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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目前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移动电源的使用和了解情况，并结合这些因素对企业提出合理

化建议，从企业销售者的角度帮助人们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方法 对消费者携带移动电源出行的情况进行

问卷调查，通过研究数据获取用户使用移动电源产生的一系列行为的心理需求，并结合具体数据资料，围

绕这些心理需求进一步展开用户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适应度调查。由调查结果分析得出消费者对绿色新能

源的相关认识和观念。结论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能被人们接受的新型能源移动电源，最终达

到使消费者购买新能源移动电源的目的，对消费者使用新能源移动电源的绿色行为起引导作用。 

关键词：新能源；电子产品；移动电源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12-0006-04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12.002 

Green Behavior Based on New Energy Mobile Power Design 

ZHONG Lei, DUAN Song-x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use and understanding of mobile power by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at the present 

stage. Combined with these factors, it puts forward rationalization proposals for enterprises, and helps people establish 

green consumption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ler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arried out on the situation of con-

sumers carrying mobile power supply. Through the research data,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a series of behavior gener-

ated by the mobile power source are obtained,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users to the new energy mobile power supply is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data.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ideas 

about new green energy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ideas about 

new green energy sources are obtained. Finally, the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onsumers purchasing new energy 

mobile power is finally realized, which provides the guidance for consumers to use the new energy mobil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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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的养成受自身习惯、文化背景及社会

大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而绿色行为作为可持续发

展中的核心词汇，其被确立、被养成的过程除受以

上因素影响外，还包括用户对绿色生活理念、绿色

消费意识的认同度等[1]。同时，绿色行为本身建立在

绿色产品、绿色生活理念的层面上，往往并未与消

费经济直接挂钩。由此可见，绿色行为的推行缺少

资源强大的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出现推进力度薄弱

的尴尬局面。 

1  用户需求调查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共发放了 174 份调查问卷，成功

收回 120 份。其中男性占总数的 28.3%，女性占 71.7%。

调查问卷总共分为 9 个年龄阶段，在参与问卷的调查

人群中，年龄在 0~15 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0.8%，年

龄在 16~25 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1.7%，年龄在 26~35

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12.5%，年龄在 36~45 岁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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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人数的 16.7%，年龄在 46~55 岁的人数占总人数

的 15%，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3%。

本次受访涵盖了 5 个年龄段的人群，涵盖面较为广

泛，工作种类也基本覆盖。其中有 28 人在事业单位

工作，有 8 人在政府机关工作，有 18 人在企业工作，

有 48 人正在上学，其余 18 人从事其他工作。 

1.1  受访者的收入情况 

在这些受访者中，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 27.5%，月收入在 1000~2000 元之间的人

数占总人数的 15%，月收入在 2000~4000 元之间的人

数占总人数的 28.3%，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 29.2%。在这群人当中，未婚的人数占总

人数的 60.8%，已婚无子女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1.7%，

已婚有子女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6.7%，单身有子女的

人数占总人数的 0.8%。这是本次所有受访人群的基

本情况，受访人群涵盖面较为广泛，包含的家庭种类

齐全，因此，结论可作为有效数据[3]。 

1.2  用户应用移动电源数据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偶尔会携带移动电源出门的

人数占总人数的 58.3%，出门常备移动电源的人数占

总人数的 23.3%，从不带移动电源出门的人数占总人

数的 18.3%。外出时在家充好电并且会随身携带移动

电源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2.5%，在家充好电但不会带

移动电源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4.2%，没有刻意充电但

会随身携带移动电源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8.3%，没有

刻意充电也没有带移动电源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 

1.3  用户使用移动电源行为的对比 

目前，普通移动电源已拥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在

出门时考虑带不带移动电源已成为中国民众较普遍

的行为，但用户却经常忘记携带或使用移动电源。反

复充电和充满电后长期放置导致的电量流失等情况，

都是普通移动电源在用户的不恰当使用下产生的资

源浪费。用户将便携性作为移动电源产品的第一选

择，反映出用户普遍不想携带太重的移动电源，但他

们同时也认为，越重的电池储电量越大，体现出用户

矛盾的心理[4]。以储电量及美观度作为移动电源首选

标准的人数虽然占总数的比例未超过 30%，但这两个

因素可以作为新能源移动电源设计的重要参考。 

2  用户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适应度调查 

2.1  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认知度调查 

本文选择已投入市场的汉能控股集团研发的产

品便携式移动电源为此阶段调研的具体对象。该移动

电源可以在阳光下即时充电，摆脱了传统电源充电的

不便问题。该移动电源可自动识别阳光[5]，只需要大

约 1.6 小时就可以充满 iphone7。在受访人群中，有

12.5%的人见过此类充电产品，而 87.5%的人都没有

见过此类产品；有 90%的人想了解太阳能新能源移动

电源，而 10%的人对该移动电源没有兴趣。目前，此

款移动电源在淘宝的官方旗舰店售价为 369 元。汉能

控股集团便携式太阳能移动电源见图 1。 

 

图 1  便携式太阳能移动电源 
Fig.1 Portable solar mobile power supply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大部分用户均未见过此类产

品，侧面反映出中国绝大多数用户仍未对绿色能源应

用产生敏感度。能源是否是绿色的，是否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以及是否过度浪费了其他资源等问题，并未得

