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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现有产品设计在功能创新与产品采纳等方面的问题，基于创新扩散理论，以产品的功

能、观念等方面及迭代策略方法为研究对象，创造和优化颈椎枕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以智能助眠颈椎

枕产品设计为实验样本，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归纳产品创新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将产品的设计及优化方

向纳入核心功能、用户体验、应用场景创新等不同优化路径，并在用户群体中划分出具有强扩散倾向的

用户群体，根据其需求制定不同迭代策略，从而获得不同优化策略的细分迭代产品并投放市场进行扩散

检验。结果 将 2 类不同产品线的迭代产品进行交叉对比验证，发现了总采纳比原产品提升了 15.8%。

同时对潜在用户群体进行针对性扩散实验结果，显示出显著的扩散潜量边界突破的表达。结论 探索了

以创新扩散为目标的设计思路，在颈椎枕产品优化设计中的应用。提出了“扩散特征表达需求，并驱动

创新，而后影响创新采纳效果”的产品设计模式。证明了根据扩散过程的信息反馈进行的产品迭代，提

升了用户的新增采纳概率和模仿采纳概率。同时验证了以创新扩散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设计策略研究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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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product design in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 adoption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existing new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opti-

mizes the cervical spine pillow product design metho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 function, concept and iterative strategy. 

Taking the intelligent cervical pillow product design as the experimental s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r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ntegrates the product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into different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core function, user experience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 

innovation, divides the user groups with strong diffusion tendency, and formulates different iterativ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hus, the subdivided iterative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obtained to put on the 

market for diffusion test. The iterative products from two different product lines are cross compared and verified, and the 

total adoption is improved by 15.8%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argeted diffusion ex-

periment results of potential user groups show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of diffusion potential boundary breakthrough. The 

design idea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the optimal design of cervical pillow products was explored. The product design 

mode of the "demand- innovation-adoption" is put forward.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oduct iterat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feedback of the diffusion process improves the user's new adoption probability and imitation adoption probability. At the 



258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5 月 

 

same time, the feasibility of product design strategy research guided by innovation diffusion demand is verified. 

KEY WORDS: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mechanism; iterative innovation 

