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设计中用户价值观分析研究

李 珂，宋明燕

（长安大学 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4）

摘要：基于人性化设计的理念，以用户的性别、年龄、地理位置、教育程度、职位、收入为出发点，调查分析了用户群

体的价值观及其归类，探讨了用户群体的特点及需求。在此基础上，以汽车设计为载体，讨论了符合用户价值观具

体需求的汽车设计，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的产品才是用户想要的产品。

关键词：产品设计；用户价值观；工业设计；人性化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3）20-0063-04

Analysis of the Users′Values in Product Design
LI Ke，SONG Ming-yan

（Key Laboratory of Roa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Chang′an University，Xi′an 71006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uman-centered design，the value of the user group has been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user′s gender，age，region，education，job and income.The user′s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 have been discussed.The method is used to car design.The car design that is accord with the use's value has

been discussed.The point that the ideal products for users are the products that satisfy the use′s emotion needs mostly has

been bringing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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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机械与工具的设计，都是对人类本身功能

不足的延伸[1]。产品设计就是对这一需求做出正确合

理、又富有创造性的响应，使设计的产品与使用者的

身心取得最佳的匹配，使人在统一的人机系统中充分

发挥自身的工作效能，使人成为产品的主宰，对工业

产品做最有效的操作。

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认识上发生了两

方面较大的变化。一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以机

器为本”的价值观强迫人去适应机器的功能和特性。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认知心理学应用到设

计中来，试图研究人的特性，以便设计和改善人与物、

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设计观

念[2-3]。二是人们需求的提高。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

人们从仅仅对产品的功能性要求提升到了审美的要

求、舒适性要求、高效化要求等。而人在工作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所有产品的设计都是辅助人去完成某一

件事，那么就应该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设计就趋向于

人性化设计，产品不仅仅要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应

该更高层次满足人的心理需求。

用户的价值观决定用户的行为和态度。价值观

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

和总看法。价值观取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个人的

价值观是从出生开始，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步形

成的，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所处的经济地

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周围的环境

事物，亲近人的观点和行为，对其价值观也有不可忽

视的影响作用[4-6]。这里主要从性别、年龄、地理位置、

教育程度、职位、收入6个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由于

用户的价值观对用户表象出来的特征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因此在设计中要对用户的价值观作一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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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职能与组别的对应关系

Fig.1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s and groups

并由此来推断这些特征因素是如何影响人心理特征的。

1 用户价值观的分析

首先，将地域定义在全国的大中型城市，年龄限

制在 15~64岁之间，经过访谈，将价值观初步分为 14

组，分别为经济头脑族、求实稳健族、传统生活族、个

性表现族、平稳小康族、工作成就族、理智事业族、随

社会流族、消费节省族、工作坚实族、平稳求进族、经

济时尚族、现实生活族和勤俭生活族。通过调查，可

以得出几种相对应的关系。

职能与组别的对应关系见图1，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一般职员的价值观倾向于经济时尚型和

勤俭生活型；（2）个体户、自营职业者的价值观在平稳

小康族、随社会流族、经济时尚族、勤俭生活族体现得

比较集中；（3）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自营职业者的价

值观比较接近，比起个体户、自营职业者，价值观多了

一种倾向：除了平稳小康族、随社会流族、经济时尚

族、勤俭生活族外，还有传统生活族的倾向；（4）企业

管理人员的价值观最接近于经济头脑族，此外，这个

群体还倾向于现实生活族、工作成就族、工作坚实族、

求实稳健族的价值观；（5）专业人员的价值观比较倾

向于平稳求进族、求实稳健族、经济头脑族3种价值观

的选项；（6）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这个群体的价

值观多集中于平稳求进族，另外还有理智事业族、求

实稳健族的倾向。

年龄与组别的对应关系见图2，可以看出，各个年

龄段都有不同的喜好和价值观，年龄不同，则对应的

兴趣和喜好也有很大的差别。由于每个年龄段里面

都是随社会流族占最大的比重，也就是说，随着社会

的发展，用户的价值观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而顺应

社会潮流，所以在这里对随社会流族不作讨论，在具

体设计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流行特色，具体考虑这

组价值观的倾向。

15~24岁的年龄段中，用户多偏重的是工作成就

型，然后是个性表现型；25~34岁的年龄段中，用户倾

向的是经济时尚族，然后是理智事业族；35~44岁的年

龄段中，用户倾向的是经济时尚族和消费节省族；45~

54岁的年龄段中，用户倾向的是消费节省族和现实生

活族；55~64岁的年龄段中，用户的倾向是勤俭生活

型和现实生活族。

经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1）小学程度的用户偏

重于消费节省族；（2）初中程度的用户处在现实生活

族和勤俭生活族中间；（3）高中或中专院校的用户偏

重于经济时尚族、个性表现族；（4）大学及以上用户的

价值观倾向的顺序是工作成就族、经济头脑族、理智

事业族、工作坚实族、平稳求进族。

个人收入与组别的对应关系，见图3，可以得到如

下信息。（1）199元以下用户：在消费节省族和勤俭生

活族 2种价值观中间动荡；（2）200～699元的用户：最

接近于勤俭生活族，然后是求实稳健族和现实生活

族；（3）700～999元的用户：这个收入层的价值观最

多，有平稳小康族、平稳求进族、工作坚实族、随社会

流族、工作成就族、经济头脑族、传统生活族等多种选

择；（4）1000～1999元的用户：最倾向于个性表现族，

注：1.经济头脑族；2.求实稳健族；3.传统生活族；4.个性表

现族；5.平稳小康族；6.工作成就族；7.理智事业族；8.随社会流

族；9.消费节省族；10.工作坚实族；11.平稳求进族；12.经济时尚

族；13.现实生活族；14.勤俭生活族

图2 年龄与组别的对应关系

Fig.2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s an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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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经济头脑族，离收入700～999元用户的价值观

