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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智能时代“用户体验 3.0”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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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 心理科学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研究要点：  

• 疏理 UX 范式跨时代的演进和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的新需求 

• 提出智能时代“UX 3.0”范式框架和方法体系 

• 展望今后“UX 3.0”范式的研究和应用 

 

摘要：基于“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理念的用户体验（UX）领域正在迈向智能时代，但是现有的 UX 范式主

要针对非智能系统，缺乏针对智能系统 UX 的系统化方法。纵观 UX 发展历程，UX 范式呈现出跨技术时代的

演进特征。当前，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提出了新需求。为此，本文从 UX 范式出发，提出智能时代的“UX 

3.0”范式框架以及相应的方法体系。“UX 3.0”范式框架包括五大类 UX 方法: 生态化体验、创新赋能体

验、AI 赋能体验、人智交互体验、人智协同体验方法，其中每一类方法都包括相应的多重 UX 范式取向。

“UX 3.0”范式的提出有助于提升现有 UX 方法，为智能系统 UX 研究和应用提供方法论支持。最后，本文

展望今后“UX 3.0” 范式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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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Centered Design（IX）： 

A "User Experience 3.0" Paradigm Framework in the Intelligence Era  

 

Wei  Xu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of user experience (UX) based on the design philosophy of "user-centered design" is moving 

towards the intelligence era, but the existing UX paradigm is mainly aimed at non-intelligent systems and lack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UX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UX, the UX paradigm show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ss-technology era. At present, the intelligence era has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on the UX paradigm.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UX 3.0" paradigm framework and the 

corresponding UX methodology system in the intelligence era. The "UX 3.0" paradigm framework includes five 

categories of UX methods: ecological experience, innovation enabled experience, AI enabled experience, human-

AI interaction-based experience, and human-AI collaboration-based experience methods, each of which includes 

corresponding multiple UX paradigmatic orientations. The proposal of the "UX 3.0" paradigm helps improve the 

existing UX methods and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UX in developing 

intelligent systems. Finally, this paper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X 3.0"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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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Norman (1986)提出的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UX）概念和“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理念带动了计

算机时代 UX 和人机交互(HCI)新兴领域的发展(Nielson, 1993; 许为，2003，2005)。近二十年，中国 UX

领域进入繁荣阶段，从可用性设计和人机交互，到整体 UX、体验设计、服务体验、体验思维和体验管理等

（董建明，傅利民，饶培伦等，2021；辛向阳，2019；黄峰,赖祖杰, 2020; 黄峰,黄胜山,苏志国,2022；

许为，2017, 2019a）。目前，UX 开始迈进智能时代，智能技术和智能产品的普及给 UX 的进一步发展带来

新要求以及新机遇(许为，2019b，2020a；许为，高在峰, 葛列众, 2022)。 

 本文从 UX 研究和应用方法论的角度出发，主要回答以下问题：智能时代 UX 应该采用什么范式来进一

步推动 UX 研究和应用？为回答此问题，在疏理 UX 范式跨时代演进、分析智能时代 UX 范式面临的新要求

基础上, 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本文梳理 UX 方法特征和范式，提出一个智能时代的“UX 3.0”范式框

架，并详细论述该框架包括的 UX 方法体系，最后展望“UX 3.0”范式今后的工作，目的是为在智能时代

更加有效地开展 UX 研究和应用提供方法论的支持。   

2. 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的新要求 
 

2.1 UX 跨时代演进   

回顾 UX 发展历史，根据技术平台、应用领域、用户需求、人机交互等特征，UX 的发展可以初步被划

分为三个阶段（见表 1）(许为, 2019a，修改版)。“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开创了 UX 的第一阶段。2007

年，苹果公司推出的 iPhone 创新了智能手机人机交互方式和移动体验，促进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

和创新发展，标志着 UX 第二阶段“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始。2015 年，谷歌公司 AlphaGo 人工智能

( AI) 产品问世，深度机器学习方法全面展开, 标志着基于 AI、机器学习( ML)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的智能时代的来临，各种智能系统产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这也标志着 UX 第三阶段的开

始。 

 

表 1  UX 跨时代的演变特征 
 

 
第一阶段: UX 1.0 

（1980 年代后期–～2007 年） 

第二阶段: UX 2.0  

（～2007年 - ～2015 年） 

第三阶段: UX 3.0 

（～2015年 –   ） 

技术时代  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智能时代 

技术平台  个人电脑,互联网等  +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 
  + AI, 深度机器学习，大数据,云计算,5G

网络,区块链等  

应用领域  互联网网站，电商零售，个人电

脑应用等 

 + 移动互联网，消费/商业 

 互联网, APP等 

  + 垂直智能行业(医疗、家居、交通、制造

等）, 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智能

驾驶车,虚拟现实 + 元宇宙等 

UX 理念 以用户为中心 以用户为中心 以用户为中心（包括“以人为中心 AI”）

（许为，2019b） 

用户需求  产品功能性,可用性等  + 整体 UX(开始)（董建明，傅利民，

饶培伦等,2016），信息安全等 

整体 UX + 人机交互智能化、自然化、个性

化、情感化, 伦理道德, 个人隐私, 参与

感，决策自主权，技能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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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取向 单一产品人机界面的可用性  UX，不仅仅局限于人机界面可用性，

也包括业务流程等用户交互接触点

（许为， 2017） 

+ 系统化整体 UX(开始)，宏观社会技术系统内

整体优化的 UX 生态（非智能与智能产品） 

UX 跨度 产品开发阶段 产品全生命周期（开发前、开发、开

发后） 

+ 产品全生命周期 + 宏观智能社会技术系统 

（许为，2022c） 

人机交互     

特征 

 图形化, 显式化，用户精准输入

等 

 + 触摸式，多模态等 +   + 自然化(语音，体感交互等)，智能化

（用户模糊输入、用户意图推理、机器主动

式等）,普适化，隐式化，虚拟化等（许为，

2022a） 

 注：表中“+”是指增加的特征。  
   

如表 1 所列，根据技术时代所划分的 UX 三个阶段各自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从 UX 角度看，根据

