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卷 星 题 型 使 用 详 解



题 型
分 类

基础题型

高级题型

调研题型

包含选择题、填空题、分页说明、矩阵题、评

分题/量表题，能满足绝大部分的调研需求

包含排序题、比重题、滑动条、商品题型、图

片OCR、轮播图、VlookUp问卷关联，让用户

的问卷更有吸引力

包含10+种专业的调研题型，并为用户提供专

业的分析报告，让决策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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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题型

排序 比重题

滑动条 商品题型

VlookUp问卷关联

• 购物产品偏好排序
• 用户关注因素重要性排序
• 优秀员工/课程/作品评选

• 不同因素重要性占比
• 时间/精力/金钱的比例分配

• 满意度评分
• 重要性评分
• 评选打分

• 教材/衣服订购
• 小区物资订购登记
• 商家用于展示和销售商品

• 员工调研（出差申请、体检登记等）
• 商品出货登记

基础题型

• 教学评价调研
• 各项满意度调研
• 优秀员工评选

评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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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diff

调研题型

图片PK

联合分析 Kano模型 SUS模型 品牌漏斗 货架题

循环评价 情景随机 热力图

• 广告图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包装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文字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饮料货架摆放及选择
• 食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 洗护用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 产品卖点偏好
• 广告语偏好
• 口味偏好
• 购物选择的重要性排序

• 宣传图偏好
• 包装偏好
• 品牌偏好
• 设计风格偏好

• 产品功能是否需要具备
• 服务是否需要提供

• 同类型竞品之间对比
• 产品新旧版本迭代之间对比
• 同一产品不同终端之间对比

• 品牌知名度调研
• 搜索内容漏斗情况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 新产品开发
• 价格策略制定
• 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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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题型

PSM模型

• 了解用户付费区间
• 收益最大化价格
• 不同产品概念的定价对比

层次分析

• 评价和评判类场景
• 资源分配和决策类场景

价格断裂点

价格测试模型

• 不同品牌用户接受的价格情况

• 品牌的价格弹性

• 不同品牌和价格的市场份额情况

• 对产品/服务已有预期价格范围

• 收益最大化价格

• 不同产品/服务的定价对比

BPTO模型 选项分类

• 信息、资讯分类
• 项目重要性分类
• 网站、App内容分类

• 产品描述的关键词评价

• 广告语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文字内容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文字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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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diff

高级题型 调研题型

排序 比重题

图片PK 联合分析

Kano模型 SUS模型 品牌漏斗

货架题

循环评价 情景随机 热力图

滑动条 商品题型

VlookUp问卷关联

• 购物产品偏好排序
• 用户关注因素重要性排序
• 优秀员工/课程/作品评选

• 不同因素重要性占比
• 时间/精力/金钱的比例分配

• 满意度评分
• 重要性评分
• 评选打分

• 教材/衣服订购
• 小区物资订购登记
• 商家用于展示和销售商品

• 员工调研（出差申请、体检登记等）
• 商品出货登记

• 广告图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包装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文字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饮料货架摆放及选择
• 食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 洗护用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 产品卖点偏好
• 广告语偏好
• 口味偏好
• 购物选择的重要性排序

• 宣传图偏好
• 包装偏好
• 品牌偏好
• 设计风格偏好

• 产品功能是否需要具备
• 服务是否需要提供

• 同类型竞品之间对比
• 产品新旧版本迭代之间对比
• 同一产品不同终端之间对比

• 品牌知名度调研
• 搜索内容漏斗情况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 新产品开发
• 价格策略制定
• 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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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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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题属于评分题的一种，用户评

分后可以进一步选择对应的评价标

签或自行撰写评价，帮助调研者进

一步获取更详细的用户反馈。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教学评价调研

• 各项满意度调研

• 优秀员工评选

案例来自于「某运动健身品牌」

不同的评分可以设置
不同的评价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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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平均得分

每个选项的选择比例

评价标签明细



「某学校」：优秀班委评选 「某家电公司」：购物满意度评价员工食堂服务满意度评价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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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级 题 型



WJX.CN

排序题是针对不同属性按照重要性、

喜欢程度等维度进行排序。当需要

对较多的属性排序时，可以使用

Maxdiff题型，避免因为过多选项

造成结果不准确的情况。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购物产品偏好排序

• 用户关注因素重要性排序

• 优秀员工/课程/作品评选

案例来自于「某事业单位」



数据可以按综合得分大小排序，选项综合得分＝（Σ 权值

×频数）/本题填写人次

 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本题有6个选项参与排序，

排在第一个位置的权值=6，第二个位置权值=5，第三个位置权

值=4，以此类推，第六个位置权值=1；

 频数：选项在每个位置出现的次数。例如本题填写人数为34，

选项「生活便利性」排在第一位置7次，第二位置9次，第三位

置8次...第六位置0次

 选项综合得分：选项「生活便利性」的综合得分＝（6×7＋

5×9＋8×4＋7×3＋2×2＋1×0）/34＝4.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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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消费品公司」：线下试喝产品排序 「某设计公司」：业主家装空间重要性排序「某护肤品公司」：用户关注因素排序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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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题可以让作答者通过拖动滑块选

