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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设计教育国际合作发展模式探析
——以我国家具产业为例

周橙旻 1，赵晗肖 1，吴智慧 1，朱剑刚 2，刘遵月 1，Stefano Follesa3
（1.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南京 210037；2.南京林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南京 210037；3.佛罗伦萨大学

建筑学院，佛罗伦萨 50100）

摘 要：探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何以凭借国际合作使我国设计教育发展跟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以家具产业

为例，分析中国家具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以及行业变化带来的新的人才需求，探析国内高校家具设计与工

程学科国际合作发展模式和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为例的家具产学及国际化合作模式；以中意交流项目为例提出

促进设计教育国际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提出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需求在设计教育中进行针对性人才培养，用“产

学研用”的国际产业合作新模式深化设计教育和提高设计教育的实用性。中国设计教育在国际合作中当采用“产、

学、研、用”一体化的教育生态圈，适用国际化的设计教育和科学研究带动产业不断升级发展。

关键词：设计教育；家具产业；国际合作交流；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TS6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629（2020）04-0085-07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Chinese Furnitur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ZHOU Chengmin1，ZHAO Hanxiao1，WU Zhihui1，ZHU Jiangang2，LIU Zunyue1，Stefano Follesa3

（1. College of Furnishings and Industrial Design，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2.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China；3.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irenze，Florence 50100，Italy）

Abstract：How to enable Chinese design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ep pace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
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as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
tiative. Taking the furniture industry as an example，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furniture industry and the new talent demand brought by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were an⁃
alyzed. A new mode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was pro⁃
posed by taking the Sino⁃Italian exchange project as an example. It is necessary to train targeted talents in
desig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needs. The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in⁃
dustrial cooperation will help to deepen design education and improve its practicality. Chinas design edu⁃
cation should adopt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ecosystem of“Industry⁃Academia⁃Research⁃Application”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d utilize design education to drive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design education；furniture industr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talent training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设计教育国际合作模式

1.1 高校设计教育国际合作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前，国内高校在设计教育领域主要有合作完

成项目研究与开发、建立人才交流与人才培养项

目、共同创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国际化交流与合

作形式。我国设计教育国际合作除了人员互访、留

学项目等难以对教育形成长期系统化影响的信息

交换类的方式之外，逐渐出现了长期合作项目、双

学位项目、成立联合院系和海外分校、国外高校在

我国境内成立独立学校或学研机构等合作形式。

我国高校设计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具有由浅入深、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D0601104）；生态康养家居产学研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项目。
作者简介：周橙旻（1978—），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家具设计与工程。E⁃mail：zcm78@163.com。
引文格式：周橙旻，赵晗肖，吴智慧，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设计教育国际合作发展模式探析：以我国家具产业为例[J].家具，2020，41（4）：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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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长期特征；另一方面我国设计教育逐渐形成体

系，走出了借鉴摸索期，我国改变了在改革开放初

期依附于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吸取经验的从

属状态，在国际合作中更多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校企协同在国内高校与职业院校家具学科教

育中的运用主要有 4个主体，即院校、企业、学会和

政府[1]。以院校为主导的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主

要有项目衔接、联合研发及企业在院校开设虚拟班

级或科研基地等，如南京林业大学与圣奥集团等多

家国内家居领域领军企业共同建产学研基地并设

立虚拟班。以协会或企业为主导的家具行业人才

培养与选拔，最常见的方式是学科竞赛，如“健威

杯”、“宜华杯”家具设计大赛是由广东省家具协会

和家具企业合办的家具学科设计竞赛。目前设计

教育中的校企协同多在国内范围开展，未来将校企

协同融入教育国际合作中是一大发展趋势。
表1 国际设计教育合作现状与趋势

Table 1 Current trends and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
ation in design education

