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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优化改进汉服市场中广受欢迎的襦裙产品的设计,从市场调研、产品现状和消费者需求入手,采用 Kano
模型分析消费者问卷,对襦裙的设计要素进行属性分析及优先级排序,以此作为产品设计的依据。对襦裙设计需求细分

的十项内容进行调研与数据分析显示,产品主题的文化属性、裙身重点装饰设计和现代改良风格属于期望需求,是消费者

期望襦裙产品应具备的属性;而改善服装结构、提供配套服饰属于魅力需求,是消费者满意度能快速提升的关键所在,襦

裙产品的设计优化应对这些项目做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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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服市场在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不仅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

体现[1]。汉服设计及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有学者

对汉服市场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预测了市场前景并

提出改进意见[2];还有学者从消费文化视角分析了现

代汉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3],也不乏对此类服饰

消费者的行为研究[4],但对消费者产品需求的分析却

非常缺乏。以汉服市场中备受消费者欢迎的襦裙产品

为研究对象,对其现有产品特点及消费者的具体需求

进行调研分析,以期得出设计改进方向,提高消费者对

现代汉服的满意度。
襦裙市场发展迅速,品牌众多,产品变化丰富,为

开展消费者需求分析提供了大量样本和丰富的素

材[5],襦裙产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以小见大反映

现今汉服市场的设计现状。以襦裙产品为切入点展开

消费者的设计需求研究,结合市场调研对现有襦裙产

品的设计进行需求分类,通过问卷调研和模型分析以

理性思维探讨感性的设计问题,并得出合理的产品改

进意见。该方法和思路不仅能应用于汉服市场中的襦

裙产品,同样能够用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设计研究,尤其

是对产品进行需求细分的方法,可在各种产品的分析

中使用,有助于从消费者需求中探寻真正的产品诉求

和设计关键点,从消费者关注点出发对产品进行理性

设计和针对性的改进优化。

1 襦裙产品分析

现代汉服活动在国内兴起仅十余年,就逐渐从小

众群体爱好进入大众视野。据报道,2019年汉服产业

市场销售额突破45亿元,同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达356
万人,连续4年保持70%以上的高增长率;截至2020
年1月,网络平台消费汉服的人数接近2000万;截至

2021年3月,我国已有超2100家汉服相关企业。此

外,数据预测2021年中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将达

101.6亿元,汉服爱好者规模也将达到689.4万人,可
见汉服相关市场正在高速发展,消费者数量也在持续

增长。

1.1 襦裙市场基本情况

襦裙在现代回归之初,就吸引了汉服同袍的目光。
尤其是唐代襦裙款式造型多变,诞生了如齐胸襦裙、坦
领襦裙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女子服饰[6]。这种创新、自
由的款式,不仅在唐代颇受欢迎,也极受现代消费者喜

爱,当今汉服市场中的襦裙也以仿制唐代的居多。
近年来,襦裙销量在汉服单品中名列前茅。2017

年汉服销量年度排行榜前20中,襦裙共12件。2018
年淘宝、天猫平台汉服款式销量榜首为襦裙,销量共计

322.6万件,占汉服总销量的49.6%。2019年淘宝汉

服单品产值排名前20中,襦裙共10款,占排名的半

数,可见襦裙在汉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1.2 襦裙产品调查

从款式、风格、色彩、面料、功能结构、服饰配件及

文化属性等七个方面进行现代汉服市场的襦裙产品调

研。调查的产品对象包括2017—2019年网络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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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畅销产品排行榜中的襦裙产品,以及2020年互联

