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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老年群体出行的电动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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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中国老年人群体出行缺乏与之适合的交通工具，对其出行使用的电动车进行设计研究。

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数据分析，实地调研成都犀浦地区老年群体及其出行需求和特点，总结了可运用

于实际的老年电动车设计的 4 条建议性设计原则和使用方式。结论 老年电动车设计的 4 条原则能够保

障设计方案在发挥电动车优势的同时，满足老年群体出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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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Vehicle Design on the Elderly Travel in China 

LI Ran, XU Yong-sheng, QI Wen-p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ck of proper traffic tools for the elderly travel in China，it studies electric vehicle design 

on the elderly travel.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data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in Chengdu Xipu area, it analyzes 

the elderly and their travel demand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ffic law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driver, and the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Then it summarizes four constructive design principles for elderly electric ve-

hicle design.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elderly electric vehicle can do to ensure the design both have electric vehicle ad-

vantage into play and meet the elderly travel demand in reasonable, legal and appropriat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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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年龄结构也正发
生着巨大改变。我国于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
以较快趋势发展。老年群体将在整个社会人口中占有
很大比例，而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且加速攀高。目前，
除选择乘坐公交、的士等方式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
的老年人选择自驾出行。尽管已有针对老年人驾驶特
性行为[1]、驾驶能力[2]、心理[3]的相关研究，但面向
中国老年群体出行的电动车设计研究 [4—6]则相对较
少，受重视和关注程度略显不足。 

1  中国老年群体分析 

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10%，

高达 1.38 亿人。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多的

驾驶者也将步入老年阶段，老年驾驶员将在驾驶员中

占有更大比重。 

1.1  老年人的身心特征 

随岁月流逝，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将逐渐衰

老，具体表现如视力、听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对刺

激反应迟钝、容易疲劳、动作灵活性、协调性及动作

速度下降。尽管如此，大部分老年人又仍具备较好的

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与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7]，能

够参加劳动，社会活动和独立出行。 

1.2  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人们在步入老年阶段（65 岁以上）后，其社会

角色就会有重新定位[8]。他们多已经进入退休生活阶

段，拥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部分承担了家庭的

日常家务，如买菜购物、接送和培育孙儿、或照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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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老年群体出行需求 

