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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7-2017 年设计学
及相关领域项目

内容摘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SFC) 作为

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持平台，充分反映了

我国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设

计学科是一门横跨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

学的新兴交叉科学，其研究基础性推动着产品、

系统和服务模式的集成设计创新。本文从历年情

况、项目类型、依托单位、负责人、所属学部、

研究热点等角度，统计与分析 1997—2017 年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设计学科相关领域基础研

究的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

于设计学科相关领域的资助在持续增长，新兴研

究热点不断涌现，但也存在院校间研究水平不平

衡、获资助率偏低等问题。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计学科、研究

热点

引言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简称 NSFC）是我国自然

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坚持“支持基础研

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

在促进基础学科建设、科技原始创新，以及培养

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2008 年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美国、英国 9 所著名院校开展

设计学科研究生交叉培养，对设计产业前沿问题

展开探讨。2011 年以来，中国工程院、NSFC、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等机构加强了对设计前沿领域

的战略引导，相继发布了《未来 10 年中国学科发

展战略》《中国机械工程技术路线图》《中国创新

设计发展路线图》等有关学科发展规划。[2]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计学成为新的一

级学科。为帮助广大设计学者更全面系统地了解

NSFC 对设计学科相关领域项目资助的整体情况，

本文对 21 年来我国大陆地区设计学科相关领域获

得的基金项目予以分类统计，深度剖析设计学科

相关领域的研究概况、研究者与研究单位分布情

况、学科研究动态热点等。[3-4]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NSFC 并没有明确的设计学科一级学科申请

代码。设计学科研究又横跨工学和艺术学两大门

类，具有学科高度交叉的特征。因此，本文的数

据来源 ：一是 2016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设计学学

科评估相关数据 ；二是依据学科交叉度、学科内

涵等，从 NSFC 公布的设计学科相关领域的项目

数据中检索、筛选。选取的时间段为 1997-2017

年，获得数据的检索方法有 ：（1）按关键词检索。

（2）按院校查询。（3）按类别代码查询。（4）按

项目申请号查询。研究共计得到 366 项设计学及

相关领域资助项目数据，从项目名称、项目负责

人、项目批准号、资助金额、项目依托单位、项

目类型、批准年份、所属学部、申请代码等九类

信息进行数据审查和筛选处理。根据关键信息绘

制对比图表，采用词频分析法提取项目研究主题

词，分析 1997-2017 年间设计学科的自然科学

研究情况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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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获资助的重大项目及重点项目

2.1997—2017 年 设 计
学面上与青年项目分布

二、数据统计分析

1. 历年资助情况

研究将 366 个项目按照批准时间排序，并统

计项目数量和资助金额，结果如图 1 所示。项目

主要分布在工程与材料科学（学科代码 E）、信

息科学（学科代码 F）和管理科学（学科代码 G）

三大学部，累计资助金额达到 15098.05 万元，研

究成果集中分布在产品设计、概念设计、设计方

法与理论、智能设计等领域。从图 1 中可看出，

NSFC 对设计学领域的项目支持，无论是数量还

是资助金额都在逐年上升。尤其是 2009—2012

年，支持力度有大幅度增长，平均增长幅度为

44.44%，资助经费由 2009 年的 652 万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993.5 万元， 为历年之最，涨幅达到

