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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目前陪伴类产品因功能延展性差而导致产品闲置和资源浪费这一现实问题，从双用户

出发构建一套较为适用的功能识别方法模型，来深层次挖掘功能拓展潜力和提高功能延展性。方法 从

主用户和陪伴用户来细分多用户构建协同用户角色模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访谈调研等方法，来深层

次挖掘用户的需求功能，运用 KANO 模型获取分功能要素在产品整体需求功能中的权重因子，综合运

用随机和组合过程计算产品功能组合方案的总体需求度排序，由此筛选出用户需求度较高且与主用户具

有匹配度的功能组合方案。结论 以婴儿车为例，运用该方法进行功能方案的输出，验证该方法模型操

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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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a set of more applicable function recognition method model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dual users to deeply explore function expansion potential and improve function scalabili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product idleness and resource waste caused by poor function scalability of companion products. Multiple us-

ers were subdivided from the main users and companion users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user role model, and deeply exca-

vate the users’ demand fun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survey and other methods. The weight of the 

sub-functional elements in the overall demand function of the productwas obtained by the KANO model. The stochastic 

and combined proces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overall demand ranking of the product function combination scheme, and 

the function combination scheme with high user demand and matching with the main user wasselected.Taking the baby 

carriage as an example, the method is used to output the function scheme, and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is 

method model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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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资源日益紧张、绿色设计[1]备受青睐的背

景下，集多功能于一身的产品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因此多功能设计的创新设计方法已逐渐成为设计师

研究和运用的理论之一[2]。由于陪伴类产品因延展性

低而被闲置的这一现状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所以迫切需要一套可行的功能识别方法，用于深层次

地把握用户需求并确保输出的功能组合方案具有一

定的延展性，从而使资源浪费的问题得以缓解。目前

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但大多是对陪伴类产品外观或结

构进行探讨，针对产品与两类用户之间关系、产品

使用寿命和功能延展性[3]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本

文从主用户和陪伴用户角度获取较为全面的用户需

求，结合系统论和功能设计理论，构建用于识别陪

伴类产品功能[4-5]的计算模型，对提高功能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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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使用寿命以及减少资源浪费，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1  协同用户的陪伴类产品 

1.1  协同用户 

“协同”意为协调两个及以上不同资源或个体，

目标一致地去完成某一任务的过程或能力[6]。本研究

中将协同用户理解为用户参与设计，即以不同需求的

用户为中心。在功能分析阶段考虑主用户、陪伴用户

以及与两者相关的各种因素，包括双用户群体自身的

特点和潜在需求功能等，深层次地挖掘用户需求，最

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使用需要[7]。 

1.2  陪伴类产品 

陪伴意为“随同做伴”，同义词有：伴随、陪同

等。本研究中将陪伴类产品定义为伴随用户的一类

产品，定义情景为：（1）用户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使

用场景有着不同的需求功能；（2）用户群体细分不

少于两类；（3）陪伴类用户对主用户自身的需求缺乏

准确的认知。 

2  协同用户的陪伴类产品功能识别方法模

型的构建 

功能识别方法模型是一种用于有效获取用户所

需[8]功能的方法。它能够计算出较为贴合用户的产品

功能组合方案并辅助产品后续的设计展开，研究流程

见图 1。 

2.1  构建协同用户角色模型及建立需求功能清单 

2.1.1  协同用户角色模型的构建 

角色模型作为真实用户的虚拟代表，可以使得产

品设计更加聚焦。以人物角色为基准，可较为清晰地

识别产品的功能，因此在本研究中所构建的角色模型

主要信息为：首先，构建角色模型的维度为二维，模

型分为两类，其中主用户为陪伴类产品的直接使用群

体，陪伴用户为间接使用群体；其次，通过主用户的

成长阶段、陪伴用户使用产品的场景、陪伴用户的目

标人群等元素，来明确用户的诉求功能；最后，结合

前两个步骤完成数据可视化。 

2.1.2  需求功能清单的建立 

1）目标用户群体的识别。基于对用户特征的分

析识别及用户与产品的使用关系，确定目标用户群

体，分为主用户与陪伴用户（主用户为婴幼儿；陪伴

用户为父母及间接使用产品的用户群体）。 

2）阶段的划分和成长环境的识别。通过查阅文

献资料及对主用户的成长特点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对主

用户的成长阶段划分，可构造为成长时期集合{时期

1，时期 2，…，时期 m}；通过对主用户的成长环境考

察调研以及对主用户的成长环境进行识别和分类整

理，可构造为环境集合{环境 1，环境 2，…，环境 e}。 

3）用户需求功能清单的建立。第一步，根据主

用 户 不 同 时 期 进 行 分 析 ， 产 生 不 同 的 功 能 集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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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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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需求分类评估 
Tab.1  Demand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form 

