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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空巢青年在特定信息环境下的需求进行分析，研究面向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趋势以

及前景。方法 通过探讨空巢青年的产生原因以及生活特征，分析用户在运动健身、重视隐私、渴望社

交、追求高品质生活以及休闲娱乐的多元化等方面存在的需求，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产品服务

设计朝着“平台化、去私有化、功能一体化、轻量化以及个性化”的趋势发展。结论 结合服务设计的要

素和方法，针对空巢青年特定的需求和机会点，提出了面向空巢青年实施“场景重构、接触点整合、用

户协同共享、增值服务”的产品服务设计策略；并以空巢青年为切入点，探讨了移动互联网视角下产品

服务设计对特定人群的介入手段和适用过程，为应对空巢青年的社会问题和商业机遇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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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ervice Design for Empty-nest Youth 

DU Yu-han, GONG Miao-se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emand of empty-nest youth in a speci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re-

search the tendency and pro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duct service design for empty-nest youth. Based on discussing the 

causes for generation of empty-nest you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their needs in sports and fitness, privacy, social 

desire, the pursuit of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were analyzed. Referred to rele-

vant cases, the trend of product service design for them was determined to be lightweight, multifunctional, public, per-

sonalized and using platform approaches. Combining with elements and methods of service design and targeting the spe-

cific needs and trends of empty-nest youth,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product service design for empty-nest youth, 

which are scene reconstruction, contact point integration, user collaborative sharing and value-added service. Starting 

from the empty-nest yout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of product service design 

for a specific pop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Internet, and provides valuable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theoreti-

cal basis for coping with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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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青年是指年龄为 20~35 岁，为了工作或学业

与亲人分开，一个人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单身年轻人

士[1]。当下中国“空巢青年”群体大规模形成，是频繁

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观念和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综

合影响和交互作用的产物[2]。国内外针对空巢青年进

行了研究，学者们多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

理学等角度去解读空巢青年的存在、表现以及成因

等，少有结合设计学的视角对空巢青年的需求进行探

讨和分析。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研究一方面

以空巢青年为典型案例，拓展设计介入社会问题的可

能性，为应对空巢青年的社会问题和商业机遇提供有

价值的行动参考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针对空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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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产品服务设计研究在满足用户自身需求的同时

起到先导作用，其产品服务设计策略引领着社会消费

年轻化趋势，并拉动社会其他群体的消费。 

1  空巢青年的产生 

网络化、少子化、高龄化结合形成巨大的“一个
人的经济体”。“一个人的经济体”中主要包含单身年
轻人、中年离异人群以及空巢老人 3 类。空巢青年的
形成，既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的成分。从主动因
素而言，一方面是独居生活方式的盛行，越来越多年
轻人简单、独立并且不用迁就他人；另一方面是发达
城市资源的吸引力，一线城市中工作机会多、工资待
遇好、发展空间大、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吸引着大
批年轻人来到城市中创业打拼，他们为了拼搏愿意选
择单身[3]。从被动成分而言，这是特定的人生发展阶
段。空巢期是无法跨越、不可避免的人生阶段，也是
青年们由群居到独居、由依赖家人到独立生活的过渡
期；空巢青年的形成是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现
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尤其是成家立业的门槛
越来越高，高房价、高物价下不得已而为之。 

2  产品服务系统 

产品服务系统定义为一种创新战略，将重点从仅
仅关注设计和实物产品，转到设计一个由产品与服务
组成的系统，它是一种新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能够产
生新的价值增长点，是一种潜在的总体资源优化模式[4]。
产品服务系统定位为一个由产品、服务、网络合作伙
伴以及支持基础设计组成的系统[5]。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有不同的分类划分，较为普遍
的是面向产品、面向使用和面向结果的产品服务系
统，见图 1。面向产品的产品服务系统旨在产品中加
入服务；面向使用的产品服务系统，服务比重比面向
产品的服务系统多，旨在通过共享的服务方式增加产
品的使用率；面向结果的产品服务系统，产品被服务
所替代，以卖服务代替卖产品的方式减少物质需求，
实际上是以需求导向的全新功能实现方式。 

 

 
 

图 1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分类 
Fig.1 Categories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产品服务系统通常由实物产品与无形服务组成，

实物产品提供核心功能，无形服务则主要是提供辅助

功能和增强整体性能。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具有内在

关联性，有形产品决定了无形服务的形式与内容，而

无形服务也影响着有形产品的使用和运行效率。 

3  面向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 

3.1  空巢青年的特征和需求分析 

在频繁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观念和非传统的

生活方式的综合影响下，空巢青年与日俱增，尤其集

中在一二线城市。空巢青年在生理上具备完善的机能

优势，如头脑发达、动作敏捷等。生理机能的完善带

来了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促使他们在对新

鲜事物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上有突出的优势，但是伴随

着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不良生活习惯，空巢青年存在很

大的健康隐患。在心理上，由于空巢青年居住环境狭

窄、生活节奏快速、生活方式自由独立以及社交网络

单一，所以他们更容易表现张扬、焦虑、孤单寂寞的

情绪。运用 KANO 需求模型分析发现，空巢青年在

选择和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体

现，如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对私人空间的重视、对社

交的渴望、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多元化休闲娱

乐方式的崇尚等。空巢青年 KANO 需求模型法分析

见图 2。 

 

