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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注和算法生成的平庸
——人工智能视觉应用

陈亚建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摘要：分析近年来设计领域中不断增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在设计的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判断它们将对未来的设计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将目前主要的一些人工智能设计工具的目标任务、系统架构、学习模式与设计师工作方式进行比对，找

出人工智能设计应用的长处以及其无法克服的问题，判别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得出了目前的人工智能只是致力于解决设

计中基础的技术性问题与较低层次上的设计需要，并无可能像人类一样提出设计上的需求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未来的人工

智能应用可能会进一步帮助设计师完成更多事务性的工作，但不可能颠覆设计并代替人类进行思考。人们需要警惕因各种智

能应用泛滥而导致人的技能与想象力衰退的问题，因此开发必须要受到限制，技术伦理问题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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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role of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he design field on the design process and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and study and judge what impact they will have on fu-

ture designs. By comparing the objectives, tasks, system architecture, learning mode and designer working mode of

some current major AI design tools, the advantages and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of AI design application were found

out, and its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determin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ur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only committed to solving basic technical problems in design and lower-level design need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put forward design needs and creatively solve problems like human beings. The future AI application may further help

designers to complete more transactional work,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turn design and replace human thinking. Peo-

ple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various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which will limit human skills and imagina-

tio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stricted and ethical issues of the technology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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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技术朝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在设计

领域里也诞生了一批初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它们帮助

设计师完成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并在努力朝自主设

计方向发展。当设计与代码结合进行工作时，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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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人们似乎可以畅想，未来的

设计师已不再需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步骤，只需要提

供创作元素和构建机构框架，剩下的一切繁琐的工作

就可以交给程序来解决。可问题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

脚本会产生如此令人惊讶的效果吗？它们究竟会对

设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们会作为设计的辅助

还是会彻底地颠覆设计呢？本文通过对目前全球几

款重要的人工智能设计应用的分析来做基本的了解。

一、人工智能设计的模式与方法

人工智能是研究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

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的学科，

主要包括探索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

脑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1]。

将人工智能介入到设计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利用计算

机的深度学习技术，加强在内容识别、合成处理方面的

能力，帮助设计师完成一些重复性高、繁琐的基础性工

作。目前在该领域中比较成功的应用案例有 Adobe

Sensei、阿里鹿班以及加拿大的Logojoy等。

（一）Adobe Sensei

2016年11月，美国的Adobe公司发布了旗下首个

基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的底层技术开发平台——

Adobe Sensei。Sensei并非一款单独的软件产品，而是

一个可以应用于Adobe旗下各款产品的底层人工智能

工具。它利用大量数据和内容，从图片到影像，帮助人

们解决在媒体素材创意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例

如如何在互联网上的海量图库里找到想要的图片，让

软件明白某张照片、某段视频以及某段文本描述的真

实含义，帮助人们把一些固定的、重复性的操作变得自

动化和简单化。此外，Sensei还利用了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技术，解决了费时费力的抠图以及处理各种光

线的问题。

集成了 Sensei 的 Photoshop CC 2018 可自动识别

设计稿中的内容，然后生成一系列相关的标签。紧接

着 Sensei 便会在 Photoshop CC 2018 面板的右侧提供

与标签相关的素材。如此一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

海量的数据，集成了Sensei的Photoshop CC 2018便能

将你所需要的素材一一呈现给你，从而帮你省下大量

的时间。而当素材都敲定了，Sensei也早已帮你把人

像抠出来了，接下来直接挪出人像，再进行前后景处

理，一张图片就完成了。

总的来说，Sensei是一个供专业用户使用的智能

应用，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它的目的在于帮助设计师提

升工作的效率。然而前提是你首先得有初步的广告创

意，当你有了较为成熟的构图和原型选择后，它才可以

进行标签的建立和素材的检索，并进行合成。它在其

中集合了大量美式广告的模板样式，根据不同的客户

需要进行内容匹配。它的优势体现在对图像主体的内

容识别上，可以帮助设计师节约抠图的时间，同时在内

容匹配方面也节约了检索的时间。

（二）阿里鹿班

阿里鹿班的面世，曾一度引起人工智能能否全面

取代设计师的争论。在 2015年淘宝商城（天猫）举办

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以下简称“双11”）上，阿里第

一次基于算法和大数据，为用户做大规模、个性化的商

品推荐，这是阿里在流量分发模式下的一次大的升级

转型。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阿里会根据

用户浏览和检索的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商品广告推送，

从而提高广告推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为了从商品个

性化跨到广告资源定位的个性化，在2016年的“双11”

