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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强调进行目标系统外部因素的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有望突破传统主要考虑内部因素的局限

性，对于概念产品创新设计有重要意义。方法 将事理学引入概念产品设计定位，在“事”的结构基础

上，提出概念产品设计定位研究框架；基于“事”“理”之间的联系，对外部因素研究的有序组织的具

体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具体阐述事理学中外部因素在概念产品设计定位中的实际应用。结论 以主要面

向“95 后”人群的概念汽车内饰设计项目为案例，提出部分具体的设计定位研究方法，经过整合分析

后得出设计定位阐释，为概念产品创新提供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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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cience of Human Affair in Design Positioning of Conceptual Products 

LUO Wen, YANG Jing, LUO Xing-yu, WANG Che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mphasize the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target system, hop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nal factors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onceptual products. Science of human affair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design posi-
tioning of conceptual prod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 product design positioning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ing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gs” and “reasons”, the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of or-
derly organization of external factor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science 
of human affair) in the conceptual product design positioning was elaborated. Taking the concept car interior design pro-
ject mainly for the post-95s population as an example, some specific design positioning research methods are proposed, 
integrated and analyzed to obtain the design positioning explanations, which provides research ideas for conceptual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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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产品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对设计目标进行

结构化、基本、全面的构想[1]，蕴含着未来一段时期

内设计目标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概念产品具有创

造性的特征，其最终目的是让概念变成现实，满足人

们的日常需求[2]。创新是概念产品最核心的理念[2]，

设计定位是对概念产品设计的全局把握，因而在前期

对概念产品进行设计定位的方法论思考尤为重要。传

统产品设计定位方法侧重于关注设计目标系统的内

部因素，其设计定位多为在原有产品上寻找突破口，

具有设计主体的被动性和设计思维上的局限性。概念

产品设计定位方法应更关注用户对未来生活方式的

期待，以及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新需求。基于事理学的

概念产品设计定位方法重点强调外部因素的研究，是

带来概念产品设计创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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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理学与概念产品设计定位 

1.1  事理学中“物”“事”“理” 

事理学主张设计过程是由“事”到“物”，最后

再回到“事”中去检验是否合乎特定人的特定目的性，

是否合乎人的行为习惯和信息逻辑，是否合乎环境、

人情和价值观[3]。“物”指代产品，产品的设计活动

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

因素是产品的材料、形制、工艺、结构等，属于约束

产 品 的 因 素 ； 外 部 因 素 即 围 绕 产 品 和 人 的 一 系 列

“事”，具有复杂的动态性，是能够为产品赋予创造

力的因素。 
事理学中的“事”与“理”，笔者依据柳冠中教

授的《事理学论纲》一书总结其关系，见图 1。“事”

由以下元素构成：人、物、行为、信息、时间、空间

和意义。“人”是一切事的核心；“时间”即时间流，

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是“事”发生的外

部环境；“物”是“事”的载体，“行为和信息”是联

系“人”和“物”的纽带。“事”结构中的各因素是

相 互 关 联 的， 其 中 任 何一 个 因 素 的变 化 都 会 引起

“事”结构的变化。“事”的各元素关系之间的规律，

即为“理”。 
 

 
 

图 1 “事”与“理” 
Fig.1  “Things” and “Reasons” 

1.2  基于“事”的概念产品设计定位框架 

概念产品设计研究的趋势偏向于设计认知过程

研究[4]，创新是概念产品的关键，在概念产品设计阶

段，早期的设计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概

念产品的未来市场前景。基于事理学角度的概念产品

设计定位，就是以未来的目标用户为核心，充分研究

目标系统的各外部影响因素的“事”及元素之间相互

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理”，进而提出概念产品的设计

定位。 
结合上文内容，将事理学引入概念产品设计定位

的研究中。基于“事”的元素，笔者构建了概念产品

设计定位研究框架，图 2。 
基于事理学的理念，将概念产品本身这个“物”