网周刊评价品牌综合实力前三的汉服店铺中的襦裙产

品(三家品牌分别为“十三余”“重回汉唐”“汉尚华

莲”),还有线下各类汉服活动中的人群着装等。通过

观察得出了当今汉服市场上的襦裙产品的主要特征。
款式造型:市面上襦裙款式多样,如齐胸襦裙、齐

腰襦裙、对襟齐胸襦裙、交领高腰襦裙等。不论哪种款

式,其基本构成为襦、裙两部分,因而设计师能够进行

设计和装饰的重点部位可分为上襦、下裙及通身三部

分。
风格:汉服消费者以95后、00后人数居多。市场

为迎合此年龄段人群审美,多将襦裙风格设定为活泼

可爱的少女风格。此外,还有根据融入现代元素的情

况进行分类,其中,包含较多现代改良元素的风格较为

常见,而原汁原味的复古复制在社交网络上有较大影

响,但在实际穿用中相对少见。
色彩:常见襦裙的色彩主要有仿唐风格的雍容华

贵明艳配色、清新自然少女风格的配色两大类,而沉稳

大方的暗色系、中性色系、对比色搭配等配色方式在市

场中相对少见。
面料:襦裙穿着季节一般为春夏季,考虑到成本及

款式效果,现有产品的面料常用雪纺、仿天丝等轻薄且

悬垂性好的聚酯纤维,也有少量品牌采用昂贵的桑蚕

丝等面料。
结构:目前市场上襦裙服饰结构以平面裁剪为主,

但由于缺乏史料实物做依据,齐胸襦裙等服饰的结构

细节无从考证,市场上的产品结构和工艺是各商家根

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发挥。调查发现,当前襦裙的下裙

主要采用一片围裹式或前后两片式两种结构,裙身由

系带束紧固定,穿着中容易出现滑落现象。
搭配:部分品牌会将襦裙及其搭配物,如披帛、半

臂、配饰等进行统一设计、配套销售,也有大量品牌并

不提供此项设计,需消费者自行购买搭配。
文化属性:以襦裙为代表的当代汉服本身就具有

浓厚的文化底蕴,部分品牌在服装设计上常以诗歌、神
话故事、画作等传统文化为主题进行融合设计,衍生出

更具文化意义的传统服饰。
襦裙发展至今,设计人员在设计要素的把握上也

探索出了一定的规律。但是通过了解襦裙消费者购物

评价、汉服相关网络论坛中的各项讨论以及对汉服爱

好者的访谈得知,目前此类服饰多以品牌、设计师主导

设计,对消费者的需求缺乏系统分析,产品对消费者需

求的响应不够充分[7]。因而,通过调研了解消费者对

襦裙产品各要素的具体需求非常有必要[8],由此,将产

品需求转换为合理的设计方向,为产品改进提供思

路[9]。

2 襦裙的消费者调查

消费者是构成消费市场的关键因素,在现今市场

中,消费者满意度已成为品牌关注要点与竞争先决条

件。同时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也要求设计师多关注消

费者对产品的多项需求,改变一味关注产品本身的设

计思维,从消费者实际需求出发,实现感性设计与理性

分析的有机结合[10]。由此可见,在现今买方主导的消

费市场,包括襦裙市场中,如何了解消费者需求,如何

制作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对品牌和设计师来说

都十分关键[11]。
采用Kano模型对襦裙消费者进行产品的设计需

求分析。Kano模型是对用户需求进行分类和优先顺

序排序的工具,以分析各项需求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

为基础,反映产品不同属性和用户满意度之间的非线

性关系[12]。Kano模型应用范围广泛,在管理、医学、
制造、设计、计算机等领域均有涉猎,主要应用于用户

需求分析以及产品、服务等设计开发和优化改进方

面[13]。消费者对品牌所提供不同需求的满意情况分

析是其常用的领域之一[14]。采用Kano模型对襦裙的

消费者进行理性、定量的需求分析,以便获取消费者的

真实设计需求,以客观数据为参照,优化现有设计[15]。

2.1 Kano模型的原理

Kano模型是东京理工大学狩野纪昭教授以客户

满意度为模型设计的一种方法,用来分析用户需求、确
定需求的优先级,从而提高产品和企业服务[16]。Kano
模型根据不同特性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将产品

的特性分为五类。其中,“必备需求 M ”是顾客认为产

品必须有的属性或功能,是最基本的需求(Must-be
Quality);“期望需求O ”是指与顾客满意情况成正比

关系的需求(One-dimensionalQuality);“魅力需求

A ”是指不会被顾客过分期望但一旦得到满足,即使表

现不完善,也会极大程度增加顾客满意度的需求(At-
tractiveQuality);“无差异需求I”是指不论提供与否,
对用户体验无影响的需求(IndifferentQuality);“反向

需求R ”是会引起强烈不满和满意度降低的需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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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提供的程度与用户满意程度成反比(Reverse
Quality)。另外,在问卷中,若问题不合理或用户并未

理解题意,则可能出现“可疑结果Q ”[17]。
将消费者对襦裙的多项服饰需求进行拆解与分

类,结合Kano模型转化为设计需求项目,通过问卷进

行消费者调研,再根据结果对各项需求的重要性做优

先级排序,由此可以探明消费者对襦裙的各设计项目

的需求情况,后续的产品开发可在做好“必备需求”的
基础上结合“期望需求”“魅力需求”对服饰进行设计改

进与优化[18]。

2.2 基于Kano模型的问卷设计

Kano模型在原理上使用了满意度的二维模式,所
以在问题设定上需对每个调研项目设置两个问题,从
正、反两方面得到5种程度的满意度回答,即:“满意”
“理应如此”“无所谓”“勉强接受”“不接受”。根据被调

