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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设计一款适合集体办公环境、方便拿取物品的储物柜。方法 通过对办公室储物柜设计的问

题剖析和需求解析，从办公市场、应用情景、使用需求、办公交互需求角度，通过对储物柜的形状、材

料、肌理等的设计，改善了办公群体的应用感受，创造了简单、舒适的协作办公模式，强调了家具设计

和用户使用的互动形式，并通过 KJ 法对使用要求和产品功能需求进行了分层级列举，通过对办公室群

体的研究，确定了相对重要功能的权重，把相互对立的产品功能需求抽象为三十九个重要的工程技术参

数，将查找矛盾矩阵原理总结为 TRIZ 理论的四十发明原理，以解决产品问题。结果 通过对现代办公

环境用户行为方式的分析，提出 TRIZ 与 KJ 法发明理论，对指导办公储物家具领域设计创新具有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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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 locker suitable for collective office environment and convenient to take items. 

Through problem analysis and demand analysis of office lockers, from the office market, usage scenarios, user needs, and 

office interaction needs,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shape, material, and texture of the lockers, the use experience of office 

population was improved. A simple, comfortable and collaborative office mode was created.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urniture and users, the KJ method was used to list user needs and produc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hierarchically. 

The weight of relatively important functions was obtained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office population. The mutually con-

tradictory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were abstracted into 39 engineering technical parameters, and the search for contradic-

tion matrix was summarized as 40 invention principles of TRIZ theory to solve product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 in modern office environment, the theoretical design of TRIZ and KJ invention has certain feasibility for 

guiding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office storag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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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办公空间家具的设计

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该类别家居设计需要给

予办公人群更高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荒废的占地空

间。在传统办公储物柜设计中，仅仅对储物柜做了分

隔处理，却无法合理划分东西的位置，往往出现东西

摆放混乱，造成急用东西或者文件很难找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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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储物柜大多体量庞大，日常放置在靠墙位置，不轻

