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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面向当下工业产品系统化、用户需求信息复杂化和信息内容数据化等特点，拟通过研究统

计分析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在用户需求获取和处理中的应用，探究产品设计中用户需求洞察的创新方法。

方法 以案例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目标产品设计因素提取，并通过多元回归法进行显著性分析；进

而采用产品在线评论挖掘和情感分析方法获取并处理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显性需求，以及从情景分析角

度获取用户在使用情景下的行为痛点和隐性需求；最后，对应产品特征和使用情景下的用户需求指标，

导出产品属性要求及产品情景适应性要求。结论 综合应用 SPSS 和在线评论分析方法，解决目前产品

用户需求洞察中方法应用不足、缺乏客观性的问题。有助于设计人员在面对复杂产品系统及用户需求复

杂的设计任务时，精准获得产品设计目标。并以重卡生活舱用户需求分析进行实证，获得适应重卡生活

舱环境的产品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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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User Demand Insight Method Based on SPSS and Online Comment Analysis 

LI Xiang, HU Yun, WANG Yi-li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industrial product systematization, user demand information complex-

ity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digitization, this paper is planned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user demand insights in product 

desig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big data mining methods in user demand acquisition and proc-

essing method. The case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 design factors of the target product, 

and salienc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n the product online review mining and sen-

timent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obtain and process user explicit needs for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ario analysis, the behavioral pain points and hidden needs in the use scenario were obtained. Finally,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nd user demand indicators in the use scenario, the product attribute require-

ments and product scenario adaptability requirements were derived.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SPSS and online 

comment analysis methods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method application and lack of objectivity in current 

product user demand insights. It helps designers to accurately obtain product design goals when faced with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and user-demand design tasks. It also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needs of heavy truck life cabin users to 

obtain product design requirements that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heavy truck life cabin. 

KEY WORDS: user needs; product design; factor analysis; comment mining 

对用户需求信息的获取、分析和评估一直是产品

设计流程中的关键点，准确及全面地洞察用户需求是

顺利实施产品开发的前提。随着智能化和数据化的发

展，针对实体产品的用户需求表达方式在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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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用户体验由单一产品使用体验转向场景化、

系统化的产品群综合使用体验，如智能家居场景下

的系统化家电产品给用户带来了多重交互感受，这

使用户需求更多样化、复杂化，若仅凭设计人员的

主观经验就难以客观分析繁多的需求信息及定义设

计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给用户提供了畅所欲言的机会

和丰富的社交渠道，各网站每天都能获取大量用户生

成内容（UGC）[1]。实体产品设计中通过线下获取的

方法已不能够全面了解用户的需求，大数据背景下海

量线上数据信息则可以有效解决样本量不足的问题，

杨焕[2]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了“用户画像—用户体验

旅程—情景分析”的用户需求洞察创新路径；涂海丽[1]

