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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关注老年群体，为老年群体设计顺应时代发展的产品。根据基于用户体验层面的老人购物

车设计理论，完善老人购物车。方法 分析现有老人购物车的优劣点，根据老年群体具有的心理与生理

特点，结合老人使用购物车时特有的使用环境、体验状态和消费喜好，总结出老人购物车的设计策略。

结论 通过从用户体验的层面提出老人购物车的设计原则，得到具有优秀用户体验的老人购物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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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 attention to the elderly groups, design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group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theory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level, improve the shopping 

car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sy-

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combined with the special use environment, experience state 

and consumer preferences,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user expe-

rience level,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is proposed, and the shopping cart scheme with ex-

cellent user experience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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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用性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为基础的用

户体验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用户

体验设计师唐纳德·诺曼提出，旨在通过“人脑模块分

析”和心理社会学说，研究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

考、行为、关联等产品体验[1—2]。截至 2015 年底，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 2.22 亿，占总人口的

16.1%。严重的老龄化背景，必将令市场产生巨大的

老年产品缺口。如何基于用户体验理论，以老年群体

体验为核心指导老年产品实现可靠、有效、实用的设

计，成为用户体验设计的重要研究课题[3]。 

1  老人购物车概述 

老人购物车是一种生活辅助工具，它起源于美

国，由超市购物车演化而来，作为老年产品中的一类

生活辅助品。老人购物车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根据

随机发放的 100 份问卷调查得出，83%的老人前去购

物时都会使用购物车。假定广州市 140.65 万老人里

有一半的老人需要购物车，以当前购物车市场价格

100 元/台定义，仅仅广州市的老人购物车市场就将达

到 7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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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老人购物车使用环境 

老人使用购物车的地点有：超市、农贸市场、小

商店、公交地铁上以及来回途中。将购物车使用的活

动轨迹分解为：从家里出发，从小区走路或搭公共交

通工具去附近的超市或菜市场，购物完后原路返回家

中。一般途中会经过到阶梯和斜坡，二三线城市大部

分社区和一线城市的老社区较少安装非障碍设施，需

要老人拉着购物车爬楼梯，比较消耗体力。 

1.2  老人购物场景及行为动作分析 

老人使用购物车的场景比较多，但总的来可以

归纳为 5 个主要场景，见图 1，分别为老人使用购物

车从小区出发、搭公交、坐地铁、正在购物中、及

购物完后爬楼梯返回途中。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

行走、弯腰、拉、提、推等动作，由于人步入老年

后身体机能下降及肌肉萎缩，老年人在行走中会出

现弯腰驼背及体力不支情况，加上行走中，还需要

负担购物车和购买物品的重量，因此在购物车的设

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助行、轻便性、可中途休息等因

素。弯腰也是购物过程中常见的一个动作，老年人

由于衰老使得动作迟缓及腿部力量下降，因此在购

物车的设计中也要考虑拉杆的高度，置物箱的高度。

在拉着购物车上台阶，进入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

会要拉、推和提购物车，这会比较消耗老年人体力，

而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力量逐渐减退，在

设计购物车时要考虑购物车的材料及结构的合理

性，以减轻购物车质量，同时省力的使用方式也是

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 1  老人购物车使用场景 
Fig.1 The use environment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1.3  老人购物车分析 

目前，市面上的老人购物车偏向智能化，且很多

具备了助行、刹车、驻车制动、可折叠等功能。然而，

功能增多并不意味着购物车的使用体验也随之增加，

反而因为一些功能和结构的考虑不全，导致老人在使

用过程中产生失望体验和消极情绪。常见老人购物车

分析见表 1。 

表 1 常见老人购物车分析 
Tab.1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 shopping cart 

外观

图示 

   

优点 
拆卸方便；轻便可折叠；

结构简；价格便宜 

空间容积大；操作性好；

方便老人移动；爬楼梯 

方便 

可助行可休息；自带刹车

锁轮；可折叠；容积大 

可助行可折叠；外观高档

大气；搭车方便；可中途

休息 

缺点 

易打湿，寿命短；不结实，

功能单一；爬楼梯不方便外

观差 

不灵活笨重；小物件容易

掉；古板冷漠；不方便移

动搭车 

坐垫容易打湿；自重大且

笨重；不方便爬楼梯；价

格较贵 

价格较贵；不方便装蔬菜；

购物袋容积较小；笨重 

 

2  用户体验概述 

用户体验又称用户体验设计，是以用户为中心

（User-Centered Design，简称 UCD）的一类设计策

略，旨在高效地提升用户使用产品的体验。其核心是：

在开发产品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要把用户因素列入设

计规划的主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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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产品的用户体验测试与评价时，需要把构

成产品的软、硬件系统按其性能、功能、界面形式、

可用性等方面与某种预订的标准或者预想进行比较，

对其作出评价。其中，用户评价可以分为总结性评价

和阶段性评价[4]。阶段性评价强调在评价中采用的是

开放式手段，如访谈、问卷、态度调查以及量表技术；

而总结性评价则大多采用较为严格的定量评价，如反

应时间和错误率等。目前主要的一些方法有：原型评

价方法、简易测试评价方法、眼动追踪评价方法、行

为观察评价方法、脑电信号评价方法以及用户问卷调

查表等[5]。 

3  基于用户体验的老人购物车设计原则 

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会获得不同类型的使用体

验。结合老人购物车，通过分析老人在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感官体验、行为体验和情感体验，得到基于用户