易移动，这会造成办公人群取物较为麻烦，可用性和

易用性不高等问题，不能很好地满足工作需要，因此

办公储物柜的创新设计至关重要。本研究将针对现代

办公室人群行为进行研究，以确定其显性需要与隐性

需要，研究更加适应于现代办公室空间的新家具，以

营建良好的现代办公环境。 

1  相关理论 

1.1  TRIZ 理论创新设计流程 

TRIZ 理论是基于经验的、面对人的、解答人类

问题的系统式的理论方法论[1-2]，是指基于系统的发

展演化规律来解决技术问题并研究整个产品设计过

程[3]，近年来 TRIZ 理论也在创新设计中得到了极为

广泛的运用。 

1.2  KJ 法 

日本人类学家川喜田二郎（Kawakita Jiro）发明

了 KJ-Technique，也称作 KJ 法，是一种建立共识的

方法，可将复杂的信息清晰地提炼出来并归类[4-5]。

这种方法可将杂乱的观点和信息通过相互之间的关

联性进行整合[6]，并找到对应策略加以改进。 

2  办公储物柜现存问题及设计原则 

2.1  办公储物柜现有问题 

办公室家具是现代办公空间的重要基础设施，设

计的优劣直接影响员工的生理、心理健康和工作效

率。如今，现代办公空间的家具用品既属于传统办公

室家具类型，但又比传统办公家具具有更多隐性功能
[7-8]。现代办公家具普遍缺少对办公模式的深入调研，

也没有对用户行为的深入考察，这使得产品功能形式

单一，产品与合作式办公形式契合度低，无法营造更

好的办公氛围[9]。 

2.2  办公储物柜设计原则 

2.2.1  符合市场环境 

随着办公市场的需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型办

公空间，每个空间由一人或几人组成，办公空间小意

味着办公家具要向多功能和集成化方向发展，以往功

能造型单一的办公桌已无法满足办公人群的需求。 

2.2.2  以用户行为为依据 

目前办公形式多为合作模式，合作有助于提高工

作效率，而在该集体办公的形势下，需要有足够的用

户与用户之间的交流空间，才能使资源得到互换，增

加交流合作机会，提高办公效率[10]。 

2.2.3  符合人机工程 

产品必须通过使用者的实际行动发掘其内心要

求，使产品使用的流程变得更舒服、简单，并同时关

注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产品设计人员与使用者形成互

动行为时，必须对使用者的身体特点、心理活动区域

等做好调研[11]，并按照人机工程学理论创新产品设计

方法，重视使用者的情感，对产品满足程度进行评估，

以创造愉悦、方便、灵活、个性化的产品设计感受。 

3  储物柜使用隐性需求及显性需求分析 

3.1  样本选择 

长时间对调研用户进行观察， 终共招募到 10

位现代办公空间下的办公人群。调研样本数量与可靠

性有直接关系，可用性测试专家 JacobNielsen 提出了

尼尔森测试信度，在定性研究中被调研者数量在 5 人

时可以发现产品中 85%的问题，随着调研人数的增

加，发现新问题的数量会减少，在本次研究样本中选

取的人数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储物柜使用时遇到的

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确定样本后，通过 PEOMTS-P 框架对用户进行

跟踪访问，在被访者允许的情形下，可以记录有关图

片与影音资源。然后，再为每个用户编码，并从如下

四个方面对所获个人信息加以汇总。用户的基础个人

信息：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办公空间面积、容纳

人数。调研图片：在办公现场、用户选择家具时的图

片。调研安排：活动时间、数量、时间。P 框架中所

有具体内容的详细信息：办公空间设计、办公空间中

的办公家具、活动行为、活动时间、家具供给的相应

工作以及应用的痛点。 

3.2  用户行为聚焦 

不同的情况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和场

合中采用的家具也不同。使用者进行活动所维持的时

间与进行活动的频率成正比，据此可推断出使用者的

主要活动情况、重要活动空间以及功能。 

以用户三号为例，经过对其的描述梳理后发现，

其办公室主要的活动行为和时间，依次为办公 5.5 h、

休闲 1.5 h，其中与人互动 0.5 h；而上述活动所出现

的空间则依次为办公室区域、休息区域、活动走廊，

也可以看作是该应用的主要活动空间；在此空间中，

应用频次较高的存储物设备是办公桌、储物柜、休闲

桌、文件夹、移动储物柜；常见存储物设备的响应功

能分别为文件资料收集、物品收集、交谈时使用。 

3.3  共性痛点提取 

在调查数据中对所有办公人群的储物柜使用痛

点加以统计分析，筛选出他们在工作中 常出现的主

要问题，并总结出了如下痛点：①普通储物柜不能方

便拿取后面的物品；②占用空间过多；③无法多人共

同使用家具；④不方便移动；⑤家具外观与结构的可

变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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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隐性需求提取 

首先，由设计师对用户的共性痛点进行分类，从
而得到隐性需求。然后，经过全体投票来决定 优结
果并建立隐性需求模型（见图 2），具体内容包括：
根据痛点①，设计应增加家居的储物功能和收纳空
间，以满足办公人群形成良好整理习惯的隐性要求。
针对痛点②，缩小储物柜空间占有率的隐性要求。针
对痛点④，应增加可移动装置数量，以便于改变位置，
以满足更多应用环境的隐性需要。针对痛点⑤，增加
了家具规格、构造、形状与颜色的可变动性，以满足
不同使用者偏好、不同应用场合和用途的隐性需要。 

3.5  显性和隐性需求向设计需求的转化 

办公家具的造型、色彩、肌理、材质等要素作为
本能层面，通常是产品与人产生联系的敲门砖。对于
现代办公空间的丰富多样要求，现代办公家具也将具
备更灵活多样的功能特性 [12]。适应了协同办公的需
求，进一步增强了情感感受，让使用者在享受工作和应
用家具的过程中得到了情感上的共鸣，营造了简单、
愉快的办公室气氛，让使用者在积极的精神状态下进
行繁重的工作，有效提高了办公人群的工作效率[13-14]。 

