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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面向农村市场的信息通信类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分析了农村用户的特点、设计挑战与

研究需求。在介绍目前国际上设计人类学与用户现场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我

国农村用户生活形态、认知模式与使用习惯等特点的用户现场研究方法及其实践过程，进而介绍了基

于本方法的研究发现与概念产品。结论结论 通过研究证明，这里所提出的现场研究方法对农村产品设计

应用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经验性总结为相关领域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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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roduct design facing rural markets. Methods It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design challenge and research needs.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anthropology and user
field study theory，it proposed a method and practical process suitable for rural user life style，recognition mode and use
habit paper，and then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and conceptual product based on the method. Conclusion This study could
be a valuable case for relevant design research on rural product，the summary w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ative
field design.
KEY WORDS：field study；rural user study；design anthropology；product design

收稿日期：2013-09-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2BAH85F00）；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王巍（1980—），男，陕西西安人，博士，湖南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用户研究、人机交互与产品设计。

伴随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的兴起，尤其是在互

联网和信息交互产品领域的大量实践，融入了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方法的用户研究，越来越得

到设计界的重视。特别是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内部，地

理差异和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兼容性问题也要远远

比以欧美价值观为基础的发达市场更突出。社会的

阶层分化是消费分化的社会基础，消费分化是用户细

分的内在动因。在我国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

农村用户既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构成复

杂的用户群体 。

1 为农村用户设计的挑战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背景下，“农村用户”和“农

民”的定义是动态和复杂的。学界在使用“农民”这一

概念时，通常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职业的农民，即农业

生产劳动者；二是社区的农民，即农村地区的居民；三

是户籍身份的农民。在此研究中，“农村用户”基本可

以对应上述第二层概念，即农村居民。中国农村居民

有着和城市居民显著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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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庭观念在农村的价值观中占有核心地位，但不同

于城市中以核心家庭为主，在农村目前还是核心家庭

与联合家庭并存的现状。韩明谟先生在《农村社会学》

中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的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农民家庭，称为农户[1]。它既是一个独立的生

产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是农村社会结构中

最基层的单元，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另一类离乡离土的用户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处在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群体。经济基础的巨大差异，导致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这种流动性进一步导致

了农村与城市之间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

上的碰撞与融合。一方面，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城中村

为打工者典型寄居形态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网络关系；

另一方面，在农村形成了以留守人口为代表的临时性

家庭结构，这种家庭被形象地称为“38-61-99”，即以妇

女、儿童和老人为主，由此产生了分离的家庭成员异地

信息沟通等需求，例如城中村的“话吧”现象和农村中

亲朋好友之间的手机“共享”现象[2]。

农村用户在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需

求，多是与信息通信产品与服务有关的。为农村用户

提供相适宜的产品与信息服务解决方案，既是技术渗

透的趋势，也体现出人文关怀，是近年来信息技术接

受领域的热点之一[3]，但是由于农村用户接受过程和

交互操作上受使用经验制约的认知理解困难，产品和

服务若不能以适宜的应用方式呈现，会导致在提供解

决方案的同时，造成新的数字化隔离，其所代表的人

文关怀也成为一个“伪”命题[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国内外学界提出了面向中国农村市场的产品设计

