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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尝试在设计研究中引入贝叶斯网络分析工具，结合案例的统计数据计算，分析用户需求与

行为的映射关系，系统设计快递包装回收的解决方案。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对用户

行为进行数据采集，结合生活方式转变机制模型，运用贝叶斯网络进行用户研究，产出需求理解，指导

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工作的开展。结果 快递包装再设计的产品基础属性、使用便捷性、系统完整程度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行为可持续性以及设计认同度。结论 通过研究形成了可持续的快递包装使用系

统，帮助引导用户可持续行为，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理论角度为快递包装回收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提供

了面向用户研究的全新设计思考方法，证明了贝叶斯网络在用户研究中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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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troduce Bayesian Network as an analysis tool in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 requirement and behavior combined with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ases, so as to systematically design the solution for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data of user behavior were collected. Combined with the mechanism model of lifestyle change, user re-

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Bayesian Network to produce requirement understanding and guide the design of product ser-

vice system. The basic product attributes, ease of use and system integrity of express packaging redesign greatly affect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er behavior and design recognition. A sustainable express packaging use system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conductive to guiding the sustainable behavior of users and provides a new design thinking method for 

user-oriented research in the design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for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thus proving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Bayesian Network in solving the 

uncertainty problem in user research. 

KEY WORDS: Bayesian Network; user requirement; express packaging; product service system; sustainable behavior 

近年来，工业设计与各专业领域的交融变得更加

多元化，理论方法的运用对设计工作的逻辑性与严谨

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Kano 模型能够针对产品功

能与用户需求映射展开功能的定级分类，指导产品设

计决策，文献[2]通过结合 Kano 模型修正用户需求信

息权重来完善质量功能配置方法，为设计研究提供了

从需求分析到产品特征产出的研究模型。层次分析法

的定性定量分析同样在用户需求权重的研究中得到

了成功的运用 [3]。用户体验研究的理论方法日趋成

熟，而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形式本身存在不稳定的冲突

问题，但是新的探索也是体验设计中用户需求研究进

步和拓展必须迈开的又一步，对用户需求的研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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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设计研究的重要方向[4-5]。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户

