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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中国的设计现状，通过探索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是否适切于人工智能产品，能够

为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及评价研究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视角。方法 以对比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探析产

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核心理念，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为研究主体定性；针对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设

计评价展开数据计量分析，了解 2 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剖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品和人工

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的现存问题和发展演进，从历史角度梳理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展开热点评述，进一步定

义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热点前沿与发展趋势；综合所有分析结果共同定位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

对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的适切度。结果 论述了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的重要作用，梳理了现存理论

与方法，定位了发展程度，预测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为构建更加科学、客观且适切的人工智

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把控生成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应用落地率，使之与研

发投入保持相互平衡的状态，同时可反向助力于优化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技术。结论 综合基本逻辑的区

别探析、数据计量分析和发展演进研究的结果，论证了中国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与人工智能产品的

设计评价体系是部分适切的关系，因此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研究与构建不能完全移植产品设计

评价的研究成果，需要在部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展开以人工智能产品特殊性为核心的针对

性研究，进而构建成熟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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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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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shan University, Hebei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perspective for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I products by ex-

ploring whether the existing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is suitable for AI product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sign 

situ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used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First of all,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product and AI product were explor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h was analyzed. Secondly, data econometr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design evaluation of products and AI product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 spot and de-

velopment trend of the two fields. Third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evolution of AI, AI products and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were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 used to sort out the phased research results and launch hot 

comments to further define the hot frontier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Finally, all the analy-

sis results were integrated to determine the sui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to the design 

evaluation of AI produc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design evaluation of AI products was discussed,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专题：智能交互时代智能制造的创新设计理论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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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re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degree was position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were predicted, 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building a more scientific, objective and appropriate design evalua-

tion system of AI products, and then helped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generated products, increase the product adoption 

rates in balance with R&D investment and optimize the AI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in revers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basic logic analysis, data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evolution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ing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of AI products is demonstrated.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of AI products can not completely transplan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argeted research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AI products 

as the core on the basis of partial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to build a mature design evaluation system of AI products. 

KEY WORDS: design evaluation; AI products; data econometric analysis; development evolution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不断刺激着产业革新，全行业

智能化转型成为时代主题[1]。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化转

型的核心热点，具有自我收集、学习和分析数据的能

力，能够通过推导与演绎感知环境并作出反馈[2]。人

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从技术、理论、方法和

应用的角度模拟并拓展人的智能，其相关应用已经逐

渐蔓延至包括产品设计在内的各个领域，给产品的设

计、体验和欣赏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多注重算法的精进。

但就科技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产品是否能被人们

所认可，是否具有足够的可靠性，是否具有个性化

特征和情感属性引发了学者的深入思考，许多学者

也由此提出了“人工智能威胁论” [3]“人工智能责

任鸿沟” [4]“人工智能算法厌恶” [5]“人工智能伦

理论”[6]等理论。综合而言，人工智能产品的核心优

势是具有自主性和学习能力，在发展过程中也因此出

现自我学习的可控性弱、产品情感化设计缺失、人与

人工智能产品之间的信任与协同度低、隐私保护与伦

理遵守缺陷、可靠性评价不成体系、产品准入制度不

完善和产品应用落地率低等问题，究其成因，核心是

缺少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标准与体系的系统

性研究。 

本文主要以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现状为基

础，针对其设计评价展开研究解析：运用数据计量分

析的方法，对比分析产品设计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的

设计评价，归纳总结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进

展和发展历程，阐述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最终定位

中国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与人工智能产品设计

的适切度，为构建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

进行基础性研究。 

1  基本逻辑的区别 

基本逻辑是事物最基本的原理或事实，把握事物

的基本逻辑可以保证认识和研究事物方向的正确性。

因此，基于基本逻辑的分析和推演能够输出客观且正

确的研究结论，其重要作用[7]如图 1 所示。本研究的

目的为定位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对人工智能产

品的适切度，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基本逻辑的研究可

作为基础。 

第四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绿色革命，人工智能成为

革命中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传统产业

变革的重要力量[8]。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数据和计算，

可以具化为算力、算法和数据，数据的可计算性是促

进前沿科技不断演进的核心力量[9]。可计算是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其哲学含义可以解释为具备正