研者选择的满意程度,将数据统计填写在Kano评价结

果分类对照表中。问卷中提供的每一个项目在A、O、

M、I、R、Q 六个维度上均可能有得分,统计相同维度

的得分,即可得到各项目在不同维度的占比总和,总和

最大的便是该项目的属性类别[19]。
结合前期的产品要素调研,对襦裙的7项设计重

点展开Kano分析。风格上,对少女风、现代改良风这

两类侧重点不同但喜爱人数多的风格进行满意度调

查;色彩上,调查喜爱度存在争议的明艳华丽的襦裙配

色;面料上,重点了解消费者对高价位优质面料的需求

程度;款式造型上,探索消费者对襦衫、裙身、通身三个

主要设计部位的造型装饰的满意程度;功能结构上,重
点关注裙装穿着易滑落的结构问题;服饰配件上,调查

配套设计是否能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文化属性上,调查

将传统文化主题融合设计的消费者反响。最终,根据

调研目的,在问卷中形成10项有针对性的调查项目。

2.2.1 问卷样本情况

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汉服市场中襦裙服饰的消费

者,采用问卷星生成的自填式问卷。为使调研问卷更

具针对性,瞄准汉服爱好者中购买并穿着过襦裙的人

群进行问卷发放,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网络

对微博汉服超话中的个人用户,抖音中的汉服爱好者,

QQ中的各大汉服群发放调研问卷链接进行取样。本

次调研共收回问卷124份,剔除答案自相矛盾的无效

问卷13份,剩余有效问卷共111份,问卷有效率为

89.5%。

2.2.2 问卷数据处理

对111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确认与统计每

份问卷、每个问题所对应的 Kano需求属性(即A、O、

I、M、R、Q ),襦裙设计需求项 Kano属性统计归属表

见表1。在前期设定的襦裙的10项设计需求中,共有

期望需求(O)3项,魅力需求(A)2项,无差异需求(I)3
项,反向需求(R)2项,无必备需求(M)。

表1 襦裙设计需求项Kano属性统计归属表

类别 序号 服务条目
频 数

A O M I R Q
Kano属性

风格 1 现代改良风格 10 35 4 25 34 3 O
2 少女风格 6 25 1 47 31 1 I

色彩 3 配色华丽明艳 14 16 7 35 36 3 R
面料 4 高价位优质面料 12 1 14 64 18 2 I

款式造型 5 襦衫重点设计 24 11 13 51 12 0 I
6 裙身重点设计 32 42 10 19 6 2 O
7 大面积装饰设计 12 3 1 40 52 3 R

功能结构 8 改善防滑结构 40 24 11 34 2 0 A
服饰配件 9 服饰配套设计 41 18 17 32 2 1 A
文化属性 10 融入文化主题 36 46 11 17 1 0 O

  从表1中各项目的Kano属性可看出,个别需求项

的某些属性占比情况相似或相近,因而仅凭常规属性

分类方法得出的结果会有一定局限性[20]。为使数据

分析结果更清晰明确,在常规分析方法基础上加入

Better-Worse系数分析法。在Kano模型中,增加某项

功能后的满意系数被称为Better系数(SI),通常为

正数,正值越大代表满意度提升效果越强。消除某项

功能后的不满意系数被称为 Worse系数(DSI),通常

为负数,为比较方便取其绝对值,其数值越大代表满意

度降低效果越强。

Better-Worse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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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系数SI=(A+O)/(A+O+M +I)
(1)

Worse系数DSI=(-1)×[O+M/(A+O+M
+I)] (2)

根据计算式(1)、(2)算出每项设计需求的Better
和 Worse系数,以及2项系数的平均值,襦裙设计需求

Better-Worse系数值见表2。
表2 襦裙设计需求Better-Worse系数值

设计需求项 Better
系数SI/%

Worse系数
绝对值

|DSI|/%

Better
系数

平均值/%

Worse
系数

平均值/%

现代改良风格 60.81 52.70
少女风格 39.24 32.91

配色华丽明艳 41.67 31.94
高价位优质面料 14.29 16.48
上襦重点设计 35.35 24.24

48.84 34.16
裙装重点设计 71.84 50.49

大面积装饰设计 26.79 7.14
改善防滑结构 58.72 32.11
服饰配套设计 54.63 32.41
融入文化主题 74.07 52.78

  以2项系数的绝对平均值为原点进行Kano模型

的象限划分,第一至第四象限分别是期望需求、魅力需

求、无差异型需求、必备需求。参照表2的数据进行襦

裙设计需求类别属性象限图绘制(图1),根据图示结果

重新确定每项设计需求的优先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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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襦裙设计需求类别属性象限图

