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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鉴于移动网购用户日趋增加，针对移动网购的现状与特点进行探究，以研究结果来思考能

够被借鉴于家居产品设计的信息，提出移动网购对于产品设计的影响。方法 运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

析法，通过移动网购模式的购物场景、展示方式、购物时间、消费群体和到货模式 5 个方面，论述该模

式所带来的新式购物体验，思考在该模式影响下的产品创新设计之道。结论 移动网购模式发展前景乐

观，产品设计为了顺应移动网购模式，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可以先吸收移动网购模式的经验，而后研

究适合自身的方案。此外，探讨移动网购模式对产品设计的作用，可以从改变表达方式、提高用户满意

度、改良开发周期和增强体验感这些要点上，挖掘有意义的切入点进行创新设计，以此来激发产品设计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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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Mobile Online Shopping Mode 

LIU Chang-wan 
(Jiangx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 Trade,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obile online shopping us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online shopping are explored, an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used to explor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used for 

home product design, and the impact of mobile online shopping on product design is propose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and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shopping scene, display mode, shopping time, consumer 

groups and arrival mode of the mobile online shopping model are considered, the new shopping experience brought by the 

model are discussed, and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of home products under the impact of this model is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mobile online shopping model is optimistic.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mobile online shop-

ping model and better serve consumers, the product design can first absorb the experience of the mobile online shopping 

model, and then study a solution suitable for itself. In additio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obile online shopping model in the 

design of home products, we can excavate meaningful entry points for innovative design from the points of changing ex-

pressions, improving user satisfaction, improving development cycles and enhancing the sense of experience, so as to in-

spire home products design vitality. 

KEY WORDS: mobile online shopping; home product design; innovative design; development cycle; user satisfaction; 

user experience 

互联网发展历程下的移动网购用户数据，占整体

手机网民的绝大部分。据 CNNIC 数据资料显示：截

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与手机网络购物

用户的规模分别达到 7.10 亿和 7.07 亿，较 2018 年底

的数据明显增长，其中手机网络购物用户占整体手机

网民的 78.9%。可见，不论是网购用户亦或是手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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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用户，近几年的用户数据皆呈上升趋势。然而，移

动网购的兴起，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购物体验以

外，也为产品设计的发展迎来机遇。产品设计只有适

应移动网购模式，才能获得用户的持久青睐。因此，

为了去适应这个模式，产品设计可优先借鉴移动网购

平台的服务方式，从而为产品升级获取有益价值。 

1  移动网购模式 

移动网购模式，即运用移动电子产品登录网购平

台进行购物的新方式。该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人们对于手机的依赖，而扩充应用覆盖率。各领域商

品通过平台上架销售，供消费者任意选购。为适应用

户的运用观念与使用习惯，平台服务体系处于不断更

新迭代的状态。移动电商已从优先抢占市场份额的前

期战略逐步向重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发展期战

略过渡，市场发展趋势也逐渐由“价格驱动”向“服务

驱动”转变[1]。移动网购满足用户对于购物的各项需

求，为用户带来更多选择性，并且提供多元化的购物

体验方式，而产品受平台影响也需有所改进。因此，

产品须要提升自身实力，以更好的面貌去适应移动网

购模式。 

2  移动网购的特色 

移动网购模式是一种流行的购物方式，在购物过

程中，它与传统购物模式存在多处不同，包括购物场

景虚拟化、展示方式屏幕化、购物时间自由化、消费

群体无界化与到货模式快递化，这些无疑都为用户创

造了全新的体验，并提供众多便利。 

2.1  购物场景虚拟化 

“互联网+”可以将有形的产品转变为无形的产品，

以实物为主的产品转为以虚拟为主的产品[2]。由此，

移动网购平台借用虚拟场景，将商品呈现给消费者。 

商品展现模式虚拟化，重新定义购物场景。在传

统购物场景内，商品琳琅满目地摆放在货架上，周边

标有名称、价格和产地等信息，客户可询问服务员。

然而，网购营造的虚拟场景，为了适应客户广泛使

用手机的习惯，提供界面翻页式浏览体验，包含丰

富的商品信息。用户若需知晓其他内容，可咨询客

服。同时，平台内能查看物流信息，供用户通晓物

流进度。 

移动网购模式的购物场景更具有应变力。以商家

的角度，可以通过虚拟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具体的商品

信息，不必租赁店铺，无需雇佣多名服务员，也不用

安置监控。以消费者的角度，通过移动端就能实现浏

览商品、确认购物订单、进行移动网络支付以及查询

物流信息完成网络购物的操作[3]。总之，移动网购模

式摆脱实体店的购物局限性，优势是有目共睹的。 

2.2  展示方式屏幕化 

移动网购屏幕化的展示方式，为用户带来视觉感

官型购物体验。移动网购呈现的商店、商品以及商品

信息都由平台递送，展示方法多元且信息详细。一是

商家提供多方位的平面展示效果图，能够保存和放

大；展现动态立体视频，有助于消费者进一步认识商

品。二是商品的名称、价格、评论等内容都可视化，

支持用户点击、翻页、滑动等操作。 

由于移动网购平台与平台商店的数量逐渐增加，

使平台之间、商店之间产生了竞争。平台页面内容倍

受重视，页面视觉效果的优劣，不仅决定了消费者的

第一印象，也在整个网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4]。于是，平台与商家都十分注重界面设计视觉感、

