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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隐藏式的设计方法在汽车内饰应用上的优缺点，探讨隐藏式的设计在今后汽车内饰设

计应用上的可行性。方法 通过分析隐藏式设计的发展过程和优缺点，了解和把握隐藏式的设计方法在

汽车内饰中的应用现状。归纳隐藏式的设计方法的造型方式，通过对比传统设计方法总结出隐藏式的设

计方法的优缺点。并通过 KANO 模型调研隐藏式设计与传统设计在不同功能内的满意度，计算得到

better-worse 散点图，分析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验证隐藏式设计的可行性。结果 通过 KANO 模型的调

研分析并引入电动汽车内饰设计实践，验证了隐藏式的设计可以提升汽车内饰的美观，并且满足现有车

型内饰的功能需求。结论 隐藏式的设计方法可以满足功能及美观的需要，提高内饰设计的自由度，并

帮助汽车内饰造型创新是今后内饰设计发展的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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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O Model of Concealed Design Method in Automobile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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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hidden design method in automotive inte-

rior applications,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hidden design in the future automotive interior design and appl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dden desig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hid-

den design method in automotive interior was learnt. The modeling methods of the hidden design method were conclud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hidden design method were summarized by comparing with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Through the KANO model, the satisfaction of hidden design and traditional design in different functions was 

investigated. The better-worse scatter plot was calculat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as analyze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hidden desig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KANO model and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 it was verified that hidden design can enhance the aesthetics of the automobile interior and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existing model interior. The hidden design method can meet the needs of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improve the freedom of interior design and help the innovation of automotive interior shape, which is one of 

the trends of interior desig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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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球面临能源危机，新能源电动汽车是我国

汽车发展的一个目标[1]。而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不

断发展，汽车更加注重与人的关系，它已经不仅仅是

以个交通工具，转而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空间。 

目前电动车研究开发已经得到各大汽车公司的

重视，电动车内饰是整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内

饰设计能带给使用者更加舒适的体验[2]。从最近车展

展出的量产车以及概念车来看，内饰造型设计趋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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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简约的极简风格，同时注重多种材质的应用和搭