由图1可知,经过Better-Worse系数计算后,期望

需求共3项,分别为“现代改良风格”“融入文化主题”
“裙装重点设计”;魅力需求共2项,分别为“改善防滑

结构”和“服饰配套设计”。与上述襦裙设计需求项

Kano属性统计归属表结果显示一致。而剩余5项设

计需求经计算均属无差异需求。

2.2.3 数据结果分析

Kano模型对不同需求的分类及优先级排序是产

品开发的依据。根据Kano模型的各项需求特征可知,
在产品设计时各需求类别的优先级排序是:必备需求

>期望需求>魅力需求>无差异需求>反向需求。而

同一需求类别中则是按Better系数与 Worse系数的

绝对值之和进行重要程度排序[21]。由此可得,对消费

者而言,襦裙的各设计需求项的优先级排序为:融入文

化主题>裙身重点设计>现代改良风格>改善防滑结

构>服饰配件配套设计>配色华丽明艳>少女风格>
襦衫重点设计>大面积装饰设计>高价位优质面料。
其中后5项为无差异需求,在后续设计改进中可不做

重点关注。
品牌或设计师在设计时,可参照上述结果,优先对

3项期望需求(O )进行设计改进,注重将传统文化融

入襦裙设计中,将裙作为整体的设计重点,对腰头、裙
身、裙摆、系带等部位进行更多设计。此外,注意将传

统元素与现代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符合现代审美的

改良风格的襦裙产品。
魅力需求(A )的改进能极大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反映在襦裙设计上,就是要注意关注服装结构和合理

穿着的舒适性,目前多数襦裙易滑落的结构弊端对众

多消费者造成困扰,应对此做重点改进,在确保外观特

征的同时,内部采用改良的工艺和结构,增加合体性,
提升穿着体验感。此外,可尝试将相配套的披帛、半臂

等配饰进行统一设计,增强襦裙整体效果。

Better-Worse系数值计算得出的无差异需求(I)
共5项,其中2项在前期需求属性判别时属于反向需

求(R ),分别为“配色明艳华丽”和“大面积装饰设

计”。可见,在襦裙的设计中,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风

格是清新优雅简洁,对艳丽的色彩与张扬的大面积装

饰要谨慎使用。

3 结束语

汉服市场中的襦裙产品是销售量最多的女装品

种,分析消费者对产品要素的真实需求,有助于改良产

品、提升消费者满意度。通过对襦裙产品和消费者进

行调研,结合Kano模型将消费者的产品需求转化为设

计属性,通过Better-Worse系数分析襦裙的各设计要

素的Kano属性及优先级排序,从消费者角度得到更为

客观理性的设计改进方向。通过对襦裙产品10项设

计需求项目的分析,最终得到5项可重点提升消费者

满意度的设计需求,包括融入文化主题、裙身重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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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现代改良风格3项期望需求和改善结构、配套设计

2项魅力需求,并分别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此种调

研和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襦裙的理性设计,也为其他

产品的设计改进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以Kano模型展开

的消费者分析能够帮助设计师更准确响应有意义的设

计需求,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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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onConsumptionDemandofRuSkirtProductsinHanCostumeMarket
CHENXiaopeng,XIONGYiming*,DONGShitian

(FashionInstitute,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450007,China)

  Abstract:InordertooptimizeandimprovethedesignofRuskirtsthatarepopularintheHanfumarket,startingfrominvestiga-

tingthemarketstatusquo,productstatusquoandconsumerdemand,consumerquestionnairewasanalyzedwithKANOmodel,and

attributeanalysisandpriorityrankingofRuskirts'designelementswereconducted,whichwasusedasthebasisforproductdesign.

Accordingtotheresearchanddataanalysisonthetenitemsofsubdivisionofskirtdesigndemand,culturalattributesofproduct

theme,keydecorationdesignofskirtbodyandmodernimprovedstylebelongedtoexpecteddemands,whichweretheattributesthat

consumersexpectedRuskirtproductstohave.Theimprovementofgarmentstructureandprovisionofsupportingclothingbelonged

tocharmdemand,whichwasthekeystoimprovecustomersatisfaction.Key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seitemsindesignoptimi-

zationofRuskirtproducts.

Keywords:Ruskirt;Hancostumemarket;consumeranalysis;Kano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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