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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2013 年至今，艺术品交易 APP 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整体发展极不平衡，5G 技术的发展为
用户体验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厘清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痛点与用户需求，基于 5G 时代背景挖
掘提升用户体验的机会点，对艺术品交易 APP 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 综合运用
文献研究法、网络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基于用户体验满意度调研与深度访谈的综合结果，归纳总结出
提升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的机会点、策略与方向。结论 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在功能体验、环境体
验与情感体验等方面都存在尚未满足的需求，设计者应秉承高效率、情感化、个性化的优化设计策略，
为用户提供简单高效的功能操作、个性化的界面与服务、智能化的人机交互，并不断对艺术品交易 APP
进行优化设计，从而提升其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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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3, the number of art trading apps has grown rapidly, 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s extremely 

uneven. The development of 5G technology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ts user experience. The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pain points and user needs of art trading app and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user ex-

perien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5G era,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art trading app.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opportunity point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s of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of art trading app are 

summarized by literature research, network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t trading app users have unsatisfied 

needs in function experience, environment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Design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y of high efficiency, emotional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to provide users with simple and 

efficient function operation, personalized interface and service, and intelligen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rt trading app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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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cox 艺术品网上交易报告》显示，2019 年艺

术品在线交易额达到了 48 亿美元，相较于 2013 年的

15 亿美元，增幅达到了 219%。随着 5G 网络时代的

到来，艺术品交易 APP 的数量与艺术品线上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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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都将持续增长，然而，艺术品交易 APP 持续发

展的表象下仍掩藏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作品展示形

式单一、缺乏直观立体性[1]，呈现出多、散、杂的发

展态势等[2]，这些问题与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体验

密切相关。 

目前，学术界对艺术品交易 APP 的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于经营模式、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等方面，鲜

