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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提高信息可视化设计质量的方法。方法 基于车辆管理服务平

台产生的数据，结合用户研究和交互设计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基于应用场景，设计并

评价基于用户需求的可视化设计。结论 基于用户需求的车辆管理服务平台信息可视化设计，是针对用户

的需求和用户的认知特点进行数据的挖掘与可视化，能够有效地提升用户在获取信息时的效率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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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 is explor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the age of big dat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platform of vehicle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the method combines user researches with the re-

lated theories of interaction design to devise and evaluate the visualization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needs on 

account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the service platform of vehicle management car-

ries out data mining and visualization aiming at the demands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user experien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user research; car networking; vehicle management services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海量繁杂的数据信息，如何使

得用户快速借助自己的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信

息，达到更快速感知信息的目的，这需要与人类的认

知特点紧密结合，快速优化认知环境，用以切实提高

认知效率[1]。信息可视化试图利用人的视觉能力，将

数据信息通过图形设计的方式呈现，使其变得更为直

观，更易于被接受，从而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准

确度。在体验经济的大背景下，信息可视化的研究重

点将转向可用性分析以及信息服务评价等内容，即由

“以任务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2]。 

信息领域正发生着由互联网到物联网的新一轮

技术革命。车联网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物联网和智能

化汽车两大领域的重要交集[3]。在车联网车辆管理服

务平台上每天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信息，而其信息的终

端用户又涵盖了政府端、车企端、用户端等诸多用户

群，使用场景也不尽相同。如何将其中蕴含的巨大量

级信息高效准确地传达给不同的用户终端，如何基于

用户需求对信息进行合适的可视化设计，提高用户在

获取信息时的体验和主观满意度，是本文的主要研究

问题。 

1  信息可视化概述 

信息可视化作为一门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同时

兼具科学的严谨性和设计美学的创造性，它以其独有

的艺术创作形式，打破了原本繁琐、枯燥、沉闷的数

据，真正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科学和艺术的统

一[4]，因此，信息可视化将成为今后信息呈现和传播

的重要发展方向。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可视化表现

方法呈现多样化，其可视效果也更具创新性与独特

性。在信息可视化的进程中，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进行

优化方案，将是促进用户理解力的有效途径。苏格兰

【选题策划：物联网与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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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William Playfair 的统计数据图形化绘制中，

就很好地结合了用户体验中人类认知图形的特点[5]，

例如他最早设计的柱状图，早已是现在为止应用得最

广泛的图表类型之一。体验经济的到来，使个性化、

定制式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层出不穷，这些可视化设计

不仅提高了用户信息获取的效率和体验，而且也对信

息可视化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2  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的概述 

以某车辆管理服务平台为例，探索提高信息可视

化设计质量的方法。该平台是通过对可租赁新能源车

辆的信息采集—存储—分析—应用实现，对北京新能

源汽车及相关公共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管理和运营。在

车联网车辆管理服务平台上每天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信息，包含车辆的基础管理、车辆监控、故障管理、

车辆维修和租赁等数据信息，然后服务平台对数据进

行分析发布，能够为新能源车的运营、预警和汽车的

租赁服务提供指导。目前，该平台的用户群大致有监

控中心工作人员、车企负责人、政府人员和新能源车

辆的租赁用户。该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功能架构见

图 1。 

 

图 1  车辆管理服务平台功能架构 
Fig.1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vehicle management service platform 

3  车辆管理平台的终端用户分类 

信息可视化的“终端用户”，是指经过“可视化”处

理过的信息最后呈现的对象，即受众人群。用户感知

是用户体验中最前端和最贴近用户的一部分，它与数

据的解读与理解是息息相关的[6—7]，因此，对终端用

户的判断有助于找到便于他们理解信息的视角。另

外，复杂情境下用户需求不断变化，导致设计概念模

型与用户心智模型不能有效映射[8]。不同的受众人群

获取信息的目的也不一样，这些都决定了信息可视化

所要沟通的内容以及方式选择的不同。 

目前，按照终端用户阅读信息图的主要目的一般

将用户分为两类：普通用户与专业用户，见表 1。 

普通用户，具有普遍性、广泛性、非专业性的特

点。他们通过信息图了解某一知识，并且用户个体对 

表 1  终端用户的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end users 

用户类型 用户特点 面临问题 

普通用户 广泛性、非专业性 信息过载、筛选困难

专业用户 领域性、专业性 大量潜在价值的挖掘
 

信息可视化的初始了解程度参差不齐。这类用户中一

部分是主动获取知识和资讯，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被

动接受信息，并且在获取和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带有偶

然性和随机性。 

专业用户，是指专门从事学术、科研或在企业、

组织中处于决策层的人群。他们对信息的背景信息已

经非常了解，并且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他们往往

通过信息图洞察隐藏在其背后的模式或规律，挖掘出

新的有用的信息[9]。 



第 38 卷  第 20 期 孙远波等：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 3 

 

