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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好⽤」的AI需求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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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问卷设计
问卷结果分析
分类/结构化⽤户调研结果

根据⽤户评价做出体验评分
从访谈记录⽣成现状流程
竞品信息收集分析
启发⽤户画像并定义
启发⽤户场景构建概念原型
启发设计点⼦⽣成产品概念

启发并⽣成未来旅程
⽣成低保真原型辅助沟通

……

整理业务术语
启发业务流程
痛点问题定义
从反馈中抽取问题

从反馈中抽取⽤户故事
识别⽤户故事
识别并拆分⽤户故事
识别⽀撑性需求
启发⽤户故事地图
识别依赖建议优先级

需求分类标签

……

整理⽤户故事格式
解释UI原型
⽣成功能交互流程图
识别表单校验规则

识别分⽀和异常场景
识别并编写验收标准
启发设计演示脚本
实例化验收标准
识别故事依赖
实例化验收标准

识别关联故事卡

……

⽣成验收测试⽤例
辅助⽣成测试⽤例
⽣成验收测试数据
设计⽤户测试任务

整理⽤户测试结果
识别并编写验收标准
启发设计演示脚本
Bug影响分析

编写验收测试总结

……

辅助⽣成产品发布说明
辅助⽣成⽤户⼿册
启发营销⽂案和海报⽣成
启发营销视频编写脚本

起草场景化营销点⼦和⽂案
起草PVR报告
启发运营策略
辅助运营数据分析
社交媒体⽤户评价分析
客户评价情感分析

……

我们同事搜集了100个⼯具, 但绝⼤多数⼯具，⽤⼾是仅试⽤1-2次就⾛了；⽤⼾量很低，留存就更低。

· 产品规划 ·
●  根据资料进⾏ SWOT 分析

●  根据资料进⾏竞品分析

●  ⽣成愿景陈述

●  辅助识别MoS

●  机会场景构想

●  假设识别定义

●  假设实验设计

●  举措指标建议

●  ⽣成专题图布

●  ⻛险识别建议

●  投资分配检查

●  ⽣成Pitch Deck

       产品设计 需求拆解 需求细化 需求验证 产品运营

 「能⽤」的AI需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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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这些AI需求助⼿不实⽤的原因：
⼤多仅依靠提⽰词(+workflow)，上下⽂不够导致采纳率低；2. 缺乏已有产品上下⽂知识；