需求表现的用户满意度问题上，上述方法在对应的样

本容量、个体偏差、相关性问题研究等方面仍存在可

以优化的空间。贝叶斯网络拥有更灵活的结构形式与

分析方法，能够根据设计师需要的问题导向更有效地

指导设计过程，并拥有较高的预测准确度[6]。基于贝

叶斯网络对复杂系统问题的分析能力，本文拟通过构

建概率模型的形式指导用户研究。 

1  贝叶斯网络 

贝叶斯网络（Bayes Network, Bayesian Network）

本质上是概率论与图论模型结合的产物，是基于贝叶

斯公式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关联模型，表现形式上是

经典的有向无环图模型，节点对应模型中的变量，有

向边代表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7]。变量集合的联合概

率分布与相互关系均可通过贝叶斯网络的学习和统

计推断功能，实现预测、分类、聚类、因果分析等数

据采掘[8]。 

概率论本质上是事件描述的一种数学表现形式，

可以为人们的主观认知提供准确的评价方式。Pearl

在 1986 年提出贝叶斯网络，提出构成人类知识的基

本逻辑不是系列事物的联合概率，而是在小组命题中

定义的低阶边缘概率和条件概率[9]，因此贝叶斯网络

本身更像是人类思维逻辑的一种规范映射。在文献
[10-11]中，贝叶斯网络将不同领域的知识抽象为概率模

型，在定性定量研究中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并进行推理

预测，使各种应用中的问题都归结为计算概率模型中

变量的概率分布，并给出了相关的网络构造方法以及

网络学习的内容过程。国内关于贝叶斯网络的应用已

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覆盖管理学、工程学、医学

等多个领域，如毛子骏等[12]运用贝叶斯网络进行农业

生产中农药问题相关的风险评估研究，分析相关风险

因素，发现重要影响因子并展开风险规避研究；刘书

庆等 [13]将贝叶斯网络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上的适用

性，应用于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量化研究

中，针对性地提出了关键问题与治理规划。 

2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用户需求分析 

在工业设计相关领域中，贝叶斯网络的应用研究

源于神经网络、用户建模等相关跨学科技术运用研

究，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文献比较有限。

Garces 等运用贝叶斯网络研究设计起始阶段的用户

接受度问题，利用贝叶斯网络集合不同信息与数据的

能力和推理性质，建立具有设计语言特征的评估体

系，进而指导后续设计工作的进行[14-15]。同时期国内

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基于贝叶斯网络的预测推理功

能与机器学习的用户行为研究，包括用户行为的分类

预测模型以及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16-17]。用

户行为分析中蕴含着用户需求研究的关键信息，因此

在设计研究中贝叶斯网络的应用是具有研究价值与

意义的。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要求设计师对用

户需求有准确的理解。设计师同样可以运用贝叶斯网

络的因果推理，进行用户行为的调查研究分析，从统

计学的角度思考不同影响因素节点与用户行为节点、

用户体验节点的因果关系，同时判断影响程度，发掘

用户行为中的设计点，优化用户体验。对比现有的典

型设计方法，贝叶斯网络在设计活动中的运用同样具

有优势： 

1）贝叶斯网络结构决定了方法的目的，而贝叶

斯网络灵活的结构特点保证了贝叶斯网络对多种问

题的应对能力，因此现阶段团队研究的贝叶斯网络更

倾向于用户需求权重与满意度分析，对需求与产品特

征的映射同样可以通过新的算法优化网络结构完成。 

2）贝叶斯网络本身是一种基于人类思维逻辑的

规范映射形式，因此在网络节点确定的过程中需要对

不同影响因素进行明确的分类，规范的贝叶斯网络本

身在具备了 AHP 方法的优势的同时，能够有效补足

AHP 方法中缺少的要素间的影响关系分析。 

3）贝叶斯网络的实质是概率图模型，个体偏差

问题在贝叶斯方法中能够得到有效的界定，但是同样

需要更庞大的样本容量来支持概率运算。 

4）相较于 Kano 模型依赖标准化问卷的绝对基

础，贝叶斯网络的问卷调查会更加易于操作并能够进

行大范围的数据分析。 

但与现有设计方法相同的是，贝叶斯网络仍然可

以与多种方法或者算法结合进行使用，这样的复合方

法同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6]。其初步应用形

式与方法流程见图 1。 

3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快递包装可持续设计

实例 

后疫情时代，快递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快递包

装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文献 [18]

指出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对快递包装可持续使用的重

要性，而从行为的角度考虑产品购买和回收，消费者

的特征差异会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可持续行为的

研究更关注用户行为与产品交互方式相关的自然环

境[19]，同时文献[20]指出用户可持续行为问题在包装

设计中涉及多方协调的复杂网络体系，引导相关群体

行为互动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通过产品、服务和系统的设计，实现产品策略

与用户关系的动态平衡，引导用户的可持续行为会是

一种解决问题的良好形式。 

3.1  贝叶斯网络结构构建 

这一阶段贝叶斯网络方法的目标是通过估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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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贝叶斯网络指导设计相关应用形式与方法流程 
Fig.1 Application form and method flow of Bayesian Network guiding design 

 
决方案概念的可接受性指数，帮助设计师确定该指数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为概念验证过程作出贡

献。根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专家系统，设计师

可以建立先验贝叶斯网络，进而有效结合先验知识与

数据展开因果分析。 

3.1.1  确定贝叶斯网络节点变量 

贝叶斯网络的构建需要确定变量集，也就是网络

节点，这点需要在设计问卷时进行统一考虑。在用户

研究中需要进行最基础的用户属性分类，这也是本次

基础研究的核心。快递包装回收的设计涉及对用户行

为的引导，是对用户现有生活行为方式的重构，基于

生活方式转变机制模型[5]对用户属性进行分类，归纳

出自身条件、外部环境、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反思

属性五类用户属性进行用户研究，可将现有属性分为

“用户基础属性”与“行为方式属性”两类，并针对

性地进行适应性的内容调整： 

1）在用户基础属性中，自身条件属性可以表现

为用户年龄、用户性别以及用户职业等多种表现形

式；而外部环境属性的典型代表即社会政策，如表 1

所示。 

表 1  用户基础属性 
Tab.1 Basic attributes of user 

属性分类 节点 节点属性 属性描述 

A 年龄 用户年龄阶段差异 

B 性别 用户性别群体差异 自身条件

– 职业 用户职业内容差异 

外部环境 – 社会、政策 客观环境的影响差异

 