用户的需求，第一阶段的 UX 研究和应用主要局限在产品开发期间，围绕单一交互产品相对简单的人机界

面可用性设计和测试展开。进入第二阶段，UX 研究和应用开始向整体 UX 拓展，除了人机界面可用性设

计，UX 专业人员也对业务流程等各类用户交互接触点进行体验优化，设计跨度开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

进入第三阶段，更加丰富的用户需求出现，系统化 UX 设计思维开始形成，人机交互特征更加丰富，围绕

智能人机交互的体验设计成为 UX 的重点，同时为 UX 研究和应用提出了新挑战和新机遇。 

2.2 智能时代对 UX 方法的新要求 
 

  基于 AI 的智能技术正在造福人类，但是，研究表明不恰当的技术开发可能影响 UX，甚至伤害人类。

AI 事故数据库已经收集了 1000 多起事故,这些事故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撞死行人、交易算法错误导致市场

“闪崩”等，这些事故生也必然导致用户的负面体验 (Mcgregor, 2023)。许多 AI 技术人员在开发中基本按

照“以技术为中心”的理念，认为以往人机交互无法解决的问题目前已被智能技术解决（如语音输入）,

人机交互和界面设计不必考虑 UX；而 UX 专业人员往往在 AI 项目产品需求定义后才参与项目，限制了他们

对智能系统设计的影响，导致一些 AI 项目失败（Yang et al., 2020; Budiu & Laubheimer, 2018)。 

 为应对这些状况，研究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 AI”的理念（Li, 2018; 许为，2019b；Xu，2019; 

Shneiderman, 2020）。“以人为中心 AI”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优化智能系统的人机（智）交互

和体验设计，解决存在的一系列人因（human factors）问题。例如，智能人机界面的体验设计，迭代式

的智能界面原型化和测试等。因此, UX 对智能系统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 

 一个领域的范式决定了该领域研究和应用的取向、重点及方法(许为，高在峰, 葛列众, 2022)。纵观

UX 发展阶段，UX 范式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并且借助于新兴技术, UX 范式一直在发展，这种发展

提升了 UX 研究和应用的方法，推动了 UX 领域的不断发展。 

 如表 1 所示，在 UX 发展的第一阶段，UX 范式主要基于针对人机界面设计和测试的可用性工程方法

（Neilson,1993）。在第二阶段，UX 范式开始超越人机界面的可用性，一些拓展的 UX 取向和方法开始应

用。例如，整体（全部）UX（董建明，傅利民，饶培伦等，2016），增强型 UX 方法（Finstad, K., Xu 

et al., 2009; Xu, 2014; 许为，2017）。进入智能时代的 UX 第三阶段，UX 领域必然需要合适的范式，

表 2 概括了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和方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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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和方法的新要求 

分类 UX 新要求 UX 方法新要求 UX 新目标 

用户    

新需求 

• 智能化、自然化、个性化、情感化的人机（智）交互 

• 维护人类伦理道德，个人数据隐私权，社会公平感等 

• 人-智能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互补，人类智能增强 

• 用户参与感，决策自主权，个人技能成长 

• 提升工作生活质量 

• 支持不同用户群体、同一用户群体内不同层次的体

验需求 

• 利用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提升

人机系统的整体绩效，获取最佳体验， 

满足用户多层次

需求，提供更丰

富的 UX 

 

生态化  

体验 
（参见

3.2.1） 

• 跨产品全生命周期（即市场调研、产品创新、品牌设计、产品开发、市场投放、用

户支持等各个环节）的整体体验 (Xu, 2012) 

• 跨技术平台和设备、跨服务、跨内容的无缝交互体验 

• 跨系统前端（如 UI）、中端（如业务逻辑和流程）、后端（如数据库）的整体体验 

• 在智能社会技术系统的宏观生态环境中，优化智能社会形态（如智能交通、智能医

疗）中技术与社会之系统（如组织、文化）间的交互（许为，2022c） 

• 包含宏观、横向、系统化的设计思维 

• 系统化的 UX方法 

• 采纳跨学科方法 

• 全体验生态的整体 UX 设计 

 

优化全体验生态

系统，提供无缝

衔接、端到端的

整体体验 

创新赋能

体验 
（参见

3.2.2） 

• 市场竞争对体验设计的新要求（许为，2019a） 

• 快速产品迭代速度导致设计空间受限和设计趋同性 

• 用户期望提升，例如，差异化体验、实时数据（用户行为、上下文场景等）体验、

基于用户痛点的创新体验 

• 基于智能新技术（如 AI,大数据，智能人机交互）来提升用户体验 

• 利用新技术（如 AI、大数据、智能人机交互），

提升传统 UX方法（谭浩等，2020) 

• 基于创新理念的系统化、体验驱动式创新设计 

• 具操作性的 UX 创新方法 

通过体验驱动式

创新，UX 主动

地主导产品设计 

 

AI 赋能 

体验 
（参见

3.2.3） 

• 利用智能新技术，提升 UX活动效率（用户研究、界面原型化、体验测试等）

（Xu，2023） 

• 智能感知用户实时在线行为，智能推理用户意图和需求 

• 智能洞察用户个性化需求，推送个性化功能和内容 

• 智能分析和推理用户大数据（尤其是质化数据） 

• 支持人智协同人机界面设计 

• 实时体验支持（如智能推荐系统、智能语音支持助手） 

• 高效的数智化 UX 数据生成方法（如数智化用户画

像、数智化客户旅程图）(Salminen et al., 2021) 

• 基于“AI 作为设计新材料”理念的体验设计 (Dove 
et al., 2017) 

• 基于 AI 生成法的 UI原型化(Li et al., 2020) 