4  储物柜需求与质量要求分析 

基于前文所提到的设计需求分析，对于办公储物

柜的创新性产品设计，必须从办公市场、应用场景、

使用要求、办公交互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与探究[15]。 

4.1  KJ 亲和图归纳 

以 KJ 法（亲和图）为研究方法[16]，以办公储物
柜类为例，归纳出其意象特征。 

在现代办公储物柜的应用需求分析中，根据现代

办公背景下的实际应用需要进行调查，共走访了办公

人群的四十六名女士和五十名男士，并采用访谈的方

法在使用反馈中得出了十二种需求关键词，依次是储

物空间大、多人同时使用、可移动、可折叠、便于取

物、协同办公、收纳空间大、适合于各种办公环境、

符合现代办公特征、提高效率等，总结了十二种典型

的二级需求为色彩、工艺、材质、可折叠、一体化、

功能集成、模块化、储物分区、查找方便、多人使用、

易移动、智能化；一级需求为基本参数、产品结构、

产品功能（如图 1—2）。 

4.2  需求重要度问卷调查 

通过对目标用户显性与隐性需求的大数据分析，

将重要的设计需求提取出来并对目标用户进行深度

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一百份，总回收报告九十六份。

让参加过问卷调查的用户对办公储物箱的使用要求

进行打分，具体为特别需要（5 分）、需要（4 分）、

普通（3 不分）、 需要（2 不分）、特别 需要（1 分）

等五项指标，由此算出权重和、权重、需求重要度。 

 
 

图 1  用户需求分析 
Fig.1 Analysis of user demands 

 

 
 

图 2  产品功能要求分析 
Fig.2 Analysis 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product 

 

4.2.1  产品用户需求权重分析 

权重和： 

Y1=P11×5＋P12×4＋P13×3＋P14×2＋P15×1 

权重： 

（Xi－Minxi＋1) 

需求重要度： 

权重值如果全部都乘以十，得到需求的重要度就

越大，因此需求率也越高。 

将用户问卷评价结果进行汇总，算出产品功能要

求的重要度并进行排序。 

通过上述矩阵可得到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为重要

度（hi）及百分比权重，占比由大至小排列为可折叠、

一体化、多人使用、工艺、功能集成、储物分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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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化、易移动，将前几项作为办公储物柜产品设计重

点（如表 1）。 

产品技术要求之间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分别是一

体化和储物分区、一体化和模块化设计,将这两个主

要技术矛盾的查询冲突演变为 TRIZ 问题模型[17-18]。 

通过相对重要的设计要求建立屋顶矩阵，分析之

间存在的矛盾关系，其中，负相关矛盾为待解决矛盾[19]

（如图 3）。 
 

表 1  储物柜的用户需求权重 
Tab.1 Consumer demand weight of lockers 

期望程度 

需求项目 

非常需要

（5 分） 

需要 

（4 分） 

一般 

（3 分）

不需要

（2 分）

非常不需要

（1 分） 

权重和 

（Yi） 

权重 

（Xi） 

重要度 

（Ki） 

多人使用 46 17 8 1 0 324 136 1.41 

材质 31 16 7 1 0 242 54 0.56 

工艺 42 3 1 0 0 225 37 0.39 

可折叠 32 20 9 2 4 275 87 0.91 

一体化 37 14 11 3 0 280 52 0.54 

功能集成 33 18 9 0 0 264 92 0.96 

色彩 18 19 9 5 5 208 20 0.21 

储物分区 36 17 5 2 1 268 80 0.83 

模块化 40 12 2 0 0 254 66 0.69 

智能化 12 22 7 6 8 189 1 0.01 

易移动 27 23 4 2 0 243 55 0.57 

 

 
 

图 3  质量要求屋顶矩阵（局部） 
Fig.3 Roof matrix of quality requirements (local) 

 

