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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索“精神”时代下体验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中的继承和发展。方法方法 依托体验设计、情

感化设计、人机工程学、交互设计及感性工学系统中的设计方法与理论，对体验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

中的发展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对体验设计在可智能调节的汽车座椅、功能型汽车内饰的智能化轨道分

层、人车交互新系统及车联网和物联网新环境中的应用，提出了新观点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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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explor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utomotive interior design under the era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design. Methods Relying on the design methods and theory of experience design，emotional design，

ergonomics，interaction design and emotional engineering system，it studied the experience design in automotive interior

design. Conclusion It put forward new ideas and new direction of applications of experience design in intelligently adjust

of car seat，intelligent hierarchical rail of the interiors of functional cars，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and intelligent

network in new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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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汽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人们便从对汽

车机械性能、外观造型的不懈追求，逐渐转变到对汽

车内饰的关注。如今的汽车对于消费者不仅仅是交

通代步工具，已然成为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高

贵身份的象征。汽车内饰设计的好坏直接关乎人们

对于驾乘体验的评定，其舒适性、娱乐性及易操作性

等方面更极大的影响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因此，在当

今汽车外饰百花齐放，各大汽车厂商都绞尽脑汁设计

更酷的车身来满足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对于汽车内

饰这—真正关乎人们舒适度的体验设计则更显得尤

为重要。近年来热门概念“体验设计”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产品设计等领域，并逐

步发展成熟，但对于汽车内饰领域，体验设计的时代

才开始不久。

1 体验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B Joseph Pine和James H Gilmore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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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体验经济》中将体验定义为：企业以服务为舞

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

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1]。随之衍生的“体验

设计”是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用户的参与，以服务作为基

础，产品作为载体，使用环境作为背景，增强设计中的

人性化和情感化因素，从而更加符合用户的操作习惯

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美国心理学家 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层次论指出，当消费者在生理需

求上得到相对满足后，便开始了对心理需求的追求[2]。

这便使关注感官体验及心理认同并将用户、产品与环

境融为一体的体验设计更为重要。

在汽车起源时，人们对于交通工具的认识还仅仅

停留在能“走”的可以代替马或人力车的代步工具。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舒适度”有了更高

的要求，此时的人们开始考虑在内饰中如何体现品质

以及通过设计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驾乘习惯和

体验。然而，由于科技水平和市场推广的局限性，带

来了内饰体验设计开发周期长，难度大等问题。国内

外学者对于体验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应用缺少

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内容框架。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为

用户可以更好地体验产品、为汽车内饰形成更合理的

设计流程与方法、为汽车厂商寻求新的品牌与服务理

念、为社会提供新的解决思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2 体验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发展过程

从汽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汽车产业已逐渐进

入成熟期。各大厂商都逐渐对汽车内饰予以重视。

据调查，2003年我国上市的57款新车中，内饰设计上

的创新屈指可数。唯有在广州本田新雅阁（v字形中

控台、大空间），03款NISSAN新蓝鸟（飞航式车速表、

动感豪华配置）等车型的宣传中将内饰作为卖点。而

在2013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全球首发的111辆新车

中，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将内饰创新作为自己独特

的竞争筹码。LEXUS雷克萨斯IS首次采用6/4分拆的

后排座椅配置形式，增强了在内饰空间布局上的灵活

度；日产Friend-ME“四座同芯”的核心理念，通过独特

的数字中控设备实现了车内乘客之间的信息同步共

享功能，见图1。这些将用户情感需求逐渐融入内饰

中的设计无疑成为各大品牌在国际车坛上拓展疆土

最直接的竞争力。结合汽车产品的特点及消费心理，

提出征服消费者内心的“品味”概念，创造一种强调体

验的品牌形象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3 体验设计在未来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创新性观点

对于汽车内饰未来的发展方向，奔驰公司现任总

监戈登·瓦格纳认为，随着数码时代和体验经济时代

的到来，以用户体验为主导的数字化高科技设计必将

是内饰设计的国际流行趋势。汽车内饰将必然成为

“以人为本”的高科技产物。人机工程学、交互设计、

感性工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为汽车内饰设计

的功能开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服装、家居、动漫、珠

宝等多领域的跨界合作让汽车内饰更加丰富炫目。

用户体验设计作为未来汽车内饰设计的核心将成为

人们生活的主导[3]。

3.1 可随心调节的汽车座椅新布局

汽车座椅是汽车内饰中最重要也是体积最大的

部分，它的存在使原本有限的内部空间变得更加拥

挤。面对用户希望获得更宽敞和舒适的内部空间的

心理，如何对座椅进行再设计？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各

式座椅布局，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满足用户不同的驾乘

需求，但如何从本质上改善这一问题，使用户真正达

到随心所欲的乘坐体验？《设计中的设计》中曾介绍过

一种凝胶遥控器[4]。当用户准备使用它时，传感器会

对手的温度和靠近的动作做出反应，其体内特殊的材

质会使遥控器变硬，并根据不同用户的手掌握持形态

将契合度调节到最佳状态。这既是触觉设计的一个

概念，也是未来产品和用户之间进行真正“沟通”的一

种尝试方向，即“读懂人，继而与人互动”。

内饰新格局概念的原理图和效果图，见图2。面

对座椅这种体积较大的部件，用户可以只享受其功能

而不需要受制于形式，未来的汽车内饰中所有的车体

图1 日产Friend-ME的内饰设计

Fig.1 Interior design of Nissan Frien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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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望通过感应人体温度实现对自身软硬度的自