3. 与上下游其他⼯具割裂，⽆法帮助⽤⼾完成完整的⼯作任务

 「能⽤，但却不实⽤」
故事验收标准⽣成助⼿                     故事验收标准⽣成助
⼿



 ⼩调研：产品⼈对「好⽤」的AI需求⼯具有期待

超过40%的伙伴认为当前有⽤的⼯作 场景Top3
⽇常办公、业务规 划、需求分析

超过50%的伙伴认为在未来1-2年内辅助能⼒ 
产品设计、需求分析、⽇常 办公提效可达30%

认为对 个⼈⽣产⼒提升10%以上的伙 
伴占⽐64%，相对去年24%  

⾼频使⽤AI⼯具的PO/BA伙伴 
占⽐63%，相对去年15%   



“

A I需求助⼿「好⽤」的标准：

1. 能有效辅助完成「独⽴任务」

2. 辅助效果好——稳定、⾼采纳率

3. 体验好——贴合使⽤场景、有爽点

“



PART 02

找到合适的细分场景



● 根据资料进⾏ SWOT 分析 ● ⽤户问卷设计 ● 整理业务术语 ● 整理⽤户故事格式 ● ⽣成验收测试⽤例 ● 辅助⽣成产品发布说明

● 根据资料进⾏竞品分析 ● 问卷结果分析 ● 启发业务流程 ● 解释UI原型 ● 辅助⽣成测试⽤例 ● 辅助⽣成⽤户⼿册

● ⽣成愿景陈述 ● 分类/结构化⽤户调研结果 ● 痛点问题定义 ● ⽣成功能交互流程图 ● ⽣成验收测试数据 ● 启发营销⽂案和海报⽣成

● 辅助识别MoS ● 根据⽤户评价做出体验评分 ● 从反馈中抽取问题 ● 识别表单校验规则 ● 设计⽤户测试任务 ● 启发营销视频编写脚本

● 机会场景构想 ● 从访谈记录⽣成现状流程 ● 从反馈中抽取⽤户故事 ● 识别分⽀和异常场景 ● 整理⽤户测试结果 ● 起草场景化营销点⼦和⽂案

● 假设识别定义 ● 竞品信息收集分析 ● 识别⽤户故事 ● 识别并编写验收标准 ● 识别并编写验收标准 ● 起草PVR报告

● 假设实验设计 ● 启发⽤户画像并定义 ● 识别并拆分⽤户故事 ● 启发设计演示脚本 ● 启发设计演示脚本 ● 启发运营策略

● 举措指标建议 ● 启发⽤户场景构建概念原型 ● 识别⽀撑性需求 ● 实例化验收标准 ● Bug影响分析 ● 辅助运营数据分析

● ⽣成专题图布 ● 启发设计点⼦⽣成产品概念 ● 启发⽤户故事地图 ● 识别故事依赖 ● 编写验收测试总结 ● 社交媒体⽤户评价分析

● ⻛险识别建议 ● 启发并⽣成未来旅程 ● 识别依赖建议优先级 ● 实例化验收标准 ● …… ● 客户评价情感分析

● 投资分配检查 ● ⽣成低保真原型辅助沟通 ● 需求分类标签 ● 识别关联故事卡 ● ……

● ⽣成Pitch Deck ● …… ● …… ● ……

● ……

⼤模型适合/不适合的场景：

⾮常有⽤： 粗粒度内容⽣成，会话式⽤⼾界⾯，知识发现，创新思考，头脑⻛暴，创意思路探索
有些有⽤：分割/分类，内容合成/总结，多模态内容理解，推荐系统，感知，智能⾃动化，异常检测/监控
⼏乎没⽤： 预测/预测，计划，决策智能，精准细节，微妙和系统复杂性，跨学科/混合领域的集体智能，完全⾃主系统

       产品设计 需求拆解 需求细化 需求验证 产品运营

 理解⼤模型适合/不适合的场景

· 产品规划 .



特点

AI：会做
我：很精通

我很讨厌这些重复的事情，
希望AI来帮我做

AI：会做
我：我会做，能判断质量好坏，但不精通的事

如果AI能帮做做好、还能更快，

就太棒了

AI：会做
我：我不会做，不了解、没接触过的事

如果AI能指导我来做

降低学习⻔槛

典型 ●  阅读⼤量的业务⽂档，整理业务术语 ● 进⾏竞品分析，完成⼀个竞品分析报告 ● 进⾏产品规划，识别机会⽅向
示例 ● 根据反馈修改产品原型 ● 进⾏运营数据分析 ●  陌⽣领域的业务梳理

期待AI     
的⻆⾊及提   
供的价  值

给⼒的⾃动化、智能助⼿
尽量⾃动、⾼质量地帮我完成
以节省我的时间和精⼒

随时响应的同事/伙伴/助理，
给我有价值的建议、反馈和启发
希望AI能帮我做得更好

赋能我更⾼质量完成⼯作

⼀个⾮常专业的教练
能随时、耐⼼地指导我、启发我
希望有⼀个随时提供⽀持的专业教练
为我赋能，扩展我的技能

可以⽤到    
的AI能⼒

总结、结构化信息提取、图⽂理解和解读        
翻译、内容转写、信息结构化
意图理解、内容检查/审核等

总结、结构化信息提取、图⽂理解和解读             
翻译、内容转写、信息结构化
意图理解、内容检查/审核等

总结、结构化信息提取、图⽂理解和解读        
翻译、内容转写、信息结构化
意图理解、内容检查/审核等

 可能的三个⽅向

「我们很精通的事」                  「我们会做但不精通的事」                                   「我们不会做的事」



需求拆解

根据反 
修改⻚ 
原型

根据反馈
更新PRD

馈
⾯

整理需
求讨论
记录

Feature->Story
⽣成PRD初稿

⽣成实例

Story细
化规则场
景、定义
AC

整理更
新业务
术语表

辅助需求
质检和评
审

化、精准
的验收测
试⽤例

竞品分
析资料
和报告

 选择细分场景
圆圈⼤⼩代表价值影响

可⾏性低
落地复杂性⾼

可⾏性还⾏
落地复杂性可控

可⾏性⾼
落地复杂性可控

低频
（每⽉X次）

⾮刚需

中频
（每周X次）     

⼤多时需要

⾼频
（每天X次）

刚需



案例：从 辅助「实例化需求 验收标准」向前向后串 联，「Feature -> 拆解Story -> Story AC -> 验收测试⽤例」

 从⼀个单独碎⽚任务辅助到向前串联成完整场景



AI综合评审意⻅
,设计评审议程

AI需求⽂档

AI可视化分
析

AI
能⼒

. Team AI 聊天助⼿ 作为 协调者 - 各个AI原⼦助⼿的「⼤管 家」

「团队上下⽂感知雷达」

阶段                       需求分析                                             在线协作预审                                      评审会议                            讨论与澄清                                      修改与确认

