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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协同设计的应用意义。方法方法 通过对交互设计系统中协同设计的3

个特征进行研究，提出协同设计过程的关键方法，可以对多产品交互设计系统的协同设计起到一定的指

导作用。结论结论 在产品、技术和应用场景持续泛化下，交互设计系统中协同设计对提升客户体验一致性、

产品易用性、通用性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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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in 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ree features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in interactive design system，it presents the key method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process，which would play a certain role in guiding on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multi-product interactive design
system.In products，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under continuous generalization，collaborative design of
multi-product interaction design system will be valuable to enhance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consistency，improve product
ease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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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设备与设

备、人与设备、信息服务等内容、交互方式和形态的创

新，使得各类智能型的产品无论是规模还是形态都变

得日趋多样化。从“一家一机”到“一人一机”再到“一

人多机”的出现，也催生了“一人多屏，多屏互动”的产

生，衍生的各类应用也呈爆炸式增长[1]。人们往往在

不同时空场景下，使用一种或多种智能终端来满足日

常生活、娱乐和工作的需求[1]，然而仅仅是信息技术或

智能终端的迅猛发展，并不意味着用户在使用先进技

术和产品时就会获得更好的交互效果。现代产品的

功能日趋复杂，所呈现的信息量剧增，产品交互系统

的设计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

质量和效率，因此，系统研究新形势下多产品交互设

计系统中的协同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1 产品交互设计系统的协同设计概述

在原始社会或更早时期，人类为了应对恶劣的外

部环境和获取食物，相互间的协同就已经开始了。在

自然界，有些动物的肤色会与所处的环境动态适应，

避免被猎人和其他动物发现。可见，协同的基因普遍

存在人类与动物的血液中，这时候的协同具有“统一、

相互协调”的特征。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移动互

联网的“开放、协作、共赢”的精神，赋予了“协同”更加

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的协作，也包括不同系统之间、不同数据之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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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之间、不同应用情景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等

全方位的协同，因此，传统意义的交互设计系统已经

突破了以往“非此即彼”的界限，走向复杂的混沌领

域。由于产品多样化、应用场景复杂化和技术的强有

力支撑，人—产品—场景—技术之间的关系，泛化出

更加多样化的形态和组合。产品交互设计系统的协

同设计，是为了使人们在使用不同产品的过程中，尽

量契合自身的心智模型，实现人、产品、场景、技术、行

为以及产品设计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在实现多样化价

值观“共融共生”，和谐一致[2]的基础上，为用户在不同

形态产品组合应用中，设计开发一种有用、好用和想

用的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使得用户在使用这些产品的

交互过程中，不仅能通过产品的功能完成预定目标，

而且能感受到由于人和产品之间的信息交互所带来

的具有情感的体验。

2 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协同设计的关键特征

派恩·吉尔摩称：所谓体验，就是当一个人达到情

绪、体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其意识

中产生的美好感觉。从用户角度来讲，产品交互设计

系统协同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有效解决、规避多种形态

产品交互过程中，用户、行为、场景和技术4个元素彼

此间的“摩擦”，使得交互过程中的不同产品主体之间

更加润滑，达到提升用户体验的目的。从宏观上，它

具备“服务化、统一化、智能化”的“三化”标签特征。

协同设计特征见图1。

“服务化”是产品交互系统协同设计的基本特征，

服务化设计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创造

性的、以人为本的、客户参与的方法，确定服务提供的

方式和内容的过程[3]。它强调客户感知、客户体验的

一致性设计，包括功能组件化、服务化和可复用。功

能组件化及可复用化，是实现跨产品交互设计系统协

作过程中功能和数据的分离，功能和数据不再是强耦

合关系，类似美国乐高公司研发的积木产品一样，每

块积木可以根据需求组装使用拼装成不同的模型，最

大程度提升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标准化程度和能力

的潜在价值。而服务化则充分体现了移动互联等新

兴技术和新的信息产业带来的优势，它采用面向服务

设计的方法，对外以服务目录的方式提供基于原子能

力的二次开发，一方面可以聚合产业链的力量，促进

应用层面的百花齐放，快速拓展产品的内涵和外延；

另一方面，使得产品与外部环境积极协同与动态发展

的同时，保持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

“智能化”是产品交互系统协同设计的核心特

征。虽然多种终端、多种屏幕和不同技术实现方式层

出不穷，但是从最终使用角度而言，技术正逐渐从物

理世界和人类心理中“消失”，各种设备都将不再被认

为是计算机，而更多地被认可成为物理环境的扩增组

建[4]。智能化就是把各种产品交互连接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让整个交互设计渐渐具有人的“思考”能力和快

