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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唯一一本书，
Made in China
文 / 李文霞 
拍摄 / 陈驭 

2021 年 10 月 5 日是苹果公司创始
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逝世
十周年的日子。这一天，苹果官网上
线了特别的纪念主页。

乔布斯执掌苹果公司期间，带来了
包 括 iMac、iPhone、iPod 和 iPad 在
内的多款经典产品。他传奇的创业经
历及其管理经验鼓舞了许多企业向前
迈进，雅昌文化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在深圳雅昌艺术中心四楼的工作区域，
就专门设置了苹果历代产品的展示区。

左上 — 用苹果电脑做成的艺术装置

左下 — 苹果历代产品展示区

右 — 雅昌收藏的部分苹果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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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个 区 域 里， 还 有 一 本 引 人
注 目 的 书 籍：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由苹果在加州设计》）。
5 年前，也就是 2016 年 11 月 15 日，
苹果公司宣布发布一套记载苹果 20 年
设计稿的产品设计精装书，以此缅怀
创始人乔布斯的贡献。

这也是苹果公司迄今为止做的唯
一一本书籍，分大小两个尺寸，均由雅
昌文化集团承印，全球限量发售 25000
本，首发国家 / 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法
国、 德 国、 中 国 香 港、 日 本、 韩 国、
中国台湾、英国和美国。

这本亚麻装订的精装书历时八年
编撰而成，汇集了从 1998 年 iMac 到 
2015 年 Apple Pencil 的众多产品。摄
影师 Andrew Zuckerman 以极简留白
的风格拍摄出书中的 450 张图片。书
中除了前言和产品名称手册外，几乎
全是图片，不着一字。

在书籍的前言中，时任苹果首席设
计官的乔纳森·伊夫（Jony Ive）这样
写道：

“虽说这是一本设计书作，但内容
却不在于介绍设计团队、创意过程或
是产品开发。本书客观地陈述了我们
的工作，却也阐述了我们是谁。它呈
现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价值观、关注
点以及我们的目标。我们始终希望，
人们能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义我
们，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话。”

这本书在刚上市时便受到了苹果粉
丝的热烈欢迎，时至今日，网络上还
流传着众多关于这本书的开箱视频，
书籍价格也水涨船高。究竟这本书如
何阐述了苹果自身？苹果又为何选择
让这本书 made in China ？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出品：Apple

摄影：Andrew Zuckerman

设计：Pentagram

印制：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尺寸：小型册 10.20” x 12.75”

 大型册 13” x 16.25”

发售时间 : 2016.11.6



每月一书 ARTRON BOOK

48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参与此书制作的雅昌团队的四位主要负责
人，他们分别是：雅昌文化集团印刷业务单元海外专项销售组的销售专员余娟、
技术开发专家廖晓华、资深技术开发主任工程师唐小兴、印刷部经理林庆春。

本期【一本·诞生】专题，就由他们来为大家揭晓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的诞生始末。它不仅是苹果设计二十年的心血之作，更是雅昌人在追
求印刷品质过程中所取得的突破性的重要成果——阅读中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看
似简单朴素的书，却在纸张和油墨的每一个细微处，都隐藏着一段印刷从业者锲
而不舍、创新求变的故事。

对话团队
Project Team

余娟 Jade

雅昌文化集团印刷业务单元
海外专项销售组 销售专员

廖晓华

雅昌文化集团印刷业务单元
技术开发专家

唐小兴

雅昌文化集团印刷业务单元
资深技术开发主任工程师

林庆春

雅昌文化集团印刷业务单元
印刷部经理

全球印刷竞争

说起苹果公司，我们对它的印象通常是潮流的、数字化的、科技感十足的，是什
么原因让苹果选择做一本纸质书，而不是更现代的电子书呢？

Jade: 这个问题我没有主动问过客户，但是推荐大家看一下 Jony Ive 在 2016 年为

这本书拍的视频。我个人理解这本书是一本图片式的“Jony Ive 设计的传记”，同

时如视频最后也是致敬 “Dedicated to Steve Jobs”，所以纸质书应该是最好也是最

适宜的载体。

在与国外印刷厂商的竞争中，雅昌是在哪些方面打动了苹果，最终与其达成了合作？

廖晓华 : 苹果公司对于此套书极为重视，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最优秀的印刷企业参