了 205.75%。2010 年到 2017 年间（除 2014 年外），

各年份的项目数量基本保持在 35 项左右，支持

力度相对稳定。其中的 2016 年，项目数量达到

了最高的 40 项。从国家发展规划变动的角度来

看，设计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数量和额度

的快速增长，源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前

我国将创新设计列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设计学科的投入和资助的逐年增

加，说明我国政府对设计学科科技创新的支持力

度在稳步加大。

2. 各类别项目资助情况

NSFC 资助设计学科的项目类别主要集中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与

地区项目等五类。历年来，面上项目共计资助

201 项 （ 占 比 54.91%）， 金 额 8887.8 万 元（ 占

比 58.87%）；青年项目获得资助 131 项（占比

35.79%），金额 2650.1 万元（占比 17.55%）；重

大项目资助 2 项（310.4 万元）；重点项目资助

7 项（1450.2 万元）；地区项目和会议资助类项

目共计 26 项（1799.55 万元），详见表 1。可知，

设计学科承担 NSFC 重大和重点项目数量仍偏少，

这需要广大学者积极参与承担国家重点和重大科

研项目，加强设计创新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是资助项目的主要组成

部分。（图 2）面上项目支持自由选题，青年项

目侧重帮扶有潜力的青年设计学者成长。2000—

2009 年，面上项目数量稳定在每年 7 项左右 ；

2010—2017 年，保持在每年 16 项左右，2016

年升至 22 项。青年项目在 2009 年以前年均不超

过 10 项，总共只有 22 项；2010 年激增至 15 项，

增幅达到 275%。其后基本每年都保持此数量水

平，到 2017 年，青年项目达到最多 17 项，资助

经费达到 348 万元。可看出，由于青年项目相对

申请难度比面上项目稍低，自由度更大，对于新

兴的设计学交叉学科，NSFC 越来越鼓励更多青

年研究人员开展工程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

的合作研究。

3. 各单位资助情况  

研究以依托单位作为分类依据，366 个项目

相对较为分散地分布在 109 所研究机构和单位

项目类别 题目 负责人 申请单位 金额 / 万元

重大项目 支持产品创新设计的知识获取、组织、传递及运用研究 谢友柏 西安交通大学 110.4

重大项目 网络环境下的服务创新与服务设计研究 赵先德 华南理工大学 200

重点项目 自然人机交互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 王宏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275

重点项目 在线个性化定制系统的设计特性对消费者定制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刊良 中国人民大学 215.2

重点项目 机械系统集成设计中的知识流理论与建模 谢友柏 上海交通大学 200

重点项目 数字化工业系统中人机交互行为、复杂度与失误 李志忠 清华大学 120

重点项目 机电系统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李彦 四川大学 320

重点项目 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冯培恩 浙江大学 120

重点项目 工程与产品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李光耀 湖南大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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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 2. 设计学领域在各学科获得资助情况

中，其中 105 所为院校 ：东部院校 62 所，西部

院校 16 所，中部院校 19 所，东北地区院校 8 所。

可见高等院校依然是设计学科基础研究的主要力

量，东部地区院校研究实力较强。105 所院校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总量为 345 个，总金