有基于 5G 技术革新、用户体验与用户需求提出的艺

术品交易 APP 优化设计的理论成果。在 5G 网络与体

验经济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关注用户需求，以提升用

户体验为核心目标，不断对平台进行优化设计，是艺

术品交易 APP 获得持久的用户忠诚度与经济效益的

必要条件。 

1  艺术品交易 APP 的发展模式及发展契机 

1.1  艺术品交易 APP 的定义与类型 

艺术品交易 APP 指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实现艺

术品网上交易的应用程序，主要存在于手机、平板电

脑等移动设备之中，是艺术品电商交易的重要渠道之

一，由艺术品交易网站发展而来。国内首个移动在线

艺术品交易 APP——“翰墨千秋”诞生于 2013 年，

2014 年“翰墨千秋”推出了在线拍卖业务，成为国

内首个支持在线拍卖业务的艺术品交易 APP[3]。 

从运行模式来看，目前的艺术品交易 APP 主要

分为 3 类：一是交易主导型，即以营利为主要目的，

如“Hihey 艺术网”；二是文化主导型，即以文化艺

术传承与保护为主要目的、艺术品交易为次要功能，

以“绝艺”为代表；三是传播主导型，即以艺术品信

息展示、艺术家推广为主要目的，艺术品交易作为附

属功能存在，以“艺术狗”为典型。 

1.2  艺术品交易 APP 的现状特征 

笔者依据网络调研与分析结果，将艺术品交易

APP 目前的发展特征总结为交易模式多样化、生命周

期短、界面设计共性化，这些不仅是 APP 用户体验

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挖掘优化设计机会点、提升用

户体验的突破点。 

艺术品交易 APP 的在线交易模式主要有 5 类，

分别为固定价格交易、拍卖交易、租赁交易、挂牌交

易与众筹交易。其中，固定价格交易与拍卖交易最为

普遍，例如“艺术蜥蜴”与“Hihey 艺术网”；租赁

交易，让用户以低价格、低风险的形式，在一定时间

内拥有艺术品，以“说艺术”为代表；挂牌交易，将

份额标的物等额拆分，然后将享有的所有权公开挂牌交

易[4]，如“云诺艺术品交易”；众筹交易，以“团购+预

购”的方式，向公众募集项目资金，并同时向大众推广

艺术家的创意和其他信息，如“艺术家”。 

艺术品交易 APP 存在留存率低、竞争激烈等问

题，以艺术品交易为主要功能的“掌拍艺术”“疯狂

艺术”的用户数量于 2018 年分别达到了 249.87 万和

1.7 万（根据“酷传”“百度统计”[5]数据平台所提供

的 Android 和 IOS 两大运营商的下载数量进行统计），

但却于 2020 年先后下架。同时，2020 年各运营商又

推出了一批新的艺术品交易 APP，并获得了良好的市

场反响，如“观复”“i 艺术”和“至尊宝物”等。由

此可知，艺术品交易 APP 的发展面临着生命周期短、

竞争激烈等问题。 

艺术品交易 APP 的界面布局表现出共性化的特

征，界面内容一般由状态栏、导航栏、标签栏和内容

区 4 个部分组成。状态栏与其他 APP 一样可以展示

手机信号、电池使用情况、网络状态等信息；导航栏

大多采用轮播导航、Tab 导航、组合导航等排列方式；

标签栏位于底端，一般呈线性布局；内容区大多采用

选项卡式、旋转木马式、图表式等布局方式来排列信

息。 

1.3  5G 技术为提升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提供

的契机 

5G 是移动通信技术由技术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

转变的里程碑，这也是它区别于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的关键之处。2019 年 6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

及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发放了 4 张 5G 商用牌

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 5G 时代[6]。5G 所带来的革

新与进步，可以使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数据传输速率

大幅提升、网络响应更快，为艺术品交易 APP 的优

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主要体现为通过底层技术革新的

方式，完善并提升了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与用户体验。 

数据传输速率的大幅提升为艺术品交易 APP 提

供了更高清、更完整的作品展示图片，为 3D 人机交

互展示等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撑。更快的网络响应即较

低的网络延迟，为满足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对即时

性的在线交流、物流运输信息更新、售后等需求提供

了条件支撑。整体而言，5G 技术的应用能够为艺术

品交易 APP 亟待优化的作品展示形式单一，缺乏直

观立体性，呈现多、散、杂的发展态势，生命周期短

等难题提供底层技术支撑。 

2  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体验 

2.1  用户体验层次 

Josep 等[7]指出，体验是“第四种经济提供物”，

它从服务中分离出来，就像服务曾从商品中分离出来

那样。良好的用户体验是艺术品交易 APP 开发者的

共同追求。 

软件产品用户体验的概念模型，由性能、满意度

和情感 3 个因素构成[8]，其中性能和满意度共同组成

了产品的可用性评价，即“功能体验”。显然，“功能

体验”和“情感体验”是软件产品的 2 个基本体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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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同时，根据消费行为理论，“环境因素”是消费

者感受、体会产品的基本影响因素。由此，艺术品交

易 APP 的用户体验分析维度可以概括为“功能体验”

“情感体验”和“环境体验”。 

“功能体验”是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对平台功能

的整体感受和评价，一般包含了产品功能的范围、内

容、结构等体验。“情感体验”是艺术品交易 APP 用

户对平台服务的心理感受和评价，借鉴相关研究成

果，笔者将用户“情感体验”概括为“审美感知”“审

美想象”和“知觉风险”[9]。“环境体验”是影响 APP

用户体验的环境因素，一般包括感官环境、技术环境

和交互环境。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体验构成层次

及内容见图 1。 
 

 
 

图 1  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体验 

构成层次与内容 
Fig.1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user  

experience of art trading APP 

2.2  用户体验调研 

鉴于当下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人群基数相对

较小、难以开展规模性的用户调研等现状，笔者综合

运用田野调查、用户满意度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

APP 的用户体验现状进行了调研。通过田野调查，主

要对 IOS 和安卓两大运营平台中艺术品交易 APP 的

下载量及用户的网络反馈信息进行了归纳总结，便于

深度访谈的问题设置及活动开展。随后，选取 8 位经

常使用艺术品交易 APP、具有较高审美素质的专家型

用户作为调研对象，围绕 3 个维度 9 个因素对满意度

和具体建议进行调查和深度访谈（深度访谈过程中，访

谈人员会对受访对象的相关意见与建议进行文字记

录）。满意度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1，具体访谈内容见表 2。 

运用算数平均值公式 1

n

i
i

x

n
X 


对满意度调查结

果进行分析发现：整体而言，用户满意度最高的是环

境体验（ X 为 5.00），功能体验次之（ X 为 4.75），

用户情感体验满意度最低（ X 为 4.63）；具体而言，

用户对目前的技术环境最为满意（ X 为 5.63），对功

能内容、审美感知、感官环境、审美想象、功能范围

较为满意（ X 均高于 4.50）；用户满意度较低的是知

觉风险（ X 为 4.00）、功能结构（ X 为 4.38）和交互

环境（ X 为 4.38）。 
 

表 1  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满意度调查结果 
Tab.1 User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s of art trading APP 