确可能性的思想、实现正确思想的可被计算的所有对

象及能够计算所有可能性的算力 3 个要素[10-11]。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都可以

进行以可计算为核心的基本逻辑探析。 

产品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满足用户需求的方案，

Creusen[12]强调产品具有物理属性，表现为不同功能

模块的创新组合；Brakus[13]和 Homburg 等[14]提出产

品能够表达情感，是对服务的一种物理化呈现；张林

波等[15]提出产品具有生态性，是一种为消费者“量需

定制”的使用体验。王宏飞[16]认为人工智能产品是具

有信息计算和学习能力的工具或相关功能零部件的

集合，其设计是利用知识对产品或零部件进行整合使

其具备目标功能的手段；齐佳音等[17]强调人工智能产

品凭借较强的感知、计算和决策能力能够更为高效地 

 

 
 

图 1  基本逻辑的重要作用 
Fig.1 Important role of the basic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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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预期设计目标；杨慧等[18]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角

度论述了对人工智能产品展开设计评价的强需求性。

由此可知，人工智能产品是产品的智能化升级，是第

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为参照进行分析：产品和人

工智能产品的基本逻辑可以定义为思想、对象和算力

三个维度[19]，具备正确可能性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产品

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强调的是评价的

概念，其中产品的基本逻辑包含功能、情感与服务的

满足度[20-22]，人工智能产品更加强调功能目标的达成

度；实现正确思想的可被计算的所有对象可以细化为

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如功

能、形态、色彩、材质等方面（即产品构成的基础模

块），是产品整体和各部分零件所具有的产品数据的

集合；能够计算所有可能性的算力可以定义为实现设

计需求与目标达成度的能力[23-24]。 

综上所述，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基本逻辑研究

奠定了设计评价的核心地位，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

需求性与必要性。对比分析基本逻辑可知：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须在合理性与正确性的评价、整体与

零部件所具有的数据集合评价和预期目标达成度评

价的基础之上增加情感与服务的满足度评价，可以为

评价系统和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指导。 

2  数据计量分析 

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文献计量法，利用数学和统计

学的手段进行定量分析，预测产品设计评价和人工智

能产品设计评价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流程为

定义研究目的与范围、选择适切的分析技术、收集数

据及数据分析 [25]。技术的选择需基于研究目的与范

围，本节重点针对产品设计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设

计评价展开空间分布和时间演进可视化分析，通过对

比的手段，探讨现有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与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的适切度。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

包括科研机构、发文作者和热点主题的共现分析，目

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时间演进可视化分析包括发文数量和热点主题，有助

于分析目标领域的发展历史并预测发展趋势[26]。运用

CiteSpace（版本号为 5.7.R2）展开标题、摘要、关键

词、作者、国家/地区、科研机构等信息的数据挖掘

与分析[27]。为确保原始样本数据足够全面和权威，选

择中国知网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和核

心期刊数据集作为原始样本源进行数据的搜集和整

理，检索的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产

品设计评价”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去除新闻、课程、

金融、旅游和化工等文献以提升研究数据的代表性和

准确性，确定样本数据为 366 篇。以人工智能领域具

有代表性的技术算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决策树、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