信息传达准确度、商品展示效果，引导消费者购物。 

毫无疑问，智能手机让屏幕化的购物方式得以盛

行，但手机屏幕尺寸限制商品的展示效果。因此不论

是手机屏幕的展示方式，还是屏幕的尺寸与像素密

度，皆会影响购物观感。 

2.3  购物时间自由化 

移动网购让消费者无须受限于传统购物时间，而

是享受自由化购买体验。传统购物不仅要安排外出时

间段，还占用大量时间，并且，实体店都有规定的经

营时间点，令购物受到约束。此外，很多人的购物时

间被外界因素所束缚，例如上班族只能在周末抽空外

出购物；还有农村地区或偏远地区，购物条件也受

限制。  

移动网购的购物时间不必特意安排，平台内的商

店支持 24 h 浏览，消费者可以自主进入平台选购。

对于消费者来说，购物时间自由化为生活带来便利，

他们不必因为实体店的经营时间，而限制自身的购物

行为。 

毋庸置疑，移动网购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购物，并

高效利用碎片化时间，比如下班后等地铁、闲暇无聊

的时候……简而言之，移动网购具有购物时间不受限

的优势，为购物减负也让体验增值，这是吸引众多忠

实用户的要素。 

2.4  消费群体无界化 

全新的购物方式，让消费群体不再有界限。一方

面，近年来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趋于上升态

势，许多跨境移动购物平台受经济全球化影响，促进

网购无界限化的进展。移动网购模式不断扩展消费群

体范围，也拓宽了出售路径，使世界各国商品销售没

有界限，让产品销售地点不仅限于单一区域。另一方

面，无界化让农村地区或偏远地区取得发展机遇，许

多农民通过电商平台出售当地特产，为农业创造发展

时机，实现脱贫致富。 

从商家角度来看，所面向的消费群体扩大，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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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许多销量，也会获得更多收益。从商品供应方角度

来看，商品能够出售至全国各个地区甚至是世界各

地，使商品价值得以普遍传播。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因无界化而得到更多样的商品购买机会。显然，移动

网购模式在打破传统界线的同时，增加用户并开拓出

售途径，让消费者持有诸多选购条件。 

2.5  到货模式快递化 

移动网购快递化到货方式促成便利式购物，正适

应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对于平台内的任何角色都具有

积极作用。 

以消费者的角度，享受零距离购物与短距离提

货，又出于快递柜的普及，让收取快递更加自由。以

平台商家的角度，因快递行业的发展，带动商品出售

效率，从而间接推进自身行业。以设计师的角度，快

递包装设计不再局限于基本功能的实现，更应秉承现

代化快递包装设计理念[5]。例如拉链纸箱见图 1，解

决过去开箱难与体验差的问题，使开箱操作简易。 

以快递员的角度，在获得收益的同时，既为商家

顺利运输商品，又完成给用户送达货物的任务。此外，

有些平台针对消费者与快递员而推出相应的 APP，例

如菜鸟裹裹、菜鸟包裹侠 APP 界面见图 2，两者目标

用户分别为消费者与快递员，界面功能区分突出且具

有引导性，提高双方操作效率。总之，移动网购平台

内的商品受快递化作用而高效流通，促进行业发展。 

3  移动网购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移动网购模式对产品设计具有引领作用以及启

发意义，包括改变表达方式、改良开发周期、提高用

户满意度、增强体验感这几个方面，为产品设计更好

地适应移动网购提出设想。 

3.1  改变产品的表达方式 

移动网购改变了产品的呈现方式并影响产品设

计。过去产品为实物、静态、可选类型单一；而现在，

产品是虚拟的、动态的、可选类型多样的。相对于过

去商家注重立体实物商品的表现效果，移动网购运行

下的售买空间将表现形式转变为虚拟化：对商品细节

图、不同角度的展示效果图要求高；VR 技术让消费

者可在线上模拟商品使用场景。显而易见，移动网购

模式使产品设计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移动网购模式对产品设计的改变，体现在智能手

