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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给用户体

验带来的影响，以及对产品用户体验的定义、特征和评价方法进行重新解读。方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

研究和大量的人工智能在产品用户体验中的实践应用，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提升用户体验，并对此进

行总结归纳。结论 以产品设计视角为切入点，结合人工智能在产品用户体验中的应用研究，提出了人

工智能对产品用户体验影响的四个特征，即高效率、感知智能、场景驱动力和个性化。总结出以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技术结合下的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方法，即智能辅助产品用户体验评价系统，并进一步展望了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产品用户体验研究趋势，以及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为产品用户体验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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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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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urther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user experience, and 

re-interpret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 large amoun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methods of enhancing the user experienc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aking the 

product design perspecti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impact on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are proposed, namely 

high efficiency, perceived intelligence, scene driving force and personalization. It summarizes the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hat is, the intelligent aux-

iliary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further prospects the research trend of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brought by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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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科技革命的到来都会为产品用户体验带来

“质”的变化，同时也为产品用户体验的研究带来新

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挑战，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需要

考虑前所未有的用户需求与情景变化。面对机遇，通

过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与深度学习能力，为用户带来更

好的使用体验，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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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目标。 

1  人工智能的定义与发展现状 

1.1  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达

特茅斯学院的关于“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会议

上，由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

念，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1]。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述，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

锡（John McCarthy）说过，通过智能化程序的设定，

实现设备或系统的智能化操作过程，人工智能通过模

仿人类的思维方式，对问题进行思考和控制，以此来

实现对智能设备或系统的操作[2]。 

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一书中，将其定义为：通过建立计算机模型来实现对

人的智力行为进行研究，并根据人的思维过程进行创

造性的机器技术[3]。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能够替代人类

进行部分实际操作的机器智能，是能够自主适应环境并

按照人的思维意识完成各项任务的机器、设备或系统。 

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则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一门基

于模仿和扩展人类智能，并形成一系列的科学原理、

研究方法与实践应用的新兴学科。其目的是使人工智

能在智能机器或系统中的应用中实现图像识别、语音

识别、人机交互，人机对弈和自主学习等功能[4]。 

综上所述，虽然各个领域对于人工智能的定义有

所不同，但其核心意义都是以执行人类意志而实现用

户目标。对用户体验的目标设计及价值驱动导向没有

实质上的不同，其关键都是模拟人的思维模式完成各

项任务目标。 

1.2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现状 

纵观人工智能发展史。从马文·明斯基到 Alpha-

Go（阿尔法狗）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高度。借此，本文进一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

了梳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人工智能概念首次提

出，世界各国也逐渐展开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并逐

步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跳棋程序和定理证明

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实现。这也掀起了人工智

能研究的高潮[5]。然而由于机器推理能力有限，使人

工智能走向了低谷。到了 60 年代末，模拟人类的专家

系统的出现使人工智能从理论研究走向实用化，推动

人工智能进入应用发展的新高潮。进入 80 年代后，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中的不断扩展，专家系统

