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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的用户角色构建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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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生活型态视角精准构建符合各类差异化高龄用户价值特征的角色类型。方法 以成都市城

市社区为研究案例，将高龄者生活型态研究作为基础，透过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框架构建具有针对性的

高龄者用户角色画像。结果 得出成都城市社区高龄者用户角色画像。结论 通过对生活型态研究，可以

敏锐把握不同生活语境下的各类高龄者用户价值，并借助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模型进行针对性分析，最

后透过用户角色法构建典型用户画像，可以有效地协助研究与设计人员创造出可以满足不同高龄者用户

需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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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User Persona Based on the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Lifestyle 

XU Xing, HU Fe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style, it can accurately construct the types of characters that conform to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elderly user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urban community in Chengdu city as the elderly 

lifestyle, a targeted elderly user persona by using a user valu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elderly is constructed. We con-

clude that four types of elderly user persona in urban community. By the study of lifestyle, we can grasp the user value of 

all kinds of elderly people in different life context. Through an elderly user value analysis framework constructing a tar-

geted elderly user persona can effective create solutions to meet the demand of different elderly users to help researcher 

and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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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选择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1]”，自改革开放以

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努力推动下迅猛发展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

中，人口老龄化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2000 年我国就正式步入

人口老龄化社会[2]。总人口规模将于 2029 年左右迎

来峰值，此后将步入负增长时期，整个人口的年龄结

构会不断老化[3]。城市化的发展和老龄化的加速，使

得居住在城市社区中的高龄族群规模日益增大。聚焦

城市化发展下老龄化社会的设计问题，便成为当下设

计领域的重要议题，但城市高龄者们特有的心理状

况，身体健康，社交活动，消费状况，医疗生活，娱

乐休闲等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产品的需求差异巨

大，因此，通过对城市高龄者的生活型态进行研究，

构建符合高龄化用户特征的角色类型成为设计研究

的关键。 

1  关于生活型态 

生活型态通常被定义为个人、群体或文化的兴

趣、意见、行为以及行为取向[4—5]。它涵盖了人在“生

活世界”中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样式[6]。 



第 39 卷  第 2 期 徐兴等：基于城市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的用户角色构建设计研究 9 

