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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近几年女性群体频频发生外出遇害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女性安全问题，设

计适合女性外出情况下的安全防护产品，达到防范侵害实施和进一步制止犯罪意图的目的。方法 按照

用户需求层次分析产品设计流程，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用户访谈的方法采集数据，从中筛选出典型用

户；其次，分析总结典型用户的生活形态、居住形式、性格特征、用户需求的数据，形成用户结构分类

表。建立用户需求层次分析模型，构造用户需求层次分析下各因素评价指标。量化用户需求中各因素层

的重要性指标；最后，提取出女性用户在安全防护产品中的重要需求因素，进而将其应用于产品实践中。

结论 针对女性外出安全防护问题进行讨论及研究，在系统的设计流程中，结合用户需求层次分析的方

法，将分析结果运用于产品设计实践中，设计更符合女性用户需求的安全防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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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omen have frequently been murdered outside,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society. In view of women’s safety problems, the safety protection products suitable for women's going out are de-

signed, so as to prevent the infringement and further stop the criminal inten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users’ demand level. Firstly, data a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user interview, and typical 

users are selected. Secondly, the data of their life style, living form,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users’ demand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o form a user structure classification form.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 of user 

demand is established,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each factor are constructed. In addition, the importance indicators of 

each factor level in users’ demand are quantified. Finally, the important demand factors of female users in safety protec-

tion products are extracted and applied in product practice. The study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safety protection of women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system design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of user requirements, the 

analysis results are applied to the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so as to design the safety protection products that furth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women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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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女性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2018 年 5 月一空姐深夜被网约车司机伤害致死

事件引起社会巨大反应；2019 年 9 月，陕西一女子

夜跑被抢劫。频繁出现的侵害女性的犯罪案件，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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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女性群体的恐慌，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力也造成

极大危害。许多女性在受侵害后选择隐忍，导致大

量的侵害事件未被及时立案 [1]，这种伤害往往给女

性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和痛苦，甚至还会付出生命

的代价。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 5 个层次，其中安全需求

属于基本需求。针对女性在外出时的安全防护问题也

逐渐受到重视，女性群体不仅关注防护产品的实用

性、易用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关注产品的智能化和美

观度。根据以上需求，市场上也出现了基于女性安全、

情感需求的软、硬件产品，如警用防护产品：防狼报

警器、防狼喷雾、防卫手电等硬件产品；普通防护产

品：怕怕 APP 等防身软件产品。之所以没有大量地

被女性群体所使用，是因为其产品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一些产品属于警用范畴，自身重量、体积较大，不

可以随便使用，不方便携带，隐蔽性不强；一些普通

防护产品在紧急情况下可产生一定效果，但是无法进

一步求救，获得他人援助。因此有外出需求的女性群

体随身携带防护产品的比例较少。针对上述问题，结

合女性用户群体的需求，设计一款便携、有效、隐蔽

性强的女性安全防护产品，满足女性外出时对自身安

全的需求。 

1  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方法 

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研究流程见图 1，共分为 3

个步骤[2]。 

1）用户调研。通过相关调查报告与文献，对课

题进行案例、行为、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将案例分析

和相关调查报告统计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影响安全防

护产品设计的相关因素。 

2）定性结合定量分析。通过第一步的用户访谈

和问卷调查，总结梳理犯罪行为中的不可抵抗因素。

之后运用人物角色法和情景分析法，总结用户行为特

征并进行分析，结合 AHP 层次分析法，得到用户需

求权重，发现产品的痛点与机会点。 

3）方案设计与评估。通过前期的桌面分析和定

性结合定量分析，总结出女性在安全防护产品方面的

需求，并进行相应的产品设计与设计方案分析。 

2  女性安全防护产品设计要素分析 

2.1  问卷样表数据采集 

问卷调查是有效直接的统计方法。通过对问卷数

据的统计分析来了解女性对户外安全防护产品的需

求状况，结合女性特性变量中年龄、生活形态、工作

状况和居住状态，发现用户对产品的心理需求、物质

需求差异。为了使问卷结果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在

问卷中以经常外出的女性为主要目标人群，所涉及的

问题主要围绕使用过的防护产品的意见和感受。结合

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生活形态、审美情感 4 个维

度的划分，发出 63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3 份。确

定目标人群为 18~35 岁年轻女性，基于调查样本的平

均年龄为 26.2 岁，总体年龄标准差为 4.99。  

2.2  问卷结果统计 

从 43 份有效问卷样表的结果得出关于易受侵害

的女性群体有以下特点：37%的女性安全防御意识较

好，了解安全意识和自救方法，但是在面对危险时，

不知道怎样准确有效地防止受到侵害。问卷中“在外

出时会准备安全防护用品”一题的评价 1—9 分，15

人会准备安全防护产品；42%的用户认为产品一定要

方便携带，隐蔽性强。“安全防护产品可穿戴重要性”

