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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游戏行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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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约3078亿元，同比增长近10%。这个市场的蛋糕不仅大，而且预计仍在

持续增长中；

 移动游戏用户渗透率超70%，约7.3亿人。玩手游已经成为全民化的娱乐方式。但是游戏人口红利趋于

饱和，用户规模变化不大。在存量用户中寻找增长空间对于游戏开发者非常关键，更需要聚焦于游戏

用户的各种需求，不断推陈出新；

 2021年移动游戏中，数量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的类型有：角色扮演类、卡牌类和策略类游戏；收入市场

份额占比较大的类型有：角色扮演类、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和射击类游戏。

资料来源：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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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1

未成年人防沉迷

政策2

游戏版号限制

影响
出海热

• 不同的市场洞察

• 本地化的产品包装

• 营销推广渠道的选择

2019年-2021年，国内出海移

动游戏市场在海外份额占比：

从17%提升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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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技术：

• 区块链

• NFT

后端基建：

• 云计算

• 物联网

• 数字孪生

前端设备：

• VR

• AR

• MR

内容变革：

• 增加用户创造、社交和更多的内

容形态进入游戏中

商业变革：

• 游戏内虚拟数字活动、NFT、

原生广告等新机会

社交变革：

• 虚拟身份、身临其金、随时随

地、多元化等特征催生线上线

下合一的新型社交关系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技术设备支持 游戏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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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型基因 | 解决交付物的有无

效率型基因 | 追求经营的最大效率

体验型基因 | 以用户为中心

19世纪80年代
进入工业社会

2000年
进入信息社会

2010年
进入体验时代



产品体验

提升产品与市场的匹配度

增加用户钱包(总开销)份额

减少产品上市时间

获得新客户

增加市场份额

提升品牌形象和感知

客户体验

降低客户流失

减少服务成本

提升客户生命周期价值

吸引和留住人才

增加员工参与度

提高员工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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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体验品牌体验

产品概念测试

产品功能排序

产品功能需求分类

品牌健康度洞察

品牌logo测试

广告语测试

NPS问卷调查

客户满意度调查

客户旅程管理

员工满意度调查

员工敬业度调查

360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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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所需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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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洞察用户

通过多种数据和信息，对用户进
行全方位的洞察，透彻地了解目
标消费者的各方面信息

产品功能迭代

游戏开发者通过了解用户关注的
功能，使用体验后的反馈，持续
高效地进行功能迭代和优化

游戏心智建立

关注游戏与竞品的差异、了解用
户触媒习惯、加强广告创意，不
断提升游戏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

游戏
数字化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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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立项

市场洞察

竞品分析

游戏选品

游戏研发 游戏上线 游戏运营

游戏研发

游戏测试

游戏调优

游戏包装

游戏宣传

游戏上线

用户运营

活动运营

游戏迭代

主
要
环
节

目标用户

竞品用户

核心用户

普通用户

长尾用户

新进用户

留存用户
活跃用户
流失用户
回流用户

关
注
人
群

市场细分STP模型

竞品分析

消费者U&A研究

角色设计

场景设计

beta测试体验研究

宣传图/广告图测试

广告语/宣传语测试

可用性测试

用户满意度&NPS

品牌力APLA模型

常
用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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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管理体系搭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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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问卷 发送问卷 结果分析

常规创建：选择[调研题型]

快速创建：选择[对应模型]

定向发送：链接、微信、邮件等

样本服务：向特定人群画像投放

无效答卷剔除

默认报告、分类统计、交叉分析

数据大屏



快速创建

——直接展示[对应模型]

常规创建

——选择[调研题型]



定向发送

——链接、微信、邮件等
样本服务

——向特定人群画像投放



无效答卷剔除 默认报告、分类统计、交叉分析 数据大屏



WJX.CN

图片PK

Kano模型

联合分析

Maxdiff

品牌漏斗

情景随机

常用调研题型

客户满意度调查

客户旅程管理

常用问卷模板

NPS问卷调查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了解用户对于不同角色风格的偏好程度，可以使用

