Form）：经验美学（Aesthetics of Experience）研

究的是人类的感知方式，这一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对艺术和科学进行整合必须建立

在对一系列共享的技能和具体实践的认识的基础上。 

第二门课程“班加罗尔的骄傲”（Bengaluru Pride）的根本目标是，在那些能

够鼓励公众参与的体验设计中与大型社区合作开展创作。 

烹饪和饮食体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情形，其中探索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即有一

些方面能让人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这些方面的某些特点对经历者的影响比其它一

些特点更加强烈。另一种情形是电影体验和参与式的丝网印刷聚会活动，学生在那

里打印自己设计的T恤衫，并穿着这些T恤衫在大型社区中游行展示。这些内容都被

整合到这两门课程中。“经验美学”（Aesthetics of Experience）课程试图揭示那些

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快乐感，并促进艺术家和设计师就这些方面潜在的相关性展开对

话。课程包括学生蒙住眼睛参加晚宴等活动。他们还设计并举行了三次聚餐。在三

次聚餐中，最后一次教师参与的人数最少，但是也有200多人参加。在2010年11月

举办的LeNS会议晚宴上，学生们体验了从购买食材到为来宾服务的全过程。

 5 第一项课程由斯里史蒂学院教师拉梅什·卡尔库（Ramesh Kalkur）和认知科学家拉杰

什·卡斯图里兰根博士（Dr Rajesh Kasturirangan）协作完成。第二项课程由拉梅什·卡

尔库（Ramesh Kalkur）和莱文德恩·古他（Ravindra Gutta）协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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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思考与反思：对话

帕特里克·派瑞斯（Patrick Parrish）（2008）在其博士论文“把学习当作审美经

验”（Learning as Aesthetic Experience）中引用了杜威（Dewey）的理论，在论

文中，他认为有效的学习模式应该包括一个审美场所。派瑞斯（Parrish）对个人经

验中情感与认知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审美经验对这一整合至关重要。杜威

（Dewey）的审美经验的概念超越了审美是对美好和鼓舞人心的事物有所反应而产

生情感这一概念。他认为广义的艺术是把多元化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统一起来的审美

经验，是各种类型经验的统一体。恰恰是一个人参与的深度和强度以及达到的成就

赋予了艺术美学特点（杜威（Dewey）1934/1989）。审美经验和其它经验的区别在

于审美经验具有整体性，因为审美经验可以达到圆满的境界，实现内在的统一。 

我能够再次观察到我称之为美学的这种参与的兴奋感，因为它要求深度参与到

这种具有参与性、合作性、动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中，人们在这个活动中有

着共同目标。这里的共同目标包括“恐惧与性别”（Fear and Gender）项目中的

抗议游行、“公共场所和教学法”（Public Space and Pedagogy）项目及“抗议美

学”（Aesthetics of Protest）项目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哈兹拉（Hazra）（2010： 

6）在描述一个虚构的参与性声音艺术事件时也提到了“参与性美学兴奋感”这一概

念。

16.7.2  其它发现：共同创造体验，延伸效应

在“恐惧与性别（Fear and Gender）”课程上与学生一起穿街走巷时，除了感

受到作为公众一员的兴奋感，还可以感受到人群的密集和人与人之间身体的近距

离接触，接触到陌生人，感受到团体在表达和行动中的共同目标，还能感受到

把个人立场上升为政治和公共宣言时的相关风险。在“经验美学（Aesthetics of 

Experience）”课程中，当聚餐的人群达到高潮时也可以感受相似的兴奋感，这种

兴奋感不在于竞争的激烈场面，而在于自己成为事件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在于大

家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艾利亚斯·柯乃提（Elias Canetti）在《人群与权力》

（Crowds & Power）（1962）一书中提出，人群是一个普遍、玄妙的现象。他认为

在接触未知时产生的恐惧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只有在人群中，人们才不会害

怕这种恐惧，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恐惧感才会转化为相反的感受。在这里，没有

任何区别，即使是不同性别，都是平等的。麦克卢汉（McLuhan）（1964）认为，

数字是我们触觉的延伸，人们的服装品牌是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延伸。身处人群之中

可能会令人倍感舒适和愉悦，设计教学法在探索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使人们在经历

难以忘怀时可以借用这种思路。众生皆平等，人们不再在乎谁挤压着谁。人群中的

无差异性构成了作为其中一员的美感。也有可能当人们身处人群中时，他们所感受

到强烈情感体验构成了这一美感：柯乃提（Canetti）认为意外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强

度和其它类型的恐惧不同。 

“经验美学”（Aesthetics of Experience）课程中的最后一次聚餐有200人参

加。这是一次难忘的聚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也许行动和互动的残留影

响类似于生产过程的残留影响，未来的设计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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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设计任何拟定活动都会对活动的影响和后续结果有更为清醒的了解。在一个共

同创作体验中，展示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是很有必要的，就好像每个人做的菜肴放

在一起构成整桌美食所产生的美感一样，这些细节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个体如何组成

整体。这样，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个人经验对于更为庞大的人类经验整

体所做出的贡献。

16.8 结论

16.8.1  艺术实践、设计教学法和设想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设计行业的教育工作者采用各种工具，让学生熟悉自己的设计作品将要传播和产生

后续影响的环境。通过阅读材料、文章、观看电影和其它媒介，我们能够让学生了

解看待一个环境的各种视角，传授他们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这些都

是外部知识来源：这些来源于学生本人之外，学生通过客观来源或者其他人的讲解

学习这些知识。然而，任何环境中和环境周围所包含的问题除了来自外部，也可以

通过我们内部的个人经验和主观性获得。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了解那些客观的、外

部的、与我们疏远的来源，因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

与其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相互关系。艺术实践运用那些鼓励对环境进行主观探索的

表达方式。主客观知识有必要结合在一起，要想实现这一点，可以利用艺术表达方

式，并通过运用理论对问题进行批判性地理解，或邀请权威的加入来处理需要解决

的问题。我们建议教学设计采用前两种经验，即主观经验和客观经验，前提是通过

主客观来源的平衡，学习并了解环境的复杂性，这种主客观来源的平衡有助于对环

境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们可以向学生提供得益于设计干预的世界观，当这些考虑符合学生自身利益

时，他们的行动会有个人动机在其中。这通常从认识到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安排

开始，反对这种社会安排，并通过社会理解、行动以及互动形式倡导新模式。认知

和表达的艺术方式也可以作为一种方式，让人们讨论现有社会安排的性质，构想出

更新颖、更可持续的社会安排。它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方法，通过我们的想象，展现

出可能实现的未来王国，然后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它。其它三种体验，竞争性、

参与性和反思性体验，作为教学设计所需考虑内容。新的实践和行为模式可以依据

这些体验开展想象——并且这些体验也引入了新概念，未来的实践可以从中得到发

展。 

16.8.2  把能动行为（enactive design）作为审美行为

纳拉亚南（Narayanan）（2010）表示，印度设计专业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

动教学法的设计、演说空间的提供、美学抗议以及能动行为。这些挑战引起了我

们的关注，而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工作。她总结了欧文·拉斯洛（Ervin 

Laszlo）和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的理论著作和斯瑞施蒂学院在文化、环境

和教育领域的教学法和项目，并将其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她提出把基于自主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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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主动性的意识的整体发展作为设计思维新形式的核心。本章所述课程让学生参

与到不同类型的演说和公共行动中：审美抗议、能动行为（enactive action）、关于

强加身份的争论、价值观、意识形态、新的创意、社会安排和社会现实。学生展现

出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纳拉亚南（Narayanan）（2010）认为这些品质能够

推动能动行为（enactive action）和审美抗议的进一步发展。 

设计专业教育的新方式必须注重实践，实践表现出我们对其他人，即那些与

我们同在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关注（瓦雷拉（Varela）等人（1993），纳拉亚南

2010年引用）。当拥有不同种类的丰富经验时，我们就有动力采取行动，改造我

们的环境和世界。杜威（Dewey）认为，“经验为学习之基础”，提出“经验的

持续性和互动性”这两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区别不同经验内在价值的标准（杜威

（Dewey）1938）。这两项原则代表了经验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他认为，

两项原则的结合决定了教育经验的重要性和价值。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会要求选

择那些持续连贯、可以和未来经验有效结合的经验；这就会唤起对连贯一致的相

似经验的渴望。第二个原则，即互动原则，意味着客观因素和个体的内在条件都

会影响经验的形成。杜威（Dewey）指出，审美经验始于强烈的无法控制的参

与欲望。它从一个坚定的需求开始，不断开展行动，直到需求实现，否则这个需

求会一直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最终目标充满了期待，并始终坚持那

些能够实现期望目标的行动。我们也关心那些与我们预期目标相关的条件（杜威

（Dewey）1934/1989）。

16.8.3  延伸教学法

当我们产生主观感情和情绪时，当这些感情和情绪借助外部方式持续地表现出来

时，当我们的内在冲动与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连续性的社会领域发生联系并结合起

来时，当我们为了共同目标加入到更大的团体而成为其中一份子并为这一团体做出

自己的贡献时，当我们分辨出哪些是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并且我们可以向这些东西发

起挑战时，当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生活经验时，当我们反思并关注我们自身的成

长时——所有这些经验都有助于提高学习经验的质量，并且赋予它美学特征。为了

自己和他人而有所作为的冲动是互相联系的：它们都是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是相

同渴望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能动行为（enactive action）在一个更广泛环境下定位

个人行为，而这个环境也受到该行为的影响。能动行为（enactive action）通过外部

世界发生作用并通过精神和物质的两个方面影响世界，因而它要求有自我意识。

在我最近的教学实践中，我试图了解人们是否能把审美经验和经验美学这两个

概念区别开。在本章末尾，我提出的观点是经验美学也许是该经验的影响给人们留

下的延伸效应，而它鼓励人们追求类似经验，或者寻求同样经验的延伸。五种经验

要素：主观性、客观性、参与性、竞争性和反思性性，试图说明一种延伸教学法。

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教学设计问题，要求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行为作为整体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残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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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4  延伸教学法，可持续教学和系统思维

当我们教授“可持续设计”时，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创造出来的东西与那些保留和传

承下来的东西能够拥有相同的质量。可以采用鼓励学生对结果进行反思的教学策

略，把系统方法融入设计思维和行动中。五种经验要素：主观性、客观性、参与

性、竞争性和反思性。经验包含规划延伸教学法的因素，它们旨在打造能动行为

（enactive action）的能力，这种能力把个人的行为置于更加广阔的环境中，而这种

环境反过来受到能动行为（enactive action）的影响。该教学法要求我们将我们行动

的延伸效应作为整体中的关键部分，提出了我们如何在一个较大的动态环境及其相

互影响中展开互动。在设计可持续教育的大环境中，延伸教学法提供了一种方法，

把系统思维方式融合到设计思维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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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创新可持续性
（设计）教育的任务

海伦娜·许沃宁（Helena Hyvönen）、佩卡·萨莱拉（Pekka Saarela）和塔
图·马蒂拉（Tatu Marttila）
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s，Design and Architecture） 

17.1 创新可持续性1

本章选用此标题是有特殊原因的。它是2010年在芬兰设置的新的跨学科硕士课程，

该课程是在三所大学或学院合并成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2后，为该校学

生所开设的课程。该课程把商业、技术以及艺术与设计领域各专业的学生聚集在一

起。这个标题正好也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设计师或艺术家的专

业特长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出发点。 

作为一个国家，芬兰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约150年前，芬兰粮食欠收，

很多人饿死。经历上世纪中期前的战争之后，芬兰国弱民穷。老一辈芬兰人厉行节

约，敝帚自珍。家家户户都是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再传给弟弟妹妹们穿，反复使

 1 涅米宁E. Niemi（E. Nieminen，2008）同名著作，E·涅米宁是一项与书同名的硕士项目

的发起人之一。

 2 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是芬兰国内的一个项目，由三个在学术研究方面相互独立

的大学组成：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学院（The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Helsinki）、

赫尔辛基经济学院（The Helsinki School of Economics）和赫尔辛基理工大学（Helsink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这所新学校成立于2010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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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到最后编织成破布垫。人们出门除了步行就是骑车。如今，芬兰却被国际杂

志《新闻周刊》（2010）（Newsweek 2010）3评为世界最佳国家。 

教育的发展是这个国家能够被评为最佳国家的主要因素。由于芬兰在“教育培训、

科研、高科技及其应用、可信赖的公共部门以及芬兰人的价值观和态度”等方面的

积极发展，其综合竞争力位列世界前列（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2003b： 

6）。芬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而且社会效率很高，这不仅仅是芬兰人的骄

傲，而且是带动整个国家发展的工具。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尤其是可持续设计教育，能够且应该努力达到什么水平

时，可以将芬兰作为可行的研究对象。

本章探讨了学术界的新任务，以及教育和社会创造知识的新方式。本章的目的

是通过学习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实例，研究现代设计和艺术教育范

例，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实现上述目标。本章介绍了政府在支持艺术与设计方

面的政策和举措。本章还试图识别艺术与设计教育的未来走向，提出展开跨学科教

育活动，以便将产品服务系统（PSS）融入教学大纲，从而更好地实现未来社会的

可持续设计教育。

17.2 学术界新角色

过去十年里，学术界的角色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芬兰和欧盟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

为社会和经济创造新知识，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让人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教育4。传

统上，大学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21世纪初，芬兰就立法为高校

增添第三个任务这一方案展开了讨论，并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这第三项任务

就是创造实用知识5，并将之服务于社会。知识在规划和生产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教育部2003b：5）。从高

校的角度看，这第三项任务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协作、服务活动，或从更为狭义的角

度看，是与商业相关的活动。 

竞争的全球化和市场的日新月异要求国家的应对措施既能保持其未来的活力，

又“强调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主打产品的重要性”，这也是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建立的初衷（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48）。然而，

除了国内的环境要求之外，高校还需要担负起国际及全球责任。就可持续性而

言，转型过程中必要的创新不仅仅与技术有关，还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维佐里

（Vezzoli）2005）。此外，欧盟把跨学科教育能力作为评估“杰出高校”的三个先

决条件之一（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03：17）。因此，高校必须

 3 在线参考http://www.newsweek.com/2010/08/15/interactive-infographic-of-the-worlds-best-

countries.html的统计数据。

 4 在线参考http://www.newsweek.com/2010/08/15/interactive-infographic-of-the-worlds-best-

countries.html的统计数据。

 5 联合国指定2005年到2014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十年”。另见本卷第一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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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跨学科发展道路，在科研、教学及现实生活中都要把商业和技术、艺术和设计结