速反应能力，可以根据人的需求及动态在第一时间给

出判断和作出恰当的反应。在人的经验基础上识别

人的重复劳动并通过自动化手段替代之，做到人机优

势互补，动态发展。智能化是人机交互领域自然交互

方式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和追求的目标。

“统一化”是产品交互系统协同设计的应用特征，

是产品交互设计系统对外的第一界面，包括色彩、形

状、工艺、操作习惯、布局、技术路线、信息反馈方式等

多个层面。统一化的目的是使得不同产品在交互上

相互协调与完整和谐，为它的使用者提供“一个体验”[5]，

避免在产品及应用交互设计上出现色彩使用混乱、同

一个名称或某个特定的动作在不同的终端上指向语

义混乱带来的体验下降。

上述3类特征中，应用特征是用户可以直观感知

到的，是触手可及的显性特征；核心特征是隐性的，如

同人的思维深藏于系统的内部，亦如同于人的DNA，

是区别物我的本质特征；基本特征是显性的，是支持

核心特征发挥作用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是核心特征发

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3 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的协同设计实现方法

Hassenzahl和Tractinsky认为，产品交互设计是指

在交互过程中，用户内在状态、系统特征与特定情境

的相互作用。可见，产品交互设计系统的协同设计实

际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指一件产品本身是如何交

互和工作的，而且还指“不同产品如何与外界发生联

图1 协同设计特征

Fig.1 The features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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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发挥作用而让用户不会感觉到混乱”，也就是如

何“协同”的。具体实现方法可以从4个层面展开，即

战略层（产业间协同，包括国家层面和不同行业层面

两大要素）、用户层（用户与设计团队间协同）、架构层

（技术间协同，包括不同技术协同实现方式和信息架

构设计等）、表现层（包括人与不同交互方式、界面布

局设计、体验要素等），以解决不同应用环境中的不同

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的协同设计问题[6]。产品交互系

统协同设计方法见图2。

战略层是从国家、行业高度根本上解决未来信息

化社会产品交互系统协同设计的壁垒问题。当今世

界已有许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积极研发，如韩国已

将数字家庭网络纳入了国家战略规划，美国推出的大

数据战略促进了行业数据的融合和共享等，中国也大

力推进了三网融合，增强了各类技术的研发与对接。

国内各类教育、科研和企业单位也纷纷加强合作，推

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如国内运营商力推

“智慧家庭”计划；海尔、创维、长虹等家电企业也纷纷

斥巨资进行着设备与设备、人与设备、网络服务等内

容项的创新和信息家电系统产品的研发等；教育部推

动高校建立协同创新中心等。从战略层面着手，可以

取得“四两拨千金”的效果，在顶层设计时就已经从技

术、规范和管理等多个方面，要求各个产品交互设计

系统和设计相关行业与厂家遵循相同的规则。

微观层面而言，协同设计从产品使用的角度可以

理解为用户与产品以及环境之间的互动及信息交换

的过程[7]。从实现方法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用户层内的协同。包括用户与设计团队

及设计团队之间的协同两个方面。用户与设计团队

时间的协同，本质上是研究用户需求，它是整个产品

设计流程中的核心所在，其主要目的是“定义设计的

目标和限制，逐步理解受众，了解他们的行为”。由于

用户需求往往是无意识与非标准化的，因此用户需求

中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内隐性知识。内隐性知识主要

是一种无结构的信息，是主观的、难以被获取和理解

的[8]。设计团队可以采用多种研究用户需求的方法，

如情景法、需求访谈、头脑风暴以及“用户体验要素”