择各选项所占的百分比，从而使调查

者更清晰的了解其想法。相较于常规

的选择题而言，比重题可以进一步了

解不同属性的占比情况，可以更好地

作为未来关注方向的判断依据。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不同因素重要性占比

• 时间/精力/金钱的比例分配

案例来自于「某消费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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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校」：影响诗人地位的因素比重 「某学校」：教学设计重要性对比「某政府机构」：不同因素两两重要性对比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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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条从功能上来看类似量表题，主

要用于收集表示程度的数值。但是答

题体验上会有更多的交互性，更有趣

味性。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满意度评分

• 重要性评分

• 评选打分

使用计算公式
填写完成后直接计算出得分



选项的平均值＝Σ每个滑动条的分数 /本题填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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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评分 「某学校」：教学满意度评分「某大赛组委会」：重要程度评分

WJX.CN

「某政府机构」：城市出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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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题型适用于销售或展示商品、统

计商品的进出库存、收取报名费等场

景。可以向作答者展示商品的图片、

描述、价格、库存、数量等内容。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教材/衣服订购

• 小区物资订购登记

• 商家用于展示和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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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区」：小区物资订购收集 「某水果店」：商品展示及销售「某学校」：统计学生订购教材情况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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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查者已经收集过相关信息后，新

的问卷可以通过VlookUp问卷关联，直

接将需要的信息带入，不需要答题者

重复作答，让他们更高效的完成问卷。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员工调研（出差申请、体检登

记等）

• 商品出货登记

过往问卷 新的问卷



员工体检时间及手机和信息核对「某供应商」：商品出货登记

WJX.CN

过往问卷

过往问卷

新的问卷

新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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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研 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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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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案例来自于「某化妆品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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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电公司」：空气净化器的产品测试 「某高校研究人员」：书籍封面和内容简介一致性

WJX.CN



「某高校」：学生论文答辩评分

WJX.CN

...



「某消费品公司」：广告语的偏好及联想

WJX.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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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查者有多个情景需要调研时，可

以通过情景随机，设置多个情景，不

同的作答者随机出现一个或者多个情

景。这样可以收集多个情景的数据，

且单个作答者耗时不会过长。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多个产品概念测试

• 多个平面广告测试

• 多个产品包装测试

系统随机出现一个情景
作答者看到的题目与这个情景题目相关联



情景1

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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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学的课题探究」：政策有效性调研 「某汽车企业」：汽车香氛概念测试

不
同
的
概
念
对
应
不
同
的
选
项
内
容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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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上传一张背景图，作答者在这

个背景图上做点击操作。系统可以汇

总所有作答者的点击情况，形成人群

对这张背景图关注点的热力图，可以

分析用户的关注内容是否与预期相符

合。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广告图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包装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文字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未选择目标图片
就结束问卷

选择目标图片
通过热力图进一步询问



不设置选区，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精度

WJX.CN

设置选区，按照选区统计选择人数及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与勾选顺序相关）



「某便利超市」：产品包装及点击不喜欢的地方

「某护肤品公司」：产品概念有吸引力的地方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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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科技公司」：产品介绍有吸引力的地方

「某服饰公司」：找到穿鞋不舒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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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diff（最大化差异度量）主要

用于了解受访者的偏好排序。每次

只需在少量的属性中选择最喜欢和

最不喜欢两个选择，最终计算出所

有属性的排序。该题型解决了传统

打分结果差异较小、不同群体打分标

准差异大、多项选择排序难等痛点。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产品卖点偏好

• 广告语偏好

• 口味偏好

• 购物选择的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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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轮

每个任务的属性数量：5个

选择一个最想
买的口味

任务数量：6轮

选择一个最不
想买的口味

案例来自于「元气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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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买的次数多于最不想买

的次数；

 负分意味着该属性被选为最不想买的次数比最想买的

次数要多；

 0分表示该属性被选为最想买和最不想买的次数相等

或从未被选中。

注：分数 =（最想买标签的次数-最不想买标签的次数）/

属性出现的次数

WJX.CN



「元气森林」：咖啡口味偏好 「某出行软件」：乘车体验偏好 「某科技公司」：购物选择偏好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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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PK也属于Maxdiff模型，当每个