2）行为方式属性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用户快递使

用行为的相关内容，包括行为习惯中用户使用快递服

务的频率和现阶段用户处理废弃包装的习惯；经常使

用的快递包装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用户生活

内容的特征；而反思属性的内容包含了用户对现有生

活形式的思考以及对设计师拟定的新设计策划的评

价，如表 2 所示。 

在实际的先验贝叶斯网络构建中，研究团队认为

在现阶段的情景分析中，用户职业相关的差异对用户

行为的影响较为复杂，因此并没有将职业属性作为本

次研究的重要变量进行分析；在社会政策相关的因子

分析中，由于现阶段缺乏明确的社会政策声明，所以

用户对政策的信息理解水平并不适合作为分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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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户行为方式属性 
Tab.2 User behavior attribute  

属性分类 节点 节点属性 属性描述 

C 频率 用户使用频率分级差异
行为习惯 

E 回收 用户回收包装习惯差异

生活内容 D 类型 快递产品包装差异 

反思属性 F 认同 设计策划的用户认可度

 
因此，团队最终针对用户主观控制的行为相关问题构建

先验贝叶斯网络，依据用户年龄、用户性别在内的六个

指标进行描述，对应 A、B、C、D、E、F 六个变量。 

3.1.2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用户调研设计 

在研究阶段针对快递的部分问题进行了选取，采

用设计调研的形式发放问卷。问卷要求测试者根据快

递使用中的习惯特征选择分类，方便设计师根据每一

个因素节点进行分析运算，并进行用户行为特征与需

求重要性分类。根据确定的贝叶斯网络节点变量，问

卷选取上述六个维度进行用户数据调研。团队最终回

收 453 份调查问卷，通过有效性验证获得 431 份有效

问卷，并通过分层抽样筛选出 113 份问卷进行数据结

构检验，验证贝叶斯网络运用于用户研究的有效性。

431 份有效问卷的具体样本数值见表 3。 
 

表 3  调研问卷具体样本数值 
Tab.3 Specific sample value of survey questionnaire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样本值（占比/%）

男 219（50.8） 
性别 

女 212（49.2） 

16~25 岁 122（28.3） 

26~45 岁 127（29.5） 年龄 

46 岁以上 182（42.2） 

低使用频率 113（26.2） 

中使用频率 269（62.4） 频率 

高使用频率 49（11.4） 

快递袋 184（42.6） 

快递盒 243（56.4） 包装类型 

文件信封 4（1.0） 

方式一：直接丢弃 113（26.2） 

方式二：选择性利用 266（61.8） 处理方式 

方式三：移交回收 52（12.0） 

认同 309（71.8） 

一般 87（20.1） 认同度 

不认同 35（8.1） 

 
由于用户的反思属性具有复杂性，团队针对这一

变量设计了对应的三个观察变量，在保证问卷效率的

基础上，运用 3 级李克特量表，对“方案认同度”的

复 杂 数 据 描 述 进 行 更 全 面 的 补 充 说 明 。 同 时 运 用

SPSSAU 平台计算 3 个观察变量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

（Cronbach α）为 0.863，大于 0.8，说明观察变量指

标的一致性较好，计算结果见表 4。 
 

表 4  观察变量 Cronbach 信度分析 
Tab.4 Cronbach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observed variables 

名称 
校正项总计

相关性
(CITC) 

项已删除

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获 得 的 奖 励 能 够 促 使 我

更加积极参与 
0.723 0.825 

使 用 这 个 设 计 是 非 常 好

的行为 
0.748 0.800 

使 用 这 个 设 计 对 我 来 说

不存在问题 
0.751 0.799 

0.863

 
基于调查问卷发现的问题，团队完成问卷调研后

寻找了 10 名用户进行单人访谈，以确定差异，补足

问卷可能存在的疏漏，建立更加立体有效的样本数据

库，指导后续的设计工作。 

3.1.3  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修正 

根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专家系统，设计师

可以建立先验贝叶斯网络，并有效结合先验知识与数

据展开因果分析。但是贝叶斯网络是一种知识表示形

式，先验贝叶斯网络仍然存在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将

数据导入贝叶斯网络模型并进行结构学习是非常重

要的。通过分层抽样筛选出 113 份问卷进行数据结构

检验，并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卡方检验以及

ROC 曲线等方法，对网络结构进行检验运算，见表 5。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在先验贝叶斯网络的结构