• 基于 UX与 AI 专业人员合作的跨学科方法 

提升 UX 方法和

设计效率，优化

体验设计 

 

人智交互

体验 
（参见

3.2.4）) 

• 基于人智交互的数智化体验(许为，2022a) 

• 可视化、可解释的智能系统人机界面（杨强等， 2022） 

• 自然式、多通道融合的智能人机交互 

• 对用户状态（情景意识、生理、情感、用户意图等）的智能识别和推演 

• 不确定性条件下（用户模糊输入、“情境化”输入等）对用户交互意图的推理 

• 社会和情感交互 

• 基于智能人机交互的界面设计新范式和新隐喻 

• 用户状态和意图的交互和认知建模方法 

• 支持智能人机交互设计的自然性和有效性 

• 支持基于社会、情感等交互的体验设计 

提供更加自然、

有效的人机交互 

 

人智协同

体验 
（参见

3.2.5） 

 

• 基于人机共信、人机分享式态势感知/心理模型/决策和控制的体验 (NASEM, 2021; 
许为,葛列众，2020) 

• 基于人-智组队合作的体验     

• 基于“人在环路”的智能交互体验 

• 基于人类可控 AI 的体验 
 

• 借助工程心理学、人因工程等学科方法，提供基于

人智组队合作范式的团队合作式体验设计(许为，

高在峰, 葛列众, 2022) 

• 对人智合作团队绩效的体验评价 

• 基于人机混合智能的人智交互式体验设计 

• 基于人类可控 AI 的体验设计方法（如有意义的人

类控制）（许为，葛列众，高在峰，2021) 

利用人机智能互

补和协同合作，

提升整体人机系

统绩效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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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所知，从用户新需求、生态化体验、创新赋能体验、AI 赋能体验、人智交互体验以及人智协

同体验等六个方面，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这些新要求比第二阶段的 UX 上了一

个新的大台阶，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和实现智能时代的 UX 新目标（见表 2）。这些新目标包括： 
• 满足用户多层次需求，提供更丰富的 UX 

• 优化全体验生态系统，提供无缝衔接、端到端的整体 UX 

• 通过创新体验来主动地主导产品设计 

• 提供更加自然、有效的人机交互 

• 提升 UX 方法和设计效率，优化体验设计 

• 利用人机智能互补和协同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体人机系统绩效和体验 
    

 

3. 智能时代“UX 3.0”范式 

3.1 “UX 3.0”范式的概念框架 
  

     针对智能时代 UX，研究者已经开始提出一些范式和方法论方面的考虑。例如，研究者利用 AI 和大数

据等技术通过对实时在线用户行为等数据的建模,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设计(谭浩等，2020；Herath & 

Jayarathne, 2018; Quadrana et al, 2017; 吕超, 朱郑州，2018), 辛向阳(2019)提出了从用户体验转向

体验设计的新范式。在人因科学领域，研究者开始关注与智能系统相关的 UX 问题（例如，Salvenda，

IJHCI paper；董建明，傅利民，饶培伦等，2021；Xu，Dainoff et al., 2021； Shneiderman, et al., 

2016; Preece, et al., 2019），目前正处在后期评审阶段的新国系统化际标准 ISO 9241-220 也没有及时

地反映智能系统对 UX方法提升的需求（ISO, 2019）。因此，目前还没人提出针对智能时代的系统化 UX范

式。 

     现有的 UX 范式主要基于针对非智能系统的 UX 实践（即第二阶段 UX），缺乏针对智能系统 UX 的系统

化方法。这一方面给进入智能时代 UX 实践深水区的 UX 专业人员提出了新挑战; 另一方面，给人因科学提

供了提升 UX 范式的新机遇，人因科学（人因工程、工程心理学等）责无旁贷，应该提供学科支持。 

 为了满足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的新要求，综合我们以往研究以及他人研究，本文提出一个智能时代

“UX 3.0”范式的概念框架（见图 1）。“UX3.0”范式定义了由五大类 UX 方法组成的智能时代 UX 方法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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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智能时代“UX 3.0”范式的概念框架   

 

 如图 1 所示，“UX 3.0” 范式的概念框架包括五大类 UX 方法: 生态化体验、创新赋能体验、AI 赋

能体验、人智交互体验、人智协同体验。其中，每一类方法都包括了多重 UX 范式取向（见图 1 中长方形

框），例如，创新赋能体验方法是基于用户需求、人机交互技术、数智技术、人智协同以及端到端的整体

体验等五个范式取向。这些范式取向进一步对 UX 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3.2 节将详细阐述这些范式取向和

UX 方法。 

“UX 3.0”范式框架体现了以下基本特征： 

• 系统性：全方位系统考虑 UX。例如，体验的生态化视野，体验驱动创新的视角，系统化的理念； 

• 前沿性：充分考虑智能时代的技术、理念、体验和方法。例如，创新理念，AI作为 UX工具（即 AI

赋能体验）、AI 作为人机交互技术（即人智交互体验）、AI 作为人-智团队合作队员（即人智协

同体验）在 UX 中的多重角色，智能时代的人机交互（人智交互）体验，智能时代新型人机关系

（人智协同合作）产生的体验； 

• 指导性：定义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 UX 方法，指导 UX 研究和应用； 

• 扩展性：定义一个范式框架，其中包括了可扩展的范式取向、对现有 UX 方法的提升和跨学科方法

的采用（人因工程、工程心理学等），有助于今后进一步充实新方法。 
 

     3.2 节将详细阐述“UX 3.0”范式框架中的五大类方法。 

 

3.2 “UX 3.0”范式的方法体系分析 

3.2.1 生态化体验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UX 第二阶段，体验生态系统开始形成（董建明、傅利民、饶培伦等，2016； 

Xu，2014，2017），智能时代的 AI、大数据、普适计算、云计算、环境智能、智联网等技术进一步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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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体验生态系统。目前，用户的体验不再局限于他们在某一时刻对某单一产品中某个交互接触点上的