所存在的应用领域狭窄、专家知识获取难度增加、无

法与现有的数据库系统实现匹配等问题逐渐显现。90

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实现了

机器从单一转向多主体式学习，这使人工智能技术进

一步走向实用化[6]。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领域

得到了飞速发展，如情景感知、深度神经网络、图像

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有

效连接，如数据挖掘智能技术、无人驾驶智能技术及

人机对弈等，突破了技术应用上众多的不可能性，并

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基于应用性视角分析，可将人工智能大致分成专

用和通用两个人工智能阶段。在专用人工智能应用阶

段，系统的主体针对性较强，任务实现相对单一，建

模过程也较为简单。通过对各项任务单点突破，有数

据表明，人工智能在部分单相智能方面已经实现了对

人类的超越。例如，在象棋比赛中，人类不敌阿尔法

狗（AlphaGo），阿里巴巴设计的“鹿班”在一天时间

内可以完成四亿幅的线上广告设计工作，工作量远远

超过人类。通用人工智能则尚处于发展期。通用人工

智能应像人脑一样具备自主学习、独立设计、严密推

理及科学判断的能力，实现“一脑万用”。然而目前

的人工智能技术还达不到这一高度，仅可以实现信息

感知和学习模仿等“浅层智能”，在抽象概念和推理

决策等“深层智能”方面的能力还很薄弱。 

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可以预

见：专用智能转向通用智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

实现系统开发与应用的前瞻性挑战[7]。 

2  人工智能技术对产品用户体验的影响 

2.1  用户体验概念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用户体验”首次被提出和

推广，经历了几十年不同行业领域的应用与拓展，

也 延伸出 了 不同 的 相关 概念 。 其中 ， 具 权威 的

ISO 9241-210 标准基于对服务认知的影响，将“用户

体验”看作是人们对现实条件的需求，所期望获得的

产品、系统或服务实现的回应过程[8]。维基百科知识

库给出的定义是：用户对系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客观

感受，注重强调人机交互过程中对产品所有权的客观

感知、情感、意义和价值体现等要素，同时，反映出

个人对系统的实用性、易用性及工作效率的客观感

知。权威的可用性协会（UPA）对用户体验的概述：

它是对传统人机交互和适用性功能的拓展，不仅包括

用户基本功能需求，还包括用户在感知过程中的心理

和价值需求等要素[9]。 

从企业的视角分析，微软公司认为，无论涉及软

件系统，还是硬件系统，关乎系统的界面设计、语音

转换、文字表达及用户交互操作过程等都能够成为用

户体验；苹果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始终将“简单即是美”

作为基本理念，以此实现产品与用户的共鸣，这充分

体现了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原则。 

总而言之，用户体验是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

体验反馈与主观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不仅是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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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肢体感知，还包括用户在体验