Maxdiff模型。该模型通过对比的方法进行偏好排序，

从而理清受访者对每项事物的偏好程度。Maxdiff解决

了传统打分结果差异较小、多项选择排序难等痛点。

该模型常用于产品功能点偏好、广告语偏好、logo偏

好、品牌偏好、卖点偏好等场景。

任务的数量 = 每个属性展示的次数 ×
总属性数量

每组任务的属性数量

每个属性展示次数的范围建议3-5次，所以任务数量的推荐范围是8-13轮



结果分析

数据可以按分数大小排序，通过计数可以直观看出受访

者对属性的偏好程度。

 分数越高，一个属性对你的受访者越有吸引力；

 正分意味着该属性被选为最喜欢的次数多于最不喜欢

的次数；

 负分意味着该属性被选为最不喜欢的次数比最喜欢的

次数要多；

 0分表示该属性被选为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次数相等

或从未被选中。

注：分数 =（最喜欢标签的次数-最不喜欢标签的次数）/

属性出现的次数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了解某个功能具备/不具备，对于用户满意度的影响

程度，可以使用Kano模型。该模型通过对同一功能进

行正、反向提问，并将选项设置为5个不同的满意程

度，了解用户需求属于的类别，帮助企业在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更科学地平衡用户需求和商业资源，从而

提升ROI。

正向题

功能+定义

五点态度
量表

反向题



必备属性：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不会提升

 不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大幅下降

期望属性：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提升

 不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下降

魅力属性（用户意想不到的需求）：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大幅提升

 不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不会下降

反向属性（用户不需要的需求）：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大幅下降

无差异属性（用户不会在意的需求）：

 无论是否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都不会改变

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

具备\不具备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很满意 可疑结果 魅力因素 魅力因素 魅力因素 期望因素

满意 反向结果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必备因素

一般 反向结果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必备因素

不满意 反向结果 无差异 无差异 无差异 必备因素

很不满意 反向结果 反向结果 反向结果 反向结果 可疑结果

必备
属性 > 期望

属性 > 魅力
属性 > 无差异

属性

需求优先级排序

Better
大 > >

需求优先级排序

Better
小

Worse
小

Worse
大

 Better系数：Better(满意影响力)= (期望+魅力) / (期望+魅力+必备+无差异)×100%

 Worse系数：Worse(不满意影响力)= (期望+必备) / (期望+魅力+必备+无差异) ×100% ×(-1)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在产品上市前，了解用户对于宣传图/广告图偏好情

况，可以使用循环评价。该题型针对多个不同对象进

行重复提问时，只需要进行一次问题编辑即可。可以

根据需求让作答者进行一个或者多个对象作答。该题

型常用的场景有多个产品概念测试、多个平面广

告测试、多个角色设计测试等。



结果分析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了解用户对于不同广告语的偏好程度，可以使用

Maxdiff模型/图片PK(可以不上传图片)。该模型通过对

比的方法进行偏好排序，从而理清受访者对每项事物

的偏好程度。可以用于产品功能点偏好、广告语偏好、

logo偏好、品牌偏好、卖点偏好等。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在产品上市后，如果希望进行产品新旧版本迭代之间

对比、同类型竞品之间对比、同一产品不同终端之间

对比，可以使用SUS模型。该模型适用范围广泛，采

用正反语气间隔（奇数题为正面语气，偶数题为负面

语气）的形式进行提问，使答案更加客观。同时该模

型可以科学地量化用户体验，并和总数据库里其他产

品进行对比。

正面语气

反面语气



结果分析

问题组成

 SUS模型由10个题目组成，奇数项为正面陈述，偶数项为反面陈述。其中

第4，5，10三项构成的子量表为“有效性”&“易学性” ；第2，3，7，8四项

构成的子量表为“使用效率”&“可用性”；第1，6，9三项构成子量表“满意

度”。

计算方式（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的分值范围是0-4分）：

1. 所有奇数编号题目得分减一后相加 / 奇数编号题之和 - 5

2. 所有偶数编号题目得分由五减去后相加 / 25 - 偶数编号题之和     

3. 将奇数项最终得分+偶数项最终得分后 乘以2.5 即最终SUS得分

注：百分等级的意思是指测量的产品或系统相
对于总数据库里其他产品或系统的可用性程度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了解用户对于各个环节的满意度和NPS情况，可以使