体验，而是取决于一个动态化、流程式的生态化体验。 

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些针对生态化体验的初步概念。例如，Klocek（2012）提出了一种多层次结构模

型来表征 B2B 软件环境中的 UX 生态，该模型从用户界面设计开始，逐步深入到人机交互模式和业务流

程，直到组织文化转变的顶层。Xu（2012，2014）从体验生态角度提出了“无缝衔接 UX”(unified 

experience)概念和方法，提倡除了提升高人机交互可用性，业务流程再造和优化等活动必须是复杂领域

UX 优化的基础。Xu，Furie et al.,（2016, 2019）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集交互设计、流程优化、系统集成

化和系统智能化的系统化人因工程新方法（interaction, process,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 

IPII）, 该方法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优化、人机交互设计、跨系统集成优化以及人机系统智能化的系统化

方法，在智能数字化供应链领域提供了一个优化的体验解决方案。辛向阳（2019)认为我们需要从 UX 过渡

到体验设计的新范式，设计应该从关注用户生活的手段转而关注用户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将体验经历作

为设计对象。而基于跨渠道全域体验和整体体验的全面体验管理策略也体现了生态化体验的思维（黄峰等

等，2022）。针对智能时代的人-智能技术-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交互，许为（2022c）提出了一个智能社会

技术系统的概念框架，认为用户在各种智能形态（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工厂、智能医疗等）中所获

得的体验必然受到宏观社会技术环境中各种因素（组织、文化等）的影响。 

表 3 概括了“UX 3.0”范式中“生态化体验”方法的四种范式取向、生态构成、对“UX 3.0”方法的

新需求以及部分方法实例。  

表 3  生态体验化的范式取向、方法新需求及方法 

生态化体验 

的范式取向 

体验生态构成 对“UX 3.0”方法   

的新需求 

“UX 3.0”方法（部分） 

覆盖产品全生

命周期的“产

品全生命周期

体验生态链” 

UX 不仅仅关注于产品开发阶段针对人机界面的单一用户接

触点；用户获取的体验最终来自多触点、多渠道的全流程

体验，包括来自跨用户产品需求定义、产品开发、品牌推

广、市场投放、用户采购、安装、使用、用户支持、产品

更新、退出市场等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验生态

链” 

优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产品体验生态链”内

各个环节和用户接触点

的交互和体验设计，提

供端到端的整体 UX           

端到端 UX（需求、设计、

测试）方法，用户旅行图，

UX 路线图，体验最佳落地

区等（Xu，2014） 

跨平台、设

备、服务和内

容的“跨 X 横

向体验生态

圈” 

UX 不仅仅关注用户对单一产品的体验；基于智联网、大数

据、移动技术、云计算、普适计算、智能人机交互等技

术，用户获取的体验来自跨平台（如操作系统）、跨设备

（如桌面、手机、可戴设备）、跨服务和内容（如购物、

旅游、社交媒体、娱乐）等构成的“横向体验生态圈” 

优化“横向体验生态

圈”内各组成部分之间

的系统化有效整合设

计，提供无缝连接、一

致性整体 UX   

跨系统架构的

“跨系统架构

纵向体验生态

层” 

UX 不仅仅关注于交互产品的用户界面；用户获取的体验来

自前端（如智能人机界面）、中端（如业务逻辑和流

程）、后端（如数据库、数据质量和整合、内部部署或云

技术或混合云）的跨产品系统架构“纵向体验生态层” 

优化“纵向跨系统架构

的体验生态层”内各层

面以及跨层面的整合设

计 

UX 架构设计，集交互、流

程、整合和智能（IPII）的

系统化人因工程方法（Xu, 

Furie et al.，2019） 

宏观“智能社

会技术系统体

验生态环境” 

UX 不仅仅关注用户与产品交互中的体验；用户获取的体验

还来自于各类智能社会形态（如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

能工厂、智能社区）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组织等因素的

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智能技术之间交互所构成的宏观“智

能社会技术系统体验生态圈” 

优化宏观“智能社会技

术系统体验生态圈”内

各子系统之间的交互设

计 

智能社会技术系统方法（许

为，2022c）。 

 

从表 3 可见，智能时代的生态化体验包括：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全生命周期体验生态链”，

跨平台、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跨 X 横向体验生态圈”，跨系统架构的“跨系统架构纵向体验生态层”，

以及宏观“智能社会技术系统体验生态环境”，因此，只有系统化的 UX 方法才能为这样的体验生态系统

提供无缝衔接、端到端的整体 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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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创新赋能体验 
 

创新设计已经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趋势之一。随着产品与服务同质化趋势日益严重，快速发

展的技术和不断提高的用户期望，创新设计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体验”价值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企

业或品牌构建持续性、差异化、高价值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持续地将用户体验（用户需求、使用场景等)与技术的不断调整达到最佳的人机匹

配的过程，使技术有用、易学、易用，从而为人创造一种新体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Evans，Buckland & 

Lefer，2006；许为，2019a)。这种“实用性”创新过程本质上就是基于技术发明的 UX 驱动式创新, 这正

是“以用户为中心设计”所倡导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 UX 对创新的贡献。罗仕鉴（2020）认为进入数据智能时代，群智创新应运而

生。以往的创新方式各有利弊，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强调 UX 在创新设计中的作用，人们过分强

调技术对创新设计的驱动，忽视了 UX 对创新的作用，导致比较高的失败率（Yang et al., 2018; 

Debruyne，2014；李四达，2017)。 

许为（2019）提出了一个体验驱动式创新的“三因素”概念模型。该模型强调成功的创新设计需要充

分考虑用户、技术和环境三因素之间的权衡；创新本质上是一种 UX 驱动的过程，即它是从用户需求出

发，通过提炼和洞察用户需求、用户行为、使用场景，权衡技术和环境等因素，发现或预测创新的体验，

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从而达到体验驱动创新的目的。表 4 概括了“UX 3.0”范式中“创新赋能体验”方