合起来。

17.3 可持续社会的设计与艺术

纵观历史，芬兰重视设计由来已久，在国际设计领域，“芬兰设计”也享有盛誉。

这种盛誉是二战后的一代设计师创立起来的，他们在国际展会上的出色表现受到世

人的关注和赞赏。20世纪90年代，为了改变公众对设计能力的认识，政府制定了

新的设计发展规划。该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工商业的竞争力、技能的提升和多样

化、加强开展科研工作，并创造设计机会。芬兰政府的“设计政策”（后来成为

2005！设计规划（Design 2005! programme））中的“决策原则”（Decision-in-

Principle）6，强调设计在“促进创新体系发展”中的作用（教育部2000）。成功的

产品开发无一例外都是“多专业协作”的结果，因此，政策目标建议将设计融入到

商业和技术领域的管理项目和本科课程中（教育部2000）。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设计实践创造实用知识，以用户为目标，采用参与式设计

等方法，把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到设计过程中，因而这些设计实践更具系统

性。除了这些改变和政府政策上的完善之外，设计界也越来越注重它在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维佐里（Vezzoli）2007)。设计涉及文化、政策和技术等诸多领域，

与消费者和环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因此，在设计领域，社会政治和

经济的价值观与技术现实必须融会贯通。艺术则遵循并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艺术

不仅是一种技能，还具有反映社会舆论并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艺术和设计把不同

知识领域的价值观融合起来，同时又为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实践设定价值观。对于设

计、协作设计和研究及艺术过程的反思可以为上述过程提供支持。

17.3.1  推进可持续性

艺术和设计是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两大优势学科（克劳斯（Krause）

等，2009），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School of Arts，Design and Architecture） 

（原来是赫尔辛基艺术和设计大学（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Helsinki））长期以

来非常重视可持续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显而易见，艺术、设计和建筑在“高质量、

无障碍和高审美标准的环境”的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教育部2003a：9）。此外，

由于能够“在消费者文化领域和产品生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设计师在可持续框

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佐里（Vezzoli）2003：2)。 

艺术有能力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愿景和未来计划以形象化的形式展示给

公众。因此，艺术是引导人们讨论环境改变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激发人们情感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同时它还具有参与性和能动性：艺术使创造性的自我表达、情感发

 6 本章作者之一佩卡·萨莱拉（Pekka Saarela）全面参与了“2005！设计项目”（Design 

2005! programme）的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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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自我实现成为可能，通过这些方法，个体可以“分析现实”，而社区可以创造出 

“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教育部2003a：6）。艺术活动还可以利

用不同意义体系中的“转移创意”推动“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过程，并反映出“认知参考和价值”（维佐里（Vezzoli）2005：4）。

17.3.2  设计与艺术的研究

“设计创新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当代社会的相互联系和文化多元性 

为“设计创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维佐里（Vezzoli）2005：2）。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可持续创新以“完善、合理、与各种现代环境相契合”这

样的理念而被传播，（维佐里（Vezzoli）2007：27）”，那么艺术和设计就是这个

过程的基础。对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研究项目的正式评估体现了艺术和

设计研究的重要作用：艺术和设计工作者整合信息，统筹规划，利用可视化表达方

式，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对基础性社会软件提供支持，并促进协作性知识的

构建（克劳斯（Krause）等，2009）。因此，创新性的知识探究和艺术工作，不仅

不会互相冲突（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反而会向同一个目标努力。

芬兰设计研究环境的特点是民主化、非物质化、数字化、片段式、政治化、策

略化，且综合性强。同样，艺术研究“脱离了传统知识形式”，“对所有参与者”

构成了“挑战”（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50）。生产性创造要求重视

研究、文化和志愿活动的多样性和自由化（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2003b： 

7）。艺术和设计领域的争论越来越倾向于针对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艺术及设计领

域”的研究方法（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22），即能够促成行业与社

会中跨学科互动的方法。 

17.4（设计）教育的跨学科方法

在芬兰，一些国家层面的研究项目已经涉及了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乃至开展了

教育和社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如芬兰科学院（The Academy of Finland）的项目，

参看布云（Bruun）等，2005）。这些方法的发展及其创新潜力，都被认为是阿尔托

大学（Aalto University）（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2010：4）未来的发展机

遇，通过多学科研究及教育的形式表现出来。 

17.4.1  学科新方法

学科新方法方面的一个开山之举是启动了创造性可持续发展项目（Creative 

Sustainability （CS项目）），这是一个新的多学科硕士课程，综合了设计与建筑、

工商业管理、企业管理和房地产等多种专业。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S）项目提倡系

统方法，在不同层面加强战略性思维，以促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领域包括从

复杂的生态系统、城市及工业基础设施、技术和商业，到个体选择。研修可持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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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创新可持续性 375

计课程的学生来自于CS项目涉及的所有专业，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过传统的设计基础

培训，都体验了产品服务系统（PSS）解决方案的设计和为复杂世界开发创新策略

的实际过程。各学科核心课程仍然得以保留，因为学生毕业时会拿到与自己所在院

系和专业课程相关的学位。

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S）课程把三个学院的专业技术知识汇集到一个有影响

力的主题之下，这个主题就是可持续发展。该课程以个体分析为出发点，个体的消

费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和基础设施以及

工业和生产方法也都是关键因素，另外，还包括社会结构、建筑及环境的规划和建

设。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万物赖以生存的的生态系统（参看图17.1）。

 
图17.1 有关个体及生态环境的创造性规划

来源： 涅米宁（Nieminen）（2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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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S）项目致力于全方位培养思路开阔、跨学科、富有创造

性、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专业人士，目的是建设一个更适宜居住和工作的世界。此项

目的目标是通过制定共同愿景和道德标准，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思维定势进行强

化，更进一步地将多学科方法推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参看马蒂拉（Marttila）和科

塔拉（Kohtala）2010）。在操作层面，该项目通过学生案例和不同科系、课程模块

及课程之间的合作，帮助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完美地

融入到其研究和日常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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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  对知识创造的启示

科学知识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影响：知识的相关性、知识的转移以及接受者使用知识

的可能性（涅米宁（Nieminen）（2004））。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机制把知识

和社会现实生活实例结合起来，把很多学科领域知识集合起来，同时设计一个适合在

各种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使用并传播这些共享知识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是分布

式的、当地化的、基于实例并且呈网状结构，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相关方及企业将在系

统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对于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创新则尤为关键（如维佐

里（Vezzoli）2007）。在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此类实例与利益相关方

之间的新型互动可以创造出丰富的成果，不同专业领域和专业知识的结合可以带来大

胆创新，使艺术和设计与商业、技术和科学水乳交融，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打造最具创新型研究和设计的环境，就必须确保获得服务或知识的平等权

利。我们创造的教育和研究框架必须要支持信息在社会和各个学科之间的流动。知

识的有效性问题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问题，更关系到诸如大学、公司、政府机构和

民间团体等几个部门活动的价值观和最终目标（涅米宁（Nieminen）2004）。这些

价值观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的传播。

17.5 编后记：经验

未来设计的一大挑战，就是完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其

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选择对可持续发展有利的服务和产品。在可持续

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消费者的参与，也需要各利益相关

方和知识主体的加入。作为设计师和艺术家，这在我们的实践中也意指对“可持续

美学”的个别定义（the aesthetics of sustainability）（维佐里（Vezzoli）2007： 

43，亦可参看第二部分，第一章）。这些美感来自多个方面，源自于不同的价值观

和生活环境（维佐里（Vezzoli）2007）。总而言之，随着全球性挑战的加剧，利益

相关方、专业人士和知识界之间需要加强联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兼顾环境责

任、社会公平、经济健康发展和文化活力7。

此外，国际间的交流和跨文化的合作也十分重要。作为设计行业的教育工作者

和研究人员，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展开合作，实现知识管理最佳实践分享。就像

不同学科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一样，设计和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创造文

化对话，推动产生新的创新成果。LeNS项目把“跨文化”对话作为目标（维佐里

（Vezzoli）2005：5）。未来的设计教育也应该呼吁各国家文化、工作文化以及思

维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21世纪伊始，芬兰实行的针对设计的政治方案，以及设计教育整体情况，现在

都需要进行更新。无论是方案的更新和教育的发展，其出发点都应该是系统和服务

 7 这些方面在美国专业设计协会（AIGA）为设计师提出的框架性目标中也有论述。该协会2009

年构思出了“设计的生存理念”（The Living Principles for Design，http://www.livingprinciples.

org/），并将其在2009年10月9日的AIGA设计会议（AIGA Design Conference）上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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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创新可持续性 377

的设计，重点是以人为本，面向大众，以跨学科的方式，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宏伟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领先的教

育、持续更新以及通过大胆逾越传统界限来推动上述变革。如果能够把“真正的跨

学科知识合并”坚持到底，把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各学科的专业知识融会

贯通，那么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就有可能成为“真正适应21世纪”的教

学机构（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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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跨学科学习平台
教授设计专业学生可持续知识

塔图·马蒂拉（Tatu Marttila）和辛迪·科塔拉（Cindy Kohtala）
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和建筑学院（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s，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18.1 引言

2009年，芬兰科学院（Academy of Finland）对芬兰的艺术和设计院校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评估。本章作者所在的设计系展开的这项研究被确定为主要的应用研

究，主要针对一系列问题和案例进行分析，其中10%的研究为“临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因为这些研究“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或者客户——很像医生诊治

病人”（评估小组（Evaluation Panel）2009：29）。在可持续性设计的大背景下

来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时，就必然具有临床特性：即必须对具体“症状”进行具体

分析。但是，很明显，要找出这些“症状”，甚至“流行病”背后的原因，所采用

的系统方法则要求必须有专门的科学知识来支持。 如果要实现本书第一卷第一章所

提出的根本性变革，我们还需要在学习、鉴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使用全新的方

法。这种方法跨越学科界限，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能够帮助

学生在跨学科环境中设计出具有创新性的产品服务系统（PSS）新方案。本章利用

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案例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梳理了用跨学科知识构

建和设计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设计专业的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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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跨学科：是什么与为什么？

首先，有必要弄清楚跨专业协作的各种术语，如多学科合作、各学科间合作和跨学

科合作之间的区别1，因为术语很容易被误解和误用，以致在科学争论上产生一些理

解上的偏差。 

18.2.1  定义

在多学科研究中，各学科的视角是并列的，每一种视角都有其自主性。多学科研究

的目标是知识的集成，即用更多的信息来源、方法和理论来扩展知识库，而不是针

对所研究领域生成一个整体的观点（哈凯奈（Hukkinen）2008，布云（Bruun）

等，2005）。所有学科之间并不会因为相互影响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采用多学

科方法的目标也不在于实现各学科之间的协同（波尔（Pohl）等，2008）。 

20世纪70年代2，学术界开始有一种普遍认知，即学科专门化有其风险性，主要

在于它考虑不到潜在的负面影响和长远影响，也不能大范围地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因此，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冠以交叉学科研究或跨学科研究之名的综合研究方法 

（赫斯·黑顿（Hirsch Hadorn）等，2008；克莱恩（Klein）2008；布云（Bruun）

等，2005）。实际上，交叉学科研究的目标是更加全面统一地理解问题，并要求

各学科的词汇、框架、方法和思维模型适合全方位的共享和融合。这对认知过程、

教学机构和知识库的分级以及具有共同目标的各学科知识领域之间的互动有着重

要意义。 

目前，由于对跨学科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学术界也发生了转型，研究的内

容从和社会相关的科学转变成了为社会服务、与社会协作的科学（斯考兹(Scholz) 

马克斯（Marks）和布云（Bruun）等2005：31）。根据我们所给出的定义，跨学

科研究尤其是可持续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需要延伸到社会中，把诸如政界和除学

术界以外社会其它领域都囊括其中（哈凯奈（Hukkinen）2008，布云（Bruun）

等，2005）。跨学科研究“除了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关注问题的选择”（克莱

恩（Klein）2004：518），因此，相对于传统科学的研究过程而言，跨学科的研究

过程要更加规范、更加对社会负责。 

18.2.2  责任和承诺

虽然一些人觉得多学科研究从根本上没有对“现状提出质疑”（布云（Bruun）

等，2005：27），然而，跨学科研究涉及对现状的研究与改进，这一过程受到各利

益相关方和各学科不同利益及投入实际情况的影响（波尔（Pohl）2005）。因此，

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是社会责任感，即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开展研究工作。（波尔

 1 这里的术语“跨专业合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只是被用来描述不同专业及

不同专业人才之间的合作。

 2 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组织了第一次国际交叉学科会议。这是该

领域的一个开创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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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hl）2005）。任何企图改变现状的行动势必面临来自机构和个人等各方面的阻

力，这也成为开展跨行业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然而，在

管理良好的项目中，规范性程序通过强调尽责和参与来推动协商过程，而且这在一

定程度上减小了跨学科研究的难度。对专业技术的研究表明，当专家们全力以赴投

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挥出最高的专业水平。（哈凯奈（Hukkinen）2008）。

在此，本人再次以临床和医学作比喻，跨学科研究方法注重的“不再是孤立分析，

而是致力于综合的诊断”（哈凯奈（Hukkinen）2008：67）。 

我们在与非专业人士展开合作时，这个承诺的特点也适用，这里的非专业人士

是指那些会受到环境决策重大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

可以确保在实施及后续过程中更好地承担义务（萨布鲁（Thabrew）等，2009）。

另外，这种做法有利于对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以及各要素间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

质流进行更全面系统的评估。在一个复杂且内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以丰富、广阔

的知识为背景出台的“兼容并包的决策”可以作为一个指南，引导系统获得一个更

可持续的结果（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76）。因此，在问题解

决过程中，外行的利益相关方不再只是“听众”，他们变得更加专业，成为了“积

极的分析师和解决问题的专家”（哈凯奈（Hukkinen ）2008：67）。这就说明，在

对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进行设计的各个方面，从提出问题、设立目标，甚

至到规划活动等方面，都必须考虑到与利益相关方加强协作的问题。

18.2.3  新机构和新平台

当今社会错综复杂，创造知识、传授知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要责任，其中一些领

先的研究机构堪称知识传播的“捍卫者和旗手”（杜德斯达（Duderstadt）2000： 

48-49）。其实，各个大学也在不断地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个角色”，力求在一

个不断趋向于以知识为导向的社会中的政治及经济结构中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3（涅

米宁（Nieminen）2004：22）。这样的一个角色要求大学应当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

展开研究，并积累相关知识，这就需要将研究与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交叉学科研究

和跨学科研究绝不是昙花一现，相反，它们将长期地“对学术活动本身进行根本性

的改造”（杜德斯达（Duderstadt）2000：121）。

另外，仅依靠基础学科“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可行性解决方案”（施恩

（Shin）等，2008：1833），需要调动各利益相关方、非专业人士和各界专家们集思

广益，群策群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第

二，如本文所述，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彻底地改变现有的消费、生产模式中与

可持续不相适应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实行学科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来维持现状。相

反，它需要的是更具适应性的智能化系统4。第三，知识生产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并广