与投标，他们邀请来自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印厂参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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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造手机的标准造书

前面的打样竞标只是第一阶段，是“万里长征”的开始，后
来苹果对这本书的大货印制提出了种种“魔鬼要求”，请问
他们的标准到底是有多严苛？

唐小兴 : 苹果要求按照生产电子产品的标准和误差范围来

做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这本书的色彩还原度和尺寸精

度的要求，都远远高于行业标准。例如国际标准规定的套

印精度，误差在 0.2 毫米以内是可以接受的，但苹果规定

的套印精度误差不得超过 0.02 毫米，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十倍。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更没有现成标准

可供参考，所以如果我们按行业内的普通标准去做书，是

绝对达不到苹果的要求的。

他们对于图像颜色的要求，标准精确到了每一张图的色彩

数值，每一页纸的伸缩范围，甚至是每一张纸上直径很

微小的黑点数量——要知道纸张本身就是植物纤维做成

的，再好的纸都会有一点痕迹。所以除了严控材料质量外，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车间都要时刻保持洁净无尘的状态，

并且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干净的着装和佩戴白手套。

目测试、竞标项目。

雅昌在竞标的打样阶段成立了专项组工作小组，组建起一

个以技术为主导，紧密配合的项目攻坚团队。我们所在的

技术部门作为先锋部队，负责前期图色测试打样与投标。

我们经历过很多重大项目的历练，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

但苹果公司对于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我们也是早有耳闻。

故我们按照最高级别项目标准组建项目团队，基于客户要

求结合自身专业理解，研究客户稿件特点、制定技术测试

与攻关计划、印制投标样品，样张的色彩表现完美呈现了

苹果产品的外观质感，让雅昌在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印刷企

业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项目。

从接到项目到印制完成，整个时间周期有多长？

Jade: 我清楚地记得，纽约的客户以一封简短的邮件“知会”我有

这么一个神秘的项目时，是在 2013 年 9 月 15 号，然后成品第

一笔出货是 2016 年 9 月 22 号：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第一个季度，主要是材料和印刷

技术实现，以及工艺方面的测试，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两家

印刷公司的竞争；

——2015 年 4 月 30 号第一次和苹果公司的人会面；

——2015 年第三季度开始苹果不同的 team 到访雅昌，开始

进入真正的苹果方式的项目的研发和部署；

——2016 年 7 月 26 开始量产，9 月 22 号第一批成品出货。

苹果公司内部是不是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这本书的设
计印制中？

Jade: 这是肯定的！

光是从雅昌端开始的测试，厂区的部署，专项小组的建立，

产线人员的特招以及特定保密区域管理和生产，标准和操

作手册的制定，专项设备，测量仪器，模具的设计以及计

划和采购、租赁等，所有材料的定制和采购·····所有环节都

是雅昌和苹果的各个团队在一起的，我们自己雅昌的团队

是各司其职，而苹果则有不同的团队每天驻扎在我们的场

地和产线。而且来雅昌的的苹果团队的每个人，都拥有非

常深厚的行业背景，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遇到这样一

个项目，并且如此深入地参与其中。

如今再回过头去看这本书，他们请来纽约最知名的设计公

司 Pentagram 来做书籍设计，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们对于

这个项目的重视；从 Jony Ive 为这本书录制的视频也可以

看到，这本书跟苹果的其他所有产品一样，都是苹果的心

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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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客户，苹果只对产品结果提出要求，但要满足甚至超

越这样的要求，就必须从环境到材料、从软件到硬件、从

技术到管理，每个环节都要达到最高标准、追求极限。并

且企业要具备强大的技术开发与应急性突破能力，才能满

足苹果对产品的“理想主义”追求，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这个

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苹果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顶级印

刷厂。

林庆春 : 印制期间还有保密要求，为了做好保密工作，所

有参与人必须签订保密协议，划分专门区域，专人管控，

所有人员进出都要进行检查，严禁电子通讯类设备进入。

这本书在印刷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廖晓华 : 项目投标阶段可算是相对最为轻松的阶段，后续

