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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感性工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火车票设计的用户喜好度与火车票各设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提出符合用户喜好度的火车票设计要素组合，为相关火车票设计师提供借鉴。方法 运用焦点小组研究

法对火车票进行设计解构，挑选代表性的火车票样本；运用数量化理论 I 法对所收集的代表性样本进行

用户喜好度与火车票时设计要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火车票的表面处理和和用户喜好度是最相关的，

接着依次是火车票的外轮廓、字体大小、图底装饰、颜色，与用户喜好度最不相关的是火车票的材质。

结论 进行火车票设计的时候可以侧重选取表面处理为高光的、外轮廓为竖长方形的、外轮廓字体大小

不相等的和没有图底装饰的设计要素组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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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of Train Ticket Design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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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ser preferences and design elements of train ticket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and propose the combination of train design elements accord with user preferences for the relevant 

train designers. It applies Focus Group Research Method to deconstruct the train ticket and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sample, 

uses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The most relevant with user preferences is surface treatment 

of train ticket, followed by outer contour, font size, decorative, color, and the last is material. Train redesign can focus on 

high light in surface treatment, vertical rectangle in outer contour, not equal font size and no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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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铁路系统越来越发

达，火车票使用频率和使用量的也随之增加。火车

票是乘客在缴纳对应车次车座的车资后，用以证明

其许可乘车及车座位置的凭证。火车票作为官方发

布的设计产品，票面设计的视觉体验并不友好，用

户没有选择权，因此，从设计的角度如何提高用户

对火车票的喜好度，改善火车票设计的视觉体验变

得越来越迫切。近年来，感性工学从人的感觉出发，

结合相应的量化研究与分析方法，使商品向更加人

性化的方向发展，在设计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这里

希望由感性工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如下目标：第一，

分析解构出火车票设计的设计要素，第二，通过问

卷了解用户对火车票设计的喜好度，第三，通过数

量化理论 I 分析出火车票设计的用户喜好度与火车

票各设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符合用户喜好

度的火车票设计要素组合。 

1  文献探讨 

1.1  感性工学 

感性是一个表达情感、感受、直觉、敏感、主观

感、创造性等心理功能意义及反映其相互作用的日语

单词[1]。感性工学一词源自马自达汽车集团前会长山

本建一于 1986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题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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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的演讲。日本学术会议的材料工学研究联络

委员会将感性工学定义为经由解析人类的感性，有效

结合商品化技术，于商品诸多特性中实现感性的要

素。感性工学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与工业设计的基本想

法不谋而合。时至今日，感性工学的观念早已在设计

领域随处可见，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可将用户对产品

的感性意象定性、定量地表达出来，为现代之设计开

拓更多元的可能[2]。 

1.2  数量化理论Ⅰ 

数量化理论 I 是感性工学中将产品感性意象与造

型设计要素相联系时经常采用的方法[3]，可以明确激

发某种心理感受与产品的哪些因素相关[4]。数量化 I

类为求某一变量（目的变量，这里的目的变量称为设

计要素）与其他各个质性项目组（可取 0 或 1 的 

Dummy 变量）间的近似函数关系，利用多重回归分

析，来测定各质性项目对目的变量的影响强度[5]。 每

个质性项目是由数个类目（在这里称为特征）所组成，

并假设所有样本在每个质性项目中必选其中一个类

目，可用于建立回归公式，预测数据与事件的变异性，

数量化理论 I 的回归公式为： 

eβΥ = Χ +∑ ，其中 Y 代表实验的预测值，β 代表

类目的权重分数，X 代表不同类目， e 代表随机变数。 

在应用于产品设计时，数量化 I 类方法也经常以

使用者的喜好程度去评价产品因素间的权重[6]，这里

采用该分析方法来分析火车票设计用户喜好度与火

车票设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数量化 I 类的统计结果中所表示的偏相关系数数

值愈大，表示类目和影响目的项目程度愈高。数量化

I 类的统计结果中所表示的重相关系数的 R 数值愈大，

表示分析性信赖度之程度愈高。Sugiyama 在相关研究

中提出的 R 系数与信赖度之间的关系见表 1[6]。 

表 1  R 系数与信赖度之间的关系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R coefficient and reliability 