配。因此如何使汽车内饰变得更加富有科技感并使整

个内饰更加简约，是汽车内饰设计面临的一个首要问

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隐藏式的设计方法。 

1  概述 

1.1  隐藏式设计 

在家装中常常需要美观并实用的功能性设计来

充分利用空间。隐藏式的储物空间可以在家具存储，

收纳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使住宅空间拥有最合理、

最安全、最人性化的以及最具有功能性的设计[3]。 

如今汽车已不仅是个交通工具，它更加类似于一

个供人休息的空间甚至是房间。因此许多在家装上的

设计也应用于汽车内饰设计中来。最近，许多汽车内

饰在满足现有功能的前提下采用了可收纳的隐藏式

设计，来增加储物空间。这样既满足了功能要求又满

足了视觉上的美观要求，成为了汽车内饰设计的趋势

之一。 

1.2  隐藏式设计的优点 

1.2.1  空间利用率最大化 

汽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为主体的产品它所提供

人的空间是有限的，它就类似于一个小户型的房间一

样，因此空间利用问题尤为重要。在合理规划汽车内

部的空间的前提下，可将汽车中央扶手、门板侧面、

座椅底部等部分作为隐藏式的储物空间来提高车内

空间的利用率。 

1.2.2  提高视觉美观度 

在当前追求简洁的汽车内饰设计趋势下，将复杂

繁琐的汽车内饰部件尽可能地简化，有助于提升整体

内饰的简洁度。隐藏一部分部件或者功能，使得整个

内饰的造型语言变得更加统一。在大的型面加上小的

细节处理，可以使汽车内饰的美观程度显著提高。 

1.2.3  实用功能性高 

在移动空间的趋势下，汽车的内部功能也越来越

多，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目前的很多汽车人机交互

的设计是以客户为中心来进行设计的[4]。在自动驾驶

模式下，方向盘减少了驾驶员的活动空间。而采用可

折叠隐藏式的方向盘不但可节约使用空间，简化内饰

造型，而且还提高了驾驶员的舒适度。因此隐藏式设

计可以随着人在车内不同的状态来隐藏部分功能，甚

至可以达到一物多用的目的，具有很高的实用性。 

2  隐藏式设计在汽车内饰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2.1  通过造型面隐藏设计 

在传统汽车中，内饰各个功能元件分区较为明

显，造型面也比较复杂。而随着电动汽车时代的到来，

汽车内饰设计变得越来越简洁。因此，传统的汽车内

饰功能分区逐渐被打破，各个部件设计风格变得越来

越统一，整个内饰看起来更加简洁、清爽。 

在近年来许多汽车公司采用了通过造型面的设

计，来隐藏部件的方法达到简化内饰的目的。在特斯

拉 model3 中，特斯拉选择用隐藏式出风口取代以往

孤立出风口的形象。它通过造型面的设计巧妙的将出

风口与横向布置的 IP 融为一体，这样在视觉上人们

察觉不到出风口的存在从而简化了内饰，使整个内饰

整体感更强，更整洁。不同出风口对比见表 1，隐藏

式出风口与传统的贯穿式、格栅式、炮筒式出风口相

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传统出风口风力更为集中，

但部件造型相对独立，相比而言隐藏式出风口可以提

高内饰的美观度，同时也可以满足汽车空调出风的功

能需求，并且风力均匀。总的来说隐藏式设计还是利

大于弊，因此越来越多的汽车部件将采取隐藏式的设

计，使汽车设计变得更加美观，尤其是大的效果加上

小的细节，给人一种更加精致的感觉。 

2.2  通过材质隐藏设计 

对 于 汽 车 内 饰 而 言 ， 以 材 料 工 艺 和 色 彩 设 计

（CMF）所赋予的产品品质感和情感，是用户对产品

材质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有机结合[5]。因此近年

来，为了提升交互体验，各种高科技新材料与参数化

的设计大量应用于汽车的设计当中来提升交互体验。 

参数化材质及技术见图 1，在 BMW iNEXT 概念

车中采用了一种新的参数化材料，用户在木质或织物

表面上即可完成多种功能操作。这意味着传统的显示

屏不再是必需品，只要通过智能投影就能将车内的任

何表面变为互动界面，这就是隐形创新科技的魅力。

智能材质实现了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在中控台的木质

表面上即可完成操作的构想，就像使用按钮一样顺畅

轻松。相比传统显示屏，新材料将内饰变得更为简单，

将复杂的多个结构集成在座椅上易于操作。参数化的

点阵式设计也隐藏了部件，整个内饰更加简洁且富有

科技感。而驾驶模式中的 AR HUD 将汽车 IP 的功能

直接投到前挡风玻璃上，无形中 IP 的功能也被隐藏

掉了。近年来将显示屏集成到玻璃上来也成为了设计

的趋势之一，这样避免了车内多块屏幕之间的互相干

扰以及繁琐的造型。 

2.3  通过机构隐藏设计 

在内饰追求越来越简洁的今天，多个屏幕的出现

也会使内饰显得复杂繁琐。因此，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将屏幕隐藏起来显得尤为重要。在内饰中，内嵌屏影

响了汽车整体的造型语言，使整个内饰前端无法流畅

的形成一条线。而悬浮屏虽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其

也挡住了本身连贯的造型面，在人的视觉上有一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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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出风口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ir outlets 

出风口 与造型面的关系 功能与造型分析 

 
炮筒式出风口 

 
奥迪 Q2L 

气流可集中吹出；风力大；圆形的造型对内饰造型面干涉较大 

 
格栅式出风口 

 
BMW120iM 

气流可集中吹出；风力大；格栅轮廓与其他部件有所呼应 

 
贯穿式出风口 

 
小鹏 G3 

风力适中；部件依旧可见；配合造型面的设计趋势 

 
隐藏式出风口 

 
特斯拉 ModelS 

气流平缓吹出，缓慢调节车内温度；降噪功能明显；配合造型面的

设计；设计自由度大 

 

  
 

图 1  参数化材质及技术 
Fig.1  Parametric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差。隐藏式的中控屏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使用

时升起，不使用时收回便可保证造型语言的连贯统一。 

在屏幕越来越多的趋势下，多块屏幕的交错必将

使汽车内饰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可收回屏幕利用机构

设计的一键收放机制就显得由为巧妙。同时隐藏式的

储物空间设计也可以有效利用车内有限的储物空间。

运用简单的机构开合，将这些储物空间隐藏起来成为

了巧妙而又实用的设计方法。 

3  KANO 模型及其原理 

3.1  KANO 模型的起源及其功能 

Kano 模型由狩野纪昭于 1984 年正式提出[6]，是

以分析用户需求对用户满意的影响为基础，体现产品

性能和用户满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工具。企业能明

晰地掌握顾客需求，有的放矢地调整企业策略、完善

产品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提高市场成功率[7]。

段黎明、黄欢认为，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是以用户需求

为目的的，因此产品质量特性满足状况可以理解为用

户需求满足状况，鉴于此，将 KANO 模型图直接映

射为顾客满意度—需求图，进行用户需求分析 [8]。

KANO 模型见图 2，需要结合 KONA 模型将产品功

能需求点划分为期望型需求、魅力型需求、必备需求、

无差异需求、反向需求、可疑需求[9]。 

3.2  KANO 模型的评价程序 

通过对隐藏式内饰的功能进行需求类型排序，并

将对其的正向和反向态度设计为五个档位，得到不同

群体对这些功能的正向和反向态度。统计数据后到处

Excel 文档，针对每个问题进行正反交叉分析，用函

数 COUNTIFS 获取每个功能的交叉分析值，再对每

个功能的正反交叉分析值进行功能属性的色块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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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ANO 模型 
Fig.2  KANO model 