法的五种范式取向、方法特征以及部分方法描述（详见许为，2019a）。 

表 4  体验驱动创新的范式取向、特征及方法 
 

 创新赋能体验 

  的范式取向 

“UX 3.0”方法特征                         “UX 3.0”方法（部分） 

 

用户需求 

 

基于用户痛点  采用传统用户研究方法或 AI、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分析洞察同类产品中的共同用户

痛点，找到解决用户痛点的独特体验解决方案 

 基于潜在用户需求和使用

场景 

采用传统用户研究方法或 AI、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挖掘或预测潜在的（尚未发现或

实现）、有价值的用户需求和使用场景 

 基于用户差异化体验 采用传统用户研究方法或 AI、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挖掘适合有效使用场景的关键体

验,即同类产品不具备的、符合用户需求的新型体验 

人机交互技术 

 基于人机交互新技术 利用人机交互新技术，开发易学、易用、有价值的新型体验 

 基于现有人机交互技术 利用现有人机交互技术，发现符合用户需求的使用场景和最佳落地体验（例如，采用

现有单通道人机交互技术，通过多模态人机交互手段来解决用户痛点） 

数智技术 

基于在线用户行为数据 利用 AI、大数据等技术，利用实时用户行为等数据，建模和分类用户特征模式，推出

符合个性化需求的功能、服务和内容 

基于上下文场景 利用 AI、大数据等技术，通过对实时用户行为、上下文场景数据建模，预测用户需求

和使用场景 

人智协同 

基于动态化人机功能分配  根据智能系统学习能力的变化，动态调整人机功能和任务分配，达到最佳人机匹配和

人机系统效率 

基于人机混合增强智能 将人类智能引入智能系统中，形成人在回路（或“脑在回路”）、以人为中心、人机

智能互补、更强大的人机混合增强智能   

基于人机组队式合作 在感知、认知、执行层面上，实现人智能系统之间信息、目标、任务、执行、决策的

双向分享，形成有效的人-智能体合作伙伴，提升人机系统的整体绩效和体验 

端到端 

的整体体验 

在社会技术系统大环境中，采用“以人为中心设计 + 整体 UX + 优化所有用户交互接触点”的方法，为用户提供

端到端的整体体验解决方案（如创新的服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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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列的创新方法都体现了用户与系统、产品或服务在不同范围和层面上的交互接触点，UX 产生于

这些交互接触中，因此，这些方法都体现了体验驱动创新的思路。这些创新方法充分利用了新技术（如

AI,大数据，人机交互），通过实时用户分析、动态建模等方法，超越传统 UX 方法。另外，UX 驱动式创新

不完全依赖于新技术发明，采用现有技术或者基于以人为中心设计等方法，人们同样可以完成创新，例

如，基于用户需求的创新方法，基于现有人机界面技术的创新方法，基于端到端的整体 UX 解决方案。最

后，这些创新设计方法具有可操作性。随着体验创新实践的开展，UX 专业人员要与其他学科团队密切合

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这些创新方法。 

  

3.2.3 AI 赋能体验 
 

AI 技术对 UX 方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 AI 技术被应用在 UX 研究和应用中。例如，在用

户研究中，采用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来构建数字化用户画像，为实时个性化设计和体验提供基础；

在人机界面原型化设计中，采用生成式 AI 设计工具，将 AI 功能（如智能搜索）作为一种新型设计材料来

构建用户界面原型化；在可用性测试中，采用智能化工具提高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效率。这些方法有效地提

高了 UX 实践的效率，提升了解决方案的 UX。表 5 概括了“UX 3.0” 范式中“AI赋能体验”方法的范式

取向和部分方法实例(详见 Xu, 2023)。 

 

                            表 5  AI 赋能体验的范式取向和方法 

 

AI 赋能体验        

的范式取向 

 

“UX 3.0”方法（部分） 

 

方法目的 

AI 赋能用户研究 用户访谈语音内容分析，用户数据质化分析，数智化用户画像，数智化客

户旅程图 

 

• 提升 UX 方法 

• 提高 UX 活动效率 

• 优化体验设计 

• 增强用户实时体

验 

 

AI 赋能界面原型化 AI 生成式 UI 设计 (Li et al., 2020)，基于“AI作为设计新材料”理念

的智能化体验设计（Dove et al., 2017）, 智能化界面图形生成，人智协

同 UI设计（De Peuter et al., 2021) 

AI 赋能体验测试 智能化 A/B 测试，用户在线数据分析，多模态（眼动、表情、脑电等）数

据收集和分析(Chromik et al., 2020)，视觉搜索绩效建模 (Yuan et 
al., 2020). 

用户实时体验智能增强 基于实时数据（用户行为、上下文等）建模的个性化需求推理、功能和内

容推送，ChatGPT聊天机器人（对话式智能搜索），AI生成式内容，智能

推荐系统，智能语音助手 

 

从表 5 可知，在 UX 流程的主要阶段（用户研究、界面原型化、体验测试等），AI 技术可以提供更有

效方法或者提升现有 UX 方法，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体验。虽然目前有些方法还没有完全成熟，UX 专

业人员需要主动与 AI 专业人员合作，根据 UX 活动的需求来优化这些方法。 

 

3.2.4 人智交互体验 

 

传统人机交互（HCI）是 PC 时代形成的跨学科领域,它研究人-非智能计算系统之间的交互。基于智能

技术，传统人机交互正在转变到智能人机交互，即人智交互（人与智能系统的交互）。这种变化既带来了

更加丰富的体验，同时也为智能时代的 UX 带来了新问题，提出了新要求。 

基于 AI 的智能技术具有独特的自主化特征，通过开发可以使智能体具备一些类似人类的认知特征

（如感知、自我学习、自主执行）（许为，2020）。一方面，这些新特征对开发自然有效的人机交互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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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例如，语音，脑机界面，虚拟现实/虚实混合，情感交互等。另一方面，这些