过程中的情感共鸣和生理反应。用户体验并不是指某

一产品、设备或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它更注重用户在

与产品接触和使用过程中的联系性和交互性，而这一

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品的创新与设计[10]。 

2.2  用户体验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  

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用户体验始终是设计的核

心部分。通过用户体验的反馈来验证产品开发或设计

的合理性，同时，也是检验产品是否符合用户使用习

惯的直观反映[11]。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唐纳德·诺

曼（Donald Arthur Norman）将用户体验作为产品或

服务创新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体验的三个层次，也强

调了产品不仅应在功能上满足用户需求，更要了解产

品体验，也包含其对用户的思想及意义层面的反思
[12]。同样，芬兰设计师的 Ilpo Koskinen 在其著作的

《移情设计-产品设计中的用户体验》一书中，也表

达了用户体验在产品创新中的重要性，将用户的理解

与消费者体验作为产品设计的核心，尤其是在产品设

计的初始阶段，对设计理念及主体相对模糊，基于用

户体验进行产品，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13]。除此之

外，在《体验经济》一书中，也系统地探讨了产品与

服务日益同质化的现象下，企业必须更加关注消费者

的个性化要求，通过产品体验和服务同步的方法，增

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保证自身产品在未来市场的竞

争优势[14]。 

对于产品的用户体验，不仅是客观的感知，还有

用户体验的主观意愿、行为特征及生理反应[15]。用户

的体验特征使设计师在产品的设计环节，更加注重从

用户的视角出发，强调产品在用户体验过程中呈现的

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变化。这种关注用户心理和行为

特征的体验方式与产品设计的理念息息相关，对产品

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6]。例如，美国 IDEO 公司

设计的地砖体重秤以互动和行为交流的设计方式将

用户体验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17]。当用户站在地砖体

重秤上它便是秤，当用户走开后，它则是一块地板砖。

这会给用户在使用前提供一个有趣的行为体验，那便

是在地板上先找到体重秤的活动。 

随着世界第一部被公认的智能手机出现到第一

代苹果手机的发布，从此手机成为科技革命的“先行

者”。由 初的基本通信到智能互联、面部识别系统、

指纹解锁、AI 智慧美颜及语音互动等功能转变，这

些转变都颠覆了人们对手机发明的初衷[18]。而手机的

智能化发展无疑是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更完善智

能体验和至善的关怀，这一点在手机产品的设计中显

得至关重要[19]。 

简而言之，用户体验是破除了传统大工业化设计

模式下以功能性为主导的设计局限，逐渐形成了以用

户体验为中心为基础、以体验和产品功能相结合的创

新型设计[20]，因此，用户体验的深入研究在产品设计

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3  人工智能在产品用户体验中的应用研究 

2.3.1  拟人化特征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通过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代
替人类进行基础性工作和思考，实现人机之间的友好
交互[21]。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属于弱人工智能，仍处
于通用智能阶段，不能完全像人类一样行动和思考，
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拟人化的
特性逐渐被挖掘，这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用户体验的发
展，也为用户体验带来了新的变革与机遇[22]。以机器
人产品设计为例，日本软银开发了帮助自闭症儿童克
服社交障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Nao，见图 1。Nao 机
器人不仅在外观上深受消费者欢迎，而且具有人工智
能及情感沟通的能力，能帮助自闭症儿童进行互动交
流[23]。它还可以通过学习身体语言和表情来推断自闭
症儿童的情感变化，当孩子表现优异时，它会与孩子
击掌庆祝。研究人员表示：“机器人比人类更能促进
自闭症儿童的社交能力发展，因为机器人比人类更有
耐心，更容易接近自闭症儿童的心灵。” 

除此之外，聊天机器人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微软推出的伴侣型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不仅具备普
通工具型机器人的效率及使用功能，更重要是，它对
人机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与此同时，小冰对机器
人与用户的情感沟通进行了升级。小冰不仅具有看、
说、听等基本能力，可以满足用户对图片、视频及语
音的识别和语音对话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设计模型完
成自主对话，使小冰机器人更接近人类。另外，小冰
还可以对图片内容进行“思考”。 

高度拟人化、智能化的语音交互体验使得传统人
与机器的交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拟人形
态的深化使人与机器的产品用户体验变得更加自然。 

2.3.2  感知交互性 

感知是智能设备的重要输入端口，历史数据的积
累和学习只能让人工智能设备“智商”更高，而必须
借助于由设备搭载的传感系统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即
时交互。相对感知而言，交互则可以提供一定程度上
的被动转主动的能力，这种交互能力为感知增加了从
多维度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如动物在失去了相互感 

 

 
 

图 1  人工智能机器人 Nao 
Fig.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 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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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lexa 人工智能助手 
Fig.2  Alex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ant 

 
知后，其在信息获取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通过

交互系统设置，可以使感知从多方面主动获得大量信

息[24]。感知可以扩展交互对象，增加交互强度，提高

交互效果。 

在自动驾驶领域中，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人工

智能的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能够结合用户行为

习惯，从而更精准地判断用户意图，实现人工智能化

的立体智能推荐服务，如基于唇语和语音调节不同的

车窗，基于情绪识别进行智能主动抓拍，基于注意力

检测提供语音提醒服务等，都将对用户体验产生质的

提升[25]。2018 年，宝马（BMW）推出的 Alexa 人工

智能助手（见图 2）为用户提供了更加自然的互动和

交流体验。通过对驾驶员的情绪适时做出准确的判

断，同驾驶员进行聊天，在用户体验过程中进一步了

解和学习用户的兴趣爱好，并针对户的兴趣爱好给出

合理反应。同年，百度推出的 Apollo2.0 自动驾驶辅

助系统融合了智能互联、高精地图、环境感知等多种

核心技术。 

未来，当用户进入驾驶舱后，基于大数据的记录，

车内的座椅、方向盘都会自动调节到舒适的位置，空

调会调到 佳的温度，自动播放个性化音频，出门游

玩自动规划导航路线，到家之前可以通过车载系统提

前打开家里的智能家电等。这种高度智能化的驾驶辅

助系统能够避免驾驶员的“认知过载”，改善人车交

互体验，让驾驶员专注于驾驶本身。 

感知技术的主动理解和思考能力，使智能汽车不

仅可以满足人类驾驶汽车的常规操作，而且可以完成

更多的复杂性工作，以更高效的方式去帮助用户完成

驾驶任务，并通过交流互动让用户驾驶体验不再孤

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智能汽车将能够“理解和

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情感交互。 

3  人工智能影响产品用户体验的四个特征 

3.1  高效率 

3.1.1  减少流程 

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的 大区别，即在于效率的极 

 
 