用客户满意度。该问卷将客户的体验按旅程地图分布

为几个不同的触点，详细展示每个触点的不同体验质

量，对体验感差的触点进行优化和改进，从而吸引用

户，增加营收。



结果分析



使用场景 创建方式

了解用户对于品牌的认知情况，可以使用品牌漏斗。

该题型通过对受访者的行为进行递进式的提问，形成

漏斗统计分析。可以用于了解本品牌与竞品的认知、

消费、首选度、喜爱度等情况。



结果分析

APLA模型 重要指标 问卷题目

Awareness
【品牌认知度】

第一提及 当提到XX时，您第一个想到的品牌是[填空题]

提示后认知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些品牌[多选题]

Purchase
【用户行为】

曾经消费使用 请问您曾经使用过以下哪些品牌[多选题]

最常使用 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最常使用哪一个品牌[单选题]

Loyalty
【品牌忠诚度】

首选度 当您再次购买XX时，以下几个品牌您愿意再次购买的意愿是
[矩阵量表题]

喜爱度 以下购买过的品牌，您的喜爱度如何[矩阵量表题]

推荐度 如果您朋友购买XX时，以下几个品牌您有多大可能性向朋友
推荐[矩阵量表题]

Attribute
【品牌感知度】 品牌形象 您觉得哪些描述适合形容以下品牌[矩阵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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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页面 系统集成

内部系统对接：免登录接口、各部门权限管理、

各类调查问卷后台直接推送、问卷结果分享...

APP嵌入：APP后台直接推送问卷、用户实时进行

满意度反馈、APP上申请服务后推送问卷...

服务号/公众号对接：服务号后台直接推送问卷、

公众号底部功能栏嵌入、公众号文中嵌入问卷...

短信平台对接：一个用户一个链接（转发无效）、

回收数据与手机用户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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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展示 在线访谈

模拟访谈形式进行调研，可覆盖更广范围、更多人群。受访者1V1
聊天界面，不受主持人和意见领袖影响。同时还能实时预览数据



04
精选案例及结果运用





所有功能优先级排序表：
1. 按照必备、期望、魅力、无差异属性进行排序
2. 同一属性，按照Better系数进行排序

某个功能的Kano属性：
1. 各个属性中占比最高的一个

Better-Worse系数分析：
1. 展示每个功能的Better-Worse系数







选项引用
自动带入信息

品牌漏斗



PC端定制化页面 移动端定制化页面



在问卷说明中传递参数 在问卷题目中传递参数 支持同时传递多个参数



受访者作答页面 调研者可以通过数据大屏，实时关注受访者作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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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在线考试 360度评估

报名表单 在线投票 在线测评

多样化图表、多种发送方式，帮助企业全
面开展客户调研。

题库出题、随机出题、自动排名、批量阅卷，
帮助企业构建行业题库，提升整体员工素质。

多级评估关系、多级权重、4种评估报告，
帮助HR辨人、识人，构建企业人才梯队。

信息收集、在线签到，团建组织、人员统
计易用工具。

投票次数设置、实时展示结果、多种素材
上传，帮助团队民主决策。

测评数据全面分析、测评结果自动输出，让
员工更了解自己。

接龙问卷

预设名单，进度跟踪，提升企业内部信息
收集效率。

客户体验管理 市场调研管理

NPS调查、客户满意度调查，低分及时预
警，提升体验，降低流失率。

产品概念测试、产品对比测试，充分了解
市场喜好，分析影响付费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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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微 信 公 众 号 微 信 小 程 序

400-993-5858

www.wjx.cn

16年专注调研

每年100%以上的增长率

问卷调研行业独角兽

资深

CSSC中国商业统计学会会员

CRMA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会会员

信息安全等保三级认证

2019 猎聘8亿元战略投资

120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

300万+家企业深度合作

专业 认可



一 站 式 调 研 工 具
就用问卷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