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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需求的过时用品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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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时代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设计的产生和过时设计的淘汰，过时的设计产品也是一种可以深

度挖掘的设计资源，也是很多人心灵和回忆的寄托，将伴随着社会迅速发展过程中淘汰的过时用品进行

再设计以赋予过时用品新的生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求以及满足人们的怀旧情感需求。方法 通

过对现代用户对产品的基本需求的分析，来判断和得出过时用品存在的问题及可再次利用的点，以再设

计理论方法为指导，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提出过时用品再设计的途径和方法。结论 过时用品的

再设计是在保存部分旧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功能再设计、形态结构再设计、审美再设计、情感再设计等

方式对过时用品进行再设计，实现过时用品对用户物质功能需求和精神情感需求的再次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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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olete Products Based on User’s Needs 

YANG Mei, MA Long-che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new designs and the elimination of 

obsolete designs. Outdated design products are also a kind of design resources that can be tapped in depth. They are also the suste-

nance of many people's hearts and memories. It takes obsolete obsolete products, which eliminated by the high-speed devel-

opment of the society, as the subject to study its redesign, in order to endow them new life, and to satisfy requirements of 

sustainable society and achieve people’s nostalgia emotion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needs of modern 

users on products, the problems and reuse points of the obsolete articles are judged and obtained, and the redesign theory 

method is used as the guidance.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cases,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the redesign of the 

obsolete supplies are put forward. The redesign of outdated goods is based on preserving some old element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function redesign,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redesign, aesthetic redesign and emotional redesign, so that obso-

lete products can satisfy user’s needs for material functions and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needs onc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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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愈加迅速，新

的产品往往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生活和工作，旧的逐渐

过时的用品则随之被抛弃，使得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

的废物和垃圾，这不仅是物质资源的耗损，而且也是

一种设计资源的浪费。通过再设计来赋予过时用品新

的生命力，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又有助于

从旧的设计中探索新的设计灵感。 

1  用户需求与过时用品 

无论是新产品的开发、改良设计还是产品再设

计，用户需求分析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人对

产品的需求既包括显性易实现的物质功能需求，又包

括隐性难达成的精神情感功能需求。著名的心理学家

马斯诺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大致分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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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的层次，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见图 1，其中可以

看出人需求的变化是从低级向高级逐渐上升的，需求

层次越低，对人产生的影响越大，也更容易实现。一

个层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层级的需求就会产

生，并促使人们去满足高一层级的需求，直至达到

高层级的需求的满足 [1]。通过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看

出：下层的生理及安全需求是一种物质条件的需求，

上层的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是一种精神层次的需

求，人的需求的发展过程是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

逐级递进。根据对需求层次理论的分析，笔者将人对

产品的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图 1  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 
Fig.1 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 

 

在产品设计中，一件出色的工业产品需要同时具

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功能。物质功能是产品能否满足

用户在生理方面的需要，帮助用户完成某项操作，是

指产品的实用性、耐用性、科学性等。精神功能是通过

产品的物质功能以及产品外观造型、装饰和色彩、人机

舒适等所带来的对人审美、教育和精神寄托的影响。物

质功能是精神功能的载体，精神功能是完成物质功能

的满足感和心理体验。对照用户需求的分类和产品的

功能分类可以发现：对于用户的每一类需求，产品都

有相应的功能来满足。分析产品设计内容和方法可以

更加清楚地看到用户需求对产品功能设计内容的决

定性作用，用户需求对产品功能设计的指导见图 2。 
 

 
 