图 3  安捷秀系统拆解剧本逻辑 
Fig.3  Logic diagram of the AgileShot system disassembly script 

 
大提升。因为机器能够比人更有效率地去学习，利用

强大的计算和深度学习能力替代部分人类的工作。在

交通、金融、医疗、家居和安防等多领域中有着广泛

应用。例如，飞利浦（Philips）公司利用适应性智能

技术，针对放射科医生开发了软件工具 Illumeo，此

工具包含了与影像相关的病人信息，使医生不必再去

寻找实验室结果或病人以前的报告，极大地提高了放

射科医生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观察和学

习使用软件工具者的偏好，将个性化信息整合到用户

体验中去。 

另外，人工智能也在不断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降低人力和时间成本，提升工

作效率。将脑力运算的任务移交给软件来完成，从而

可以重构设计流程，使工作者可以更多地关注审美和

创造[26]。 

例如，由知名文创企业蓝海创意云自主研发的，

专门为影视工作者打造的影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安捷秀（AgileShot），见图 3。具有智能化剧

本拆解功能，它可以在 5 s 内能拆解五万字，并且语

义描述具备较高的准确率，这进一步降低了传统人工

拆解造成的失误率。同时，它还可以导入本地文本与

在线写作，能够快速地自动识别生成关联场景和索

引，使用户能够较快地浏览剧本内容。除了具备剧本

拆解功能外，安捷秀还能实现对财务信息的监管、财

务预算及内部控制管理等功能。通过输入相应的影视

指标数据，系统能够自动执行并识别超预算、延期或

有质量问题的影视项目。 

3.1.2  实时反馈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提升，计算机可以

做到实时反馈结果。如直播视频显示的实时字幕，其

原理是给原有直播信号增加 5~10 min 的延时，使速

记员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快速整理并输出字幕，但这

需要消耗多名速记员的大量体力和脑力。而通过人工

智能下的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每场直播都

能实现低成本、零延迟的实时字幕，同时语音识别准

确率高达 97%。有些直播产品还会在视频旁边显示整

场内容的字幕，方便用户随时浏览过去的内容，对于



26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12 月 

 

经常不在座位旁但需要了解直播内容的用户来说，这

是很棒的用户体验。 

在人工智能时代下，计算机不仅能提供实时字

幕，同时也能提供实时翻译。实时翻译不仅能大幅度

降低同传翻译的工作难度，同时也能确保翻译的质量

和观众的观看体验。 

3.2  感知智能 

人工智能的感知性主要是指在用户体验过程中，

产生的视觉、听觉及触觉等的感知[27]。为了能够与自

然界顺利完成互动交流，就必须具备这种感知能力。

只有具备感知能力才能实现及时感知外部环境并做

出判断和决策，这就需要在自动驾驶汽车上安装红外

感应以及激光雷达等设备，同时需要附以现代的人工

智能算法。机器通过传感设备和系统来获取外界信

息，这种感知能力与人类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与人

类被动的感知能力不同，人工智能通过系统程序的设

定，能够实现对事物的主动感知功能，如一些探测设

备，激光雷达、微波雷达和红外雷达等设施。人们熟

悉的自动驾驶汽车和大狗（Big Dog）机器人等，都

是运用了大数据平台及深度神经系统，才使得机器的

感知智能无限接近人类。 

人工智能实现真正即时交互的核心是感知能力，

而这种核心价值是让用户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转

化的体验，以 符合预期的方式感知到他们需要得到

的服务。例如，当用户感受到孤独和寂寞，仿真机器

人能够和用户进行必要的情感交流，提供相关建议；

当用户身体疲惫需要放松时，会自动播放让神经放松

的音乐；当用户缺乏能量需要就餐时，冰箱就会及时

根据现有食材提供多种食谱等。不同交互方式的相互

融合，使各类智能设备带给用户更加真切的自然人机

交互和真实体验。 

3.3  场景驱动力 

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已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沉浮，