合作关系

受益方

人才培养

对产业影响

初期合作形式

单次、短期、对彼

此影响较小

个人或小范围群

体

模式单一，受益范

围小，层次浅

难以直接获得成

效，产教分离

合作形式趋势

长期、稳定、系统化、方便深

入与扩大

学生与教师群体、学校与学

科、产业

深入学习、长期交流、模式新

颖

实践性强、综合实用型高素

质人才培养、研究与教学成

果服务企业、企业先进经验

辅助教育

1.2 一带一路家具产业发展与教育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旨在文化平等认同的框架下，遵循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开启中国与世

界交流、协同共进的新方向。我国从2005年超过意

大利成为世界最大的家具制造和出口国家[2]，我国

较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消费

人口，但我国家具产业在这样的优势下仍没能改变

其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我国的家具产业面临

了双重矛盾，一是国内国际市场对我国家具产量的

需求和中国现代家具设计起步晚不成熟之间的矛

盾，二是市场发展比设计教育发展更快速的矛盾。

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这样的压力导致中国家具设计方面的发展处于

压抑阶段，作为实体经济的家具产业缺乏创新能

力，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很难发展为国际竞争力

的自主品牌。我国家具产业市场和利润不成正比、

设计处于发展阶段的现状亟待改变[3-6]。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我国应积极探索行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促进教育和产业协同发展，把握国家经济发展的机

遇，将设计教育和家具产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作为

重要课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设计教育如

何带动家具产业创新发展的问题。

2 以家具产业为例的国际化人才与教育需求

2.1 我国家具行业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家具制造业2019

年前 10个月份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长率远高于

同属轻工业的其他行业企业。不再停留在传统制

造业的门槛内，高端、定制[7-8]、智能和规范将成为我

国未来家具行业发展方向的关键词，人均家具产品

消费支出会持续增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差距。

高端、定制、智能和规范这4个关键词也指明了家具

人才培养的方向。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国家具产业从自产

自销开始逐渐走向国际化，按照家具企业国际化模

式可分为4个层级：贸易进入方式、合资经营的向内

国际化、境外投资和企业集群国际化发展模式。例

如震旦、传世、康耐登等公司采取贸易进入方式，家

具在国内生产制造，然后通过贸易方式借助于销售

网络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需要能不断跟踪

国际市场需求、并根据需求改进产品设计的专业人

才[9]。为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有一定资金基础的

企业在东道国建立独资企业，直接获取国际市场并

参与全球性竞争，需有语言基础、具有国际视野和

准确把握家具设计潮流和最新技术的人才。不同

规模级别的家具企业为了扩大竞争力和影响力，走

向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对家具专业人

才的需求数量和综合素质的要求也一定会不断提

高。除此之外，国际展会和设计奖在国内热度的攀

升，以及国际品牌入驻中国也必定会带来国际化人

才需求的增加[10]。

2.2 一带一路战略促生的教育需求

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将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

圈进行连接，设施联通为运输节省了时间成本，提

高了我国家具行业对外输出的竞争力，也有利于引

进家具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先进理念。作为中国首

家海外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的开设；在泰国

的鲁班工坊[11]，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在2015年发起的

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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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可为中国家具专业教育借

鉴。我国家具学科既可以在国外设立工坊输出中

国家具文化和设计力量，培养当地具备专业技能且

熟知中国家具产品的专业技术型人才，为中国家具

和中国文化向海外市场拓展奠定根基；同时也能邀

请他国在我国建立专业学院或共建海外家具学科

学习基地，引进国外家具教育教学模式和高水平师

资力量，达到借镜观形、去芜存菁的效果[12-13]。

一带一路战略给家具产业和学科发展带来了无

限机遇，但想要获得良好快速的发展也并非易事。

表2 2019年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行业-部分）
Table 2 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by industry⁃part）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19

行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羽毛、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营业收入