反向问题 

用户需求 
期待 

理应

如此
无所谓 

勉强

接受
不满意

期待 Q A1 A2 A3 O 

理应如此 R1 I1 I2 I3 M1 

无所谓 R2 I4 I5 I6 M2 

勉强接受 R3 I7 I8 I9 M3 

正向 

问题 

不满意 R4 R5 R6 R7 Q 

 
双用户对象分析，基于不同环境会有不同的功能需

求： 1 2, nF F F ；记为需求功能清单 2；第三步，结

合清单 1、2，建立最终的功能清单，记为功能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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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的指标量化 

基于上文的结果，运用 KANO 模型的计算方法，

完成需求功能类别的识别和各分功能的需求度的计算。 

2.2.1  功能问卷的生成 

基于上文的结果创建问卷，为了解用户对功能的

非单一角度的需求，问卷内容从两个方面来设置，即

产品具有和不具有某项功能时用户的满意度，因此将

问卷满意等级划分为五级：“期待”、“理应如此”、“无

所谓”、“勉强接受”、“不满意”[9]。之后对双用户群

展开研究，整理、获取原始需求数据。 

2.2.2  需求功能类型的计算 

模型将用户需求的满意度划分为 A-兴奋需求、

O-期望需求、M-基本需求、R-反向需求、I-无关紧要

需求及 Q-问题需求[10]六类，因此在 KANO 模型需求

分类评估表中，每一个需求都会对应有 25 种需求类

型的可能性，见表 1。 

为使计算更具有全面性，本研究中采用优化的

KANO 模型[7]来完成功能指标的量化计算。 

1）从问卷获取的原始需求数据，得到表 1 计算

各功能相对应的需求类型的得分，即 j , , , ,K M iA M I O R
和 Q 的值。 

2）计算反向需求系数： 
7

1

1 /R i
i

S R N


 
 

(1) 

其中：N 为有效的问卷调查总人数。 

3）分别计算 / / /A M I O 型需求度数值，得分最

高的即是所对应的需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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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为需求系数，由模糊 KANO 模型 [11-12]

及产品设计专家组所确定且随功能的不同而不同，需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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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3) 

2.2.3  需求功能度指标的计算 

基于上文运算结果，运用 Better Worse 系数分析

方法，求解分功能的需求度指标。 

2 2

( ) / ( )

1 ( ) / ( )

( ) ( )

SI A O A O M I

DSI O M A O M I

R SI DSI

S S S S S S S
D S S S S S S

S S D

            


  

  (4) 

其中： SIS 是指具有某指标后有所提高的满意度

指标，其与用户满意度成正向关系； DSID 是指去除某

指标后会引起负面影响的不满意指标，其与满意度降

低的影响成正向关系，从反向说明此功能是用户强烈

需求的[10]。 

2.3  功能组合方案的输出 

本文构建的功能识别方法，主要是结合各功能的

需求度及需求类型，利用数学方法模型来先获取所有

组合的可能性，再筛选出与用户具有匹配度的功能组

合方案。 

2.3.1  方案的生成 

方法为：随机组合数学方法模型，公式为： 

!

! !( )!

r
r n
n

R n r
N n

P nC
r r n r

C C 


  

 

  (5) 

其中：从 n 个不同元素中取 r 个不重复的元素的

无重组合。组合的个数用 ( , )C n r 表示。 

2.3.2  方案的筛选 

方案的筛选以上文中所划分的时期和环境以及

功能清单为条件展开，通过计算方案与用户时期和环

境的匹配度，进而输出具有匹配度的组合方案，作为

后续设计展开的备用方案。判定条件为 P 值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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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指标矩阵（部分） 
Tab.2  Function indicator matrix (partial) 

指标 
功能方案 

分功能 需求类型 需求度 期望度 匹配度

功能 1 A/O/M/I ω1 

功能 2 A/O/M/I ω2 

功能 3 A/O/M/I ω3 
方案 1 

功能 4 A/O/M/I ω4 

e1 P=0 ?

功能 1 A/O/M/I ω1 

功能 2 A/O/M/I ω2 

功能 3 A/O/M/I ω3 
方案 2 

功能 4 A/O/M/I ω4 

e2 P=0 ?