比较接近；（5）2000～2999元的用户：最接近于理智事

业族，然后是个性表现族；（6）3000元以上：同（5）。

性别与组别的对应关系，见图4，则表现了不同年

龄段的异性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在具体分析某种产

品时，直接把用户的这几种特征加以应用，就可以找

出对应用户倾向的价值观，然后针对这样的特性和喜

好进行产品设计。从年龄来缩小范围，前文的年龄阶

段已经分为 18～24岁，25～34岁，35～44岁，45～54

岁，55～60岁 5个阶段，如果结合性别的情况下，可以

知道女性驾驶员多数集中在25～45岁左右。

通过用户的背景信息来对用户进行分组，见表1。

2 对用户价值观在汽车设计中的分析

针对上文对用户价值观的分析，以产品设计中的

汽车设计作为载体，分析用户价值观在汽车设计中的

影响[7-9]。汽车驾驶系统中，人的概念过于广义，所以

这里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缩小范围。由于现在越

来越多的家庭使用汽车，而大部分的汽车是符合男性

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或者是中性的，无论它的外形，还

是里面整个环境系统的设置。所以，在分析中设定的

用户对象为女性。

25~34岁年龄段的女性驾驶员，她们的职业多为

自由职业者、个体户/自营职业者、专业人员；文化水平

基本较高；收入水平也属于中上，在 1000元以上。从

前文分析的价值观中，25~34岁的女性多为经济时尚

族、理智事业族，把这一个群体归为青春时尚型。从

这个群体的价值观趋势可以分析青春时尚型的特点：

她们多属于年纪较轻、性格外向、人生态度积极，但是

收入相对不高，希望生活过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她们

对自己非常自信，大多数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具有较

好的专业技能，她们希望在生活中充满激情，积极、乐

观，期望符合自己年龄特点的具有活力的设计，可以

通过速度感、张扬、轻盈感、精致、柔和的设计让人感

受到一份成熟、优雅背后的生命力和朝气。而在自信

的同时，不失女性的柔和、青春、个性。小巧的、轻盈

的、动感的、个性化的或应用纯粹几何线条的设计，可

以让她们感受到一份趣味、轻松、喜悦、活泼，具有情

绪调节的作用。

青春时尚型由于年龄较轻，所以在知觉、记忆、比

较和判断、动作及反应速度等方面处于身体机制的鼎

盛时期，所以反应能力都是很敏锐的；而气质，属多血

质和胆汁质型的较多，性格也是开放性性格和显示性

图3 个人收入与组别的对应关系

Fig.3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s and groups

图4 性别与组别的对应关系

Fig.4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s and groups

表1 用户的背景信息

Tab.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users

背景信息

年龄

职业

教育

地区

收入

性别

1组

25～34

自由职者

初中

西北区

1000~2000元

女性

2组

35～44

个体户

高中

东南区

2000~3000元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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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居多。由于这样的性格和气质，所以这个群体很

容易和别人交往，并给对方留下干练、平易近人的感

觉，也由于年轻和自信，比较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喝

彩，喜欢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所以可以用这些词来

形容：个性、时尚、经济、趣味、柔和、精致……

35~44岁的年龄段中，她们的职业多为企业管理

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个体户/自营职业者、

企业一般职员；文化水平一般，这里范围比较泛，所以

小学文化程度以上都存在；收入水平也属于中上，在

1000元以上。这里仍旧可以从上文价值观中得到35~

44岁多为经济时尚族、消费节省族，把这个群体归为

高雅理智型。从这个群体的价值观趋势可以分析高

雅理智型的特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驾驶员多数是为

了方便自己的工作，期望通过汽车可以为事业带来便

捷，同时，汽车还代表了她们的身份。她们事业基本

稳固，由于工作可能经常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所以她们期待高雅的设计风格；而且基本都已经成

家，而且在中国比较传统的风格中，女性操持家务的

现象比较普遍，她们的消费观念较之男性更多地体现

在家居方面。所以这个群体她们的价值观多体现在

经济、理智、典雅、气质、优雅等方面，力求自己显得有

品味、格调、自信。她们的知觉、记忆、比较和判断、动

作及反应速度等方面，处于身体机制逐渐下降阶段，

所以反应能力还是比较敏锐的；而气质，属胆汁质型

和粘液质型的较多，性格也是粘着性性格和显示性性

格居多。这样的性格和气质，所以这个群体很容易和

别人交往，并给对方留下干练、平易近人的感觉，也由

于经验的积累，办事一般很稳重，而且做事一丝不苟，

很有责任感，很注重内在的气质。所以可以用这些词

来形容：典雅、经济、理智、气质、品味……

3 结语

产品设计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中心”，设计的目

标就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种

种矛盾，“从人的需要出发，又回归于人”。而社会矛

盾的根源，就是社会的发展导致用户价值观的改变。

所以只有了解用户的价值观，分析用户的具体特性，

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更高效率操作的人性化产品。

在产品设计中，使设计出的产品在使用操作中能被快

速地识别界面的符号，减少误操作，使用户得到操作

过程中的舒适性及心理情绪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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