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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社区老年协同服务设计策略研究 

殷亮 1，吴祐昕 2 
（1.米兰理工大学，米兰 20158；2.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目的 探析认知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在协同服务设计中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提出激活老年人社

会资本，提高老年人创新能力的策略。方法 通过介绍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创新能力的关系和老年人参与

协同服务设计的案例，说明老年人参与设计的意义及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结论 老年人群是一个具

有创新能力的群体，认知型社会资本会激发其在协同服务设计中的创新能力，设计师应该帮助老年人了

解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助力其在协同创新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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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Service Design Strategy for Old People Based on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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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f old people on collaborative service design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activate their creativity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rough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re-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old people and social capital has been analyzed. In the end, we 

find that old people is a creative group while social capital can activate their creativity in collaborative design process. For 

the designers, they have the role of helping old people realize their social capital and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serv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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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不仅仅是服务设计的对象，也应该是设计

活动的参与者。通常在协同设计中，设计师侧重于发

挥老年人的经验与知识等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忽略了

老年群体作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人群，其群体内在

的社会资本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近年来，社会资本

在组织内部创新的推动作用被反复印证[1—3]，社会资

本 作 为 一种团 队 内 部的创 新 资 源被广 泛 认 识和利

用 [1,4]。设计师如何激活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使其

能在协同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本文将通过介绍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创新能力

之间的关系，分析如何激活协同设计中老年人群的

社会资本，从而开展社区老年服务设计活动，推动

社会创新。 

1  社会资本，社会创新与社区老年服务 

社会资本是某一社会单位因拥有关系网络而获

得或有可能获得的实际的或是潜在的资源总和[5]，是

一种人们透过社会网络获得的能力。Uphoff 将其分为

代表客观存在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以

及代表社会成员主观心理过程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社

区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行为规

范，共同愿景，共同价值观等。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

社区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社区成员间对健康生

活有相同的愿景能促进社区形成共同的健康生活方

式，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不但能够推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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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间的相互帮助，还能提升成员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

感。然而，社会资本就如同货币这种物质资本一样，

根据使用途径和方法不同，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消极

影响，如抽烟，疲劳工作等行为习惯在互动密度高的

社群中传播得更快，这就需要设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服务模式，将社会资本有效地转化为社会价值和经济

价值。另外，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创新资源，不

但在社区服务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还能增强设计团

队在服务设计阶段的创新能力。 

1.1  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 

社会资本不但是服务设计的前置因素，也是社

会创新的助推器。Ezio Manzini 指出设计师需要创造

性地整合包括社会资本在内的多种资源，推动社会

创新[6]。Andre´ Habisch 等人将社会创新中的社会资

本分为微观（个人之间）、中观（企业，NGO 等组织

之间）和宏观（政府，跨国组织等不同行业之间）3

个级别[7]，并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有效地与其他社会

成员合作克服社会困境的保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

丰富的团体，合作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一些社

区老年群体长期聚居，彼此有着深厚的信任关系和相

同的价值观，有条件开展高效的协同设计工作，他们

是社会创新的有力推动者。 

1.2  老年协同服务设计 

老年人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在近年来被不断提

及，在欧盟 Horizon2020 的资助下，AGE 等组织针对

老 年 人 生 活 现 状 ， 进 行 多 种 商 业 和 社 会 创 新 。

INNOVAGE 是由谢菲尔德和路德等多个院校参与

的，基于积极老龄化理念的社会创新运动[8]。该项目

开展了多项针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服务设计，例如致

力于应对老年肥胖的社区服务设计，基于 ICT 技术的

社区护理服务等。该项目组认为老年人不仅仅是服务

设计的对象和受益者，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成为创

新活动的参与者和发生器，同时主张设计师有责任为

老年人表述概念提供帮助，并提出了若干建议。如设

计师应该使用直白的语言和老年人交流，减少抽象逻

辑的表述，多用举例和事实陈述的方式和老年人对

话；使用肢体语言、照片和视频演示等作为交流手段。

INNOVAGE 为研究老年肥胖而组织的焦点小组，见

图 1（图片摘自 INNOVAGE 网站）。 

2  协同设计，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创新 

协同设计是一种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并为共同

目标相互合作的设计方法，协同设计广泛应用于服务

设计以及社会创新等研究领域。协同设计中，设计师

会鼓励用户参与设计过程，并运用各种方式激发各利

益相关者创造共同的语言、愿景和策略[9]。在服务设 

 

图 1  INNOVAGE 为研究老年肥胖而组织的焦点小组 
Fig.1 Focus group for old obese organized by INNOVAGE 

计的协同创新过程中，用户将作为自身体验的专家参

与到设计活动中，设计师则承担起解读和转译用户观

点的工作。 

如何鼓励老年人参与到协同创新活动中，一直是

设计师和学者研究的课题。Östlund 等人发现，由年

轻人为主体的先锋用户所设计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不

能顺利地被老年消费者接受，并表示老年人的自主创

新能力应该在设计活动中得到体现[10]。Magnusson 等

人声称协同创新活动不应该将思维迟钝的老年人视

为障碍，而应该努力使设计活动更具包容性，设计师

应该为老年人表述观点提供帮助[11]。Essén 等人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服务设计，总结了若干激发老