的正式打样阶段则是困难与挑战重重。

例如苹果要求我们的书完全还原其电子产品实物的色彩及

IT 产品所特有的质感，但矛盾的是：纸张为哑度较高的特

种纸，油墨是哑光油墨。其选择的材料从印刷适性来看，

并不是表现强烈金属质感和科技气质的最佳材质，我们通

过反复的印刷精度测试，提升印刷精度，通过借助表面工

艺弥补光泽上的不足。

此外，苹果提供的纸张对湿度和温度都很敏感，外部环境

的变化会影响它的收缩膨胀，我们就做了很多不同的测试，

研究在哪种情况下，纸张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特性。

我们把纸张放到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环境里进行验证，然后

隔一段时间就测一次它的含水量：5 小时，10 小时，12 小时，

24 小时，48 小时……我们专门安排了同事住在公司，按照

实验要求，记录在纸张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含水量，以此

得出最优解。

最后，书籍的裁切标准我们也是通过反复测试来确认，在

不同的压力下，书籍裁出来的尺寸都不一样，稍有不慎就

会超过苹果要求的尺寸精度。故每个印刷环节都是通过 N

多次不同的测试来找到标准的参数。

所以整个印刷过程，就是伴随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的突

破，随客户需求而动。我们迎难而上、追求极致，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帮助客户实现其对于此书的每个设想和愿景。

Jade: 感觉承接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项

目光是不间断的测试和反复做样品都持续了两年多。不是

简单的哪些困难，而是系统性的：所有工艺、工序以及其

标准和操作指引的设计和制定，一些雅昌从来没有使用的

设备和模具的租购以及使用，专项人员的招聘和培训，量

产期间的计划和追溯等等，大部分是雅昌以前未有的经历。

怎么克服？首先是整个公司的决心，在没有这个项目之前

我想我们本来对苹果的标准是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的，所

以我们有决心来迎接这个挑战；然后是开放的心态以及快

速地响应，进入项目后具体到每一个步骤和细节又非常耐

心地一个一个解决。

林庆春 : 为了克服印制中的困难，我们在印刷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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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实行了标准化管理，各部门成了项目小组：印刷 32 人，

装订 52 人，品管 15 人，再加上负责与苹果方面沟通的同事，

组成了一个超过 100 人的团队，大家紧密协作，攻克难关。

这本书在色彩呈现上广受赞誉，请问团队是如何做到精确的
色彩把控的？

唐小兴 : 从色彩表现角度来说，这本书是一个“不成仁，

便成魔”的产品。它本身的设计以及图片素材都很好，印

制得好就必定是顶级效果，但若稍有差池，书籍的整体

颜色效果就会非常丑陋，这是两个极端。因为这本书有

大量的金属的灰色调图片，稍微有一点杂色，图像的整

体效果就会被破坏，散失美感。

所以在加网精度上，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测试，最后确

定 AM280L 这个加网精度，能让纸张发挥它最好的效

果——既不是 AM100L 线，也不是 AM300L，更不是调

频网。结果是经过我们结合产品和材料特性，反复测试

研究得出来的最佳印刷精度，印刷精度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越适合越好。

而且这本书还分大书和小书两个尺寸，但资料只能采用

同一份，不能在前期进行差异化处理，所以我们当时加

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做研发突破，打造了两套不同的印

刷色彩管理标准，最终确保大小开本书的色彩，呈现出

完全一致的效果。

Jade: 众所周知雅昌的制版和印刷是雅昌的核心竞争力，

雅昌在这一部分的人力投入是全国所有印刷企业中最多

的。这个项目的制版工作是一个国际合作，美国，英国

和中国香港以及我们四方的合作，但是最终的图色再现

全都在雅昌的印刷这里。

最终色彩的精准把控还是来自分阶段逐步趋近客户

理想图色的频繁测试，来设定好追色的数据标准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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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 到 86% 的良品率

