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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围绕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优化，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构建了更为综合的住宅设计管理

框架。本文先对建筑设计管理理论和用户体验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明确了用户体验与建筑设计管理之

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概述了当前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现状，并指出了用户体验在现有流

程中的缺失以及存在的用户体验不足。针对现行流程中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用户体验的建筑

设计管理流程优化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用户体验驱动的流程设计原则，以及在关键节点上的优化措施，如

用户需求调研、用户体验敏感点策划、多专业整合以及设计方案的用户体验评估。最后，为了确保优化流

程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本文提出了一个用户体验导向的评价体系，并讨论了评价方法与工具的选择。同时，

强调了流程优化的持续性与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以确保建筑设计管理流程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和

用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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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

ign，with user experience as the core，and constructs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idential design

management framework.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in depth the theories of architectural de

sign management and user experience，and clarifies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user exper

ience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

f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ign management processes，and points out the

lack of user experience in existing processes and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in user experien

ce.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cess，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user

experience ba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processes. Thes

e strategies include user experience driven process design principles，as well as optimizatio

n measures at key nodes such as user demand research，user experience sensitive point plannin

g，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and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design solutions. Finall

y，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this

article proposes a user experience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ools. At the same time，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inuity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was emphasized to ensure that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m

anagement process can continuously adapt to changing market demands and user expectations.

[Keywords] user experience；Residential building design management；Process optimization；Dem

and research；Design evaluation

引言

近年来，住建部高频提出“好房子”概念，“我们要以努

力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从好房子到好小区，

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好社区到好城区，创造高品质生活空

间。”房地产已经从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高

品质发展阶段，而“好房子”最终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美

好居住体验上。因此，住宅的建筑环境设计与管理工作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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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用户体验不仅关

系到建筑的使用功能，更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精

神满足。然而，传统的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往往忽视了用

户需求的深入挖掘和体验的持续优化，导致建筑作品与用户

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用户体验的建

筑设计管理流程优化，以提高住宅建筑设计的质量和用户体

验满意度。

一、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深入探讨住宅建筑设计管理的关键议题，必须确立一个

稳固的理论基础，并对涉及的概念进行精确地阐释。以下是

对建筑设计管理理论与用户体验理论，以及二者内在联系的

深入阐述。

建筑设计管理理论

在建筑学的广阔天地中，建筑设计管理理论以其独特的

视角和方法论，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

建筑设计管理融合了设计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

知识，它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协调设计过程中的

各种资源，包括用户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专业技术

资源，以实现设计目标的最优化。它不仅关注建筑专业，更

需要具备景观设计、室内设计、运营管理等跨专业知识统筹，

建筑设计管理旨在项目按照客户需求和设计意图推进，并确

保设计质量、控制进度和成本，最终实现项目的高质量达成。

它需要全面考虑建筑设计的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

并与相关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调
[1]
。

用户体验理论

用户体验理论是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根植行

为学、心理学和设计研究，专注于探究用户在接触和使用产

品或服务过程中的全面体验，包括感受、体验和满意度等维

度
[2]
。用户体验理论明确提出，优质的用户体验是产品取得

市场成功的关键因素，它涉及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期望、感

知、情感以及行为等多个层面。

该理论强调，在设计产品和服务时，必须始终站在用户

的角度进行思考。通过深入洞察用户的内在需求和外显行为，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优化产品设计，进而提升服务的整体品质。

用户体验理论倡导的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哲学，它要

求设计师和研究者不仅仅关注产品的功能性，更要关注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反应，以确保产品能够真正

满足用户的深层次需求，提升用户的整体满意度。

用户体验与建筑设计管理的内在联系

探究用户体验与建筑设计管理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揭示

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
[3]
。建筑设计管理不仅仅

是技术层面的规划和控制，更是对用户体验的前瞻性考量。

用户体验作为建筑设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理念应贯穿

于设计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建筑设计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创造

满足用户需求的建筑空间，而用户体验则是衡量这一目标是

否达成的关键标准。因此，用户体验与建筑设计管理之间的

内在联系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方向和评价标准，后者则

为前者的实现提供了实践路径和操作框架。

总体而言，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为理解建筑设计管理提

供了明确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用户体验与建筑设计管理之间

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更准确地掌握设计管理的核心，进而在

实际操作中不断提高建筑设计管理的专业标准及用户满意

度。

二、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现状与挑战

住宅建筑设计管理包括项目自启动、设计、施工配合至

交付的全过程管理，其专业涵盖规划、建筑、结构、机电、

景观、室内等。在过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设计管理往往

以经营导向来制定相关流程，旨在确保设计质量、控制项目

成本、缩短建设周期，并最终实现用户需求与建筑功能的结

合
[4]
，可以说，只是达到了住宅建设的基本要求。然而，随

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行业标准的提高，现有的建筑设计管

理流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用户体验在现有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中的缺失