法等交叉使用来深入挖掘，包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

交互设计进行分析和评估，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和

产品的相互作用方式，即操作是否直观，是否向用户

提供正确的操作引导，用户能否得到操作的反馈，是

否有成就感和用户体验等。从工程学的角度分析技

术对人和产品相互作用方式的影响，即选择何种技术

使人的生活更加方便、更具趣味性等问题。从工业设

计的角度分析设计模型与用户模型之间存在的鸿沟，

如何通过设计满足可用性、易用性和乐于使用的设计

原则，如何实现人与产品之间的交互行为等[9]。设计

团队之间的协同是由于优秀的设计往往是不同专业

背景、不同经历和不同领域专家协助的结晶，因此为

了保证产品协同设计的质量，需要有配套的业务、技

术和管理手段来支撑。从技术上而言，需要在统一的

设计平台和技术规范下展开。为了避免各参与人员

对所设计的内容产生二义性，必须采用统一的术语、

标准和接口规范[10]。同时加强设计管理组织与相关制

度、流程和知识库的建设，最终实现技术、业务与管理

并重的状态。总之，在此阶段需要从业务、技术和管

理的视角，全方位地分析不同场景下用户的需求，并

进行概念化设计，它是整个协同设计工作的基础，也

是后续设计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2）实现信息技术的协同。由于协同设计过程中

涉及到多学科、多行业以及不同技术实现方式，因此

根据产品交互系统的功能、界面设计、色彩搭配和图

形符号的语义指向，基于用户需求、使用场景和市场

调研等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特定环境下产品

交互系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如能力库、数据库及图

形元素库对外共享和使用标准等，是实现有效协同与

提升协同效率的有效手段之一。信息技术的协同关

键在于事件处理和服务，包括事件和流处理、数据识

别聚集和关联；数据建模和集成，包括针对域的信息

模型、可互操作的信息框架、与现有数据集成、联合数

据管理；流程整合，包括扩展现有系统并启用新的业

务流程、监控业务流程等[11]。可以预见，随着数据的逐

步沉淀，不同场景下适用的各类特征将越来越清晰，

对未来的交互设计系统的指导意义也越来越凸显。

图2 产品交互系统协同设计方法

Fig.2 Collaborative design method for product intera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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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医疗”设计为例，利用大数据等处理技术，采

集抽取与其需求、业务相关的各类数据进行批量计

算，构建一个综合的专业医疗信息网络，包括能力库、

信息库和色彩库等，以共享医疗信息和记录；经授权

的医生能够通过交互设计系统调用其他区域内的交

互设计系统能力，从而实现随时翻查病人的病历、患

史、治疗措施和保险明细，病人也可以选择医生；将全

国的三级医疗产品交互设计系统无缝连接，让病患能

够根据需要方便地转院治疗，让医生或病患使用这一

服务时感受到方便；通过网络的连接，将各地的医生

与病患联系起来，连续地提供医疗服务。

3）表现层的协同是实现人机沟通和衔接的通道，

是用户面对的第一界面。它关注于描述“在互补模

式、同步模式、控制模式及推送模式等特定场景下可

能的用户行为”，同时定义“不同的产品交互设计系统

如何配合与响应”这些用户行为。如怎样才能让用户

在电视屏幕与手机和电脑进行三屏互动，满足用户无

意识的自然切换行为；怎样的交互方式更适合控制家

庭环境中的灯光和安全系统等。具体设计过程中，首

先要考虑用户的行为习惯，思考形式和审美情趣等，

在界面设计和交互框架中把用户的偏好植入并通过

预制热点设计的方式，智能采集用户的操作行为，通

过数据的分析挖掘用户的特征模型，从而更加准确地

指导表现层的协同设计。

4 产品交互设计系统中的协同设计应用案例

某运营商以智慧家庭为契机，推出了基于电脑、

电视、手机的三屏互动家庭娱乐产品设计，见图3。在

协同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采首先取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研究方式，充分借助企业智能分析系统，通过用

户的上网数据、观看电视点播、回放、直播数据、终端

数据等数据分析，同时借用有效的200份调查问卷和

对20个不同身份人物的深度访谈，收集用户的行为、

日常生活习惯、与产品交互时的适时表现、对未来生

活方式和生活形态特征的愿景等，洞察分析并挖掘出

“智慧家庭”的现实和潜在需求。然后通过搭建能力

协同平台，对运营商的客户关系管理、计费管理及营

销服务管理等相关交互系统的产品订购、开通、收费、

查询等核心能力进行抽象和封装，建立能力特征库，

屏蔽不同技术带来的差异性，对外共享。另外，根据

用户群的年龄特征进行刻画，基于智能分析系统分析

用户在不同终端上产品功能、视觉、色彩、操作习惯等

各个方面的爱好，建立色彩库和视觉库。通过这些标

准的建立，相关移动互联网厂家、信息家电制造企业

的系统按照此进行协同设计。最后，基于上述原理，

设计开发团队设计开发了试用不同触点的交互设计

系统。用户在不同终端产品交互系统之间一点登录，

无缝切换，自由使用而不会感觉累赘，也不觉得是在

使用不同的产品交互系统。从高峰时期的统计应用

效果上看，三屏产品的用户间互动、内容点播等互动

活跃度非常高，让用户真正体验到数字家庭信息化带

来的便利和愉悦。

5 结语

随着智慧城市、物联网相关技术的逐步发展和成

熟，未来以用户为中心，多种产品之间的共生与智能

交互，将与人类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通过交互设计

系统的协同设计，可以让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完成工作和生活，达到更加

和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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