中，若将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0.1，节点(A)与节点(E)

的 P 值达到 0.86 远大于显著性水平，因此需要对节

点(A)与节点(E)的网络结构进行调整。节点(D)的网络

结构同样需要进行调整。同时部分相关节点的假设检

验 P 值远小于 0.001 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构建的先验

贝叶斯网络已经具有较好的逻辑水平，见表 6。 

调整节点关系后的后验贝叶斯网络具有更完整

的逻辑架构，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后续的用户需求分

析，同时网络模型 AUC 值为 0.752，大于 0.7 的标准

要求，见图 2。 

3.2  数据运算 

3.2.1  调研数据处理 

根据确定的网络结构，借助 Netica 贝叶斯网络工

具，导入调研所得 431 份有效问卷的样本数据，对快

递包装相关用户需求进行系统分析评估。具体操作如

下：第一，基于数据学习后的后验贝叶斯网络建立贝

叶斯网络，节点属性定义为离散型，节点状态设置为

调研数据对应的变量形式；第二，将现阶段快递包装

用 户 使 用 体 验 的 样 本 数 据 重 新 导 入 贝 叶 斯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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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网络节点条件概率方差分析基础数据 
Tab.5 Basic data for conditional probabilistic variance analysis of network node  

节点 分析内容 P(n|A) P(n|B) P(n|C) P(n|D) P(n|E) 
标准差 σ 0.050 8 0.036 9 – – – C 

频率 算术平均 0.081 8 0.083 2 – – – 

标准差 σ – – 0.041 2 – – D 
类型 算术平均 – – 0.066 8 – – 

标准差 σ 0.010 8 0.034 7 0.059 1 0.013 6 – E 
回收 算术平均 0.021 8 0.076 2 0.084 2 0.022 6 – 

标准差 σ – – 0.033 0 0.010 1 0.087 0 F 
认同 算术平均 – – 0.071 8 0.021 8 0.128 2 

 

表 6  基于网络节点条件概率的假设检验 
Tab.6 Hypothesis testing based on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network node 

节点 假设检验 P(n|A) P(n|B) P(n|C) P(n|D) P(n|E) 

test statistic 8.50 10.76 – – – C 
频率 P-value 0.07 0.00* – – – 

test statistic – – 5.02 – – D 
类型 P-value – – 0.08 – – 

test statistic 1.32 10.40 16.89 1.50 – E 
回收 P-value 0.86 0.01 0.00* 0.47 – 

test statistic – – 19.06 2.29 57.99 F 
认同 P-value – – 0.00** 0.32 0.00***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01；***表示 p<0.000 1 
 

 
 

图 2  后验贝叶斯网络 
Fig.2 Posterior Bayesian Network 

 
模型，利用软件算法学习参数，计算出贝叶斯网络中

每个节点对应的变量指标；第三，设置节点变量数值

并进行记录，分析特定变量数据下的用户需求模型变

化情况，产出用户需求特征。Netica 建立的贝叶斯网

络形式与定向数据分析结果见图 3。 

不同基础属性的用户对系统性的快递包装回收

设计都表现出认同(F1)的概率较高，达到 71.8%，说

明现有快递包装回收问题较为明显，也需要建立系

统的快递包装回收体系。快递用户目前已经形成一

种比较好的快递包装回收利用意识(E)，用户直接丢

弃包装(E1)的概率在 26.2%左右。快递包装形式(D)  

 
 

图 3  运用 Netica 贝叶斯网络工具的用户认同分析 
Fig.3 User recognition analysis based on Ne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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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快递盒、快递袋，最初邮寄形式的文件信封

相对较少，这也与如今普及的网络购物形式相呼应。

用户的快递使用频率 (C)则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数值

水平。 

现阶段快递包装用户使用体验的贝叶斯网络定

向数据分析如表 7。以调研问卷的统计数据为对照组，

实验组定向选择快递包装回收系统设计的认同度(F)

