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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微型电动车租赁的用户满意度与商业可持续提升为目标，从利益相关者、产品与服务体

系、用户价值与体验质量、商业模式等要素，构建微型电动车租赁服务的系统架构，并对产品服务体系

进行整合与创新。方法 分析微型电动车服务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对系统中产品、服务和系统进

行优化和设计，通过共享、互动及利益相关者的延伸与互动等方式，提升微型电动汽车产品服务系统的

可持续性。结论 提出系统化、模块化的微型电动车设计，以及充电桩的智能化、微型化发展的设计方

向、拼车服务机制、电池的梯级利用回收机制，有效增加微型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座位利用率，为后续

实现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可持续提供设计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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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s 

TAN Yu-zhen, LI Xiang-zhou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user satisfaction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and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business, 
the work aims to build a system architecture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service from such factors as the stakeholders, 
products and service system, user value and experience quality and business model, and integrate and innovate th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The products in the system, services and systems were optimized and designed by analyzing the needs of 
stakeholders in the micro-electric vehicl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 was improved through sharing, interaction, and extension and interaction of stakeholders. A systematic and 
modular design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s and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and miniaturized charging piles, carpool 
service mechanism, and battery cascade utilization and recycling mechanism are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seat utilization rate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s, so as to provide desig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subsequently achie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KEY WORDS: service design; product service system; sustainable; recycling mechanism; micro-electric vehicle 

在体验经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当下，人们的消费

模式和消费观念在逐渐发生着变化[1]。共享经济可以

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近年

来随着资源的消耗，电动汽车应运而生，在各国政策

和激励措施的引导下，到 2018 年，全球电动汽车的

数量超过 510 万辆，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1.3 亿辆。

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电动汽车租赁市场已初步形

成，初步解决了人们便捷出行的需求，但是目前来看

微型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并不高，收费较高，只能在规

定的范围内停放及还车，此外电动汽车自身的发展也

受到充电设备、电池衰变、停车服务、维修服务、道

路救援等诸多问题的影响而发展缓慢。通过服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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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运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2]，对产品、

服务和系统进行综合设计，实现微型电动汽车产品服

务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内涵与设计框架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而提出了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3-5]，

即通过系统融合产品和服务，为用户提供恰当的产品

服务，增强其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感，通过利用更少的

资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满足用户的需求。目

前，随着“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连接方式

从最初的人与人逐渐发展成万物互联的状态，在此背

景下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发生着改变，传统的面向大批

量生产的物的概念延伸为无形、非物质的服务。企业

的发展诉求逐步向非物化的服务转变，即通过向消费

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功能，而不是一定要用户必须通过

购买产品才能实现功能需求。用户获得的是解决需求

问题的服务和功能，而不再局限于物的本身。 
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基

于利益相关方（直接或间接与“满意”系统相链接）的

创新互动设计，并能够共同满足特定客户需求（实现

“满意单元”）的产品和服务系统的设计。在这种设

计中，设计方案提供者在经济利益和竞争利益的驱动

下，不断寻求能够带来环境与社会伦理效益的新的解

决方案[6-7]。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体现在产品、服

务、系统的可持续上，服务系统的要素和可持续设计

的环境（地球）、社会道德层面（人类）和经济层面

（利益）三个维度之间相互关联，共同构建可持续的

产品服务系统[8-10]。 
袁晓芳 [11]等人在可持续背景下产品服务系统设

计框架研究中提出，可持续下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框

架可以划分为设计需求分析、设计元素生成和设计方

案生成三个阶段。在设计需求分析阶段需要统筹考虑

处于系统中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通过利益相

关者的延伸及共创设计使得服务系统更加完善和合

理，更有利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

需求和交互关系，确定产品系统的设计方案能够更好

地满足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可以更好地实现服

务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现状及需求分析 

2.1  电动汽车租赁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电动车市场在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

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电动车

的发展依然存在着一些暂无法逾越的瓶颈：电动汽车

的续航能力较差，由于电动汽车的充电不像燃油汽车

那样便利，所以电动汽车并不适合远距离出行。对于

电动汽车来说，其主要满足城市内近距离的通勤出行 

 
 

图 1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 
Fig.1  Stakeholders of the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system 
 