内容 功能体验 情感体验 环境体验 

X 4.75 4.63 5.00 

内容
功能

范围

功能

结构

功能

内容

审美 

感知 

审美 

想象 

知觉 

风险 

感官

环境

技术

环境

交互

环境

X 4.50 4.38 5.38 5.13 4.75 4.00 5.00 5.63 4.38

注：李克特七度量表的“十分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十分满

意”，7 个选项分别记 1、2、3、4、5、6、7 分。 
 

表 2  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田野调查和 

深度访谈的内容 
Tab.2 Content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on user experience of art trading APP 

维度 因素 田野调查的内容 深度访谈的问题 

功能

范围

平台的定位、功能

种类 

1.您最常使用的平台功

能是哪些？ 

功能

结构
功能的组合关系 

2.您对平台功能结构的

优化建议？  
功能

体验

功能

内容
功能的完整性 

3. 是 否 存 在 您 迫 切 需

要、但平台未提供的功

能？ 

审美

感知

平台的视觉、听觉

效果 

4.您对平台界面布局与

视 听 效 果 的 优 化 建

议？ 

审美

想象

平 台 氛 围 对 艺 术

鉴赏的影响 

5.您对平台营造氛围的

优化建议？ 

情感

体验

知觉

风险

平 台 能 否 保 护 用

户的浏览隐私、交

易安全 

6.您对平台提供的风险

保障的优化建议？  

感官

环境

平 台 是 否 易 于 观

看、色彩等是否和

谐 

7.平台对您的视觉、听

觉 和 触 觉 方 面 产 生 不

良 生 理 影 响 的 潜 在 因

素？您的建议是？ 

技术

环境

平台展示、操作、

交易的流畅度 

8.您对平台技术环境的

优化建议？  

环境

体验

交互

环境

人 机 交 互 的 便 利

性、智能化 

9.您对平台人机交互环

境的优化建议？ 
 

3  提升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的机会点

与策略 

3.1  机会点 

通过对田野调查、用户体验满意度调查和深度访

谈的结论进行分析与凝练，笔者总结了艺术品交易



36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6 月 

APP 用户在“功能体验”“情感体验”“环境体验”等

方面的具体“痛点”，并基于此挖掘提升 APP 用户体

验的关键价值机会点[10]。 

在“功能体验”方面，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的

主要“痛点”是功能结构复杂、功能内容烦琐、部分

功能缺失等；在“情感体验”方面，用户的主要“痛

点”是缺乏人性关怀和隐私保障；在“环境体验”方

面，用户的主要“痛点”表现为平台的交互方式单调、

缺乏趣味性。依据上述用户痛点，提升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的价值机会点主要表现为：为用户提供

简单高效的功能操作、个性化的界面与服务、智能化

的人机交互，见图 2。 
 

 
 

图 2  艺术品交易 APP 的用户痛点与优化设计的机会 
Fig.2 User pain points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pportunities of art trading APP 

 

3.2  设计优化策略 

笔者基于用户痛点及价值机会点，结合艺术品交
易 APP 用户体验优化设计的根本宗旨，提出了艺术
品交易 APP 优化设计的 3 个基本策略：高效率、个
性化、情感化。 

1）高效率。高效率是相对于艺术品交易 APP 的
操作便利性而言的，高效率的设计策略包含简化、高
效 2 个方面的要求，坚持“少即是多”“专注核心功
能”“合理分类”等原则，运用“转移”策略使智能系
统对 APP 的操作程序进行简化。 

2）个性化。个性化是一个独立个体按照自由的
意志来表达自我、表现性情的过程，其内核是一种自
我放松、无拘无束的心理驱动[11]。个性化设计要求设
计人员在界面定义、基本功能设置、信息推送等设计
中坚持“多种选项”“定制服务”等原则，使用户可
以更换 APP 的界面风格、信息展示与推送形式，从
而满足用户的差异化审美需求。 

3）情感化。在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中，人始
终处于核心的地位[12]，人的情感是设计所要关注的重
要内容，因此，情感化是艺术品交易 APP 优化设计
需要遵循的重要策略。情感化的设计策略包含人性
化、趣味化 2 个方面的内涵，不仅要求设计人员坚持
“人性关怀”的原则，在优化设计中关注用户的生理
结构、行为习惯及心理需求，同时还要在人机交互环
境优化设计中适当增加趣味性的元素。 

4  提升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体验的设计优
化重点与应用研究 

4.1  科学重组功能结构，完善用户功能体验 

借鉴成熟的 APP 设计经验，结合 5G 时代艺术品
交易的特点，笔者将艺术品交易 APP 的基本功能模
块概括为“艺术推荐”“艺术互动”“艺术商城”和“个
人中心”4 个方面，各模块的具体内容见图 3。 

 

 
 