年人协同创新能力的方法[12]，包括不预设问题寻求答

案，服务提供者，设计师和老年人一起描绘愿景并架

构问题；鼓励老年人通过陈述具体案例和事件表象来

表达观点，设计师不但要提供工具帮助老年人陈述，

还要将具象事实转译成抽象的观点，在其介绍的服务

项目中，设计师通过图片分享，视频演示等方式将两

种社会资本（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具象化，从而提

高老年用户的协作效率。 

2.1  协同设计中的社会资本 

共同语言、愿景和相互信任关系是 3 种常见的

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协同设计中发挥着促进成员相

互理解，提高协作效率和效果的作用。协同设计团

队成员的共同愿景体现了成员的协作目标和愿望，

并影响着他们的交流方式。Tsai 认为共同愿景可以提

高团队凝聚力，鼓励成员间进行包括知识信息在内

的资源交换。共同语言是指使用社会网络的成员共

同拥有的词汇、符号和认知能力 [13]，除了能促进成

员间的相互理解，共同语言还能将隐形知识外显化，

促进成员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团队的知识贡献能力。

相互信任指团队成员认为其他成员是可信的，可以

依赖的 [14]。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会使成员对他人的需

求变得敏感，并会积极自主地提供帮助。同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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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关系也会提高成员间的互动意愿，从而提高成员

间知识分享和创造的效率。 

2.2  老年服务设计中社会资本的激活策略 

团队的社会资本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发挥作用，协

同设计中成员的互动形式决定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效

果。Thompson 发现成员间的信任表达可以提高团队

凝聚力，促进情感传达并提升成员的责任感，声称团

队管理者有必要进行队伍设计，激活团队共同语言并

组织互动活动来促进成员间信任感的表达和对共同

目标的认同[15]。 

服务设计流程中，为了挖掘参与设计人员间的

社会资本，设计师不但会通过发放问卷和小组访谈

了解用户间的人际关系，还会提供各种工具，帮助

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愿景和社区归属感

等。针对老年协同创新者，使用图像化的工具激活

其共同愿景和共同语言被广泛使用。由米兰理工设

计学院 DESIS 实验室发起，Davide Fassi 主持的

CampUS 项目致力于建设一个向社区老年人开放的

公共空间并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社区服务。设计团

队邀请了社区常住的老年人作为协同设计的主体，

并使用了多种方法激活老年人群的社会资本，发挥

其创新能力，包括以下方面。 

1）帮助老年人理解设计任务和表达自己的观

点，从而通过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建立信

任关系。共识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CampUS 的设

计团队在协同设计过程中除了借助各种图像化工具

介绍设计任务外，还积极寻求老年人对问题看法的

共同点，促进老年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从而达成共识。

笔者作为该项目参与者，发现向老年人清晰准确地

传达信息是促进老年人有效沟通的基础，而快速准

确地归纳老年人的发言并转译给其他团队成员是建

立相互信任的有效手段。在该项目中，笔者总结了

若干向老年人传达信息的准则：避免在短时间传达

大量信息；给予老年人较长的反应和理解时间；通

过设计可视化道具帮助老年人表达观点；将关键性

信息和有共同认识的观点图像化，放置于团队成员

可以观察到的位置；讨论中，设计师可以通过暗示

的方法并提供一些线索引导老年人达成共识。老年

人借助可视化道具表达观点见图 2。 

2）使用可视化工具作为表达词汇激活共同语言。

设计团队将社区过去景象的照片悬挂在树枝上，这些

照片不单唤起了老年人的共同记忆还能作为老年人

有共同认识的表达词汇，能够方便他们表述自己的个

人经历。老年人使用照片表述经历见图 3。 

3）通过设计道具激活共同愿景。设计团队将不

同分组的老年人对建设公共空间的愿景归纳为简短

的文字表述和具象的图片，贴在纸质方盒的四面，使 

 

图 2  老年人借助可视化道具表达观点 
Fig.2 Old people express themselves with visual tools 

 

图 3  老年人使用照片表述经历 
Fig.3 Old people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photos 

共同愿景具象化。对愿景有相同看法的老年人再继续

对愿景进行讨论和细化，最终在设计师的协助下，完

成细节丰富的社区服务流程设计。老年人借助工具构

建共同愿景见图 4。 

 

图 4  老年人借助工具构建共同愿景 
Fig.4 Old people build their shared vision by toolkits 

在 以 老 年 人 为 主 体 的 设 计 团 队 的 工 作 下 ，

CampUS 团队最终完成了一个基于经历分享的社区

服务设计。社区的某处公共空间被设计成老年人回忆

的展览馆，老年人将会和家人（主要是第三代）一起，

通过分享经历促进彼此的情感交流。CampUS 设计的

社区服务见图 5（图片摘自 CampU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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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ampUS 设计的社区服务 
Fig.5 Community service designed by CampUS 

3  结语 

以老年人为设计主体的协同设计能够针对社区

老年人产生良好的体验效果，是以老年人为终端用户

的服务设计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认知型社会资本

是协同创新中的推动因素[16]。在协同设计中激活老年

人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促进团队成员间的信息分

享并提高老年人的创新能力。设计师一方面要作为设

计活动的控场者，引导老年人达成共识并建立信任关

系，另一方面，设计师需要创造性地提供各种工具，

设计老年人的表达词汇，符号和方式，帮助老年人激

活其社会资本，发挥其在服务设计中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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