需要，因此对于微型电动汽车来说，微型电动汽车租

赁服务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我国的微型电

动汽车租赁市场上主要的汽车租赁形式有两种，即长

期租赁和短期租赁[12]。其中长期租赁面向企业，租赁

企业与用户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用户通过租赁的形式

获得汽车的使用权。长期租赁的主要形式有租赁销售

模式、融资租赁模式和电池租赁模式。短期租赁指租

赁企业和用户签订短期租赁协议，企业为用户提供短

期的用车服务，用户可以体验“1 取 N 还”的用车服

务。用户只需要按照合约要求支付使用期间的租赁费

用即可[13]。 
微型汽车租赁系统为用户的出行提供了一种更

加绿色、健康、舒适的出行选择方式，但就目前效果

来看微型电动汽车还存在使用率低、价格较高、服务

体验差等现象。而且由于目前的汽车租赁公司需要自

主建立停车厂与充电桩，严重增加了成本的投入。因

此为了保证微型汽车租赁服务系统的生态性发展，需

要引入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的内涵及方法，更好地建

立一种生态型产品服务系统。 

2.2  利益相关者需求分析 

在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的服务系统中要统筹考虑

系统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统筹考虑其利益需求，更

好地实现资源的配置和整合。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

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用户、汽车生厂商、

服务机构、APP 设计人员、项目经理、地图提供者、

管理人员，其相互关系及优先级，见图 1。 
微型电动车租赁系统满足的是用户短距离出行

的需要，为了实现用户在服务中拥有更好的使用体

验，需要满足用户的多层次的需求，通过用户旅程地

图分析用户在微型电动车租赁系统中的需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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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的用户旅程地图 
Fig.2  User journey map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system 

 
从用户旅程地图可以发现，用户使用过程主要可以分

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寻找车辆、开锁、行驶、归还车

辆、到达目的地五个步骤。寻找车辆阶段用户需要快

速找到车辆；开锁阶段则要求开锁方式尽可能简单；

行驶阶段要保证车辆运行安全、电量充足、救援及时

等要求；归还阶段则要求尽量实现随时随地停车的需

求。目前，针对长租用户还需要提供便利的充电服务，

对短租用户来说存在收费相对较高、电动车汽车的停

车场所受限等问题。针对汽车生产商来说希望通过给

用户提供更好的车辆让用户去享受驾驶及出行的乐

趣的同时，能够为自己获得更好的收益。 
为了更好地实现服务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能够满足用户的期望，针对微型电动车租赁系统中的

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车辆的使用率、

降低使用价格、提供更加便捷的电池服务、提供更方

便的停车服务等。 

3  微型电动车产品服务系统可持续设计 

3.1  确定设计内容 

为探究提高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的可持续性，

满足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微型电动汽车租赁

系统的内涵入手，通过设计和优化系统中的内容提高

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可持续产品服务系统是在统

筹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基于系统中的

利益的相关者进行共创的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创新设

计，设计师在设计中不仅追求经济的发展，而且不断

地思考并形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解决方案。其中

产品系统主要包括与实体产品相关的功能、形态、色

彩、材质、结构、人机等基本要素；服务系统主要包

括情感要素、交互方式、外部环境、体验价值等要素；

支持系统则包括制造能力、储备能力、执行能力、发

展前景、影响力度等。人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出行的需

要，而不是汽车的拥有[14]。为了保证用户出行的需要，

分析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情景。从情景出发，用户首

先需要能够快速便捷地找到电动汽车，其次开锁方式

要简单方便，收费要合理，最后归还方式便捷。在用

户使用的情景中，商家应提高用户在整个流程中所有

接触点的体验感受，例如数字接触点中，用户在 APP
中进行汽车定位、开锁、归还等功能要相对简单便捷，

用户进行保修和投诉的人际接触点的设计要更加舒

适和快捷；用户使用汽车过程中，汽车的导航系统及

汽车的操作体验需要给予保证；电动汽车的充电、维

修、客服及保险等保障性需要也应得到满足。电动汽

车租赁系统中主要的实体产品是投放的微型电动汽

车及充电桩，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对环

境也非常友好。租赁系统设计基于用户高效出行的需

要提供租赁服务，其支持系统包括导航、停车服务、

维修、事故处理等内容，见表 1。通过详细的电动汽

车租赁服务系统的设计获得用户的出行服务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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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的内容 
Tab.1  The contents of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system 