 3 参见第二卷第17章。

 4 “系统方法”（及“系统思维”）已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框架（波特（Porter）和寇德巴

（Córdoba）2009），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系统性视角，包括“功能性视角”，

“说明性视角”和“适应性视角”等（波特（Porter）和寇德巴（Córdoba）2009）。它

们分别对教学法有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等方面的启示。“系统智能化”将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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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布云（Bruun）2000：13）。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采用 

交叉学科的做法，私企和政府机构等也开始逐渐涉入这个领域（布云（Bruun）2000；

布云（Bruun）等，2005）。所以，教育也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研究还是教育，在处理涉及社会

道德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是很实用的跨行业的

研究方法。同时，对于设计一个成功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而言，综合、细致地

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博采众长，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学生通过跨专业的团队协作，“学习可持续发展理

念”是最好的方式，这样的团队协作能让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体验，并能

够在实际项目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然而，解决这类问题的设计方向

并不很明确，在跨专业和跨学科的新教学平台下教学生“可持续性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的教学意义也不是很明确。 

18.3 跨学科研究：参与者及方法 

一些交叉学科专家强调，各学科的定义范围本身就可能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可能

一个学科中各个细分专业之间的差异比一些学科之间的差异还大（例如，布云

（Bruun）2000）。因此，布云（Bruun）所指的是认知共同体，尤其是它的“

知识架构”（2000：29）。因为大学课程由各种学科构成，而这些学科范围就是

根据知识内容和社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程度来确定的（迪斯普瑞斯（Després）

等，200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某专家只属于某些特定学科。但是，认知

方法和知识框架还是非常之重要，因为交叉学科方法的本质是知识和框架的整体融

合。（布云（Bruun）等，2000）。 

反对跨专业方法的人士认为，跨越或消除学科界限可能会导致专业化知识和技

能的退化甚至是消失（参见马蒂拉（Marttila）和科塔拉（Kohtala）2010）。然而，

据我们所知，必要的学科融入对于一项研究是否成功至关重要，事实上，融入的学 

科在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中极有可能得到创新（威丝曼（Wiesmann）等，2008），

只有学科间紧密结合，才能做到各显神通（施恩（Shin）等，2008：1834）。我

们认为，在处理与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有关的可持续性问题时，因为参与者的价值

观、利益和思维模式不尽相同，这种结合十分必要。尤其当提议的行动是基于个体

或团体的世界观的一些假设时，参与者往往会持反对意见（卡鲁（Carew）和米切尔

（Mitchell）2008）。5如果参与者能够对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就能够充分发

挥各学科的作用（威丝曼（Wiesmann）等，2008）。因此，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方

性的，行动型的和感性的”人性化视角引入到系统框架中（萨瑞娜（Saarinen）和哈马拉

嫰（Hamalainen）2010:19）。

 5 在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中，“搭桥”是一个描述信息传播的概念，即信息从一个组（学科

领域）传播至另一个组（学科领域）。信息流的潜在规模取决于可用于信息交换的“桥”

的数量和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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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不是要破坏“各学科的核心”，而是通过上述提到的整合和综合过程对某学科

知识进行“重组”（波尔（Pohl）2005：1175），形成一个全新的形式独特的专业

学科（威丝曼（Wiesmann）等，2008：436）。正如布云（Bruun）所强调的，交

叉学科方法既重视“知其然”，也重视“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包括“区

分、比较、对比、关联、阐明、调和和综合的能力”（2000：17参见18.3.3）。

18.3.1  知识层级 

我们尚未讨论参与跨学科研究的人选的问题。威丝曼（Wiesmann）等人认为，“自

然、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现实中的实际研究能力的标准是无法预先定

义的”（2008：436）。研究过程中，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然后再确定哪些领

域的知识需要进行整合。（威丝曼（Wiesmann）等，2008）。这对于知识层级划分

有一定的启示：各种事实和信息应当按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以及这

些“事实”和相关信息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哈凯奈（Hukkinen）强调说，实际上，

利益相关方从现实生活（或“现实世界”）所带来的外行知识其实也是专业知识，

只是这些知识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因此，知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

一个稳固的社会标准之上的，不仅非常科学可靠，而且经过了“公众考量”的检验

（2008：67）。

一旦踏上跨学科的研究之路，就意味着，如果希望获得相关的实用知识，那么

就必须把科学的“理想化环境”抛在脑后（波尔（Pohl）2005：1160），而要面对

一种让学科专家没有安全感的、陌生的、至少是不舒服的环境。跨学科研究人员一

方面必须平衡好他们的职业和学科专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认识到

现实的复杂性（迪斯普瑞斯（Després）等，2004）。如果不能成功解决这一矛盾，

传统知识层级将禁锢其学科范围，束缚跨学科方法的发展，那么就无法综合所有知

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导致研究与现实脱节。 

18.3.2  共享问题空间与认识论转化

跨学科研究有多种知识来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非专业参与方以及各行各业。

知识及其构成分为三类：1)系统知识（复杂的实证问题的分析）；2) 目标知识（在

制定目标以更好地解决问题时需要用到）；3)转化知识（如何活用知识）（威丝曼

（Wiesmann）等，2008：436）。

如前所述，用跨专业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时，需要重新对知识进行共

享、整理、整合、归纳。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混合知识，或者叫“混合”知识，在

性质上不同于混合前的任何一部分知识（冯·吉兹（von Ghyczy）2003，哈凯奈

（Hukkinen）2008：65引用；参见图18.1）6。简单来讲，当一位专家遇到另一位

专家，二人便开始寻求他们之间存在的共识。这不仅仅是理解另一方“语言”的语

 6 跨学科合作当中体现出的知识类似于“模式二”（吉本斯（Gibbons）等，1994），远远

胜过以“学科内部分类”（诺沃提尼（Nowotny）等，2003:179）为特征的“传统科学

探究范式”（即“模式一”）。此类知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以现实运用为目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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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过程，还是一个必须经过的引入阶段。分享跨学科知识是一个认知过程，一般

是通过类推或模式识别等方式来进行：从专家角度来看，在建设一种易于理解的人

类思维新模式的过程中，需要采用选择性元素和关系，也就是“熟悉的输入空间” 

（哈凯奈（Hukkinen）2008：71）。因此，两种知识——两种思维模式——相互碰

撞并融合，生成新的知识范畴（参见哈凯奈（Hukkinen）2008：71）或“交叉知识

领域”（参看迪斯普瑞斯（Després）等，2004：475）。在早期研究中，我们称之

为“机会空间”（马蒂拉（Marttila）和科塔拉（Kohtala）2010：175）。在人机互

动（HCI）领域，又称为联合问题空间。 

图18.1 创造联合问题空间和混合知识

来源：作者

共享问题空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莱斯勒（Roschelle）和提斯里

（Teasley）（1995：70）认为，在人机互动领域，联合问题空间是“一个共享的

知识结构，通过整合目标、描述问题现状、了解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及与目标相关的

因素，促进问题的解决”。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

中，参与者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检查现状、评估方案（例如通过情形构建）、制

定策略，并制定检测和评估的指标（萨布鲁（Thabrew）等，2009）。

信任和尊重是跨学科方法的重要基石，而学科间有效的融合旨在建立信任和尊

重。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价值丰富的领域，因此，促进形成相互学习的态度——

而不是在学科之间架设壁垒——非常重要。在整个过程的所有阶段中都必须时刻意

识到价值和风险，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并且在推进层面需要有一个反思过程，以打

跨学科性。它不一定直接源自已知学科，但一定是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诺沃提尼

（Nowotny）等，200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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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研究人员的“价值意识”（威丝曼（Wiesmann）等，2008：438）。这样一种态

度需要新的技能，也强调认识过程中反思的重要性。（见18.3.3）。这将使得非传统

类型的知识能够进入问题空间，它尊重并理解其它学科的认知过程和习得方式，这

便完成了必要的第一个步骤：定义目标。 

布云（Bruun）（2000）认为，共享问题空间的数据整合其实就是凭借数据流

通而展开的，这个过程中一个专家可以直接使用另一个专家的数据，甚至可以在各

学科间进行概念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对于所研究的内容就有了同样的认识。但

是，在很多情况下，数据从X领域转移到Y领域并同时承载其意义和相关性时，就可

能需要Y领域的科学家对其进行“转译”，因为数据的状态及其中意义都会发生变

化。因而，在X和Y领域之间进行概念的转换时，X领域某个概念转化到Y领域中就会

变得面目全非。布云（Bruun）把这些改变叫做“知识转化”（2000：32；图18.1： 

[3]）。例如，环境社会学家把环境学家统计的生态或化学数据转化为社会学数据 

（布云（Bruun）2000）。建筑师需要把自然科学或工程领域的概念转化之后，才能

运用到城市规划项目中。现实中各外行的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数据也会被转化，以便

为相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所用。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转化失败，造成困惑，这一

点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若没有出现失误，知识转化将开创知识领域的新天地（布云

（Bruun），2000）。

18.3.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总而言之，在成功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参与者不但能够熟练掌握本学科的知识技

能，而且善于综合整理，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整合不同的思维模式，并赋予知识

新的含义和内容（见图18.1：[1]浅灰色箭头表示）。同时，即使是最基本的团队活

动也要求具备某些社会技巧、参与技巧和协作技能。在交叉学科方面，利用社会技

能监测妨碍合作的活动并分析其意义，澄清误解，创造并维护共享问题空间（莱斯

勒（Roschelle）和提斯里（Teasley）1995；另见图18.1：[2]深灰色箭头）。萨尔

门托（Sarmiento，2009）认为，这两种技能与团体认知理论一致，该理论把社会

互动和意义构建的辩证关系看做其中一个中心原则。迪斯普瑞斯（Després）等人认

为，这是“交际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在共同起作用（2004：476）。因此，除

了前面所提过的定义、对比、综合等必要技能——21世纪真正需要的技能包括：解

码那些规范理论、框架和概念的价值模式和规范性假设；不再追求答案和解决方案

的绝对性，而是寻求探索性和反思性的解答，包括对认识论的反思和对学科知识的

批判（艾格尼丝（Egneus）2000），布云（Bruun）2000：46引用）。

18.4 学科界限的设计

研究跨专业协作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生必须能够重新组合自己的知识，以

实现一个共同愿景，解决问题并达到目标。新的理解离不开对现有知识的借

鉴和融会贯通，而现有知识多半是源于之前的职业经历和个人经验（马蒂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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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tila）2011b）。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共同演化、共同设计的过程”（沃

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72），学习可持续设计（DFS）的学生必

须了解参与途径，同时需要思考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对所做选择的影响。如果各方在

对问题的选择愿景、情形和指标上不能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问题的解决和后续的

过程将无法顺利实现（马蒂拉（Marttila）和科塔拉（Kohtala）2010）。

18.4.1  设计的混合知识

在跨学科研究出现和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也参与进来

（见涅米宁（Nieminen）2004）。在此过程中，这些领域的价值观和知识“相

互交织，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产生新的创新型科学知识和社会政策（涅米宁

（Nieminen）2004；参见图18.2）7。 

图18.2 各领域间的融合

来源：涅米宁（Nieminen）2004

 7 提里兹（Deleuze）和格拉特利（Guattari）（1980）创造了术语“rhizome”（本义：根

茎）和“rhizomatic”来描述一种知识创造理论，这一知识创造过程在表达和阐释中存在多

个、不分层级的进入点和退出点。作为一种知识文化模型，“rhizome”总是不断地试图挣

脱固定组织结构的束缚——它的特点是“不断地建立语言符号，组织能力以及与艺术、科学

和社会斗争相关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提里兹（Deleuze）和格拉特利（Guattari）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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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设计师有能力把其他领域的数据转化到设计领域，除了需要接

受系统的培训，当然也少不了敏锐的直觉。在设计过程中运用一定量的人类环境工

程学数据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而使用用户自己的探索性数据则更有挑战性。

我们认为，知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一个知识融合过程中有助于缩小概念和价值观

的差距，因为设计过程都受到原有价值观的影响，可持续设计更是如此。更确切地

说，从这一角度看，设计并没有被看做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认识方法，能够用可

持续的、整体的、跨学科的设计理念，把各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进行整合。从这个意

义而言，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知识转化机制”：能够把各利益相关

方的价值观及学科概念和数据进行转化，并将其应用到实际中。设计扮演着“文化

中介”的角色，在各领域建立联系，并促进知识的融合。

设计不仅是一个专业，它还是一种社会和认知活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设

计能创造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某些源于自然，某些蕴含其中，某些与之紧密相连，

某些则源于自然之外。一些研究人员建议，用术语“元设计”（metadesign）来描

述设计活动非物质“上游”过程（例如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 

74）。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把设计过程中的“下游端”定义为“文

化产品、制度、生产模式和消费”，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上游”是非物质方面，

包括我们的价值体系、世界观、愿望和自觉意识，这些均被定义为“物质化设计背

后的主观因素”（2008：73）。从大的方面来说，作为社会内容、社会功能和社会

文化的创造者，设计在各领域之间的边界区域发挥作用：如用户和机器之间，利益

相关方和系统之间，市民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以及需求和供应之间。此外，可持续

发展还要求设计在人类文化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评估可持续发

展时，这样一个“上游”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环境中，其具体的定义会有所

不同，因此只有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知识、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相互的融合才能确定。 

18.4.2  根本性创新

当渐进式变革无法改变现状时，这种系统层面的最具创新力的解决方案（例如根本

性变革）便应运而生（谢温（Sherwin）2004），这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其价值观和

理念的创新方法。创新通常需要发散性思维，它对设计有促进作用，在专业领域相

关技能和现实生活环境中，创新和设计都受益匪浅。在元层面的共享问题空间，这

意味着可持续设计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多种学科知识，并从不同视角来考虑问题，同

时还必须意识到“定义每个学科观点”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元设计假设”（沃尔

（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74）。因此，可持续设计（DFS）和可持续

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的目的不是进行预测和控制，而是“适当的参与、灵活

运用及不断学习”（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83）。

只有首先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可持续性”有了适当的理解，并且对问题进一步

进行清晰定义之后，可持续设计才是可能的（克鲁（Clune）2009）。图18.3展示了

构建和评估问题的过程，并且阐明了跨学科研究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这里不难

看出，在跨学科研究的所有阶段，设计的作用可谓无处不在，这是设计在现实生活

中得以实施和接受检验的过程（取得成果），在这一阶段设计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

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上面提到的“文化媒介”这一说法；举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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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萨拉卡（John Thackara）就愿意把新的设计实践操作看成是一个过滤器：“

我们拥有过多的创新，但是都缺乏实际意义。我们面对的是观点和解决方案的对立

与不协调，没法在实践中调动积极性”。 

图18.3 跨学科研究过程的三个阶段

来源：赫斯·黑顿（Hirsch Hadorn）等，2008：35

这三个阶段需要的是设计专业的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至于之前描述的三种

类型的跨学科知识（见18.3.2），设计师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引入相关知识[2]并将

