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微信投票，设计产品前你想好了吗？

（后台篇） 

前几天发了一篇关于微信投票的前台篇，今天把后台篇也一起发上来，这样才算完整，看前台篇的文章请

移步到这里：关于微信投票，设计产品前你想好了吗?。 

关于微信投票的前台逻辑正如上面文章中说的这样，但这些内容的呈现都需要在后台进行设置，所以关于

后台方面我也按照相关逻辑与开发进行了沟通，并形成了如下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 

 

产品设计方面，我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复用性。要知道，任何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产品，不单单只是为了某一

活动或者任务，个人感觉产品经理设计出来的产品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它不但“好看“、“听话”同时还会“长

大“，“长大“就是产品的复用性，如果可以把复用性作为一个权衡项来设计，将来如果再次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不至于让我们手忙脚乱了。 

关于后台的产品设计方面，大体我分为了以下几个项目： 

活动配置 

 



关于活动配置的相关功能延伸主要如上图所述，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下几点： 

1. 投票活动起止时间与页面展示截止时间，起初设计的活动页面只有活动起止时间。也就是说当活

动结束时，我们就无法再次进入页面进行访问，但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投票活动已经结

束，但我们仍需正常访问页面查看选手名次及将排名对外界进行展示。所以此时页面展示截止时

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投票活动的起止时间只代表了投票的时间范围，但页面展示时间仍旧可以

继续延长至某一个时间。 

2. 由于本次投票活动是借助于微信进行的，所以我们限制了每个 ID 每天的投票数，这里的 ID 指的

是微信的 openID，比较好控制，可以一定程度上面避免刷票情况的发生，如果是在其他应用场景

里的投票，那这里的 ID 另当别论。 

3. 是否限制每天为同一选手投票，这里我建议是限制的，因为每 ID 每天有 3 票，但只可以投给 1

个选手 1 天 1 票，这样可以减少单个选手刷票对投票公平性的冲击，同时也可以带动其他选手的

得票数，这样相对公平公正。 

4. 活动期间每个 ID 最大投票数量。关于这个配置项，我是想了很久才加上的，按常理说活动期间每

个 ID 最大投票数量应当是“活动天数*每 ID 每天可投票数”。但这里加上的这个配置项是为了应对

一些突发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更大程度上给了产品了更多的灵活性。 

5. 每天活动抽奖次数，这里不做过多解释，在前台篇当中有相关的业务逻辑。 

选手配置 

 

选手配置页大多都是关于选手的相关信息配置，但仍旧有一些细小的功能设计： 



1、初始票数，这里也许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要设置一个初始的票数，难道每个选手的初始票数都不一样

吗?答案当然是假的，这么设计只是为了给票数上加上一个基数，说的简单点就是为了让数据好看，默认为

0，可自行设置从 1000 或 10000 开始，但你要是在某位选手上多打了 1 个 0 的话，这下就不好说了。。。 

2、参赛状态，这里是需要说的，万一万一万一有选手中途退赛，需要将她从投票列表中删除，这个按钮就

起了大作用了，如果没有设计，动动手改代码也是可以的，但最好要考虑，不管你是设计为退赛还是删除

都可以，但这里的退赛，只是在投票页面上隐藏，选手相应的数据保留，这样就比较好了，万一万一万一

万一那个奇葩的选手要回归的话。。。你就懂了吧? 

奖品配置 

 

这里可以说是投票活动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因为稍有疏忽就够喝一壶的： 

1. 抽奖的原则我个人认为是“只能少不能多”。也就是奖项最好都都抽走，但是不能被多抽，万一公

司准备的 5 台大苹果被你设计的抽走了 6 台，老板还不找你聊人生啊?所以需要着重说明的就是关

于抽奖的算法，你可以不懂，但是一定要设计明白。我在这里只设置了相应的每天最多中奖数，

也就是将奖项平均分在每天，如果你的奖项无法按照每天来分配，这里就需要着重与开发进行交

流，确定好相关算法，多听取意见与建议。 

2. 实体奖与虚拟奖的区别除了需要邮寄以外，更重要的区别就是虚拟奖即中即提，也就是现场发放，

所以需要预先将相关中奖码导入至奖品的中奖池中，所以虚拟奖品与实体奖品的库存管理是不一

样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3. 中奖提示语，预先设计是为了方便在中奖时进行展示，效果大概类似于“恭喜您，获得 XXX 激活码

1 个。”。 

表单收集 



 

抽奖活动的数据记录中心： 

表单收集中除了有投票人中奖的记录之外，还有选手的得票情况与参与投票人的投票情况，这里是所有抽

奖活动的数据汇总中心，可按照图上的搜索条件进行搜索与查看，必要时需要支持数据导出功能方便运营

派发奖品及奖品统计。 

关于需要提醒的一些小细节： 

万能错误页，这个一定要设计，以应对突发情况。 

针对微信对第三方投票的和谐，应有二手方案，可做到快速切换。 

测试!测试!测试!第一是对投票环节的功能性验证，第二则是对抽奖环节的算法进行验证，避免“老板找你聊

人生”情况的出现。投票关闭(但页面仍旧显示)时，投票按钮的交互功能，按钮置灰或点击后的提示语设计。

对投票数据、流量、抽奖情况的实时查看。 

 

#相关阅读#关于微信投票，设计产品前你想好了吗?还有更多的微信营销文章，在海淘科技官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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