机更迭变化上。智能手机在互联网与用户之间发挥着

重要作用，其更新趋势通常在于性能的优化升级，或

者对屏幕、手机后盖、摄像头以及色彩方面进行创新。

手机屏幕尺寸大体呈扩大趋势，且屏幕的像素精度也

愈加提高，为用户的视觉体验感加分。例如华为 Mate 

Xs 可折叠全面屏智能手机见图 3，既能够展开为 8

英寸的全面屏，让屏幕观感更佳；又可以将屏幕一分 

 
 

图 1  拉链纸箱 
Fig.1  Zipper carton 

 

 
 

图 2  菜鸟裹裹、菜鸟包裹侠 APP 界面 
Fig.2  The Application interface of Cainiao Guoguo  

and Cainiao Baoguoxia 
 

 
 

图 3  华为 Mate Xs 
Fig.3  HUAWEI Mate Xs 

 
为二，支持两个任务界面同步执行，并且一个应用同

步开启两个任务界面也互不干扰，让用户能够在浏览

商品时，进行便捷的对比挑选，为移动网购过程提供

最优的购物方案。同时，受到 COVID-19 影响，许多

家居产品行业更改产品展示方式，比如宜家家居实现

线上渠道展销商品，满足消费者在移动网购平台随时

随地购物的需求。 

在产品表达方式多样化的影响下，可以将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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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单一的平面化转成多元的立体化，不论是产品

的外观、功能、色彩等内容，都能由外在信息传达内

在核心。在产品设计环节要创新表达方式，增添新的

形式来填补市场需求空缺；在网络销售环节要提高产

品的空间视觉效果，从直观角度表达产品的真实面

貌。众所周知，移动网购模式下的产品种类更加多样，

导致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大幅提升，这就

要求产品设计要敢于提出合理的新设想，以优化产品

表达方案，从而促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产品在移动网购模式下竞争激烈，各类产品风格

应运而生，并且用户需求趋向多元，不再仅仅满足于

功能。因此，产品被注入其他设计特性以满足用户，

比如具有趣味性的产品会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

让使用者开心并放松心情[6]。总而言之，产品设计师

应当创新表达方式，从而有效传达产品讯息。 

3.2  改良产品的开发周期   

改良开发周期有利于提升效率。由于移动网购模

式下的市场易变动，导致产品之间存在诸多竞争。为

了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移动网购平台，还

是市场内的产品，皆需采取措施以适应市场要求。 

调研与反馈是移动网购产品开发的必要环节，大

数据思维也逐渐颠覆了传统产品开发设计的流程和

模式，数据挖掘、分析、筛选、应用的能力成为产品

以及商业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7]。较为常见的产品开

发模式：平台先调研用户以及市场，而后再根据所得

信息驱动产品研发，过程中要接受多次检验，之后整

理测验数据改进产品，在投放市场后召回反馈以指导

优化。从调研方面看，以往方式受条件限制，主要采

用纸质问卷、走访、座谈等；如今因手机用户广泛，

多借用手机调研，比如制作电子版问卷。从反馈方面

看，现在用户收到商品即可进行评价，商家能第一时

间取得反馈信息。 

众筹区别于传统产品开发模式，使开发环节可以

反向进行。众筹作为全新的商业模式，是指通过网络

将大众资金聚集起来投资和支持由他人或组织发起

的项目[8]，为更多产品创造市场。其一，设计项目投

入众筹平台后，可获得消费者的反馈与资金再进行生

产，有效降低风险；其二，消费者可以跟进项目进度

并即时反馈，为项目建言献策。现如今有许多家居品

牌运用众筹平台推广产品，以京东众筹平台的智能宠

物产品为例，智能宠物机器人见图 4。这款智能宠物

机器人虽还在众筹中，但已完成规定时限内的目标，

另外页面信息栏的故事、回报、报告以及评论，供消

费者了解详情与交流反馈。 

产品的设计过程要从市场与用户的角度制定相

关的开发方案，在前期收集相关信息时，可以有效掌

握市场趋向与用户的潜在需求，将数据整合后定位开

发的方向，而产品开发的过程也要紧密联系市场和用 

 
 

