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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解决在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用户研究与设计需求结果运用到概念原型设计时由于设

计需求缺乏层次关系与约束关系的直观表达，使得设计决策变得盲目与随机，无法对决策结果进行控

制的相关问题。方法方法 提出基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旨在探索如何从用户研究结果有效转化为

设计方案。通过对设计研究阶段进行需求层次的划分，进而明确各层次落实点，全面而有针对性地进

行需求收集，清晰看到需求结果的主次关系与约束关系。并以某公司体感手柄设计项目为实例，运用

此方法对其设计过程进行分析，实现了研究向设计的有效转化。结论结论 此方法避免了因为设计过程中

无法对各因素进行权衡与选择而造成的创新的盲目性与易流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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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y of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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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olves the problem when the user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needs results are applied in the conceptual
prototype，due to lacking intuitive expressions of hierarchical and constraints relationships in design needs，the design
decisions become blind and random leaving the results in uncontrollable. It discusses the produc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y of needs which aims at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way to convert the user research results into design scheme. By
stratifying the stages of design and defining the implement of each hierarchies，the needs will be collected in a more targeted
way，as a result，the hierarchical and constraints relationships will become more distinct. Taking some Motion Sensing
Joystick project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d the design process in this method. Converting the user research results into
design scheme efficiently. This method can avoid the obstacle to the weigh and screening for various factors which can lead
to blind and loss of new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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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产品开发的全生命周期中，产品概念原型设

计是产品设计过程中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阶段，

其创造性体现在寻求满足一定需求的功能以及构建

能够实现上述功能的具体结构方案，而在此之前需求

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往往是概念原型设计能获得

成功的先决条件[1]。这里提出的设计方法更有利于研

究结果向设计方案的有效转化，能针对性地改善研究

与设计脱离、用户研究转化率低等问题，提高企业产

品创新设计能力。

1 基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

1.1 对企业产品设计开发的意义

企业设计流程一般分为“瀑布式”设计流程与敏

捷迭代式设计流程[2]。“瀑布式”设计流程是线性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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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需求分析、概念原型设计、技术设计与施工设

计；敏捷迭代式设计流程是以用户需求或技术驱动，

进行反复迭代的动态设计过程。无论采取哪种方法，

研究结果都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的概念原型设计[3]。基

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将关注点聚焦于如何从

设计研究有效转化为概念原型设计的过程，是企业新

产品开发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产品的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

1.2 现有开发方式的特点

设计研究结果是设计师基于市场、用户或者设计

师自身提出的对产品功能的期望，通常是定性的，具有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针对这样的初始需求得出的功能

要求往往不完整，甚至不可行。当得到大量的研究结

果和初始需求后，现有的处理方式有两种：（1）企业决

策层或设计师依据个人经验对需求进行选择与组合，

此方式的主观性与模糊性强，容易造成选择的盲目性，

导致最终设计结果的不可控；（2）采用模糊评价的方式

判定需求研究结果[4]，此方式取决于评价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其标准难以把握，当评价标准过于宽松或苛刻

时，将导致设计需求的无效与创新的流失。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在获取到大量研究结果后，再

对研究结果进行筛选的。事实上，在进行设计研究时

就应该带有目的性与针对性，明确研究的前提与目

的，合理选择研究方法。

1.3 引入基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

基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是一种将产品的

设计需求划分为多个层次，覆盖所有前期研究内容，

使研究结果具有全面性的产品设计研究方法；不同需

求层次对用户研究的落实点各不相同，所得到的设计

研究结论也因为所在层次的不同，会更加有利于决策

者对整个设计过程的调控、分析、评价与判断，有利于

将设计研究结论向设计方案进行转换。

2 基于需求层次的产品设计方法的使用

2.1 产品设计需求层次

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期洛提出的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清晰地表明了人的需求是依次由较低

的层次到较高的层次递进的过程[5]。这里将马期洛需

求层次理论向设计研究领域进行投射，并依据产品设

计原则，即实用性、易用性、经济性、审美性、认知性、

社会性等[6]，将产品设计的各项需求作层次划分，分为

引导需求、传承需求、交互需求、功能需求、战略需求5

个层次，见图1，提出了各层次的主要领域，并明确了

各层次的研究目的与对象，见表1。

2.2 基于各层次落实点进行用户研究

1）战略需求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具有企

业战略性目的的产品需求，体现产品在市场与企业的

价值。采用市场调研、对标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国内外

技术、市场环境、企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得到产品战

略需求。

2）功能需求是从用户的角度分析研究得到的对

产品功能需要的产品需求。采用用户访谈、用户观

察、调查问卷、人物角色等方法对用户审美需求、性能

需求、操作需求、情感需求进行分析和挖掘，得到产品

功能需求。

3）交互需求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分析用户使用

与接触产品过程中交互需要的产品需求。采用用户

观察、情境故事、任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功能与细节

进行优化，得到产品交互需求。

4）传承需求是企业对品牌气质打造与传承、理念

完善与传播的需求。传承需求可以提升用户的忠诚

度与依赖感，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与维护。采用用

户调查等方法进行品牌研究、风格研究、VI识别研究，

图1 产品设计需求层次

Fig.1 The hierarchy of product design needs

表1 产品设计需求层次的主要领域

Tab.1 The main area of the hierarchy of product design needs

需求层次

战略需求

功能需求

交互需求

传承需求

引导需求

主要领域

行业

产品

交互

品牌

服务

主要对象

市场

功能

体验

传播

行为

主要目的

策略制定

功能定义

优化功能

完善理念

发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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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产品传承需求。