调查结果与文献基本一致，犀浦地区老年群体出

行范围仍然主要以区内活动为主，出行目标频率较高

的有菜市场、学校、超市、医院等，成围绕“家”的短

距离出行，购物、接送人、就医、访亲会友依次为出

行目的前四位。驾驶电动车的老年人出行距离通常在

5 km 以内，总体仍为短途出行为主，超出犀浦地区

则更多会选择公交或地铁。调查表明，与中青年不同，

老年人对电动车充电时间，续航里程与速度等问题并

不敏感，而较为关注车的价格、操作难易、载物载人

功能、防雨防风性、美观性。 

老年人通常具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因此对速度无

过高要求，也不太介意充电时间问题。老年群体极少

驾驶电动车进行较远行驶，主要还是为日常生活出行

使用，出行范围不大，所以对航程也并不很敏感。与

之相对应的是，受消费观影响，老年人在出行方面的

经费支出较为谨慎，便宜和物有所值是老年人选择电

动车的关键因素。其次，复杂的操作会让他们望而止

步，所以驾驶的难易性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因素之

一。此外，老年人还有常年购物和接送人的需求，他

们对货物存放、乘客位置预留以及防雨防风等功能也

较为重视。最后，老年人还表现出对外观造型的期待，

但对型态并无具体细节描述，色彩上则希望颜色鲜艳

喜气一些。 

3.3  面向老年群体出行电动车的设计原则 

综合文献与实地调研分析，提出面向老年群体出

行电动车的 4 条建议性设计原则。 

1）安全性原则。安全性是老年电动车最根本的

设计原则，任何与之违背的设计都要做出修改。首先，

中国道路与驾驶相关法规是整个电动车的设计前提，

对法规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仅仅知道，更应该对法规及

其数据的设立有系统和全面的理解，改被动受法规约

束为由法规引导设计的主动性设计思路；其次，考虑

电动车停止和运动、空载与满载、白天与夜晚等多状

态下的安全问题，例如在装载货物后，是否会由于重

心偏移造成对整车行驶安全的影响；操作界面方面，

需要顾及老年群体的特殊生理状况，界面尽量简洁明

确、指示明确、易学易用，不易产生歧义。另外，适

当增加辅助驾驶设计设备，提升出行安全性，如安装

激光投影光源，可达到提醒来往车辆或行人的目的。 

2）适用性原则。老年群体的出行需求是电动车

设计的重要依据，设计上合理、合适、适度，警惕对

电动车性能属性的片面追求和功能的累加。一方面，

电动车设计应当能够满足老年群体的一般需求，并通

过对其出行目的、行为、心理等因素的分析，挖掘和

发现潜在需求，使得设计能够具有针对性，适用于老

年群体；另一方面，严格分析并评估各需求的重要与

必要程度及其相关性，以保证功能精简、性能可靠、

成本合适，亦能够达到制造、商业层面的适用性。 

3）易用性原则。作为面向老年群体的电动车，

应当做到操作简单明了，乘坐舒适，符合老年人心理

和生理特点。具体而言，简化驾驶及其他功能操作的

动作步骤、时间和频率，以减小老年人记忆负担、认

知难度和受力强度；遵循设计的启示性原则[14]，通过

巧妙的设计限制错误操作可能，降低老年人犯错几

率；符合人机工程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加入一些为老

年人带来便利的专属设计，例如老年助立座椅[15]等。 

4）情感性原则。老年电动车也是一种消费类产

品，在具备安全性、适用性、易用性的同时，还应当

通过设计满足老年群体精神层面需求。电动车要顺应

老年群体的审美，造型上简洁明快、圆润大方，显亲

切感和安全感，色彩上优先选择纯度和亮度稍高一些

的色彩，但不宜过多过杂，装饰上则可适当融入他们

普遍认可和熟悉的元素；另外，老年群体会产生不服

老心态  [16]，反感设计带有衰老、病态的负面印象，

也是值得注意的。 

基于犀浦地区老年群体的实地调研，收集和分析

了当地老年群体出行的显性与隐性需求，结合已有文

献研究所总结出 4 条建议性设计原则，涉及中国城镇

老年群体出行常见需求的设计建议或方法。需要强调

的是，各原则内容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充分良好

的协调才能使得各原则在设计中产生更好的效果。 

4  设计原则在电池电动车上的运用分析 

电动车是指全部或部分用电动机驱动的车辆，包

含电池电动车、混合电动车和燃料电池电动车。电池

电动车由于具有操作相对容易、能源易于获取、小巧

实用、价格实惠的优点，非常适合于短途低速的社区

交通。 

在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进行对照分析可以发现，

老年群体对电池电动车存在的某些短板问题并不十

分敏感，却可能受益于于它的众多优点。简言之，就

目前的技术条件和商业环境，以电池为驱动的电动车

非常适合用于中国城镇老年群体出行。 

尽管电池电动车在具备成为面向老年群体出行

交通工具上占有较大先天优势，如果在设计中没有仔

细和系统性考虑老年群体及其驾驶的相关因素，电池

电动车不仅不能发挥优势还会暴露和扩大其劣势。因

此，在具体设计中积极运用安全性原则、适用性原则、

易用性原则、情感性原则，将电池电动车的物理特性、

技术特点与老年群体自身及其出行情况进行指导性

串联（见图 2），挖掘两者间的契合点，依此制定明

确、清晰并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保障发挥电池电

动车优势的同时，合理、合法、合适的满足老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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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的需求。 

 

图 2  老年电动车设计方法 
Fig.2 Design method of a elderly electric vehicle  

5  结语 

面向老年群体出行的电动车设计，具有良好市场

前景和社会价值，但其设计要求较一般电动车存在某

些特殊性。这就需要设计者就能够较好地分析和掌握

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出行需求和特点，以及与老年

人驾驶密切相关的交通法规条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安全性原则、适用性原则、易用性原则、情感性原则

指导设计，充分利用电池电动车优势的同时，巧妙且

具有创造性的设计出让老年人买得起、用得顺、行得

安全的电动车，从真正意义上满足中国城镇老年群体

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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