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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国内小户型家具的盲目研发现状为启示，分析了小户型家居产品与使用者、使用环境之间独特的动态变化

关系，论述了小户型住户特殊的过渡居住心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小户型家居产品弹性设计策略，并对其概念、引入

背景及目的进行概述；同时通过分析弹性设计策略的规划、实施及尺寸空间、使用功能、外观造型等主要内容，给出

小户型家具实施弹性设计策略的参考框架；最后，对小户型家居产品的弹性设计进行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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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revelation that most of inl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on′t know how to develop the furniture in

small room, it analyzed the dynamic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products in small house, user and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discussing the special transition live psychology of small family household, it proposed the elastic

design strategy of this kind of household products, and made general description to its concept,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At the same time, by analyzing contents and how to plan and carry out the elastic design strategy, the reference frame to

carry out the elastic design strategy is advised. Finally it summarized and looked ahead the elastic design of small

househol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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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户型住宅的热销，小户型家具名副其实成

为家具行业的“朝阳”，并成为许多家具品牌企业产品

开发的重要方向。尽管社会媒体和学术界对小户型

已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研究，但绝大多数国内家具生产

企业仍停留在“小户型家具即小家具”的思想误区内，

如深圳“七彩人生”及其他许多品牌家具企业都曾有

过生产小尺寸家具，却遭遇市场冷落的类似经历。不

难发现，企业对消费者缺乏实质性了解，设计定位和

产品研发过程太过主观，是成品与目标市场需求之间

产生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企业急功近利和设计管

理不规范，都使小户型家具未来的发展之路更加坎

坷。在此情况下，如何正确把握小户型家具的设计理

念和定位，就成为产业发展和企业赢取市场先机的首

要条件。

1 弹性设计概念的引入和再定义

弹性是物体为适应外界变化而作出调整反应的

一种性质。《辞海》对弹性一词的解释为：“材料或物体

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若除去外力后变形随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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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性质”。将弹性概念引入小户型家居产品创新

设计过程，是由于小户型家具与使用者、使用环境之

间独特的动态变化关系。“江南大学小户型产品研究

项目组”对全国各主要城市中的76个典型城市小户型

进行入户访谈调查后发现，约40%家庭在居住期间的

常住人口发生过变化；有 57.9%的住户表示 5年内将

离开目前居住的小户型；约 30.3%的人选择离开后将

旧家具带至新地方使用。可见，随着时间推移，绝大

多数小户型住宅的实际用户会发生较大变动，家具及

物品也可能被带至新环境使用，这些典型需求都对小

户型家居产品的弹性适应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那究竟什么是弹性设计？设计师们大多认为产

品的弹性是指一体多功能特征的体现，因此弹性设计

是仅仅针对产品功能维度进行的多样化设计。其实，

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弹性设计是根据目标

用户需求和使用情况的变化规律，通过预先设置产品

的某些发展空间[1]，使产品尽可能适应不同用户需求

和时间、空间变化的一种理念和方法。由于目标用户

的需求和时间、空间变化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就

要求产品从不同维度和内容上进行弹性设计，比如尺

寸空间、使用功能、外观造型和结构机构等；而具体针

对小户型用户的家居产品弹性设计策略，应该来自于

对用户、产品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观察结果。

与过去仅仅是制造适当功能产品的思考模式相

比，弹性设计遵循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维层面上的

设计理念，更强调产品在使用时间上的耐久性，这也

是用户价值体系[2]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调查发现，有

61.8%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购买小户型家具时，会考虑

产品的后续使用可能性，这与小户型住户具有特殊的

过渡居住心理密切相关，这种潜在消费动机为小户型

家具后续研发指明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2 小户型家具弹性设计策略

2.1 弹性设计策略的规划

运用弹性设计方法设计小户型家具，不是指盲目

地设计结构复杂、功能多变的产品，而必须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为目标，从形而上角度对小户型家具研发系

统及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建构，并对最终要达成的目

标进行明确限定。第一，弹性设计应立足于适应用户

需求变化。不难发现，弹性设计理念十分关注产品使

用者与外环境的动态变化规律，以及产品如何满足由

这些变化导致的新需求的问题，属于具有超前意识的

现代家具设计思维方式，因此也更易受到日益成熟的

目标消费者认可。第二，弹性设计应受成本限制。经

调查，无论是小户型住宅购买者中的“新生代”、“投资

客”、“外来客”[3]，还是有着实际家具使用需求的租户，

都不太愿意以较高价格购买小户型家具，这也促使弹

性设计策略必须在成本受限范围内得以施行。

2.2 弹性设计策略的实施

与传统家具的研发方式不同，小户型家具弹性设

计策略的实施需要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参

与整个过程，并与销售人员、产品策划人员及家具设

计师、结构工程师和生产人员等组成综合型开发设计

团队，通过对小户型家具核心消费者进行深入调查和

需求细分，建构实施弹性设计策略的“三维分析系统”