知识进行转化[3]。说到系统知识[1]，设计师可以加强其适应性，使之与利益相关方

的利益更协调，以创造前面提及的“系统智能”（萨里宁（Saarinen）和哈马拉嫰

（Hamalainen）2010）。获得强大的系统知识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需要拥有一

些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关于问题产生和发展可能性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问题解

释和变化目标和选项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做一些“现实生活”的试验来应

对并反映这些不确定性（赫斯·黑顿（Hirsch Hadorn）等，2008：31-32）。诸如

快速原型、经验原型和迭代过程等策略都是典型的设计方法和工作模式，很多作者

把它们称作“设计思维”，8将其作为实验模式。因此，这些设计方法在设置和评价

一些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实际实验时具有明显的作用9。

 8 由艾迪欧公司（IDEO）总裁蒂姆·布朗（Tim Brown）推广的“设计思维”，可以理解

为“各种各样的人用于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布朗（Brown）2009:7）。 

“设计思维”以人为中心，采取迭代方法，共享知识，重点关注新观点的可视化设计 

（布朗（Brown）2009）。

 9 这种方法类似于寇斯奇嫩（Koskinen）等人（2011）主张的“构造设计法”（constructive 

design approach）。“构造设计法”旨在整合设计与研究，在实际使用中，通过原型和实

物模型，“刺激想象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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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  可持续设计智能

总之，设计作为一种认知框架，以设计问题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具体过

程包括参与策略和鼓励创新。因此，我们提出了“设计智能”这一术语，代替流

行术语“设计思维”。弗莱（Fry，2008）认为，设计智能与纯粹的“专业实践的

过程、产品和表达”有明显的区别（弗莱（Fry）2008：14）。设计智能对不同

创新的系统性影响进行评估，旨在“探索事物是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弗莱

（Fry）2008：12）。我们所说的设计智能包括两个方面，知识和技能，包括认识过

程和社会过程（18.3.3中已解释）；设计师个人、跨学科团队其他成员或者参与解决

问题的人，他们都是设计智能的一部分。通过不断的辅助和互动，设计方法（促进

设计智能）可以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应对可持续性的挑战，不仅重视量的递增，而

且注重创新，不断提高解决方案的水平，以实现根本性的系统变化。这表明，引进

新产品或进行技术修复无法实现设计实践和教育，自我转化才是可行的办法（见弗

莱（Fry）2008），设计的目标应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即通过“对话和教育来改变 

人们的世界观、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 

80）。因此，进行可持续设计（DFS）的学生应该在课程学习中特别注重学习如何

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在价值判断中学会对标准假设和框架进

行解释，教育工作者则可以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和讨论将其变得浅显易懂。 

基于这些观念，我们认为，设计技能可以用来处理跨行业可持续问题，同时能

够推动多学科的协作和参与，不断展开创新试验。因此，一种设计方法可以培养团

队所有成员的“设计思维”，并且作为一种“跨学科设计对话”，跨学科设计方法

应该基于各利益相关方动态的、反复进行的实践过程，并受到一个“整体框架”的

支持（沃尔（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82）。此外，在为具体的现实问

题设计产品服务系统（PSS）解决方案时，设计知识（即“元设计”）由各个行业

或学科转化而来的相关信息组成。由于是处在一个现实的生活环境中，也必须考虑

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以上所有这些构成了设计智能，它是一种能力，不仅仅

可以作为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的目标，更广泛意义上来讲，它还是可

持续设计教育的目标。 

18.5 跨学科教育 

为了应对跨学科方式所带来的的挑战，学术界应该为当代设计事业做点什么呢？设

计教育如何培养这种精细而敏锐的能力呢？ 

第一个要点前面已经提到了：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时需要先端正自己的世

界观，消除偏见。研究显示，教师常常把自己的假设和框架灌输给学生，尤其是在

可持续性问题方面，涉及如何选择行动方案并确定行动的优先顺序（例如，卡鲁

（Carew）和米切尔（Mitchell）2008）；另见马蒂拉（Marttila）2011a）。定义可

持续性本身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能在跨学科环境中定义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

们非常赞同卡鲁（Carew）和米切尔（Mitchell）的观点：可持续性虽然概念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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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事实上是一种健康的，甚至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式，让

不同利益相关方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并且还能在一定

环境下，通过协商，不断地灵活应用这些概念”（2008：106）。我们支持这些作者

的提议，他们认为，成功的可持续性教育要求教师的教学过程更为透明，鼓励他们

充实教学内容，增强其广度和深度，拓展专家们所用的各种工作框架，并激发学生

展开讨论。这反过来将会提高学生未来在各种各样的行业环境中工作的能力，培养 

他们成为灵活性强、富有创造力的专家（卡鲁（Carew）和米切尔（Mitchell）2008： 

114）。

第二，文献普遍认为，面向21世纪，教育需要具备积极主动性、有构建性（西

格拉斯（Segalàs）等特征，2010；克莱恩（Klein）2008；（Leiviskä）2001；杜

德斯达（Duderstadt）2000）。积极主动学习包括基于具体问题的学习、案例研究

等，而消极学习指的是更为传统的教学法：授课、写作练习以及问题论证。积极学

习进一步分为指导性、探索性和构建性方法。指导性方法指的是知识的传授和学习

者的接受；探索性方法鼓励有目的地搜集信息和知识并开展假设；构建性方法强调 

构建并探讨学习内容的深刻含义以及社会方面的内容（霍瓦斯（Horvath）等，2004， 

西格拉斯（Segalàs）等，2010：278引用）。

第三，过去的文献还普遍认为，必须确定并设立学生的核心学科：在引

进跨学科课程之前，必须建立学科基础——即专业学科与补充知识及专门技能

等。学生在进行跨学科学习之前，必须有牢固的专业基础（例如，莱维斯卡

（Leiviskä）2001）。此外，作为未来的研究人员或者设计师，学生们将能够更好地

处理威丝曼（Wiesmann）等人（2008）所认为的跨学科教育和职业发展中最常见的

障碍：例如，不得不面对与自己的学科有冲突的参考系统，处于跨学科研究的背景

下，并且与社会息息相关。这种情况不仅在教育行业存在，在研究领域和现实生活

领域也存在。在强烈的专业和学科认同感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消除通常在跨学科团

队合作开始时会产生的成见。 

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正在研究跨行业教育在设计和企业管理（如莱维

斯卡（Leivisk教）2001）以及可持续性相关领域（如马蒂拉（Marttila）2011a，b）

中的应用。2010年新增了一个跨行业硕士课程——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reative 

Sustainability（CS））10，以下章节，我们会把现有的理解与目前对于该课程进行

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进行阐述。

18.5.1  可持续设计（DfS）能力

学习解决跨学科环境问题的设计专业的学生与跨学科研究的专家一样，需要具备两

方面技能（参见18.3.3和图18.1）：即知识综合能力和社会协作技能，只有这样才能

10 CS项目是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多个学院联合开办的硕士项目，学生参与共同的

概论课程和项目，但是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获得学位。该项目于2010年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成立之时同时启动。参见本部分第17章“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reative 

Sustainability （CS））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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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建立起共享问题空间。克莱恩（Klein）认为，跨学科教育方面的文献尤其强调以

下几种技能（2002，克莱恩（Klein）2008：407中引用）：

1. 寻找和搜集相关信息并应用该信息的能力（类似于系统知识（systems 

knowledge）[1]，如威丝曼（Wiesmann）等，2008）

2. 对不同的方法进行比较和对比，并将其应用于目标任务的能力（类似于目标

知识（target knowledge）[2]）

3. 针对一个具体主题、疑问或问题进行综合整理，生成整合性框架并形成更为

整体性的理解的能力（类似于转化知识（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3]）

根据文献，成功的可持续设计教育旨在传播可持续的三个方面内容，并创造相关知

识，形成批判式思维和系统思维，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和个人（内省）思维能力（斯

凡斯壮（Svanström）等，2008）。前面提到的构建性教育方法可以很好地实现这

些能力的培养，因为这一方法能够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并促进系统智能的形

成。此外，西格拉斯（Segalàs）等人认为，建构性学习（constructivist learning）

强调“分布式认知”（2010：278），鼓励学生在不同的协作团队中学习如何使用知 

识、构建知识并做出决策（另见曼德哈凡（Madhavan）和格鲁佛（Grover）1998）。 

我们之后对跨行业设计教育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其中一位受访者讲述了如

下内容：仅有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不够的，你还要了解其它内容：首先必须了解当前

实践应用过程，还要了解那些通过各个专业的结合而创造出来的机会空间。11

在这种教育过程中，学生对跨学科研究过程应该怀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培养一种“认知灵活性”，还要终身对自我导向学习抱有极大的热情（克莱恩

（Klein）2004：408）。此外，他们还应该树立与“可持续性范例”协调一致

的价值观和态度（西格拉斯（Segalàs）等，2010；斯凡斯壮（Svanström）

等，2008）。这样一个重视价值观的方法强调建设性态度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研究

过程中，一位受访者强调了这种心态的重要性，它激励、统一、规范并引导着我们

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加强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态度，能让我们的学生意识到这

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至关重要。”所以，这是唯一的选择。12

最后，学习可持续设计（DfS）的学生必须具备斯凡斯壮（Svanström）等人定

义的“变革推动者”技能。这些技能指的是在人际交往和自我内省过程中的沟通交

往能力和矛盾处理能力。正如上面所建议的，这些能力将逐渐在共享的可持续性“

价值体系”中得到进一步提升（斯凡斯壮（Svanström）等，2008：347）。成功主

要是缘于团队成员善于向他人描述和阐明观点，倾听他人意见并达成共识（莱维斯

卡（Leiviskä）2001）。我们的研究也强调这一点：“内行人把自己的体会表述出

来，必须让那些没有这些背景的外行也能明白”，“（他们）尝试着相互交流，然

后在某一立场上……达成共识。”13

11 2010年5月17日，受访者2。

12 2010年6月26日，受访者1。

13 2010年5月17日，受访者2；加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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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享问题空间的建立既是认知过程，也是社会过程，它伴随着混合知识

的创立，要求有一个反馈机制，并不断形成新知识和新提议。我们的另一位受访者

这样解释：（我们）交流技能……建立共享问题空间……但是（这些）仍旧是不断

通过新的网络生成的新想法……把反馈带回各行业环境中，然后……通过产生新的

知识类型而继续这一过程，这些知识类型来源于新产生的解决方案。14

在实践中开展反思和自省活动极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一本

关于跨学科实践的“手册”问世。那么，我们怎能期望学生在学习初期就尝试应对

如此挑战呢？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关于可持续设计教育、跨学科研究以及创造性

的团队合作的文献，我们为可持续的产品服务系系统（PSS）设计与可持续设计

（DFS）教学提供以下指南。 

18.5.2  可持续学习平台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跨行业的可持续教育应该设计成为一种有助于积极主动、建

构性和探究性学习的模式。如果可能的话，学习的过程应该在一个具体环境中设置

真实或假设的“客户”，因为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去探究具体的问题，可以加强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与学习任务的真实性（西格拉斯（Segalàs)等 2010)。此外，和以个人

为导向的教学法不同，以集体为导向的教学法建立了一个有活力的、协作性的互动

环境，能够更好地培养可持续设计能力。让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进来，能够引入跨

学科视角，更有利于社区式教学的认知学习。

积极的、建构性及协作性的学习反过来又意味着一开始的团队协作训练必

不可少。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设立的创造性可持续发展（Creative 

Sustainability（CS））项目提供了关于团队合作、心态和系统思维等入门课程，这

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第一个跨行业硕士课程项

目是国际设计企业管理（International Design Business Management，IDBM），课

程名称为“创造性团队合作（Creative Teamwork）”15。上述入门课程都遵循的是

国际设计企业管理（IDBM）已经引入的（跨学科合作）想法。“创造型团队合作”

课程让学生了解团队和集体工作过程，以及成功交际所必备的社交技能。也许最重

要的是，引入该课程时，采用学生们熟悉的教学方法展开教学，也就是说每个学生

都可以了解到其他学生学习和工作情况。对设计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的方式就是

动手实践，全心投入，专心工作；对于商务专业的学生，教学法则较为被动，并且

更倾向于分析；而工程专业学生更重视整个过程（莱维斯卡（Leiviskä）2001）。在

解决实际问题前，需要对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学习和工作方式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样

做有助于建立相互的信任和尊重，避免矛盾冲突，加强沟通，可以有效地推动协作

创新工作的开展。这也可以帮助反映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学科

专家会在教学过程中将他们各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研究风格带到课堂中。 

14 2010年5月17日，受访者2。

15 国际设计企业管理（International Design Business Management，IDBM）硕士项目

1995年面向前述三个大学的学生开放，当时三所大学还未合并为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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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可持续性问题为主题的跨学科课程应该致力于培养擅长整合和综合知

识的专家。“T型人才”具备的认知能力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经验中的多种知识进行

整合，能够理解其它知识与自己的学科知识如何关联及互相作用（（Madhavan）

和格鲁佛（Grover）1998：3）。这些人才必须有较强的社交能力，能够在不同的

人和观点之间搭建“桥梁”。因此，在本章所描述的过程中，这些人才同样具备

进行知识转化以及在共享问题空间进行知识融合的能力。（Madhavan）和格鲁佛

（Grover）把混合知识称为“嵌入知识”，它是由问题研究小组创造出来的，包

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1998: 2).。T型人才中的字母“T”的短横代表有效结合知

识和技能的能力，长长的一竖则代表学科的深层知识和技能（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

识）。加强知识和技能相结合的最佳方法是在富有创造性精神的团队合作中探索学

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一探索过程尤其需要的是自我反思、方法论、抽象和理论

总结的技能（威丝曼（Wiesmann）等，2008）。在实践中，这要求进行频繁、直

接、互信的人际互动，以便在团队中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增强团队中的知识构建水

平。此外，这种互动应该是非正式的、自发的、事先未经计划的，因为非正式的互

动意味着例行程序的变化，以及大量的信息转化，因此被认为是革新和创造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要素（曼德哈凡（Madhavan）和格鲁佛（Grover）1998）。过度正规