生活型态研究作为设计研究的一种方法，通常被

运用在理解用户阶段。进行用户生活型态研究，探讨

用户的价值、态度、行为、消费习惯以及人口统计学

相关的讯息，来研究用户的生活价值和产品使用情景

与生活型态的关系，或生活型态与用户购买行为以及

产品偏好的关系来发现市场区隔，以区分出不同类型

用户的类型及生活型态特征，然后再根据用户特征进

行族群定义指导产品设计。 

生活型态研究的基本衡量方法是采用 1974 年

Plummer 提出的 AIO（Activity，Interest，Opinion）

生活型态量表[7]。量表通过活动、兴趣、意见加上人

口统计数据 4 个维度，36 个层面以获得关于用户更

为完整的轮廓来反映生活型态。生活型态研究者可以

根据研究目标和计划找到研究项目的层面来自由选

择，比较各个细分人群在人口统计特征、消费习惯、

休闲生活等方面的特征。生活型态量表见表 1。 

表 1 生活型态量表 
Tab.1 The lifestyle dimensions 

活动 兴趣 意见 人口统计 

工作 

爱好 

社交 

假期 

娱乐 

社团 

社区 

购物 

运动 

家族 

家庭 

职业 

社区 

消遣 

时尚 

食物 

媒体 

成就 

自我 

社会 

政治 

宗教 

经济 

教育 

产品 

未来 

文化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家庭人数 

住所 

地理区域 

城市规模 

家庭生命周期

 
根据老龄学理论，顺利老化是当个人处在适合其

生理、认知、情感需求及能力的环境中才能够体验到

满意的生活 [8]，因此透过生活型态研究视角，借用

AIO 生活型态量表，探讨城市社区生活环境下，针对

高龄者的心理状况、身体健康、社交活动、消费状况、

医疗生活、娱乐休闲等内容进行研究，对高龄者所“满

意的生活”状态特征加以分析，建立特征性用户角色

表现用户价值来拟定设计概念为设计人员提供参考。 

2  用户角色构建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首先需要对人物进行

了解。在设计研究中，用户角色可以解释用户行为的

趋势，指出设计对象的成绩和不足，最后通过角色描

述对角色细化，形成鲜明的个体人物[9]。 

用户角色虽然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它可以用来

显示有可能会以类似方式使用产品的用户类型[10]。通

过构建虚构角色的用户价值与需求，设计人员可以更

好地推断真实的人可能需要什么，且防止“自我指涉

设计”等常见的设计陷阱[11]。此外，用户角色还能提

供了一种现实检查，帮助设计人员将设计的重点放在

对目标用户最有可能遇到的案例上，而不是针对目标

人群通常不会发生的边缘案例[12]。 

由于设计师的意图和用户的价值需求、认知以及

目标间的作用是相互的[13]，而且高龄者随着心理、身

体机能的下降，展现出不同的用户价值和个体需求，

所以对高龄者用户价值有针对性和精准性地进行重

新分析构建，可以有效帮助研究人员与设计师了解高

龄者用户需求，并通过“移情”的设计方式，创造出可

以满足不同高龄者用户角色类型价值的功能产品和

设计方案。 

对于用户价值的重新构建，可以借助 Boztepe 结

合 Holbrook 对于用户价值的分类作为研究基础[14]。

用户价值可以通过 3 个维度：能帮助用户实现某些目

的手段的内在/外在维度、从其他人得到的反应的自

我导向/他人导向维度以及活动/反应维度。将用户价

值分为实用性、社会性、情感性和利他性四大维度以

建立用户价值研究框架，见表 2。 

表 2  用户价值分类 
Tab.2 The types of user value 

 外在 内在  

自我

导向

实用性 

功效（或便利性） 

情感性 

游玩（或乐趣）
活动

卓越 

（或质量） 

美学性 

（或突出性） 
反应

他人

导向

社会性 

地位（或印象管理）

利他性 

伦理（或公平）
活动

尊重 

（或财产） 

精神性 

（或神圣性） 
反应R

 
在高龄者的用户价值研究方面，结合老龄学知

识，为研发健康、舒适与安全的产品和环境，使高龄

者能够确保身心健康，有尊严的独立生活及参与社会

活动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此高龄者的用户价值集

中趋于 4 个方面：预防或减缓身心机能的衰退，补偿

因高龄而退化的能力，提高工作、社交、教育等活动

的参与度，高龄者照护的支援[15]。 

结合用户价值研究框架与高龄者研究的 4 种类

型，基于高龄者的用户价值框架可以借由内在/外在

维度以及自我导向/他人导向维度将高龄者的用户价

值分为：内在他人导向下的高龄照护区间、外在他人

导向下的高龄社交参与区间、内在自我导向下的高龄

机能补偿区间以及外在自我导向下的高龄预防减缓

区间四大用户价值类型。然后再基于高龄者的用户价

值分析框架，将高龄者生活型态的用户价值置于分析

框架当中，结合研究目的与原则，透过用户角色构建

方法完成典型用户角色画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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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框架 
Fig.1 User valu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elderly 

为了探讨这一方法构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拟将

针对成都市社区高龄者的生活型态进行研究，以高龄

者生活型态研究作为研究基础，提取高龄者用户价

值，利用高龄者用户价值框架进行综合，结合“医养

融合”的研究主题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用户角色画像，

来检视这一用户角色构建方法的可操作性。 

3  案例研究 

3.1  成都市城市化及养老语境 

语境是包含环境、人工物、用户需求以及设计规

范的一系列因素的集合体[16]。它是生活型态的研究基

础，并作为用户边界范围承载了物质和非物质、主客

观等观念下形成的用户生活状态，因此，地区性生活

型态研究首先要结合研究对象与内容确定研究场域，

通过社会、经济、技术等大环境，从社会变迁中获得

相关研究知识，揭示意义与模式，探索地域性语境下

的用户价值。 

本文选择的研究场域是我国西南地区重点城市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

原腹地，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教育中心，并在城市化建设方面是全国比较有代表性

的模式。成都从 2003 年开始，就将统筹城乡作为重

要的施政纲领，通过实施“三集中”策略统筹城乡力

度，提高城镇化水平[17]。且在社会老龄化现象日益突

出的当下，为了照顾和关怀生活在城市社区中的高龄

者，2014 年以来成都市地方政府与养老服务相关部

门，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我市发布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居家养老服务管理规范》、《社区养老服务管理

规范》、《养老服务标准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养老服

务政策，推动了成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以“互联

网+养老”与“医疗+养老”为主，多层次、多样化养老

服务的发展模式。养老服务供给内容也日益精细化，

市场供给途径呈现多元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成都市

的城市社区被选定为本文研究与分析的研究场域。 

3.2  成都市城市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 

透过成都市城市化及养老化语境研究，参考成都

市地域性的区域划分、经济发展、政策影响、区域发

展、居民生活水平等因素，并结合城区之间高龄者居

住分布和养老机构设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选择出了

成都的 5 个城区，即锦江区、成华区、青羊区、双流

区和武侯区作为城市社区典型，进行高龄者生活型态

研究，见图 2。 

 