额 13819.55 万元。其中 985 高校、211 高校 59

所，共获资助项目 267 项，占总项目数 72.95%，

经费共计 11224.85 万元，占总经费的 74.35%。

历年项目申请数量超过 7 项的依托单位有 13 所，

985 院校和 211 院校占到 84.62%。排名前 13 位

的依托单位共申请 183 项，占申请总量的 50%。

这 13 所院校中工科院校为 10 所，占比 76.92%。

依据 NSFC 公布数据显示，工科强校不仅在 E 学

部和 F 学部获得项目资助数位于全国前列，还注

重强化设计科学研究的互相支撑，其设计学科获

得基金项目数量位于同行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大学在设计学科相关领

域获得项目数和资助金额明显领先，学科基础

研究竞争力强，共获得 46 个项目，共申请金额

1928 万元（占比 12.57%），集中分布在工程与材

料科学学部和信息学部的“设计理论与方法”（10

项）、“设计认知与概念设计”（10 项）、“感性工

学与情感设计”（10 项）、“人机工程与交互设计”（5

项）、“智能设计与进化设计”（3 项）等主题方向。

且该校为国内设计科学基础研究培养了一批获得

项目资助的设计青年学者，形成独特的“浙大现

象”。其他院校间差距并不明显。清华大学侧重在

“人机工程”（9 项）和“信息设计”（8 项）交叉

方向上开展深度研究。而具有机械工程学科优势

地位的上海交通大学（15 项）、四川大学（11 项）

和河北工业大学（7 项）在“设计知识”“创新设

计”“设计认知”“工业设计”等方向上的成果较

多。同济大学（15 项）和湖南大学（3 项）则在

“交通设计”方向拓展出学科新兴研究增长点。此

外，按照全国设计学学科专业设置，至今我国仍

然有约 67.3% 院校（全国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高

等院校 321 所）未能获得基金项目支持，这些单

位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力量还显薄弱。部分设计类

院校科研重点围绕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以江南大

学为例，2011— 2016 年间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数为 3 项，同期获得国家实验数据科学基金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数目分别高达 6 项和 25

项。这说明各大院所获批项目数量及金额与业界

声誉、学科实力的关系成正相关分布，各院校设

计学科获资助情况基本反映了其基础科学的研究

水准。

4. 负责人情况  

从项目负责人角度来看，共计 282 名申请人

获得设计学科相关领域基金项目资助。其中 50

人获得 2 项及以上项目，10 人获得 4 项及以上项

目。2017 年这 10 人均具有正高级职称，平均年

龄为 50.25 岁。分别是：四川大学李彦（320 万元），

河北工业大学檀润华（193 万元），上海交通大学

胡洁（221 万元），浙江大学汤永川（229 万元）、

冯培恩（245 万元）、谭建荣（203 万元）、冯毅

雄（176 万元），东北大学郭伏（176.5 万元），清

华大学饶培伦（341.55 万元），中国科学院软件

研究所王丹力（149 万元）。调查发现，在获得 2

项及以上项目支持的 50 位负责人中，44% 的学

者学术背景为“机械工程”学科，44% 的学者学

术背景为“计算机科学”，12% 的学者学术背景

为“管理科学工程”。这体现了具有设计思维的跨

学科人才良好的学术交叉潜能、宽广的学术创新

视野。

5. 各学部项目情况

设计学科横跨多个研究范畴，各分支学科申

请和资助情况差异较大。研究根据项目批准号将

366 项项目分别归类划分到生命科学学部（代码

为 C）、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代码为 E）、信息科

学部（代码为 F）、管理科学部（代码为 G）四大

学部及其相应的下属二级代码和三级代码下，再

统计各学部和代码的项目数量和资助金额。（图

3）无论从资助项目数量还是金额上看，“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的支持力度都位于各学部之首，达

到 144 项（39.34%），“信息科学部”支持 112 项

（30.60%），“管理科学部”支持 100 项（27.32%）。

按照学科申请代码再细分归类，提取受资助

项目数在 5 项以上的二级学科代码和受资助数量

在 7 项以上的三级学科代码，整理如下。（表 2）

归属机械设计学（E0506）的项目数在所有二级

学科中最多，达到 120 项（32.79%），经费总数

为 5191.4 万元（34.38%）。二级学科代码中，项

目数排第二的则是计算机应用技术（F0205），项

目数为 80 项（21.86%），经费总数为 3476.5 万

元（23.03%）。在此之后，工业工程与管理（G0110）

项目数为 32 项（8.74%）、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F0305） 项 目 数 为 22 项（6.01%）、 市 场 营 销

（G0207）项目数为 21 项（5.74%）。这三个二级

学科代码下资助设计学科的项目力度较为均衡。

从资助情况来看，设计学在设计理论与方法

（18.31%）、人机界面技术（13.66%）、概念设计

（5.46%）、智能设计与数字化设计（5.19%）、人

机交互与人机系统（4.37%）等分支学科获资助

数较大，均超过 15 项，占申请总量的 46.99%。

进一步反映出设计科学内容广泛，涵盖概念设计、

进化设计、情感设计、数字化设计、智能设计、

交互设计、人机工程、创新管理等多领域，且设

计思维创新模式本身也影响着工程思维创新的横

向拓展。已有研究深入融合生物学、认知科学、

设计学和机械科学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设计学

通过创新思维融合，不断开辟生命学科、设计学

科、信息学科高度交叉的新研究领域。

6. 研究热点及领域分布  

根据科学计量学共词分析理论，主题词在同

一篇文献中出现次数越多，表明两个主题关系越

二级学科 数量 三级学科 数量

E0506. 机械设计学 120 E050601. 设计理论与方法 67

F02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80 F020506. 人机界面技术 50

G0110. 工业工程与管理 32 E050602. 概念设计与优化设计 20

F0305.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22 E050603. 智能设计与数字化设计 19

