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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解决当下餐饮浪费现象，倡导低碳节约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方法 聚焦餐饮浪费，针对目
标用户所提出的需求点进行 KJ 分析。结果 设计一款适于目标人群外出就餐使用的打包餐盒。结论 在
产品设计的分析过程中，KJ 法保证了对目标人群真实需求分析的有效性以及科学性，使设计方案在有
效解决人们外出就餐时的浪费现象的同时，提高全社会的节约意识，改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
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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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Lunch Box Based on KJ Method 

REN Guang-pei, WANG Zi-qing, YU Dong-ji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food wasting and to advocate the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 The KJ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quirements proposed by target users. A packing box 

suitable for the target population to go out for dinner is designed. In the analysis processing of the product design, the KJ 

method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 of the real requirements of the target users, not only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wasting food when dining out, but also for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of saving energy and 

changing people’s irrational ways of lifestyl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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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食物浪费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有 13 亿吨的粮食遭到浪费，

在此过程中最为严重的是餐饮浪费[1]。在这一社会现

象下打包餐盒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KJ 法作为一种在

产品设计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2]，是指在进行

产品设计的前期分析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目标

用户的需求进行分析，从而找出用户真正有满意度的

需求。基于 KJ 法针对餐饮浪费这一社会现象，从用户

的需求出发，进行餐盒的设计创新实践。 

1  研究背景 

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的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餐饮消费慢慢进入人们的生活，

成为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最为常见的生活方式。

这也就造成了在食物浪费中，餐饮业食物浪费占了很

大的比例[3]。根据农科院的推算研究，我国餐饮业每

年浪费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高达 8 384 000 吨，消耗脂

肪可达 31 200 吨，这相当于 2 亿人一年的口粮[4]。触

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社会道德、资源环境等社会问题

的倒退，这有碍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5]。可持续

设计不同于单纯“物质产品”输出的设计，而是探索通

过设计利用可再生资源构建可持续的产品及解决方

案，从而兼顾消费者的生存需求、精神需求与环境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系统关系[6]。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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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设计理念为指导，运用 KJ 法对餐饮浪费现象

下人们餐后的打包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并进行设计创

新实践，以期减少不必要的不浪费。 

2  KJ 方法概述 

KJ 分析法又称 A 型图解法、亲和图法，是由日

本学者川喜田二郎提出的一种质量管理工具。是对所

研究未知领域的相关的事实、设想和意见，收集、整

理、分析、再整理、再分析，最后用理性的图解将它

们的复杂关系表达出来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将 KJ 法运用到产品设计中，首先应锁定目标用

户，然后调研分析目标用户的需求点。将与这些需求

点相关联的事实、设想和意见，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

来。进而分析思考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并整理分类

作出归类合并图。从复杂现象中抓住问题的本质，找

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KJ 法能深入挖掘用户的直

观需求，从而优化、创新适于用户的产品新功能。其

分析结果的科学性、有效性是产品落地的有力保障，

也是目标用户真正有满意度的需求[7]。 

3  餐后打包行为过程的 KJ 分析 

基于 KJ 法对外出就餐后的打包行为进行分析研

究。首先，将研究样本定位为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消

费者。这部分人群，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日常餐饮消

费是最为常见的生活方式，这一人群也就成了城市餐饮

浪费的一大来源。其次，基于目标人群的需求提出有效

且开放的假设。对目标群体进行问卷调研和走访调查，

以获得目标人群基于此假设的不同看法与直接资料[8]。 

将调研采集来的需求信息进行多个维度的逻辑

分析，进行群组归类，建立各问题点之间的关联关系。

找寻复杂问题之间的潜在关系，捕捉目标人群的潜在

期望，从而更好地指导设计实践。 

3.1  提出问题 

针对全社会浪费背景下的餐后打包行为，运用

KJ 法预设相关问题。通过小组集体的调研与讨论，

提出能有效、直接地反映人们餐后打包现象的问题，

即“餐后你为什么不打包”作为讨论研究的出发点。 

3.2  基于 KJ 法的分析研究 

对定位人群以“餐后你为什么不打包”进行问卷

和走访调查。在走访过程中，引导用户发散思维、充

分联想。打破固有的经验观念，力求新颖、独立的观

点[5]，从中得到大量有价值的问题需求。 

3.2.1  词条分类与向量关系 

将采集来的调研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在无序的词

条中，通过它们之间的亲和性，建立起各问题之间的

关联关系，见图 1，由箭头指向分布为 7 个组群。A 菜的

味道和摆盘；B“光盘意识”不强；C 服务不周；D 没有食

欲；E 环境和卫生不好；F 社会交际和应酬；G 打包不便。 

 
图 1  分类整理 

Fig.1 Class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向量关系是对所归纳问题之间的关系直观表达的过

