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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中的转化应用研究 

卫炳麟，曹鸣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目的 对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转化应用进行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互联网产品开发案例，

阐述迭代思维的定义和内涵，总结迭代思维引导互联网产品开发中的表现特征，并以表现特征为契机点，

与实体产品设计过程中的方法进行类比和分析。结果 提出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转化应用时应

遵循的相关原则，即“以用户为中心”、“共同创造”、“模块化生长”、“敏捷制造”、“长尾理论效应”。

结论 迭代思维有别于传统的造物思想和法则，将迭代思维转化应用于实体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可为产

品设计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及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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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Iterative Thinking in Product Design 

WEI Bing-lin, CAO Mi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terative thinking in product design process. 

Through analysis of internet product development cases, it states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iterative thinking, 

summarizes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iterative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internet product development. 

Meanwhile,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design methods between internet products and tangible products with regard to 

thos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It puts forward the relating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the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iterative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design which are user centered, co-creation, modularized growth, agile manu-

facturing and the long-tail theory. Iterative thinking is distinguished from traditional creation ideas and creation rules. 

Converting and applying iterative thinking to tangible product designing process would provide product designing with 

new thinking mode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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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迟缓，缺乏创新，纷纷面临着转型

再造的挑战[1]。“迭代思维”作为互联网产品开发的重

要指导思维之一，影响着互联网产品的发展与生产，

具有其特殊性与针对性[2]。如何引借互联网产品开发

中的“迭代思维”，将其转化应用在实体产品设计的过

程中，以助传统实体产业实现转型再造，是值得探讨

的议题[3—5]。 

1 互联网时代下的迭代思维 

“迭代”一词最初源于数学领域，是数学中的一种

算法，指将初始值经过相应公式进行计算后得到新的

值，并通过相同方法对新的值进行计算，经过几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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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计算得到最终结果的一种方法。迭代法也称辗转

法，是不断用变量的旧值递推新值的过程，相对应

的是瀑布式或直接法（一次解法），即一次性解决问

题。任何事物经过几次迭代之后都会蜕变成新的事

物，这一方法在互联网产品开发过程中被称为迭代

思维[6—7]。 

具体到移动互联网产品的体现上，以微信开发为

例，从 2011 年微信面世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开发

团队通过反复地收集用户反馈，再以最短的时间进行

迭代更新推出用户所需的新功能板块来调整产品线

方向，微信已经更新了 59 个版本（iOS 平台）。基于

不断的功能更新与使用体验的完善，使得微信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用户与市场，也让微信实现了从即时通讯

软件到移动社交网络平台的转变[8]。 

2  互联网产品开发中迭代思维的表现特征 

迭代思维作为互联网产品开发中重要的指导思

维，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产品开发中，开发中

迭代思维具有如下 4 个表现特征。 

2.1  快速反应 

在互联网产品开发过程中，首要的表现特征就是

“快”，快速地对市场以及用户作出反应，不断地迭代

更新产品。“快速反应”是把握发展时机的关键，因此

不少互联网企业在概念形成后，仅用一两周的时间就

上线产品。这样运作的原因：一方面是谁先成功地推

出产品，谁就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更多的用户；另一方

面是通过打造产品主功能，可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后

续还可通过市场与用户的反馈进行迭代来完善产品。

快速反应（尽早上线产品获得市场、用户的反馈，再

依据市场与用户反馈进行快速迭代完善产品）是互联

网产品开发中迭代思维的首要表现特征。 

2.2  微小创新 

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限制，互联网产品开发

时往往不能一次性完善所有的功能。同时，在产品决

策的初期，有很多因素是不可预知的，因此，互联网

产品常常是在推出的原始版本上进行快速的迭代更

新。此时的迭代更新主要集中在细小的用户体验与需

求中。首先是因为，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内，集中改

进互联网产品的细节，能确保产品改进的质量；其次

是为了保持用户体验的延续性，较大的改变往往会给

用户带来不流畅的用户体验；最后，互联网时代下用

户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持续的微小迭代有助于提高用

户黏度，给用户不断的新鲜感。 

2.3  精准定位 

尽管迭代思维是通过不断试错来完善产品，但是

互联网产品的迭代同样是以用户为中心，在用户体验

与需求的精准定位下进行的。任何脱离了以用户为中

心进行的试错或迭代，都会减弱互联网产品的用户黏

度。长期的脱离以用户为中心的迭代，甚至会使互联

网产品失去用户与市场。互联网产品的竞争是异常激

烈的，它在允许试错式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时刻把握

住产品发展的核心，以用户为中心进行精准定位式迭

代更新。 

2.4  持久改进 

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互联网产品就像快速

消费品，想要长期地保持用户黏度，就必须通过持久

性的改进更新来实现。就如同一款手机游戏，它的生

命周期平均在 6～12 个月，因此，不少手游公司通过

不断地微创式迭代更新，添加不同的游戏道具、奖励

机制、新关卡等模块内容来延伸手游的生命周期。互

联网产品同手游产品一样，需要通过不断持续地更

新、改进，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保证产品持久的吸

引力。 

3  实体产品开发中迭代思维的特征体现 

移动互联网产品策略层中，战略层确定抽象的产

品目标，而范围层是将战略转化为实际需求，包括产

品功能与特性的需求[9]。由于产品目标会随着不同阶

段的发展，产生变化与调整，因此互联网产品会在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迭代更新等调整手段实现不