TRIZ 理论认为在办公家具产品设计上必须与时俱

进，因而 TRIZ 理论能够给产品的发展带来新思路[20]。

将相互矛盾的部分转换为 39 个工程技术参数 [21-22]

（如表 2）。 
 

表 2  冲突问题的 TRIZ 问题转化 
Tab.2 TRIZ problem transformation of conflict problem 

序号 负相关技术要求 所属的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

一体化 NO.12 形状 
1 

模块化 NO.36 设备复杂性 

一体化 NO.12 形状 
2 

易移动 NO.33 可操作性 
 

4.2.2  设计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通过把产品要求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转换为

TRIZ 问题并剖析矛盾类型[23-24]，从而指出负相关问

题的解决办法[25]，如表 3。 

表 3  TRIZ 问题的解决方案 
Tab.3 Solutions to the TRIZ problem 

依相关技术

要求序号
矛盾类型 

可用的 TRIZ 理论 

解决办法 

1 物理矛盾 NO.12、NO.1、NO.26 

2 物理矛盾 NO.3、NO.35、NO.7、NO.5

 

5  基于 TRIZ 理论的储物柜创新设计 

5.1  办公储物柜结构 

利用 NO.12 等势、NO.1 分割原理、NO.26 复制

法分析原理（将整体进行分割并改变操作条件，复制

单元进行替换、叠加，而达到全新的设计系类别）进

行解决方案提取得出设计说明：针对储物柜既需要具

有整体性的美感又要有各个功能分区，可将柜体进行

分层处理，在需要拿取文件等办公用品时，有目的地

将目标柜门打开，这样能够加快寻找物品的速度，既

解决了办公空间使用率不高的问题[26-27]，也使得同事

之间增进了协作关系。通过办公休闲区域家具所带来

的交互体验进而提升群体协作意识尤为重要[28-30]，这

对模块化办公家具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利用 NO.35

物理参数变化、NO.3 局部质量改善、NO.7 嵌套、利

用 NO.5 组合（对局部质量进行改善，将不动的部分

变为可动，结构上采用嵌套与组合将零散的部分进行

整合），在储物柜结构设计上，为了方便移动在柜体底

部设置万向轮，将传统的抽拉抽屉设置为可旋转式，

每一节储物格都能进行 360°的水平方向旋转，方便多

人从各个角度寻找物品，提高使用效率（如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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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办公储物柜展示 
Fig.4 Display of office lockers 

 

 
 

图 5 办公储物柜使用说明 
Fig.5 Instructions for use of office lockers 

 

5.2  协同办公 

在协同办公的办公形势下，很多公司工作人员之

间需要保持密切沟通，并且工作内容需要通过相互配

合才能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料通常为共用，该产品可

移动和可折叠属性适合多人进行储物，可以提高寻找

物品的速度，并且储物柜高度可允许二至三人围坐进

行工作方案的探讨，提高了工作效率[31-32]。 

5.3  设计说明 

造型上参考宝塔的造型设计要素，每一层都有屋

檐（如图 6），在使用时，用户抓住屋檐，绕着身后

的轴线旋转就可以打开柜子，与传统储物柜相比，创

新的开合方式可以在空间上拓展更多区域，在细节方

面，底层是一个高度为 15 cm 的传统抽屉，可以容纳

较大的物品，同时保证柜体的重心更稳定，四个滚轮

的设计可以方便用户移动。 
 

 
 

图 6  造型设计方法 
Fig.6 Modeling design method 

 

6  结语 

现代办公视角下的办公家具设计市场广阔，设计

时要符合市场环境、以用户行为为依据、符合人机工

程学的原则，着重把握用户的需求以提升用户的情

感。可旋转式办公储物柜适合多人使用，在人机交互

方面实现了创新，解决了市面上大多数储物柜的弊

端，在此背景下该设计具有现实意义。此外，KJ 法

与 TRIZ 理论在设计中的运用可以更好地挖掘用户的

真实需求，找到亟须解决的需求，为创新设计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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