颈椎枕作为一种具备颈肩部生理曲度支撑及矫

正功能的助眠产品，其作用已经被运动康复领域证

明[1]，形成较为稳定的产品基础构型，并在基础构型

上衍生出不同的具体产品形态，以适应多样化的市

场[2]。近年来随着自动化控制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深

入，具备睡眠数据监测、自动高度调节、自动睡姿代

偿纠正等自动化功能的智能颈椎枕成为了一个新的

产品发展方向[3]。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其

创新被认可接受的问题。由于综合了传统的康复保健

产品与智能数字产品的多重特征，因此在其产品定位

及相应的优化设计方向上也存在侧重于提升智能模

块性能，以达到丰富使用体验是目的，抑或对产品材

料、结构设计等核心要素进行优化，以实现功能性升

级等不同优化方向的选择问题。而不同优化策略指引

下的产品，在面向市场选择时同样意味着用户对其认

知和定义的不同。即这是一种像电动按摩座椅一样，

具有附加体验的传统康复保健产品；还是一种如智能

手机等传统通信工具一般，新的生活方式的产品化体

现。不同的优化设计方向将显著影响创新产品被接纳

的程度及后续产品体系的发展进程。而对未来产品采

用何种创新策略，其成效不仅反应在消费者的接纳程

度上，更受到改造所需投入成本、价格等综合因素的

制约，因此是产品设计、生产及市场等环节所共同面

临的抉择与挑战[4]。 

若将上述问题中的矛盾双方——设计与市场，定

义为创新和创新采纳，则可将此类问题纳入创新扩散

的理论视野进行讨论。该理论为在一般社会或特定人

群中被接受的效率过程及作用原理的研究提供了一

定基础。同时，通过接受者对创新的反馈，也可以有

效指导后续迭代创新的方向。因此，文中尝试以智能

颈椎枕产品为例，探讨根据不同使用者人群对基本创

新形态的反馈。从而明确特定类型的使用者对不同产

品的需求特点，进而指明后续产品的迭代创新方向与

勾勒未来使用者群体的基本特征。此研究的基本思路

是从智能颈椎枕的基本型号出发，在基础功能、用户

体验，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不同创新策略的产品试

制，并通过对不同假定目标群体进行产品投放测试，

从创新产品的扩散效果对不同的创新路线进行扩散

效能的预测与实际投放比较。一方面测试创新扩散的

理论工具对不同产品创新形态的扩散效能预测的有

效性，另一方面可以为现有产品的创新方向决策提供

预测及参考。 

1  相关理论研究 

创新扩散理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提出，用对

创新的方法、技术、观念，以及相应的产品在社会系

统中的传播、接受，即扩散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的研

究及基于扩散的创新机制研究。当前主要面向这 2 个

方面进行研究。 

1.1  扩散机制研究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认为一项创新扩

散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社会系统对创新方法的理解与

接纳，社会系统的个体间对接纳这种创新行为的模

仿，即创新得以传播的社会体系因素。与之相关的代

表性的理论是由约瑟夫·A·熊彼特通过技术创新扩

散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机制研究而引发的技术创

新 扩 散 理 论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TID）。而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1960

年）则对技术创新与内生扩散因素的关联进行了全面

的解释，提出了正向外生技术进步率假设，并推导出

技术创新成立的 2 个条件，即创新的来源和以后阶段

的扩散。解释了产品多样化[5]发展趋势的存在依据与

内在驱动因素。并且 Bass 等[6]构建了巴斯模型（Bass 

Diffusion Model）为创新的耐用消费品的市场扩散提

供了有效的描述和预测手段。在我国，王帮俊等[7]从

技术创新的视角将扩散体系各部分归纳为包含扩散

动力源、扩散株、扩散宿，以及扩散域的完整动力学

系统。不仅为研究独立产品的扩散方式界定了完整的

范畴，同时将创新定义为扩散的内生动力，为基于创

新扩散的设计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创新对扩散的影响 

创新本身会反作用于其所在的社会体系，成为推

动其自身在社会体系内不断发生扩散的重要驱动力。

Norton等[8]着重从代表性创新产品出发的实证研究为

基础，将同类产品的迭代因素引入机制范畴，从而构

建扩散模型。以此为基础，Mahajan等[9]将产品的多

代同质化竞争引入扩散体系，并证实了以功能迭代为

代表的片面创新活动等因素同样对市场等扩散环境

因素产生影响。而同时市场的变化也对创新行为本

身产生反作用 [10]，由此可以证明扩散对创新效能存

在影响，并通过一定市场反馈等机制对创新行为产生

作用。 

综合上所述，产品的创新与扩散呈现相互影响的

态势，面向产品的创新行为，不但主动改变创新扩散

的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发生改变，而这种改

变主要体现在创新的迭代方式和 终在产品上体现

的具体差异性。首先，创新需要以产品作为物质形态，

并通过社会系统的采纳与扩散得以实现。相应地，产

品功能升级、体验优化、乃至使用方式和使用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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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创新，也对产品的采纳与扩散效果产生显著的

影响。 

2  智能颈椎枕产品优化路径选择 

首先以创新扩散的过程为背景，基于设计创新在

特定社会系统范围内的扩散现象与行为建立参照体

系，针对设计活动中的创新性对具体产品与方法创新

的扩散机制展开。其次面向特定产品——一种智能颈

椎枕的再创新活动展开实证。探索新技术扩散过程中

的创新方法问题，主要包括创新方向、创新过程、创

新梯度等提出在当代技术、观念扩散环境下指导工业

产品设计更新的思路与方法。同时，将方法体系导入

产品线进行验证和调整。 后提出面向具体产品设计

的创新设计方法。 

2.1  颈椎枕产品设计构型  

智能颈椎枕的产品基本构形包括枕头本体、气管

和气路装置，枕头本体包括颈部支撑袋、仰卧支撑袋、

左侧卧支撑袋和右侧卧支撑袋，颈部支撑袋、仰卧支

撑袋、左侧卧支撑袋和右侧卧支撑袋均包括气袋或气

囊，气路装置包括气路开关、充气装置和泄气装置。

该智能枕通过充气装置和泄气装置给颈部支撑袋、仰

卧支撑袋、左侧卧支撑袋和右侧卧支撑袋充气或泄气

提供合适的颈部支撑力度，帮助颈椎恢复自然曲度。

还可以在仰卧和侧卧时自动调整枕头高度，提供舒适

健康睡眠。通过振动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的检测在打

鼾时推动头部转动，改善和停止打鼾行为[11]，见图 1。 
 

 
 