任务的属性数量=2时自动转化为图片

PK题型。通过多轮两两PK模式（用户

只需选择更喜欢的即可），找到用户

的喜爱偏好。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宣传图偏好

• 包装偏好

• 品牌偏好

• 设计风格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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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每个属性展示次数=2次，题目自动转化为图片PK模式

每个任务的属性数量：2个

选择相对最喜欢的包装

任务数量：10轮

案例来自于「某化妆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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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最喜欢的次数多于相对

最不喜欢的次数；

 负分意味着该属性被选为相对最不喜欢的次数比相对

最喜欢的次数要多；

 0分表示该属性被选为相对最喜欢和相对最不喜欢的

次数相等或从未被选中。

注：分数 =（相对最喜欢标签的次数-相对最不喜欢标签

的次数）/属性出现的次数

WJX.CN



「某互联网公司」：页面设计风格偏好 「某装修公司」：装修风格偏好 「某消费品公司」：海报偏好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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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分析常用于了解作答者对于多

属性特征的偏好程度。在实际的抉

择过程中，由于价格等原因，人们

要对产品的多个特征进行综合考虑，

往往要在满足一些要求的前提下，

牺牲部分其他特性，是一种对特征

的权衡与折衷。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新产品开发

• 价格策略制定

• 竞争分析

案例来自于「某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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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为属性重要性、概念效用两部分：

 属性重要性：可以直观看出属性、水平的重要性。同一属性下，水平的

效用值越大，表示该属性下水平对于受访者越重要；属性重要性越大，

表示属性对于受访者越重要；

 概念效用：概念的偏好排名，可以直观看出概念的重要性，效用值越大，

表示概念对于受访者越重要。

计算逻辑：

 计算模型：由于联合分析使用的是离散型数据（如水的品牌等）而不是

连续型数据（如温度的数字），因此联合分析所运用的方法为逻辑回归，

该方法中回归系数的估计方法采用的是分层贝叶斯参数估计；

 效用：由于回归系数不能直接用来表述效用值，因此对回归系数进行了

简单数据处理得到效用值，直观上能更好的看出属性和水平的效用值大

小。效用值越大，表示重要性越大；

 重要性：重要性越大，表示该属性对受访者越重要。重要性=每个属性

下水平效用最大值/sum(每个属性下水平效用最大值)*100%。示例中：汽

车能源的重要性=26.91/（26.91+25.46+0.83）=51%
注：联合分析需要充足的样本量才能计算出较为准确的数据，所

以样本量足够多得出的报告才有参考意义（答卷数量>100)。



「元气森林」：碳酸饮料偏好 「某保险品公司」：保险产品组合偏好

WJX.CN



「某互联网公司」：员工福利偏好「某连锁酒店」：房间配置偏好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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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o模型主要是了解某项功能具备

/不具备对于用户满意度的影响程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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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产品功能是否需要具备

• 服务是否需要提供
正向题

功能+定义

五点态度
量表

反向题

案例来自于「某服装公司」



无差异属性

 无论是否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都不会改变

必备属性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不会怎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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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大幅提升

 不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不会怎么下降

反向属性

 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下降

 不提供此类需求，用户满意度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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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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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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的数值通常为正，表

示如果产品提供某功能或服务，用户的满意度会提升。其正值越大，代表用户满意度提升的效果会越强，满意

度上升的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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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e的数值

通常为负，表示如果产品不提供某功能或服务，用户的满意度会降低。其负值越大，代表用户满意度降低的效

果会越强，满意度下降的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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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消费品公司」：风扇功能与用户满意度
「某汽车公司」：汽车功能与用户满意度

「某互联网公司」：APP功能与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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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是一个经典的可用性测试量表，

常用于软件/硬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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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同类型竞品之间对比

• 产品新旧版本迭代之间对比

• 同一产品不同终端之间对比

正面语气

反面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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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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科技公司」：多个智能控制系统对比 「某汽车公司」：多个智能座舱对比 「某消费品公司」：烟机语音控制可用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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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漏斗是对品牌认知和用户行为

的进行递进式的提问调研。常用于

了解本品牌与竞品的认知、消费、

首选度、喜爱等情况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品牌知名度调研

• 搜索内容漏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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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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题一页
避免干扰

词云图

品牌漏斗

「某市场调研公司」：外卖平台APP品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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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引用
自动带入信息

搜索漏斗

「某互联网公司」：用户搜索内容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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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题常用于各类快消品的调研中。

以货架为背景模拟真实的购物场景，

分析商品在货架不同的摆放位置对

顾客选购商品的影响。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饮料货架摆放及选择

• 食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 洗护用品货架摆放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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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1

情景2



「元气森林」：价格、品牌、包装等因素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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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TO模型 PSM 价格断裂点

使用场景
了解价格和品牌对于受访者的相对重要性

测量品牌的价格弹性

受访者对于产品/服务可接受的价格区间

最多受访者所能接受的价格区间

受访者愿意为产品/服务支付的最高价格

价格变动对于需求的影响

相同点
检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了解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