功能 1 A/O/M/I ω1 

功能 2 A/O/M/I ω2 

功能 3 A/O/M/I ω3 
方案 3 

功能 4 A/O/M/I ω4 

e3 P=0 ?

 
零，若为零，对应的方案被剔除；反之输出方案，直

至输出所有的方案。 

nP
N


 

(6) 

其中：P 为匹配度（即不同时期功能数与方案总

功能数的比值）；n 为每一时期的功能数 ( 0)n  ；N 为

方案中的分功能数量。 

2.3.3  功能方案期望度的计算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为数值求和，即方案中分功能

的需求度指标之和，可直观地展示组合方案对于用户

来说的重要性，公式为： 

1

n

i
i

e 


 
 

(7) 

其中： e 为功能方案的需求度； i 为第 i 项分功

能的需求度； n 为分功能的数量。 

2.4  功能方案指标矩阵的创建 

该部分基于上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指标矩阵的创

建，见表 2。 

3  方法模型在婴儿车功能识别阶段的应用 

本文中选取的应用案例为：婴儿车。婴儿车属于

典型的陪伴类产品，在其使用过程中存在因其功能延

展性低发生被闲置浪费的事实，因此贴合本课题研

究。婴儿车用户涉及主用户—婴幼儿；陪伴用户—大

人。因此该实例研究中所构建的角色模型为：婴幼儿、

父母、长辈（爷爷奶奶等）；分析研究的元素有：婴

幼儿的成长时期，父母、长辈的行为及活动环境。流

程见图 2。 

3.1  需求挖掘和婴儿车功能清单 

1）用户分析、需求挖掘。“老人—父母—孩子”

在我国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家庭模式了[3]，因此对于

婴儿车的需求挖掘必然是围绕这三类人来展开。其中

主用户为孩子，老人、父母是为陪伴者，即为陪伴用

户。对于主用户来说，首先要分时期、分环境[13]来考

虑其需求。在本研究中，将婴幼儿的成长、出行行为

与老人、父母在不同场景中的不同需求进行嫁接，进

而挖掘出各式各样的需求[14]。婴儿车主体用户定位为

0~4 岁的婴幼儿。通过资料研读、专家评价法等来分

析用户，把握其功能。婴幼儿主要是分为三个时期[15]：

0~4 个月、4~12 个月、1~4 岁，分析其功能数为 19

项；对于使用场景而言，以父母和老人为分析对象，

主要分为家里、超市、公园、车内等环境，该角度的

功能识别分为大人本身的需求和婴幼儿需求。结果见

图 3。 

2）功能清单列表。对用户分析、需求挖掘获取

共 34 项功能，再进行细化和整合。为保证后续计算

进程的顺利，在去除现有婴儿车基本的装置外，建立

最终的功能清单列表。通过对婴儿车进一步分析，要

去除固定车架、把手、前后轮、刹车、防震等。功能

清单及编码见表 3。 

3.2  婴儿车各项需求功能度和需求类型计算 

首先针对经过筛选得到的功能清单中的 25 项功

能，制作 KANO 模型问卷，问题包括“期待”、“理 

 

 
 

图 2  婴儿车功能识别流程 
Fig.2  Baby carriagefunction recogni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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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分析—功能识别 
Fig.3  User analysis-function recognition 

 