图 1  颈椎枕产品基本构型 
Fig.1 Basic configuration of cervical spine pillow products 

 

由产品构型可以看出，智能颈椎枕的属于传统产

品的创新形态。可以通过智能控制模块主动适应用户

的体征数据随机变化。但是在具体使用时，由于其产 
 

品特质的综合属性。用户在观念认知上更多地会将其

归类为智能化产品或电子类产品，并不会以传统助眠

用品的定义进行采纳，因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创新

形态在使用群体中的扩散。另外，由于一般观念认为，

对助眠类产品的采纳具有年龄敏感性，通常适用于中

老年群体，而中老年群体对电子类产品助眠的用途理

解有限。因此，其在使用群体中的扩散效能都有提高

的空间。 

2.2  智能颈椎枕扩散的问题 

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环境的综

合影响下，产品的创新（含功能、体验和观念等方面）

与扩散均呈现出扩散方式多样化，渠道多元化[12]等特

征。这就对原有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模型对现有的扩散

描述与预测的方式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相应地，创新

与产品的扩散作用机制，及其在特定产品生命周期中

的具体表现也更为复杂。以具体产品的创新型号——

GN06 型智能颈椎枕在产品扩散过程中，体现出主要

扩散数据层面的表征为信息扩散因素，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渠道的介入对产品的扩散效果存在显著影响。在

不考虑负面信息影响的环境下，移动互联网推广渠道

在市场渗透率、互联网广告流量转化率处于同类渠道

均值表达的情况下，均能在产品生命期中，于产品存

量消耗等指标上有较好的表达。对抽样型号 GN06 的

不同扩散渠道效能数据统计见表 1。 

由上述统计调查可知，移动互联网等渠道的信息

容纳程度比传统广播电视和卖场等渠道具有更广的

信息渗透能力，同时反向促使某一迭代形态的相对生

命周期变短。因而导致的产品线中对迭代频次的需求

陡增。即当一类产品推出时，移动互联网渠道比线下

扩散渠道的扩散增长，稳定达成时间更短，扩散效能

也相对理想。但另一方面，其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在短

时间内就达到饱和，以致无法实现创新产品的持续扩

散，且同类扩散方式也将同质化竞争[13]烈度进一步加

剧，并造成单一产品创新的潜在用户群体萎缩从而使

采纳者无法有效实现充分的个体扩散效应，这种现象

在直观上体现为产品生命周期的迅速缩短。在快速消

费品领域尚能体现为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但对研发投

入成本较大、生产周期较长的高创新程度产品来说，

过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则迫使生产者不得不进入下一 

表 1  颈椎枕型号 GN06 扩散渠道效能均值对照 
Tab.1 Comparison of diffusion channel efficacy of GN06 cervical pillow 

扩散渠道 
首件售出 

时间/d 

销售显著 

增长期/d 

销售稳 

定期/d 

数据记 

录期/d 

总销售 

量/件 

日均销 

量/件 

推广成 

本(元/d) 

单件推广成

本/(元·件–1)

移动互联网事件推广 1 5 5 12 112 151 9 345.9 100 000 10.7 

电商平台及网页 1 20 50 100 165 201 1652 6 000 5.8 

传统卖场 1 15 30 180 4 120 22.9 3 000 6.8 

其他推广 — 20 — 92 1 524 16.6 500 7.8 

注：表中—项为统计中各样本偏差值较大项，小于 1 的天数数值取 1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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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迭代，造成成本过高、功能性创新不足、性能不稳