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的用户群体覆盖面较广，包括

政府端、用户端、车企端、监控运营人员，不同的用

户端对信息需求不尽相同。 

1）政府端。政府端的用户属于非高度专业用户，

主要使用人群是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该车辆管理服务

平台，宏观并直观地获取新能源车辆在北京市的运行

状况，合理地调配车辆，合理地配置城市基础设施，

从而做出最优决策。 

2）用户端。用户端的使用人群为租用新能源汽

车的用户，不同于政府端与用户端的用户，可能更需

要了解单一车辆的运行状况数据，充电桩及车辆的实

时位置等。同时由于完成租赁需求一般在移动设备上

完成，因此移动终端的设计在交互设计、视觉表现层

面以及综合的用户体验方面的要求更高。 

3）车企端。车企端是新能源车辆的生产厂商，

属于专业用户，对车辆相关的具体知识了解程度很

深，关注的是自身企业的车辆与市场上竞争厂商的比

对情况，通过车辆管理服务平台提供的市场占有率、

好评率、故障率等各方面的对比，不断优化自己车辆

体系。 

4）运营人员/科研人员。运营人员/科研人员一

般是平台内部的操作人员，属于高度专业型用户，

对业务熟悉度极高，对信息的需求也更加具体细化，

旨在实时发现各种故障预警，产出各种报表统计，

通过多维的数据分析发现系统待优化点，以及各维

度数据之间的关联度，因此在信息呈现上往往通过

信息图洞察隐藏在其背后的模式或规律，挖掘出新

的有用的信息。 

5）租赁公司。租赁公司负责运营新能源汽车的

租赁，属于高度专业型用户，租赁公司一方面通过后

台提供的数据，把握投放热区与各网点相对应的投放

数量，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租赁公司通

过后台对单辆车的实时监控，对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

实时反馈。租赁公司也需要通过后台的数据，制定计

费方式和盈利模式，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4  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可视化设计 

可视化设计作为一种设计形式，始终应该坚持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可视化的一般流程是明

确问题—用户群及应用场景分析—基本图表的建立

—可视化方案的设计与匹配—评测与迭代。但一个好

的可视化设计，是一个需要反复迭代的过程，不可完

全按部就班地来进行。本文以车辆管理服务平台为

例，阐述信息可视化的流程。 

4.1  政府端信息可视化界面设计 

以政府部门人员作为目标用户，通过对其进行深

度的用户访谈，发掘信息需求，了解真实的用户场景，

然后整合各种目标信息，对政府部门人员所需的信息

进行可视化设计。 

4.1.1  用户需求调研 

政府端的用户由于其特殊性，在调研方式的选择

上，最终选择了用户深度访谈法，见图 2。 

 

图 2  访谈记录 
Fig.2 Interview record 

4.1.2  数据挖掘和信息归纳处理 

通过访谈获取了政府端用户的主要的使用场景

与信息需求。政府端的展示场景主要是数字大屏，展

示的数据主要有节能减排信息、基础设施与车辆投放

规模信息、合作车企厂商的相关信息和历史统计报表

类信息。综合考虑本次设计任务，在需求基本确立的

状况下，仍需要对车辆管理服务平台能提供的信息进

行提取处理，与需求进行相关对接，确定相应展示的

优先级，为下一步的可视化方案设计做好信息准备，

维度拆分和重构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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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维度拆分和重构 
Fig.3 Dimensional resolution and refactoring 

4.1.3  可视化方案设计 

根据前期的调研和数据的挖掘处理对数字大屏

的信息可视化进行设计，见图 4。 

4.1.4  检查测试 

（1）实地测试，将设计方案投放到数字大屏，

看是否方便阅读，动效是否达到预期，色差是否能接

受；（2）可用性测试，请工作人员实地讲解，观察

用户能否理解。 

4.2  用户端移动租赁 APP 设计 

在交互式信息产品的设计管理及技术实现层面，

采用瀑布流的模型，指导交互设计的过程管理，随着

开源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交互技术壁

垒让位于对用户体验的提升，交互设计转向对用户心

理认知模型的把握，交互设计模型倾向于对用户和技

术的双重把握，产品向服务系统方向延伸[10]。 

本文以新能源汽车租赁用户为目标人群，目标人

群与该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的触点就是移动端的 APP，

这也是其最主要的使用场景。产品的核心定位就是解

决用户租赁车辆的需求。可视化在该产品中有两个应

用场景：一是用户在任务流程中很多触点，都会涉及

到信息的传达；二是个人相关信息统计。 

 

