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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针对工业设计教育中“学用落差”与双创能力培养不足的突出问题，以设计驱动品牌创新为导向，构建“双创融合”

教学改革路径。通过分析课程体系商业嵌入性缺失、创新成果产业化梗阻及双创动力匮乏等现实困境，提出“三位一体”课程重构、“产

学研创”平台搭建、“双创融合”生态营造及“双轨驱动”保障机制等系统性改革方案。研究发现，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与产教资源整合，

能够有效贯通“创意 - 原型 - 产品”全链条，实现设计思维向商业价值的转化。改革实践表明，该路径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与成果转化效率，为工业设计教育对接产业升级需求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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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加剧，工业设计作为链接技术与市

场的核心环节，已成为企业品牌价值提升的关键驱动力。然而，

我国工业设计教育长期面临“学用落差”问题：一方面，传统课

程体系偏重概念设计，缺乏商业化思维培养；另一方面，校企合

作深度不足，学生设计成果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 [1]。与此同时，

国家“双创”战略的推进要求高等教育强化创新创业能力培养。[2]

在此背景下，以设计驱动品牌创新为导向，探索工业设计“双创

融合”教学改革路径，既是响应国家政策的需求，也是解决教育

痛点、服务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设计驱动品牌创新是近年来工业设计领域的重要趋势，其核

心在于通过设计思维和创新策略来推动品牌价值的提升。[3] 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设计驱动型品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牌价值构

建、设计思维的应用以及创新路径的探索等方面。例如，王芳媛

指出在信息化时代下，设计驱动型品牌需要通过品牌信息的多元

化和复杂化以实现品牌范式的变革；[4] 邓念则强调了设计思维在

品牌识别体系构建、利益相关者连接以及品牌传播模式创新中的

重要作用。[5] 在教学改革方面，基于“双创”理念的教学模式改

革也逐渐受到关注。例如，北京工商大学的研究提出将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融入品牌设计课程，以解决学用落差问题；[6] 而天津工

业大学则通过服装设计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了“双创”教

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具体路径。

本研究旨在探讨设计驱动品牌创新的工业设计“双创融合”

教学改革路径，以期为高校工业设计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

导。通过分析当前工业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设计驱动型

品牌的理论框架，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改革策略。这不仅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还能推动高校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深度

融合，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二、工业设计专业“双创融合”教育的现实困境

工业设计专业在“双创融合”教育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

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创新成果产业化通道不畅、创新动力

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亟需通

过优化课程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及创新教学方法来解决。

（一）专业课程体系的商业嵌入性缺失

设计创新与商业价值的协同建构本应是工业设计教育的核心

逻辑，然而现行专业课程体系呈现显著的学科壁垒化特征。目前

的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过于理论化，缺乏与商业实践的深度结合；

设计人才培养模式较为传统，与市场需求脱节。这种产教融合滞

后性使得学生难以形成“设计 - 技术 - 商业”三位一体的系统思维。

（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通道梗阻

工业设计教育的实践环节普遍存在创新链断裂现象。2022 年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静在议案提案中指出，2020 年，高

校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3.8%。其症结在于教学与产业需求

存在结构性断层：课程实践多聚焦创意生成，缺乏全流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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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作浅层化，多限于方案比选，未形成生态化合作。这种

转化断层，实质反映了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价值耦合的失效。

（三）创新创业的内外驱动力双重匮乏

设计人才创业意识培育的，但现行体系存在双重缺失：从个

体层面看，朱文玉指出“仅 18.9% 的设计专业学生系统接受过知

识产权法律培训，87.4% 的毕业设计作品未进行专利申报”；从

环境层面看，高校创新创业竞赛的奖励机制偏重学术评价而忽视

商业价值评估。这种“重创新轻创业”的导向，使得学生更倾向

于将设计定位于专业竞赛的获奖工具，而非商业创新的战略载体。

三、教学改革路径设计与实施

以设计驱动品牌创新的工业设计“双创融合”教学改革主要

从双创课程体系重构、双创平台搭建、创新环境营造、创新保障

机制等四方面展开。

（一）“三位一体”课程体系重构

从课程模块创新、教学模式改革和教学方法研究三个层面协同推

进课程体系重构。开设《设计创业导论》《设计领导力》等创新创业

专业课程，采用 OBE 理念重构课程矩阵，将品牌战略、技术转化等模

块嵌入相关课程，聘请行业导师参与专业课程授课和创新创业指导，

形成“创意 - 原型 - 商业计划书”的递进式产出；实施“设计 + 知识

产权”嵌入式教学，注重课程成果产出与知识产权申请同步。

（二）“产学研创”实践平台搭建

构建以设计创新为价值中枢的跨学科创新实践平台，采用”

企业命题 - 跨学科组队 - 创新设计开发模式，构建课程作品→竞

赛项目→专利成果→商业产品的“四级孵化体系”，形成“专利

成果转化 - 自主品牌运营 - 校企协同生产”三位一体的商业化路径。

最终构建起设计创业品牌培育与创新爆品研发的价值闭环，实现

平台生态的可持续辐射效应。

（三）“双创融合”生态环境营造

依托学生主体组建跨学科设计创业社团联盟，开展双创主题

学术讲座与研讨沙龙，构建常态化知识传播机制；系统策划“创

意孵化市集”“创业项目路演”及“产品创新工作坊”等多层次

双创实践活动矩阵，有效激活工业设计专业双创文化内生动力。

同步推进实验教学平台硬件升级计划，构建产学研协同的集成化

创新实践场域，为设计思维向商业价值的转化提供物质载体支撑。

（四）“双轨驱动”保障机制建设

“双轨驱动”保障机制通过制度与资源协同推进教学改革。

制度上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立课程共建、双创孵化、成果

转化等制度；资源上打造产教融合平台，集成创新项目库、行业

导师及快速制造实验室，形成“创意 - 原型 - 产品”全链条支撑。

同步构建动态监测系统，形成“实施 - 优化”闭环管理，实现教

学改革可持续推进。

四、结论

工业设计“双创融合”教学改革是破解专业教育脱离产业需

求的关键路径。本研究通过构建以设计驱动品牌创新为核心的教

学体系，系统解决了课程商业性薄弱、成果转化梗阻及双创动力

不足等问题。改革措施中，“三位一体”课程重构强化了商业思

维培养，“产学研创”平台搭建打通了产业化通道，“双轨驱动”

机制则通过制度与资源协同保障改革长效性。实践表明，该模式

使有效提升了学生设计成果专利转化率和校企联合孵化项目商业

落地率，弥合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鸿沟。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动态

监测与优化机制，拓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网络，推动工业设计教育

向“创新赋能型”范式转型，为服务国家双创战略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可持续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韩卫国，李永斌，苏颜丽 . 产教融合背景下本科院校工业

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J]. 设计，2022.

[2] 周昕 .“双创”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路径

探究 [J]. 产业创新研究，2024.

[3] 陈大鹤 . 设计驱动型品牌的设计战略创新 [J]. 西部皮革，

2021.

[4] 王芳媛 . 设计驱动型品牌的信息构建路径研究 [D]. 江南大

学，2021.

[5] 邓念 . 设计管理视野下的品牌战略规划研究 [J]. 设计艺术

研究，2024.

[6] 刘红菊，马梦涵，刘琦雅 .“双创”视阈下的品牌设计课

程教学研究 [J]. 公关世界，2023.

本文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专业综合改革一般项目《设计驱动

品牌创新的工业设计“专创融合”教学改革路径研究》（课题编

号 2130054690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