图 2  用户需求对产品功能设计的指导 
Fig.2 User need guide product function design 

过时用品之所以被淘汰，正是由于它们无法满足

人们的物质功能需求或精神功能需求，甚至两者皆不

能满足。与现代产品相比，其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相

对不足，因此，对过时用品进行再设计时，需要从满

足物质功能需求或精神功能需求这两个方面入手。 

2  过时用品的再设计定义 

受社会地位、财富资源、教育程度和年龄阶段等

的影响，不同人群对过时用品的定义会有所差别，尤

其是在现代生产力发达产品更新换代快速的情形下。

这里所涉及的过时用品是已经退出主流市场一定时

间、不被现代多数人使用且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用品，

比如煤油灯、热水袋、火柴等。 

从心理学来讲，人们购买复古商品往往是出于怀

旧心理或者复古商品的旧特征给人带来的“新鲜感”。

怀旧心理并非只有经历过某段历史的人才会产生。经

历过真实历史的人产生的怀旧是一种真实怀旧，年长

的人对过去的怀旧就是一种真实的怀旧；没有经历真

实历史的人产生的怀旧是一种模拟怀旧，年轻人通过

影视或者老的物件等产生怀旧情感[2]。人们对产品产

生的怀旧心理主要是来自产品旧的特征，这种特征刺

激人们的大脑浮现过去的生活和经历的回忆，实现情

感的释放和慰藉[3]，因此，在过时用品再设计时，需

要保留部分旧的特征，以刺激人们的情感，再设计时

如果全部去掉旧的元素则无法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

会使得人们的购买欲望下降。过时用品再设计不能只

依靠人们的怀旧心理，还要满足现代人的使用需求，

过时用品之所以会被现代产品取代很大程度上是功

能上无法达到人们的要求，如果只靠旧的特征，即便

受到用户短暂的青睐，随着新鲜感的流逝，还是会被

用户抛弃。 

怀旧心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旧特征来刺激人们

的回忆[4]，在保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新”与“旧”

的结合是过时用品再设计的必然选择，即在运用现代

设计理念及新技术、材料、工艺等来保证产品符合现

代人的使用要求，保留部分可以满足用户怀旧情感需

求的旧特征。过时用品再设计流程见图 3，设计师通

过分析用户对过时用品功能、外观造型，情感等需求，

得到过时用品需要保留的旧特征以及需要升级改进

的部分，然后从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两个大方向进行

再设计，与用户需求进行分析对比，得到合适的产品

再设计，不能达到用户满意程度的进行修改再设计，

终得到既满足用户使用要求又满足精神寄托的再

设计作品。 

3  过时用品再设计途径和方法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消费者购买一件物品正是为

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产品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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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过时用品再设计流程 
Fig.3 The process of obsolete product redesign 

 

说，一件出色的工业产品的综合质量应包括使用物质

功能质量和精神功能质量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

面的设计，都是不完全的设计。过时用品的再设计亦

是如此。 

3.1  满足物质需求 

用户对产品的物质需求是对产品的功能、形态、

结构、材料以及产品的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等的

需求 [5]。产品 基本的要求就是达到物质需求的满

足，产品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将会导致购买力下降，

从而使消费行为终止。 

3.1.1  功能再设计 

用户对产品的需求是对产品各类功能的需求，产

品的功能性是产品使用价值的基础。过时用品由于技

术落后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这是过时用品

被淘汰的直接原因，因此，对过时用品进行功能再设

计时，要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来保证产品的实用性。 

运用新技术对过时用品进行功能再设计时，通过

过时用品的功能进行整理分析计量，保留旧的可以引

发用户怀旧心理的特征元素，通过与现有同种或类似

功能的替代产品进行比较分析，应用新的技术材料工

艺等进行升级改进，促使产品满足用户的实际使用要

求[6]，以及增添新功能使产品多功能化，让其更加方

便使用和人性化。 

对功能进行再设计，一方面通过旧的工作原理使

用户获得行为体验，即在保持基本工作原理不变的情

况下使用新技术对产品进行功能和外观的优化以及

与现有产品在功能上结合来保障产品的使用价值。电

脑出现之前，打字机是人们常用的文字编辑工具，打

字机敲击按键的手感给使用者带来了舒适的行为体

验。电脑出现后，键盘取代了打字机，机械键盘设计

见图 4，在使用原理和使用体验上与传统打字机相同，

用户可以获得与打字机相同的打字行为体验，伴随着

有节奏的敲击声，可以勾起人们对过去的无限回忆，

在造型和配色上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另一方面

通过旧的外观特征元素来使用户得到感官上的体验，

即在优化或者改变工作原理以及增添新功能来确保

产品的实用性的基础上，对旧的外观特征作适当保

留，例如枪式摄像机见图 5，在工作原理和技术上与

现代摄像机相同，保障现代人的使用要求，外观上采

用 6、70 年代流行的直立式手持胶片电影摄像机外

形，新鲜感十足，使用户获得了满足，有一个愉快的

感官体验。对功能进行再设计时，既要使产品达到用

户的使用要求，又要保证产品不失去旧的味道，因此，

要注重“新”的运用程度。 
 

 
 