一题评分 1—9 分，有 18 人填写 6 分以上，平均分

7.31 分，认为安全防护产品设计为可穿戴设备重要；

86%的用户认为防护产品的功能应该满足不同场合

的自救。问卷中“遇到突袭危险时智能报警重要程度”

一题评分 1—9 分，有 38 位用户评分 9 分，认为智能

报警功能重要；4%的用户不会携带防护工具，认为

会对自身的安全造成威胁，并且携带非常不便。“安

全防护产品的外观尺寸和重量的重要程度”评分 1—

9 分，31 人认为重要。 

2.3  典型用户访谈 

为了进一步观察女性用户群体在外出时对安全

防护产品的真实需求，验证问卷样表的有效性，从

43 位有效用户中挑选出 5 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用户

进行入户访谈跟踪拍摄。针对 5 位典型用户的生活形

态、居住环境、性格特点、用户期待进行了分析整理，

典型用户的需求分类及分析见表 1。 
 

 
 

图 1  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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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用户的需求分类及分析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ypical user 

人群分类 生活形态 居住形式 性格特征 用户需求 

用户 1 

在校大学生 

家在本地的大学生，以学校周边和家

为主要活动地点。白天上课，晚上会

和同学外出娱乐，周末有兼职，超过

23 点后不能回学校。 

周末和父母在一起居住，周一至周

五住学校，一般出行时间为 18~21

点。 

兴趣广泛 

个性脱俗 

感情用事 

便携 

舒适 

色彩丰富 

用户 2 

私企白领 

朝九晚五的生活，下班后夜生活丰富，

如逛街，唱歌，吃饭，夜跑等 

独自居住，工作日乘坐公共交通出

行，不定时加班，无工作时会与朋

友约会。 

敏感多疑 

不善言辞 

优柔寡断 

隐蔽性 

智能 

美观 

用户 3 

服装店主 

工作时间、业余时间不固定，独自出

行时间多，晚上应酬较多，活动几率

高 

与家人居住，一般独自出行较多，

活动范围较大。 

人格独立 

经济独立 

坚定睿智 

便携 

美观 

用户 4 

家庭主妇 

独自在家时间较长，多在白天出行，

晚上活动较少。 

和家人居住，周末与家人出行，日

常独自出行，活动范围较小。 

缺乏主见 

不善交际 

行事谨慎 

简便 

安全感 

品牌 

用户 5 

酒店服务员 

工作地点固定，工作时长较长，工作

时间至晚间 22 点，业余时间不固定 

与他人合租，一般结伴出行或独自

出行，活动范围适中 

安全感低 

自信好强 

隐蔽性 

功能 

安全感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用户需求是多层次的，不仅

局限于功能层次方面，还包括心理和主观感受等方

面 [3]。5 位用户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独自外出的情况，

其中 4 位夜间出行的频率较高；独自居住和与他人合

租居住；5 位用户的职业、年龄、活动范围、性格等

特征鲜明，对安全防护产品的需求有隐蔽性、安全感、

便携、智能等。5 位典型用户的真实生活跟踪采访结

论与问卷结论一致。在验证问卷有效性之后，进一步

使用 AHP 用户需求层次分析法，分析 43 位女性用户

对于安全防护产品的需求。 

3  建立用户需求层次分析模型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 SAATY 提出

的，是指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

方案等层次的方法[4]。 

3.1  建立用户需求因素层次分析模型 

首先通过典型用户访谈进行用户需求的词汇分

类，采用杨保安和张科静定义的层次分析法[5]，以女

性安全防护产品的用户需求因素为目标层；外观因

素、功能因素、感知因素为准则层；从典型用户访谈

表中的用户需求词汇中提取 9 个感性词汇作为准则

层。从而对产品进行外观、功能、感知 3 个方面的设

计指导[6]。女性安全防护产品的用户需求因素层次分

析模型见图 2。 

3.2  构造判断矩阵 

3.2.1  层次结构一致性检验 

层次结构反映因素之间的关系，但准则层中的各 

 
 

