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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生活设施产品是乡村居住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乡村居住品质和村民的满意

度，生活设施产品设计需要给予村民更多的人文关怀，因此针对村民消费群体研究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

易用性设计。方法 分析村民对生活设施产品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特征，探讨提高生活设施易用性的设计

特点、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进而将相关设计理论应用于卫生间设施、炕灶设施和内墙装饰的产品设计

实践。结论 服务于乡村的生活设施产品设计应考虑产品对村民的易用性因素，使产品具有包容性、弹

性和可扩展性的易用性特征，并遵循追求技术与人文的综合效益和适度舒适的易用性设计原则，建议采

用简化、感性化和开放化的产品易用性设计方法促进现代技术成果向乡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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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ability Design of Rural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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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are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ving-dwelling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v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villager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the villagers more humane care 

on the design of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Therefore, the usability design of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is studied for the con-

sumer group of the villagers. Based on the villagers’ consumption needs and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and analyses of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design principles and design methods were analyzed for improving the 

user-friendly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to explore the usability design practices for bathroom equipment, kitchen equipment, 

and interior-wall decoration. The design of living facility products in rural areas should consider the usability factor of 

products for the villagers to produce the products with such us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s inclusiveness, flexibility and ex-

tendibility. Besides, the design should observe the principle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technology and hu-

manity and moderate comfort for us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implified, perceptual and open product design methods 

will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th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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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设施是为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的

基础建设和服务类设施，比如排污设备、灶具、卫浴

和家具等，在影响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能引导居民的居

住方式和生活观念，因此是新农村住宅建设的重要内

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村民改善生活品质意愿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全自动、智能化的城市生

活设施产品纷纷推广到乡村，虽然能显著改善村民的

居住生活条件，但是面对技术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

消费者，常常出现用不起、不会用、用不惯等问题[1-2]；

而传统乡村居住生活设施尽管具有经济、简单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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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但是其质量、技术和操作过程相对粗放和落

后，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村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3]。可

见，乡村生活设施产品设计需要给予村民更多的人文

关怀，才能真正将现代化成果惠及乡村，改善村民的

居住生活。易用性是人性化设计的首要因素[4]，易用

性设计遵循“以人为本”，注重消费者和产品的匹配关

系。在乡村生活设施设计中考虑到产品对村民的易用

性因素，能有效提高居住品质和村民的满意度。 

1  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需求与特征分析 

1.1  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需求 

一直以来，在乡村自然的生态环境和朴素的生活

文化背景下，生活设施的制造、操作、维护和管理等

过程常常渗透了村民的劳动与智慧[5]。村民的参与在

乡村生活设施系统功能的实现中占有重要的角色。相

比于以满足居住功能为主的单向消费性城市生活设

施，乡村生活设施产品集村民的居住和生产为一体，

与村民的互动更为密切 [6]。因此在双向互利的关系

下，村民对生活设施不仅有功效需求，也有为减少消

耗、节约开支而产生的参与诉求，还有实现对自身和

乡村生活理解的价值精神需求，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

费需求见图 1。 

1.2  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特征 

村民的消费特征是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设计依

据，也是易用性设计的限制因素。相较于现代生活设

施产品的不断升级和快速更新，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

地区居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行为较为原生态，导致消

费水平相对滞后[7]，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特征见表 1。 

由表 1 可见，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使村民越来越摈

弃缺少舒适性、操作不便、工作效率低、形式单一的

传统生活设施，然而村民对需要专业运输、专业施工

设备、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对能源和技术等外部输

入依赖程度高的生活设施产品缺乏驾驭能力。因而， 
 

 
 

图 1  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需求 
Fig.1  Villagers’ consumer demand for living facilities 

表 1  村民对生活设施的消费特征 
Tab.1  Villagers’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bout living facilities 

村民 消费行为 消费特征 

购买力 居住生活消费支出较低 价格优先 

注重产品的投入和 

维护价格 

认知力 求简避繁，怀疑新技术 认识和学习能力弱 

卫生、安全意识差 

技能 掌握简单工具和低技术 参与质量不高 

缺乏专业性 

审美 以模仿为主 审美素养不足 

缺少审美标准 

习惯 保留部分传统生活习俗 

以劳代资、勤俭节约 

注重产品的实用性 

注重自身劳动力价值

 
设计符合村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特征的产品将成为乡

村生活设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2  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研究 