我调节。当用户不使用产品时，产品便隐形于环境

中，空间便成为一个“空”的容器。日本设计大师原研

哉在《白》中，对“空”的概念进行了阐释[5]，他认为空代

表着一种状态：将来是会被内容填满的，使用“空”的

概念设计产品可给予用户最大的自由度。如图2a，用

户只要想坐时靠着墙作出“坐”的动作，材料就会作出

反应，下陷产生形变形成“椅子”；人们需要睡眠时，只

要躺在地上，材料便可通过温度和重量的变化在相应

区域产生感应形变并且调整到适合人体睡眠的温度，

智能化的发展可以实现形变区域材质的软硬度调节。

3.2 轨道智能分层的功能互动型新方式

随着汽车市场的逐级细分，功能用车的分类也越

来越细，商务车、房车、城市SUV等各种车的出现，虽然

在内饰功能上的发展逐步完善，但仍有很多产品让用

户在使用时哭笑不得，甚至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

烦。人们总是习惯于让自己适应产品，但很少考虑自

己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的主观感受。Donald A Norman

在《情感化设计》中以本能、行为和反思3个设计的不同

维度为基础说明。“好的产品应具有好的功能；应让人

易学会用；但更重要的是，要能使人感到愉悦[6]。”

未来的体验设计有责任改变这一现状，分层轨道

概念的原理图和效果图见图3，展示了未来汽车内饰的

功能性研究。产品在墙内移动，人可以在空间内任何

位置使用产品的功能而不用被动地承受产品自身的一

些缺点：如体积庞大、操作复杂、难以清洁等。与此同

时，用户会与产品主动产生互动，人们只需在更大空间

内享受产品的功能，而不受产品的体积的束缚。

纯功能的体验过程来自于对各种产品在墙壁内

的统一整合。如图3a，“分层轨道”的新概念将所有产

品设定在一个轨道内移动和接受感应，在人们发出了

声音和温度指示后，相应的产品功能就会自动到达人

们的所在位置而变换到最外端的轨道上，其他产品则

退到后面的轨道上。现有的产品需要使用者的操作，

而未来的内饰部件则可通过滑动和打开的墙体到达

用户的面前，主动为用户服务。

3.3 现实与虚拟完美结合的人车交互新系统

技术的发展让人类有能力大步向前，随着信息网

络技术和移动通讯设备在汽车用户界面体验设计和

人机交互方面的逐步开发，不少厂商开始使用虚拟数

字化技术研发产品，采用三维3D技术模拟虚拟环境

下的概念车内饰体验。汽车内饰设计在传统的造型、

材质、色彩等方面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交互、娱乐、

服务、社交等新的体验模式。计算机将与机械一同在

未来的汽车设计中占据核心地位。Google无人驾驶汽

车的开发让驾驶员可以将80%以上的注意力从驾驶

行为本身解放出来，为全新的车内生活方式和驾乘体

验奠定了基础。未来汽车交互体验的设计见图4。

图2 内饰新格局概念的原理图和效果图

Fig.2 Schematic and effect pictures of new pattern in automotive

interior design

图3 分层轨道概念的原理图和效果图

Fig.3 Schematic and effect pictures of layered tracks

图4 未来汽车交互体验的设计

Fig.4 Futur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design of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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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触控技术”颠覆传统汽车内饰交互界面——

随着iPhone系列手机的普及，全键盘smart phone的市

场似乎在一夜之间便被新兴科技触屏手机占领。苹果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曾指出：手指是人们

与生俱来的终极定位设备，iPhone则利用它们创造出

自鼠标以来最具创新意义的交互界面[7]。如同手机的

发展历程，汽车内饰市场也敏锐地察觉到多点触控技

术的能量，开始了一整套高科技体验系统的开发。

“全景数字屏”带来全新的3D驾乘体验——汽车

内饰的娱乐功能将改变传统驾驶无聊、疲惫的驾驶体

验，增加用户的驾乘乐趣[8]。车内全景数字屏和投影

仪使用户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与朋友共同体验

竞技飞车的快感；抑或一同享受全景影院的视觉盛

宴，甚至通过车内智能系统将沿途的风土人情随时随

地的记录下来。

“智能系统”使内饰操作更加人性化——用户与

车之间的互动将改善冰冷的机器与人的关系。智能

化、人性化的交互设计让用户的车内体验更加方便、

有效[9]。实时天气状况全景显示让人与自然密切接

触；简洁易读的操作界面省去了传统内饰复杂令人头

疼的按键体验。

3.4 数字信息化的车联网和物联网新环境

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产品-环境之间的关

系，日益强大的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使人人互动、

人车互动、车车互动、内外互动等多种新型信息传递

方式的实现成为了可能[10]。未来的汽车内饰作为“智

能体验”实践的重要载体，将通过网络为城市中的人、

物体和系统之间通信协调、信息获取和共享提供新的

方式。用户可以通过"SmartNAV"远程导航系统进行

车与车之间的资源交换，了解实时路况信息，智能分

析和计算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方案[11]。

4 结语

在体验时代的大背景下，未来的汽车内饰设计将

秉承“以人为本”设计思想，以用户体验设计为指导性

的核心理念，整合多种数字化的设计方法，运用大量

的高科技产物，为社会新型城市交通秩序和生活体验

方式作出创新性的尝试，为“精神时代”的到来做好准

备。未来社会中，实践的重心在于对生活做减法从而

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未来的用户需要和产品、环境有

更好的精神互动而避免受制于产品本身的局限性；未

来的设计创造应当回归自然和原始，在纯澈的环境中

让功能随心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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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设计结果示意

Fig.5 The desig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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