图 3  艺术品交易 APP 基本功能的结构与内容 
Fig.3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basic functions of art trading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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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的具体类型决定了功能模块重点区域设置

的 差 异 。 传 播 主 导 型 与 文 化 主 导 型 的 艺 术 品 交 易

APP，应该选择“展示主导型”设计模式，其功能的

设计重点是“艺术推荐”“艺术互动”等功能模块。

交易主导型的艺术品交易 APP，应该选择“交易主导

型”设计模式，其功能的设计重点是“艺术商城”“个

人中心”和“艺术推荐”等功能模块。 

4.2  定制个性化的界面布局，提升用户情感体验 

艺术品消费的目的是审美或投资，属于高于一般

物质消费的范畴。艺术品交易 APP 用户群体一般具

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审美素质，对

界面的审美要求高于一般的消费群体。这类用户群体

往往对界面的个性化、定制化等有着较高的要求。 

艺术品交易 APP 平台在界面设计时，应该充分

利用 5G 网络数据传输速率大幅提升的优势，为用户

提供适当的声乐与动画效果以及不同类型的自定义

界面风格，在 APP 的状态栏、导航栏、标签栏和内

容区的设计上进行创新，为用户提供愉悦的情感体

验。同时，为了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满足用户对资

金、隐私安全的需要，平台在优化设计中可以提供多

样化的程序解锁功能，如指纹解锁、密码解锁、手势

解锁、面部识别解锁等。 

4.3  不断革新人机交互，优化用户环境体验 

感 官 体 验 和 人 机 交 互 模 式 是 影 响 艺 术 品 交 易

APP 用户环境体验的重要因素，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用户环境体验进行优化。 

首先，运用 5G 技术开发并完善平台的语音操  
作[13]、体感追踪[14]等智能人机交互功能，不断丰富
人机交互方式，为用户提供较全面的语音交互[15]、眼
动识别交互（Tobii 眼动仪）、手势追踪与识别交互
（Untouch 的黎曼平台）等交互形式，满足用户对交
互环境的需求；其次，改进感官体验环境，根据近视
眼、远视眼人群的需要，平台设计中应该为用户提供
字体类型与字体大小的自定义设置选项，以及不同光
线下的浏览模式选项等；此外，平台应为用户提供简
化、便利的交互环境，如提供手机短信验证码自动识
别、复制、粘贴等功能，从而提升用户使用 APP 的
便利性体验；对部分艺术家、题材、艺术拍卖机构等
信息提供选择隐藏的功能，赋予用户信息选择的自主
权。只有不断对这些细节进行完善和优化，才能提升
用户对交互环境的整体满意度。 

4.4  设计应用开发案例——“缘易”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笔者设计了一款艺术品交易

APP——“缘易”，具体界面布局及功能见图 4。 
 

   
a 艺术互动界面 b 主界面 c 艺术商城界面 

  
d 个人中心界面 e 语音交互界面 f 眼动识别交互界面 

 

图 4  艺术品交易 APP“缘易” 
Fig.4 Art trading APP “Yu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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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易”APP 的优化及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以

提升用户体验为宗旨，立足于 5G 提供的技术支撑，

从功能、环境、情感 3 个维度对艺术品交易 APP 进

行了探索性的优化设计。笔者基于用户在功能体验、

环境体验和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需求，结合 5G 时代蜂

窝移动通信技术的数据传输速率大幅提升和网络响

应更快等底层技术优势，依据“高效率”“个性化”

和“情感化”的设计策略，优化了艺术品交易 APP

的功能结构，简化了界面主页及布局，如图 4a、4b、

4c；同时，针对用户情感体验痛点，增添了个性化的

界面风格选项及多样化的程序解锁功能，如图 4d；

此外，还根据用户环境体验痛点完善了语音交互（如

图 4e）、眼动识别交互（如图 4f）、手势追踪与识别

交互（如图 4c）等人机交互形式。 

5  结语 

随着网络消费的普及、5G 技术的推广，艺术品

交易 APP 的发展前景日益广阔。以用户体验与需求

为中心的设计优化思路与方案，对艺术品交易 APP

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获得持

续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笔者基于用户体验和艺术消费行为分析理论，构
建了由功能体验、情感体验和环境体验 3 个维度构成
的用户体验分析构架。在此基础上，运用田野调查、
用户体验满意度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了艺术
品交易 APP 的用户体验现状，从中识别了用户需求
与设计机会点。最后，依据设计机会点与设计策略提
出了 APP 优化设计重点与设计应用开发案例，为艺
术品交易 APP 更精准地提升用户体验、获得持久的
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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