看作目标系统的内部因素，“事”被视为目标系统的
外部因素，见图 2。其中“人”是“事”的核心，因
为“事”都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的，不同的生活、
消费方式、环境、经济、政治等都会影响人的需求。
因此，一切用户需求都是在特定条件、情景、特定人
群自身的特性的制约下产生的[5]。概念产品的设计定
位，首要就是通过研究目标人群在特定使用环境下，
和相关“物”有关的行为过程、信息的交互，以及目
标人群自身相关特征，提炼用户的生活形态，挖掘在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需求。同时也需注意研究和预
测市场大环境，把握相关市场动态。当然，另一方面
也要对内部因素（材料、工艺、结构、功能等）进行
具有前瞻视野的研究，判断是否能够满足外部因素研
究得到的设计目标需求。经过系列筛选、整合、分析，
最终得出合理的概念产品设计定位。 

2  概念产品设计定位中的“事”与“理” 

2.1  概念产品设计定位中的“事” 

结合以上阐述，内部因素的研究更多是为概念产 

 

 
 

图 2  基于“事”的概念产品设计定位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product design positioning based on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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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后期设计和开发中的适应性调整服务的。对概念产

品的设计定位而言，相较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研

究显然占据着更为主导的位置，是决定这款概念产品

将来面对市场和目标人群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框 
架中各项外部因素对概念产品设计定位的影响简述

如下。 
1）目标用户人群是最为核心的外部因素。本质

意义上，人们希望通过选择、使用不同品类的产品，

进行自我形象的改变、增强或延伸[6]。通过对“人理”

的充分研究，设计者能够深入理解这款概念产品面对

的用户具有什么样的共性？他们正面临或即将面临

什么问题，向往着何种生活？要想提出的设计定位能

够等于甚至大于目标人群的期待值，对目标人群的深

入研究是重中之重。 
2）时间、时代背景，涉及到目标市场的社会、

文化、经济、政策法律等。它主要对概念产品设计定

位在大方向上起到限制或影响作用。 
3）环境、空间、地点指的是概念产品使用过程

所处的具体场景。它主要影响使用场景对概念产品设

计定位的限制或拓展，甚至概念产品是否可能随着空

间不同有所变化，都需要依赖于对具体场景的研究和

解读。 
4）用户行为过程、信息交流沟通在时间线上高

度重合，因此通常需要组织在一起研究。通过研究这

些因素，更容易发现用户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和问题，

更有利于挖掘潜在需求，直接影响设计定位对概念产

品独特闪光点的传达。 

2.2  概念产品设计定位中的“理” 

