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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探讨与总结其在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设计方向下，所表现出的

具体设计原则与策略。方法 从产品价值与用户需求的关系角度进入产品设计领域，分析其在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一套认知标准和设计思维，逐步将视线聚焦于用户需求，就用户体验与产品设计展开深入论

述，并对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从经济、人、自然等影响因素着手，分析其设计原则，最后从交互、

人性化、绿色环保等角度，展开具体的理论论述和应用探索。结论 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产品设计，能

够激活设计师的思维，使其更加准确地把握产品的设计语言，完美地结合消费者的体验与精神需求，实

现对产品感性的理解，给人以更加舒适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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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Oriented by User Demand 

ZHANG Xing-rong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roduct design,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specific de-
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user demand-oriented design direction.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duct value and 
user requirements, and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the cognitive standards and design thinking formed in its develop-
ment were analyzed. Then, the emphasis was put on the key of user demand.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product design were 
discussed in depth.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user demand-oriented product design were analyzed from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human and nature. And finally, specific theoretical ex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were con-
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action, hum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user demand-oriented prod-
uct design can activate the designers’ thinking, make them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 product design language, perfectly 
combine the experience and the spirit demand of consumers, and inspire the understanding on self-emotion and basic 
functional nature of product, providing m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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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包豪斯学院所掀起的那场设计革命开始，

设计师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产品设计的核心

也由此开始了从外观造型到解决问题的发展演变。在

各种思潮的碰撞下，“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开

始萌芽并获得发展，其主要针对的是功能主义设计思

想的不足，提倡从用户的操作行为出发，结合用户对

产品的理解，对产品进行全方位改善，力求使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顺心应手[1]。如今，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

设计思维引导产品设计的设计思路开始出现，并迅速

占领了产品设计的主阵地。结合当前的发展与应用实

际，用户需求下的产品设计并不局限于一些基础性的

理论研究方法，更加强调由此延伸出的实践策略，从

而使产品能够满足用户的某种诉求或者解决用户的

某个痛点[2]。从这一层面看，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

计也可以理解为以用户痛点为中心的产品设计。从这

一角度出发，探讨产品设计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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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各种尝试。 

1  用户需求与产品设计概述 

用户需求是产品设计的本源，因为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在自身需求的支配下进行的，且这一需求并不统

一，分为很多层次且有高有低，所以只有从使用者的

具体需求着手，才能使产品设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

要，实现更大的价值[3]。正因如此，在当下的产品设

计中，设计者逐渐开始以使用者的需求为设计的基

点，去全面了解和洞察使用者的所想、所要与所用，

让使用者从中获得满足。一般而言，用户需求主要包

括生理、安全、情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方面。设

计者所要做的是从易用性、智能性、愉悦性和创造性

上进行突破，贴近使用者、服务使用者 [4]。这是产

品设计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产品销售的重要手段，

是检验产品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 

2  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的影响因素 

产品设计过程中对用户需求的分析，主要以系统

设计为基础，深入调查设计、开发过程中对用户需求

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标准，去获得更加贴近用户的

设计思路，实现更加理想的设计效果[5]。因此，有必

要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准开展

产品设计。具体而言，其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点。 

2.1  经济因素 

在产品的开发设计过冲中，以用户为中心的标准

不一定与企业的营利要求一致，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评估计划、产品人机工程

学研究等，必然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与企业

的价值追求并不相符[6]。另一方面，如果选用环保科

技用材进行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产品设计，又会导致

一些综合实力不足的企业难以为继。因此，经济成本

因素是一个根本性的存在，只有将该因素合理权衡

与解决，才能让产品设计与用户需求和谐统一。 

2.2  用户因素 

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始终是以用户为中心

的，因此给用户积极参与产品评估的机会，并从其反

馈中得到答案，是设计者准确把握产品设计效果的重

要方面[7]。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大部分用户并没有

很高的参与热情，他们或者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的应付态度应对，或者认为自己完全对此一无所知，

只有少数用户可以对设计者提供积极的设计意见。因

此，用户因素也是产品设计中十分关键的影响因素。 

2.3  自然因素 

产品设计在考虑用户需求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即用户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如为了满