表 3  功能清单 
Tab.3  List of function 

用户角色 时期、特征 功能类别 功能编码 

舒适睡眠的睡篮功能（该时期睡眠时间较长） f11 

可添加、录音的小音箱（该时期可识别声音） f12 

可调高低的小玩偶挂件（特征：抓、注视） f13 

可随意拆分、组合的枕头（该时期会翻滚） f14 

0~4 个月 

睡篮内设计有固定婴幼儿的装置（会翻滚） f15 

睡篮中设计有坐时的辅助工具（有支撑时会坐） f21 

睡篮侧壁设计有一些小玩具（可抓握玩耍） f22 

学步车（该时期有辅助时可学习走路） f23 

呼吸检测器（该时期婴幼儿易感染呼吸疾病） f24 

4~12 个月 

设计有可以切换的坐的模式（该时期会坐） f25 

设计有可以随意拆卸的容器玩具（该时期会玩） f31 

设计融入积木玩具（可玩 10 块左右积木） f32 

设计有吃饭台（该时期可以无支撑坐） f33 

设计融入骑的小车功能（可骑小三轮） f34 

婴幼儿（f） 

1~4 岁 

设计融入学习、娱乐玩具（如小算盘） f35 

摇篮功能（如睡篮结合） F1 

防尘、防蚊功能（外出或室内） F2 

大储物空间设计（外出） F3 

具体提醒功能（外出） F4 

可调节角度的把手设计 F5 

防噪（外出以及过大声音对婴幼儿不太好） F6 

防紫外线设计（夏天太阳太大） F7 

雨罩设计（防止下雨） F8 

过滤网罩（过滤灰尘、雾霾等） F9 

大人 

（父母、爷爷奶奶） 

大人的需求以及 

不同场景下 

婴幼儿的需求 

奶瓶收纳架 F10 

 
应如此”、“无所谓”、“勉强接受”、“不满意”五个满

意等级用于获取用户的需求度。该过程共发放调查问

卷 30 份，其中设计人员 10 份，销售人员 6 份，婴幼

儿父母 14 份。去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 20 份有效问卷。 

其次根据获取的需求度数据，将各项功能按照表

1 的需求分类评估展开，以舒适睡眠的睡篮功能为例，

经公式(1)计算出 =0.9500RS ，由公式(3)的约束， k 值

分别取： 1( ) 5 / 5K A  ， 2( ) 3 / 5K A  , 3( ) 7 / 5K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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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需求功能类型及需求度 
Tab.4  Functiondemand types and demand levels 