体验的老人购物车设计原则。 

3.1  感官体验原则  

感官体验是指通过用户的触觉、听觉、视觉、嗅

觉、味觉等媒介所获得的体验，也就是五感体验[6]。

五感体验与产品形态见图 2。 

 

图 2  五感体验与产品形态 
Fig.2 Five sense experience and product form 

老人在使用购物车时，感官体验主要来自于视觉

和触觉。虽然听觉、味觉、嗅觉刺激并不是主要的因

素，但是由于人的五感可以彼此相通、不分界限，如

能合理地运用五感刺激，让每个感官都发挥它的独到

用处，就能创造出更优秀的感官体验[7]。 

3.2  情感体验原则  

情感体验是基于对用户的情感分析，通过产品设

计，让用户产生情感上的共鸣[8]。把老人的情感分为

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例如，在使用产品过程中，老

人感到方便和舒适，就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情感（如微

笑、夸赞、兴奋），随之产生正面的、积极的情绪（热

爱、高兴、动情），对产品和品牌更加信任。反之，

如果老人在使用该产品时，并未获得良好的情感体

验，他们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不断抱怨直至失望，并

且不再相信该品牌的其他系列产品。如何才能使老人

避免自己的消极情感，并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

情感，是情感体验的意义所在[9]。 

3.3  行为体验原则  

所谓行为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会产生不

同的生理感受、使用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的用户体

验。由于体验层次的不同，行为体验大致可以分为生

理体验、使用体验和生活方式体验 3 种类型[10]，行为

体验设计见图 3。 

 

图 3  行为体验设计 
Fig.3 Behavior experience design 

4  设计实践 

4.1  思维导图 

通过调研，老人对购物车比较关心的功能、价格、

材质、造型、人机、结构、智能、色彩主要问题用思

维导图以表现。随机对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各 50 名

进行调研，对以上问题量化处理，并将其可视化，见

图 4。 

 

图 4  老人购物车思维导图 
Fig.4 Mind map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通过图 4 的分析，城市中老人和农村老人对于购

物车的需求比较接近，农村老人由于对于价格相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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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人更为敏感，智能功能对他们都不是迫切需求，

功能、色彩、结构、人机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点。 

4.2  设计分析 

老人购物车设计分析见表 2。 

表 2  老人购物车设计分析 
Tab.2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he shopping cart for the elderly 

目标群体 目标人群特点 购物车现状及问题点 

生活能够自

理，有购物习

惯的老年人 

1.身体运动机能、体力下降 

2.部分视力下降，出现老花眼 

3.一般喜欢早上购物，购物时间较长 

4.一般喜欢走路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 

5.喜欢结伴而行，途中会聊天休息 

6.使用现金，并自带购物工具 

7.购物类型（日用品、瓜果蔬菜、禽蛋肉类） 

1.造型单一，工艺粗糙 

2.色彩搭配凌乱，无美感 

3.购物袋易打湿，难清洁 

4.功能单一，档次较低 

5.结构笨重，不易携带 

6.未注重使用需求和用户体验 

7.所购物品不好放置 

 
4.3  设计方案 

车身采用 ABS+PC 材料，车轮为聚氨酯材料，
色彩上主体采用白色为主色，拉杆鸽子灰为辅色。白
色彰显年轻，鸽子灰给人带来心理感觉是比较高雅，
从而提升老人感官体验。 

城市中老人身体肥胖、骨质疏松、体力不支的占

有很大一部分 ，因而特意将购物车仿生成椅子形态

可供老人中途休息，置物箱分为 3 个室，分别放置日

用品，瓜果蔬菜，禽肉鱼类 3 种，且日用品置物室和

禽肉鱼类中间隔板可拆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侧边吸

纳盒采用软皮针织袋，可放保温杯及零钱等小物品，

同样可拆卸根据实际需求使用，在拉手顶部设计一个

放大镜，也是基于国内绝大多数老人视力下降情况而

设计，方便老人超市购物时看生产日期、标签价格等，

这会让老人感受到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关怀，充满人情

味的设计让老人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 

购物车整体外观简洁、大方、高档、新颖、实用，

彰显生活品味和社会地位，同时设计上改进了老人使

用购物车的使用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从给老人带来一

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体验。老人购物车设计见图 5。 

 

图 5  老人购物车设计 
Fig.5 Shopping cart design for the elderly 

5  结语 

随着老年生活需求的增加，银发产业的发展将给

予现有的产业市场一次全新的冲击。如何为老龄社会

设计是一个值得开拓的话题，本文以老人购物车为研

究对象，分析现有老人购物车的现状，提出老人购物

车的设计原则，对后续研究老人购物车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参考。同时，也希望所提出的设计理念和设计

方案能够引起相关企业和设计师的关注，开始重视对

老人购物车的设计，从而更全面和有效地提升使用老

人购物车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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