同产品功能与特性需求的满足。这一演进方式越来越

多的在新兴产品设计开发中得到体现，如将于 2017

年第三季度发售的一款名为 Blocks 的智能手表，见

图 1（图片摘自 Blocks 智能手表官方网站）。 

 

图 1  Blocks 智能手表 
Fig.1 Blocks smart watch 

Blocks 是一款可定制的智能手表，由配置彩色触

摸屏、加速度计、陀螺仪、骁龙 400 处理器的智能表

盘及多种模块化功能表带组成。不同模块的表带提供

不同功能，用户可以通过配置其他功能的表带模块来

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制定属于自己的智能手表。预

售阶段的 Blocks 功能表带包含有 GPS 模块、心率模

块、可编程模块等，但 Blocks 智能手表是一款可“生

长性”的产品，用户可通过网络平台以开发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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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后续表带模块的设计研发中。后续阶段，使用

者可选择更换新型的功能表带或更新“可编程模块”

表带的方式，以适应科技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变

化，满足个性化使用需求。 

Blocks 智能手表通过网络平台与目标用户建立

了实时的联系，提高了产品对市场与用户的需求反馈

速度，也使其能更精准地把握目标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同时，通过对模块化表带的持续微小化、个性化

创新与研发，在低成本的情境下实现了产品的快速

化、可持续化创新，提升了产品的活跃度与用户黏度。 

由上述案例可见，实体产品在设计开发中，可通

过参与式、模块化、小批量化、平台化、微小创新等多

种方法，为实体产品的快速迭代、持续创新提供可能。 

4  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中的转化应用原则  

传统产品的研发周期长，设计与生产的成本也较

高，被推上市场的产品也很难预测其市场效益，显得

缺乏活力与创新。而互联网产品则与传统产品不同，

它可通过不断试错与快速迭代，在节约开发成本的同

时，多样化地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保持产品的活力，

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尽管实体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

生产模式不同，但是仍可在传统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融

入互联网产品开发中的迭代思维，以迭代思维的角度

去重新审视传统产品的设计与生产。以 Blocks 智能

手表的设计生产为例，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应遵循以下原则。 

4.1  以用户为中心 

无论是在互联网产品或传统产品的设计生产过

程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产品最终服

务于人，明确用户的需求、目标及偏好，才能更好地

让产品适应于人，而不是人适应产品。以用户为中心

进行产品定位、设计、生产和营销，是传统实体产业

成功的关键。 

4.2  共同创造 

迭代思维在产品设计的应用中，应注重“共同创

造”的实现。共同创造又分用户、合作伙伴及产品 3

个层面。在用户层面，借鉴参与式设计方法，构建产

品与用户的对接平台，引导用户的角色转变，让用户

参与到产品的需求定位、形态设计、迭代更新等阶段；

在合作伙伴层面，要求合作伙伴之间形成共创平台，

节省产品的开发成本，实现利益共同体；在产品层面，

要求产品具备一定的可调节性、改造性，给予用户一

定的自我创造空间。 

4.3  模块化生长 

由于实体产品的设计、生产及销售是不可逆的，

很难像互联网产品那样快速地实现从第一代到第二

代产品式的跳跃，因此，应使实体产品具有模块化生

长的特征，通过模块化设计的方法，实现类互联网产

品式的迭代。以开放周边配件、配置自定义及完全自

定义等方式，对模块化的功能组进行迭代及创新，来

快速地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10—11]。 

4.4  敏捷制造 

实体产品与互联网产品相比，最显著的差异就是

生产周期与迭代速度，因此，在实体产品设计生产中

可引入“敏捷制造”的概念，采用柔性化、模块化的产

品设计方法和可重组的工艺设备，并借助仿真技术可

让用户很方便地参与设计，使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可根

据用户的具体需要进行改变，从而快速地生产出满足

用户需要的产品[12]，加快产品的迭代速度，缩短产品

的生产周期。 

4.5  长尾理论效应 

在完善大众需求的产品使用体验时，也应注重打

造小众需求产品线来赢得更多用户与市场。产品在设

计之初，就应依据长尾理论制定长久的开发策略，在

使产品具备模块化生长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小批量、

产定销、定制化等方法，不断地推出功能、形态各异

的模块化附线产品，应对更多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差异

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13]。在主产品线不变的基

础上，通过模块化附线产品不断地快速迭代更新，实

现产品生命周期持续性地延长，在降低新产品开发成

本的同时，有效地利用用户黏度，将产品的利益价值

实现最大化。 

5 种原则引导下的产品设计流程，见图 2。以用

户为中心，贯彻敏捷制造原则，基于共同创造原则完

成需求调研，提出设计概念。同时，依据模块化生长

原则，快速输出“主线产品+附线产品”模式的具有可

生长性特征的产品。之后引入长尾理论效应原则，通 

 

图 2  5 种原则引导下的产品设计流程 
Fig.2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under the guiding  

of fiv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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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期快速迭代、开发附线产品，实现产品利润的持

久化与最大化。此产品设计流程中，略去了产品研发

阶段中的产品优化过程，而是通过后期模块化的附线

产品来完善主线产品。 

5  结语 

在传统实体产品的设计生产活动中引入互联网

产品开发中的迭代思维，将迭代思维在互联网产品中

的表现特征，通过“以用户为中心”、“共同创造”、“模

块化生长”、“敏捷制造”、“长尾理论效应”等原则转

化应用于实体产品的设计生产中，以期提高产品新颖

度、开发效率和生命周期，增强实体产品的可持续创

新性和适用性，可为传统实体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提供

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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