G0207. 市场营销 21 F030511. 人机交互与人机系统 16

E0801. 建筑学 9 F020507. 计算机辅助技术 14

G0114. 信息系统与管理 9 E050604. 机械系统集成设计 12

F0302. 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5 E080101. 建筑设计与理论 7

G0103. 决策理论与方法 5

G0203. 企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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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江／欧细凡（通讯作者）／苏浦捷／孙  刚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3. 设计学在各学部获资助情况 4. 项目名称关键词共现网络

密切，共词网络节点连接程度可反映主题内容的

亲疏关系。[5] 本文选取 366 项设计学科领域自然

基金项目名称进行共词分析。首先利用 Python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抽取出现频率在 4 次以上的

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 ；随后导入 Ucient6 中生

成共现网络（图 4），并求出网络节点的度中心性

等特性 [6] ；最后对共现网络关键词进行分类分析。

根据度中心性的大小，项目关键词主要有

认知、创新设计、交互、知识等。综合根据度

中心性强弱、关键词频次以及内容关联性分成

八类，类间关键词反映了相似的研究主题。如

“造型”“情境”“思维”“意象”与“形态”体

现的是设计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关键词出现频

次反映了设计学者们的关注程度，如“创新设计”

已经成为设计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方向。[7 ] 可

以看出，设计学核心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较为集

中，研究涉及的学科边界在不断扩展，概念创意、

认知思维、知识获取与表达等是近年来设计学

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

 

结论  

随着设计学一级学科的设立，NSFC 对设计

学科的支持和资助呈现多极化趋势，推动着我国

设计基础科学研究快速进步。据此，本研究得出

主要结论 ：

第一，各大院所获批项目数量及金额与业界

声誉、学科实力的关系成正相关分布，各院校设

计学科获资助情况基本反映其基础科学研究水准。

第二，强有力的相关学科研究平台和研究团

队是设计领域基金项目获得资助的重要支撑，设

计学科的良性发展需要与工程科学、信息科学高

度交叉融合。

第三，已有研究大多围绕设计方法与理论研

究、情感设计与感性工学、设计认知与概念设计

等与产业前沿和热点衔接，解决产品、系统及工

艺中设计创新的难点问题。

第四，设计学科青年学者已成为我国科学基

金项目研究的重要力量，要通过提高资助率鼓励

青年学者立足我国产业转型与创新发展战略，打

造我国设计科学基础科研的生力军。

第五，现有 NSFC 资助体系下设计学科尚无

明确归口申请代码，虽然自然促进了学科交叉和

融合，但也导致申请多走弯路，迫于采取“借船

出海”的方式，不利于激发广大设计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

第六，设计学科承担 NSFC 重大和重点项目

数量还偏少，要积极参与承担国家重点和重大科

研项目，加强设计创新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为

此，笔者下一步还将继续丰富和充实项目数据库，

并借助数据挖掘、科学计量分析方法，以微观视

角，研究设计科学研究发展规律，为广大学者申

请基金及科学管理基金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51675382, 61672451,51575158）；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 编

号：2015-ZD-15,2017-XZ-02) ；上海市设计学 IV 类高峰学科

资助项目 ( 编号：DA17001,DB17001)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资金

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 编号：20160586) ；上海市教

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 ( 编号：15CG72) ；同济大学研究生

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项目（编号：2018-3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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