不同点
适合“重复消费”和“一次性选择”产品

考虑竞品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

不会向受访者展示具体价格

适用于价格相对便宜的产品

非利基产品，有广泛的目标群体

受访者对产品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产品/服务已有预期价格范围

产品/服务是新推出/很少被购买的

受访者对产品没有特别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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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TO是一种价格分析模型，可以分析

得出品牌在什么价位上会得到最高的

市场份额。该模型不仅考虑了本品的

价格变化，还考虑了竞品的价格变化。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不同品牌用户接受的价格情况

• 品牌的价格弹性

• 不同品牌和价格的市场份额情况

每选中一个品牌后
被选中的品牌价格就上浮一个价位



WJX.CN

针对本品/竞品的价格
获取对应的市场份额（选择人数占比）



「某饮品公司」：不同品牌的产品接受的价格情况 「某餐饮公司」：不同品牌的套餐接受的价格情况

W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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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价格敏感度测试）常用于新

品上市前进行定价测试。通过询问

用户什么价格太低、划算、较高、

太高，然后根据不同价格对应的购

买数量画出折线图。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了解用户付费区间

• 收益最大化价格

• 不同产品概念的定价对比

案例来自于「某餐饮公司」

针对价格进行
大小关系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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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价格

可接受价格

最高定价点

最低定价点



「某软件公司」：新功能的价格测试 「某彩妆公司」：不同联名组合的定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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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断裂点常用于新品上市前进行

定价测试。通过预设多个价格并逐

一询问受访者的购买倾向，从而分

析最优价格。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对产品/服务已有预期价格范围

• 收益最大化价格

• 不同产品/服务的定价对比

案例来自于「某SaaS公司」

选择不会购买时
结束作答

选择会购买时
出现更高的价格让受访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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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价格对应的
购买人数比例和虚拟收益



「某家电公司」：新产品的价格测试 「某饮品公司」：不同价格的购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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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模型将决策问题拆解为不

同指标，指标之间进行两两比较重

要程度，构建判断矩阵，再通过求

解最大特征根、加权求和等运算得

到各个指标的最终权重。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评价和评判类场景，如述职、

竞聘、员工评价等

• 资源分配和决策类场景，如方

案选择、工作选择、景区选择

等

指标之间
两两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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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旅游地

门票景色 交通

景区B景区A 景区C

目标层  

准则层  

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1. 有哪些考虑因素/判断标准
2. 哪些因素更重要

方案层  1. 有哪些备选方案需要对比
2. 备选方案在考虑因素上的评分

步骤一：计算考虑因素权重（层次分析法）

• 景色：0.6
• 门票：0.2
• 交通：0.2

步骤二：各个备选方案的评分

• 景区A：景色5分，门票3分，交通1分
• 景区B：景色2分，门票3分，交通5分
• 景区C：景色3分，门票4分，交通4分

步骤三：计算每个备选方案的总分，选出最佳方案

• 景区A = 0.6*5分 + 0.2*3分 + 0.2*1分 = 3.8
• 景区B = 0.6*2分 + 0.2*3分 + 0.2*5分 = 2.8
• 景区C = 0.6*3分 + 0.2*4分 + 0.2*4分 = 3.4

综合团队意见，景区A是最终应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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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得到的
各个考虑因素的权重

检验各个因素
重要度之间的协调性

过程数据
两两因素之间的对比数据



员工述职时各项维度的占比标准
先通过层次分析法获取占比，再进行打分，得到最终得分

层次分析得到的
各个维度的权重



工作选择时各项维度的占比标准
先通过层次分析法获取占比，再进行打分，得到最终得分

层次分析得到的
各个维度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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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分类用于分析受访者对某个主

题或概念进行分类的情况。受访者

将看到的项目勾选至相应的类别，

以展现他们对此项目的认知和理解。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信息、资讯分类

• 项目重要性分类

• 网站、App内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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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类
选择的次数和比例

图形展示分类的情况
可以切换其他图形类型



「某餐厅」：各类经营因素的重要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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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点睛用于向受访者展示整段内

容描述，让他们针对其中的关键词

进行评价选择，进一步了解受访者

的偏好情况。关键词范围和评价内

容均可被设置。

该题型常用的场景：

• 产品描述的关键词评价

• 广告语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 文字内容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注：若此题为必答题，所有关键词均需评价才可提交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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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选项
选择的次数和比例

图形展示选项分布情况
可以切换其他图形类型



「某护肤品牌」：对于广告语的喜爱评价 「某汽车品牌」：对于产品描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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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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93-5858

www.wjx.cn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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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公 众 号 微 信 小 程 序 专属客服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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