的程序和过度的控制有可能阻碍信息流和知识流的畅通，阻碍团队效率。由此，曼

德哈凡（Madhavan）和格鲁佛（Grover）认为，团队应该由A型人才领导。A型

人才是指同时涉足两个学科，具备团队分享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善于识认新的有价

值的外来信息，吸收它并进行有效应用的人才（曼德哈凡（Madhavan）和格鲁佛

（Grover）1998）。哈凯奈（Hukkinen，2008）则把这类人才叫做“混合型人才”。

此外，我们建议，应该鼓励团队在项目过程中构建不同的工作模式和个人

工作进度模块，其目的是在创造性中鼓励必要的发散思维并尽可能避免形成“集

体思维”。霍格（Hoegl）和帕波提（Parboteeah）（2007）指出，合作团队

在寻求共识时会发生求同思维，事实上这抑制了团队的创造潜力。因此，本书作

者建议，创作过程应当较少涉及协作元素，各自开发自己的创意，而在此过程

中的协作就是要求团队成员集体讨论这些创意和选项（霍格（Hoegl）和帕波提

（Parboteeah）2007）。

第三，为了培养系统智能——进行设计和评价所需的一种自适应性系统方

法——我们建议，在跨学科教育中更应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非环境和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三维模式），这样才能确保学生真正理解可持续发展

如何影响人类的生活，以及如何依靠技术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问题。西格拉斯

（Segalàs）等（2010）对于工程教育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倾向于

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过分强调技术在解决不可持续问题时

的作用。这些研究人员强调需要通过改变教育的内容来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教师

应该有针对性地让学生了解并认识社会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性和技术的社会角色 

（西格拉斯（Segalàs）2010：275）。

我们认为，这种“偏见”或者说不平衡部分是由于学科专业本身的等级造成

的，在一些学科的教学中，社会相关知识就没有理论知识重要。这种等级阻碍了跨

学科研究和对系统的理解，因为在研究特定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由外行利益相

关方等提供的）社会相关知识至关重要。跨学科设计对话有助于把对“全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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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福祉、意义和生活质量”的定性考虑引入决策和设计过程中（沃尔

（Wahl）和巴克斯特（Baxter）2008：83）。 

一种针对教育平台的解决方案其目的是确保促进对环境、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可

持续性方面的理解；同时，也保证可持续性在社会文化和制度上得到重视。跨学科

研究应促使外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共同设计过程中，那些拥有共同创造经验的设

计专业学生也推动了这些研究的进展。 

总之，要使跨行业和跨学科的可持续性问题——包括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

（PSS）设计的理想教学平台的团队合作成为可能，首先需要培训各团队如何进行

合作，然后，鼓励各团队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直接的、频繁的互动。团

队成员也有具体分工，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学科经验反思所接收的信息：通过自己

反思和互相讨论探索各学科间的界限。因此，学生应当“保持”并形成自己的学科

专业认同感，但是不鼓励知识和技能的保护主义，以此来促进学科间达成共识、培

养沟通技能。理想的情况是：团队的领导者既善于社交，又涉猎多种学科知识。教

师个人需要获得适应性及伦理性的系统智能，秉持开放的心态，并且接受跨学科研

究。他们要能够帮助学生把复杂数据转化为设计相关信息，并培养学生在跨学科协

作中与广大参与者进行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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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知识
产品可持续设计

梁町（Benny Ding Leong）和布莱恩·Y·H·李（Brian Y.H. Lee）
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亚洲生活风尚设计研究实验室

19.1 三个过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历了三种宏观层面的过渡：向数字化互联的

过渡，从实体互动和交流过渡到人际虚拟网络互动；向服务经济的过渡，从大规

模生产实体产品过渡到生产和交付高度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向可持续文化的过

渡，迫切需要通过减少不环保的消费和自然资源损耗来改善生活质量。这三种转

变集中在一起，产生了以知识、信息和服务为基础的后工业化经济和生态（梁町

（Leong）2004；曼齐尼（Manzini）和梁町（Leong）2001）。这种变化不仅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和各地的工商业实践，还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1。21世纪早期“

良心消费者”运动开始兴起，这些消费者，他们追求幸福、团结和可持续生活，目

前在世界各地，近来特别是在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数量已呈上升趋势（雷

（Ray）和安德森（Anderson）2001；《视点》2005；梁町（Leong）2010）2。

 1 价值观可以是定量的，强调生理和心理需求（如适量的食物、安全和财富），也可以是定

性的，强调精神需求和社会心理需求（如智力培养、自我尊重、爱和团结一致）。 

 2 最近一项大规模研究项目“中国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城市中90%以上的中产阶级家庭更

加忧虑自己所在城市的环境保护，而非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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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可持续设计（DfS）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为了应对上面提到的转型过渡，十年前西方提出了一种系统变革，旨在减少环

境资源消费，同时维持经济增长、保障人民生活。同时，设计界提出了可持

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DfS））作为对盛行的环境设计（Design 

for the Environment（DfE））或生态设计实践的补充，目的是加快过渡到可

持续发展（查特（Charter）和蒂什纳（Tischner）2001；梁町（Leong）和曼

齐尼（Manzini）2006；塔克（Tukker）和蒂什纳（Tischner）2006；维佐里

（Vezzoli）2010）。本章主要作者2000年和2003年分别与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教授、赵江洪（Zhao J.H.）教授3和卡洛·维佐里（Carlo Vezzoli）进行

合作，在香港、北京、湖南、无锡和广州等地的主要设计类大学实施试点项目，召

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帮助推广可持续设计（DfS）、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SPSS）

以及系统生产设计（SpD）4等概念。自此，可持续设计（DfS）概念初步引入中国。 

虽然可持续设计（DfS）引入伊始受到了欢迎，但是作为一个新颖概念，目前

还未能在中国打下良好的根基。参加可持续设计（DfS）或系统生产设计（SpD）

研讨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可持续设计（DfS）在中国工业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

性提出了质疑（梁町（Leong）2008）。反馈表明，这一质疑多半是因为21世纪初

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均与西方国家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经济仍旧处于工业化

的上升阶段。例如，2003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3%（《经济观

察》，未标日期）。当时，整体工业均向制造及“代工生产”OEM (即“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倾斜。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以产品为基础的

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稳步向以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了。 

19.2.1  “反学习”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经济现实，中国大部份的设计院校在制订工业设计课程时，很自然地以

产品设计和物质生产作为教学重点，势必在“可持续设计”(DfS)教学的推广上便造

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可持续设计”本身是一套看似与传统设计相悖而又完全“

另类”的设计理念，进行可持续设计（DfS）必须“舍弃”以物质设计为本的套路，

对于大多喜爱实物制作和物器设计的学生，和久经传统工业设计观念熏陶的教职

人员而言，都造成极大的困惑。如表19.1所示，一个典型的设计流程列表（从创意

 3 来自湖南大学的赵江洪（Zhao J.H.）教授与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教授和本章

主要作者（梁町（Benny Ding Leong））一起，于2001年6月合作创立了名为“中国可持

续设计网络”的组织，这是中国首个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DfS））组

织。成员包括香港理工大学、湖南大学、清华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

 4 系统生产设计（System-Product Design，SpD）是“一种设计方法和过程，旨在鉴定、

设计所需产品并制定战略，使其可以在指定可持续方案产品服务系统（PSS）中使用” 

（梁町（Leong）2002）。为了在中国推广系统生产设计（SpD）和可持续设计（DfS）

概念，梁町（Leong）和高介原创有限公司（Kaizor Innovation Ltd）主管伊莱恩·安女士

（Elaine Ann）于2003年在香港、广州、湖南和无锡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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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到设计完成阶段），透过DfS与传统工业设计模式的比对，得以领会当中的种

种困惑。

表19.1 可持续设计（DfS）学习与传统工业设计学习的区别5

项目阶段 可持续设计（DfS）学习 工业设计学习

研究 以人为本（现实生活语境） 用户为中心（我——以方法论为基础）5

分析 社会效益主导 经济效益驱动

构思 共同创造（参与式） 专家思维模式

设计方法 策略性：以系统服务为导向 操作性：以物质产物为主

构想发展 整合，系统化思维 线性的，流程化思维

设计目的 减少物质消费 促进物质生产

产出（结果） 非物质解决决方案 实体产品

由于可持续设计（DfS）的独特性，中国大多的设计院校于教学上均感到难以将

它融入本身的课程，又或倾向把它当作课程内的一门“装饰性”选修科目来处理。

结果，可持续设计（DfS）教学无法获得设计学院学生和管理者的足够重视，故此，

在2004至2007年期间，它在中国设计教育界的推行明显地有所放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进入了工业生产主导经济的瓶颈——即人民币升值6、

社会差距不断扩大7以及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8——中国就迫不及待地寻求移向工业

价值链的上游，同时制定另类经济发展策略以应付其环境及社会恶化的问题。在

 5 “我——方法”是以用户为基础的设计方法的一种基本形式，设计师以他们自己或者朋友

为对象进行设计（琳赛（Lindsay）2003）。

 6 仅从2003年到2008年短短5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升值了21%，但是中国制造业成本仅比

美国低5.5%（2003年是2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表示，如果人民币再升值3%，就

有可能导致中国纺织业、服装业、玩具业、家具业以及家电等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破产 

（《外汇金融人》2010引用）。

 7 目前，中国贫富群体之间收入和社会待遇差异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9年进

行的调查显示，占人口10%的高收入群体掌握着中国40%的资产，而同样占人口10%的赤

贫群体只掌握2%的资产（黑崎（Hickey）和河本（Kawamoto）2010）。中国改革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这两个群体收入相差65倍（《中国改革》2010）。收入

差距导致受教育和享受医疗保健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随着中国贫困人口积怨加深，中央政

府下决心要在矛盾爆发前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8 目前，中国超过40%的地表水和90%的地下水都不可用，大约40%的土地有水土流失的现

象。中国农业用地的三分之一受到酸雨侵蚀，农业产量持续下降。中国空气中悬浮颗粒物

含量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相对安全”标准的上限还高出了一倍多。每年有40万人死

于空气污染。这仅在2007年一年就消耗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经济学人》

（Economy and Lieberthal）2007）。社会上，由于环境迅速恶化，仅在2005年一年中国

就有5万多次环保抗议行动。2008年一年的环保诉讼案件总数与之前10年的总数持平。而

且，2009环保诉讼总数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87%。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第九

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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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有关中国的未来发展部分，中央政

府就展示了对社会经济作出改革及全面转型的巨大决心，当中包括：把出口导向

型工业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工业，低碳经济取代高资源消耗的经济，把侧重国家的

发展转变为以人为本及丰富他们生活素质为主的发展（CPEIN 2010）。在这种向

可持续转变的特殊背景下，策略性、以解决方案为基础的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DfS）和可持续性产品服务系统（PSS）得以卷土重来，并在中国设

计领域内，特别是设计教育界中再度成为闪耀的“焦点”9

19.3 “T型”设计培训的神话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需要寻求产业增值及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21世纪伊始，创新

就成为商业和设计界的一个流行词汇。事实上，尤其是因为20世纪70-80年代日本

工业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和韩国工业实力逐渐壮大，加上20世纪末“

世界工厂”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了重整工业，西方国家早已产生了对创新的需求。

在《体验经济》（派恩（Pine）和吉尔摩（Gilmore）1999）和《蓝海策略》（吉

姆（Kim）和（Mauborgne）2005）等书出版之后，“价值创新”、“差异化策

略”等词语便广泛、深入地在商界中流传。就工业设计而言，由于21世纪初美国

商业迅速萎缩（麦克加特里克（McGetrick）2006），设计行业领导者艾迪欧公司

（IDEO）通过著书立说（尤其是该公司创始人大卫·凯里（David Kelly）与总裁蒂

姆·布朗（Tim Brown）带头）率先透过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着力地推广设计师的

策略（strategy）及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能力与技巧。设计（和设计思维）

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愿景与预想的过程，能够以视象化手段去满足商业创新过程中传

达策略预想的需要（布朗（Brown）2005）。布朗（Brown）在著名商业期刊《哈佛

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文章表示： 

设计思维……是透过人本设计精神（human-centered ethos）以贯穿整个创新

活动的一种方法。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由工业生产转型到知识工作及服务输送

时，创新的领域亦不断扩展。创新的目标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新的流程、新的服

务、新的沟通合作的方式——设计思维正在为这些以人为本的活动带来决定性的区

别。（布朗（Brown）2008：86）。

换句话说，设计思维的创新与策略性价值显而易见。

 9 中国近来建立起两个与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DfS）相关的网络。一个是

LeNS（可持续学习网络），2009年扩大规模LeNS-China（LeNS-中国），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湖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以及香

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都参与其中。另一个网络是埃齐奥·曼齐尼教授提倡，于2009年三月

创建。DESIS-China（中国社会创新与可持续网络设计），中国的六所主要的设计院校参

与其中：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湖南大学

设计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及广州美术学院参加。该网络是在2001年建立的合作关系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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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T”型设计思考者

布朗（Brown）在肯定设计思维的战略价值的同时，还主张以聘用和提拔“T型人

才”（或者说“设计思考者”）来推动商业创新。他认为，所谓T型人才“T”的一

竖指的是其专业技能——他们可能是机械工程师或工业设计师，但是他们能够把自

身的本领“横向”延伸至其它方面，例如人类学，同时还能做到应用自如。（布朗

（Brown）2005：3）。 

事实上，在众多设计界的领导者当中，布朗并非唯一一个于设计领域内外强

调“T”形设计(或“横向”设计思维)重要性的业界重量人物。业内领先的设计机构，

如伊利诺伊理工设计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等，一直以来都重视设计思维的培

训，这种培训着重宏观(或全面的/具策略性的)视野、系统思维、综合知识（例如是商

业、社会科学、巿场学等相关范畴的知识）、流程创新及共同创作的促进（图1）。

这些设计院校认为，设计思维作为一种策略方法，能够应用在其它很多现实世

界的问题，例如“推进组织转型、新巿场开拓、设计新体验及塑造企业策略”（班

纳吉（Banerjee）2008：20）。换句话说，一旦设计师拥有设计思维能力，他 

（她）就可以承担多种类型的设计工作，比如服务设计、系统设计、组织设计、商

业创新乃至社会设计。 

19.4 可持续设计与“传统”学科混淆的风险

19.4.1  迅速开展T型设计培训 

自2000年开始，涉及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成为中国国家层面首要的发展议题：1）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2）在“环境”和“发展”中寻求平衡。因此，

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渐趋向以量及高端为发展目标，如今设计学院平均每年招收

14000多名学生入读（1995年左右只有几百名），并且越来越多的设计学院有意从

职业培训转向着重策略性的创新“T”形培训。 

有些设计院校甚至从本科生阶段，也就是学士学位阶段就开始推行上述的教学

改革。例如，1996年，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迎来了新领导，大幅度革新其学位课

程，重新定义设计的教授与学习，使整个课程变得更宽广、更多层面及更具跨学科

性。主修科目及习作均以不同的主题（themes)为基础，而并非以学科来界定。然

而，当时业界的响应并不积极，上述的“实验”只维持了数年的光景，这充满了“

良好意愿”的课程改革最后于2002年无疾而终。 

19.4.2  关于培育“设计通才”的疑问 

从学术研讨的角度，我们不能把一些改革设计专业教学的尝试轻率地判定为正确或

错误，尤其是当这些尝试都是短暂而不持久的。但是，在任何试图于今天重复类似

的改革尝试（特别是像DfS这样着重“横”向思维的训练）的同时，有很多方面着实

需要仔细地思量，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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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