图 2  女性安全防护产品的用户需求因素层次分析模型 
Fig.2  The model of AHP for the women’s  

safety protection products 
 
表 2  用户需求因素的 9 个重要性等级的含义 
Tab.2  The meaning of 9 importance levels of  

the demand of users 

标度 含义 

1 Ci 元素和 Cj 元素的影响相同 

3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稍强 

5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强 

7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明显的强 

9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绝对的强 

2,4,6,8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之比在上述两个相邻

等级之间 

1,1/2,…,1/9 Ci 元素比 Cj 元素的影响之比为上面的互反数

 
准则在目标衡量中所占的比重在不同决策者的心目

中并不一定相同[7]。按照层次分析法，目标层、决策

层和评判指标层进行两两比较。一般来说在 7±2 范围

内比较合适，以 9 为限，用 1—9 尺度表示它们之间

的差别[8]，用户需求因素的 9 个重要性等级的含义见

表 2。并且在比较时，做 n(n－1)/2 次两两判断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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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矩阵阶数为 1—9 的 RI 取值 
Tab.3  RI value with matrix order from 1 to 9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表 4  用户需求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Tab.4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under the total user demand factor 

 外观因素 功能因素 感知因素 权重 一致性指标 CI 检验系数 CR 

外观因素 1 1/3 1/2 0.1634 

功能因素 3 1 2 0.5396 

感知因素 2 1/2 1 0.2970 

0.0046 0.0079<0.10 

 
表 5  外观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Tab.5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under the appearance factor 

 品牌 舒适 美观 权重 一致性指标 CI 检验系数 CR 

品牌 1 1/4 1/2 0.1365 

舒适 4 1 3 0.6250 

美观 2 1/3 1 0.2385 

0.0091 0.0158<0.10 

 
表 6  功能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Tab.6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under the functional factor 

 便携 智能 简便 权重 一致性指标 CI 检验系数 CR 

便携 1 1/3 3 0.2583 

智能 3 1 5 0.6370 

简便 1/3 1/5 1 0.1047 

0.0193 0.0332<0.10 

 
必要的，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各种

不同方面的反复比较，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排序，矩

阵阶数为 1—9 的 RI 取值见表 3。 

用户需求的层次分析因素分析是将同一层级的

影响因素就上一层级，让测试用户根据上级因素的重

要性在给出的因素中做出重要性评价。由于参与测试

的用户对因素进行两两比较时有可能会出现自相矛

盾的现象，所以再进行层次单排序检验一致性。检验

的步骤如下： 

1）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1
max n

CI
n

 



 （n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1) 

一致性指标 CI 是衡量判断矩阵 A 对其主特征向

量 W 中原构成的矩阵偏离程度的一个尺度。 

2）定义随机一致性指标均值 RI：对 n=3－9 阶，

经过计算，可以分别得出它们的 RI，考虑到 1,2 阶判

断矩阵总有完全一致性，其 RI 的数值自然为 0。表

中 n=1,2 时 RI=0，是因为 1,2 阶的正互反矩阵总是一

致阵。 

3）计算一致性比率 CR： 

CICR
RI

   (2) 

对于 n>3 的判断矩阵 A，将计算得到的 CI 与同

阶（指 n 相同）的 RI 相比，两个的比值即为 CR，当

比值小于或者等于 0.1（即 CR<0.10）时认为 A 的不

一致程度在容许范围之内，则表示通过检验；当比值

大于 0.1 时，则判断矩阵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就需

要对判断矩阵做适当的修正并继续检验直至通过。 

3.2.2  需求层次计算排序 

测试小组由上述 43 位有效用户组成，根据指标

体系，通过焦点小组结合用户调研中的咨询法问卷调

查，并做出决策。分别对指标目标层、决策层和评判

指标层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然后对打分结果再进行

内部的讨论和归纳，得到两两判别矩阵，并通过一致

性检验方法得出合理结论，用户需求因素层下各个评

价指标的权重值见表 4，外观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

的权重值见表 5，功能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值见表 6，感知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见表 7，

用户需求层次分析因素各综合判断矩阵权重值见表 8。 

经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各因素层判断矩阵评价指

标检验系数均小于 0.1，说明测试小组对用户需求层

次因素通过一致性检验 [9]。其中对决策层的重要程

度进行排序，分别为：功能因素>感知因素>外观因

素，说明功能因素对于女性安全防护产品设计较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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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感知因素层下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Tab.7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under the perceptual factor 

 色彩 隐蔽性 安全感 权重 一致性指标 CI 检验系数 CR 

色彩 1 1/4 1/3 0.1260 

隐蔽性 4 1 1 0.4579 

安全感 3 1 1 0.4161 

0.0046 0.0079<0.10 

  
表 8  用户需求层次分析因素各综合判断矩阵权重值 

Tab.8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factor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综合权重