针对在线评论用户数据构建了用户需求挖掘模型，这

类研究深入探索了如何将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互

联网产品设计及虚拟服务方面，但在实体产品设计领

域应用研究较少。因此，文中针对现代产品复杂化及

系统化、需求信息分析主观性较强、用户需求繁杂的

问题，探索运用统计学和大数据分析，进行产品用户

需求洞察的创新方法研究，并以重卡生活舱设计的用

户需求洞察为研究对象实施创新方法的应用及实证

研究。 

1  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应用研究 

1.1  实体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研究现状 

为了在产品开发前期精准捕获市场和用户需求，

学者们提出和应用了诸多理论方法，包括且不限于问

卷法、KJ 法、用户行为地图等获取用户需求信息；

聚类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权理论等求解用户需求权

重[3]；TRIZ 理论、QFD 法等转化需求为方案生成[4-5]。

可看出方法的应用聚焦于需求分析，在问题定义、需

求获取阶段仍存在信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问题。文

中引入 SPSS 和数据分析方法对该阶段进行拓展和

创新。 

1.2  基于 SPSS 分析的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 

SPSS 是常用的统计学数据分析软件，广泛用于

数据分析、决策分析、精准营销等方面。有学者提出

利用统计学方法来明确设计问题和用户需求问题，杨

浩[6]采用因子分析对用户问题进行降维，抽出关键问

题进行设计解决；万福成[7]提出基于因子主成分法的

用户需求分类方法，有效归类并提炼出用户关键需

求。因此，在用户需求分析前采用 SPSS 分析方法，

以应对现代产品特点变化趋势及弥补现有洞察流程

中前期方法应用不足的问题。 

1.3  基于在线评论的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 

在数据驱动的用户需求研究方法中，早期大多以

后台网络日志、用户行为等作为数据源，这类数据往

往涉及用户隐私，且较少涉及用户对产品的看法。如

今用户可以通过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表达自己关于

某产品的看法、感受和意见。相比问卷调查等方式，

以社交数据为数据源获取用户对产品的在线评论，优

势在于数据量庞大、时效性强、更新速度快[8]，因为

来自用户真实的主动分享，所以避免了设计人员主观

经验干扰。目前，在线评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主观句

识别、产品特征提取、话题聚类、情感分析等。设计

人员通过网络信息采集工具可抓取用户对互联网产

品的线上评论数据，用于构建用户画像、了解用户需

求、进行竞品分析等。在实体产品开发中用户需求分

析也要充分了解用户对产品的态度及使用体验，通过

提取产品特征词及情感分析来洞察实体产品的用户

需求，有助于设计人员判断产品优的化方向。 

2  产品用户需求洞察创新方法研究 

上述方法的应用都通过将定性化的用户需求信

息和情感态度转化为定量数据，量化用户主动表达的

直观需求，侧重于用户显性需求挖掘。从定性分析角

度出发，情景化分析用户在产品使用中的行为，洞察

用户潜在的隐性需求。结合 SPSS 分析和在线评论挖

掘方法，提出一种产品用户需求洞察的创新方法，见

图 1。该方法主要包括 3 个阶段：（1）需求倾向分

析：从用户满意度的角度筛选和分析影响用户需求的

产品显著设计因素；（2）需求获取与处理：基于产

品显著设计因素，从产品特征和使用情景两方面获取

和处理用户需求信息；（3）需求转化：将用户需求

信息转化为产品属性要求和情景适应性要求以指导

设计方案。 

2.1  产品设计因素分析 

在实体产品设计中，会受到用户、社会、环境、

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里的产品设计因素是指

以用户为中心，从产品使用动机出发，影响用户对产

品满意度的设计因素。在获取用户需求信息前确定符

合用户满意度的产品设计因素及显著程度，有助于准

确发现产品的典型问题和用户需求倾向。提取产品设

计因素的本质是将用户对产品零散的满意度评判标

准映射到产品设计因子上，即产品各部件或系统化产

品设计中的单件产品，各要素关系见图 2。在具体实

践中，需要建立产品样本库，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浏览

产品相关网站、走访线下营销商、查阅文献等广泛搜

集并筛选产品典型样本，通过桌面调研了解用户使用

产品动机，建立映射关系并提取产品设计因素。 

仅凭设计人员经验和产品样本提取的设计因素

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用户对产品满意情况及需求

倾向，因此还需对其进行实证和显著性分析。选择李

克特量表作为定量测量工具建立问卷和搜集用户满

意度，运用 SPSS 因子分析对设计因素进行验证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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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PSS 和在线评论分析的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 
Fig.1  Product user demand insight method based on SPSS and online comment analysis 

 

 
 

图 2  产品设计因素提取中各要素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of each factor in the extraction  

of product design factor 
 

整，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判断各因素显著程度，以排除

非显著因素，使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更有针对性。 

2.2  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分析 

基于上述在线评论分析方法研究，针对产品特征

的用户需求分析步骤为：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构建产

品特征词库、特征词聚类和情感分析、导出用户需求

指标，见图 3。 

文中选择 GooSeeker 数据爬虫工具抓取用户在

线评论数据，可以将 HTML 文件转化为 EXCEL 格式

便于数据处理。产品特征词通常为评论中描述功能、

造型等产品属性的名词[9]，使用中科院 ICTCLAS 汉

语分词系统可实现文本数据的词性分类、标注及词频

统计，进而从所标注名词中提取出产品特征词。随后

利用 SPSS 聚类分析将描述同一设计因子的特征词聚 

 
 

图 3  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分析流程 
Fig.3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user demand for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类到一组，通过情感分析识别文本中用户观点，判断

用户对产品特征的情感倾向。选择天据英眼分词和分

类检索平台，其带有 HowNet 情感词典可对自然语言

进行情感划分，从而得到具有用户情感倾向的特征

词。用户的情感倾向可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对应

用户满意度为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研究人员过去常

使用 KANO 模型建立问卷求解用户满意度和需求水

平间的关系，而张文旭[10]通过研究 KANO 需求类型

在在线评论中的分布关系，提出 KANO 需求的兴奋

型、期望型和基本型需求主要分布在好评、中评和差

评。由此进一步将情感倾向所反映的满意度与文本评

论对应，由产品特征词推导出具有需求类别和具体指

标的用户需求，见图 4。 
 

 
 