K 近邻算法、逻辑回归和神经网络等）为关键词，通

过机器筛选和人工筛选结合的方式在产品设计评价

样本数据中筛选与人工智能产品相关的样本，最终确

定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样本数据为 29 篇。

分别以 366 篇和 29 篇样本数据为基础数据展开关于

“产品设计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两

方面的数据计量分析。 

2.2  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 

运用 CiteSpace V 软件，网络节点先后选择机构、

作者和关键词，分别得到如图 2—4 所示的产品设计

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关于科研机构、发文

作者和热点主题的共现网络，进而展开共现分析，结

果见表 1—3。共现结果表明，在产品设计评价领域

中，科研机构和发文作者方面的研究力量雄厚，人工

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力量薄弱。以理工类院校为

核心力量，地理位置的分散和研究方向的发散限制了

相互之间的研究合作，但仍存在核心团队。其中，西

北工业大学以陈彦蒿等[28]为核心，研究以机电产品设

计评价、文创产品设计评价和网络评价群决策系统为

主；合肥工业大学以鲍宏等[29]为核心，主要研究产品 

 

 
 

a  产品设计评价                                           b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图 2  科研机构共现网络 
Fig.2 Co-emergence networ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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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产品设计评价                                      b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图 3  发文作者共现网络 
Fig.3 Co-emergence network of authors 

 

 
 

a  产品设计评价                                         b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图 4  热点主题共现网络 
Fig.4 Co-emergence network of hot topics 

 
表 1  科研机构共现分析结果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the co-emergence analysis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机构数量 机构之间连线 共现网络密度 
项目 

N 状态 E 状态 Density 值 状态 

产品设计评价 352 相对雄厚 111 较少 0.001 8 较低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43 薄弱 20 极少 0.022 1 一般 

 
表 2  发文作者共现分析结果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he co-emergence analysis results of authors 

作者数量 作者之间连线 共现网络密度 
项目 

N 状态 E 状态 Density 值 状态 

产品设计评价 557 相对雄厚 524 较多 0.003 4 较低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97 薄弱 141 一般 0.030 3 相对较高 

 
表 3  热点主题共现分析结果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co-emergence analysis results of hot topics 

关键词数量 关键词之间连线 共现网络密度 
项目 

N 状态 E 状态 Density 值 状态 

产品设计评价 530 较多 1 047 较多 0.007 5 较低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105 较少 139 一般 0.025 5 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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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计制造的绿色设计评价；浙江大学团队依托计算

机学院和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先进科研条件，

借助计算机学科产品参数化网络分析等手段主要对复杂

产品展开设计评价研究[30]；河北工业大学杨冬梅等[31]

主要研究老年人产品设计评价；山东大学马艳等[32]主要

研究绿色设计与生命周期评价。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

价领域研究力量薄弱，整体合作水平一般。相比较而言，

产品设计评价研究相对成熟，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人工

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处于萌芽探索阶段。 

高频关键词能够反映目标领域的研究重点，见表

4—5。采用层次分析法聚焦热点主题，更有助于深入

分析。采用 KJ 法[33]（一种民主评议、集体决策的思

维方式，更加侧重于综合性地归纳不同性质的数据，

保证分析结果更加客观、理性）先后对 2 个领域的高

频关键词进行层次分类、归纳和命名，去除与检索项

重复性较强的关键词（“产品设计、设计评价、评价

和设计”等），最终的分析结果相对一致，同样可以

整理为三大热点主题，如图 5 所示，其中设计评价理

论是基础研究，设计评价方法是行动指南，设计评价

应用是实例验证。 
 

表 4  产品设计评价高频关键词 
Tab.4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of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产品设计 98 0.67 评价模型 8 0.07 产品评价 5 0.02 

设计评价 27 0.15 模糊评价 8 0.05 感性意象 5 0.02 

层次分析法 27 0.18 模糊层次分析法 7 0.03 主成分分析 5 0.02 

方案评价 25 0.23 评价方法 7 0.06 决策 5 0.05 

工业设计 21 0.19 生命周期评价 7 0.03 优度评价 5 0.03 

绿色设计 16 0.11 设计方案 6 0.02 工业产品 4 0.06 

评价 16 0.11 BP 神经网络 6 0.02 方案设计 4 0.02 

概念设计 15 0.09 绿色产品 6 0.06 产品服务系统 4 0.06 

综合评价 15 0.10 模糊数学 6 0.02 评价指标 4 0.01 

模糊综合评价 11 0.02 可用性 6 0.02 大规模定制 4 0.02 

产品造型设计 11 0.05 创新设计 6 0.04 产品质量 4 0.00 

并行工程 10 0.10 指标体系 6 0.05 可装配性评价 4 0.02 

感性工学 10 0.07 信息熵 5 0.02    
 

表 5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高频关键词 
Tab.5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of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产品设计 9 0.08 模糊神经网络 3 0.02 评价系统 2 0.00 