不管我们（作为设计师或者设计教育工作者）有多想让中国快速摘掉“世界工厂”

这顶帽子，我们都必须接受以下事实：1）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严重倚重制造10；2）

即使中国经济能发展至更具持续性的批量生产和小规模本土贸易，物质的产出及消

耗仍是必需的，更何况这是一个迈向低耗、可持续经济必经的“过渡阶段”。

教学视角

作为设计导师，我们比学生更具优势，一般都能够较先接触到新的设计概念，如西

方先进国家的设计思维11。此外，由于对设计认知与技巧我们已掌握多年，我们会不

自觉地视基本技巧为理所当然（与此同时，因为我们往往会偏向从自己的角度（基

于自己的能力和美好的意愿）去设计教学大纲，这样就会很容易主观地去编排“最

先进”的课程及引进“最新”的设计理论于日常教学中12，而没有考虑学生的程度或

课程的性质。由于“T”形设计是现今被认为“先进”及“炙手可热”的一种培训，

故此越来越多的设计教育工作者非常热衷地将其推广。但是，我们或许已经忘记这

样地反思：学生是否都应被引导成为“T”形设计师，无论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理解

能力和学习的兴趣？究竟“横向”设计能力是否真的可取？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

国情和发展？ 

多学科视角

2010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美国设计管理协会（DMI）会议上，社会创新方面的

知名专家周若刚（Geoff Mulgan）（杨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董事）解

释，设计师虽然能够“进入”社会企业的领域但却不能成功，原因是他们“天真”

及缺乏该领域专业的知识，以致不能有任何作为13。知名设计学者丹·诺曼（Don 

Norman）与设计从业者凯文·麦克莱（Kevin McCullagh）亦就以延伸“横向”设计

能力或推广设计思维作为新的设计技巧提出质疑。诺曼 Norman (2010) 并不认同设

计思维的“独特性”和设计师“垄断”创意能力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可以被标签

的所谓“设计思维”，其实是在所有专业范畴内具有创意的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设计思维是个为美好但落伍的创意思维（creative thinking)而设的公关术语”。麦

10 2009年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9%，而该比例在英美分别为25%和20%（刘新

2010）。

11 比如说，设计教育工作者有机会参加国际设计会议，并参观国外的先进的设计学院。

12 中国的工业设计都是在传统的艺术和工程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计在中国是一个很

新潮的学科，中国某些没有经验的教育者和新成立的设计学院至今对一些学士学位称号或

者硕士学位称号都不是十分了解，例如，文学学士学位、工程学士学位、理学学士学位、

设计硕士学位、美术硕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工程硕士学位、理科硕士学位，或者哲学

硕士学位等。

13 周若刚（Mulgan）认为，进入社会创新领域的设计师通常都不了解其所处新领域的背景，

仍然提出一些数年前已经失败了的想法（麦克克拉夫（McCullagh）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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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McCullagh）（2010）认为，“如果设计师没有强大的纵向设计能力，以应付

他们自己专业范畴的问题，设计师就不再是设计师，而只是随波逐流的通才队伍里

的一员。”。

其实，在IDEO于本世纪初把“T”形人才这个概念普及推广以前，最先提

出“T”培训的是管理顾问专业领域的人。因此，这个概念目前在设计界内广泛流行，

教育业界是应当谨慎对待的。此外，在布朗 (Brown）于《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以《设

计思维》为题的文章不久，另一篇题为《创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

的文章亦刊登了，当中讲述了一群商业管理教授多年来对创意的研究结果。他们提出

的方法与布朗（Brown）和艾迪欧公司（IDEO）所描述的设计思想家概念如出一辙 

（戴尔（Dyer）、格雷格森（Gregersen）和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2009）14。

事实上，很多聪敏的人在“T”形技能甚至设计思维方面，都和设计师一样能干，甚至

比他们更胜一筹。因此，我们应重新认真地检讨过早延伸“横向”通才能力而削弱“

纵向”专业技巧培训的想法，不应为了扩充更多或更新的设计领地而不断地扩大“横

向”技能的教学。

19.5 温故而知新 

19.5.1  重新探索设计的基本

世纪之交，社会发展经历了三种过渡（即上文所述的向数字通信互联、服务经济和

可持续文化的过渡），它们几乎同时出现，迅速发展。此时工业设计已经不能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求，或者说人们觉得放弃已学的设计知识而努力推行非物质化的可持

续设计（DfS）实践是更好的选择。我们更相信工业设计这门学科于绿色经济中的应

用潜能应再作深入探讨和发掘。

在工业及产品设计范畴内教授可持续设计（DfS）理念时，这个专业的基本价值

及其具体的技巧亦应予以修订为推广可持续设计（DfS）教学的“必要元素”15。 

我们的论断基于以下现实及愿景：

 • 现实。要将“世界工厂”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过渡阶段是必需的。

在这期间，具有创意的可持续产品仍是促进今天经济体系顺利过渡并达到更

永续发展的重要元素。

14 戴尔（Dyer）提议的“五种发现技能”：关联、提问、观察、试验和网络化。格雷格

森（Gregersen）和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2009）在他们的文章中梳理了布朗

（Brown，2008）提出的“设计思考者要素”。

15 为强化减少批量生产、促进消费，产品设计应当作为一种新学科（传统行业设计的教学）

进行改革，这种新学科关注绿色、批量和定制化设计和生产。环境设计或生态设计的教学

也应当进行改革，并作为这个改革课程的核心基础课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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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愿景。我们憧憬的永续社会，将是非常倚赖多元化定制服务，并配以特别

设计的耐用产品(大多是系统化操作以供分享的) 来解决人们日常的需要，但

是，可能再也不会大规模生产这些产品了。而现今工业设计的基础知识（如

造形美学、产品语义学、人体工学、材质物料等） 和技巧将需要重新修订并

予以新的意义。

19.5.2“V型”取代“T型” 

将上述愿景和现实，与如今所提倡的T型思考者相比，我们更支持培训“V型”设计

师。作为一个“V”形设计师，需要的设计培训应从“V”字形最底层的专业技巧及

知识开始（并以此为根基）。学习相关技巧、知识和方法（见图19.1），并在特定、

通用（跨设计专业）及延伸的层面累积能力，然后从长时间的训练和实习中精进

（见表19.2）。 

图19.1 以产品为本的V型设计培训的核心和初步框架

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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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2 “V”形产品设计培训所需技能、知识及方法的一些例

产品设计训练          扩展设计训练

特定 通用 延伸

技能

隐性技能

- 几何面的处理

- 三维视象化及绘图

换位思考

- 模型的制作 

等

- 创意

- 视觉思维技巧 

- 问题框定与识别

- 沟通技巧

等 

-领导才能

-创造机会

-分析思维 

-协作能力

（加入延伸的专业技

巧）

知识

系统化专业知识

- 造形美学及语义学 

-  三维立体原则及相关

色彩理论 

- 物料特性

- 基本机械学

- 制造工艺

- 制图 

- 人类工学/人因工学

-  生态设计（可持续设

计（DfS）），

-  4DFD，PDfS，等

等

-  批判性思维、创意

思维 

- 表示法绘图 

- 视象读写能力 

- 计算机知识

-  用户调研/用户为本

设计

-  设计理论和方法

- 艺术/文化欣赏

- 设计历史

- 可持续设计（DfS）等 

-设计管理

-项目规划

-系统/策略思维

-流程创新

-跨领域促进等等

（加入延伸的专业知

识）

方法

基于工具的技能

-  尺度、比例及形态

倾向

- 色彩轮 

- 本我设计方法 

-  CAD计算器辅助设

计/ CAID计算器辅助

工业设计

- 任务分析

-  生命周期评估， 原

料/能源/毒性矩阵，

策略轮，等

等

-  头脑风暴，心智图

法，等

-  图表，目标，透视

绘图

-  2D、3D、4D视觉

软件 

-  观察，实地调查，等 

-  故事板（脚本），图

标或矩阵 

-  等等

- 5Cs分析

- 策略图标/ 框定

-  NPD、PCP、PIP

等程序

- 产品开发策略

-  创意工坊等

情境、SOD、PSS，

等 

（加上延伸的专门方

法）

“V”形设计培训的理念着重与专业的核心知识，同时提供一个包含隐性隐性（

艺术）技能、系统化专业（文化）知识和实际操作（技术）技能16的学习框架，以避

免“T”形设计培训因为向多领域扩展导致专业知识的纵向发展的弱化，从而演变成

为“杂而不精的通才”。

16 设计的专门知识来源于艺术技能和知识的组合，技能和知识只能通过实践和体验获得，而

综合的设计技术来自于文献中的系统化的知识与方法，如文本、音频、视频。了解这些符

号的人（视觉或形式语言）都可以获得这类知识；而设计的技术则是通过常年的培训和实

践而掌握的技术技能和方法。它可以反映在各种形式的物质形态（硬件工具）、程序、标

准过程或方法（软件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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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产品可持续设计

为了推进“V”型设计训练，促进可持续设计（DfS）学习，本章重点讨论以产品

为导向的可持续设计（DfS）（即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为了完善以可持

续设计（DfS）(即系统可持续设计(SDfS）) 为基础的“系统”，产品可持续设计

（PDfS）致力于以产品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并更倚重于设计培训中的核心操作能力 

(即“V”形设计底层)。

总而言之，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内容概括如下：

1. 信念和意图

 • 设计的出发点是基于主体（我——方法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观 念。强

调为他人设计就像为自己设计。

 • 在实现可持续的集体变革中，个体的作用至关重要。个体看似很微小的贡

献，都能够刺激及影响周围的人及整体社会。

 • 产品是推动个体（行为或思想）变化的关键，让人们为其日常消费负责。

 • 产品是转变社会观念及促进生产和消费可持续的媒介。

2. 潜力

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实践：

 • 通过创造性的产品设计方案推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把策略性规划和设计的物质产品用于指定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中。

 • 通过重新焕发本土手工制品、技术或者小规模制作的活力，促进社会边缘阶层

和富裕阶层的资金交易和知识交流。（梁町（Leong）2002；苏伊（Siu）、 

潘（Pan）和李（Lee）2009）

19.6 产品可持续设计实践案例 

根据上述信念和意图，我们将简要介绍中国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关于产品可持续

设计（PDfS）培训与实践方面的两个实例。

19.6.1  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实践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的教授和学习的。“可持续产品设计

（SPD）”是面向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工业及产品设计专业四年级学生的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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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学生已有的设计技巧、知识和方法，同时向他们介绍环

境设计（DfE）及系统设计思维，最重要的是引导他们以环境设计（DfS）的概念为

基础，从更宏观的社会和生态环境角度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在此课程中，学生

将面对指定的三个设计挑战。 

1.“迷你”习作

“迷你”习作是课程初期为时较短的设计热身练习。例如，2009年的项目练习就是

让学生使用废弃的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PET）瓶进行简单设计，其要求是：既展现

出原材料的性质特点，又能在家里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制作完成。除了参加课程指

导老师举行的研讨会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的方式，了解香港

境内回收废弃PET塑料瓶的地点（后勤），以及通过测试对PET塑料瓶在物理和结构

方面的可塑性进行研究。总的来说，鼓励及增强手作(“Hand-on”) 设计体验是迷你

习作的培训重点

2. 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研习（第一阶段）

学生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另一个小型的设计任务，目的是向学生介绍与可持续设计

（DfS）理念有关的系统设计的基本概念及相关工具。在此阶段，学生必须通过分组

合作来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对一个社会上现存（由导师预先搜集后分别指派）的消

费现象或个案进行实地调查以获取得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利用照片、图像及文字对

其进行可视化表达，以加强沟通效果；分析个案（着重分析其在实用性、可取性、

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背景方面的薄弱环节），进行再次设计并完善案例。在项

目过程中，学生得到的支持包括导师指导、相关讲座及样本工具（如思维模式、系

统图示和故事板等）。

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研习（第二阶段）

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研习的第二阶段是整个课程的核心。 

2009年，本阶段项目要求学生在ECOLS商店（ECOLS是利用二手材料生产售

卖可回收利用的家具、家居用品和包袋的公司）提供的废弃横幅材料及营销建议的

基础上，与来自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KWWA）17的缝纫女工一起设计新产品。

1. 设计调研：学习并分析女工的缝纫技巧、横幅材料的特性和可用性、香港妇

女劳工协会（HKWWA）的组织和运行特点以及市场上潜在的竞争产品。

2. 产品设计：使用二手横幅材料，提出有竞争力的设计创意。

17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KWWA)是1989年建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旨在帮助香港低收入、被

边缘化的女职工，如上世纪80年代由于服装厂迁往大陆而导致失业的缝纫工。在2005年至

2008，它还发起了一系列回收项目和环保社区服务（如：利用用过的食用油做手工皂，建

立二手商店以及提供绿色清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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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方案可视化：把新设计方案的运作、生产和市场推广流程的初步想法进

行可视化表达。 

除了ECOLS公司、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KWWA）和设计学院教师提供的专业知识

指导外，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在“迷你”习作阶段和产品可持续设计（PDfS）第一阶

段学到的知识，如系统图示工具。 

在课程结束时，ECOLS公司、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KWWA）和设计学院导师

们选取了两个项目进行后续研发。最终，SDWork平台选取了两个项目中的一个进行

继续研究并将其进行商业化开发。SDWork平台是设计学院建立的独特平台，鼓励把

优秀学生设计的项目商业化，并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最后，开发该项目的学生将该

项目命名为“生活像素”。 

“生活像素”是由废弃的塑料横幅及灯座制成的一套五颜六色的照明设备。这

一设计的创意来自于PVC（聚氯乙烯）横幅材料（通常只有一面印有半溶性或可溶

性油墨的图文）的半透明特性，而这种特性是学生在经过数次材料测试、结构试验

以及完整的原型设计过程后，与香港妇女劳工协会（HKWWA）经验丰富的缝纫工一

起探索得出的。因为这一套照明设备主要是由标准的横幅像素方块和从废物站或二

手店回收的旧灯座组成，所以它可以灵活设计，组装成款式各异的多种造型。

通过“生活像素”灯饰系列，已渐被遗忘的车衣专业技艺得以复兴（也让缝纫

女工重拾职业自豪感）。而“生活像素”在网上的正式销售也见证了香港本地小规

模、可持续生产及消费模式的孕育与诞生。

19.6.2  通过产品设计促进本土手工艺的复兴 

第二个案例是一个真实的实验项目，通过采用产品设计技能促进香港社会的创新和

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名为“改造木制手推车”，是2007年年中启动的一个大型设计