图 2  城市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研究 
Fig.2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lifestyl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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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更好地纪录城市社区高龄者们的心理

状况、身体健康、社交活动、消费状况、医疗生活、

娱乐休闲等内容，在高龄者生活型态研究上，参考

成都市三大养老服务类型（自理型养老、助养型养

老和养护型养老），高龄者家庭结构（独居老人、空

巢老人、隔代家庭和三代同堂家庭），高龄者年龄段

（70 岁以上和 70 岁以下），居住在城市社区的中高

收入高龄者，以及高龄者健康程度（能够自理完成

各项生存活动，具有轻度慢性病的健康状态，以及

轻度或中度失能，活动能力低下的半自理状态两种

类型）等五大因素，通过选择 AIO 生活型态量表相

关研究主题制定研究提纲。然后采用文化探测法 [18]

采用“非科学”手段，通过设计并使用一系列工具以

及给予参与者记录自己特定事件、感知或交互的任

务。利用主动报告、机器摄录等条件，在不干扰用

户的情况下，让用户最大自由地组织材料，收集用

户信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日常

活动等）来进行用户研究 [19]。了解高龄者在城市生

活社区中的生活语境，对其各种生活行为模式、相

互依赖性和动机，并从用户情绪、身体语言等细节

信息中发掘用户需求与动机，以便从用户的角度了

解 城 市 社区高 龄 者 全面的 生 活 世界图 景 提 取用户

价值。  

3.3  成都市城市社区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 

用户价值是用户在其生活方式下，在产品及服务、

社会交往中所体现出的个人价值[20]，因此，经过城市

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的入户调研，将搜集到的资料进

行分析处理。由于需要对调研资料进行深层理解和洞

察，了解高龄者及生活情境模式下的所有内容，并进

行意义诠释，揭露研究对象的模式、关系和意义。本

文通过深层理解与分析法[21]，从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首先，对成都市城市社区的高龄者进行用户研究

后，从基本信息、生活习惯、物品使用、态度观念、

就医用药和任务时序 6 个生活型态方面，进行初步分

析与归类检视，攫取关键发现，提取用户价值。 

其次，将提取出的成都城市社区的高龄者用户价

值，代入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框架模型进行分析。探

讨城市高龄者用户价值类型、属性与内在关系，并依

据研究主题与关系属性构建用户价值关系，见图 3。 

3.4  基于城市社区高龄者用户价值的用户角色构建 

这些不同生活类型且价值需求差异化巨大的高

龄者，设计人员无法凭直觉与经验设计产品，因此，

设计人员需要建立相应的用户角色进行产品设计。那

么通过对其用户价值进行重新构建，才能提取出有效

的用户角色，成为研究的首要且必经途径，见图 4。 

 
图 3  城市社区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 

Fig.3 User value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图 4  城市社区高龄者用户角色构建 
Fig.4 User persona construction of urban community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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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社区高龄者的用户价值分析框架，将城市
社区高龄者生活型态的用户价值置于分析框架当中，结
合“医养融合”的研究原则，探索用户价值需求，定义用
户类型。例如，在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框架中，外在他
人导向的高龄社交参与区间内，有些典型用户身体较为
健康，且受过高等教育，可支配收入高，注重生活品质，
爱好丰富，喜欢社交，追赶潮流，对新兴产品的接受度
较同龄人高，因此，自得其乐的老年“极客”这种类型的
用户可以被定义出来。然后根据用户角色法，结合意向
图片分别从个人资料、个性特征、专长、关系与影响、
设备与平台、原型、经验目标、品牌关系等因素，来表
现自得其乐的老年“极客”这类用户类型。 

4  结语 

中国城市化发展下的老龄化社会在设计领域已经
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但高龄者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
有着差异化显著的生活型态。因此，通过对生活型态
进行研究，敏锐把握和了解不同生活语境下的各类高
龄者用户价值，并借助高龄者用户价值分析模型进行
针对性和精准的重新分析构建。再透过用户角色法，
可以有效协助研究人员与设计师创造出可以满足不同
高龄者用户角色类型价值的功能产品和设计方案。因
篇幅所限，本文只探讨了高龄者从用户价值到用户角
色的分析与设定，关于借助用户角色的进一步设计概
念的延展，需要进一步讨论，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老
龄化社会与高龄者设计研究，提供设计实务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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