1—10月/亿元

19 504.3

13 077.0

9 650.4

6 864.4

5 658.6

10 879.3

5 274.8

同比增长/%

-0.5

-0.2

2.7

1.5

4.5

‐3.0

1.2

营业成本

1—10月/亿元

17 408.3

11 176.8

8 352.8

6 125.6

4 709.8

9 439.1

4 412.1

同比增长/%

‐0.9

‐0.6

2.0

1.5

3.3

‐2.5

0.1

利润总额

1—10月/亿元

730.8

685.3

550.5

286.1

342.0

506.2

334.3

同比增长/%

‐6.4

‐3.4

6.1

‐1.1

17.8

‐17.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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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家具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模式
Fig. 1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urniture companies

鉴于多数合作方为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参差不

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家具产业和教育输出过程中

需要通晓不同语言和文化且同时具备专业知识的

复合型人才，来面向多元文化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

的市场，但国内家具学科教育通常为重专业技能而

轻语言的人文教育[14]。

合作国家国情稳定与否也会制约与之的经济

和文化交流合作。在和其他国家进行产业和教育

合作时，需要考虑与合作方的文化融合，增加各自

在对方视角的价值认可度和品牌认同感，也有利于

中国的家具文化以一种更易使他国人接受的方式

走出去；另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作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的一环，中国企业未来要面对的是广泛

的国际需求及市场，国际设计教育也应秉要执本，

将世界教育落于实际，从国际需求出发为国际市场

服务。

3 国际化高水平家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3.1 国内高校家具设计与工程教育合作发展模式

家具学科作为木材科学与工程中的一个方向，

我国现有开设家具相关专业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林

业院校、农业院校和美术高校。专业名称由家具设

计与制造到家具与室内设计、家具设计，最新设立

的专业名称为家具设计与工程。专业教学方向从

最初的木材机械加工、家具材料这样偏向制造的教

学，逐渐融入设计艺术、人体工程教学，最后完整得

将材料、技术、工程与艺术相结合，以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为导向，结合“新工科”和“智能制造”，调整优

化人才培养结构，注重向家具和工业设计及制造大

国学习，开发多种合作模式，加强加快我国家具产

业和学科教育的发展程度[15-16]。我国家具设计与工

程学科教育国际化合作模式目前仍以人才交流为

主—学者及教师赴海外讲学、参与国际会议、赴家

具生产链企业参观学习、引进国外高质量人才、邀

请学者及行业领军人才来校授课等。但这种交流

模式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仅凭单次的知识输入无法

形成系统知识体系，真正拥有国际化视野。

3.2 以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为例的家具产学研

国际化合作模式

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CIFDIC，全称为Chi‐
na-Italy Furniture-furnishing Design & Innovation-

Centre）于 2016年2月29日正式揭牌，是由南京林业

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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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意大利家具与室内装饰协会合作共建的家居

设计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是南京林业大学自2001

年起与意大利交流合作 15 年来诞生的成果。

CIFDIC在意大利的设计区域技术集群（图3）主要以

佛罗伦萨大学、比萨大学和锡耶纳大学3所大学多个

专业作为校方资源，与意大利和国际多个研究机构、

设计中心、宣传中心、商业协会和企业合作，整合多方

资源，促进创新需求的发掘和交流，为家具企业提供

先进的技术服务，以发挥产学研合作核心竞争优势。

除了促进两国家具产业上的合作，CIFDIC还与

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联合举办专题讲

座，为中意两国之间的设计资源信息的进一步传播交

流奠定了一定基础。CIFDIC立足于南京林业大学家

居专业学科的特色和产学研合作优势，以引进意大利

优质设计和创新资源为基础，为中国家具和家居企业

提供了产品开发、企业设计顾问、市场分析、品牌合

作、考察培训等多形式多角度的设计创新和技术服务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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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del and effect of furnitur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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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家居设计区域技术集群
Fig. 3 Technology cluster of design regions of CIFDIC