 
A 为魅力属性；O 为期望属性；M 为必备属性；I 为

无差异属性；R 为反向属性；Q 为可疑结果。 

最后计算每个功能的 better 与 worse 值。better

就是提供该功能后的满意系数：（A+O）/(A+O+M+I)；

worse 就是不提供该功能后的不满意系数：–1*(O+M)/ 

(A+O+M+I)。前者越接近 1 代表用户越满足，后者越

接近–1 代表用户越不满足；分别针对这次调研的六

个 产 品 需 求 功 能 点 ， 分 别 计 算 出 六 个 产 品 功 能 的

better-worse 值，再用 spss 或 EXCEL 对六个功能的 

better-worse 值进行散点图分析。 

3.3  KANO 模型的评价的应用 

通过 KANO 模型的推导得出所有用户需求指标

的综合权重，从需求的权重值从高到低可以得出用

户对设计部分功能的满意度，并综合分析提出改进

意见。 

3.3.1  设计 KANO 问卷调查功能性 

产品的功能可用性与审美认知具有相互促进的

作用，设计问题与设计求解是“共生”与“协同”的[10]。

相比较传统汽车内饰，隐藏式内饰的可行性以及用户

满意度还有待研究，因此笔者采用 KANO 模型来考

量隐藏式设计的可用性与审美价值。根据可用性和审

美价值设计实验，验证隐藏式设计的可行性，从而对

假设作出判断。问卷从隐藏式设计的功能设计（人机、

审美、实用）、外观设计（造型、结构、材料）出发，

进行问卷调查，见表 2，并对每个部分的正反交叉分

析值进行功能属性色块划分，见表 3。 

3.3.2  KANO 问卷调查采集数据 

通过联系设计师、工程师以及普通用户 132 人对

两款竞品汽车的隐藏式设计以及非隐藏式设计作出

满意度评价。剔除不合格以及均为同一选项的无效问

卷 18 份，共采集到 114 份有效分卷，经过统计整理

计算出不同功能的 better-worse 值，见表 4。 

最终的到散点图分析，见图 3。 

 

表 2  KANO 调查问卷 
Tab.2  KANO questionnaire 

问题 请选择出您认为最符合的选项 满意 比较满意 无所谓 勉强接受 很不喜欢

正向 您对隐藏式内饰设计实用功能的态度是      

反向 您对传统内饰设计实用功能的态度是      

 
表 3  功能属性色块划分 

Tab.3  Division of functional attribute color block  

隐藏式设内饰计 
实用功能 

满意 比较满意 无所谓 勉强接受 很不喜欢 合计 

满意 4 4 4 1 1 14 

占比 3.5% 3.5% 3.5% 0.9% 0.9% 12.3% 

比较满意 6 4 2 1 2 15 

占比 5.4% 3.5% 1.7% 0.9% 1.7% 13.2% 

无所谓 8 5 4 3 1 21 

占比 7.0% 4.4% 3.5% 2.6% 0.9% 18.4% 

勉强接受 20 4 2 1 1 28 

占比 17.5% 3.5% 1.7% 0.9% 0.9% 24.5% 

很不喜欢 28 3 2 2 1 36 

占比 24.7% 2.6% 1.7% 1.7% 0.9% 31.6% 

非隐藏式 

设计 

传统内饰 

设计 

合计 66 20 14 8 6 114 

注：期望属性 O（红色）、魅力属性 A（黄色）、必备属性 M（橙色）、无差异属性 I（绿色）、方向属性 R（灰色）、可疑

结果 Q（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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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better-worse 值 
Tab.4  Better-worse value 

功能 人机/% 审美/% 实用/% 造型/% 结构/% 材料/%

better 值 54.01 76.42 65.26 72.68 32.37 40.56

worse 值 40.41 20.78 36.84 22.43 53.46 52.24

 

 
 

图 3  散点图 
Fig.3  Scatter plot 

 