程。从向量关系图中理清各问题之间的相互制约及其

影响关系，是对用户潜在需求的客观分析。向量的指

向结果，有助于新的创新点的挖掘。对影响“餐后你

为什么不打包”的各相关因素的向量关系，见图 2。

将各个问题点之间的因果、相互影响，建立起直达向

量关系，从而使各问题点之间的关联表述更为直观。

指向性箭头所指一方为原因，被指一方为结果，双向

箭头则表示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与联系。例如 A 项

“菜的味道和摆盘”是由 E 项环境和卫生不好引起的，

A 和 E 之间就用 E 指向 A 的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此类推，将各需求点之间的混合关系，建

立起完整、直观的向量分析图。 

3.2.2  矩阵分析 

由各因素之间的直达向量关系，建立直达矩阵。 

 

图 2  向量关系 
Fig.2 The vecto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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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动影响因子为自变量，被动影响因子为因变量，

数字 1 用来量化影响程度，见图 3。 

 

图 3  直达矩阵 
Fig.3 Matrix diagram 

建立直达矩阵之后，通过计算，推导出可达矩阵。

从而得到科学理性的用户痛点，提升研究样本与需求

之间的粘性。 

KJ 法中可达矩阵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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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推导出关于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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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算结果表达在可达矩阵图中，见图 4，描述
了直达矩阵 A 相关变量之间的可达关系。图 4 中
D R+ 代表自变量因子与其他项的关联程度，D R- 代
表了由自变量导致的结果 Pivot 数，即将轴心点分布
在坐标空间里，观察其是否均匀分布，根据分布概率
观察它们的相关性。 

 

图 4  可达矩阵 
Fig.4 Reachability matrix diagram 

3.3  KJ 分析结论  

采用 KJ 法，对所研究案例进行结论性总结，对

目标用户及其需求点进行精确地逻辑关系分析，并找  

寻它们的之间的潜在关系，分析结果所提供的可靠数

据能有效协调产品功能、结构与用户需求之间的矛

盾，使最终指向结果更趋近于用户的潜在期望。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服务不周”为起点因素，箭

头终点则指了“食欲不佳”和“打包不便”，说明在整个

问题分析中“服务不周”为诱导因素，最终导致了”食

欲不佳”和“打包不便”的发生，因此，产品设计的前

期应从“服务不周”作为分析的起点因素，考虑“食欲 

 

图 5  分析结论 
Fig.5 Analysis of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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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与“打包不便”。从设计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

后，以“打包不便”作为切入点，设计一款利于人们餐

后打包，唤起人们打包意识的产品。 

4  创新设计实践 

通过运用 KJ 法对“餐后你为什么不打包”这一问

题的深入探讨，从“打包不便”入手，基于可持续的设

计理念设计一款供年轻上班族使用的打包餐盒。设计

概念见图 6，从用户的需求以及产品的可持续性出发，

考虑设计产品的环保性、经济性以及模块化使用，使

产品满足美观性、趣味性和易用性的用户需求[9]。 

 

图 6  设计概念 
Fig.6 The design of the concept map 

模型展示见图 7，餐盒设计方案采用再生纸为原

材料，减少了现代都市大量使用原木对环境造成的压

力。在餐盒的造型设计上，大方简洁，符合所需人群

的审美需求。在结构上采用筷子与餐盒相结合的方

式，以及餐盒之间相叠加的形式[10]，解决人们在打包

过程中所遇困扰的同时勾起人们好奇心，促使人们渐

渐培养餐后打包的习惯。 

 

图 7  模型展示 
Fig.7 The model flat pattern 

5  结语 

可持续设计理念是完整、系统的设计观[11]，它指

导设计在考虑经济性与环境性的同时，更应从长远出

发融文化性于产品中，使设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12]。

KJ 法是理性、有效的分析工具，将其运用到产品开

发中，对所提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通过科学的

算法得出理性的结论[13—14]，因此 KJ 法有利于帮助分析

未被人们所发现的问题，能够有效地指导未来设计。在

可持续设计理念指导下运用 KJ 法的打包餐盒设计，在

有效解决人们外出就餐打包不便问题的同时，更唤起了

人们的节约意识，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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