CIFDIC还根据实际市场需求和实际项目需求

设立科研课题，与3所大学师生合作研究，项目成果

旨在运用于实际生产中，项目均是由大学、研究机

构、企业协同，最后将实际成果服务于企业和市场。

如MIAMI项目通过对创新涂料的使用来改善填充

家具的环境影响，服务于 3家托斯卡纳公司研发项

目；TRIACA涉及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重要领域

——露营和休闲车，项目的重点是设计技术方案减

少CAMPER车辆对环境的影响。CIFDIC采用产学

研密切合作模式（图 5），项目来自具体市场需求所

驱动，但参与学生数量少且多数为意大利本国学

生；涉及较多中国学生的国际交流项目均为初级合

作模式，中方学生未有深入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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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合作领域
Fig. 4 Cooperation area of CIFDIC

4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以中意交

流项目为例

基于将更多学生带入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市场

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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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设计研究项目中的想法，南京林业大学中意国

际设计工作营由此而生。由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

工业设计学院、佛罗伦萨大学建筑设计学院

（CSMDIDA）和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CIFDIC）联

合主办。佛罗伦萨大学被欧盟誉为“欧洲优秀学

院”，走在了发扬集合教育特点从而推动欧洲一体

化的前列。南京林业大学家居院乘着一带一路战

略的快车积极开发家具学科的国际教育合作新方

式，与意方共同组织为期一月的沉浸式的海外学习

工作营，时间为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截至目前

已举办两届，这既出于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型的需求，也是南林为深化设计教育国际化进行

的新模式探索。

中意国际设计营不同于南林家居学院以往从

属型的国际交流，是我方主导型国际化教学模式的

探索，基于国际设计教育将CIFDIC的产学合作模

式进行改良，为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

型家具设计专业人才，促进我国设计教育发展，深

化了产学研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为中意两国的家

具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MIAMI

Q

Q)*+,-.\
.t/D

G

GNext Technologies 
01212cky34

N

NSegis0567Clm46Botto.Ro
08912:;612n<4

#

#
$$
%%

 !"#$TRIACA

Q

Q
)*+,-.=>t/<
#C:B.ck:[)?
@A-.=>PBCCD

G

G
EFACDGHhI
I^_J=>IIK
L3MhNK

N

N
9OPQRTrigano)dielectrik,
0STII6UV?@4Espansi 
Tecnici09WXY6Z[CD4

#

#
$$
%%

图5 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项目合作机制及详细情况
Fig. 5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CIFDIC

4.1 优秀的师资团队

项目教学任务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建筑设

计学院承担，讲师团队由佛罗伦萨大学资深教授以

及共同邀请的来自于设计领域高知名度设计师所

组成，中方专业教师指导穿插进行。两校的师资团

队具有学术思想活跃、综合素质强、极富创造力、职

称比例、专业需求趋向合理、团队氛围良好的特点，

均多次主持设计研发项目，掌握国际前沿资讯和实

践项目资源，为家居领域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设计

人才奠定了基础。

4.2 丰富高效的培养模式

中意国际设计研究工作营的教学主要为3个阶

段：设计课程与讲座、知名企业与博物馆参观学习

和设计实践。

第一部分为设计课程与讲座，由意大利佛罗伦

萨大学教授、博士、意大利著名工业设计师、建筑

师、艺术家和研究员为学生教授有关设计、材料、商

业、营销等方面的课程。

第二部分为知名企业和博物馆的参观学习，学

生对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和知名博物馆进行参观与

学习，参观企业涉及产品设计、木工及其他制造机

械、家具设计开发、材料供应商和软装五大领域的

企业，包含家具开发完整供应链上下游相关企业。

前期全方位的学习课使学生在后期设计实践阶段

避免用片面思维思考。

Machine
building

Material 
supply

Soft 
decorations

Furniture 
design

Cabinet 
design

图6 中意交流项目中参观交流企业类型
Fig. 6 Companies visited in the Sino⁃Italian exchange

project

第三部分为设计实践，主导者为意大利佛罗伦

萨大学资深教授 Stefano Follesa。由意方教授提出

设计课题，将学生分组进行设计实践，短时迅速提

升设计能力并帮助学生了解设计流程的重要环节。

因为授课对象的年龄学历不同以及所学专业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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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但不完全相同，本次工作营所教授的内容设置有