R值 信赖度 

0.00～0.19 预测值呈现低相关度 

0.20～0.39 预测值具有相关性 

0.40～0.69 预测值的可靠度具有强相关 

0.70～1.00 预测值具有非常强之相关 

1.3  喜好度 

喜好可被视为一种态度，而此种态度会引导购

买决策方向与行为，使消费者产生会购买某特定产

品或不会购买其他产品的行为倾向[7]。喜好是消费者

心中对于产品的一种主观判断，而其裁判的标准可

以来自于产品本身具有的特色和顾客本身的使用情

境与经验，甚至还可能是经由广告画面等诸多刺激、

经由其心理变动历程而沉淀出的自我回馈经验所发

展而成的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评断系统[8]，因此，喜

好度指在视觉上对某些造型的选择性偏好取向，而

数量化理论 I 经常以使用者的喜好程度去评价产品

因素间的权重[9]。   

火车票虽然是由国家统一颁发，用户在消费过程

中没有选择权，但是通过用户对火车票的使用和体验

过程，会形成对火车票的主观判断，因此，在火车票

的喜好度研究中，火车票指的是火车票的票面设计，

喜好度指的是依据个人喜好的主观判断所作的感情

选择，并以认同的程度。 

1.4  焦点小组研究法 

焦点小组研究法是一种运用团体访谈的质性研究

方法，用以搜集小组成员对研究主题的认知、态度及行

为等信息[10]，因此，焦点小组研究法属于探索性数据

搜集的方法，也被当成确认性的工具。该方法的步骤

包括研究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样本架构确定、焦点

团体主持人的认定、讨论题纲的确认、筛选刺激样本、

进行团体讨论、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解释、撰写报告[11]。 

2  研究流程 

基于用户喜好度的感性工学研究流程包括：收集

样本，即形态分析得出火车票的设计要素与设计特

征；根据设计要素数量与设计特征总数量的加总数量

确定代表性样本的数量，挑选代表性样本，然后以这

些代表性样本为基础制作用户喜好度调查问卷；将代

表性样本进行数量化理论 I 的编码，根据用户喜好度

调研结果建立数量化理论 I 模型；数量化理论 I 分析，

研究的流程见图 1。  

 
图 1  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flow chart 

2.1  实验样本挑选 

通过桌面调研，收集了 30 个来自世界各国的火

车票设计样本，并按实际大小打印成彩色图片。接着

由具有 5 年设计经验的设计师组成焦点小组，并采用

焦点小组研究法，依据造型相似性将样本分为 6 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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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时根据各群体样本占总数量的比例（例如：某

一分群的样本数量为 6，占总样本数五分之一(6/30)，

为确保原始样本(30 个)与缩减的代表性样本(20 个)各

群分配比例的一致性，因此，该群的代表样本数为代

表样本数(20)的五分之一，则该群可选出的代表样本

数为 4 个[20×(6/30)＝4]），最终挑选出 20 个代表性

样本，20 张火车票代表样本见图 2。 

 

图 2  20 张火车票代表样本 
Fig.2 20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train ticket 