在现行的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中，用户体验的忽略已

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传统管理倾向于专注技

术规范、进度搭接和成本控制，却往往对用户行为的深入洞

察不足，以及对用户反馈的重视不够。这种设计思维的局限，

使得建筑难以满足用户的深层次需求，无法提供与用户期望

相匹配的空间体验。结果是，建筑设计常常未能充分反映用

户的使用习惯、情感需求和功能要求，未能达到用户期待值。

现行流程中的主要问题与用户体验障碍

现行建筑设计管理流程中的主要问题与用户体验障碍表

现在多个方面。在设计的初始阶段，用户需求洞察、过往项

目复盘总结等信息被忽略，设计师、业主与施工方之间的信

息传递受阻，这往往导致设计意图的误解和执行上的偏差。

进一步观察，设计变更和用户投诉的频繁发生也是一个关键

问题，通常由前期调研不足或需求变动引起，这不仅增加了

项目的成本，也造成了工期的延长
[5]
。再者，设计管理流程

中对创新技术的应用不足，使得建筑设计在绿色环保、智能

化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建筑的要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建

筑设计的质量和效率，也为用户带来了诸多不便，成为提升

用户体验的障碍
[6]
。

总而言之，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现状与挑战揭示了

行业发展的瓶颈所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从提升用户

体验出发，对现有流程进行深入分析和改革，以实现建筑设

计管理流程的优化和创新。

三、基于用户体验的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优化策略

在原有的设计管理流程上，注入用户视角，将用户体验

作为重要决策因素，嵌入流程，是优化的关键所在。以下将

探讨如何基于用户体验，对建筑设计管理流程进行策略性优

化，以实现设计价值与用户需求的完美对接。

用户体验驱动的流程设计原则

强调以用户为中心，以详尽的客户调研数据、需求洞察

报告为依据，从使用者视角拆分客户感知点，从规划、户型、

景观、精装等全维度嵌入设计全过程管理节点，以保障住宅

产品的每一个细节落地良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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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关键节点优化措施

1、项目前期定位阶段，进行详尽的用户调研，除了常规

的用户需求信息外，重点调研用户的社区使用习惯、小区景

观使用需求、生活习惯、消费喜好等，从中挖掘用户体验敏

感点，形成相应报告，作为设计输入条件。

2、项目设计阶段，深入分析和识别定位报告中提及的用

户体验敏感点，增加针对性的专项策划，设计范围包括：社

区外围、归家动线、社区出入口、景观园区、精装修、架空

层、地下车库、社区微气候等，要求设计方梳理敏感点，进

而实施精准的专项设计，整合建筑、景观、精装、机电等全

专业同进度实现，贯穿于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

全过程。在这一阶段，设计师和管理者需采用多元化的研究

方法，深入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将这些需求进行系统化整

合，形成具有指导性的设计输入
[7]
。此过程不仅考验洞察力

的敏锐性，更要求能够将用户的“声音”有效转化为具体的

设计语言，确保设计方向与实用性的精准对接。

3、设计方案的用户体验评估，如同流程中的一把标尺，

精准地衡量着设计的成效。该评估不仅涵盖空间布局、功能

分区、流线安排、户内使用功能等实体层面的要素，还包括

对光线、色彩、材质等感官体验的深入分析。通过模拟用户

的使用情境，按部位对设计方案进行全面体验评价
[8]
。借助

此种评估方法，能够及时揭示设计中的缺陷，并据此进行相

应的调整与优化，确保最终建成的建筑作品符合用户的期待。

四、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评价与持续改进

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功与

否。为了确保设计管理流程的高效、合理，对其进行评价与

持续改进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对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评

价与持续改进的深入探讨。

用户体验导向的评价体系构建

采用用户体验为导向的方法，通过对用户使用过程中痛

点与需求的深入剖析，将用户体验分解为功能性、舒适度、

美观性、安全性等多个评价维度，不仅满足使用价值，更能

提供情绪价值，建立一套完整且系统的评价体系，为建筑设

计管理流程的评价奠定了科学、客观又不失感性的基础。

评价方法与工具的选择

在评价方法与工具的筛选过程中，注重将实用性原则与

先进技术相结合，以确保评价体系的高效性与前瞻性
[9]
。一

方面，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如专家评审、问卷调

查、数据分析等，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另一

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 BIM（建筑信息模型）、大数据

分析等工具，对设计管理流程进行实时监控与评估，及时发

现潜在问题，为流程优化提供有力支持。

流程优化的持续性与动态调整

流程优化的持续性与动态调整是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

评价与改进的关键。认识到卓越的设计管理流程非一日之功，

而是通过持续地调整与优化逐步形成。因此，建立了长期有

效的监控机制，定期对设计管理流程进行评估，确保其始终

保持最优运行状态
[10]
。同时，依据评价结果，采取动态调整

策略，灵活地对流程各环节进行优化，以适应项目需求的演

变，增强设计管理的适应性。

总之，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评价与持续改进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层面、多个环节。通过构建以用户体验

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选取适宜的评价方法与工具，并执行流

程优化的持续性与动态调整，有望促使设计管理流程不断趋

于完善，从而为建筑行业的持续进步贡献力量。

结束语

在建筑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用户体验已成为设计理念

革新的关键所在。本研究立足于用户体验，对住宅建筑设计

管理流程进行了系统的优化研究，旨在提升建筑设计的内在

价值和使用者的满意度。通过对理论的深度解析和策略的细

致规划，为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的优化开辟了一条创新的

思维路径。

于此，不仅汇总了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未来的建筑设计

实践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期待这些研究成果能够激发同行

业的创新思维，促进建筑设计领域更加关注用户体验，进而

实现建筑与人类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研究的完成，并不意

味着探索的终结，而是开启了新的征程。坚信随着对用户体

验认知的持续深化，住宅建筑设计管理流程将不断进化，为

人类营造出更多温馨且充满智慧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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