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发现，四大利器：设计

和 AI赋能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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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设计创新可以产生极为可观的商业价值，但却不知道，貌

似感性的它能否持续提升公司溢价？如果能，能否真的被量化？是否只有

互联网科技公司才能成为以设计思维见长的头部企业？而传统企业应如何

培育设计 DNA，实现超值回报？ 

针对这一系列关键问题，数字化麦肯锡团队深入研究全球 300 家上市

企业，收集这些企业 5 年间近 10 万个设计举措，200 万个财务指标，建立

设计数据库对标分析，首次全球发布麦肯锡设计指数 MDI（McKinsey 

Design Index），开创性定量关联设计及设计的商业价值，量化它对企业营

收、市值、总股东回报增长的正向贡献。迄今为止，严谨细致地连接左脑

和右脑，科学地量化解读设计的商业价值，这个大胆而独到的尝试，麦肯

锡在全世界是第一家。 

MDI 研究揭示出了两个重要发现：一，深度利用设计思维与企业价值

的增长有着紧密的关联；二是赢家通吃——运用设计思维到极致的企业才

能获得显著的商业价值。 

第一，设计思维与企业的业绩表现呈现出强相关性。深度利用设计思

维的头部企业，业绩全面超越整体行业水平。我们的研究表明，MDI 得分

进入前 25%的企业，过去五年的营业收入和股东总回报显著高于整体行业

（见图）。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互联网以及高科技产品，像零售银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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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设备等过去认为与设计关系不大的行业，设计思维与商业价值也呈现

正相关。这也意味着，无论一个企业提供的是实体或数字化的产品，还是

服务及体验，又或是以上形式的组合，优秀的设计思维都可以激发商业表

现。 

 

第二，强者愈强，赢家通吃。我们的研究发现，MDI 排名在第二、三、

四梯队的企业，其营收和股东回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第一梯队的头部企业。

深度利用设计思维的头部企业成为了整体行业商业价值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运用设计思维到极致的企业，才能获得不菲的商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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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将设计思维扎根于企业的 DNA ，并且成为赢家通吃的头

部企业？是否应该从 BAT 挖一个大咖来领衔企业的设计相关业务？还是从

组织内部选择合适的潜在人才？我们认为，不管是外部揽才，还是内部选

拔，企业利用设计思维不能仅仅停留于发掘人才这么简单。基于我们服务

本土客户的实践，并结合中国市场特点，麦肯锡提出以下建议，企业可将

之视为打造设计思维的出发点。 

首先，在 CEO 和董事会层面，要树立清晰的设计思维意识，并将其融

入企业的使命和愿景。富有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如苹果、迪士尼等，都是

将设计思维加以固化，成为企业使命的一部分。苹果公司便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公司将科技与设计思维紧密结合，在产品、服务、体验等多个层

面构建了设计驱动的企业文化和使命。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更

多的企业领导层也意识到了设计思维的重要性。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在



 

 - 5 - 

2017 年年报行长致辞中提出：招行要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银行，把客户体验

作为前行的北斗星，一切工作都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准则。 

 

我们建议，企业必须打破实体产品、数字化体验和服务体验之间的隔

阂，力求在不同产品形式切换时，用户能获得一致性的最佳体验。换句话

说，不论产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设计思维都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涵

盖用户触点的方方面面。 

案例：中国某领先房企所设计的全渠道数字化用户体验 

中国某领先房地产企业，连接售房代理、购房用户、销售公司和售后

服务，打造端到端、全渠道的数字化用户体验。通过统一的客户数据平台，

赋能商业价值的持续挖掘。 

利器之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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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将数据和人工智能与设计结合，进一步革新客户体验，从

中产生“1+1>2”的商业价值。设计思维和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关系。解决极度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直觉判断及洞见深化，

不是简单粗暴地仅靠人工智能及超级电脑就可以完成的。而在这种规模数

据基础上如何利用人类的直觉判断，如何能更便于人类解决问题？我们需

要优秀的设计。 

案例：中国某城商行设计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以驱动产能提升 

中国某城市商业银行围绕零售客户生命周期，接入 1000 多万条客户

数据，实现包括建立客户 360 肖像、客户交叉销售、防流失等 30 多个一

系列的大数据分析功能模块，以客户为中心打造一体化、智能化的大数据

平台。智能化、自动化、精准化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以易于用户使用的界面

呈现，更好的辅助客户经理经营前台业务。 

利器之三——多元化、跨职能合作 

我们建议，设计思维应该涵盖企业的方方面面。动用设计思维不仅仅

是设计师本身的责任，企业的商业模式、产品、技术和运营，都需要秉承

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无论部门团队或是具体岗位，都需要具备持续创新

的意识。这样的合作文化不仅能给业务带来层层革新，还能给企业氛围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案例：某北欧地产开发商在中国设计孵化的共享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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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北欧地产开发商针对中国城市年轻职业群体孵化了共享居住空间，

在商业模式、住户体验、建筑设计和日常运营等四个维度上，全面采用设

计思维，共同协作实现新概念。例如，在商业模式上，提供转租协助服务，

帮助年轻长租房客在旅行期间将闲置居室转租；在住户体验上，鼓励社群

用户社交，提高参与感，并开放一系列基于生活场景的功能（如智能家居

唤醒服务），为租客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利器之四——持续迭代的敏捷设计方式 

我们建议，企业需要意识到好的产品和服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

不断的试错磨炼 -持续倾听用户的反馈、测试和迭代，多次发布调整，不

断改进，降低设计风险。 

案例：台湾地区某银行设计的纯数字银行 Richart 

这家银行以年轻人为目标客群，推出纯数字银行 Richart，并成为第一

家获得德国红点传达设计奖的台湾地区银行。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面对面

深入了解数百位年轻用户的行为动机，并综合定量用户反馈，持续迭代更

新产品的设计和功能。目前该产品活跃用户数为 45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74%，在本地市场稳定维持着 60%以上的占有率，赢得用户的高度肯定。 

设计思维对带动增长和提升商业价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

这个强者愈强，赢家通吃的现状下，一家企业必须在设计创新上做到极致，

才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和强劲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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