 
 

图 2  空巢青年 KANO 需求模型法分析 
Fig.2 KANO demand analysis of empty-nest youth 

 
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虽然拥有巨大的

市场潜力，却常常面临快速更新迭代的挑战。同时从

设计的可持续性来看，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

需要合理满足空巢青年的需求并引导他们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3.2  产品服务设计趋势 

考虑到空巢青年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用户需求，针

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重点应放在良好的用户

体验上，符合空巢青年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完善补充，针对空

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并涉

及独居、独食、独乐等多个领域。为进一步满足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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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实际需求，在其推广运行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

的趋势和特征。 

1）平台化。移动互联网视角下，用户通过移动

终端平台快速共享信息，互联网又能够精准地把用户

需求和供给进行高效匹配，个人需求得到极致化延伸

与满足。空巢青年熟练并高频使用手机的特征，为多

种综合服务的介入提供了条件和入口。“软硬件整合

+APP”的创新模式力图将产品服务设计的理论、方法

与设计实践、商业运作结合起来[6]。通过线上平台全

面实现信息获取、信息共享、社区交流外，还能结合

线下实体设计，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系统将

更加完善。 

2）去私有化。去私有化的本质是从产品的拥有

权过渡到产品的使用权。空巢青年一方面追求高品质

的生活质量，同时又面对工作生活的压力，经济能力

上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为高品质生活的溢价买单。借助

移动互联网的便携性和即时性等特征，通过线上平台

进行共享、租赁、拼团等，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

品服务。伴随空巢青年的数量增长，共享经济在住宿、

交通，教育服务以及生活服务及旅游领域不断渗透，

如宠物寄养共享、车位共享、出行交通共享、社区服

务共享及导游共享等。 

3）功能一体化。根据空巢青年崇尚方便至上、

高效快速的行为特征以及其居住环境和活动空间有

限，对应于不同生活场景，将用户多种目标需求进行

整合，通过功能一体化的单一产品或者系统服务满足

空巢青年的多种功能需求显得非常必要。以餐饮领域

为例，比起传统买菜、洗菜、制作以及食用的操作流程，

空巢青年更青睐功能一体化的外卖服务。通过移动端平

台进行下单点餐，即可享受“餐饮+配送”的服务。 

4）轻量化。空巢青年的消费决策不再以家庭出

发，家庭装和实惠装不再畅行。所谓的家庭消费就是

物美价廉、量足货多。以个体为核心的消费用户大幅

度减少了对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需求，转而更加注重

用户体验，追求品质生活。如在有限的居住环境下，

针对独居生活的各式小型号家用电器被广泛购买，包

括小型电饭锅、单杯咖啡机、三明治机、小号烤箱、

小型电火锅等，见图 3。还有以个人消费为基础，重

构适合单人生活的轻量化服务场景，如单人 KTV、

单人餐饮店、进口产品的高端零售店等。 
 

 
 

图 3 单人小型家电 
Fig.3 Single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5）个性化。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从表面上看是一

个人吃住，同时也是每个人对自我认知的变化。针对

空巢青年个性张扬、拥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欲的特征，

个性化的产品服务设计有助于体现用户与他人的差

异性，利用购买的产品与服务来传达自己的生活理念

与价值。 

4  产品服务设计策略输出 

产品服务设计是以产品作为服务内容提供的综

合设计产出，注重用户人群的过程体验，通过匹配特

定环境下的资源和需求，提供系统化的解决策略。空

巢青年作为具有独特需求和生活经历的用户人群，在

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量其身份特征，严格规范产品

的适用性，而将服务设计思维和要素的介入将进一步

拓展功能提供的方式和角度，并为产品和服务的推广

和实施建立良好的情景基础。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

务设计策略见图 4。 

 
 

图 4  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策略 
Fig.4 Product service design strategy for empty-nest youth 

 

4.1  场景重构 

在产品服务设计过程中引入场景有利于合理分析

用户的行为特征并定义需求模型[7]。伴随用户的行为

特征和需求发生改变，让产品服务系统的场景更加丰

富而复杂。实时定义和理解不同的用户，并能够迅速

地找到并推送出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场景，实现产品

服务系统的适配[8]。区别于传统的群体生活和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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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空巢青年的生活方式多数围绕个人展开。为了更