分析时，对比发现在不认同(F2)新的回收体系的用户

群体性别(B)变量中女性(B1)的概率上升明显，且快递

使用率(C)在中高水平(C2/C3)的概率显著提升，分别

为 79.5%和 19.5%，现阶段快递回收形式(E)直接丢弃

的比例显著下降，使用菜鸟驿站回收箱(E3)的概率明

显提升，达到 40.4%，可以推断中高强度的用户在快

递包装的回收问题中都已经形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

方式，新的回收系统提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

性，影响了用户的实际认同度。实验组选择现有快递

包装处理形式(E)进行分析时，对比数据显示中等频

率群体(C2)的用户直接丢弃包装(E1)的概率降低到

50%，而低频率群体(C1)和高频率群体(C3)的概率分

别提升到 32%和 18%，同时他们对提案的认同(F1)

概率高达 79.6%，不认同(F2)的概率仅为 0.32%；自

己回收利用(E2)用户的整体表现概率变化不大，在快

递使用频率 (C)的节点中表现为低中等级使用频率

(C1/C2)的概率增加，分析原因倾向于过多的快递包

装并不利于自己回收利用，工作量大导致用户体验不

佳；使用菜鸟驿站回收箱(E3)的用户是中等使用频率

(C2)的概率达到 80%，提案的不认同(F2)概率也显著

提升到 27.2%，分析结果与之前提及的情况接近。实

验组选择用户的快递使用频率(C)进行分析时，使用

频率(C1)低的用户有 82.3%的提案认同概率(F1)；中

等 使 用 频 率 (C2) 用 户 的 提 案 认 同 概 率 (F1) 降 低 到

67.3%，但仍然较高；在高频率(C3)用户的快递包装

处理方式(E)中直接丢弃(E1)与驿站回收(E3)的概率

增加到 41.6%和 15%，提案的不认同(F2)概率提升到

了 13.9%，但提案认同(F1)概率仍然较高为 72.5%，

与前文分析一致。 
 

表 7  控制变量的用户认同影响分析 
Tab.7 Influence analysis of user recognition based on control variables 

分组 控制变量 A1 A2 A3 B1 B2 C1 C2 C3 E1 E2 E3 F1 F2 F3 
对照组 – 28.3 29.5 42.2 49.2 50.8 26.2 62.4 11.3 26.2 61.8 12.0 71.8 8.1 20.1

C1 34.0 24.2 41.8 34.5 65.5 100 – – 32 65.4 2.67 82.4 0.3 17.3

C2 25.2 32.6 42.2 49.5 50.5 – 100 – 21 63.6 15.4 67.3 10.3 22.4

C3 31.8 24.9 43.3 81.3 18.7 – – 100 41.6 43.4 15.0 72.5 13.9 13.6

E1 29.1 29.6 41.3 56.1 43.9 32.0 50.0 18.0 100 – – 79.6 0.32 20.0

E2 28.3 29.2 42.6 41.4 58.6 27.7 64.3 7.96 – 100 – 72.3 7.67 20.1

E3 26.2 31.5 42.3 74.3 25.7 5.81 80.0 14.19 – – 100 52.3 27.2 20.5

F1 28.6 29.2 42.2 49.2 50.8 30.1 58.5 11.4 29.0 62.2 8.77 100 – – 

实验组 

F2 26.2 31.2 42.7 57.2 42.8 0.99 79.5 19.5 1.03 58.6 40.4 – 100 – 

 