BP 神经网络 6 0.05 神经网络 3 0.00 创新设计 2 0.02 

产品造型设计 4 0.01 评价 3 0.00 设计 2 0.00 

感性工学 4 0.01 评价模型 3 0.06 人工神经网络 2 0.01 

方案评价 3 0.01 感性意象 2 0.02 支持向量机 2 0.00 

遗传算法 3 0.00 评价方法 2 0.00    
 

 
 

图 5  三大热点主题（KJ 法聚类） 
Fig.5 Three hot topics (KJ method clustering) 



第 44 卷  第 12 期 陈国强，等：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综述 21 

通过对三大热点主题的深入分析可知，现有产品

的设计评价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且评价体系相对成熟。

如图 6 所示，为构建评价体系，需要在评价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或创新应用合适

的评价方法，从而形成基于某理论或某评价方法的评

价模型。评价对象实践是针对某一产品类别、设计环

节、具体的产品设计或设计要素进行的实际评价活

动。产品设计评价往往涉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众多复

杂问题，其研究需立足于相关学科的众多思想理论
[34]。目前我国产品设计评价理论研究以综合评价和生

命周期评价为基础，主要从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构建相应的评价理

论。科学性是客观评价的基础，适配性是合理评价的

前提。然而，关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理论研究

有限，且针对性不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领

域，进一步验证了关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

未成体系。综合来看，面对具有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

产品，对其进行科学、客观、适切且全面的评价极具

难度和挑战性。 

2.3  时间演进可视化分析 

年度发文量见图 7，热点主题突现值的对比分析 

如图 8—9 所示。产品设计评价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

萌芽探索阶段（1992—1997 年），产品设计评价发迹

于产品设计市场实践研究，以产学研模式探索为代

表，标志着产品设计评价领域的初步确立；快速发

展阶段（1998—2007 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

外优秀产品的不断涌进，国外先进设计实践理论进

一步促进了国内产品设计评价的研究，使之呈现出

两段式高速增长态势，相关研究发展迅猛，研究内

容更加全面和深入，整体研究框架基本确立；波动

发展阶段（2008—2022 年），该阶段产品设计评价研

究受国家发展战略、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环境因素

的影响呈现三段式波动状态。随着《关于促进工业

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的发布，工业设计学科

中以感性工学为代表的从设计要素和用户体验视域

出发的产品设计感性评价研究逐步展开。文化建设、

健康中国[35]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以及大数据[36]、机器

深度学习技术 [37]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产品设计

评价的研究方向，使之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创新。对比可知，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

价研究起源于产品设计评价快速发展后期，主要驱

动力量是技术革命。 

 

 
 

图 6  产品设计评价应用体系构建图解 
Fig.6 Illustration of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图 7  年度发文量 
Fig.7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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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产品设计评价关键词突现值排名 
Fig.8 Key word emergence value ranking of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图 9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关键词突现值排名 
Fig.9 Key word emergence value ranking of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目前产品设计评价领域的研究呈现理论、方法和