3.3.3  实验验证以及结果 

通过散点图分析可得人机和实用为隐藏式设计

的期望功能，证明了隐藏式设计可以满足用户的功能

需求达到与传统设计一样甚至更为出众的效果；结构

和材料则为必备功能，可得出在结构和材料方面隐藏

式设计的表现还是需要继续发展。目前隐藏式的零部

件还在发展之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造型和审美

为隐藏式设计的魅力功能，相比较传统设计来说较具

优势，在美观以及科技感上来说远超传统内饰。未出

现无差异功能则证明了隐藏式设计的可行性。 

在分析散点图后，通过回访设计师、工程师以及

普通用户了解到不同群体对隐藏式设计的看法。设计

师普遍喜欢隐藏式设计，认为通过隐藏式设计可以提

升汽车内饰的整体品质以及科技感。隐藏式的出风口

提升了内饰的整洁度，可收回的方向盘拓展了用户的

使用空间，提升了内饰的科技感。再配合参数化纹理

可以设计出更加前卫超前的设计。相比较之下工，程

师则表示隐藏式的设计开发难度大，参数化高科技的

新材质增加了制造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整车

的利润率。隐藏式出风口的车内空气循环方式也与传

统循环方式大有不同，各种隐藏式的零部件技术尚不

完全成熟，质量和功能等方面还有待验证。普通用户

更倾向于前卫的设计，但认为某些技术不够成熟有待

进一步发展。对比散点图与回访结果，了解到设计师

和普通群众对隐藏式的审美、造型比较满意，因此这

两者为魅力功能；材料和结构之所以必备功能，是因

为普通用户、工程师对材料和结构表示担忧；对于人

机和实用方面，三者认为可以达到现在的要求，因此

这两者为期望功能。总的来说，无论是设计师、工程

师还是普通群众，都认为隐藏式设计的内饰值得发

展，是未来设计趋势之一。 

通过 KANO 模型实验验证了设计，可以完全满

足现有汽车的功能，并且还能提升美观以及提供更多

可能性。从近年来的车展以及新车的发布来看，特斯

拉、奥迪、宝马等大型主机厂，大量在造型、材料、

机构上应用隐藏式设计，因此这并将是汽车内饰设计

的设计趋势之一。 

产品造型设计具有主观性，是一个不确定的、复

杂的设计求解过程[11]。隐藏式设计的大量应用可以提

升设计的自由度，在设计求解过程中给汽车内饰设计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如何能利用好隐藏式设计的优

势，运用到汽车内饰中来，依旧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

量和发掘产品功能。 

4  设计实践 

基于某校企合作汽车品牌项目，对 SUV 内饰进

行造型设计，并在内饰中体现出未来感和科技感。在

了解竞品车型以及把控未来设计趋势的前提下，采用

了隐藏式的整体造型设计，内饰设计方案见图 4。本

款内饰方向盘、中控屏等为可收纳式设计，在自动驾 
 

  
 

图 4  汽车内饰设计方案 
Fig.4  Design scheme of automotive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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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better-worse 值 
Tab.5  Better-worse value 

功能 人机/% 审美/% 实用/% 造型/% 结构/% 材料/%

better 值 13.95 65.85 57.14 69.76 27.91 48.88

worse 值 37.21 24.38 35.71 28.57 39.53 46.51

 
驶阶段可收起方向盘。整体设计采用极简的整体造

型，将整个内饰变成一个整体。大胆采用了木质材料

以及参数化材料，使内饰变得更有中式的未来感和科

技感。 

设计完成后通过 KANO 模型进行设计评价，对

48 位潜在用户以及该公司工程师、设计师发放针对

六大功能的 KANO 满意度调查问卷，共收到 43 份有

效问卷，5 份无效问卷，经过统计计算得到对六大功

能的 better-worse 值，见表 5。 

通过散点图，分析可得本设计人机、结构、材料

为必备功能，实用为期望功能，审美和造型为魅力功

能。在审美、造型方面本设计认可度较高，但人机稍

有不足。同时该方案也获得了企业设计师、工程师的

认可。在少即是多的设计趋势下，顺应人的因素，增

加活动空间，内饰功能更加多样的隐藏式设计对汽车

内饰设计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通过 KANO 模型得

到的数据均未出现无差异功能，验证了隐藏式设计的

可行性。 

本设计通过隐藏式的设计加以参数化的纹理，提

升了内饰的整洁度和科技感。将复杂的零部件结合为

一体更加极简美观。可收回的方向盘、屏幕增添了内

饰的科技感，拓展了用户的活动空间，同时达到了一

物多用的目的。在造型方面，隐藏式的设计的应用极

大地提升了设计的自由度，使内饰更加简单干练，有

助于设计师寻求更多的设计可能性。 

5  结语 

随着人们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汽车内饰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追求简洁科技的趋势下，合理

利用隐藏式设计将有效提升汽车内饰的品质与美观。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隐藏式的零部件技术必

将日益成熟，满足设计和功能的需要。电动车作为一

个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新型交通工具，其设计也必将

有新的风格。配合新科技、新材料的隐藏式设计，必

将是汽车发展的趋势之一，成为指导未来汽车前瞻设

计的重要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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