2.1  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特点 

产品可用性设计倾向于功能的合目的性，用户往

往需要通过一定的训练，掌握产品的基本功能，才能

完成工作任务[8]。而产品易用性设计更加关注用户的

生理和心理上是否更容易接受[9]，提高产品与用户交

互过程的体验和效果。因此，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

用性设计应考虑以下几个特点： 

1）包容性。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村民所使用，生

活设施应具有包容性特征，避免交互过程中村民与产

品功能产生隔阂。即符合村民的生理条件和认知程

度，使村民在理解产品、学习产品的操作方法、对产

品故障进行简单维修或者自主改造产品时感到更加

省力、方便和舒适，不需要特意适应就能达到使用目

的并产生良好的效果。 

2）弹性。不同村民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要求不

同，村民个体的居住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为此，乡

村生活设施设计应使产品具有弹性特征，即尽可能地

关注到以农耕为背景的生存样态下特定产品需要解

决哪些居住问题，在满足村民对产品基本功能需要的

同时为其潜在的功能需要预留空间，灵活地应变村民

对产品实际使用时间、使用频率或功效等级等方面的

个性和动态需求。 

3）扩展性。基于居住环境对村民行为和观念的

影响，乡村生活设施的易用性设计不能忽视村民的价

值精神需求。可扩展的生活设施产品允许村民按照自

己对产品的创意和审美趣味对既有产品进行功能升

级、结构重组、变化造型或更换色彩和材料等，有助

于引导村民自主地改造生活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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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村民在参与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  

2.2  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原则 

易用性设计能更有效地支持产品基本功能的实

现，帮助用户轻松掌控产品，实现高效、便捷、舒适

等好用的目标。面对追求好用与乡村资源相对不足、

村民消费水平不高的矛盾，服务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

易用性设计应考虑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追求技术与人文的综合效益。目前，乡村的

生活设施消费存在缺乏内驱力的问题。分析其主要原

因在于技术导向下的产品开发很难顾及与其现实的

物质条件、经济条件的和谐问题。如果能在生活设施

产品设计中发挥村民作为产品使用者、评价者、管理

者甚至制造者的主体性，唤醒乡村特有的提倡节约、

俭朴和崇尚劳动的人文精神，可以有效地增强村民对

产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

易用性设计要融合传统和现代技术与乡村人文资源

的优势，追求技术与人文交叉产生的综合效益，进而

展开与产品相关的工业化技术特征和村民手工化技

术特征的平衡和合理匹配[10]。如全自动技术的生活设

施产品在操作上固然是“易”的，但是在权衡特定农

户对其价格、安装或维修难度、能耗要求等影响产品

友好的因素后[11]，高度自动化可能是不合时宜的，需

进一步考虑产品的哪些功能、哪些操作环节可以导入

村民的参与以提高产品的适应性。 

2）追求适度舒适。尽管技术成果日益丰富和不

断更新，村民对生活设施产品的消费仍不乏理性，越

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农户，越是在以劳代资与享受舒适

二者之间取舍。对于村民来说，舒适不仅包括对物质

的满足感，也包括对精神需求的满足感，特别是当个

人价值实现时产生的精神愉悦和自信，能够帮助村民

理性地克制物质享受的心理，从而增加村民对产品的

认可[12]。因此，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应遵

循给予村民适度舒适的原则。适度旨在寻求村民对物

质与精神诉求的“临界值”，既不过度依赖硬件的功

效，也不过度依赖人力。 

2.3  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方法 

针对村民普遍较低的经济、文化和技术水平，本

文提出简化、感性化和开放化的易用性设计方法，使

生活设施产品对村民来说更加好用。 

1）简化设计。通过简化产品的材料、工序、结

构和原理提高生活设施产品的包容性，减少村民的使

用障碍。如尽可能设计和选用标准化、模块化的部件，

简化操作步骤和产品结构，从而降低产品的操作难

度；选择可重复利用的部件方便村民更换，减少购置

次数；采用低技术原理便于村民快速理解和控制产

品；就近选择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方便村民购

买和运输；为村民的选择提供浅而窄的菜单界面，从

而提高村民的认知和操作效率等。 

2）感性设计。借助人体工学和白箱法提高产品

的可视性、舒适度和灵活性，增加生活设施产品的感

性因素，使生活设施产品在功能、外观和使用方式等

方面更具弹性。如在产品的尺寸、重量和造型设计上

满足村民的操作习惯，减少劳动负荷，从而增加产品

舒适度；以标准化生产的部件、优化的材料更新传统

生活设施，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外观品质；产品可根据

村民的偏好自定义功能模式，给予村民多种选择和控

制方式；采用逻辑清晰和演示生动的菜单界面，增加

产品的趣味性等。 

3）开放化设计。开放化设计为村民能够自主完

成产品的更改、检查和维修等任务提供低门槛的产品

原理、结构或工艺方法，使生活设施产品具有可扩展

性特点，便于村民发挥行动力。如将产品的结构进行

透明设计以增加产品的亲和力，方便村民自助式的检

修；提供给村民经专业设计和批量化生产的半成品或

现成的功能模块，从而帮助村民简单、快速、高质量

地对产品进行 DIY 的制作、装配、升级或修改等。 

3  乡村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设计实践 

依据乡村生活设施产品易用性设计的设计特点、

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针对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普遍使