图 4  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推导 
Fig.4  Derivation of user demand for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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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针对使用情景的用户需求分析 

产品使用情景是影响产品体验的重要因素，情景

分析是将产品置于特定使用情景中，从使用产品过程

中获得用户在一定环境下的需求，再通过产品与环境

的相互关系获得关于产品设计的一些约束条件[11]。情

景分析一方面可以研究用户在产品使用情景中的行

为，挖掘用户未主动表达的隐性需求，同时可以探索

情景对产品的限制条件。文中针对产品显著设计因素

下的使用动机，划分用户使用情景，通过情景模拟分

析用户行为和挖掘痛点，导出用户在情景中的需求指

标，见图 5。 

2.4  用户需求到产品设计要求的转化 

经过上述分析，已得到两类用户需求指标。将其

转化为产品设计要求，即能实现机会点向设计点的转

化。基于在线评论挖掘来获取用户需求的过程是以产

品属性为核心的，包含用户对产品属性的主观评价[12]，

由此可进一步推导出产品属性要求；针对使用情景的

用户需求则是用户在环境下产生的交互需求，其反映 

 

 
 

图 5  针对使用情景的用户需求分析流程 
Fig.5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user demand for  

usage scenarios 
 

 

到设计要求上为情景对产品产生的限制性要求，由此

可转化为产品情景适应性要求，具体转化原理见图 6。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内物流发展带动重卡需求量大

增，用户对重卡的认识及评价已大为不同，驾驶舱的

功能性、舒适性成为重要衡量依据。2019 年中国一

汽集团首次推出“重卡生活舱”设计，发布解放 JH6

生活舱版车型，见图 7。该生活舱在原有基础上拓宽

了生活空间，其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驾驶员的工作需

求，还要符合其生活居住所需，这使得用户需求更为

复杂。然而，目前对重卡驾驶舱设计的用户需求洞察

较少从用户体验出发，且大多仅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因此，以文中提出的用户需求洞察方法，对武汉理工

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与海尔集团合作的重卡生活舱

设计项目展开方法的应用与实证研究。 

3.2  重卡生活舱影响因素分析 

3.2.1  重卡生活舱设计因素提取 

由于生活舱形式还未在重卡驾驶舱设计中广泛

应用，通过商用车服务平台和线下探访，收集近十年

国内市场占比份额前四的重卡品牌产品：一汽解放、

东风重卡、中国重汽和陕西重汽，建立重卡驾驶舱样

本库。用户购买生活舱重卡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生

活居住所需，故从驾驶员日常生活视角即衣、食、住、

行出发，筛选为用户提供生活相关产品的驾驶舱为典

型样本。依据产品设计因素提取中各要素关系，见图 2， 

 
 

图 6  用户需求—设计要求的转化原理 
Fig.6  Principl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user demand to design requirements 

 

  
 

图 7  青岛解放 JH6 牵引车驾驶室生活舱版 
Fig.7  Qingdao Jiefang JH6 tractor cab living room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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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重卡生活舱设计因素提取 
Fig.8  Extraction of design factors for heavy truck living quarters 

 

将以用户使用动机为依据的满意度评判标准和样本

库中涉及的产品设计因子一一映射，初步提取出放

置、饮食、休息、洗漱、工作共五个产品设计因素，

以及各因素下产品设计因子共 15 项，见图 8。 

3.2.2  重卡生活舱设计因素实证 

采用李克特 7 分量表将上述产品设计因子及其

满意度评判标准设计成结构性问卷，并附加对驾驶舱

的整体评价。选择“卡车之家”和“车旺大卡”两大

线上卡车司机用户量最多的货车商品和物流网站为

问卷投放社区，邀请社区用户从分数 1 到 7 对满意程

度进行打分。共发放问卷 136 份，筛除社区中货商及

物流人员用户，实际收回问卷 104 份，剔除无效评分

问卷 3 份，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101 份。 

经 SPSS 因子分析，本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α=0.899，表明问卷题目内部一致性较好，可以真实

反映用户对驾驶舱的满意度；KMO 检验值=0.880，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卡方值=676.512，P 值< 

