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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指导企业如何理解产品、如何理解设计与营销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洞悉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
心态的书。旨在通过玩具思维在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上的运用，发现隐藏在其后的心理机制，进一步
将其推广在产品的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和售后等全产业价值链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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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作者简介

陈禹安
心理管理学家、人性互联网论提出者、心理说史首创者、高级经济师、宁波大学特聘教授，担任传媒
集团高管多年，曾在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考察讲学。
主要作品有《人性之根：互联网思想的本质》《激励相对论》《麦当劳悖论》《新媒体论》《如何成
为带头大哥——金庸武侠管理学》《谁能管好韦小宝——鹿鼎记领导启示录》，心理三国三部曲（《
心理关羽》《心理诸葛》《心理曹操》），逆境三国三部曲（《心理刘备》《心理孙权》《心理司马
》），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心理乔布斯》等20余部。另有大量论文刊
发于《《中欧商业评论》《销售与市场》《商学院》《商界评论》《中国经济导报》《中国记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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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书籍目录

前言  玩具思维、游戏化思维与互联网思维
第一章
玩具思维的兴起
第二章 特斯拉悖论与苹果现象
第三章 从工具思维到玩具思维
第四章 玩具思维的SP矩阵
第五章 无形产品的玩具思维
第六章 玩具思维案例精粹
第七章 玩具总动员
附录1衰颓产品的“F2F战略转型”
附录2玩具思维：未来一切行业都将是玩具业
附录3玩家红利：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颠覆性转变
附录4玩具豁免：玩具思维下的免死金牌？
附录5无形产品的玩具思维
后记 玩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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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精彩短评

1、颠覆感 设计感 参与感 爱玩才有戏
2、中间部分的矩阵方法值得研究学习，案例也很好，但有些观点不认同，
3、说的很深刻，好玩才能引发潮流
4、适合快速阅读，看上一页基本可以猜到下一页要写什么了，对于看过类似互联网思维书籍的人来
说，比较浅显，只能引发思考
5、一般般，快速翻翻还行
6、看完之后，还是有很多收获的，比如作者提到的3S（颠覆感、设计感、参考感）4P（产品、价格、
渠道、推广）和F（Function）to（Fashion），这对于很多行业来说，都有借鉴价值。现在的商业就是
在抢夺人们的注意力， 前提一定是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这是最本质的。在这个物质丰盈的时代， 人
们的精神追求不断提高。产品的一些基本功能、用户的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如今大家拼的就是好玩
，要吸引人的注意力，聚集海量用户，当然产品也一定要好，不然也只是一时的营利罢了。这些观点
可以在工作和创业中去实践，绝不是简单的模仿，只有不断地创新，发掘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然后
去满足，才是真理。
7、对我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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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精彩书评