用的户外厕所、炕灶和以大白装饰墙面的现状展开产

品设计实践，在提升产品功效的同时改善村民的居住

体验。 

3.1  以简化设计提高卫生间设施的易用性 

受居住比较分散、自然地形复杂、缺少物业等因

素的限制，在乡村铺设复杂的公共地下管网是比较困

难的。因此，乡村的污水处理系统需要在结构上进行

简化设计。结合传统农村化粪池的优点，设计了家庭

式卫生间污水处理系统[13]。将现有以水泥抹面的下沉

式化粪池改为用标准化批量生产的塑料桶分别盛装

粪、黄水，方便村民自主建造和管理，解决了传统化

粪池因异味大和容易污染地下水而必须远离房屋的

问题，实现了卫生间入室。简化粪便处理过程，村民

只需将装满后的塑料桶取出然后换上空桶，接着由化

肥厂定期集中收集和运输，这样不仅减少了村民对化

粪池清掏的不便，也简单、有效地实现了粪便的再利

用，家庭式污水处理系统见图 2。 

不锈钢盥洗盆见图 3，设计采用常见的不锈钢或

铝制板材以方便村民采购，使用低加工难度的镂空、

雕刻或弯折等工艺对盥洗盆进行装饰，方便村民在当

地定制。 

3.2  以感性化设计提高炕灶设施的易用性 

东北传统“炕连灶”的结构决定了“七锅八炕”

的规制[14]，限制了炕灶使用的弹性。传统与新型炕灶

系统剖面见图 4，利用现代电器技术的优势，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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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家庭式污水处理系统 
Fig.2  Home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图 3  不锈钢盥洗盆 
Fig.3  Stainless steel washbasin 

 
调节温度和定时的电热板单独为炕供热，将灶连通给

各房间供暖的烟道[15]。这样可以提高灶的高度，村民

就能够直起腰来做饭了，此外，炕、灶的大小、位置

和样式等都可以按照村民的意愿灵活设计和布局。 

新型灶见图 5，采用可批量化生产的秸秆颗粒作 
 

为原料并装置有定时的自动供料机构，在提高燃烧效

率、减少烟尘的同时减轻了村民的劳动负担；电子显

示控制屏使产品的运行状态更加直观；外观改造后的

灶具有现代感并且易清洁，使室内环境更加整洁、卫

生。此外，村民可以将传统的大锅改小锅，将从前几

个菜“一锅出”的粗犷的烹饪方式和以炖菜为主的单

一饮食结构转变为多样化和细作，满足村民的个性化

需求。 

利用烟囱效应为农户设计了无需电能的手控吸

油烟机[13]见图 6，伸缩式的排烟管允许村民通过手动

调节烟罩的高度即时地控制产品的吸烟效果。 

3.3  以开放设计提高内墙装饰的易用性 

传统材料限制了村民装饰住宅的审美和创造力，

需要利用现代设计思维和技术成果增加产品的可拓

展性。对墙纸进行了开放化设计[13]，新型壁纸见图 7，

每张壁纸的尺寸为 A2，材质为牛皮纸，方便村民采

用传统糊裱的方法自助铺贴，解决了乡村缺少掌握大

幅面墙纸施工技术人员的问题；采用无需对缝的小图 

 

 
 

图 4  传统与新型炕灶系统剖面 
Fig.4  Profil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new Kang–Sto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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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型灶 
Fig.5  New stove 

 

 
 

图 6  手控吸油烟机 
Fig.6  Manually controlled range hood 

 

 
 

图 7  新型壁纸 
Fig.7  New type wallpaper 

 
案和非连续图案设计降低村民拼贴的难度，方便随时

修补且不影响整体效果；在村里的打印社存储由专业

设计师设计的壁纸图库，方便村民挑选和小批量打印。 

4  结语 

综上，易用性设计有助于增加生活设施产品在乡

村的适应性，提升村民对乡村居住生活的满意度。借

助易用性设计，生活设施产品的物理功效可能不是最

优的，但是它能够改变乡村居住原有的粗放式的生活

状态，对村民来说一定是更加精致、舒适和实用的。

因此，致力于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打造乡村特色居住

文化的企业和设计师们，要提高服务意识，注重村民

与产品交互的细节和使用后评价，综合现代技术与乡

村资源优势，提高生活设施产品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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