经历了技术驱动和数据驱动阶段，从硬件的计算能

力、到深度学习算法、图像处理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等各领域都有了本质上的飞跃[28]。如今，人工智能已

进入到场景驱动阶段，深入到各个行业之中去解决不

同场景的问题，如智能安防、智能家居、智能医疗设

备及零售、交通领域等多场景。通过各行业对于人工

智能的不断深入应用，人工智能在其核心算法上得以

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互作用，使人工智

能进入到良好的发展态势。智能化的场景驱动不仅能

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而且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

中，协助使用者进行管理决策。而如何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场景化是人工智能体现价值的核心，也是

难攻克的重要部分。 

在安防领域，人工智能有着较大的应用空间。利

用机器学习以及图像识别等技术，实现对安防系统的 

 
 

图 4  微软小冰设计的连衣裙等产品 
Fig.4  Dresses and other products designed by  

Microsoft Xiaobing 
 

信息处理；根据环境的复杂程度不同，通过自动学习

和信息过滤来提高信息准确率。并对监控数据的智能

分析，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控措施，极大地减轻了人工

分析的负担。在智能驾驶领域，场景驱动的智能驾驶

使传统的用户体验实现了质的提升。智能车载系统根

据用户场景来提供对应的信息，实现车内功能之间的

相互联动。无论是社交娱乐、语音交互、智能办公还

是资讯系统等都会呈现在汽车内。在智能家居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带给智能家居 大的变化，莫过于交互

方式的改变。得益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了的“一

语多控”的人机互联体验，为每个用户营造出个性化

的智慧场景。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支撑，也让人

工智能更好地了解用户习惯和空间环境，进而由被动

转向主动地去思考判断，真正像管家一样为家庭成员

提供服务。 

人工智能场景的驱动力不仅让产品、服务或系统

等的体验过程变得有趣，更让用户愿意投入情感和创

新力去参与到其中，甚至用户的行动及思想也将成为

场景中的一部分。 

3.4  个性化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许多知名企业“以用户

为中心”“以提升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就

数字印刷产业而言，惠普与微软小冰的合作打破了传

统印刷行业的局限性，探索出一条以人工智能技术为

主导的创新应用方式。微软小冰能够基于文本、语音

和视觉内容进行设计创作，从不同角度满足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其大规模定制化能力为印刷行业用户带来

专属的产品体验，由小冰自主设计的第一批丝绸产

品，已经被中国丝绸博物馆永久收藏，见图 4。未来，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会为数字印刷业提供更多新的维

度和空间，也为用户带来高度个性化的服务和体验。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植入，科大讯飞翻译机展现

出了更多出色的性能，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翻译需

求。在实时翻译这一方面，科大讯飞翻译机翻译的速

度更快，智能识别的效果也更好，带给用户更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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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系统自评价模型 
Fig.5  User system self-evaluation model 

 
翻译体验。覆盖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高达五十九种语

言种类，让人放心无忧地走遍全球。作为智能家具开

创者，37 度智能家具将人工智能和个性化体验做了

完美融合。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家具可以掌握用

户的习惯与喜好，从而给出 优质的使用体验。37

度智能家具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为用户生活场景里的

核心需求，量身打造的独一无二的家具，为居家生活

带来全新的温暖体验。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产品用户体验

个性化向各行业快速发展。个性化、定制化也一直以

来是用户的需求和设计趋势。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分

析每个用户的行车路线、购买习惯、用户偏好以及消

费行为预测，是得益于大数据的海量数据和机器学

习。这些数据可能是用户进入到特定场所的数据，也

可能是用户使用支付工具时留下的后台数据，在拥有

这些海量数据之后，可以建构出一个个用户的模型档

案，从而为每个用户提供精准的推荐和决策力[29]。但

实现这些功能也必须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著名

的世界经济论坛未来计算机全球未来理事会主席，贾

斯汀·卡塞尔（Justine Cassell）也曾表示：“在未来，

个性化将会是更高级的人工智能的表现形式。”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下的产品用户体