0.001），表明本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

法提取因子并保留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提取到 4

个公因子且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7.235%，经过正交旋

转后得到公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初步提

取的饮食因素和洗漱因素符合用户真实满意情况，为

成分 3 和成分 4；而放置、休息、工作因素下的产品

设计因子还需进一步降维，结果为成分 1 和成分 2。

依据成分下各产品设计因子的满意度评断标准，将成

分 1 和成分 2 重新命名为“休息空间因素”和“驾驶

因素”。 

3.2.3  重卡生活舱设计因素显著性分析 

运用 SPSS 多元回归分析，以产品设计因素为自

变量，重卡的整体评价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从分析结果可看出，见表 2，成分 1 和成分 3 
 

表 1  旋转后因子成分 
Tab.1  Factor after rotation 

产品设计因子 成分 1 成分 2 成分 3 成分 4

F1 0.689    

F2 0.661    

F3 0.800    

F4   0.524  

F5   0.782  

F6   0.861  

F7  0.664   

F8 0.614    

F9 0.699    

F10    0.797

F11    0.728

F12    0.619

F13  0.847   

F14  0.753   

F15  0.804   

特征值 6.308 1.632 1.134 1.011

累计方差贡献率 42.055 52.938 60.496 67.235

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旋转再 6 次迭代后

已收敛 



第 43 卷  第 2 期 李翔等：基于 SPSS 和在线评论分析的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研究 111 

 

表 2  多元回归分析系数 
Tab.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coefficient 

未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

系数 
模型 

B 
标准

误差 
Beta 

t 显著性

（常量） 4.465 0.090  49.822 0.000

成分 1：休息空间因素 0.435 0.090 0.345 4.826 0.000

成分 2：驾驶因素 0.067 0.090 0.053 0.748 0.456

成分 3：饮食因素 0.743 0.090 0.589 8.252 0.000

1 

成分 4：洗漱因素 0.258 0.090 0.204 2.863 0.060

 
的影响显著（P<0.05＝且成分 3 显著性水平最高，表

明用户对其有明显需求倾向；而成分 2 和成分 4 不具

备显著性（P>0.05），其中成分 4 的结果受到一定程

度的实验样本干扰，即调研人群多为短途重卡司机，

该类用户对洗漱的需求度较低。因此以休息空间和饮

食因素为核心因素洞察用户需求以此依据，在重卡生

活舱设计和开发中忽略非显著因素，能显著提高用户

满意度。 

3.3  重卡生活舱用户需求获取和处理 

3.3.1  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分析 

1）数据采集和预处理。选择用户量和日访问量

最大的货车论坛“卡车之家”和最大垂直社交 APP

“车旺大卡”作为数据源，由于网站抓取工具尚不能

应用于手机终端，这里使用 Fiddler 抓包工具，通过

开源代码进行抓取。常用的抓取命令是关键词搜索，

依据显著设计因素下的使用产品动机和数据源搜索

规则，确定饮食因素关键词为“做饭”；休息空间因

素关键词为“睡觉”“储物”和“活动”。按相关性

在平台发帖区进行关键词搜索，采集内容为帖子标题

和正文。考虑到爬虫工具会采集到和产品设计因子无

关的评论，这里使用 EXCEL 数据筛选助手和人工筛

选对评论数据进行预处理，筛选条件为：（1）与货

车的评论；（2）重复性文案及货车品牌宣传广告。

处 理 得 到 饮 食 因 素 和 休 息 空 间 因 素 32 666 条 和

36 581 条有效评论文本数据。 

2）构建产品特征词库。由于用户语言风格的不

同及产品特征的复杂性，一个产品特征可能对应多个

产品特征词[13]，因此经 ICTCLAS 分词系统标注的名

词还需通过人工判断来提取能够体现产品属性的特

征词。通过对词频量前 200 的名词进行判断，发现一

些名词表现出相同的产品属性，如“逆变”和“逆变

器”都是描述“电源转换”这一产品特征，将描述相

同产品特征的名词合并累计词频，分别得到饮食因素

和休息空间因素下产品特征词库，见图 9。 

3）用户需求指标导出。根据 2.2 提到的用户需

求处理方法，分别对饮食和休息空间因素的产品特征

词进行聚类分析，将描述同一产品设计因子的特征词

聚类到一组。具体过程为产品特征词库在分词系统中

生成共词矩阵，导入 SPSS 软件进行标准化数值处理，

经聚类分析得到谱系树状图，见图 10。谱系图能直

观地展示产品特征词的聚类情况，以距离值 20~25 区

间为参考，垂直作参考线，从右向左进行聚类，饮食

因素下的产品特征词共 5 类，其中 1、3、5 类分别是

冰箱、微波炉、电饭煲的特征词；休息空间因素下的

产品特征词共 13 类，其中 1、2、3、6、10 类的特征

词分别对应卧铺、软装、地板、车帘和储物柜。 

采用聚类分析将零散的产品特征词准确地对应

到产品设计因子上，由此可获取用户对各产品设计因

子所关注的属性及关注度，由于在缺乏体现用户情感

倾向的特征词的情况下无法让设计人员判断该特征 
 

 
 