图 4  机械键盘设计 
Fig.4 Mechanical keyboar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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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形态结构再设计 

形态结构的再设计是在保障产品功能的基础上

通过新颖和科学的方式让产品具有多样化和更高的

创造性[7]。形态和结构是产品带给用户的第一印象，

被作为评判产品价值的基础，不仅影响产品功能的表

达，而且决定产品的审美性。产品拥有出色的形态和

结构，既能表现产品的价值和功能性，又能给用户带

来享受。产品形态和结构再设计是一个系统化、整体

化的程序，是贯穿于产品整个再设计过程中十分重要

的创造活动，并非只是简单的进行形态结构的润色和

修改，需要设计师整体把握。 
 

 
图 5  枪式摄像机 

Fig.5 The gun type camera 
 

在进行产品形态和结构再设计时，要把握整体，

根据不同物品具体分析其形态结构是否满足和符合

现代人的使用需求和习惯，对于满足人使用需要的可

做适当保留，不符合的则进行升级改进。根据形式法

则和产品设计创新的理论，着重对形态结构进行组

合、重构、变换以及连接方式的改变创新，使产品成

为更加统一、关联性更强的整体。图 4 的机械键盘形 

态结构的设计是在打字机形态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

简化，对局部进行保留和创意改变，比如对拨杆构件

的保留，功能与传统打字机类似，可以实现换行的功

能。在形态上融入现代键盘的美学风格，既带有传统

打字机的“影子”，又符合现代人对键盘的使用和审

美习惯。 

3.2  满足精神需求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不再局限于物质上

的追求，人们开始寻求精神的享受[8]。产品除了能满

足用户的使用需求，还应该给人审美上的享受，产品

还承载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亲

情、友情等感情的表达。 

3.2.1  审美再设计 

设计只有符合时尚的规律并具有时代感才能合

乎现代人的审美趋势[9]。在过时品的审美再设计中，

以现代设计和审美理念为指导，在保留部分旧的外观

特征或保持旧的工作原理上来满足用户的怀旧情感，

再融合现代新的时尚外观造型、装饰、色彩以及使用

不同材质等实现审美的现代感。 

iPhone 音箱见图 6，外观上是留声机的形态，更

加简洁明快，没有传统留声机那些复杂的装饰，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理念。iPhone 音箱具有苹果产品的风

格，音响的扬声器弯曲部分和出音口是苹果产品的基

本形圆形及简洁的圆角曲线，底座是基本形方形，与

iPhone 搭配显现出了浓厚的苹果产品美学风格。 

 

 
 

图 6  iphone 音响 
Fig.6 Iphone audio 

 
3.2.2  情感再设计 

生活中的一些用品，在意义上已经不再只是一种

物件，而承载着人们生活的回忆，在情感上与人们密

切相连，在人们思想中也已经根深蒂固[10]。对产品的

情感再设计，是在注重产品功能性、时代性的基础上，

以改变产品色彩、外观形态符号和材料等方式来创建

产品与用户更加长久和亲近的关系，使人在情感上得

到延续。搪瓷杯是 19 世纪 6、70 年代人们常用的生

活用品，白色的基底衬上文字或者红色风格的图案，

简洁耐用，由于在生活中使用频繁，人们对搪瓷杯有

特殊的感情色彩。搪瓷杯再设计见图 7，整体造型上

沿用了原始造型，用陶瓷和玻璃替换了原来的金属材

质，在基底色彩使用上也不单单只有白色，装饰性的

文字和图案也换成了现代感较强的一些装饰图形，虽

然作出了改变，但是依旧不失怀旧感，可以很容易地

使用户在情感上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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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搪瓷杯再设计 
Fig.7 Enamel cup re-design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产品周期缩短，

新旧产品更新换代，产生了很多废旧的过时用品，利

用得当就会使这些废旧产品重新服务社会，顺应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紧张

的节奏使得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开始追寻精神

上的慰藉，过时用品承载着人们过去的生活记忆和情

感，是生活印记的一种载体，怀旧是一种缓解人们压

力的良药，因此，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个人，对过时

用品的再设计都有着良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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