足用户需求而盲目、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资源的

过度消耗和浪费等[8]，这就是自然因素的作用。因此，

在以用户需求为标准的产品设计中，设计者必须深刻

思考自然因素，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始终坚持保护

环境，节约材料能源。 

3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设计策略 

从以上基于对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的影响因素

的分析，不难看出经济、用户、自然并不是毫无关系

的，而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产品的形

式与功能，尤其从用户需求视角所做的设计探索，更

给产品设计指明了方向，使产品更加符合使用者的需

求，实现了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将具体的设计策

略进行研究和归纳，找到更加科学的设计路径，本文

主要选取互动性、人性化、绿色理念等视角进行产品

设计的探讨，分析其中典型的设计策略。 

3.1  交互式产品设计 

从用户的需求视角出发，产品设计必须从可用性

功能出发，达到更易操作、更安全、更舒适等标准，

同时强调在使用过程中的互动体验[9]。互动即交互，

交互式设计强调产品使用的体验，是人造系统和产品

与环境间的搭配所产生的用户行为，其最终设计目的

是达到用户的心理预期，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找到原

本对产品的期待感，让人使用愉快，或者从人的心理

学出发，或者从人机工程学思考，总之要找出各种有

效的交互方式方法，并对其中最有效的方法进行扩

充，使产品的整个设计过程时刻以用户的参与为标准
[10]。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以敏锐的洞察力去捕捉人们

在生活中的一些无意识行为特征，并将这些特征进行

艺术化创造后作用于产品设计中，使用户的无意识

行为成为一种设计概念，为产品的交互式设计提供创

新的源泉和动力，实现更加合理的交互式设计[11]。 
±0 是日本新兴的设计品牌，由深泽直人担任设

计总监，所有的产品都以消费者为导向，旨在创造消

费者真正想要的产品，丰富每个人的生活。在深泽直

人设计的一款底座带有托盘结构的台灯上，设计师将

这种宗旨完美地呈现了出来。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人

们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这时总会不自觉地放下钥匙

或者手机顺手打开台灯。设计师正是从这一生活细节

着手设计出了该款台灯，其底座是一个托盘形状，可

以用来储物，而这恰恰和人们回家开门后不自主放下

钥匙或者手机这一动作相符合，只要将这些物品放入

托盘中台灯就会感应式地自动打开。而当人们准备出

门时顺势取走钥匙等物品，台灯又会自动关闭。这样

的设计不仅通过其功能完成了预定的目的，更让人们

感受到了与产品互动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实现了“有

用”“好用”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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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性化产品设计 

以人的本质需求作为最基本的起点，以满足人的

本质需求作为最终目的的设计，就是人性化设计。在

产品设计过程中，必须根据产品本身的设计要求，为

产品注入形式与功能，同时强调人性与技术的有机结

合，如此设计的产品才能更加富有情感、个性[12]。 
海尔曾经设计过一款功能强大的洗衣机，既可以

实现一般洗衣机的全部功能，还可以清洗红薯、水果。

这就是设计师从人性化的角度结合市场的现实需求

所做的设计尝试，其动机源于有人用洗衣机去洗红

薯，结果把洗衣机洗坏了来售后保修。这样的事件给

了设计师新的灵感。抓住这一商机，设计师将洗衣机

的功能进行了升级，设计出了可以洗红薯、水果的洗

衣机，并在农村市场获得了良好的销路。 
Led Work 灯具的设计就从人性化视角出发，用

磁铁连接的方式和不断变化的色彩，以及允许用户自

由组合，给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一款感应

式提醒喝水的杯贴设计同样十分人性化，如果用户超

过 30 min 未喝水，该杯贴就会点亮红色呼吸灯，同

时响起轻柔的蜂鸣，提醒用户该喝水了。这样的设计

既足够智能，又与人们的实际需求相符，实现了人性

化的情感关怀。 

3.3  绿色产品设计 

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中，人们对自然资

源的肆意开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和资源

浪费，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人们开始追求环保，

由此，绿色设计理念作用下的环保式设计成为了产品

设计的突出代表。绿色设计要求产品设计过程中克服

固有的不足，将绿色设计理念融入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实现最优化的环保设计[13]。 
以模块化设计为例，该设计理念主张将一定范围

内的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不同规格的产品
进行细化分析，从功能入手，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功
能模块，这些模块可以自由组合成不同的产品，既有
效避免了浪费，又实现了产品品种规格、设计制造周
期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协调，是绿色设计理念下产品设
计的代表性路径。另外，产品设计还可以推行拆卸设
计，让产品更加便于回收和再利用。这样，既可以满
足社会对消费产品需求，又可以节约资源能源，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总之，在产品设计的各
个阶段，包括设计、研制、生产、供货、使用和废弃
拆卸回收，都要满足绿色属性要求，如此才能使产
品更好地与人们的实际需求相符，大大提升市场竞
争力。 

4  结语 

只有实现人、环境、技术等因素的协调平衡，才

能使产品设计达到更高的设计效果，在市场上获得更

多的关注和喜爱。但是，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很多存在

不够理想的方面，没有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忽略

了人作为产品的直接或间接使用者的现实需求，难以

向更高的需求层次发展，无法满足更多定向人群的需

求。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尊重用户的实际需求，同时

分析不同的人的不同价值追求，对用户心理有更深层

次的分析，在各种制约因素中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通过设计语言来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求。如此，产品

设计才能更加趋于合理化，给人们带来更加舒适、宜

人的使用体验，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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