如下2个原则[17-19]。

第一，课程的内容需有足够的新颖和独立性，

需涉及产品和家居的生产、材料选择、设计和展示

不同环节的内容。

第二，工作营的3个环节虽然是独立的模块，但

又互相形成联系，3个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的、递进的

且互相影响的教学活动。目前已举办两届工作营

的设计课题分别为“Age is nothing but a number”（适

老主题）和“smart home”（智能家居主题）。课题紧

跟时代发展趋势，让学生能将知识运营在前沿设计

上。如图7将中意国际设计工作营的前期和项目实

施全过程运作机制用StoryFlow[20-22]的模式绘制，展

现不同人员在项目中所起作用与参与步骤。

图7 中意国际设计工作营教学全过程
Fig. 7 Whole educational process of the Sino⁃Italian design workshop

4.3 特色鲜明的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中意国际设计工作营的创新之处在于特有的

“产学研用”的人才培养和国际产学合作模式。由

于中意家居设计创新中心，国际知名企业和大学及

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一定的合作模式，如图7，在工作

营开始之前，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会先与相关

企业联合探讨，由企业提出实际需求，教授和研究

机构共同探讨，将不同企业的设计需求整合并深化

并细化设计主题、确定课题的可行性。之后意方教

授与中方教授共同确定工作营的主题。在工作营

开始后，由意方大学联络工作营主题相关的各领域

教授和研究、设计机构的专家为中方赴意学生进行

授课；学生进入相关企业参观学习并进行实地调研

和设计需求发掘。最后由教授将设计课题布置给

中方学生，学生分组成立设计小组后汇集大家的结

合前期学习知识和调研结果提出人均多个概念化

设计和创意想法，教授和助教对每个方案进行筛选

并提出改进和完善建议，帮助学生将设计方案改进

至更切合实际商业运用方向。最后教授验收所有

学生设计成果，从中选出多个可行性较高的方案或

者采取设计作品中的可取部分和创新创意想法，反

馈给企业，将学生的创意落地为实际投入生产和运

用的方案，企业也会给予学生相应的奖励和国际化

实习的机会。

这种中意双方合作的产学研用人才培养和校

企协同合作模式（图 8），在教育方面有效弥补了国

内家具学科专业设置结构失衡的问题，是改善毕业

学生无法与企业对接这一现象的关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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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产学研用合作模式运行机制
Fig. 8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mode of In⁃

dustry⁃Academia⁃Research⁃Application
深化产学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培养出的学

生无须在进入企业之后再投入时间精力学习了解

其领域知识，提高了学生的行业适应性。将学生设

计作品投入实际运用的过程可以提高学习积极度

并让获得将投入化为产出的必要技能，另外由企业

提供的海外实习机会能让学生接受到国际企业多

元文化的熏陶、培养和锻炼，在工作营结束后学生

的学习还能得到延续。在影响产业发展的方面，学

生作为创意能力较强的群体思维还没有形成定式、

还没有被商业气息束缚反而更能提出创新设计概

念，配合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能为企业发展和产品

升级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受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

能具有国际学术视野、思维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回到国内服务于我国家具行业，能将国外的先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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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技术引入，促进我国家具的转型升级，改变我

国家具行业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

5 结 语

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合作和发展，让中国设计

教育面获得空前的机遇但也面临挑战。家具学科

的设计教育国际化合作与发展是中国家具产业转

型跨越的必要举措，我国高校和家具行业、企业应

当合作共赢，逐步形成“产、学、研、用”为导向的一

体化“教学生态圈”，在教学中结合实际市场、教学

成果并运用于实际市场，培养社会需求的家具设计

人才，逐步推动中国家具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引进

国际领先家居设计制造的先进理念、产学研合作和

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家具产业服务，最终为家具产

业构建高端、定制化、智能和规范的家具体系提供

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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