新特征也带来了独特的体验问题，以往基于非智能计算系统的 UX 方法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表 6

概括了智能技术带来的人智交互新特点、人智交互对 UX 方法的新需求以及 UX 方法描述。 

 

                   表 6 “UX 3.0” 范式的人智交互体验方法 
 

人智交互体验

的范式取向 

现有人机交互  

特点 

人智交互新特点 人智交互对 UX            

体验方法的新需求 

“UX 3.0”方法（部分） 

智能系统演化

行为优化 

• 可预期的机器 

行为 

• 设计依赖于预

期的机器行

为，但是无法

处理异常场景 

• 智能系统可展示不确定机

器行为，其行为可随算法

学习而演化(Rahwan et 

al., 2019) 

• 智能机器行为可导致潜在

有偏见的输出，影响 UX 

(Abbas et al., 2022) 

• 智能自主化能力（如自学

习、自执行）可处理一些

设计无法预料的场景 (Xu, 

2019) 

• 减少算法偏见，优化机器行

为演化 

• 支持人类可控 AI 的体验 

• 防范用户对 AI 过度信任的

体验 

• 提升用户监控、预测应急状

态以及处理异常场景的能力 

• 采用用户参与、迭代式原

型设计和测试，优化算法

数据收集、训练和测试 

• 收集用户反馈，支持机器

行为演化的持续优化 

• 有效的人机交互和界面设

计 

人机混合智能 • 单一的人类智

能 

• 非智能系统不

具备机器智能 

• 体验设计无法

利用机器智能 

• 利用人机混合智能（人类 

智能和机器智能），可提 

升系统整体绩效和体验 

• 借助机器的类人智能，支持

人类体验 

• 通过“人在回路”的人机混

合智能，提升人智交互中的

体验 

 

•  通过人类用户与智能机 

器的功能分配，优化人机

关系和体验 

•  通过人类智能增强方法， 

提升体验（Raisamo et 

al., 2019） 

智能系统输出

可解释性 

• 系统输出用户

界面的可用性

设计 

  

• AI “黑箱效应”可导致智

能系统输出对用户晦涩难

懂（AI可解释性问题）

（杨强等， 2022） 

• 影响用户信任度和体验  

• 以用户为中心的可解释 AI 

• 验证可解释 AI 设计的有效

性 

• 可视化人机界面设计 

• 用户参与的设计和 UX 测

试 

• 基于可解释性设计的可理

解性（被用户） 

自然式智能人

机交互 

 

 

• 图形用户界面

可用性设计 

• 基于“简单属

性”、“精准

输入”的人机

交互(易鑫, 喻

纯, 史元春, 

2018） 

• 基于智能技术的自然人机 

交互（如语音输入） 

• 情境化、模糊推理的人机 

交互 

• 智能体主动式交互（如基 

于用户意图、情感识别）

的智能识别和推演 

• 社会和情感交互 

• 更加自然和可用的人机交互 

• 智能人机交互设计标准化 

• 支持智能化人机界面原型化 

  设计 

• 支持社会、情感交互 

• 用户状态和意图识别建模

方法 

• 智能人机交互设计新范式 

• 智能人机交互设计标准 

(Amershi et al., 2019) 

• 智能交互人机界面原型化

方法 

• 社会、情感交互体验设计

方法 

伦理化 AI 需求 • 基于对产品可 

用性、功能、

安全性等一般

用户需求的体

验 

• 基于用户新需求（如隐

私、公平、道德、技能增

长、决策权）的体验 

 

• 智能系统应该反映用户新需

求和相应的体验 

 

• 将用户新需求整合到数据

收集、算法训练、测试和

优化方法中（如 UX迭代式

设计和测试） 

• 基于行为科学等跨学科方

法的伦理化 AI 设计 

 

显而易见，UX 专业人员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智能技术对人机交互设计和体验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如表 6

所示，来自跨学科专业的 UX 人员具备行为科学、人因科学等领域方法的专业知识，这些领域知识和领域

方法的特征为提供优化的人智交互体验方案提供了帮助，同时形成与 AI 专业人员的学科互补性，有助于

促进协同合作和提升 UX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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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针对 AI 可解释性问题，UX 专业人员可以利用工程心理学和人因工程等方法，研究探索式、自

然式、交互式解释来设计可解释人机界面(Abdul et al., 2018)，开发“以人为中心的可解释 AI”解决方

案。AI 专业人员通常没有受过行为科学训练，针对智能机器行为的非确定性问题，UX 人员可以利用早期

界面原型化和 UX 测评的迭代式方法，从数据、算法学习、测试方面来减小或避免算法偏差(Buolamwini & 

Gebru, 2018)，即“以人为中心” 机器学习、交互式机器学习方法(Kaluarachchi et al., 2021)。另

外，智能系统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用户需求需要有效的人机界面设计新范式 (范俊君, 田丰, 杜一等, 

2018)，现有人机交互方式局限于感知通道有限、交互宽带不足、交互方式不自然等问题,UX 领域可以在开

拓界面新设计范式等方面作出贡献。  

 

3.2.5 人智协同体验 
 

智能技术带来了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机关系（许为，葛列众，2020）。智能技术的自主化特征赋予人机

系统中机器新的角色。在非智能时代，人类操作基于计算技术，机器充当辅助工具角色。智能时代的人与

智能系统的交互本质上是人与自主智能体之间的交互。随着智能技术的提升,自主智能体有可能从一种支

持人类操作的辅助工具角色发展成为与人类操作员共同合作的团队队友，扮演“辅助工具 + 人机合作队

友”的双重新角色（许为，2020；Xu，2020）。由此，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正在演变成为团队队友关系，

形成一种“人机组队”（human-machine teaming）式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类似于人-人团队