上，阿里继而推出了鲁班系统，为广告商家等设计了

1.7亿个横幅广告条。

2019年 4月，在第七届UCAN用户体验设计论坛

中，阿里发布了这个设计应用，向其他公司和行业输出

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为了融入集团的动物系主题应

用，阿里将“鲁班”改名为“鹿班”，并在5月对外开放一

键生成、智能创作、智能排版、设计拓展四大功能。鹿

班系统的三个关键技术，第一是图像算法“抠图”；第二

是把设计变成“数据”，一张广告设计图片是像素组成

的“信息”，利用机器把商品、文字和设计主题进行在线

合成，这样每张广告图片就带上了商品信息，可以根据

消费者偏好进行个性化投放；第三就是让机器学习设

计。人工智能目前有几个主要方向，一个是“识别”，像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另一个是“生成”，从无到有创造

东西，让机器能根据请求生成符合特定要求的结果。

该系统基于阿里自身网络销售业务的增长需求而

产生，它的任务是替代设计师做一些网络广告。因为

“双11”的风格是比较确定而且需要严格执行的，所以

设计师制作了很多特定风格的固定模板。机器在这个

基础上，把调整尺寸这些行为进行优化，节省了制作尺

寸拓版的人力。

（三）Logojoy

2016 年，加拿大的设计师 Dawson Whitfield 创办

了Logojoy网络应用，通过智能算法帮助客户完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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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制作。他认为标志也可以被理解为由字体、颜色、