定等对实质性创新的制约。因此上述问题可以简要归

纳为，在移动互联网等新型扩散渠道的作用下，产品

创新的扩散过程体现出显著的自限性趋势，而同时导

致创新的不良迭代发生。 

现有的创新扩散研究主要针对扩散机制模型的

优化，而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环节中诸因素对扩散的

影响，以及扩散结果对产品设计形态的作用机制等，

尚未形成直接关联。无法利用现有扩散理论或模型直

接引导产品的设计与迭代方案的制定，需要通过市场

扩散进程中获取的离散型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和逐项

优化，然后通过逐项优化方案所需的资源耗损程度进

行耦合，实现对 优方案的逼近，从而完成不完全的

迭代样式，并再通过市场扩散进行试错与验证。 

2.3  优化设计路线的提出方法 

目前智能颈椎枕产品扩散面临的障碍，主要反映

在产品创新和扩散域 2 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有不

同侧重的迭代产品以产品多样化方式，增强扩散系统

中的正向外生技术进步率。而如何确定精细化的迭代

策略，从设计视角进行创新优化是产品面临的首要问

题。此研究拟利用产品在扩散系统内的被采纳情况作

为参照，用于标明适合扩散的产品优化路径。具体方

法为：首先构建智能颈椎枕的产品扩散模型，明确智

能枕产品的扩散宿群体；其次通过扩散系统中的采纳

数量分布规则，对扩散域中扩散宿群体进行个体扩散

效能的划分；再次根据不同效能群体需求，划分优化

设计任务类型并明确优先级，从而制定不同迭代路线

并根据不同优化策略形成不同迭代的细分产品类型；

后将不同类型的产品面向相应扩散域进行投放，并

通过巴斯公式进行扩散效能检验。 

3  智能颈椎枕扩散影响模型的构建 

3.1  智能颈椎枕的扩散系定义 

此研究主要从扩散形态出发，根据智能颈椎枕产

品在市场环境中的扩散表现，以及各种产品迭代型号

的产品生命周期等因素作为产品优化及后续更新换

代的设计参照。通过对后续产品的市场表现进行量化

及对比等方式检验扩散效果对设计方式指导作用的

有效性，引入颈部枕产品所面向的市场环境下的扩散

效果；并探索产品属性与扩散效果的因果联系，从而

实现通过调整产品设计策略来影响产品的实际扩散

表现。并同时建立了颈椎枕扩散评价体系。 

研究首先将实验目标属性定义为耐用消费品[14]，

并根据 Bass 模型[15]中的主要扩散影响因素与设计因

素实现关联，见式（1）。 

t[ ]t t
Qn M N P N
M

     
          (1) 

式中：M 表示产品 大市场潜量；nt 表示当前时

刻采纳者的新增数量，其中 t 为当前时间参数；Nt 表

示累计采纳数量；P 表示新增采纳概率系数；Q 表示

模仿采纳概率系数。由式（1）可知，nt 与 Nt 的关系

为线性相关，因此可知新增采纳上升趋势，即 nt 将受

到 Nt，以及 M 的直接影响。而在实际产品扩散过程

中，产品的性能、外观等功能、体验迭代，以及通过

使用方式、应用场景等观念创新都会在累计采纳数

量、产品 大市场潜量等方面实现原有扩散系统的扩

展和累计采纳数的增值。并且，广义的产品设计创新

行为具体表现为产品性能、体验和观念层面的实际改

进，并 终体现为产品的迭代与更新[16]。因此，此研

究从相关的市场反馈与调查数据入手，实现了具体设

计目标与扩散系统中关键变量的线性关联[17]。 

3.2  扩散宿群体的划分 

根据创新扩散系统中的个体扩散效能强弱对用

户人群进行划分，并通过不同群体的产品适应性与改

进需求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产品迭代路

线制定，并根据相应产品迭代策略形成不同的产品

分型。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对采纳人群的基本划分原则，

结合实际产品的达成销售时间和总产品销售周期相

互参照，可以将售后调查人群划分为创新采纳者，早

期采纳者和早期采纳人群，晚期采纳人群和滞后采纳

人群。划分依据为：设产品扩散统计周期内的总采纳

数量为沿时间轴正态分布，则产品单一时刻总采纳量

在 2X  范围内分布，其中 X 为采纳均值，σ 为采纳

标准差，因此，在单一采纳统计周期中，各扩散阶段

的首次采纳规模表达为采纳人群规模，其瞬时总量变

化沿时间轴呈现正态分布，见图 2。 
 

 
 