服务于团队的「AI需求流程助⼿ 」，穿透 需求反复 讨论与评审场 景，让整个团队的需求Lead Time有效缩短

 串联更多的碎⽚辅助能⼒，辅助⼀个完整的⼯作场景

协作⽩板在线需求⽂档 在线需求⽂档在线需求⽂档

AI需求 审核

AI需求⽂档

AI可视化分  
析

AI需求分析

AI需求⽂档

AI可视化分 
析

在线需求⽂档 协作会 议

AI评审会议

AI可视化分  
析

确定参与⼈员
可视化
讨论内容

根据决议
修改内容

⽤⼾输⼊
需求title
开始分析

审核⽤⼾
确认审核要点和

步骤
启动评审⽤⼾反馈

确认每步内容
⽤⼾确认

分析要点和步骤
通知其他
成员发起评审邀约 确认讨论点 明确决议 ⽤⼾反馈

确认内容更新
⽤⼾确认
每步评论内容

邀请⽤⼾
在线预审

⽤⼾
⾏为

现触点

AI提⽰分析要点 
和步骤

● AI评审会议

AI根据决议   
给出修改建议

AI⽣成
更改要点记录

AI辅助
⽣成邀约内容

AI⾃动
协调安排⽇程

AI辅助
决议(投票)

AI进⾏要点 
检查和预审

AI辅助⽣成 
每步初稿

AI总结要点 
并可视化

AI开始引导 
分析过程

AI⾃动   
更新内容

AI引导   
讨论过程

AI提⽰   
评论意⻅

AI引导   
审核过程

AI   
触点



“

「好⽤」的AI需求助⼿：

1. 找到现阶段⼤模型更能发挥的场景

2. 找到「完成独⽴任务」的场景

3. 找RoI更⾼的场景

“



PART 03

知识库：结构、初始化及保鲜



40~50%   
采纳率

20-40%   
采纳率

~70%
采纳率

20-30%   
覆盖率

以「AC验收标准和测试⽤例⽣成」场景为例

采纳率 = ⽤⼾接受的AC数量 / 总⽣成AC数量

覆盖率 = AI⽣成且⽤⼾接受的AC数量 / 专家⼈⼯产出的AC数量

70-80%
覆盖率

 「好⽤」稳定输出⾼采纳率的结果——需要知识库

50-60%    
覆盖率

40-50%    
覆盖率

50~60%   
采纳率

      「好⽤」的效果基线          

30-40%   
覆盖率

80%

60%

40%

20%

 +结合产品已有的⽤例资产 +结合产品的AC经验知识使⽤提⽰词单步⽣成    +产品业务背景知识

80~90% 
采纳率

拆解为多步workflow



产品功能树

已有的测试⽤例资产

 需求助⼿所需要的上下⽂及知识

以「需求AC验收标准和测试⽤例⽣成」场景为例

术语表产品概述

产品AC经验知识



业务领域通⽤的术语表

业务领域内各产品的接⼝、依赖关系

产品简述、产品定位、产品架构、产品版本历史等

产品-特性/模块-功能的树状关系

产品不同功能下的AC和测试⽤例梳理逻辑、隐性校验点知识

产品中每个功能对应的测试⽤例

产品简述、产品定位、产品架构、产品版本历史等

产品-特性/模块-功能的树状关系

产品不同功能下的AC和测试⽤例梳理逻辑、隐性校验点知识

产品中每个功能对应的测试⽤例

产品B

 知识库：组织资产结构

产品概述

产品功能树

产品AC经验知识

产品测试⽤例知识

产品概述

产品功能树

产品AC经验知识

产品测试⽤例知识

业务领域术语表

业务架构图/描述

领域/产品线

产品A



需求助⼿
中补充上下⽂

内部⼯作台
业务知识问答Chat

需求平台
术语解释/⽤例查询

需求平台
术语解释/⽤例查询

冷启动 - 构建初始知识库

模型运营平台

 知识库初始化、应⽤和定期更新流程

知识定期更新

收集应⽤记录和⽤户反馈
数据，进⾏⾃动评判，并
沉淀挖掘出新的知 识

意图识别、召回数据标注
&微调数据集更新

&微调迭代

专家(SME)
审核并⼿动调整
(含置信度)

