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理解的需求文档

需求文档是产品经理日常工作输出最重要的文档，需求文档是在

写什么？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以下是我理解的需求文档，抛砖引玉，

供大家探讨。

需求文档最重要的读者首先是产品经理自己，无论是需求实现前

用需求文档讲述需求的实现思路，实现时按需求文档进行设计、研发、

测试，还是需求上线后回顾需求文档进行复盘总结，都是依照产品经

理写的需求文档。其次的读者才是负责需求实现的设计师、研发人员、

测试人员以及其他产品经理。

按我的习惯，需求文档会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的内容。

一、需求变更日志和版本迭代记录



第一部分是需求变更日志和版本迭代记录。需求从提出到最终上

线，中间必然经历一些需求变更或方案调整，因而需要有变更日志来

记录这些变更。

需求变更日志并不只是写需求新增或减少了哪些功能，而是更仔

细些。

例如：需求中的 A功能点，原来打算用方案一实现，但考虑到资

源、现实场景的限制，改为用方案二实现，这个也要写，虽然从结果

上看仍然是实现了需求中的 A 功能点，但从过程上看，方案一到方案

二的转变，是产品经理思考的升级，也是对资源限制更深的考虑。

此外还应记录清楚需求是因什么原因变更，变更前后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以便后面查找细节。

而版本迭代记录，除了包括对需求中功能的版本迭代，还应包括

产品经理对这个需求思考路径的迭代。

需求中功能的版本迭代，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不赘述，主要想说

明下产品经理对需求思考路径的迭代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之前提过，产品经理很大的工作是在做决策，因此决策质量很重

要，而决策质量需要通过不断地优化决策思考路径来提高，产品经理

应该记录自己对需求的思考过程，对过程进行不断总结和优化。

另外，将这些思考的过程展示出来及与其他同事讨论，可以跳出

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兼容并包。



所以我一直认为产品经理在处理一个需求时，其思考路径、决策

依据应该公开透明，能够让所有参与需求的人都能够可查看、可探讨

（来自瑞·达里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他的《原则》）。

那么，我输出需求变更日志和版本迭代记录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按我的习惯，在输出一个需求文档的时候，会先按当下我能考虑