图 2  不同采纳人群在关系采纳周期上的分布关系 
Fig.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adoption groups in the  

relationship adoption cycle 
 

在实际人群划分时，由于统计特征 -X  前后的

实际采纳行为节点分布密集，较难准确区分创新采纳

者和早期采纳者的界限，合并为创新采纳人群。当采

纳量接近 +2X  时的实际瞬时采纳分布较为稀疏，因

此在时间轴上当采纳量分布指标显示为 +X  之后的

用户纳入滞后采纳人群，具体采纳人群划分节点如下

关系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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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采纳人群划分表 
Tab.2 Distribution of adoption groups 

划分节点 用户人群属性 群体划分 

 
创新采纳人群 强扩散群体 

X   

早期采纳人群 较强扩散群体 

X  

晚期采纳人群 一般扩散群体 

+X   

 
滞后采纳人群 弱扩散群体 

 

3.3  扩散系中不同采纳群体的需求反馈 

针对现有 GN06 型颈椎枕的产品形式、功能、外

观、价格等关键属性进行产品售后调查。该调查采用

基于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发布调查问卷的方法，在现

有产品用户（即所累计采纳群体 Nt）中进行网络调查，

并采用优惠等激励方式进行次级扩散引导，共获取有

效页面访问 3 304 人次。对所有调查问题的有效反馈

均值为 83.94%。通过调查发现，现有用户群体中显

著的改进创新需求主要集中在功能和体验方面，并且

这 2 项改进诉求占比约为反馈总量的 61.2%，占总参

与调查数的 50.3%。同时通过页面转发被动统计可以

明显地表达出在该扩散系统下具备一定的自发扩散

趋势，即在无激励引导条件下，用户群体的自发扩散

率约为 2%，这与经典扩散模型中的 2.5%创新采纳者

比例趋同。而在扩散激励机制引导下，扩散率为 7%。

由此证明了用户的改进诉求对后续产品扩散的因果

关联。根据现有统计数据，选取与产品扩散强关联数

据，形成现有产品改进需求的总体分布，见图 3。 
 

 
 

图 3  现有产品改进需求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Improvement demands  

for existing products 
 

面向智能颈椎产品的智能化数字化创新属性，此

研 究 从 现 有 采 纳 用 户 中 分 离 出 总 人 数 占 比 较 低 的

20~40 岁的采纳人群，针对产品基本功能、价格适应

性、电子产品助眠、颈椎枕使用可能性、产品外观多

样性诉求等产品密切相关性因素进行了潜在用户群

体的需求调查。总有效反馈数为 1 251 项。由于采用

主动反馈并屏蔽了激励策略，有效问题反馈均值为

76.7%，具有统计意义。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对产品

具有潜在功能性需求的用户占 36.7%，同时潜在人群

体现出对跨用户群体产品的接受概率较高，通过对上

述调查的数据归纳并抽取与潜在扩散行为存在强关

联性的数据，获得不同接受群体的产品需求分布概

况，见图 4。 
 

 
 

图 4  GN60 型产品潜在 20~40 岁用户潜在需求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demand for users aged  

from 20 to 40 years old 
 

图 4 可直观反映出潜在扩散存量内的产品需求

特征对价格、电子助眠行为，以及相关同类产品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明确地显示产品的