1、2014年初，湛庐文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游戏化思维》，可以说这是当时最早提出“游戏化思维”
的著作，两位作者在该书中提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像游戏设计师那样思考呢？ 接着谈及什么是游戏化
？为什么要关注游戏化？以及如何将游戏化的概念通过手段实现商业目标？今天，国内又有作者提出
“玩具思维”，笔者当时条件反射地认为是玩物尚志，这符合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的固定思维。在移
动互联网风潮下，每天都在产生太多稍纵即逝的新概念，根据无暇顾及“玩具思维”到底是什么？它
又能给未来行业带来什么？时隔一个月后，有幸认识提出该概念的作者陈禹安，陈兄邀请我为他的新
著做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我思考再下予以接下重任。作者一开头就用丰富的国内外案例指出玩具思
维在兴起，如微信红包一次偶然的试验引起全国节日的狂欢；德国公共厕所的发现的商机；荷兰飞利
浦Hue可以说是史上最智能的灯泡。这些都是因为一时好玩而兴趣的娱乐营销活动，有许多还是无意
识中产生的，这些说明人类天生爱玩的本性并没有发生改变，相反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下显得更加明
显知趣。为了更具体地认识玩具思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作者首先指出游戏化思维与工具思维
有何不同。《游戏化思维》一书指出“游戏化的核心是帮助我们从必须做得事情中发现乐趣，通过让
流程有趣而使得商业产生吸引力”，而在本书中，作者指出，玩具思维固然与游戏化思维有相同之处
，但玩具思维是针对工具思维而言，“玩具思维是一种超越产品基本功能要求，赋予用户感官刺激、
情感享受、满足其玩乐欲望的产品战略观，在满足消费者基本功能性需求之外，额外为他们提供有趣
、好玩、时尚、炫酷、新潮等更高深层次的情感满足”。在工具思维时代，只要你把产品做到极致（
当然这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以产品导向），你可以获取消费者的认可，但今天，消费者对于产品本身
的基本属性不太感兴趣，手机刚开始出现时，通话无故障、外观和谐就是好手机，但在今天，围绕手
机的基本功能做文章不再有市场，因为技术的更迭、模仿太快，使得竞争优势不再，那么在追求新颖
、时尚、潮流、个性的互联网时代，创新者应该怎么做？以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兴起为例。电动汽车技
术实际上燃油汽车更早出现，但由于电池技术没有攻破，续航能力太差被埋汰，燃油汽车诞生近一个
世纪之后，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电动汽车再次提上日程。斯特拉没有像传统企业一样，从零开始，
大规模投资建厂房到新车上市经历3、5年时间，而是将电动汽车打造成超级富豪的玩具，然后利用技
术更迭逐步进入中产阶级市场，最终普及大众市场。在中国，比亚迪汽车拥有全球领先的电池专利技
术，但是没有产生特斯拉这样的创新汽车品牌，我们并不是说比亚迪的技术不好，而是从玩具思维来
看，比亚迪作为工具思维是成功的，但是在玩具思维下却没有创新活力。特斯拉从刚开始量产毛病很
多，但是依然阻挡不了忠诚粉丝的热捧，因为它并仅仅是一台电动汽车，它还有一种属性，成功人士
的玩具，这样与普通电动汽车形成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可以产生品牌溢价，从而可以赢得丰厚的赢家
红利。同样苹果的崛起也可以可做是玩具思维的崛起。苹果不是最早的智能机发明者，但能够在红海
中杀出一片蓝海，得益于乔布斯的洞见，从工具思维中解放出现，将产品做到极简而又充满乐趣，重
新定义了手机。同样，特斯拉也同样用创新重新定义了电动汽车行业，从而最早进入消费者的心智。
在本书中，作者提及玩具思维的兴起的大背景与顾客集体性心理动机有一定的关联，物质丰沛、用户
掌权、玩乐匮乏、好奇驱动是构成玩具思维的四个要素。很显然，作者对心理学的研究很独特，他还
指出玩具思维并紧紧单一从工具思维转化，而是多次递进式关联进程，从玩具的工具化（产品早期都
是玩具锥形），规模化后形成工具，当有新技术的更迭，原有的工具属性被改变，新产品就形成了玩
具。玩具思维是针对工具思维而言，那么用营销学的观点怎么说呢？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传统以产品
为导向的消费主张已经失效，随着人类生活的水平提高，消费者对于产品更加挑剔，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应该拥抱顾客，从外向内研发而不是从内向外，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价值观体验；定位之父特劳特
认为，你的产品必须聚焦，与其他产品形成差异化，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占据心智。因此，笔者认为，
玩具思维只是针对工具思维的一个新术语，它不是一个新创造，它本身就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
说法而已。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案例有针对性，但不足之处在于此，案例过于丰富而概括性语言太少
，从而使得该书更偏向实践性读物，笔者认为，作者可以更深度地挖掘玩具思维的本质，并与营销观
点形成对比，指出玩具思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引发新的营销浪潮！微信公众号：如何阅读商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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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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