的情况先写一个 Beta 版，这时候我将它命名为 V0.7 版本，然后隔一

天我再重新思考，看自己昨天写的需求文档，这时能发现很多不足的

地方，那就从头开始改一遍，标明需求有哪些变更，这时的版本是

V0.8 版本。

下一步找其他产品经理向他讲述一遍这个需求文档或在组内组

织一次需求评审，综合意见，再修改一遍，标明需求有哪些变更，这

时的版本是 V0.9 版本，最后再找开发测试设计的同学进行需求评审，

从开发测试设计的角度对需求的实现做一遍修改，标明有哪些变更，

形成最终的版本 V1.0。

这样下来，一份需求文档能够包含产品经理对一个需求实现方案

完整的思考过程，其中不仅有自己思考的升级，还有从研发、测试、

设计等各个角度对实现方案的调整补充，是针对这个需求，在当前的

资源限制、背景约束下最好的实现方案。

有了需求变更日志和需求版本迭代记录，不仅可以做到需求的实

现逻辑实现思路可溯源，完整记录整个需求从被提出到上线多个版本，

期间的产品思路、实现逻辑有了哪些变化，产品经理可时常回顾拿来



参考，产品团队可针对大的需求做针对性复盘，也可提供给后来接手

工作的产品经理了解需求的完整迭代过程。

二、背景&方案&价值

背景、方案和价值，是需求文档的核心，是任何需求在进入到实

现阶段前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反复探讨的部分。

需求是背景下的需求。这里的背景，需要写明白的内容可包括但

不限于当前产品所处行业的现状，产品/功能模块所处的状态、目标，

开发团队的资源限制、技术限制等。

最开始做产品经理时，体验其他产品的一些功能，不免吐槽，这

里怎能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啊，要是我的话一定能比他做得更好，诸

如此类。

到后来做产品的经验见长，才明白任何一个需求都受限于当时的

背景状况、资源限制，抛开这些背景谈实现都是扯淡，产品经理要做

的是在当前背景下，找到最佳的实现方案。因此，梳理需求背景是产

品经理对当前资源现状的考量，是实现需求的第一步。

方案是背景下需求的实现方案。既然需求会受到资源现状的限制，

那么方案也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可能会有折中妥协，会有不完整的方

案。有时需求本身就是试验性质的，是为了快速测试效果，那么在方

案上选择一些实现简单、开发难度较小的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写方案时，可以按照「用户-场景-问题-方案」这个框架简要

写明实现方案，也就是什么样的用户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遇到了什么问



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里要求方案要经过提炼，能够通过

一句话说清楚。

价值是指实现这个需求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包括用户价值和

业务价值，用户价值是指实现这个需求能够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例如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等；业务价值是指实现这个需求能给产品的

业务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例如提升用户留存或者提升业务收入等。

需求不一定要同时提供用户价值和业务价值，也不一定两个价值

都需要为正（例如带来很大的业务价值而牺牲很小的用户价值也是可

以的），具体需要依据产品当前的状态来考虑，但不能带来价值的需

求一定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思考需求能够产生什么价值时，同时要思考的是以什么

数据指标来评估这个价值，也就是需求上线后效果的好与坏要有量化

的指标。不一定所有的需求都能够找到量化的效果指标，但一定要尽

量找到这个指标。只有需求的效果能够被衡量，产品才能够往更优的

方向迭代。

三、业务逻辑&流程说明&功能需求详述

第三部分主要是需求实现的部分，我把它划分为业务逻辑、流程

说明和功能需求详述。

业务逻辑部分描述的是需求中涉及到的数据流向和用户流向，特

别是需求涉及到多个系统时，数据和用户在系统之间如何交互的（这

部分的内容偏复杂，后面再单独写下我的理解）。



目前针对业务逻辑部分，我主要的输出是多通道的泳道图来描述

系统间的交互。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说明数据流向时要兼顾考虑

正常流程和异常流程，以及在说明用户流向时要考虑清楚需求边界。

此外，需求的复杂程度不同，可能还会包含页面流程图、页面结

构图等。

功能需求详述就是常说的原型。

我目前的习惯，在需求文档的早期版本不喜欢输出高保真的原型，

而是倾向于用低保真原型加文字描述的方式来说明需求中的功能实

现。

功能需求详述以需求中的页面为单位，分为原型图、需求说明和

交互说明三个部分。

原型图对需求涉及的每个元素进行标注；需求说明针对原型图中

的标注进行文字说明，包括字段逻辑、按钮逻辑、页面逻辑等；交互

说明则是针对一些非逻辑的交互进行说明，例如某些字段、需要突出

显示，页面变化时需要怎样的特殊效果等等。

四、相关文档的集合

日常工作中，时常出现想要找需求的某个相关文档时，四处搜索，

浪费很多时间的情况，为此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把需求文档作为

一个所有相关文档的集合。如埋点文档、设计稿、接口文档、测试用

例文档、开发相关的链接、上线后的数据等，都以链接的形式整理在



需求文档中，这样每次需要找需求的相关文档，都可以从需求文档中

快速找到。

五、需求上线后的数据

凡是需求，必然要有验证效果的数据，而从每一个失败与成功的

需求中不断总结和反思，是产品经理成长的重要途径。如上文所说，

产品经理应该保持开放透明，那么就意味着产品经理对于需求输出的

实现方案，最终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应该将效果数据按实际公开，

这既能够促使产品经理自己不断改进产品思路，也能够让参与需求的

相关同事了解自己的工作成果，增加他们的参与感与成就感。

以上便是我理解的需求文档应该包含的一些内容，可能过于繁杂，

具体还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工作习惯做取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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