布局、符号等不同部分形成的有机组合。Logojoy用机

器学习来判断哪些组合搭配在一起更合适。从追踪用

户所做的操作开始，比如他们从一堆标志中选择了哪

个，给哪个标志点赞，做了哪些改动，他们下单的标志

是怎样的。学习算法每天都会读取用户做的所有操

作，再根据发生次数判断其重要性。然后定义规则改

进标志的生成算法[2]。

Logojoy通过客户输入的公司名称、行业类型、广

告语与选择的图形、色彩进行版型组合，在此基础上进

行图形智能对比、扫描相关字型档案、套入品牌风格参

数、品牌色彩演算、标志结果优化等步骤。制作流程

是：第一步选择你喜欢的样式；第二步选择你喜欢的颜

色；第三步选择你喜欢的图形；第四步生成标志；最后

如果想把标志下载下来使用就需要付费了。

综上，今天的人工智能都是基于大数据规模结构

化的标注数据，比如一张广告作品中主要的图形、广告

语、商标等都被标注成基本元素，人工智能就可以根据

网页上广告位的比例和尺寸，依据基本的模板进行切

割和编排，使之符合大众化的审美需要。这种通过标

注和算法生成的设计，模拟了设计师工作中的一般性

程序和方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模式化的样式供人选

择，但是对于设计就是要“创造不同”的使命来说，它们

显然无能为力。

二、人工智能与设计的本质

人工智能在设计领域里的应用，是在先进的计算

机辅助系统上进行升级。人们希望利用计算机的深度学

习和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计算机在设计过程中的作用，减

少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开销，并提升设计的效率。

（一）数字技术的第一革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对设计的影响便

逐渐显露出来。在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初始的阶段，软

件企业考虑的是如何把传统的基于绘图的工作流程数

字化的问题。它们在软件中模拟设计师所用的大大小

小的画笔、制图用的各式各样的工具，千方百计地把制

图从画板转移到了屏幕。可以说，软件开发的基础完

全是建立在传统设计师的工作习惯与流程之上的，但

即使是这样，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制图和设计也对设计

的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计算机辅助

设计有不小的优势，它便于修改、放大、缩小，以校验整

体和推敲细节，让设计师可以驾驭更加复杂的大型项

目，极大地降低了传统手工制图的工作量，同时使设计

的结果变得更加的合理、科学。

强大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不仅方便了设计师的工

作，提高了设计的效率，而且也缩短了从设计到生产之

间的距离。在专业设计软件的帮助下，参数化的设计

可以让建筑设计师考虑更大胆的造型、更富想象力的

结构，3D打印能够为工业设计师提供更宽广的思维，

先进的虚拟现实的技术更是将媒介设计师的创意表现

得淋漓尽致。今日全球绝大部分的超级工程、精巧的

工业设计以及华美的信息设计绝对是，并且只能是出

自于计算辅助设计的结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电脑的

帮助，那么今天各大城市里就不会有这么多像艺术品

一样美丽的建筑、桥梁、轮船、飞机、跑车等，这就是存

在于现代生活中的奇迹。

（二）人工智能“设计”的特点

虽然“人工智能”是21世纪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被

人们广泛地讨论，但是渗入到设计领域里的智能工具，

真正被投入到实际场景中应用并产生商业价值的还很

少，它们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对明确的、单一的任

务进行的开发，因此并不具备像人脑一样纵览全局的

开放性，以及利用事物间广泛联系的创造性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它们不仅无法拥有人类的灵感、感觉和感

受等主观能力，而且也没有人类的跨领域推理、抽象类

比能力，只能依赖数据和经验来创作或者解决问题。

它们更无法像人类一样能够深层次地思考人类的认知

特点和设计的意义，思索人类的未来。因此这些具有

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应用，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设计

师的角色。

从目前的人工智能设计应用的工作模式来看，它

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现有设

计方法与风格进行总结与分析，确定一些容易被人们

接受的基本模式，然后对现有的图片、色彩、文字等元

素进行分类和标注，根据各种不同的任务进行随机组

合。但是它们仍需要一些指定的版面构图，并依据这

些模块化构图进行编排。这些所谓的智能应用的工作

看起来更像是依葫芦画瓢，它们不仅没有创造出新的

元素，而且也没有创作出新的组合方式，更没有创作出

一种新风格，因此，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设计恐怕是要

打引号的。

（三）设计的本质

机器不可能像人一样去分析问题，提供新的解决

方案，它们唯一的可能就是将建立在模式基础上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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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进行进一步的平庸化。目前人工智能所做的一切，

还远谈不上是“设计”，它们充其量也就是扮演“美工”

的角色而已。如果将这种简单的拓版及合成也当作设

计的话，只能说明人们对设计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在平面设计中，合成只是设计最终的一个环节，真

正的设计在于前期的主题分析，核心创意的形成和执

行上。只有这些思想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发酵、成熟之

后，才能够去寻找素材、创作图形、设计文字。也就是

说，设计的问题不在于版面构成方面，而是在其中的主

体图形、标志符号、口号字体元素上。只有在这些元素

全部确定之后，才能将它们进行排版、组合。所谓的人

工智能回避了这些元素本身的设计，只是将简单的后

期排版作为应用的方向，如果有人认为机器和算法可

以取代设计师的话，无疑是出于对人工智能的盲目乐

观和对设计的无知。

现实世界的问题解决远比想象中困难。举一个最

简单的例子，对人工智能设计应用的一个关键步骤，即

抠像问题，Adobe公司曾经做过不少专门的插件，但时

间已经过去了20年，该公司还是没能成功地解决这个

问题，遇到一些景物和背景颜色反差较小的图片，或者

前景中的物体边缘稍微虚糊的话，这些智能化的插件

就毫无办法了。又如不管在什么现实场景中拍摄一个

长发飞扬的女孩，想要完美地将这个头像从背景中分

离出来，对这些插件而言是一场噩梦。就连这样一个

最简单、最基础的操作，都让全世界最强大的软件企业

头疼了几十年还没办法解决，更不用说从复杂现象中

提取元素进行抽象处理，生成使之能传达新意念的图

形设计了。

人工智能并不能真正地了解人类的需求，也不具

备审美能力。它无法识别男人和女人、成年人及老人、

年轻人和儿童、大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各种不同职业、

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对信息的不同需

求，对于风格、色彩的好恶。它们同样不知道不同题材

对风格、氛围的处理有不同的要求，各个时段、应用环

境下对设计要求各不相同。它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而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巅峰的设计，并不

