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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固体物理学中的空穴概念引入到新产品创新设计领域，建立产品机会空穴模型，构建基

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品创新设计方法。方法 以互联网海量信息快速交融和衍生为前提，以新产

品信息语义差分法进行信息样本筛选，用互联网查新法捕捉产品机会空穴，构建社会趋势、经济动力、

科学技术的拟合模型。结果 以发明专利创新设计为例进行验证，证明基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品

创新设计方法的有效性。结论 该方法会给论证新产品创新设计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

带来方便，可有效提高产品创新设计的命中率，对产品创新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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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ign Method for New Products Based on Gap Model of Product Chance 

REN Li-zhao, YIN Cui-jun, HOU Run-she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troduce the gap concept of the solid-state physics into the creative design field of new 

products, build gap model of product chance and construct the creative design method for the new products based on the 

gap model of product chance. On the premise of rapid integration and derivation of mass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amples were screened by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of new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the product 

chance gap was captured by the Internet novelty search method, so as to build a fitting model of social trends, economic 

dynam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ing the creative design of invention patent as an example, the verification was 

conducted to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eative design method for new products based on the gap model of product 

chanc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nvenient for demonstrating whether the research topic of new product's creative design 

is correct and valuabl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hit rate of product’s creative design, and has certain guiding sig-

nificance for product's cre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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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社会步入科技、文化高度繁荣的“互

联网+”的高级阶段，互联网新生态社会环境在世界逐

步形成，互联网与新产品创新设计融合成为必然。新

产品创新设计受到普遍重视，创新型社会在我国已日

益形成[1]。近年我国努力利用创新驱动来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在各领域创新设计出现爆发景象，令世人瞩

目。到 2016 年，我国国际科技期刊论文总数占全球

总数的 21%，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占全球总数的

38%，两项均居世界第一。新产品创新设计是全球性

的热门话题，我国大众创新设计已成为新常态。设计

因为缺乏新颖性、创造性而失败，为找不到产品创新

设计的方向而苦恼，重复前人的研究而费时费力的现

象屡见不鲜。需要研究简易可行的创新设计方法来排

除困扰创新设计的障碍，提高创新设计的成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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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空穴模型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方便，但目

前还未见相关的研究报道[2]。因此，基于产品机会空

穴模型的新产品创新设计方法研究，成为当今创新型

社会的新需求，需要加以探讨。 

1  产品机会空穴模型 

1.1  空穴 

空穴是指实心物体或平面中间的空缺部分。在固

体物理学中，空穴是用来表述共价键中的价电子由于

热运动获得了足够的能量后，摆脱共价键的束缚成为

了自由电子，共价键上留下空位的物理现象。将空穴

一词引用到新产品创新设计领域中，用来表述新产品

创新设计的需求是否已经得到满足的问题，具有科学

性[3]。在此，把新产品创新设计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

的状态称为空穴。 

1.2  产品机会空穴 

把社会中存在的新产品创新设计需求称为创新

设计机会，简称产品机会。当社会中存在新产品创新

设计需求，且新产品创新设计需求处于未满足状态

时，就呈现出一种新产品创新设计空白状态，出现产

品机会空穴。产品机会空穴在社会中存在的时期称为

新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期。当企业推出新产品填补

了产品创新设计空白后，产品机会空穴就消失了。 

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在新产品创新

设计领域研究产品机会空穴具有积极意义。人们通过

互联网寻找新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和新产品创新

设计机会空穴期来开展新产品创新设计，就可以提高

新产品创新设计的有效性和市场命中率，只要检验所

选新产品创新设计的研究课题是否存在机会空穴，检

验机会空穴期的时间范围是否合时宜，就可以确定研

究是否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对论证新产品创新设计研

究课题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会带来方便，有

助于解决研发中缺乏创新性的问题[4]。 

1.3  产品机会空穴模型 

产品机会空穴的产生存在社会必然性，当今时代

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互联网导致了海量信息的快速

汇集、碰撞、交融和衍生。当互联网和新产品创新设

计相结合时，海量新产品创新设计信息以互联网为平

台快速汇集、碰撞、交融和衍生，必然会产生大量产

品机会空穴[5]。海量新产品创新设计信息主要来自社

会趋势（S）、经济动力（E）和科学技术（T）3 个方

面。社会趋势是指来自社会变革趋势、新科技趋势、

新文化趋势、新思想、新生活方式、新变革驱动力等

社会趋势方面的新产品创新设计信息。经济动力是指

来自经济状况、消费、收入支配等经济动力方面的新

产品创新设计信息。经济动力受社会经济形式预测、

整体经济形势、社会消耗、信贷、投资、可支配收入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是指来自先进技术、

新兴技术、重新评价的现有技术等方面的新产品创新

设计技术，可以运用公司、学校、军工单位的新技术

和新科研成果，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软件、空间

技术、海洋技术、军工技术、微生化技术等。以“互

联网+”为平台，当来自社会趋势、经济动力、科学技

术 3 个方面的大量信息交汇、碰撞、融合，在客观世

界新变革驱动力的作用下，衍生出新产品研发或重大

产品改进可能性的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新的产品需

求，且市场新需求呈现出未获得满足的状态，产生产

品机会空穴。通过研发新产品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期

望，达到填补产品机会空穴的目的[6]。由此建立产品

机会空穴拟合模型，见图 1。 
 

 
 

图 1  产品机会空穴模型 
Fig.1 The gap model of product chance 

 