事理学中，组成“事”的外部因素之间所有关系

的规律总和，即“理”。不同的事，会产生不同的“理”。

哪怕是同一件事，若事的结构中某一外部因素发生变

化，那么其余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就会随之变化，也

就是理会发生变化。因此，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存在

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概念产品设计定位的

实际过程中需要组织外部因素，制定合适的研究方法。 
需要把这些微观的“事”都过程化，用事的结构

元素（时间、空间、人、物、行为、信息、意义）将

“事”串联起来，再对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

“理”进行研究。一般具体做法是，先固定“事”的

几个主要结构元素，再研究其他元素的动态联系。例

如在老年人洗澡坐具的概念设计定位中，外部因素包

括：老年人（目标用户）、淋浴间（空间）、洗澡的时

间、老年人使用洗澡坐具的行为、顺利洗完澡（意义）。

可以规定人和空间不变，研究老年人在一天内使用洗

澡坐具的时间、行为和意义之间的动态关联，挖掘他

们的沐浴习惯和对未来这款产品的期望，进而分析得

到这款坐具的设计定位。 
设计方法不应该被设计流程所束缚[7]，无论是外

部因素本身还是其之间的动态联系，都要依据研究的

目的，进行有规律、有组织的策划，找到其合适的研

究方法。比如，文献调研法适合进行技术条件、法律

法规、目标人群物理信息等外部因素的研究；数据分

析法适用于目标人群某种行为频率、某种喜好偏向等

外部因素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因素研究时，调查的结果

并不能直接作为设计定位的依据。即对“事”的理解

不能停留在表象，需结合环境、人情、事理深入解析，

提取本质。日本索尼公司盛田昭夫认为，市场不是调

查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8]。这并非否定了市场调研

对外部因素研究的作用，而是指出要分析外部因素及

其联系背后的内涵，即“理”的内涵，只有在此基础

上加入设计者对未来市场的正确预估，才能设计出更

符合未来市场定位的产品。 

3  事理学在“95 后”汽车内饰概念设计定

位中的应用 

以面向“95 后”年轻用户的概念汽车内饰设计

为例，说明实践中事理学在概念产品设计定位中的

应用。 
首先，根据上文构建的基于“事”的概念产品设

计定位研究框架，提取重点研究的外部因素：（1）“95
后”年轻用户人群（价值观、消费行为和观念、爱好

习惯、社交等）；（2）设计时代背景（技术背景、社

会背景为主）；（3）汽车内空间的设计场所；（4）“95
后”在汽车内空间的行为和信息。其中对于用户人群、

行为和信息的研究是核心研究内容。 
然后，基于“事”的结构有序组织研究各项外部

因素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的研究。由于篇幅

限制且此案例涉及的研究内容较多，所以此处展示核

心外部因素——目标人群的部分研究。比如，在“95
后”年轻用户涉及出行的生活形态研究中，利用小组

的形式对用户行程展开调研，选择了 4 个较典型的用

户，并对他们的日常行程作了记录，将信息筛选分析

后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 3。 
从用户行程记录中可以发现，“95 后”年轻用户

出行场景很丰富。不过由于多数还是学生或者刚参加

工作的新人，公共交通依旧是他们首要选择。而私人

驾车更适合那些已经初步步入社会或家庭条件较好，

有一定资金支持的年轻群体。由于目标是研究“95
后”对未来汽车内饰的需求和希冀，在调查行程中，

同时对他们在乘坐或驾驶汽车的相关经历进行了访

谈、咨询和记录，见表 1。 
再比如，在研究“95 后”人群在汽车内空间的

行为中，采取角色沉浸法和移情观察法，设定多个观

察主题进行观察和视频拍摄，观察用户在驾乘过程中

的行为和感情。拍摄影像，能够直观地捕捉用户的情

感和行为，设计者可从中挖掘用户真正关心在意的

点，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产品体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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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用户行程地图 
Fig.3  Typical user itinerary map 

 
表 1  用户访谈痛点总结 

Tab.1  Summary of user interview pain points 

用户 痛点概述 
小 A 车内模式较固定，选择空间小，希望可以增加自主选择的类型，期待更丰富多样的娱乐方式。 
小 B 认为车内应更“平易近人”，理解人的需求和情绪，渴望像朋友一样的人车关系。 
小 C 解决自驾中遇到的诸多麻烦，比如停车位难找，驾驶中的疲劳、无聊，希望在车内可以休息，适当休闲娱乐。

小 D 
车内空间的划分太死板，对于情侣、好友或和家人等不同组合出行情况，需要有适应性的变化，更顺畅地沟

通、交流情感，让不同人群组合的出行和旅程都更舒心。 
 

 
 

图 4  汽车内饰概念设计效果 
Fig.4  Car interior conceptual design renderings 

 

 
 

图 5  汽车内饰概念设计 1∶1 实车模型 
Fig.5  1∶1 real car model of interior conceptual design 

 
整合“95 后”这一目标人群的所有研究，概括

出其在驾、乘车方面的需求：（1）在未来，会将汽车

视作生活中重要的“第三空间”[10]；（2）希望车可以

更“亲人”，对车内娱乐方式的多样性有较高需求；

（3）追求车内空间的自定义模式，需要车内空间能

依据不同社交关系的出行组合进行适应性调整。 
除以上所列方法和研究结果以外，还深度研究了

其余的外部因素。经过团队成员的探讨和评估后，初

步提出这款面向“95 后”年轻用户的概念汽车内饰

的设计定位——以“CarStops，LifeStarts”为核心理

念，以第三空间加社交体验为设计关键点，基于车内

模式转换所带来的车内空间功能变化，为用户打造精

彩车内生活。汽车内饰概念设计效果见图 4，1∶1 的

实车模型和模拟体验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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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设计定位决定了概念产品后期设计开发的走向，

也决定着产品的站位和高度。针对概念产品，设计者

需要强化对目标系统外部因素的研究的观念，首先从

外部因素切入，寻找设计机会，得到合理的设计定位；

在后期开展设计和开发中再增强对内部因素的研究，

以适应性的调整满足基于外部因素研究得到的设计

定位和目标，达到设计的最优解。将事理学引入概念

产品设计定位中具有天然的独特优势，可以突破传统

上偏向系统内部因素研究的局限，有效发掘用户产品

体验中情感、精神、体验层面的潜在需求，有助于面

向未来市场的创新产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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