验评价方法 

随着诸多智能产品（如人工智能助理、自动驾驶、

智能家居及智能机器人等）的不断演化，传统的产品

用户体验评价方法将难以满足新场景的需求。以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平台驱动的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方法才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30]。笔者初步构建了智能辅助产品

用户体验评价系统，见图 5。该模型由用户测试数据

导入、集成化的评价模型信息架构、生成标准化评价

结构、评价结果与客观分析四部分构成。智能辅助产

品用户体验评价系统具有三个主要特点：（1）深度学

习精准定位用户的使用需求与潜在需求；（2）将主观

评价进行细分量化，形成科学的计算公式，变为客观

的、可量化的评价标准；（3）标准具有实时性。 

智能辅助产品用户体验评价系统通过技术架构

和软硬件的支撑，解决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标准的模糊

性，并提供更加精准化、标准化、客观化和数据化的

分析结果。从传统的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模型与工具的

应用性来看，大多数的评价模型或工具只能提供点对

点的单一结论，还受到不同产品定义的限制，难以支

撑产品用户体验全部要素的研究， 终导致无法保证

全面、客观、精准地分析用户需求、设计漏洞以及提

供 优的解决方案。皮特-莫维尔（Peter Morville）于

2004 年提出了用户体验蜂巢模型，虽然此模型可以

明确用户的需求，帮助人们理解定义的优先级，但更

多的研究决策是由设计师的主观性决定的，并且此模

型更多地被用于网页设计领域中。要想将用户体验蜂

巢模型的六个维度分析得面面俱到，恐怕很难在实践

应用中将此评价模型分析得更加全面，理解得更加透

彻。而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大数据技术的作用

下，系统通过集成已有产品的用户体验评估模型的信

息架构（包含可用性分析、需求性分析、易用性分析

和价值性分析等），综合各评价模型的研究方法（包

含用户体验曲线方法和 SAM 研究法等），总结出一套

全面的评价标准结构，使其能够在不同场景里对不同

类别产品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分析，并总结出初步

的评价结果供设计师们参考。 

智能辅助产品用户体验评价系统的意义在于帮

助设计师和研究人员快速精准地判断产品的用户体

验满意度和用户期望值。通过智能化系统的计算和评

估能力，极大地减少了人工分析的过程，使设计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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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产品改进和功能体验

上，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也避免了设计

师和研究人员的错误判断和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另

外，由于认知智能的计算能力逐渐提高，可以模拟人

脑的认知与判断，发现新的关联和模式，从而作出正

确的决策。这种认知计算使研究人员获得了更多高质

量的数据，也促使研究人员更深入地了解系统模型是

如何进行决策和提出建议的。 

5  结语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行业未来数字化转型的前

沿，并正持续扩展它的边界，带来人们不曾想象过的

生活方式和用户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成为产品用

户体验的内在驱动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

过对相关文献和大量实践应用的综述分析，提出了人

工智能对产品用户体验影响的四个特征，以及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技术结合下的产品用户体验评价方法。研

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既为产品的用

户体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不仅给用户带来更简单、

更高效、个性化的用户体验，而且证明了传统的产品

用体验评价方法将逐步被智能化的评价系统所替代

的发展趋势。 

伴随人工智能、5G、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

业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产品用户体验研究必然

要迎合新时代、新技术、新场景的发展要求，因此只

有以“用户个性化体验”为中心、以“智能技术”为

驱动的产品用户体验设计与研究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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