图 9  产品特征词库 
Fig.9  Product featur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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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谱系树状图 
Fig.10  Pedigree dendrogram 

 
的优劣，因此对所有特征词相关评论文本做情感分

析，软件情感处理中对词性的标注，见图 11（以冰

箱部分特征词为例）。依据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推导，

见图 4，得到针对产品设计因子特征的三类用户需求

指标见表 3。 

3.3.2  针对使用情景的用户需求分析 

由于用户在饮食和休息空间因素下使用产品的

主要动机为做饭、睡觉和活动，以此来划分使用情景。

笔者实地走访湖北省荆州市最大交易中心“两湖”批

发市场，该市场流通湖北省内所有货运路线。访谈三

位持有 B 级重型商用车驾驶执照，且在三类使用情景

有丰富生活经验的驾驶员，通过情景模拟深入研究相

关生活行为及痛点，将得到的描述性文本进行整理

和分析，导出用户在产品使用情景下的需求指标，

见表 4。 

3.3.3  重卡生活舱用户需求转化 

在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由于时间和成本等因

素，很难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通过对重卡生活舱用

户需求的分析，发现目前饮食和休息空间下的产品设

计因子并没有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甚至在使用上存在 
 

 
 

图 11  文本情感倾向分析 
Fig.11  Text senti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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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针对产品特征的用户需求指标 
Tab.3  User demand indicators for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显著设计 