苹果方面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印制的？

唐小兴 : 记得第一次提交白样，也就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

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苹果反馈的结果是 2% 的良品率。我

们当时也很震惊，因为雅昌平时做书的良品率都在 98% 以

上，通常是 100%。苹果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评估结果，一

方面是他们评价书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有一些在印刷从

业者看来无足轻重的问题，他们却十分关注；另一方面是

他们的要求实在是高，苹果使用光学仪器来对书籍的尺寸

精度进行质检，测量每本书的尺寸是否达到标准，而且是

一个极严的标准 , 尺寸误差≤ 0.5mm、压凹深度与标准样

比误差 ±0.2mm、内文脏点直径不能超过 0.2mm 等等，每

一个数值都是对行业极限的挑战。

所以，我们开始做大量的技术研究，逐步突破技术瓶颈，

从材料到方法、从环境到工艺都要做到极致，每一个流程

的管控上都要做到稳定可控。最后一次大货打样，最终的

良品率达到 86%，据苹果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良品率数据

放在其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去对比，都是较有优势的水平。

对于雅昌而言，承印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一书最

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廖晓华、唐小兴 : 首先是数据思维。经历这个项目后，我

们对很多技术标准的设定都更加严格了，也进一步强化了

数据思维：对于技术和质量评估，能量化的尽量要做到量化，

后续一切新技术工艺的研究，也是以数据为导向。

其次是推动项目管理，注重产品的产前策划与管理。以前

做项目的习惯可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在生产前期就要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为项目做好清晰的规划。对于复杂项目，

标准，然后大货期间进行严格的追色指引来实现的。

林庆春 : 批量印刷过程中要保持颜色的稳定性，为了做

到这一点，我们安排专人定时抽检产品，检查颜色密度，

测量 Lab 值并记录数据，对生产进行精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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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电子产品被发明之日起，人们的注意力便
被其大规模占据，图书行业的生存空间遭
到压缩，“纸媒消亡”的言论也不绝于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苹果和雅昌这两个不
同行业的领军者携手制作的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意义耐人寻味。

通过这本书，苹果将其追求极致的精神从电
子产品移植到了印刷产品里。现代印刷包含
光学、化学、机械学、色彩学、文化学等各
个门科内容，它的变化和创新也是与时俱进
的，这本书的成功即证明，在数字化的未来，
印刷仍然大有可为。

雅昌将继续在印刷行业中实践这种追求极
致的精神，一步步开拓印刷的边界。正如
Jony Ive 在书籍前言中的这句话：“我们
努力界定一些看似毫不费力的目标，并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些目标看起来如此简
单、连贯且具有必然性，没有其他理性的替
代选择。”

通过产前测试验证方案、确认标准数据，为后续批量的大

货生产扫除障碍，也作为品质管控的一个标准依据。

当前，我们将过往的成功案例进行梳理，整理各项目的数

据，系统化地存入数据库里。未来雅昌将建立数字化产前

策划机制，新项目有大量的成熟案例可借用，直接从数据

库里调用相关参数，减少我们在前期测试环节花费的成本

和时间，也让整个生产过程更科学、更有保障。

最后，是要以专业思维引导客户，掌握与客户沟通的技巧。

项目初期，由于苹果对印刷行业缺乏深入了解，其自主采

购的原材料质量管理标准相当宽泛。经我们评估，这是难

以为最终产品的高质量交付提供有效保障的。我们主动与

苹果交涉，给予其调整采购材料质量控制建议，对于关键

材料，我们为其制定来料质检标准，确保原材料的高质量

供给，基本杜绝因材料变化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

林庆春 : 通过承印该书，雅昌各个生产流程形成标准化的

作业规范制度，制定了各个工序的标准化 SOP。

Jade: 从我自身的角度出发，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首先是自信，这个项目让我们确信，我们就是海外参展时

slogan 上的 “The best printer in China”，这对后续的新的大

项目的承接也非常有帮助。

其次是 Think different，这个项目让我学会转变思维，用数

据来分析问题，并且意识到在方案呈现的每个细节都很重

要。后续其他项目，大到样品准备，小到如何打包上，我

都会思考怎样来融合客户的品牌特色，从而在项目初始阶

段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借用乔布斯 2005 年在 Stanford 的毕业演讲时候的那句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虚怀如愚”，专注如新地做好每

一个“下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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