应用三驱并进的态势：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以绿色设

计为核心的环境保护评价及以并行工程为核心的生

产制造管理评价转向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设计要素

评价、用户体验评价和设计与制造的综合评价；方法

研究从利用模糊数学对多因素且模糊的评价指标进

行科学量化处理的研究开始，不断探索其他应用于产

品设计评价的新方法，通过融合的手段不断提升评价

方法的适配性，进而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度；评价应

用从致力于开发产品设计评价决策支持系统向致力 

于促进更加优良的方案设计产出进行转变。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价方法研究，不断

探索将以 BP 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技术作为评

价方法的创新应用。 

2.4  可视化分析结果 

空 间 分 布 和 时 间 演 进 可 视 化 对 比 分 析 结 果 表

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力量薄弱，研究

方向不聚焦，技术革命是主要驱动力。现有的研究

内容以方法研究为主，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对现有产品展开设计评价研究，

对人工智能产品自身的设计评价研究更为薄弱。随

着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产品大

量涌现。由于缺少有效的评价体系，无法保证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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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质量和需求的满意达成度。深入研究相关

理论和原则，构建系统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理论模

型成为研究重点。综合而言，空间分布和时间演进

的可视化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在研究

热点和趋势上与产品设计评价具有一定的内容重合

性和规律统一性。因此，产品设计评价已形成的相

对成熟的理论研究和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提供基础和思路。除此之

外，可视化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在创新驱动的

社会发展中，对大量涌现的人工智能产品进行评价

以输出真正优良的转化方案是本领域需要解决的应

用实践问题。 

3  发展演进研究 

由于现阶段关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

有限，可分析的数据样本相对有限，本研究尝试从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产品和产品设计评价的发展历程等

角度找到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发展演进的切入点，

以期更好地了解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研究中的现

存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3.1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机器智能，包括感知、思维、

学习和行为四个部分，关键技术包含算法（重要推动 

力）、软件框架（算法应用媒介）和芯片（关键基础

硬件）[38]，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图灵测试”[39]， 
 

人工智能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

研究学科，部分代表性成果见表 6。 

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 3 次发展高潮和 2 次寒

冬，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核心内涵，如图

10 所示。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是主要的

发展方向[40]。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历经“弱、强、超”

3 个阶段。目前的研究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已经有所突

破，机器成为辅助人类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但仍不

具备通用性的人类智慧；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将会

具备认知智能，拥有意识和思想，处于待探索阶段；

超人工智能属于相对遥远的未来领域[41]。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 6 个阶段：起步发展

阶段（1956—1974 年）、反思发展阶段（1975—1980

年）、快速发展阶段（1981—1987 年）、抑制发展

阶段（1988—1993 年）、复苏发展阶段（1994—2005

年）和高速发展阶段（2006—2022 年）。2006 年以

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

人工智能在第三次发展高潮中由复苏发展转向高速

发展[42]。 

3.2  人工智能产品的发展历程 

以“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为检索词，确定样本

数据为 142 篇，运用 CiteSpace V 软件展开人工智能

产品热点主题共现分析和时间演进分析，结果如图

11 所示，输出的 359 个关键词彼此之间的连线较多

（E=705），共现网络密度较低（Density 值=0.001 1）。

综合分析可知，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技术手段 

表 6  人工智能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 
Tab.6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AI 

时间 研究成果 时间 研究成果 时间 研究成果 

1950 年 图灵算法 遗传算法 1982 年 霍普菲尔德网络 2001 年 随机森林 

1952 年 语音识别 1983 年 随机霍普菲尔德网络 2003 年 物元系统 

1956 年 模拟人类机器 人工智能 1985 年 贝叶斯网络 2005 年 物联网 

1958 年 人工神经网络 1986 年 BP 神经网络 2006 年 “云计算”概念 

1960 年 语义网络 1987 年 人工生命 2006 年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1968 年 专家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 类脑智能 2010 年 迁移学习 

增强学习雏形 1989 年 万能近似定理 2012 年 知识图谱 

深度学习雏形 1989 年 卷积神经网络 2014 年 生成对抗网络 

模式识别 1990 年 量子信息 2014 年 无监督学习算法 

搜索式推理 20 世纪 90 年代 自动工程 2015 年 残差网络 

自然语言 1995 年 支持向量机 2018 年 BERT 模型 

机器视觉 1995 年 AdaBoost 算法 2019 年 集成通用近似量子计算系统

知识工程 1995 年 互联网 2020 年 自然语言深度学习模型 

20 世纪 

50—70 

年代 

微世界 1997 年 LSTM 2021 年 DALL·E 和 CLIP 神经网络

1980 年 大数据 1998 年 语义网 2022 年 生物计量学 

1982 年 神经网络算法 2001 年 条件随机场模型 2022 年 网络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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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Fig.10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AI 