是简单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味依赖这些智能工具，那

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使已经日渐趋同的世界变得更加

的无聊。

三、可能的影响

设计手段的变革当然会对设计的结果产生一定的

影响。尽管早前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只是将设计从纸上

搬到电脑中，竭力为设计带来便利，但是工作流程的简

化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设计风格的转变。便利的计算

机和摄影技术使得设计师放弃了手绘表现并逐渐失去

了这样的一项技能，他们习惯了使用电脑与互联网进

行工作，使用同样的软件，共享同样的字体和图像资

源，解决类似的问题。在今日的商业设计中，已经很难

看到 30年前的老一辈设计师那种创造力和个性化表

达，富有想象力的图形设计几乎完全被数字化的商业

广告排挤出去，美式广告通过“漂亮的模特＋产品”的

简单方式风行全球。这里当然有传播效率方面的考

量，可设计方法和程序的标准化所扮演的角色无疑也

是同等重要的。

（一）平庸的风格

模式化的设计手法抹去了手工创作中的个性与文

化特点，使全球的平面设计的视觉效果逐渐趋于一致，

并产生了缺乏个性的商业设计风格，这是计算机辅助

设计带给平面设计的第一个转变。如果说设计标准的

提高带来的结果，是设计中个性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

抹煞的话，那么以目前人工智能介入设计的形式来看，

这很可能会对设计带来第二次变革。而这次变革的结

果可能比第一次还要糟糕，那就是未来的设计将在日

趋趋同的基础上变得进一步的平庸与乏味，它们将使

未来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变得犹如源代码一样的无聊。

（二）平庸的体验

法国哲学家维尔勒在《论设计》中谈到数字化时代

的影响时说,科技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技术与机器

的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关于人类与社会的革命。科

技改变了机器，改变了生产模式，改变了经济进程，最

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他认为，科技，像影响着机器一

样地影响着人，数字化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这个社会

整体[3]。因此孤立地从技术角度谈数字技术与人工智

能对设计的影响是不完全的，它也包括了数字化技术

如何通过设计影响人们的认知与生活方式，塑造不同

的社会形态，以及设计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些变化。

20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马克·第亚尼曾将 21世

纪描述为一种“非物质社会”，设计将走向“艺术与科学

的边缘”，非物质社会设计会更加注重“非物”的客观性

和重要性。即随着非物质社会的来临，信息的普及标

志着社会的需求方式已经从“硬件需求”转变为“软件

需求”，这是一种关系的体验[4]。当前“体验经济”时代

的来临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人工智能应用提供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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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显然并不完美，反而令人生厌。

（三）技能与想象力的倒退

大量的实践表明，工具的便利也会导致人在某些

方面能力的倒退，智能时代领军人杰瑞·卡普兰曾预

测，人工智能的发展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机

器使人类失去大局观[5]。第一次设计工具的革新使大

部分的设计师失去绘画和制图能力，人们怀疑智能应

用的泛滥，也会使人类失去创造力与想象力。人工智

能的开发只能围绕如何减少设计师的重复劳动，帮助

他们可以更快、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创意。一旦他们

越过这个底线，让设计师和机器博弈，那么就会对人类

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设计的工作永远需要人类来

提出目标，设定方法与路径，检查或选择随机设计的结

果。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最终目的也是人，任何发展与

革命创新所影响的都只能是过程与步骤，而不是始末

的两端，在这点上，人们永远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日渐平庸的设计只能塑造出平庸的人类。因此，

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过于乐观，如果过于依赖

它们去帮助设计师思考，并继续发展它们的这种能力

的话，人类就不得不接受它们带来的模式化的结果，任

由它们抹去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将世界变成由符号和

代码组成的信息世界。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曾说：“如

果自己不能和科技一同进化，就无法获得真实的幸

福[6]。”科技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因为有太多

的科技已经超出了可以被人感受到的程度了。

四、结语

约翰·莫里森在论及设计的本源和目的时说，设计

并不需要被精确定义，因为一旦设计被定义成一套固

定的程序时，设计将被僵化[7]。他认为形成过多的设

计理论和设计方法是有危险的，保持设计知识的活化

性非常重要。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各种集成化的模式选

择对设计师来说并不总是意味着帮助，它也有可能限

制想象力的进一步发展，使设计师失去探索各种可能

性的耐心，使人类失去好奇心。

不客气地说，在有的智能应用中只能看到人类贪

婪的欲望，因而人工智能背后的伦理问题更值得人们

的关注。设计并不完全在于工具，人工智能的发展对

于设计并不完全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如何将人道主义

精神贯注到设计中，让设计师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去工

作，将设计从风格和美学中解放出来，使之从“造物”变

成“谋事”的哲学是设计师的努力方向。人工智能的发

展同样不能以抹杀人类的个性和创造力为代价，这也

是开发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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