研究课题中的附属项目18。该项目的目标是促进传统木制手推车制造工艺（正在衰

退）的复兴，形成新设计，并开拓生产和消费的新形式。 

项目背景

“改造木制手推车”项目由本章第二作者布莱恩·李（Brian Lee）领导并协调完

成，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家具产品设计师。项目主要针对（香港平均收入较低的地

区之一的深水埗区）一家名为“有记（Yau Kee）”的手推车店，店老板是从事手推

车制作（图19.2）50余年的李氏夫妇。这些年来，有记（Yau Kee）的手推车制作工

艺一直切实可行并且非常环保。例如，其使用的材料虽然是废弃床板及旧轮胎，其

成品却是一种十分便利的回收工具，主要出售给该区的建筑工人和清洁工。 

有记（Yau Kee）手推车店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占地面积小，规模小，独立生

产，本地经营，并与同一个城区附近的业务伙伴和客户有密切联系。同时，有记

18 该设计项目由香港理工大学Siu King Chung先生发起，命名为“寻找边缘化的智慧”（寻

找被边缘化的智慧）。该项目由香港深水埗区议会（Sham Shui Po District Council）提供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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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ee）作为一个手工艺店，还担负着传承当地文化基因的使命，它一直保留着

深水埗区的本土价值观念。但是，随着金属手推车因大量生产和价格低廉而广受欢

迎，有记（Yau Kee）以手工艺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及技术正于激烈的竞争中被逐渐淘

汰。。 

图19.2 有记（Yau Kee）的店主（一对年迈夫妇）及环保的木制手推车

来源： 作者

手工艺改造转型

李（Lee）认为，老城区的城市手工业不仅充满活力，而且与社会关系密切。在与

香港类似的社会环境中，可以通过学习、复兴乃至复制的方式使这些手工艺和制作

模式获得新生。李（Lee）还认为，产品设计作为一门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学科，既

要革新传统设计，又要保护日益衰落的手工制造业的基本技术、流程和价值观，例

如香港的木制手推车制作。为了对这一设想进行验证，制定了三项产品协同设计的

过程——以工匠为主导的过程、设计师和工匠协作的过程、以设计师为主导的过

程——目的是把木制手推车制造技术改造为新的设计和产品方案（苏伊（Siu）、潘

（Pan）和李（Lee）2009）。 

苏伊（Siu）、潘（Pan）和李（Lee）（2009）提出，上述项目还受到一个称

为“社会问题设计运作模式”（见图19.3）支持，该模式概括了包括材料与人力资源

交换在内的各种活动的关系及合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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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结论

虽然很多设计专业人士认为，在向以服务为导向的可持续经济快速过渡的过程中，

产品设计会成为过时的“夕阳专业”，但是上述两个案例：“改造木制手推车”

和“生活像素”都证明事实恰恰与上述看法相反：即使在（或准备）教授及学习可

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的过程中，雄厚的产品设计能力仍然是无价之宝。

此外，产品设计既可以用于保护本土手工艺及材料文化，同时有助于解决社会

问题，促进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在我们盲目仿效西方“自命不凡的”设计思维培训，并确信“T”形

思维能够帮助设计摆脱形式（form)）与风格（style)）的羁绊而直接转化到所谓

更高的系统（system)）及策略（strategy)）层次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概

念。毕竟，“没有形式（(form)的策略（strategy)就像是一个空中楼阁”（柯林科

（Klinker）和亚历克斯（Alexis）2008：30）。为了更好地推进可持续设计（DfS）

和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也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认为，现在正是重

新学习那些被舍弃的设计核心内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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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
设计过程中引入改进的生命周期
评估（LCA）

塔图·马蒂拉（Tatu Marttila）
芬兰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s，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20.1 引言

在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过程中，系统中产品的各种效能，可以通过重新设

计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关系，得到不断提高。通过对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进行

重新组合和优化，使其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降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生命周期设

计（LCD）方法，重在减少产品或系统在其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生命周

期包括获取材料、生产、分配、使用以及报废等阶段。目前，有很多生命周期评估

（LCA）工具和方法用于衡量产品或系统在其生命周期中对生态的影响。其中一些工

具可以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使用，用于支持那些与现有产

品系统有关的选择，尤其是与系统的物质方面（即产品）有关的选择，而另一些工

具则用于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

本章探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方法与生命周期设计（LCD）方法之间的

联系，以改善可持续设计（DfS）过程。本章探讨了如何展开环境影响分析，以及从

哪些方面展开这类分析。这种分析引用了学生在LeNS项目中引入和传播可持续产品

服务系统（PSS）设计方法时所创立的一些概念。还提出了产品服务系统（PSS）

方法的扩展过程模型，并把“简化的生命周期评估（SLCA）”方法中的META矩

阵工具结合到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中。在设计初期，这种方法有助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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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定位产品服务系统（PSS）所要改善的领域，加强对系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全

面理解。

20.2 生命周期评估与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生命周期评估（LCA）被认为是工业生态学现行做法的基石（马修斯（Matthews）

和斯莫尔（Small）2000）。生命周期评估（LCA）还是ISO环境管理标准（ISO 

14040及14044）的一部分，而且欧盟（CEC 2001）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02）也都提倡这一方法。生命周期评估（LCA）的价值尤其体现在通过评估，

可以判断出一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路易斯（Lewis）和哲萨奇

斯（Gertsakis）2001），研究其在生产、使用及报废等各个阶段中的投入和产出。

其所提及的影响一般都与环境相关，但是也可以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参见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提出的生命周期社会评估（Social Life Cycle Assessment））1。

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生命周期评估（LCA）可以：1）为现有产品设定基准；2）设定

目标；3）提供“在制品”的评估工具；4）指导材料和组件方面的决策；5）识别产

品系统内的未知影响（路易斯（Lewis）和哲萨奇斯（Gertsakis）2001：17）。

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通常可以分为全面生命周期评估（LCA）和简化式

生命周期评估（SLCA）2。全面生命周期评估（LCA）实施困难，且费时费力（路

易斯（Lewis）和哲萨奇斯（Gertsakis）2001；霍克斯寇纳（Hochschorner）和

（Finnveden）2003），只适合专业人士使用（奈米拉（Niemelä）2010）。本章重

点关注后者，即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方法，这种方法使用简单，省时又高

效，设计师和设计专业学生都可以独立使用。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方法和

广义上的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一样，一般可以用于以下两个方面：确定系统中

需要改善的领域，或者有助于对不同的选项或概念进行比较（路易斯（Lewis）和哲

萨奇斯（Gertsakis）2001）。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所使用的方法论可以

被划分为定量型、半定量型、定性型和数据型等（霍克斯寇纳（Hochschorner）和

（Finnveden）2003）。一个通用的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方法是基于矩阵

的方法。 

20.2.1  基于矩阵的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MET矩阵工具

基于矩阵的简化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工具通常包括定性评估矩阵，也可能含有

定量信息，用以解决产品（或系统）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正

 1 社会或社会经济寿命周期评估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社会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指南”

（Guidelines for Soci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roducts）中多次重点强调的项目。http://

www.unep.fr/shared/publications/pdf/DTIx1164xPA-guidelines_sLCA.pdf.

 2 参见Lewis and Gertsakis (2001)所举的例子；术语“简化的”和“改进的”在这里是同义

词，与Hochschorner and Finnveden (2003)早先的出版物中所用的术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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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布瑞吉特（Brezet）和赫梅尔（Hemel）提出的著名的MET矩阵（1997），这

种工具可以应对各种形式的影响，比如材料、能源和毒性等。

定性方法很有价值，其作用是显示系统的新信息，或者“识别产品的重要方面”， 

并在调整系统边界以确保合适的评估范围的同时，能够对定量研究进行补充（霍克

斯寇纳（Hochschorner）和福因维登）2003：127）。这意味着诸如MET矩阵等

基于矩阵的定性方法适用于快速分析，它能够给出与系统有关的更为细节的信息，

以便提供进一步的指导。MET矩阵也被认定是生态设计实践中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

（奈特（Knight）和詹金斯（Jenkins）2009）。对产品服务系统（PSS）构思而

言，相似的方法可以作为有价值的评估工具，对诸多设计选择之间的差异、服务组

件和（或）物流，以及系统内部技术的选择进行评估。 

20.2.2  社会伦理方面：META矩阵工具

在可持续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和系统设计中，环境维度与社会伦理维度是相

关联的（维佐里（Vezzoli）2007 [2010]）。同样，扩展生命周期评估的一个潜

在方法就是把评估范围从环境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杰斯瓦尼（Jeswani）

等，2010），但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伦理层面和社会技术领域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评

估。定性矩阵方法在META矩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Niemelä）2010）。META矩

阵是MET矩阵工具的扩展版。META矩阵不仅把MET矩阵的三个方面（M、E、T）

和第四方面即代表美学的（A）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社会、伦理、文化和经济维

度（（Niemelä）2010）。为了与以系统为主的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更加匹

配，“A”可以仅仅是指包含在系统内的与社会伦理或利益相关方有关的问题及其影

响（见图20.1）。 

图20.1 META矩阵

来源：源自（Niemelä）（2010）；另见马蒂拉（Marttila）（2010）。

20.2.3  把生命周期方法扩展到系统中

许多研究结论认为，可持续设计要求把与各个设计阶段及设计环境有关的各种方法

结合起来，包括针对系统中不同层面的各种各样生命周期评估（LCA）工具的结合 

（赫（Hur）等，2005；杰斯瓦尼（Jeswani）等，2010）。另外，目前的生命周期

评估（LCA）工具在解决系统中利益相关方的问题上作用有限，因此，应当加强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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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萨布鲁（Thabrew）等，2009）。前面提到的战略中有

两种方法可以拓展生命周期评估（LCA）的应用，而一些文献中也提到过这些：（杰

斯瓦尼（Jeswani）等， 2010：120）：1）强化系统边界、配置方法、动态方面的

指导；2）把生命周期评估（LCA）的应用向社会经济方面和新的利益相关方拓展。 

系统设计有利于生态效益，并与生命周期设计（LCD）的基本标准一致（维

佐里（Vezzoli）和曼齐尼（Manzini）2008）。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

利益相关方将参与到与系统相关的一系列产品和活动中。系统得到优化后，可以创

造更多的服务，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包含了功能单元

的理念：环境影响评估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描述活动（通常是产品或流程）的单元。

在产品服务系统（PSS）中，环境影响评估通常把“满意单元”作为参考（例如：

解决饥饿问题的满意度）（维佐里（Vezzoli）2007[2010]：34）。系统的服务价

值以“满意单元”为衡量标准，而其环境价值则要通过“供应系统中产品和活动

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来衡量”（维佐里（Vezzoli）和曼齐尼

（Manzini）2008：259）。

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法承认“自然（环境）与生产和消费系统之间存在

物质交换，并通过对环境进行输入和从环境中输出这两种形式“对环境产生影响” 

（维佐里（Vezzoli）2007[2010]：17）。实质上，输入时应该考虑保护资源，而输

出时应该做到防止污染（维佐里（Vezzoli）2007[2010]）。因此，系统生命的优化

可以“超越单个的产品生命周期”而覆盖“相互联系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

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7）。这种优化指的是系统部件和子部件

的优化、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优化以及系统内部物流的优化，但它与传统的生命周期

原理是一致的。

20.3 理解产品服务系统（PSS）中的系统

在本书定义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

中3，战略分析和机会探索阶段是通过大量的系统映射和在生产和消费链中连续的影

响评估实现的（维佐里（Vezzoli）2007[2010]）。可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

的基础是生命周期思想，它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实现对系统的理解，并参照

满意单元，创造出优化服务（维佐里（Vezzoli）2007[2010]：34）。因此，我们必

须把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作为一个系统和一项服务来进行评估，同时应该明

确定义评估的范围。

为了说明设计的系统及其内部的互动，欧盟资助的MEPSS（参见脚注3）)和

LeNS项目引入了一套工具，包括“互动事例版”、“提供物图表”、“利益相关

方系统图”和“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等，来帮助评估系统对环境、

社会伦理、经济以及对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工具在本书第一卷有详细

 3 通过产品服务系统方法(MEPSS)项目开发了系统可持续设计的方法论(MSDS; 参见第1部

分, 第4章) （详情，请参见案例：van Halen et al. 2005; Vezzoli 200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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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4。本章探索的重点是利益相关方系统图和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利

益相关方系统图中用指定的符号来解释并讨论各种系统之间的互动。可持续设计定

向（SDO）工具包则是一个影响评估工具，人们可以对现有系统和尚在开发的系统

的优先顺序进行排列，并对其进行比较。

20.3.1  系统界限和利益相关方系统图开发工具

在评估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影响时，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确定系统的界限。系

统视角要求不同领域及利益相关方，包括“环境、金融和社会系统”，在互动时最

少也要彼此“接纳”对方，最好能达到互相“理解”（（Shedroff）2009：5）。可

持续系统设计方法（MSDS）认为设计概念有两个边界：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平

台边界和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系统边界（维佐里（Vezzoli）2007[2010]）。平

台边界包括系统内的功能性服务，针对的是可轻易识别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平台边

界包括（“系统生命周期”所代表的）次要利益相关方，主要提供系统功能或者“

作为分包商”（维佐里（Vezzoli）2007[2010]），因此，该系统包含了大量的“

次要”服务，超出了系统边界。利益相关方系统图是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

中的迭代工具，开始时很简单，但是随着设计的展开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维佐里

（Vezzoli）2007[2010]）。当对平台内各功能的影响进行评估时，很多物流和服务

流都进一步延伸到了系统层面（包括部件生产商和分包商等利益相关方）。这些参

与者都应当包括到系统图中，这样“系统生命周期”（上游和下游）就能变得更加

完整（维佐里（Vezzoli）2007[2010]：222；见图20.2）。而系统图一般不考虑次要

利益相关方活动创造的物流及次要利益相关方活动之间的物流。

图20.2  产品服务系统（PSS）利益相关方系统图的传统生产流程

（见第一卷，4.3.6）

20.3.2  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中的系统评估

另一个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工具——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主

要是根据环境、社会伦理和经济维度等6项标准，用于辅助战略分析，确定在系统

 4 参见第一卷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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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各个阶段的系统维度和设计理念（维佐里（Vezzoli）2007[2010]）。可持续

设计定向（SDO）工具包将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着重通过以上三种可持续维度进行