图 4  智能宠物机器人 
Fig.4  Intelligent pet robot 

 
户，经过多层的检验最终获得设计成果。此外，开发

周期不仅可以通过优化来提高效率，也可以通过可逆

的开发手段来实现改良。由此可见，移动网购为产品

提供平台的同时，也改善了开发周期。产品开发不应

盲目求快、脱离用户、忽视市场，更多是以调研、反

馈来指引方向。 

3.3  提高产品的用户满意度  

用户满意度可以简述为用户对于产品设计结果

的意愿满足程度，是留住用户与培养忠诚用户的关

键。产品与用户密不可分，因为一款产品达到有用、

能用、易用或爱用，都是用户使用产品之后的直接反

应，所以要提高用户满意度首先得了解并掌握用户需

求、偏好和习惯。 

移动网购为众多产品创设销售平台，为更好地服

务用户而推出一系列举措，诸如用户调研、用户反馈

和售后服务等。以用户反馈为例，在应用市场内下载

移动网购 APP 可见其他用户的评价内容，一则为新

用户提供借鉴，二则为平台指导改进。那么，产品受

到移动网购的影响，自然颇有相似之处。产品是设计

师向用户传递信息的媒介，而提高用户满意度是设计

师的使命。过去消费者满足于一款产品有用、能用，

只要符合基本功能即可。但现在不同，用户需求多样

化、设计创意多元化、市场更迭高速化，令消费者开

始追求易用的产品，这类产品多是将细节与功能优化

升级。作为产品本身来说，达到用户爱用是更高的水

准，到这个程度多为使用舒适性、售后人性化等要素

的功劳，非但培养忠实用户，而且还间接吸引其他潜

在用户。 

用户满意度取决于产品的目标质量层级。首先，

产品调研分析位于第一位置作为设计活动的开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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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要细化设计调研过程，从中认识用户需求以达

到基本层。其次，完善用户反馈机制，例如移动网购

平台的商家建立商品反馈栏，知晓用户的真实反响与

产品期望，及时发现不足并推进研发升级达到期望

层。最后，注重产品售后服务，消费者对某一品牌价

值的意识是通过产品提供和产品服务来体现的[10]，要

确保有效处理运输、安装等环节，提供优质服务而达

到魅力层。 

产品的用户满意度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开发过程

中对于用户信息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受用户的产品

使用反馈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了产品与用户之间存在

的关联性，在前期的用户调研、中期的体验跟踪、后

期的反馈与售后中，通过数据分析寻得用户的痛点，

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到召回体验反响与剖析反馈

的数据，之后采取优质的售后服务，都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贴近用户对于产品的整体期望。综上，为提高

用户满意度，要将用户放在首位，并让用户参与设

计流程。  

3.4  增强产品的体验感   

产品体验感是用户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感知反馈，

也是产品获得用户青睐的关键因素。提升产品体验感

需要设计师深入了解用户体验的相关内容，诸如用户

的需求、期望、心理等要素。与此同时，移动网络影

响下的产品层出不穷，使用户从功用满足转而注重产

品情感体验，因此要设计符合用户情感需求的产品。 

好的体验能减少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距离感，兼之

增强两者间的联系。移动网购平台创新购物体验形

式，既便捷又高效，致力于满足新的需求层次，因此

拥有许多忠实用户。例如得物 APP 的 AR 虚拟试穿

功能，解决传统网购无试穿体验的难题，通过虚拟设

计增强现实体验感。由此，移动网购行业的体验革新，

不仅顺应市场发展，也让商品深得人心。 

产品设计同样要关注体验感的重要性，美国认知

心理学家唐纳德 ·A·诺曼通过研究将设计分为本能

层、行为层和反思层[11-12]。首先，本能层设计是用户

对于产品感官元素的直观感知表现，由产品的造型、

色彩、材质等引发的第一印象，触及较深层次的思维

意识。应用虚拟设计可以将线下商品的元素呈现给用

户，例如太平洋汽车网的 VR 看车，实现消费者足不

出户也能切实体验。其次，行为层设计是用户与产品

之间互动产生的体验反响，包括产品的功能、可用性

和易用性，例如 Poseidon 智能浴室镜，见图 5。主要

用于个人卫生、护肤和家庭健康，其功能包括：AR

美妆、AR 刷牙游戏、AR 与 VR 辅助面部护理等，重

新定义产品并增强体验感。最后，反思层设计是产品

与用户在思维与情感层次的交互，是以产品为媒介传

递情感，将用户带入深层次思考而引发情感体验。综

上所诉，不论是本能层，还是行为层与设计层，都有

制造最佳体验感的契机。 

 
 

图 5  Poseidon 智能浴室镜 
Fig.5  Poseidon smart bathroom mirror 

 
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是表层的功用体验的衍生，产

品通过用户最本质的需求发掘出能够打动用户的体 

验设计，主要在满足功能体验的基础上，引用创新且

奇特的设计手法，可以从“五感设计”中用户的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打造新颖的体验感。先从

用户调研与反馈数据中整理分析，然后在其他产品的

新型体验设计上进行探索，并从中得出适合自身的设

计方案，最后借鉴理论知识展开创新设计。总体来说，

利用新的方式强化用户的产品体验感，有利于达到产

品与用户间的动态平衡。 

4  结语  

移动网购平台与产品设计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平

台使产品获得更加广阔的销售渠道，而产品给平台带

来收益。但随着众多产品涌现市场，竞争也随之剧增，

用户对于产品的物质需求进而演变为情感需求。于

是，家居产品设计在参考移动网购模式之后，不仅要

以用户为中心来创新表达方式、优化开发进程以及提

升满意度；而且要重视用户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强产

品与用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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