潜在扩散可能与优化创新方向。根据现有调查结果，

潜在用户对电子产品，尤其是智能化数字处理功能产

品的助眠行为模式具有较好的潜在接受性，这也直接

表明，市场中存在对加入了智能化数字处理功能的助

眠枕，具有较好的接受潜力。而市场潜力，也是未来

产品迭代创新方向得以确定的基本前提。在强扩散、

较强扩散和一般扩散程度群体中，对新形式与类似产

品的接受性都表现出相同的接受程度，同时对睡眠质

量改善的刚性功能需求也表现出相同的倾向性。但在

产品的价格适应性上具有较大分歧。由此数据统计结

果可知，可行的产品迭代策略主要在保证基础助眠功

能前提下，以产品的生产经济性为前提，以丰富用户

体验为目标进行产品的创新迭代。 

4  颈椎枕产品不同创新试制策略 

首先从设计手段和类型出发，将具体设计优化目

标划分为核心功能、使用体验、应用场景等 3 个主要

方向。根据设计内容、设计类型和具体的面向目标，

可以在具体产品设计与推广实施中分别指向不同的

优化策略和工作模块，并形成具体工作任务。具体创

新路径划分见表 3。 



26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5 月 

 

表 3  创新路径及工作分类 
Tab.3 Innovation path and work classification 

设计优化目标 设计内容 设计类型 面向目标 工作模块 

核心功能 颈椎枕、传感、控制模块设计、设备集成方案设计 技术研发 产品性能 工业设计 

使用体验 
外观、造型、包装设计 

用户交互方案及界面设计 
外观及交互 产品性能 视觉设计 

应用场景 推广策略制定、投放广告设计，等 市场拓展 扩散系统 市场推广 

 
根据案例产品扩散特征和扩散过程的关键影响

因素的表现，此研究制定了相应的产品迭代设计策

略。将可行的迭代路径确定为 2 条，具体设定为功能

性优化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 2 种创新策略。 

1）功能优化型创新策略。根据已采纳用户的反

馈，采用以优化功能结构（如枕头颈椎部位曲面形态

优化等）、材料（如针对目标人群反馈调整枕头填充

料配方以控制硬度、弹性等）、目标针对产品的核心

（保健康复）功能进行改进。通过逐步、多次功能优

化迭代的方式，逐步增加现有扩散体系内，新增采纳

群体中的新增采纳概率系数与模仿采纳概率（即式

（1）中的 P 值与 Q 值）的表达，从而进一步后续新

增采纳数水平， 终达成对原有产品 大市场潜量 M
的边际突破，试制型号命名为 GN-06-EX 型。 

2）应用场景创新策略。针对潜在扩散群体的需

求情况，以观念与形式创新为主要优化方向，进行外

观（如包装与产品表面图形设计等）、应用场景（增

加助眠音乐播放、睡眠数据显示等智能模块的数字服

务）设计等轻量级优化。策略是对基础型产品的使用

观念宣传、包装、外观定制化因素等周边因素进行体

验改进，并在保持基本功能前提下，采用基础型功能

配置降低产品成本，以适应潜在用户价格敏感的特

性。在不改变核心产品线基础上扩大市场潜量。试制

型号命名为 GN-06-TH 型。 

两种设计路线进行区分试制与孤立渠道扩散检

验。采用区分路线的检验的主要原因是所需要的改进

幅度与相应的改进成本有显著的差异。功能优化型创

新产品 GN-06-EX 型的改进需要对现有产品设计进行

功能性修改，以增加附属功能，并优化产品成型模具

等，需要进行主产品线流程调整与投入相应的量产化

测试成本。因此，依照此策略对全产品线升级将造成

成本过高等问题。而 GN-06-TH 型的主要优化工作为

在保持主产品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产品的信息、应

用方式、包装和推广方式等优化，在保持现有产品线

成本不显著增加的基础上，通过对扩散潜量边际的延

展从客观上延续原有产品形态的生命周期。但长期遵

循此类路线则会导致现有产品线功能研发资源的浪

费。这 2 类优化策略均为产品开发、优化进程中的常

用手段。因此，需要通过投放测试以明确针对特定（颈

椎枕）产品和相应市场时不同策略的有效性。 

5  颈椎枕产品投放的扩散效能检验 

由于电商渠道数据反馈与汇总及时，可以较快达

成扩散稳定期，并与移动互联网等事件营销手段相

比，具有较好的产品生命期表达等特征。因此检验采

用将 2 类不同产品线的迭代产品通过移动互联网与电

商扩散渠道进行交叉实验对比。其中，选取 GN-06-EX

型与原型 GN-06 均采用新开账号等独立电商渠道以