分功能 SR SA SM SI S0 需求类型 SSI DDSI ω 

f11 0.9500 9.8000 5.2500 5.5714 1.0000 A 0.4995 –0.2891 0.5483 

f12 0.9000 10.5000 0.0000 15.4500 1.0000 I 0.4267 –0.0371 0.6566 

f13 0.9500 5.5909 1.7143 14.8125 3.0000 I 0.3420 –0.1877 0.3706 

f14 0.9500 9.9474 1.8000 8.1290 1.0000 A 0.5244 –0.1341 0.6996 

f15 0.9000 1.0500 4.0500 17.8043 1.0000 I 0.0858 –0.2113 0.2052 

f21 0.9000 6.8333 20.000 4.1538 1.0000 M 0.2449 –0.6565 2.2041 

f22 0.9500 9.1304 2.2800 8.0000 1.0000 A 0.4963 –0.1607 0.4956 

f23 1.0000 9.7895 1.0000 8.3571 1.0000 A 0.5355 –0.0993 0.5454 

f24 1.0000 10.8000 0.0000 7.5882 1.0000 A 0.6088 –0.0516 0.6110 

f25 1.0000 2.7000 8.5714 8.4706 5.0000 M 0.3112 –0.5485 0.6306 

f31 0.9500 4.5000 0.0000 15.6429 1.0000 I 0.2601 –0.0473 0.2511 

f32 0.8500 3.0000 0.0000 16.6667 1.0000 I 0.1935 –0.048 0.3761 

f33 1.0000 11.5909 0.7500 11.4000 2.0000 A 0.5280 –0.1968 0.5387 

f34 0.9500 5.8750 0.0000 13.5957 1.0000 I 0.3358 –0.0489 0.5525 

f35 0.9500 11.2174 0.0000 8.0000 1.0000 A 0.6043 –0.0495 0.6063 

F1 0.9500 10.2632 2.4000 10.1538 2.0000 A 0.4941 –0.1773 0.5249 

F2 1.0000 5.1000 7.2000 6.0000 3.0000 M 0.3803 –0.4789 0.6115 

F3 1.0000 14.4000 1.7647 6.2143 5.0000 A 0.7086 –0.2471 0.7504 

F4 0.9500 7.8000 1.6364 7.0909 2.0000 A 0.5289 –0.1963 0.7156 

F5 0.95000 3.9375 7.1000 3.0682 4.0000 M 0.4384 –0.6131 0.7160 

F6 1.0000 5.6000 3.8371 6.0000 8.0000 O 0.5803 –0.5051 0.9140 

F7 1.0000 4.2632 3.1500 9.5000 4.0000 I 0.3951 –0.3419 0.7155 

F8 1.0000 2.1176 9.5000 7.1250 3.0000 M 0.2354 –0.5749 0.6212 

F9 1.0000 7.4000 1.8750 5.4000 4.0000 A 0.6104 –0.3146 0.8422 

F10 0.9500 3.4737 3.2727 7.7500 4.0000 I 0.4041 –0.3932 0.5638 

注：这里的分功能因空间限制，因此使用功能编码来表示各项分功能 
 

1( ) 21/16K M  ， 2( ) 3 / 4K M  ， 3( ) 15 /16K M  ，

1( ) 9 / 7K I  ， 2( ) 15 /14K I  ， 3( ) 12 / 7K I  ， 4( )K I   

9 /14 ， 5( ) 3 / 7K I  ， 6( ) 15 /14K I  ， 7( ) 6 / 7K I  ，

8( ) 9 /14K I  ， 9( ) 9 / 7K I  ，由公式(2)分别计算出：

9.8000AS  ， 5.2500MS  ， 5.5714IS  ， 1.0000OS  ，

得到该功能的需求类型为： A ，由公式(4)分别计算

出： 0.4995SIS  ， 0.2891DSID  ， 0.5483  ，最后，

根据以上步骤，来计算其余各项功能，见表 4。 

3.3  婴儿车功能组合方案的生成及筛选 

由表 4 中呈现的各功能的需求度 ω 进行筛选，

去除需求度低于 0.5 数值的，则功能数量为 20 个。

通过专家评价法和婴儿车市场分析，确定方案中去除

婴儿车基本功能后的分功能数量为 4 个。首先由公式

(5)计算，理论数量为：116280，方案集合记为 P ；

其次由公式(6)计算匹配度，进而筛选出匹配度不为 0

的方案，以方案 1 为例，其匹配度 0p  ，因此该方

案输出；最后由公式(7)计算方案整体的需求度（期望

度），同时以期望度由高到低来输出方案。以方案 1

为例，该方案期望度 4.1580e  。同理处理其余方案。

结果见表 5。 

3.4  婴儿车功能组合方案指标矩阵 

该部分将结果进行可视化的处理，结果见表 6。 
 

表 5  功能方案-功能组成-方案期望度（部分） 
Tab.5  Function scheme–functioncomposition-  

schemeexpectation (partial) 

功能 

方案 

功能 

组成 

方案 

期望度 

功能 

方案 

功能 

组成 

方案 

期望度

f14 f14 

f21 f21 

f35 f34 

C1 

F6 

4.4240 C3 

F6 

4.3702

f12 f14 

f21 f21 

f35 f35 

C2 

F6 

4.3810 C4 

F9 

4.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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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婴儿车效果 
Fig.4  Baby carriage renderings 

 

表 6  组合方案-功能组成-方案期望度 
Tab.6 Combination scheme-function  

composition-scheme expectation 

指标 功能 

方案 分功能 需求类型 需求度 期望度 匹配度

f14 A 0.6996 

f21 M 2.2041 

f35 A 0.6063 
C1 

F6 O 0.9140 

4.4240 ≠0 

f12 I 0.6566 

f21 M 2.2041 

f35 A 0.6063 
C2 

F6 O 0.9140 

4.3810 ≠0 

f14 A 0.6996 

f21 M 2.2041 

f34 I 0.5525 
C3 

F6 O 0.9140 

4.3702 ≠0 

 

由结果表明，一方面方案指标的结果呈现可直观

地提供参考，设计师在产品开发时可以：直接查表获

得具有特定期望度和匹配度的功能方案；由设计目标

来选取包含相应需求类型的方案，可以更好地展开下

一步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户满意度。另一

方面，匹配度不为 0 方案的输出，能从较为科学的层

面上保证组合方案中的分功能具有一定的延展性，有

利于延长陪伴类产品使用寿命，减少资源浪费。 

3.5  婴儿车功能组合概念方案功能延展性用户认可

度模糊评价调查 

根据本文的功能识别模型获取的满意度前三的

功能组合方案进行概念设计（这里主要突出功能上的

差异），婴儿车效果见图 4；针对 C1、C2、C3 利用“认

可度等级直接评定法”确认其被认可与否。本文中邀

请 15 位 目 标 人 群 对 其 进 行 评 定 ， 调 查 结 果 为

84.0667%，该结果既体现了用户对方案的认可，又从

侧面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4  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视角出发，获取产品

多功能方案的思路及方法。从协同用户角度出发，结

合 KANO 等计算模型来构建一套陪伴类产品功能识

别的理论方法。以婴儿车为研究实例，运用上述方法

进行功能方案的输出。从结果可以看出，不仅为进一

步细化设计和用户选择产品提供了参考，而且通过设

置匹配度这一条件保证了方案功能具有一定的延展

性，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该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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