研究之必要，例如岑华[5]以市场细分方法对农村公交

车设计进行研究，徐秋莹等人[6]将六西格玛设计理念

运用到农村医疗药箱设计中，傅彧等人[7]基于农村用

户生活情境进行洗衣机设计等。

2 用户现场研究过程与方法

目前常用的用户现场研究方法是大多基于人类

学的田野调查或者文化探查，如在艺术研究领域艺术

人类学的相关方法论构建[8-9]，但不同于传统人类学中

长达数年深入实地生活与研究，在设计研究项目实践

中通常更倾向采用较为短期、快速的人类学方法。这

种准人类学的方法也被称为“快速人类学”，一种形象

的比喻是“在冰山之角快速浸入”。Sandhu等人对于

常用的快速人类学过程进行的比较，见表1[10]。

用户现场研究过程主要包括在用户现场的生活

性探查与研究后的分析整理两个阶段。Blomberg等

人[11]总结了这一类研究方法的特点：（1）研究开展于自

然的用户情境中；（2）强调整体性的内在肌理揭示与

系统性的理解；（3）多是一种描述性、经验性的研究结

果；（4）易受研究者及研究角度的主观性制约。正是

由于上述特点，该类研究往往会得出开放性的研究结

论。这种研究结论一方面保持了对后续设计启示的

丰富情境信息，但也具有一定的信息冗余。

在笔者实践中，一个地点（村落）通常待一周左右

的时间，包括1~2天的初访，以一种大范围、低成本、快

速的方式寻找和获取受访者基本信息。通过初访筛

选，选择若干典型用户进行2~3天的生活跟随和深访，

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用户日记的手段获取原始数

据。同时在深访中，通常会结合具体产品与服务的概

念原型让受访者体验与参与设计，促使其主动思考潜

在需求。深访阶段过后一段时间，通常还包括1~2次

的回访，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补充，整个过程见图1。

2.1 问卷、深访与参与式观察

问卷法主要用于调研开始阶段，以较低的研究成

表1 几种快速人类学过程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rapid anthnography methods

研究者

Millen

Hughes

Beebe

Handwerker

Sandhu

方法

Rapid Ethnography

Quick and Dirty

Ethnography

Rapid Assessment

Process

Quick Ethnography

Serial Hanging Out

现场时间

一天或更少

每个研究4周，所

有研究超过3年

4~40 d

3~90 d

2~4 d

研究单元

每个地点

单一地点

单一地点

单一地点

每个受访者

图1 现场用户调研过程

Fig.1 The process of field us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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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较快的周期了解当地宏观信息、筛选调研对象等

方面。在实践中，问卷通常会跟简单的访谈结合。这

是因为由于文化程度和实际语境的限制，农村用户很

难独立完成问卷，因此研究人员会采取访谈并帮助其

填写问卷的方式。同时也借此完成大部分的初访内

容，快速挖掘一些具体生活情境。

深访是一种开放式的、以发现揭示为导向的调研

手段，通常安排在回访阶段，促使受访者主动思考其

潜在需求。回访阶段也会与参与式观察结合，研究者

在深访前后跟随用户在其日常情境中共同生活一段

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或是几天，并观察其生活形态

细节与特点，促进研究者发现用户自身没有意识到

的，或者司空见惯的设计启发点。

2.2 原型试用与用户日记

产品原型试用通常安排在回访之前或之中，包

括：（1）对于设计者概念原型的用户评价，通常将可能

的若干产品概念通过快速原型的方式3D打印出来，

由用户实际体验并对其外观造型、人机交互等方面进

行评价。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提供产品的功能

性交互原型，并结合相应的软件应用和服务供用户体

验。（2）参考竞品试用，通常提供同类或功能相近的已

有产品，要求用户试用若干天，学习并完成一系列使

用任务，例如使用拼音输入法编辑并发送短信等。

在产品原型试用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会要求用户

同时记录用户日记，主要包括使用情况、使用过程中

碰到的问题及建议等。用户日记是一种较为自然与

全面保留用户深度使用信息及需求的手段，由于受到

农村用户的文化程度及书写习惯制约，用户通常通过

实验者提供的手机录音或拍照记录下日记主要内容，

并在后续回访时复述当时情境。

2.3 数据分析

对于原始数据的整理往往在现场时就已经开始，

但系统性的数据分析阶段通常会从现场返回之后进

行。基于原始数据信息，结构性的数据整理通常包括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包括研究者的整