好地贴合一个人生活的行为特征以及满足用户的轻量

化需求，针对空巢青年的产品服务设计需要进行场景

重构，由多数适合家庭或者多人活动的场景转向适合

单人活动的场景，如自助式迷你 KTV 包房、单人餐饮

店、单人健身房、单身公寓、胶囊旅馆等。以自助式

迷你 KTV 包房为例，见图 5。它是针对社会青年独居

浪潮重构的轻量化独乐场景。空巢青年面对巨大的工

作和生活压力，休闲娱乐也是排解压力、释放自我的

重要渠道。迷你 KTV 包房大幅度减少传统 KTV 包间

的占地面积，合理节省空间的同时也让用户拥有更加

私密和安静的环境。迷你 KTV 包房中借助移动端平台

实现自助式操作，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尽情享受独唱

的乐趣，避免去传统 KTV 实体店一个人唱歌的尴尬，

提升了服务的便利性和私密性。 后提供增值服务，

同步提供录歌服务并实现云端传送， 终让用户通过

移动端平台轻松获取录音并可以与朋友分享。针对空

巢青年的轻量化需求，场景重构的方式具体体现在产

品数量减少、体积空间缩小以及服务品质的提升，这

种策略为同类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图 5  自助式迷你 KTV 包厢服务流程简介 
Fig.5 Introduction of service process about self-service mini KTV box 

 

4.2  接触点整合 

在系统化的服务设计中，服务接触点在服务瞬间

的关键时刻产生。接触点是驾驭与了解用户行为的关

键点，用户对接触点产生的感受与体验，都是提升服

务价值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接触点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与服务对象互动，每个接触点都能对用户端体验

产生不同的影响[9]。通过适当的接触点满足用户的需

求与期望，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终赢得用户的忠

诚度。而在此基础之上，合理整合不同接触点的功能

需求能够快速实现功能一体化服务，为用户带来便

利、高效的体验。以阿里巴巴投资的盒马鲜生为例，

盒马鲜生试图构建“生鲜超市+餐饮+电商+物流配送”

多业态融合的服务体系。其本质是对传统社区便利商

店的革新，社区的便利商店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它

也能提供服务。将挑选购买、食材加工以及上门送货

三方接触点建立联系并有效整合，形成了一体化服

务。由于空巢青年具备生活节奏快速、工作繁忙等特

征，所以便利与高效的一体化服务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4.3  用户协同共享 

协同共享既能像传统消费模式一样满足用户的 

物质需求，又能解决用户对于资源浪费和成本投入的

焦虑[10]。平台化的产品服务设计趋势是用户协同共享

的条件优势，通过网络技术使闲置资源在供方与需方

之间得到精准配置，为用户实现线上信息共享，线下

产品服务共享，实现“物尽其用”和“按需分配”的价值

目标。协同共享的方式已成为产品服务行业 重要的

商业模式，在交通、旅游、住宿、教育、社区生活等

领域均获得全面发展。空巢青年由于较高的文化素质

易于形成良好的信用体系、对移动端技术的灵活操作

以及兼顾轻量化和品质化的需求，是成为协同共享模

式下的重要社会群体。如共享衣橱发展，以“衣二

三”APP 为例，见图 6。其核心就是租借日常衣服。

平台与各服装品牌合作并提供多样式服装选择，用户

按月、季度、半年或一年支付成为会员，再通过线上

平台选择每次租借的衣物，30 天可借 30 件衣服，来

回运费和干洗服务都由平台提供。空巢青年有着强烈

的形象意识以及猎奇心理，对衣物的多样性需要度很

高，却又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协同共享模式可以精

准触达目标用户的这些需求，协同共享的方式让空巢

青年以合理的价格体验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4.4  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是产品服务系统价值与体验的驱动力，

如果将整个产品服务系统比喻为人，那么增值服务则

象征着人穿着的衣服。随着空巢青年消费群体的逐步

壮大，消费教义由越多越好到精炼考究。针对空巢青

年的产品服务设计应更多地关注经过设计的、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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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衣二三”使用流程 
Fig.6 Use flow of ''Clothing Two Three'' 

 

用户体验，而不是简单的产品物理属性[11]。空巢青年

对于用户体验的满意度，一方面是核心产品或服务的

质量保证，另一方面是围绕核心产品服务提供多元化

增值服务的入口，如在书店里甚至在服装店里开设咖

啡馆。外表酷炫的网红拳馆除了提供拳击锻炼服务以

外，还提供一项增值服务，就是抓拍学员锻炼的精彩

照片并且打印成专属的纪念卡片送给他们。这项增值

服务非常吸引空巢青年，一方面解决个人运动无法拍

照，帮助用户记录了独有的锻炼瞬间，另一方面满足

空巢青年的分享心理，差异化的抓拍让用户更愿意通

过移动端平台分享自己的锻炼体验，体现个人魅力，

同时对网红拳馆的知名度也起到线上宣传作用。增值

服务能够体现相同领域下产品服务系统的差异化，也

是对产品服务设计基础功能的延续与完善，为用户优

质的深度体验锦上添花。 

5  结语 

空巢青年在运动健身、社交娱乐和品质生活等方

面具有长期的需求，将服务创新导入产品设计系统

中，以实现产品和消费系统转型，用户体验的提升，

终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间平衡和可持续

发展[12]。利用产品服务设计的方法原则能够有效甄别

空巢青年的根本诉求，并提供创造性的策略思路。借

助对空巢青年单人生活场景重构，并整合用户旅程中

某些关联接触点作为产品服务介入和推进的起点，再

通过用户协同共享的方式顺应空巢青年的思维模式

和行为特征， 终通过增值服务完善轻量化场景下的

用户体验并实现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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