 

 
 

图 11  热点主题共现网络、热点主题 Timezone 图谱（人工智能产品） 
Fig.11 Co-emergence network and Timezone map of hot topics (AI product) 

 
在设计中的运用，是对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过程的研

究。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研究处于不断发展中，感性工

学、价值工程学、情感计算和设计伦理可以被纳入其

中。深入研究发现，该领域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

接体现设计评价，但研究内容表明现有的理论研究慢

慢在向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评价方向倾斜，如

“人工智能威胁论”“人工智能责任鸿沟”“人工智能

算法厌恶”“人工智能伦理论”等，从不同的切入点

展开对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产品的评判，为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发展，具有时代代表性

的人工智能产品层出不穷，部分产品见表 7。结合人

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未来人工智能产品的发

展将追求更自然的交互、更智慧的功能、更个性的服

务和更全面的自动化生产[43]。人工智能产品是公式化

的设计产物，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在使用功能方面的需

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产品除了需要具备使用功能

之外，也要具备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44]。而现阶段的

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对社会环境、文化底蕴和人类情感

的理解能力，因此生成的产品对文化、审美和情感的 

表达相对较弱。 

结合共现分析结果、时间演进分析结果和代表性

产品产生的时间可知，人工智能产品的文献研究起步

于 1996 年，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 3 个阶段：萌芽探

索阶段（1951—1995 年）、稳步发展阶段（1996—

2005 年）和高速发展阶段（2006—2022 年）。 

3.3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发展历程 

综合数据计量对比分析（产品设计评价与人工智

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和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产品的发

展历程分析，探讨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发展历程

和历史演进。如图 12 所示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

品、产品设计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的发展历

程图解，由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发文量时间演进

可视化分析结果可知，2005 年为起始点，年发文量

较低且不稳定，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 4 个阶段：萌芽

探索阶段（1951—2005 年）、波动发展阶段（2006—

2013 年）、稳步发展阶段（2014—2018 年）和抑制发

展阶段（2019—2022 年）。综合分析相关领域的研究现

状和趋势，可大胆地猜测未来将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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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产品 
Tab.7 Representative AI product 

时间 研究成果 时间 研究成果 

1951 年 第一台神经网络机 2015 年 Skype 实时翻译工具 

20 世纪 50—70 年代 国际象棋程序 2015 年 康奈尔大学开发的鸟脸识别技术 

20 世纪 50—70 年代 第一台通用机器人 2015 年 基于文本的人工智能助理“M” 

1997 年 国际象棋机器人深蓝 2016 年 Google AlphaGo、第一代专用芯片 TPU 

2009 年 Youtube 自动字幕 2016 年 Chatbots 

2010 年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 2016 年 第一个人造纳米尺度随机相变神经元 

2011 年 苹果语音个人助手 Siri 2016 年 IBM Watson Analytics 

2011 年 第一代智能恒温器 Nest 2017 年 Google 开源深度学习系统 Tensorflow 1.0

2011 年 人工智能仿生眼 2017 年 类人机器人索菲亚 

2012 年 Google 个人助理 Google Now 2018 年 新闻写作机器人 Wordsmith 

2013 年 福特汽车全球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 2019 年至今 RPA 1.0、RPA 2.0、RPA 3.0、RPA4.0 

2014 年 人工智能小冰、语音助手 Cortana 2019 年 微软人工智能 Torque 中文版 

2014 年 百度 Deep Speech 语音识别系统 2020 年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2014 年 谷歌人工智能项目 DeepMind 2022 年 Chat GPT 