体性的用户画像，以及对应于其社会性情境的用户分

布，主要依据调研问卷及研究者在现场观察的关键记

录和用户日记；微观层面主要包括用户具体的使用问

题、需求及设计启示，主要基于用户日记及录音录像

回溯具体使用情境，通常采用口语分析研究方法，见

表2。基于用户录音录像的访谈信息整理出关键点文

本，按照用户需求类别进行口语编码（被试06：曲某，

男，34岁，初中毕业）。

注：*为口语编码；IC为信息通信渠道需求；DU 为设备使用

需求；UI为设备使用需求。

基于原始数据梳理，通常采用焦点组和长桌法进

行用户需求发现和知识梳理，有时也会放在用户调研

现场进行。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对内容进行关

键发现分类，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后续回访，进行概

念设计与迭代。

3 研究发现与概念设计

基于上述方法过程，笔者近年来在陕西、湖南等

选择多个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进行了小样本

的定性研究和概念设计，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村留守居

民。通过研究发现，传统型农村社会信息沟通相对封

闭，外部信息的获取媒介包括收音机、户外或移动广

告和书籍、杂志、报纸等印刷品，虽然互联网开始渗

透，但远未普及。电视仍是家庭中最主要的电器，也

是了解外界主要的手段，因此，获取手段的相对单一

与农村居民获取外界信息的强烈需求是不适应的。

同时，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农

表2 某农村用户基于口语编码的文本记录（部分）

Tab.2 The protocol coding script of rural user (part)

行数

08

09

10

记录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互联网，但是

听他们打工回来的说上网可以了解信

息挺方便的。我愿意去学怎么用，但

是没有机会。

我现在用的是第三部手机了，是

个国产的。第一部是一个二手的摩

托罗拉手机，2003年从一个朋友那里

买来的。第二部是一个诺基亚1100，

是自己在县里买的，用的时间最长，

比较耐用。

我有时会发短信，但是很少收到

短信，收到的也经常是垃圾信息。我

喜欢现在这部手机的手写输入，我不

太熟悉拼音。

编码*

IC-1

DU-1

U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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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常见多个家庭成员共用一部手机，或者分享一个

电话卡。当多个家庭成员都在农村居住时，手机往往

不会随身携带，而是默认放在家里的公共位置。

另外，农村用户更倾向于与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密社

会关系成员共享信息，在家庭内对于个人隐私并不是特

别在意。在内容上更多以浅层的新闻、照片、音乐等内

容浏览，以及亲人间信息沟通为主。农村用户尤其是年

龄较大的居民对于互联网接触极少，农村中电脑普及率

低，因此农村居民之间以及与城市务工的家庭成员分享

照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基于上述发现，考虑将手机与电视结合提供农村

居民接入互联网服务作为一个设计机会点，其中图2

的概念设计就是将手机作为通信设备和输入设备，用

户通过手机上网，并将内容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得到

更好的浏览体验，方便家庭成员共享。在概念设计完

成后，邀请部分农村用户进行设计评价，通过筛选得

到若干设计深入方向。

4 结语

首先，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外来研究者以“客位”的角度介入，本身会对研

究的深入性和客观性产生影响。尤其是受制于项目

周期限制，研究者通常采用快速人类学的方法，在现

场的时间非常紧凑，因此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自

然融入研究对象的正常生活，对于研究者是一个挑

战。实践中一方面是尽可能控制田野调查的现场人

员规模，另外主要研究者可以在正式研究开始前先深

入生活一段时间，熟悉和融入当地社会。其次，在设

计原则上，应遵循“少就是多，多则更多”。农村居民

对于产品服务价格费用比较敏感，往往希望以尽可能

低的价格和使用成本满足其基本需求。同时，农村用

户在同等价格情况下又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使用上的

“功能增值”，即一个基本功能可以有多种应用形式。

这就要求设计者“先做减法，再做加法”。先提炼核心

需求，剔除冗余功能与服务，尽可能降低产品系统的

复杂度。再将核心用户需求以多种适宜的形式“浅而

宽”的呈现，扩展产品系统的使用可能性。为农村用

户设计，既有不同于城市“先导型”用户的独特性，又

有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意义，这里介绍的现场

研究方法应用以一种“成为农民，研究农民，服务农

民”的态度，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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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ouse+概念

Fig.2 The Mous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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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设计，力求达到机构的最佳效绩与造型的完

美和谐。3个方面的转换与应用只是粗浅地论述了机

构在造型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地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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