到广大民众的重视，这是人们对于绿色能源思考的欠

缺之处。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九成被调查的受众有强

烈意识想要去了解这些问题，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却

没有做到，他们对绿色能源的“冷漠”态度源自日常的

消费习惯、生活习惯，而对绿色能源的“积极”态度则

源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产品自身的吸引力。由此

可见，新能源移动电源在未能被用户深刻认识的基础

上，想要真正被用户选择、使用并引导用户建立良好

的绿色行为的可能性并不大。 

2.2  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适应度调查 

通过对用户人群进行有关新能源移动电源知识

的推广、普及，使用户逐渐对新能源有了初步了解后，

再进一步让用户了解新能源太阳能发电纸的相关信

息。据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让用户使用新能源太阳能

发 电 纸 ， 用 户 觉 得 其 不 美 观 的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12.5%，觉得其不实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6.7%，觉

得其使用寿命短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35%，觉得其使用

过程复杂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7.5%。对于价格的接受

情况来说，有 69.2%的人只能接受新能源太阳能发电

纸和一般移动电源一样的价钱，有 24.2%的人可以接

受比一般移动电源高 20%的价格，仅有 3.3%的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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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比一般移动电源高 50%的价格。 

以上调查结果证明了用户对新能源移动电源是

非常挑剔的。用户觉得新能源移动电源不实用及寿命

短的原因包括：新能源发电纸中“纸”的传统概念与

“电能储备”不太符合，纸张轻薄、不耐用、面积大小

有限，而“储备”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轻薄和厚实

存在矛盾。另外，用户对全新事物的全新操作方式存

在本能的排斥，若其使用方式与用户已有的使用习惯

无关联或关联性不大，则用户不但需要重新记忆和学

习，还有可能因为新的使用方式与旧有操作习惯有相

矛盾的地方，需要重新克服和修改。对比传统移动电

源，用户对新能源产品的美观度要求明显提高[6]。 

不到七成的用户可接受与传统移动电源在同级

充电量上的同等价位，不到三成用户可接受上浮 20%

的价格，只有不到 4%的用户愿意为高新技术推广期

的高价位买单。此产品 369 元的售价，相较于传统电

源价格略高，该价格既未体现品牌建设定位，也未体

现以适应大众消费的“亲民”。 

3  新能源移动电源设计对绿色行为的引导

及建立 

新能源移动电源虽具有环保认证，但调查表明，

用户对新能源电池的认知度及适应度普遍较低。结合

汉能集团便携式移动电源的设计推广实际案例分析，

可知新能源移动电池具备传统移动电源的共性特征，

并具备阳光充电、能源洁净绿色、使用更加便捷的独

特优势。提高民众对此类新能源移动电源的认同度，

使民众习惯新的充电模式，更愿意接受和使用此类新

能源产品将是中国民众的绿色行为的直接体现。 

3.1  新能源移动电源设计的关键要素 

针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设计及推广，应细分中国

民众对这类产品的熟悉度与适应度。中国民众已具有

购买传统移动电源的能力和使用传统移动电源的行

为习惯，但其技术核心为“太阳能发电纸”，承载这一

技术的物质形态与传统同类产品迥然不同，用户并没

有可参考和借鉴的类似操作习惯[7]。对于全新的技术

与概念，用户普遍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并对产品的形

态及操作方式会产生与当前完全不同的期待。据调查

结果显示，用户对移动电源美观度的不满，反映出目

前已投放入市场的新能源移动电源的造型与操控方

式并未达到用户的期望。此类产品已逐渐成为现代人

必不可少的需求，但人们对其也并不是完全依赖，人

们对该类产品价格的期许已经等同于或略高于目前

已有的传统技术产品。 

目前的分析结论包括前期设计对用户认知经验、

使用习惯的引入与借鉴，以解决其对全新技术的接受

度、适应度问题，通过研究产品的形态、操作方式的

未来感、独特性以满足用户对全新科技产品的心理预

期，且人们对该类产品价格的期许已经等同于或略高

于目前已有的传统技术产品[8]。由此可见，产品的设

计推广不能以一种静止的状态来实现。人们在新时代

对产品新技术的期许需要在不断加强用户对新技术

的认知度、适应度的基础上以不同侧重来提出，例如

产品投放初期，需以用户能够接受、认可作为设计的

出发点。产品的初期价格定位决定了产品在开发过程

中需将操控熟悉度、形态未来感、品质感这 3 个要素

做出不同的侧重倾向。同时，前期调研数据也指出，

便携性和储电量已成为移动电源定价的首要要素。 

3.2  绿色行为的引导及建立 

调查数据显示的便携性和储电量是用户在认同

传统产品前提下的两个标准要素，是设计开发的基准

点，之后的一切设计创新都需遵照这两个基准点。用

户对绿色能源、高新技术的好奇心和对不熟悉领域的

疏离感、难以控制的不安感，决定了这些是设计开发

的重要拓展方向。在低成本的前提下，形态未来感与

品质感可考虑以简洁形体与减法设计作为处理原则，

材质也可选择用户已广泛认可的白色哑光或金属拉

丝科技风的塑料及金属材料[9]。新能源移动电池的绿

色推广，推动着中国民众从对移动电源的关注、购买、

使用到品牌认可、实现品牌产品的升级推广这一动态

过程，旨在实现用户从自然接受新能源移动电池逐渐

过渡到对其产生更深度的品牌粘合度，最终目标是使

用户建立起使用该产品的习惯，引导用户改变对新能

源移动电池的使用观念。 

4  结语 

通过前期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到消费者的绿色

意识、消费能力、对新能源移动电源的接受程度等，

通过对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结合消费者的实

际情况为企业提出一些建议，一方面能使新能源移动

电源意识融入到人们的消费观念中，另一方面能切实

提高人们的购买欲望，生产人们能接受的新型能源移

动电源，最终实现消费者购买新能源移动电源的绿色

消费行为的目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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