因素 

产品设计 

因子 

负面情感 

特征词 

用户基本 

需求指标 

中性情感

特征词 

用户期望 

需求指标 

正面情感 

特征词 

用户魅力 

需求指标 

车载 车载专用功率 容量 容量大 压缩机 压缩机寿命持久

制冷 制冷效果佳 保温 有保温功能 功能 多功能配置 

效果 制冷时间持久 性能 性能好 冷藏功能 有冷冻功能 
F4：冰箱 

温度 任意控制温度 加热功能 有加热功能   

电瓶 电瓶寿命持久 炒菜功能 有炒菜功能 功率 小功率 
F5：电饭煲 

电源转换 可转换车载供电口     

品牌 信赖的大品牌 颜色外观 颜色外观简约 保持味道 锁鲜效果好 

折扣 定时的活动折扣     

饮食因素 

F6：微波炉 

价格 价格合理     

F1：储物柜 大小 容量充足     

隔热 具有隔热功能     
F2：车帘 

隔音 具有隔音功能     

F3：地板 空间 有可以扩充的空间 地板模式 全平地板模式   

折叠性 是可折叠的 外观 造型简约轻便 
可 移 动

性 
是可移动的 

位置 下铺位置可移动 多功能 多功能的配置 厚度 厚度可调节 

选装 上铺可选择性安装 智能 智能化调节移动 加热功能 具有加热功能 

材质 表面材质亲肤 品牌 具有品牌价值 加宽功能 配有加宽部件 

舒适度 填充材质舒适 功能效果 具备的功能效果好 坐立空间 卧铺间距足够 

宽度；长度 尺寸适合人机 耐脏性 床铺耐脏 卧铺灯 智能卧铺灯 

柔软度 柔软度可调节 性能 承重性能好   

F8：卧铺 

加装成本 配件价格合理     

铺垫 床垫易拆卸 窗帘 配有后窗窗帘 座套 座椅套易拆卸 

  被子 配有专用被子 坐垫 座椅垫舒适 

休 息 空 间

因素 

F9：软装 

    垫子 床垫舒适 

 
表 4  情景分析 

Tab.4  Scenario analysis 

用户信息 使用情景 行为描述 痛点描述 情景下的需求指标 

刘凯翔 30 岁 

驾龄 5 年 

常在车上做饭 

做饭情景

1.从车载冰箱拿出食物解冻

2.连接单独电瓶使用电饭煲

3.连接 车 载供 电口 使 用煮 锅

煮菜 

1.冰箱制冷效果差且费电 

2.家用电器功率大，用电不安全 

3.车内油烟蒸汽难以排出 

1.冰箱独立电瓶供电 

2.车载小功率电器 

3.油烟处理装置 

王诚贵 38 岁 

驾龄 10 年 

常年长途驾驶 

睡觉情景

1.把被子衣物放在上铺 

2.白天在座椅上打盹，晚上在

下铺睡觉 

3.经常被车外嘈杂环境干扰

1.上铺利用率低且不能拆卸 

2.下铺空间狭小无法坐直 

3.床上用品易积灰难打扫车壳不

隔音 

1.增加上铺折叠性 

2.增加下铺移动性 

3.安静的休息环境 

李河华 35 岁 

驾龄 6 年 

双人开车，物品较多 

活动情景
1.从吊柜或翻开下铺拿取物品

2.只能在正副驾驶座间活动

1.行车颠簸造成物品异响 

2.逼仄空间活动不便 

3.地板高低不平活动不便 

1.加强储物柜抗颠簸性 

2.开拓更多可利用的空间

 
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亟待设计人员解决的是确保用

户基本需求指标得以满足及将其转化为产品属性要

求，并在考虑重卡环境对产品设计的限制性和约束条

件下，推导出产品情景适应性要求，见表 5。综合以

上要求指导重卡生活舱设计，将有助于设计人员清晰

制定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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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用户需求转化 
Tab.5  User demand transformation 

产品设计要求 产品设计 

因子 
用户基本需求指标

产品属性要求 产品情景适应性要求 
情景需求指标 

车载专用 24 V 或独立电瓶 

制冷效果佳 良好的冷凝管 

制冷时间持久 良好的冷凝管 
F4：冰箱 

任意控制温度 采用智能控温 

冰箱电瓶适合驾驶室专用 

电瓶寿命持久 大容量电瓶 
F5：电饭煲 

可转换车载供电口 2 V 车载供电 
做饭电器可对接重卡供电 

信赖的大品牌 品牌合作 

定时的活动折扣 折扣营销 F6：微波炉 

价格合理 采用低成本材质 

电器不产生油烟或有处理管

道通向车外 

做饭情景： 

1.冰箱独立电瓶供电 

2.车载小功率电器 

3.油烟处理装置 

F1：储物柜 容量充足 可考虑贴合空间尺寸的异性柜 储物柜需考虑行车时的颠簸性 

F3：地板 有可以扩充的空间 通过隐藏、下沉式增加空间利用率 考虑利用车壁等纵向空间拓展 

活动情景： 

1.加强储物柜抗颠簸性 

2.开拓更多可利用的空间

具有隔热功能 采用保温隔热材质 
F2：车帘 

具有隔音功能 采用隔音棉等材质 
车帘需要对车内进行强降噪 

是可折叠的 利用转轴机构 

下铺位置可移动 采用连杆机构 

上铺可选择性安装 个性化安装配置 

表面材质亲肤 优质棉材料 

填充材质舒适 采用低成本材质 

尺寸适合人机 适应 90%人群 

柔软度可调节 可考虑贴合空间尺寸的异性柜 

F8：卧铺 

配件价格合理 采用低成本材质 

下铺要考虑车内结构，进行

拓宽 

F9：软装 床垫易拆卸 提供可替换拆卸清洗的床垫套 
软装应考虑货运路上缺水清

理的问题 

睡觉情景： 

1.增加上铺折叠性 

2.增加下铺移动性 

3.安静的休息环境 

 

4  结语 

根据实体产品设计中用户需求研究方法应用所

存在的不足，提出结合 SPSS 分析和在线评论挖掘方

法来获取和处理需求信息，对实体产品设计中用户需

求倾向的分析、获取、处理、转化做了系统性研究。

相比现有用户需求洞察方法，需求倾向分析可使设计

人员更为准确地提取用户关键需求，明确产品优化和

改进的方向；对产品特征和使用情景的需求分析，可

提高信息数据结果的可信度，也可避免由忽略环境因

素造成的产品设计的片面性，以此导出产品设计要

求，有利于设计人员更精准地开展产品设计策略。文

中用户隐性需求及需求转化仅采用定性方法，存在一

定主观性，后续拟通过获取用户在物联网平台上产品

使用行为数据、聚类划分用户群体等方法量化潜在需

求信息，完善实体产品用户需求洞察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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