系统名称 要素 内容 

产品系统 电动汽车、充电桩 

服务系统 停车场、APP、共享、电池更换
电动汽车 
租赁系统 

支持系统 导航、停车服务、维修、事故处理

 
表 2  实体产品设计方向 

Tab.2  Physical product design direction 
产品 设计方向 

微型电动汽车 系类化、模块化 
充电桩 智能化、统一化、微型化 

 
满意度。通过实现需求而不是拥有产品的观念的影

响，提升用户对于环保的认识，更好地构建具有系统

生态效益的产品服务系统。 

3.2  实体产品设计方向 

实体产品作为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为系

统中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微型电动汽车和充电桩的设

计要坚持设计是为了用户服务的原则来进行。对于微

型电动车这一服务系统中的重要产品来说，其在设计

上应统筹考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于环境和生态

的影响，降低生产成本及维护成本。目前的在微型电

动车租赁中，车型按照座位可以分为两座和五座两

种，但实际上用户平时出行以独自出行为主，在使用 
 

过程中车辆座位的使用率相对较低，因此针对这一问
题可以采用系列化的设计手法，同时设计出一座车、
两座车及五座车，增加用户的可选择性。针对电动车
充电时间长，电池衰变问题，在产品设计上可以通过
模块化的设计手法，使微型电动汽车的电池更易更
换。针对充电桩的设计，通过技术的提升缩减电池充
电时长，提高充电桩的使用效率，统一化、智能化、
微型化也是充电桩的未来设计方向，见表 2。 

3.3  服务系统设计优化 

依据前文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分析，针对目
前价格偏高的问题，引入共享共支付的服务模式。鉴
于微型汽车的出行范围主要集中在市区范围内，其主
要实现的是市区内的出行方案。因此其目的地和行程
路线相对固定，用户可以在出行时通过分享自己的行
程路线实现相同或相近路线的拼车服务，不仅可以增
加车辆的座位使用率，降低出行成本，而且可以增加
用户出行途中的体验感。针对电动汽车的电池问题，
本系统通过提供换电服务，增加用户使用过程中的体
验，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延伸，打造完善的回收再
利用体系，加强电池的阶梯利用，增加电池的寿命，
有效地提高电池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污染。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系统是基于用户出行需
要而进行的微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其通过整合车企
与供电商，在导航、维修、保险等辅助系统的支持下，
构建新能源汽车＋共享的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健康
绿色、低碳环保的健康出行方式。依据其服务内容构
建系统服务地图，见图 3。 

 
 

图 3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系统地图 
Fig.3  Micro-electric vehicle rental system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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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实现微型电动汽车

租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垂直层面上，通过延伸利益

相关者的控制范围。租赁系统中汽车的生产商同时是

汽车的维修商及回收商，保险业务可以和金融服务商

合并，这种纵向上的利益相关者在系统中的控制的延

伸，使得原本单一的利益相关者负责更多的领域，可

以减少系统中的资源的浪费。水平层面上，单个利益

相关方负责保证系统中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停车场的

管理者和供电局同时负责电动车的充电服务。利益相

关者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功能延伸可以更好地实现微

型电动汽车租赁系统可持续发展。在停车场的设置

上，可以通过社区及政府整合资源，通过增加公共场

所的停车场的共享服务，降低自建专用停车场的成

本，提高用户的满意度。电池的提供商通过回收微型

电动车的旧电池来进行再次运用，通过加强与其他电

池运用和储能行业的合作，比如电动自行车、应急电

源等，共同推动电池的梯次使用。 

3.4  生态型产品服务系统 

微型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系统通过 APP 把电动汽

车租借给用户，并为用户提供导航、充电、换电、维

修等服务，用户只需要为产品的使用付费，即可享受

到高品质的出行体验。通过整合微型电动汽车、充电

桩供电商资源及社会资源，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横纵向

延伸、行程拼车服务，可有效实现电动汽车的车位利

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在这样的闭

环式的服务系统中[15]，通过绿色、共享、回收再利用

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主张，营造具有生态性的产

品服务系统，使人们消费观念改变。 
在微型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的商业模式中，通过对

物理接触点、数值接触点及人际接触点的设计，为用

户提供一种对环境影响小、使用过程无污染的出行方

式。通过产品服务系统指导微型电动车租赁系统设

计，统筹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培养绿色出行的习

惯，形成可持续发展意识，塑造健康的生活方式，减

少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随着可持续设计主题的不断发展，可持续设计的

解决方案不再局限在产品本身，而是产品及服务系统

的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促

进了 环境和经济的良好发展。为了实现微型电动汽

车租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产品、服务、系统三个

方面对微型电动车租赁系统进行优化和设计，不仅可

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提高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满

意度，而且通过电动汽车的改良设计、电池回收系统

的设计、共享停车场的使用，有效地营造了一个具有

生态性的服务系统，实现服务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

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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