队友之间的协同合作（Brill, Cummings et al., 2018）。人类操作员与自主智能体两者之间的这种协同

合作具有双向主动的、分享的、互补的、可预测等特征（许为，葛列众，2020）。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

未来智能系统将更加具备这些特征协同合作的特征。 

智能时代基于人智协同式合作的新型人机关系对人机界面和体验设计提出了新要求。UX 专业人员需要

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传统的非智能人机交互是基于“刺激-反应”理念的“指令顺序”式单向式交互

（Farooq & Grudin, 2016)。根据我们提出的人智组队（human-AI teaming）人因工程概念模型，人智交

互系统可以视为一个协同认知系统（Hollnagel & Woods, 2005；葛列众, 许为，宋晓蕾，2022）。在智

能人机交互中，智能体也是一个认知体，它与人类用户认知体开展类似人-人团队式的协同合作。因此，

这种人智协同合作之间的体验设计需要有效的人机界面，从而支持这种人智双向式的情景意识和心理模型

分享、人机互信、人机控制分享、人智情感交互、用户意图识别等人智协同活动。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本质上的新变化为提升人机交互中的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人智协同语境

下的体验设计提出了新要求。UX 专业人员需要充分理解这种新兴的人机关系，探索如何利用这种人智协同

合作关系来进一步提升用户使用智能系统的体验。人智协同研究已经在工程心理学、人因工程、HCI、AI

等领域展开（NASEM，2021）。表 7 概括了人智协同的新特点、对“UX 3.0” 范式中“人智协同体验”方

法的新需求、部分 UX 方法。 

 

表 7  人智协同体验的范式取向、新特点及方法新需求（部分） 

人智协同体验

的范式取向 

人智协同新特点 人智协同对 UX 体验方法       

的新需求 

“UX 3.0”方法（部分） 

用户、智能体

双向式感知和

控制 

 

 

• 人类用户和智能体两个认知体会产生双

向的“交互”(许为，2022a) 

• 人智之间拥有双向的信任、情景意识以

及决策分享（人拥有最终控制权） 

• 人智双方均可主动地启动任务和行动 

• 人智双方均可预测对方行为状态 

• 人智之间的人机共信 

• 人智之间的分享式心理模型、

情景意识、决策和控制 

 

• 感知、理解、预测人智协同状

态的情境意识建模方法 

• 人智协作的体验需求定义、模

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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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协同式人

机功能动态分

配和优化 

 

• 智能系统具备学习能力，人智系统优化

需要基于人智之间的“动态化”任务分

析和功能分配 

• 人智团队可以设置任务目标，长期合作 

• 基于人智功能分配的权限转换和控制共

享 

• 人智协同语境下的任务分析、

人机功能分配（不同于传统方

法） 

• 人智协同“动态化”语境下，

利用人机智能互补性，达到最

佳人机混合智能的体验 

• 人智协同语境下的任务分析、

人机功能分配方法 

 

合作式认知人

机界面 

• 作为团队队员，人类用户和智能体开展

协同合作 

• 支持人智协同合作的人机界面 

• 支持人智协同合作的优化信息

集成、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 

• 应急状态下，支持人智之间控

制权快速有效切换的人机界面 

• 合作式认知界面设计新范式和

新隐喻 

• 合作式认知界面设计原型化 

• 支持人智之间控制权快速有效

切换的合作式人机界面 

人智协同团队

绩效和体验测

评 

• 人类用户和智能体可以共同学习和成

长,影响体验 

• 智能系统输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会影响体验 

• 人智协同语境下的的体验以及

体验演化 

• “动态化”复杂场景中的人智

团队绩效和体验测评 

• 人-智能体共同学习和成长的

体验测评 

• 人智协同的团队绩效和用户体

验测评系统 

• 人智协同的团队绩效和体验测

评方法 

 

针对表 7 中初步提出的一些方法和思路，UX 专业人员要主动参与与其他学科的协同合作，在相关学科

（AI、工程心理学、HCI、人因工程等）的指导下，根据 UX 领域特点，探索人智协同语境下的体验设计, 

探索人机情景意识共享、人机互信、人机心理模型共享、人机决策共享、合作式人机界面、人智协同合作

体验评估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今后智能时代 UX 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3.3 “UX 3.0”范式新特征及意义 
 

基于以上对“UX 3.0” 范式和方法体系的阐述和分析，在表 1 基础上，图 2 和表 8 从 UX 范式的角度

进一步比较了 UX 发展三个阶段之间的跨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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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UX 范式三阶段 

 

表 8  UX 范式跨时代特征比较 

  UX 范式成熟度 
 
 

范式特征 

 

起步 

 

成长 

 

成熟（开始）  

 

 

第一阶段: UX 1.0 

（1980年代后–～2007 年） 

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 

 

 

第二阶段: UX 2.0  

（～2007 年 - ～2015年） 

移动互联网时代 

 

第三阶段: UX 3.0  

         （～2015 年 –   ） 

智能时代 

UX 生态 无 开始形成 基本形成 

UX 取向 单一交互式产品的可用性 开始考虑整体 UX (包括可用

性)，开始考虑基于端到端 UX

的整体体验 

端到端的系统化整体 UX：  

+ 生态化体验 + 创新赋能体验 + AI 赋能

体验 + 人智交互体验 +  

UX 跨度 产品开发阶段 产品全生命周期（开发前、开

发、开发后） 

产品全生命周期 + 宏观智能社会技术系统 

UX 方法 “UX 1.0”范式：可用性工

程（Nielson, 1993）： 

基于可用性的方法。包括传

统用户调查问卷、访谈，界

面原型化，可用性测试等 
 

“UX 2.0”范式：基于 UX的方

法（例如，许为，2017）： 

包括可用性方法，端到端的整

体体验设计，技术赋能方法

（如用户大数据分析）等 

“UX 3.0”范式： 

基于 UX 的方法 + 生态化体验方法 + 创新

赋能体验方法 + AI 赋能体验方法 + 人智

交互体验方法 + 人智协同体验方法 

团队合作 可用性专业人员，UI开发人

员 

精细化分工和扩展的 UX 团队 

• 用户研究 

• 业务流程再造 

• UI、视觉设计，内容设计 

• 前端开发 

• 可用性测试 

• 用户支持等 

强化的跨学科合作团队 

• 精细化分工和扩展的 UX 团队 

• AI、数据工程师，系统架构师等 

• 人因科学（人因工程、工程心理学、人

机交互等）学科支持 

• 所有项目团队成员以及相关利益者均是

“UX 贡献者” 