品牌 0.1365 0.022304

舒适 0.6250 0.102125外观因素 0.1634 

美观 0.2385 0.038971

便携 0.2583 0.139379

智能 0.6370 0.343725功能因素 0.5396 

简便 0.1047 0.056496

色彩 0.1260 0.037422

隐蔽性 0.4579 0.135996感知因素 0.297 

安全感 0.4161 0.123582

 
评判指标层中功能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中，分别

为：智能>便携>渐变，说明在功能因素中产品智能程

度较为重要；感知因素中的重要性排序中，分别为：

隐蔽性>安全感>色彩，说明在感知因素中产品的隐蔽

性较为重要；外观因素层的重要性排序中，分别为：

舒适>美观>品牌，说明在外观因素中产品的舒适性较

为重要。 

4  基于用户需求的女性安全防护产品的设

计实践 

4.1  用户需求层次因素重要性指标的应用 

将 AHP 用户需求层次分析中各因素重要性指标

权重，应用于女性安全防护产品设计中，女性防护产

品设计实践见图 3。 

4.1.1  对功能因素的需求 

女性防护类产品的功能应符合智能防护产品最

主要的特性。首先，用户对产品的认可建立在功能有

效的基础上，因此在女性智能安全防护产品的功能设

计上，除了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外，还要加强产品的

有效性和易用性设计，如智能报警、实时定位、语音

等功能。其次，为了使产品方便携带，优先考虑可穿

戴智能产品，并且不让用户被科技所束缚[10]。在交互

过程中，减少逻辑复杂的设计，强调简便的体验感受，

遵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 

4.1.2  对感知因素的需求  

通过感知因素对用户安全感的心理需求，对审美 

 
 

图 3  女性防护产品设计实践 
Fig.3  Design of women’s safety protection product 

 

 
 

图 4  手环功能分配 
Fig.4  Bracelet function distribution 

 

的认知和主观偏好总结了用户对安全防护产品的需

求。产品要尽量小巧，使产品不易引起犯罪人群的注

意，提升其隐蔽性。女性在独自外出时，更希望安

全感可以得到增强，在遇到危险时可以有外力对其

进行援助。在女性遇到危险极度害怕、恐惧、无望

时，更需要一个可以针对不同情境，提供不同解决

办法的产品，在潜意识中获取逃离希望，在心理上

提供支撑。 

4.1.3  对外观因素的需求 

在外观因素方面，基于女性审美需求，产品轮廓

采用曲线元素，它具有圆润、柔和的意义[11]。使用操

作和触感舒适，材料选择安全耐用、轻便舒适的材料。

在佩戴使用的过程中与用户的情感达成共鸣。 

4.2  女性防护产品设计 

4.2.1  功能设计 

手环功能分配见图 4，以手环为例，手环样式分

为报警器及底座。产品结构见图 5。正常佩戴时相互

组合在一起，报警时迅速分离报警器部分，即启动定

位、语音录音录像、关键词报警和实地语音对话模式

设置在底座中的功能。报警器根据用户自定义的时间

开启鸣响和爆闪功能。如女性被困入行进中车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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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产品结构 
Fig.5  Internal plan 

 

 
 

图 6  色彩搭配 
Fig.6  Color matching 

 

置 30 秒报警空档时间，避免激怒罪犯，给逃生争取

更多时间。增加鸣响和爆闪功能，爆闪在夜间的效果 
 
 

较明显，配合蜂鸣声吸引附近路人；增加录音录像功

能，在女性报警之后，紧急联系亲属或警方，可以快

速了解女性遭受危险的程度以及周围环境，并且为后

期提供犯罪证据。 

4.2.2  感知设计 

色彩分别有金红、金黄、金蓝、金黑、金白 5 种

搭配方式，色彩搭配见图 6。满足女性携带方便，佩

戴时与其他首饰相似的隐蔽性需求。以可穿戴产品为

功能载体，采用手环、项链及胸针 3 种产品形态，产

品造型小巧，三视图见图 7。携带、佩戴方便，隐蔽

性强。 

4.2.3  外观设计 

外形采用韭兰花的形状，对韭兰花外形轮廓进行

提取，外观演变过程见图 8。寓意女性就像是没有开

花的韭兰花一样，生性柔弱，但是遇到苦难时生命力

极强，临危不乱、勇敢坚强。产品采用彩色硅胶搭配

金属，佩戴时舒适感强。 

 
图 7  三视图 

Fig.7  Three view drawing 
 

 

 
 

图 8  外观演变过程 
Fig.8  Appearance evolu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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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基于用户需求层次分析模型，对女性用户需求进

行整理和排序，对安全防护产品设计需求因素进行权

衡筛选，从而进一步对女性群体需求进行量化，确定

最适合用户的产品设计因素组合，并将所得出的结论

应用到设计实践[12]。以女性的视角，设计满足女性用

户需求的产品，达到让女性群体外出时减少安全侵害

的风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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