2.2  火车票设计用户喜好度问卷调查 

将收集到的 20 个火车票设计样本采用李克特量

表的五段量表制作成火车票设计用户喜好度调查研究

的调查问卷。实际发放 100 份问卷，回收 92 份问卷，

有效问卷 85 份。该问卷采用平均数作为统计结果。 

2.3  火车票设计要素分析 

分析产品设计要素是对其的整体解构。火车票设

计要素的整体解构主要采用形态分析法。形态分析法

是指将产品的型态要素及组成构件，当作整体造型组

合中的一部分，这些型态要素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新

的造型，当形态要素增加时，其排列组合的型式也会

相对增多[12]，这是一种对产品解构的手法，对解构后

的形态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的造型设计方法。 

通过对火车票设计样本的收集，由具有 5 年以上

设计经验的人员组成焦点小组，根据其相关经验采用

焦点小组研究法将火车票的票面设计进行设计要素

解构。火车票的票面设计大体可以拆解为 6 个设计要

素，分别是外轮廓、字体大小、颜色、材质、表面处

理、图底装饰。每个类目都列出其显着性的特征，火

车票设计结构结果见表 2。 

表 2  火车票设计解构结果 

Tab.2 Train ticket design deconstruction 

设计要素 特征元素一 特征元素二 特征元素三 
外轮廓 横长方形 竖长方形  

X1 X1-1 X1-2   
字体大小 大小一致 大小不等  

X2 X2-1 X2-2   
颜色 黑白 单一彩色 多彩色 

X3 X3-1 X3-2 X3-3 
材质 硬卡纸 软卡纸 薄软纸 

X4 X4-1 X4-2 X4-3 
表面处理 高光 亚光 粗糙 

X5 X5-1 X5-2 X5-3 
图底装饰 有 无  

X6 X6-1 X6-2   
 

根据对火车票色剂要素分析并进行整体解构的

结果发现：每张火车票的样本所被解构的 6 个设计要

素分别用 X1、X2、X3、X4、X5、X6 表示，每个设

计要素的特征都可以用 1、2 或 3 对其进行编码，火

车票设计要素与用户喜好度见表 3。 

表 3  火车票设计要素与用户喜好度 

Tab.3 Train ticket design elements and user preferences  

NO. X1 X2 X3 X4 X5 X6 喜好度 

1 1 2 2 2 1 1 2.89 

2 1 2 2 2 1 1 3.02 

3 1 1 2 3 2 1 2.79 

4 2 2 1 1 3 1 2.77 

5 1 2 1 2 1 1 2.96 

6 1 2 2 2 1 1 3.38 

7 1 2 3 3 1 1 3.39 

8 1 1 1 2 2 1 2.91 

9 1 1 1 1 3 2 2.34 

10 1 2 2 3 2 1 3.18 

11 1 2 1 2 2 1 3.57 

12 1 2 3 1 2 2 3.18 

13 1 1 2 2 2 1 2.82 

14 1 2 3 2 1 2 3.38 

15 1 1 1 3 1 1 2.84 

16 2 2 3 1 2 1 3.48 

17 1 2 2 3 2 1 2.57 

18 1 1 2 2 2 1 2.88 

19 1 2 3 2 2 1 2.46 

20 1 2 2 2 1 1 3.55 

3  数量化理论 I 分析及其结果 

数量化理论 I 的分析结果见表 4，其中复相关系

数 R=0.73，表示预测值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该分析

http://www.baidu.com/link?url=r2w176Aa20eLJ-wlkZiykkGjdAtjt7IDzqMhqjq6RYZv4B3wyH9ZK3CGkOt9AE-ixM3MnxC7pd2oMGiAN2ed4ro9jHtJpZBjvm4fv4qRIS9bVDHlcg9saUTJ5RkXTP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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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得出用户喜好度与火车票设计要素偏相关

系数，偏相关系数越大，表示对用户喜好度的影响越

大，而各个设计要素里面的特征特粉有可以得知各个

特征元素变化与喜好度的强弱关系[13]。从表 4 的片相

关系数值中，可以看出火车票的表面处理和和用户喜

好度是最相关的，其次是火车票的外轮廓，再次是字

体大小和图底装饰，与用户喜好度最不相关的是火车

票的材质。 

从数量化理论 I 分析结果中也可以总结出各个设

计要素中的特征与用户喜好度相关性：用户喜欢的火

车票的设计特征是外轮廓为竖长方形的、没有图底装

饰的、表面高光的、字体大小不相等的；用户不喜欢

的火车票设计特征依次为表面粗糙的、字体大小相等

的和多彩色的。 

表 4  数量化理论 I 的分析结果 

Tab.4 The result of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项目 类目 类目得点 偏相关系数 

X1 1 -0.06 0.45 

 
2 0.54 

 X2 1 -0.16 0.34 

 
2 0.07 

 X3 1 0.10 0.26 

 
2 0.01 

 

 
3 -0.15 

 X4 1 0.00 0.04 

 
2 0.01 

 

 
3 -0.02 

 X5 1 0.19 0.60 

 
2 0.02 

 

 
3 -0.89 

 X6 1 -0.05 0.34 

 
2 0.30 

 常数项 
 

3.02 
 复相关系数 R=0.73 

  决定系数（重相关系数的平方）=0.53 
 

4  结语 

由国家统一设计并发布的火车票代表着一个国

家铁路系统的形象，并且和出行人们息息相关。正是

由于其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强制性的特点，火车票的设

计很少进入人们讨论的视角，但是并不表示它就能满

足用户的需求。感性工学越来越常被用于探讨用户喜

好认知中，通过构建数量化理论 I 的模型，探讨用户

喜好度与火车票设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将用户喜好

认知转化为火车票设计要素特征，在这里，由具有一

定的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所组成的焦点小组，从设计专

业的角度进行设计分析和样本挑选，保证样本和形态

分析的专业性与科学性。总结出的最符合用户喜好认

知的火车票设计要素特征为表面处理为高光的、外轮

廓为竖长方形的、外轮廓字体大小不相等的和没有图

底装饰的设计要素组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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