 

 

  由图 2 和表 8 可见，根据 UX 生态、UX 取向、UX 跨度、UX 方法等范式成熟度维度，40 多年来，UX 范

式的演进也可以清楚地划分出如表 1 所定义的三个阶段，UX 范式的成熟度从第一阶段的“起步”到第二阶

段的“成长”，再到目前第三阶段的“成熟”（开始），UX 范式发展的三个阶段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而且这种“UX 范式三阶段”的划分也符合 UX 实践成熟度的发展规律（葛列众，许为，2020，第 11 章；陶

嵘, 黄峰，2012）。 

  “UX 范式三阶段”概念和“UX 3.0”范式的提出对 UX 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 UX

专业人员清醒地认识到，进入智能时代，UX 行业进入了实践深水区，智能时代 UX 研究和应用对 UX 方法论

提出了新要求，现有 UX 方法不能完全满足智能时代的 UX 实践，需要提升现有 UX 方法。其次，有助于 UX

专业人员开展必要的研究和应用来进一步提升现有 UX 方法。进入 UX 第三阶段，需要采用和完善“UX 

3.0”范式和方法体系，这也是今后 UX 研究和应用的重要课题之一。最后，有助于 UX 专业人员主动强化

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见表 8），取长补短，进一步来提升现有 UX 方法。UX 本身是一个通过跨学

科协同合作所产生的新兴领域，40 多年前 UX 领域的产生和方法也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推动，今天 UX 的进

一步发展更加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这对于一门年轻的、入门门槛相对较低的领域来说尤其重要。 
 

4. “UX 3.0”范式展望 
 



 

14 
 

 “UX 3.0”范式是基于以往的 UX 研究和应用，一些方法已经具可操作性，但是一些方法还处于不成

熟阶段，同时还需要充实新的方法。针对下一步“UX 3.0” 范式的实践，需要考虑一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建立设计新思维。UX 专业人员需要将智能时代和智能技术应用视为提升 UX 方法论的重要机

遇，智能技术不仅仅是工具，UX 专业人员需要转变设计思维，这样才能提供符合智能时代需求的有效体验

解决方案。例如，“创新赋能体验”方法中的体验驱动创新思维、“人智协同体验”方法中的新型人机关

系、“智能社会技术系统”范式取向的宏观视野、“跨产品全生命周期体验生态”的设计跨度、系统化的

整体 UX。   

    其次，开展对“UX 3.0”范式和方法的研究和应用。针对“UX 3.0” 范式和方法的研究，不仅涉及

到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而且也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方法的具体操作、量化测评和指标体系、流程标

准化、辅助工具等方面开展工作，同时通过 UX 实践进一步优化这些方法。 

 第三，提高 UX 专业人员素质。在第一、二阶段，UX 领域基本是一个入门门槛低、各学科和行业融合

的实践浅水区，进入 UX 实践深水区，行业人才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 “UX 3.0”方法也需要更加

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在职 UX 专业人员需要提升自己的智能技术、系统化方法、相关学科（如工程心理

学、人因工程）的知识；针对 UX 专业学生，高校应该开设“人智交互”、“以人为中心 AI”、“UX + 

AI”等课程；另外，通过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开展针对“UX 3.0” 范式和方法的研究，培养高层次 UX 专业

人才。 

第四，强化跨学科协同合作。“UX 3.0”范式和方法的完善已经超出了现有 UX 领域的知识体系，需

要跨学科领域的通力合作，这些学科包括工程心理学、人因工程、HCI、AI、计算机等学科。同时“UX 

3.0” 范式和方法的实践也需要这些跨学科团队的支持。 

最后，优化开发流程和组织环境。“UX 3.0” 范式和方法的有效应用需要将这些方法整合到产品开

发流程、方法以及环境中。在智能系统开发项目团队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跨学科协作，通过建立多学

科项目团队和采用跨学科方法，基于“以用户为中心”理念来优化现有的智能系统开发流程。在智能系统

开发企业和组织层面上，培育基于“以用户为中心”理念的组织文化，制定基于人智交互的开发标准指

南，优化开发人力资源，建立高效的跨学科 UX 合作团队，在实践中不断优化“UX 3.0” 范式和方法。 

5. 小结 
 

 纵观 40 多年来 UX 的发展历史，UX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借助于新兴技术, UX 范式一直在发

展，这种发展提升了 UX 研究和应用，推动了 UX 领域的不断发展。目前，UX 领域正在迈向智能时代。智能

时代对 UX 范式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为了满足智能时代对 UX 范式的新要求，整合以往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智能时代“UX 3.0”范式的

概念框架，该框架包括生态化体验、创新赋能体验、AI 赋能体验、人智交互体验、人智协同体验等五大类

UX 方法体系，该框架也定义了各类方法中所包括的各种范式取向以及 UX 方法。 

 “UX 3.0”范式有助于 UX 专业人员清醒地认识到，智能时代的 UX 研究和应用对 UX 方法论提出了新要

求，现有 UX 方法不能完全满足智能时代 UX 研究和应用的需要，UX 专业人员需要提升现有 UX 方法，这也

是今后 UX 研究和应用的重要课题。UX 领域需要在研究与应用中进一步提升 UX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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