专家(SME)
审核并⼿动调整
(含置信度)

业务知识库应⽤

…

AI辅助构建
产品功能树

各数据源变更侦听   
与更新pipeline

AI辅助提取       
⽤户⻆⾊及⽤例

AI辅助构建
关联产品⽤例到功能

…

准备相关的    
⽂档资料

AI辅助提取
相关术语

⼊库形成    
初始版      
知识资产

定期获取刷新数据（每个迭代 /每⽉）

-如审核更正术语解释

-如审核更正资产关联 
关系

知识运营 
官



术语
知识

AC/TC经验知    
识

产品模块
描述

⽤户画像

产品设计
创意

领域对象与
事件分析

主要场景
建议与拆解

⽤户
旅程/流程
设计建议

业务知识
问答

需求实例
分析

 A I辅助进⾏知识库初始化

以「XX需求助⼿」为例

创意概述 ⽅案思路 场景建议 流程建议 需求逻辑脑图 领域对象 测试策略脑图与⽤
例列表

测试策略
脑图与

测试⽤例

历史
测试⽤例

历史
需求实例

产品   
功能树

历史
架构⽂档

需 

求 

拆 

解

业务 
知识

需
求
细
化

历史   
需求书

领域对象

⽇ 
常



“
1 ⼤部分业务知识通过传统检索、最多关键词语义匹配出结果后，提供上下⽂，不 

需要复杂的RAG

2  ⼤部分产品的测试⽤例资产是丰富和准确的，尤其对于从1到N的产品， 测试⽤   
例资产是需求助⼿⾮常重要的知识来源

3 提供AI辅助进⾏产品知识初始化⃞如从已有业务⃞档中提取术语清单、业务      
对象及概念关系、业务流程；从历史需求卡⽚数据来整理产品功能树等

4 知识运营官⃞每个领域还是应该找出资深专家来做知识运营官，这个⃞⃞⃞      
常重要，团队的经验知识可以通过AI杠杆赋能到所有团队成员，组织应该设置    
明确的职责和对应的激励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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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够「好」的体验



⽤户价值 =

[新体验 - 旧体验] - 迁移成本

——俞军

“

“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587263


AI需求分析助⼿

⽤⼾故事细分分析类似，如AI格
式优化、AI模板引⽤、⾃动插⼊
实例化需求可以内嵌到⼯具界⾯
中

侧边栏Copilot式聊天助⼿⽤于   
处理与当前主屏内容不紧密相
关、复杂的需要多轮交互的任务 
,如多轮对话优化实例化需求

 嵌⼊到当前⼯具平台中，不要轻易增加新的触点

简单的、可以⾃动在填充上下⽂、不需确认的AI能⼒，尽量直接内嵌⼊已有⼯具界⾯中；侧边栏Copilot⽤⼾需要意图澄清、多轮对话、与主屏 
任务不密切相关的处理。尽量让⽤⼾不⽤跳出当前屏就可以完成主屏的⼯作任务。如果⼯具是封闭的，就结合已有的IM/办公平台⼊⼝。