 

 
 

图 12  发展历程 
Fig.12 Development evolution 

 

3.4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发展演进 

发展演进分析能够将目标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进行直观的可视化表达，有利于以热点主题为中心探

讨研究趋势。通过将热点主题带入发展历程（如图

12 所示）中，进行双维度的研究，横向沿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发展历程展开，纵向以热点主题为核

心，历史发展演进图解如图 13 所示。由于人工智能

产品的设计评价未成体系，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因此

演进趋势的研究可以借鉴产品设计评价的成熟体系：

理论研究以设计思维为核心，展开融合设计要素、用

户体验和设计制造等方面的综合性评价理论研究；在

方法上致力于研究综合的评价方法和其他学科方法

的迁移，进而实现多方法的创新融合；在应用演进分

析中，重点对设计方案的直接评价进行研究，评判并

把控人工智能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应用落地率。 

4  评价体系适切度定位 

评价体系适切度定位是指现有产品设计评价体

系是否适切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分析，通过基 

本逻辑（基本逻辑的区别）、研究热点与评价体系（数

据计量分析）、发展历程与发展演进（发展演进研

究），层层递进地论述了二者之间部分适切的关系。

如图 14 所示，综合分析结果可知：从宏观的角度来

看，二者具有较高的内容重合性和规律统一性，因此

现有的产品设计评价体系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

价体系是部分适切的关系，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补

充、借鉴、拓展、预测与指导；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基本逻辑的对比分析表明二者在思想维度不适切，对

象维度和算力维度保持相对适切但研究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需要在现有

的三大评价模块（产品合理性与正确性评价、整体与

零部件所具有的产品数据的集合评价、预期目标达成

度评价）的基础上增加情感与服务满足度模块，构建

四大模块体系。研究热点与评价体系的对比分析说明

了二者具有共同的前沿研究内容（评价理论、方法、

应用）和评价体系中方法维度的研究成果，针对人工

智能产品设计评价体系的不足，提出构建系统性的评

价指标体系与理论模型的研究重点。二者的发展历程

大致保持统一，然而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起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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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历史演进 
Fig.13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I product design evaluation 

 

 
 

图 14  评价体系适切度定位 
Fig.14 Evaluation system suitability orientation 

 

晚，同历史时段下的具体表现与产品设计评价发展状

况有所出入。发展演进的研究维度保持彼此适切，而

具体内容不完全适切，需要以人工智能产品的特殊性

为核心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

发展方向可以利用现有的产品设计评价体系进行有

效预测：追求综合性的评价理论研究、实现多方法的

创新融合研究和产品设计方案的直接评价研究。 

5  结语 

放眼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产品的研究

成果将呈现爆炸式增长，然而以人工智能为工具进行

设计转化生成的产品不可能自我演变出情感和道德。 

面对大量涌现的人工智能产品，对其进行科学且有效

的设计评价研究是保证质量和需求达成度的决定性

手段。因此，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中，评价

环节需要被高度重视。本文对比分析了国内产品设计

评价和人工智能产品设计评价的现有研究成果、热点

和趋势，指出了现阶段研究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探索

了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基本逻辑，保证了研究方向

的正确性；结合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产品发展历程的

研究结果，梳理了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发展演

进，对热点与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实现了现有产品

设计评价体系与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适切

度的定位。结果表明，现有的产品设计评价体系对人

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体系研究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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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跨界、团队研究成果的集聚效应、产品品类研

究成果的嫁接、科技创新、政策引导、需求升级、设

计能动性的提高和评价视角的转变可以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下为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评价研究提供有效

的发展路径。构建系统性的评价体系，有利于人工智

能产品设计积极地应对社会、技术和需求的飞速变

化，作出实时且有效的正反馈，最终保证人工智能产

品的质量和应用落地率。总体来说，目前人工智能产

品的设计评价研究相对薄弱且处于抑制发展阶段，如

何构建更加完善且适切的评价体系需要更加深入的

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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