3.2.2  运算结果分析 

在快递包装回收系统设计的用户研究中，现阶段

的包装回收缺乏系统的服务管理，用户需要一个系

统、完整的快递包装回收设计来优化快递服务体验。

同时系统的操作便捷性、奖励机制的设立能够有效促

进系统的可持续运行，保证不同属性用户的参与使

用。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用户调研，通过统计数据计算

有针对性地明确了用户需求特征，为后续开展原型、

设计策划提供了设计方法与逻辑依据。在网络学习与

结构修正过程中，通过数据调整网络结构，纠正设计

师思考过程中的主观错误，从而保证设计工作正确高

效进行。数据运算结果之间相互能够形成支撑，也证明

了运用贝叶斯网络进行用户研究的准确性与可行性。 

3.3  设计产出 

通过前期用户调研得到用户对快递包装的需求

数据，运用贝叶斯网络进行统计数据计算，能够得到

快递包装回收系统设计中的用户需求以及不同属性

用户群体的需求差异。在设计过程中将得到的基本需

求与特殊差异相结合进行思考，着重针对以下特点进

行设计实践：（1）可持续性，这是回收系统设计的核

心，包含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循环以及用户的可持续行

为，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推动设计系统的良性循环；

（2）便捷性，便捷性问题涉及回收系统中回收环节

能否顺利进行，这也是贝叶斯网络分析过程中用户传

统回收习惯带来的潜在风险问题；（3）安全性，这一

特点涉及包装本身的物理保护安全以及用户的信息

隐私安全问题，这是快递包装的一个基本属性要求，

并且拥有比较成体系的相关行业规定法则。基于调研

总结的设计要素，团队展开了“Square Package”快

递包装回收系统的设计，回收系统的构建不应该是快

递服务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环节，更应该是促进用户行

为可持续的双向体系，从而真正实现用户与运营需求

的双向动态平衡，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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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quare Package”快递包装回收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Fig.4 "Square Package"——design of service system for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products 

 
3.3.1  可持续性设计 

系统设计的完整性与可用性是贝叶斯网络分析

过程中最重要的结论产出。由于现阶段用户已经自发

地形成了自己的快递包装回收形式，因此在贝叶斯网

络的控制变量分析中，节点(E)与节点(F)的相关概率

波动较大。新系统设计的完整性以及服务系统对用户

的有效引导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体验与认同度。

“Square Package”重新规划系统流程，优化快递服

务体验，可以实现快递包装的可持续使用。同时通过

设置奖励机制，引导用户的可持续行为，保持不同等

级用户的使用黏性与行为可持续性。 

3.3.2  便捷性设计 

便捷性的需求特征是结合贝叶斯网络定向分析

与用户访谈方法总结出的用户需求特征，是通过贝叶 

斯网络分析产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Square Package”
旨在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操作体验，优化现阶段的回收
流程。因此，针对包装循环使用的问题进行了设计，
可以进行多种包装形式的变化使用，见图 5。 

3.3.3  安全性设计 

快递包装安全性的方向选择主要源于问卷调研
以及用户访谈的结论，属于用户群体对新设计中快递
包装基础功能的关注。气柱袋样式的设计拥有良好的
产品基础，适合改造与生产运用，见图 6。 

3.4  实践总结 

基于设计实践的演示实验，贝叶斯网络确实在用
户需求研究的应用中展现了特殊的分析能力。对比现
阶段基于设计思维模式开展的设计实践，设计师在思
考用户行为的过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容易出现 



40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3 月 

 

 
 

图 5 “Square Package”快递回收包装便捷设计 
Fig.5 "Square Package"——convenient design of express recycling packaging 

 

 
 

图 6 “Square Package”快递回收包装的设计 
Fig.6 "Square Package"——design of  

express recycling packaging 
 

主观认知带来的分析错误，例如在分析最基础的用户

年龄属性的过程中，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主观带入

过多的理解分析，不准确的理解分析产出的结果同样

是不准确的；贝叶斯网络能够构建明确的逻辑框架，

并基于用户问卷数据开展严谨的数理统计分析，产出

更加严谨准确的用户需求分析结果。同样在进阶的用

户行为习惯分析中，贝叶斯网络同样能用明确的数据

差异展示有效的分析结果。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探讨学习贝叶斯网络的基本方法与

形式，结合案例的统计数据，思考贝叶斯网络在设计

学领域的应用价值，并运用运算统计结果指导设计工

作的开展。研究证明了贝叶斯网络在用户研究中解决

不确定性问题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贝叶斯网络用图

表形式为思考问题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描述框架，其概

率论与图论模型属性为感性的设计思维提供了细致

严谨的逻辑；另一方面，贝叶斯网络能够引导设计师

思考不同用户的行为属性、用户体验需求的相关性水

平，发现用户行为背后的实际影响因素，并能够协助

设计师高效筛选、分析调研数据，理解用户需求，最

终指导设计工作。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贝叶斯网络虽然已经被广泛

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但是在设计学中的应用案例却

十分有限，因此有关贝叶斯网络的方法运用仍然有非

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学习探讨。团队下一步期望针

对贝叶斯网络在用户研究中的运用形式等进行统计

数据计算，同时展开设计实践反馈完成方法验证，使

贝叶斯网络在用户研究中的运用更加全面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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