简单的不需要⽤⼾输⼊额外内容的AI     
能⼒，如⾃动优化⽬标描述、⾃动插     
⼊MoS指标，可以「⽆缝嵌⼊」当前     
⼯具交互中

产品规划AI助⼿



使⽤该⻚⾯前：

• 当前⽤户⻆⾊/权限
• ⽤户所⼯作的项⽬

• ⽤户在团队协作看板上的任务卡⽚
• ⽤户在⼯具链上上⼀步的操作

• AI Chat窗⼝的历史会话信息
• 与当前⽤户紧密协作的其他⽤户
使⽤该⻚⾯中：

• 当前主屏的任务意图
• 当前主屏内容信息、历史的X个操作
• 当前主屏选中的内容、⿏标位置

• 剪贴板信息
• 当前主屏任务所关联的其他⼯具存储数据

• 来到这个⻚⾯后AI Chat的会话和操作
使⽤该⻚⾯后：
• ⽤户如果当前主屏任务完成之后的下⼀步任务
• ⽤户需要进⼊的下⼀个⼯具
• …

 背后隐含上下⽂感知雷达，给出更贴合⽤户场景的响应

背后隐含⼀个团队上下⽂感知雷达

以需求反复讨论与评审场景为例：AI需求流程助⼿



 像IDE Chat⼀样，结合主屏上下⽂给出合适的响应

以需求反复讨论与评审场景为例：AI需求流程助⼿

⻚⾯主屏：

• 为⽤户提供名词、术语解释

• 提供相关的知识资料⽂档链接

AI Chat助⼿：

• 根据主屏任务⽬的，提供⼯具实践解释

• 引导流程

• …

及时主动为⽤⼾提供「知识」



6)在编码助⼿中提供需求卡⽚内容4)辅助拆解，建议功能需求清单 5)⾃动解释术语名词，关联到原始定义

2)⾃动为需求关联相关⽂档链接资源 3)⾃动根据类型提供结构化草稿

 联动⼯具上下游，给出完整的场景辅助

以Jira AI辅助为例：从创意-需求框架-需求拆解-术语解释-IDE中应⽤需求内容

1)⾃动为从创意/反馈创建需求



 提供⼀个「爽点」体验

以X需求助⼿为例：在⽤户从确认要进⼊下个迭代的⽤户故事以后，在晚上通过调度任务，⾃动为本迭代所有的⽤户故事，

根据⽤户故事分类型的模板，⽣成验收标准逻辑脑图和⽤户故事细化的场景及验收标准内容。有效辅助产品经理/BA在迭代前细 
化所有⽤户故事的压⼒



1

2   通过感知雷达⾃动将上下⽂知识补充给AI 
让AI给出更贴合⽤⼾当前任务的响应

3   让需求助⼿与上下游⼯具联通起来          
减少在⼯具间的切换和复制粘贴

4   需求助⼿「能⽤」之外，                        
⼀定要提供⼀个 「爽点」

“
把AI能⼒「⽆声」嵌⼊到⽤⼾流程中，
尽量不增加新的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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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需求助⼿：2025展望



AI前台
触点

团队AI
后端平台
服务

模型
托管平台

产品规划⼯具
AI助⼿

Team AI Agents      
运营监控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提供三种融合交 
互⽅式，尽量提供给⽤⼾⽆缝衔接的 
使⽤体验
●  嵌⼊到⻔⼾或⼯具中的AI应⽤
●  AI Chat浏览器侧边栏
●  嵌⼊到企业IM的智能问答AI        

Chat

后台服务以4种形式提供Agent应⽤    
到前端接⼊：
●  供前台直接调⽤的API接⼝
●  嵌⼊到浏览器的侧边栏Chat插件
●  嵌⼊到企业IM的智能问答AI        

Chat插件

●  嵌⼊到前端web应⽤的⻚⾯插件

后台平台会提供：
●  结合企业的产品/应⽤知识库的    

的知识库管理全流程
●  调⽤内部⼯具接⼝在AI助⼿中完  

成任务
●  团队⽤⼾与知识库权限对接等

32

 「好⽤」AI需求助⼿不仅仅是前端应⽤

产品/应⽤知识库
初始化 - 查询检索 - 定期资产沉淀 - 知识刷

新

AI Agent引擎
AI Agent框架 - Agent DSL - Workflow

编排调度

内部⼯具链开放接⼝插件管理
接⼝注册 - 接⼝查询 - 接⼝使⽤监控

模型API访问&使⽤监控 模型微调数据⼯程模型微调⼯具

BizDevOps⼯作台⻔⼾ - 协同场景AI助⼿ Team AI Chat 侧边栏 IM聊天的智能问答AIChat

IMAI Chat插件 嵌⼊Web⻚⾯的Widget应⽤侧边栏AIChat插件场景化 API服务

Team AI 
Agent 启⽤/停
⽤管理

Team AI 
Agent 预览
和测试

Team AI 
Agent 发
布

Team AI 
Agent 创
建

IDE
智能编码插件

运维平台 
AI助⼿

度量平台 
AI助⼿

产品设计 
AI助⼿

测试⼯具 
AI助⼿

需求分析 
AI助⼿



我们有理由相信

产品⼈也将拥有⾃⼰的「Cursor」





利⽤AI技术深化计算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推动研发进⼊智能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