定性评估。该工具包有助于总结系统的潜在影响，为几个重点领域提供设计指南。

可通过与六轴雷达图表中的现有概念进行比较，对新概念进行测试（见本书第一卷

4.3.1）。

在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的环境标准及操作指南中都可以找到生命周

期方法，但是这个工具不能用来评估系统部件和子部件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产生

的影响。系统生命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而不只是针对其部件在生命周期各个

阶段或各系统层面的参与者进行评估。虽然系统和与之相关的生产和运输均例入了

这一标准，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并不会明确地评估次要利益相关方的活

动。这样就简化了过程，并且就更容易将评估的重点集中在系统的核心功能及其相

关流程上。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因忽视系统整体而产生巨大影响。

20.4  LeNS项目学生设计竞赛中的生命周期 

为了掌握在实际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中，尤其是在设计构思阶段，

如何解决生命周期问题，我们在这里着重关注LeNS项目中学生创造出的一些概

念。LeNS项目学生设计竞赛5就提供了一系列很好的例子。竞赛要求参赛作品属于以

下三种类型之一：食品、交通以及医疗保健/福利项目。在注册课程中使用了可持续

系统设计方法（MSDS）（当时为MEPSS），也或多或少用当地偏好的工具进行了

一些调整，而且该方法没有固定的流程。 

分析并考察了许多参赛作品及其利益相关方系统图，研究这些作品如何处理系

统内部生产所造成的影响。将学生的作品分成两组进行分析，一组是比赛评委评出

的13份高分作品，另一组则是13份随机选择的作品，它们没有获奖或者没有获得首

肯6。将所有作品逐一进行总体分析之后，才把获奖概念和未获奖概念分别列入到表

格中。此次评估没有参考实际竞赛评比过程中所给的分数，只考察了生命周期方法

的使用情况。

 5 LeNS学生设计大赛于2009-2010年举办，接受来自LeNS项目的8个试点课程中包含可持续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概念的参赛作品，以及来自全球设计学校的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课程的

参赛作品。（非LeNS教师必须注册竞赛中的课程）。在合作院校实施了8项试点课程，他

们共享教材，并展开跨文化教师交流项目。

 6 LeNS学生设计大赛共设20个奖项： 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10个荣誉奖，7向“

最具前景”概念奖。本书挑选了前13个奖项的获奖作品（三等奖以上和荣誉奖）作为案 

例。13个案例是从这类获奖者中随机选取的，并从评审的奖项中选取第三个案例。可以在大 

赛网站上获取那些获奖的案例，网址为：(http://emma.polimi.it/emma/events/lensconference/

images/LeNS_award-catalogu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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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参赛作品的系统图如何处理系统生命周期问题？

为了弄清系统图是如何解决具体的系统生命周期问题的，我们分析了这些系统图。

为简单起见，分析的重点是生命周期结束阶段。根据设计概念中系统流向的处理

方法和深度，我们把系统影响（主要及次要影响）的评估进行了简单直观的评级 

（从“-”到“++”）。

学生作品中所使用的系统图与他们处理具体产品所带来的影响的方法明显地不

一致。其中一份作品涉及了所有生产方面及相关生命周期结束时的问题，但是没有

涉及运输方面。另一份作品提及了很多利益相关方，但是没有涉及支持硬件或生产

方面的问题。多作品只涉及了与使用有关的生命周期终止阶段的问题（比例为11/26）

，而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没有涉及生命周期终止阶段的问题（比例为12/26）。 

简而言之，虽然这个分析停留在总体和定性分析的层面，但它表明，在这些新

兴的产品服务系统（PSS）概念中，明显没有涉及到与整个系统相关的生产影响。

其中只有几份作品在系统图的使用阶段或使用活动之外涉及了生命周期终止的问

题。另外，还有一些作品涉及从IT服务到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等在内的各种组件，却没

有真正评估其生产所造成的影响。总之，在如何理解并评估系统影响这个问题上，

似乎没有达成共识：在上述产品服务系统（PSS）概念中，通常只对核心功能进行

了评估，而许多重要方面却被遗漏了。

系统生命优化与系统边界的界定有关。尽管它是生态高效的产品服务方案

（PSS）设计的主要策略之一，并且是制定可持续方案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概

念构思初期，系统中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领域很容易被忽略。为了方便设

计师使用（包括从业者和设计专业学生），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法更强调系

统次要部件的生命周期（即支持性设备及其生产）。换句话说，“利益相关方系统

图”这一工具不仅能把产品服务流程中的相互关系形象地展示出来，而且它还有助

于突出系统次要部件的重要影响或其容易被忽略的生命周期影响。可持续设计定向

（SDO）工具包还把不同部件的生命周期置于主要对象范围之外，而不是注重一个

具体的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的总体状况。尽管对系统生命优化进行评估操作

起来很困难，但还是该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进行评估。 

20.5 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法的意义

在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影响进行确定之前，应该进行细致科学的分析，并且应使用生

命周期评估（LCA）等“标准化方法”（涅米宁（Nieminen）2008：18）。产品

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者确认生命周期评估（LCA）是评估环境影响“最可靠的

方法”（维佐里（Vezzoli）2007[2010]），认为此方法有可能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的角度出发，提供关于环境影响的信息，并提供“改善环境状况的机会”（维佐里

（Vezzoli）2007[2010]：59）。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如果能把生命周期

评估（LCA）作为核心，那么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具体维度、系统边界和内部功能所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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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对影响评估的认识仅仅保持在系统生命层面，而忽略了“后勤部

门”和服务供应商等组件的影响，那么真正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系统组件的问题将无

法得到解决。同时，如果仅关注系统生命，忽略其社会伦理影响，简约式生命周期

评估（SLCA）方法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可能就不起作用。反之，评估中

心产品的生命周期及关键利益相关方的互动的影响，即便是在系统边界之外，意义

也可能会更大。把整个系统融合到一个矩阵中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可以把一个

系统分为很多个小的单元进行评估。

20.5.1   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积极发挥生命周期方法
的作用

虽然完整的生命周期评估（LCA）非常耗费时间和资源，但半定量的简约式生命

周期评估（SLCA）方法就比较节省时间。然而，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

方法有可能将有关系统的重要信息排除在默认的评估范围之外（霍克斯寇纳

（Hochschorner）和福因维登（Finnveden）2003）。另一方面，定性分析所产生

的问题是，在比较不同方面的影响时缺乏定量数据（霍克斯寇纳（Hochschorner）

和福因维登（Finnveden）2003）。因此，所有的方法没有好坏之分（霍克斯寇纳

（Hochschorner）和福因维登（Finnveden）2003；另见赫（Hur）等，2005； 

杰斯瓦尼（Jeswani）等，2010）。然而，基于矩阵的定性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

（SLCA）方法简易、快捷，受到大多数设计师的欢迎（奈米拉（Niemelä）2010）。 

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矩阵工具适用于辨认系统的关键方面，有助于

识别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及其影响，因为这些工具可以反复使用，并能够关注系统的

各个部分。在有单一物流回路的简单的产品服务系统（PSS）图中，重要的系统阶

段很容易被辨识出来，方便后续评估（见图20.3）。在复杂系统中，不同的互动仍旧

可以单独进行评估。因此，定性的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矩阵工具可以整合

到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过程中，这样不仅能够辅助制作出对系统各部分影

响分析更为精确的系统图，还能定位系统层面的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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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3  产品（服务）系统中生命周期设计的不同目标区域： A）资源获

取；B）产品使用；C）生命周期结束

来源：作者

META矩阵工具是方便、快捷的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工具，利用它，

可以轻松地将系统中的某些特定的子部件集中起来（见表20.1）。该工具和一份清

单分析表配套使用（奈米拉（Niemelä）2010：126），就这一点而言，可持续设计

定向（SDO）工具包提供的清单与分析是相匹配的。在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

中，利用META矩阵可识别系统及其部件中的问题所在。

表20.1  在战略性系统分析阶段对比META矩阵和可持续设计定向（SDO）

工具包

标准 META矩阵工具 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

使用难易程度 简单 中等，需要接受辅导

持续时间 少于一小时 数小时

强调领域 强调使用时的资源效益 强调生产中的使用效果 

如何管理系统？ 如 

何优化系统生命 

周期？

对系统有一些定性的理解， 

但是在系统各部分必须重 

复使用

对系统的定性理解涉及生态、经济和社会 

伦理维度，但是只解决“系统生命问题” 

而非分别检查系统各部分问题

可以在设计产品服务系统（PSS）的初期阶段使用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

（LCA）方法，但是使用前需要先谨慎地进行计划和定位。如果在更为广阔的环境中

并且在系统边界扩大的情况下使用生命周期评估（LCA），META矩阵等定性的简约

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矩阵工具的时效性会更强，其评估内容也更为广泛。由这

种工具支持的设计过程模型可用于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DfS））

和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以便：1）缩短战略分析时间；2）确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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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相对较大的系统领域及其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影响；3）更稳健地在产品服务系

统（PSS）设计初期运用时间和生命周期视角。

因此，在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过程中使用改进模型能够把META矩阵方

法融入到以下采样阶段：

1. 产品服务系统（PSS）概念及利益相关方系统的定义和构图，还可能涉及一

些背景中的流程。

2. META矩阵评估把系统作为整体来研究，同时也研究各子部分，考量社会伦

理因素和利益相关方；继续使用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

3. 概念搜索（倾向于）包括更为详细的可持续设计定向（SDO）工具包的

应用，甚至是在所选相关领域中使用更多的定量的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

（SLCA）

4. 用可视化的方式表现和传播概念（使用产品服务系统（PSS）工具等），并

最终进行实施。

在第1、2步的战略评估与分析之后，传统上，在设计过程中会继续采用产品服务系

统（PSS）方法或其它方法来对不同概念进行比较。其它的生命周期评估（LCA）方

法也可以用来支持产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因为这些方法有助于进一步评估

系统影响。例如，一些半定量的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对

产品服务系统（PSS）中一些简单的材料或与能源相关的选择进行评估77。

20.5.2  迭代方法的例子

为了说明迭代方法和所提及的过程模型，我们基于LeNS竞赛的获奖作品设计了一个

例子。名为“两代人烹饪俱乐部”的这一创意是把当地有机农业与农民结合起来，

融入到在校园环境中的一个两代人烹饪服务系统中。除了在影响分析中所评估的食

品流向之外，这一创意的中心是巧妙的厨房设计，它是由外部供应商根据“按次计

费”的合同来提供服务。然而，即使系统在可持续方面的改善看起来非常成功，但

是制作效率、服务部件的使用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这些是系统的“外化”）。 

表20.2展示的是构思阶段用META矩阵进行的一个模拟评估，它反映了一些设计

选择的重要性。评估了两个主要的系统部件，即支持性的“服务器具”和“食品”。 

此次模拟评估的目的不是为了更为全面地分析系统，而是为了展示生命周期评估在

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初期所表现出的诸多作用（见表20.2）。

 7 简单的评估方法参见：咨询机构（PRé Consultants）的生态指标99方法 (http://www.pre-

sustainability.com/download/manuals/EI99_Manu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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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  LeNS项目学生设计竞赛获奖创意“两代人烹饪俱乐部”中的META矩

阵例子，确定系统部件及其可能的影响

标准/生

命周期 物料生产 制造 使用 处置 运输

M： 物

料

服务应用（厨房系

统）：金属、塑料

等、电力部件

食品：有机农业；

连续……

服务应用  

模块性、高效

性、过程和

物料

食品：有机农

业；连续……

服务应用 

寿命、可用

性、维护

食品：连

续……

服务应用 

可修复、可再次

使用、可循环

食品：可循环、

可再次使用？连

续……

服务应用 

制造、维护、

回收

食品：连

续……

E： 能

源

服务应用 能源密

集型原材料生产？

食品：  

使用水、电；连

续……

服务应用 

能源密集型制

造？

食品： 使用

水、电；连

续……

服务应用 

使用和能源

高效

食品：  

不是问题？

服务应用 

回收

食品：  

不是问题？

服务应用 

不是问题？

食品： 连

续……

T： 毒

性

服务应用 

可能有毒的物料？

食品：  

有机农业；不是

问题？ 

服务应用 

可能有毒的流

程？

食品：  

有机农业；不

是问题？

服务应用 

不是问题？ 

食品：  

有机食物；不

是问题？

服务应用 

可能有毒的部

件？

食品：  

有机废物；不是

问题？

服务应用 

运输污染

食品：运输

污染； 连

续……

A： 利

益相关

方

服务应用 

原材料生产劳动力

食品：当地农民；

分包商

服务应用 

制造劳动力

食品：当地

农民；农场

劳力 

服务应用 

学生和老人；

服务及维护劳

动力

食品： 当地

农民和学生；

服务劳动力 

服务应用 

服务及维护劳

动力

食品：服务劳

动力

服务应用 

服务劳动力

食品：服务劳

动力

表20.2中展示的便是这种练习，即便其实施的时间很短，但也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它不仅可以对具体的设计进行指导，还能够强调服务中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

凭借这种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我们可以了解到，系统影响的产生与那些

生命周期的开始和结束都在系统之外或在次要领域的组件息息相关；同时还认识到

与这些设备相关的“按次计费”过程的重要性。这些要素应该与整体评估相结合，

以便对产品服务系统（PSS）的益处作出更为准确的估计。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并不能将其应用到所有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

中：许多系统都由各种组件组成，要对这些组件进行单独评估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

的事情。然而，泛泛而言，这种矩阵对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的“模糊前端”

还是有所帮助的。而且，在上述例子的实施阶段，这种矩阵可以明确反映出潜在的

瓶颈：就像协调农民、老人和学生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设计师必须对服

务供应商的采购流程保持高度关注（考虑到其回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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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结论

若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应该评估在生命周期各阶

段中各个系统部件产生的所有重要影响，包括支持性技术及其影响。本章所提出的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过程和可持续设计（DfS）模型，以及使用简单

的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工具（META矩阵工具），都是旨在把生命周期

设计（LCD）方法移植到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同时也将产品服务系统

（PSS）融入到生命周期设计（LCD）中。这一过程模型有助于确保在产品服务系

统（PSS）中环境收益不会受到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未来的环境不会受到

影响，从而确保可持续的生态效益。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设计师迫切地想创造出“新事物”，即便这些事物

并不比旧的好，或是即便旧事物目前不需要被替换（谢德洛夫（Shedroff）2009）。

在营销方面，不可否认，新设备的未来愿景必然能够使一个概念变得更具吸引力。但

是，在具有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PSS）设计中，就像学生的许多创意那样，系

统方案的实际效能并不取决于新产品，而是取决于使用新产品时所运用的新方法。毫

无疑问，对过时的技术需要进行更新，使其更加高效节能，但是，一个成功的产品服

务系统（PSS）必须接受对其系统部件的效益和影响的评估，而这种评估必须详细而

具体，目的是找出每个方案的环境损益平衡点。系统生命优化的要求，则至少要对这

些因素进行粗略的评估。META矩阵等简约式生命周期评估（SLCA）工具可以使产

品服务系统（PSS）的设计过程前后连贯，有助于评估产品服务系统（PSS）方案在

构思初期时的不同选择，并有助于不断增强系统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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