孤立投放方式进行对照扩散检测。检验时间设定为

40 d，可涵盖一般消费群体的月均收入区间并预留适

当冗余，从而避免因短促实验周期导致的消费能力波

动影响检验。检验数据以当日达成采纳为 N0 计，次

日新增采纳为 n1 计算，次日累计采纳计为 N1，次日

历史总采纳数 Nt+1。变量定义见表 4，数据汇总具体

统计表见图 5。 
 

表 4  GN-06 与 GN-06-EX 数据变量定义 
Tab.4 GN-06 and GN-06-EX data variable definition 

变量名 GN-06 GN-06-EX 

当日采纳 N1 N′1 
次日新增采纳 n1 n′1 

总采纳数 Nt+1 N′t+1 

 

 
 

图 5  GN-06 与 GN-06-EX 对照组扩散实验 
Fig.5 Control group diffusion experiments between  

GN-06 and GN-06-EX 
 

从图 5 可知，经过针对性的体验改进优化，虽然

部分迭代产品相较原有产品的扩散表达，在日新增采

纳数量 nt 等项上两者不存在明显变化，可知对照组的

新增采纳区别不显著，但 GN-06-EX 型产品表现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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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且该实验共计达成 GN-06 采纳数 4 605 件，

GN-06-EX 采纳数 4 952 件， 终实现了 15.8%的总

采纳提升。从而证明了需求的改进升级提升了用户的

新增采纳概率与模仿采纳概率。进而使用户的自发扩

散行为具有更好的实际采纳转化效果。 

通过电商渠道新建账户的方式，将原有 20~40 岁

用户群体作为基础扩散数，进行了体验改进策略的扩

散。总实验周期为 60 d，涵盖 2 个月度周期。总共达

成采纳数 3 325 件。具体数据统计见图 6。 
 

 
 

图 6  GN-06-TH 型产品扩散实验 
Fig.6 Diffusion experiment of GN-06-TH products 

 
由图 6 可知，扩散增长较为平缓，接近线性增长

趋势，且在实验周期中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收敛趋

势，证明通过观念、外观等的表层体验创新可以有效

突破 Bass 模型所设定的扩散潜量边界。但同时扩散

前期总采纳量的上升梯度，较一般产品的扩散表现更

为平缓，说明产品的扩散效能并未完全发挥。原因分

析如下。 

1）由于改进方向为在现有产品型号基础上进行

体验优化型改进，在具体功能上未发生显著变化。因

此在扩散群体中功能需求驱动的扩散效能未体现。 

2）颈椎枕产品目前主要面向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

群体[18]，因此在特定扩散环境中无法形成稳定的采纳

者群体，因而无法体现扩散效能的有效叠加。 

3）由于投放规模所限，实现扩散的加速增长趋

势需要更长周期的检验。 

6  结语 

文中研究取得的成果在于以创新扩散理论作为

基础参照，并引入现有产品线用于描述和表达产品的

市场表现。同时根据 Bass 模型对现有市场反馈数据

进行关键影响因素的提取，结合具体优化手段，并指

定有针对性的迭代优化策略。通过迭代前后产品的对

照投放测试，证明了引入创新扩散模型为前提的设计

优化策略可以有效提高产品在市场中的扩散效能，并

可以有效扩展原有的市场潜量边界。 

研究的局限在于，由于 Bass 模型假定在产品生

命周期内任意时间点 t 上新增采纳比例和历史采纳比

例呈线性关系，因此如何将事件或新型扩散渠道（如

新型社交媒体等）非线性因素介入等条件纳入全局扩

散系统进行考虑，并与设计方式进行具体关联，是后

续研究关注的重点。另外，由于考虑到 Norton 模型

主要针对迭代创新中的同质扩散进行描述，且预设将

迭代前后产品间的采纳行为界定为替换关系。因此后

续将通过该模型进行产品迭代周期确定、各代产品间

创新改进幅度等具体设计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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