图 4  可视化设计方案（数字大屏） 
Fig.4 Visual design of digital screen 

4.2.1  APP 可用性测试及需求发掘 

该车辆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存在针对用户端的新

能源汽车租赁 APP，通过对该 APP 的可用性测试和

对用户的主观访谈，可以发掘该产品的可用性问题

和用户痛点，指导后续优化迭代。（1）可用性测试

实验任务，以北京理工大学为出发地，预约一辆电

动车（车型自选）完成出游；驾驶过程中车辆电量

不足，需寻找充电桩完成充电；到达目的地后归还

车辆。（2）实验结果见表 2—3，PSSUQ 结果见图 5。

（3）实验结果分析。从任务流程耗时和任务流程跳

转次数统计结果分析，预约车辆和充电切换过程中

被测用户所耗时和跳转次数差别较大，可以深入分

析流程中的可用性问题。官方组织使用 PSSUQ 测试

了上百个各种类型的网站系统，得出了网站的可用

性得分标准，其上限为图 5 中的蓝色折线，用户的

测试结果见图 5 中红线，分值越高，表示该评分项

问题越严重。将测试结果与标准上限值作对比，可

以看出，本次调查的 APP 的质量远低于质量标准，

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其中界面质量和信息质量问

题尤为严重。（4）痛点提取汇总。流程体验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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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行程进行中，约车、用车、还车需要多次跳

转页面，使用路径分散。信息支持不充足，信息反

馈不充分。在完成部分动作后缺少必要的反馈，如

用户在完成订单后缺少订单信息的反馈。部分可视

化界面信息传达效率较低。（5）数据挖掘。通过前

期可用性测试和访谈，租赁用户的信息需求，一是

用户在任务流程中接触点的信息传达，比如用车前

地图组件上寻找附近车源、网点和车源的分布信息；

选车阶段查看车辆的具体信息；用车过程中的车辆

实时车况报告。二是个人相关信息统计，比如用车

后的驾驶行为评价，关联信用等级，行程的统计信

息，环保效益，节省油量，碳减排贡献量等。 

表 2  任务流程耗时统计 
Tab.2 The statistics of task flow time consuming 

 被测 1 被测 2 被测 3 被测 4 被测 5 被测 6 

预约车辆 03′28 03′42 01′54 02′10 01′21 01′46 

充电切换 02′52 03′14 02′01 01′24 01′49 01′23 

还车确认 56″ 53″ 46″ 59″ 40″ 35″ 

表 3  任务流程跳转次数统计 
Tab.3 The statistics of task flow jump statistics 

 被测 1 被测 2 被测 3 被测 4 被测 5 被测 6 

预约车辆 26 32 16 18 10 12 

充电切换 20 24 18 15 12 15 

还车确认 5 8 5 6 4 5 

 

 

图 5  PSSUQ 结果 
Fig.5 The result of PSSUQ 

4.2.2  信息结构设计 

作为一款工具性产品，用完即走是用户的基本诉

求。页面的结构也可以按横向和纵向，分别对页面信

息结构进行布局。横向布局中，总体页面分为 3 个部

分：业务部分、信息反馈部分和个人信息部分。对应

的设计为订单业务、信息和“我的”3 个部分。考虑到

工具性产品的定位，在横向布局上，以业务处理为主

体，作为首页，“我的”和信息模块采用抽屉式菜单隐

藏起来，做到主次分明，信息聚焦。在页面的设计上，

为了做到体验同一、高效、轻量化的目标，对页面元

素设计进行组件化处理。 

纵向上主要是依据用户的任务流程来进行设计。

通过剖析用户用车的任务流程，梳理用户的单次租车

行为，将用户场景拆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用车前、用

车中、用车后。用车前包括登录流程、约车、取车流

程。用车中，主要涉及导航页面。用车后包括还车、

付款、评价等基本流程。框架确定完毕后，拆分出可

被细化设计及开发的相应组件。 

4.2.3  可视化页面提取设计 

信息可视化在该产品中有两个应用场景，一是用

户在任务流程中很多接触点，都会涉及到信息的传

达；二是个人相关信息统计的了解，这里针对用户的

信息需求对产品的各个页面进行可视化要素的提取，

对其进行相应设计。 

任务流程中涉及到的信息可视化界面应该从纵

向信息布局中提取，见图 6。个人相关信息的可视化

界面主要从横向信息布局中提取，主要是个人订单的

相关信息，见图 7。 

 
图 6  任务流程可视化界面提取 

Fig.6 Extracting visual interfaces from task flow 

 
图 7  个人信息可视化界面提取 

Fig.7 Extracting visual interfaces from pers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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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可视化方案设计 

部分界面设计见图 8。 

 

图 8  部分界面设计 
Fig.8 Part of the interface design 

4.2.5  检查测试 

（1）构建关键线路情境自查：通过构建关键路

线情境在主要交互路径走查，确保能够完成基本的功

能。（2）可用性测试：通过完成任务测试查看是否

仍然存在可用性问题。 

5  结语 

本文以某车辆管理服务平台为例，深入发掘不同

用户终端的信息需求，在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基本理论

的指导下，结合使用人群与系统功能的特殊性，设计

出提高用户体验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本文虽然以车辆

管理服务平台为例，但是也有一定的普遍应用价值，

本文例举的政府端用户的数字大屏和普通用户的移

动端 APP 的产品化的信息可视化设计方法、步骤流

程以及注意事项等，对同类的设备终端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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