2  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实施步骤 

与传统产品创新设计关注于造型创新设计和功

能创新设计不同，在“互联网+”平台中，设计师与产

品创新设计信息的接触和互动更为频繁。无论是 PC

端也好，还是移动终端也好，设计师完成目标都要通

过一系列的操作和互动，完成一个步骤后进入到下一

个模块。“互联网+”平台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使用可

能性，其用户体验创新设计不同于传统产品创新设计

的单一性，而是多重信息快速交融，因此，实施产品

机会空穴模型，进行新产品创新设计应经过建立 SET

系统、产品机会空穴的求证、展开新产品创新设计 3

个步骤。 

2.1  建立 SET 系统 

社会趋势（S）、经济动力（E）、科学技术（T）

交融组成的创新设计系统，简称 SET 系统。结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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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机会空穴模型框架构建信息交融体验创新设计感

性系统，依托于新产品信息语义差分法进行信息样本

筛选，对模型框架中的社会趋势（S）、经济动力（E）、

科学技术（T）3 个方面的感性语义信息样本进行层

级划分，每一个信息样本成为一个可拓基元，代表一

个关键点，逐一融入体验创新设计感性系统，针对产

品机会空穴模型建立的 SET 系统，SET 系统是一个

在设计师创新设计诉求直观化基础上的体验创新设

计系统，通过信息样本交融获得创新设计关键词[7]。

SET 系统运行流程见图 2。 
 

 
 

图 2  SET 系统 
Fig.2 SET system 

 

2.2  新产品信息语义差分法 

语义差分法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通过与试验

者面谈或问卷调查获取试验者对评价对象的认知情

况。语义差分法应用到基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

品创新设计方法中，就是从 SET 系统的角度，确定

与创新产品相关的最初关键词，沿着关键词语义指引

的路径寻求包含新产品信息的原创性语义。当探寻到

原创性可能性高的语义时，按照语义关联差别性进行

拆分拓展获得下一级语义样本，继续探寻原创性，直

至找出产品机会空穴为止。将这一做法称为新产品信

息语义差分法。 

2.3  产品机会空穴的求证 

设计师把通过 SET 系统信息交融获得的创新设

计关键词进行求证。主要通过互联网对所有创新设计

关键词逐一进行查新。互联网查新就是互联网检索，

看看是否重复，一旦出现重复，创新性即为零，该求

证样本被否定；不完全重复的，取互联网上出现相关

词条数最少的关键词，并按新产品信息语义差分法对

可拓基元进行拓展，得到 SET 拓展样本，交融后得

到新的创新设计关键词，再检索，如此循环，直到找

出原创性关键词，获得产品机会空穴，完成求证[8]。 

2.4  新产品创新设计的展开 

创新设计关键词没有重复，表明该创新设计还处

于放空状态，证明捕捉到了有价值的新产品创新设计

机会空穴，创新设计就可以继续下去。 

针对新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抓紧时间组织创

新设计力量进行设计开发，包括功能开发，形态开发，

研讨具体设计的方案，优化设计方案，绘制相应的设

计图纸，制作模型等，最终获得一套新产品创新设计

方案。撰写设计文本，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试制新产

品等。 

3  方法的实例验证 

现将基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品创新设计

方法，应用于专利产品创新设计的研究中，来检验该

方法对创新设计的有效性。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的发明和实用新型需要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强调和现有技术完全不同、有突出特点和显著

进步、能够制造和使用、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9]。显

而易见，就是需要捕捉到有价值的新产品创新设计机

会空穴。 

第一步建立 SET 执行系统。结合创造需求理念

进行信息样本筛选，根据创新设计的大致方向，特别

是觉得哪个方向可能存在创新设计空穴就朝哪个方

向筛选信息样本[10]。为了说明方便，本案选取“智能、

省力、烹饪、棉花、机器、工艺”6 个关键词作为样

本，进行层级划分建立 SET 系统执行流程实例，见

图 3。第二步产品机会空穴的求证。把通过 SET 系统

信息交融获得的创新设计关键词进行求证。例如，上

网搜索“智能洗涤机器”找到相关结果约 8 200 000 个，

具备新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的可能性极小，放弃。

逐一进行搜索，统计找到的相关结果，发现“省力棉

花机器”705 000 个相关结果，最少，而真正含有“省

力棉花机器”的词条只有 3 个，具备新产品创新设计

机会空穴的可能性极大。进行新产品信息语义差分细

化关键词，拓展得出下一级创新设计关键词，深入搜

索，捕捉到“负压棉被网线压实机”是一个有价值的新

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第三步展开负压棉被网线压

实机创新设计，获得一套负压棉被网线压实机的创新

设计方案。 
 

 
 

图 3  SET 系统实例 
Fig.3 Example of SE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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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应用基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品创新

设计方法，又捕捉到“负压棉被网线压实工作台”也是

有价值的新产品创新设计机会空穴。展开创新设计后

又得出负压棉被网线压实工作台的创新设计方案。撰

写专利申请文件，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申请，成功获得

了两项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为 201510369848.6 和

201510365996.0。创新设计方法对路了，就轻而易举

地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 

4  结语 

将固体物理学中的空穴概念引入到新产品创新

设计领域具有科学性，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产品机会空

穴新概念，并建立产品机会空穴模型。以互联网为平

台，来自社会趋势（S）、经济动力（E）、科学技术（T）

3 个方面的信息快速汇集、碰撞、交融和衍生，必将

产生产品机会空穴，研发新产品来填补产品机会空

穴。经过建立 SET 系统、产品机会空穴的求证、展

开新产品创新设计 3 个步骤实施新产品创新设计，有

机构成了基于产品机会空穴模型的新产品创新设计

方法。在实例验证部分，将方法应用于发明专利创新

设计，成功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授权，证明了该方法

对创新设计的有效性。然而需逐一搜索关键词，对海

量信息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开发一款迭代搜索

软件则可克服局限性。该方法对论证新产品创新设计

研究课题选择的正确性会带来方便，可有效提高产品

创新设计的命中率，尤其对“互联网+”产品创新设计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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