5）引导需求是引导用户走向更健康美好的生活，

倡导新的生活方式的需求。采用人种志学、深度访谈

等方法对用户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得到引导需求。

2.3 概念原型设计对需求结果的选择与权衡

根据需求层次结果，越低的层次越基础，其需求

会优先被满足。战略需求是后续需求成立的先决条

件，限定了后续需求存在的范围，但也不排除可以根

据后续需求进行补充与调整的可能性；功能需求得到

的是用户对产品功能的期望，可根据企业战略需求、

技术约束等进行选择与调整；交互需求是对功能的优

化，可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排除不必要功能的交互优

化；传承需求是在尽量满足功能需求、交互需求的基

础上进行调整的，以保证产品不破坏使用功能与体

验；引导需求是对产品设计最高层次的追求，是对产

品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基于这些原则建立评价

模型，对需求结果进行量化评价、筛选与权衡，对设计

结果进行比较，保证最终的设计效果。评价模型为：

G0 = W1G1 + W2G2 + W3G3 + W4G4 + W5G5 （1）

其中：w1~w5依次为引导需求、传承需求、交互需

求、功能需求、战略需求这5个层次对应的优先加权

值[7-8]；G1~G5为5个层次对应的产品设计评价数值；G0

为该设计最终评价数值。

3 体感手柄设计实例

以“华南理工大学某公司体感手柄设计项目”为

例，作为企业全新的产品开发项目，需要在前期做大

量的研究准备，而得到的需求难以选择与权衡，主要

体现在：需求获取的研究方法未必合理有效，研究与

后续设计脱离，导致需求可靠性存在疑问；得到的需

求本身内部也存在矛盾，而如何去权衡这些需求在设

计之初并未考虑。这两点导致设计研究成果难以向

最终量产化的成熟产品进行转化，因此设计团队重新

调整梳理研究思路，基于需求层次对各层次的落实点

进行研究。

1）通过国内外技术分析、竞品分析、企业发展战

略分析后得到产品战略需求为打造轻量化、人性化的

家庭娱乐产品。

2）对目标用户进行用户访谈与问卷调查，从中筛

选出用户的功能需求，利用Kano模型对其功能需求进

行层次划分[9]。最终得到基本型、期望型、魅力型功能

需求。

3）对多个用户进行产品使用过程的观察，并通过

情境故事和任务分析，得到产品的交互需求，如重心

需求、重量需求、人机尺寸需求、按键排布需求、与软

件交互操作需求。

4）对企业色彩与造型风格进行研究后，得到传承需

求，如简约现代、时尚而有品味，避免过于有机的造型。

5）对产品进行反思与对未来产品的展望，得到引

导需求，如可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需求。

接着，依据需求层次研究结果展开设计，向概念

原型设计进行转化，得到产品功能定义与多个产品设

计方案。通过问卷调查和讨论投票获取用户对各种

设计细节的喜好程度以及满意程度，对产品各自优缺

点进行总结[10-11]，得到的体感手柄备选方案见表2。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

以及用户调查结果，确定产品5个层次的具体优先加

权数值 w1~w5 的数值分别为 0.31，0.27，0.22，0.12，

0.08。通过小组讨论与用户调研，为各方案对应需求

点的满足程度给出量化的评价分数，综合分析最后确

定各需求层次的评价数值G1~G5，见表3。

最后基于清晰的需求层次，量化的评价模型，决

策层与设计者能很方便直观地对产品设计方案进行

评估、把握设计重点。按照公式（1）求解各个方案的

表2 体感手柄备选方案

Tab.2 The alternatives of motion sensing joystick

效

果

图

优

点

缺

点

方案A

收腰设计，差

异明显；形态

简约，部件少，

具 有 硬 朗 特

征，与家庭娱

乐的其他产品

风格相呼应

造型偏细长，

握感一般，按键

位置不方便操

作，质量偏重，

电池放置存在

问题

方案B

可横竖抓握，

手感舒适，线

条动感，侧面

采用双色模

的装饰线条

色彩较浓重，

与产品线其

他产品的硬

朗风格相脱

离，双色模

需要特殊的

工艺

方案C

手感舒适，尺寸

兼顾小孩，重心

位置适当，使用

体验好，质量轻

薄，具有轻盈时

尚感，造型色彩

亲和

运动感需加强，

细节仍需深化

方案D

简约、一体

化造型，体

态硬朗，与

产品线的

其他产品

风格一致

握感不舒

适，形态死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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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评价数值，依次为6.999，7.145，7.789，5.883。方

案C为最优的设计，因此将其进行深化，得到产品的体

感手柄设计效果图，见图2。对产品进行设计实施与

设计调适，产品已达到量产，即将上市，体感手柄生产

样机见图3。

4 结语

从案例的最终结果来看，未引入需求层次产品研

究设计方法时，大量的研究结果无法有效向概念原型

设计进行转化，决策者难以对整个设计过程进行调

控、分析、评价与判断，无法达到符合市场与企业愿景

的量产化产品的要求。在引入需求层次产品研究设

计方法后，在设计研究阶段就对需求进行有层次性、

选择性、针对性的研究，得到的需求具有全面性与层

次性，更有利于研究向设计的转化，方便决策层做最

终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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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备选方案评价数值表

Fig.3 The evaluation numerical of the alternatives

需求层次

战略需求

功能需求

交互需求

传承需求

引导需求

方案A

8.1

7.2

5.0

7.9

6.2

方案B

6.5

7.8

8.2

6.1

6.1

方案C

8.0

7.6

7.3

8.0

5.9

方案D

5.2

7.1

4.5

7.5

5.8

图2 体感手柄设计效果图

Fig.2 The effect picture of motion

sensing joystick design

图3 体感手柄生产样机

Fig.3 The prototype of motion

sensing joy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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