模型[4]，从时间维、需求维和方法维进行立体式的理性

分析与系统设计，从而使弹性设计理念真正渗入到小

户型家具研发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验证 [5]小户型家具弹性设计策略的实

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逆向评价和行为推进过程。譬

如，企业研发团队先把家具的弹性创新部分模块化，

接着采用让用户根据自己需求自定制创新模块的方

法，再把用户评价进行量化，最后实现非理性评价因

素到理性因素的转换，来获得用户的真实反馈。通过

科学、有序的验证，团队能客观评价弹性设计策略的

具体实施方式、方法是否恰当，并不断积累相关经验

和适用规律，最终创造出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小户

型家具。

3 小户型家具弹性设计内容

3.1 尺寸空间的弹性设计

尺寸是小户型家具弹性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尤

其是在居住者发生改变或将家具搬至新住所使用时，

家具尺寸也应能够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和环境条件

而进行相应调整。如Stokke公司生产的Tripp Trapp儿

童专用座椅[6]，就是一把名副其实可以与孩子共同成

长的椅子，父母只需轻松调整其结构就可改变椅面高

度，从而不断满足小孩成长过程中的使用需要。除了

孩子成长这类特殊情况外，小户型家具使用者发生变

化的情况还主要有家庭成员增减和短期客访 2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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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约 40%小户型家庭在居住期间的常住人口发生

过变化，约 39.5%的住户预计未来住宅中的常住人口

会发生变化；而小户型来访客人的频率和数量也因

“户”而异。诸多变化都直接导致新需求的产生，进而

对小户型家具尺寸的弹性设计提出要求。比如“手风

琴”是一个为小户型设计的鞋柜，其最大特色在于通

过简单的抽拉动作，使鞋柜中间的横架结构增长，见

图 1。这使鞋柜的储物空间大大增加，可满足家庭成

员增加后对鞋柜的空间需要，或客人来访时对置鞋空

间的不同要求等，为生活带来舒适和便利；同时，它还

能在被搬至新环境使用时，通过调节长度来适应不同

的空间需要，是典型的尺寸空间弹性设计案例。

家具尺寸的弹性设计主要运用隐藏式、后备式或

组合式等手法，具体通过折叠、组合、拼接、整合等方

法来最终实现。当然，对产品尺寸进行弹性设计需要

以使用功能的合理性为前提，同时必须符合家具尺寸

变化与周边走动空间保持平衡的要求。

3.2 使用功能的弹性设计

据调查，家具在一般起居室、办公室等场所占地

面积约为室内空间面积的35%~40%[7]，小户型则更多，

因此用户通常不会随意购买多余的家具，以免限制走

动空间；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小户型用户的需

求将发生不同变化，这对产品的功能转换提出了潜在

要求，因而在产品原型设计时预留合理的弹性功能空

间，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品适用性，更对住宅整体的居

住舒适度起着提升作用。比如“袋鼠”床（见图2）的目

标消费者是年轻的小户型夫妻，在有了宝宝后，位于

此床下方的一个大储物抽屉可变作婴儿床过渡使用；

而在宝宝长大之后，抽屉的储物功能又可恢复；大床

中包含小床，又仿佛宝宝躲在袋鼠妈妈的育婴袋里，

十分有趣。与此同时，针对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具，也

可以运用弹性设计理念来进行产品的收纳或功能转

换，从而进一步提高住宅的宜居性。

产品弹性功能空间的确立，是基于用户研究层面

上进行的。首先，通过前期调查，根据生活形态的不

同对目标客户进行细分；其次，按细分结果将不同类

目标用户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加以典型化，并进行分

类记录；再次，通过分析和归纳，获得一系列为完成典

型行为而必须使用的家具功能范围；最后，以系统思

维进行整合和筛选，最终确定产品原型及其最匹配的

弹性功能空间范围。

3.3 外观造型的弹性设计

家具的长期使用价值，还取决于其外观美感的耐

久程度。76个城市小户型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以后

建造的小户型住宅中50%以上的住户是80后，他们个

性、独特的审美能力，对生活品质有着较高要求，因此

产品造型美感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产品价值内

容。家具各组件表面材质的品质、整体结构的坚固度

和易损件是否便于更换等细节，都是家具外观形态能

否长期保值[7]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在成本允许

的范围内，选择耐用的材料和零部件，并对产品结构

和机构进行优化，是进行家具弹性设计时必须考虑的

一项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使产品外观风格适应用户的长期审美

变化，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有意

识地选择经典风格的材质搭配，或积极挖掘结构在造

型设计中的角色能力进行创新等，从而使产品在相对

较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保持魅力。例如，德国设计师

设计的概念家具作品"Turn In Chair"，见图3，就是一个

依靠安装在椅子内部的铰链式部件，让椅子各部分能

灵活移动，从而变换产品外观风格的例子。

图1 “手风琴”鞋柜的变身方式

Fig.1 Transfiguration of "Accordion" shoe cabinet

图2 “袋鼠”床的使用状态

Fig.2 Usage status of baby b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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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弹性设计理念在小户型家具上的运用范围

很宽，除以上内容外，还可在家具整体结构（如携带方

式）、情感化等诸多内容上进行创新。

4 结语

基于空间的特殊性，住户对小户型内承载实际功

用的家居产品的消费认知和定位与普通户型有着较

大差异，使得弹性设计思维逐渐成为小户型家居产品

设计时的典型特征与主流意识；它以时间、空间作为

考量维度，从不同购买者和使用者当前需求及其后续

变化的角度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和合理运用，来设计

适合不同小户型住户需求的家居产品，并使其具备对

应多样化需求的能力，这在满足核心消费群差异化需

求的同时，又提升了小户型住户认同的产品持续使用

价值，因此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笔者研

究了弹性设计策略的规划和实施，并从尺寸、功能以

及美感上，深入挖掘了小户型弹性设计的典型内容，

为进一步获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户型住户的消费心

理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开发出符合中国小户型住户需

求心理的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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