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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产品设计角度研究解决独居老年人问题的相关应用。方法 以独居老年人群体的主客观需

求为主线，运用 SET 分析做出产品设计定位，设计出符合独居老年人群的应用型产品。结论 独居老年

人的产品设计应整合环境、人文、社会、文化、技术、市场等因素进行系统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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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Based on Solitary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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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esign to solve the problem related to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needs of the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the product design and positioning are made by using 

SET analysi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ducts that meet the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are designed. The product design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should integrate environment, humanities, social, culture, technology, market and other factors 

into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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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中国老龄化社会的

逐步加深，独居老人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农村独居

留守的老人。农村老年人养老不能靠养老机构，主要

困难是养老机构介入农村养老势必会因为成本因素

把老年人视为“病人”来管理，这样的养老方式与农村

老人长期自由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而且也失去了中

国人对“家”的念想。针对实际，用合理的老人产品设

计去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之法。本文

从产品设计角度针对独居老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为

设计出能适当解决相关问题的老人性产品提供意见

和建议。 

1  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的复杂性 

独居老人现象有社会因素、情感因素、地域因素

和老龄化因素，故独居老人产品设计就不能像通常老

龄化设计一样来对待，将老年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

共性主体来认识，而应该从生理、社会、文化需求 3

个层面展开。 

1.1  独居老年人的生理因素   

从生理上讲老龄化的过程是感知、认知、行为 3

个方面的衰退：（1）老年人的感知能力随年龄的增加

而减弱，（2）老年人的行为能力需要在特定环境下依

赖知觉信息来辅助，（3）老年人的行为尺度随年龄的

增加而减弱[1]。 

医学界与社会心理学界认为，老年人无论在生理

机能还是心理机能都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年龄递增

的必然趋势造成了老年人各项生理机能衰退，骨质疏

松，肌力下降[2]。身体机能的衰退造成老年人平衡能

力与支撑力下降，身体灵活度下降，极易意外摔倒与

伤亡。老年人的感知力以及对周遭环境的敏感程度都

有所减弱，这就决定其对事物的认识与掌握能力不

足。独居老人身边没有儿女的照顾，一切生活问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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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解决。 

1.2  独居老年人的社会因素 

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生物化过程，更是主体参与现

实社会行为和社会义务的变化过程[3]。在目前社会的

现实状况中，因为独居老人已经不是社会的主力军，

已经淡出社会的大舞台，淡出了社会所关注的视线，

导致社会关注度下降。由于独居，其子女也不能近距

离的第一时间面对面的给予关心关怀。 

1.3  独居老年人居住环境因素 

福萨德认为，老龄化过程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显现

出差异性[4]。城市中的独居老年人多居住较陈旧的社

区，楼屋没有电梯，居住环境复杂。由于城市较快的

生活节奏，左邻右舍交流少，感情淡漠。农村独居老

年人居住在山村里，活动空间复杂。山村地势复杂，

山村房屋建设布局复杂，导致对独居老年人的行动造

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5]。 

1.4  独居老年人的文化因素 

老龄用户的需求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

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下的老龄人群表现出的行

为目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差异性较大，产品设计

研究应从文化基因中去读取相关信息。针对独居老年

人产品设计的文化因素可以从当地民俗、民谣、谚语、

民间技艺、服饰等风土人情上去发掘相关信息，这样

的产品才能融入环境被人接受。 

2  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 SET 分析 

SET 分析是产品设计调研分析的常用方法，针对

目标群体所涉及的产品相关的社会因素（S）、经济因

素（E）、技术因素（T）进行分析，见图 1。通过研

究产品与文化生活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确定目标

群体的购买力以及产品技术方面的可实施性，最终对

产品设计做出准确定位。 

 

图 1  针对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的 SET 分析 
Fig.1 The SET analysis diagram of product design against 

solitary elderly 

针对独居老年人这一特殊的目标群体，进行 SET

分析。（1）社会因素，独居老年人在社会中处于弱

势群体，即社会应主动给予此类群体一定的关注与

重视；同时产品设计要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产

品设计专门针对此群体，专门解决独居老年人发生

意外后无法联系相关人员的问题；最后在产品设计

中 要 体 现 亲 人 及 社 会 给 予 产 品 使 用 者 的 关 怀 与 祝

福。（2）经济因素，“单独”、“居住”、“老年人”已折

射出此类人群的整体经济条件欠佳，购买能力有限，

经济上的制约要求在产品设计上降低成本，重视产

品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能解决实际问题，外观造型

符合文化背景和老人的认知习惯。（3）技术因素,前

瞻性是设计的本质[6]，技术是设计前瞻性很好的传递

者，对于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在技术上需要有相对

应的要求，主要是产品功能实现的技术要求要高，

但对产品操作方面要尽量简化和智能化。设计与技

术之间的联系不是片面的[7]，不是生硬地将一项技术

填充在设计好的造型躯壳里，两者交融的同时还需

考虑使用者的身份与经济因素。在独居老年人产品

设计中尽量避免介入技术过多、过高，而导致老年

人 根 据 已 有 的 生 活 经 验 和 文 化 背 景 很 难 操 作 的 窘

况，要减轻老年人对新产品的学习负担，通过设计

来降低老年人因技术带来的认知困难。 

3  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定位 

产品设计应根据目标用户的具体情况和用户需

求，本着善意且尊重的原则去解决问题。独居老人产

品设计主要让老人对产品、环境形成动态的相互关

系，与其安全、实用、便捷、智能、身份、情感、精

神、文化等需求互为影响，并呈现出实践、社会、文

化等层面的意义。 

3.1  安全性 

事物发展的过程需要人们时刻准备冒险、犯错

误、改变习惯。马斯洛的人本哲学认为，安全需要有

时能完全克服功利需要以达到缓解恐惧的目的，摆脱

恐惧的人往往能更大胆、更勇敢。设计可以帮助人们

克服功利需要引导安全行为。安全是设计方法发展变

化的内在驱动力，是设计方法存在的依据。在产品设

计发展过程中，可靠性设计、安全性设计应贯穿产品

设计整个过程，通过安全设计鼓励老人的行为参与。 

3.2  实用性 

独居老年人的特殊身份以及所处空间环境的复

杂都会造成其突发状况产生，比如一些疾病的突发

或者外出活动时的意外事故，都是此类人群的特点，

并会对其生命与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与影响，有很

强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必须防范。目标群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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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已经决定了其购买能力相对较弱，所以产品在

设计上要控制生产成本，要求产品功能实用而且价

格适宜。 

3.3  便携性 

在主观行为上，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决定其行动

不便，所以要着重产品的方便使用和便于携带设计，

体积不能庞大，造型构造要轻巧，同时不能对行动

构成障碍。在主观意识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

的机能下降，反应力、记忆力、辨识力降低，对事

物的接受能力减弱，独居老年人的认知水平更低下

等问题，所以产品设计要简化、易懂、智能且方便

使用。 

3.4  智能性 

斯维哥特认为，在老龄用户与技术互动的过程

中，既要运用现有技术来主动适应老龄用户在感知、

认知、行为等方面的衰减与局限，又要整合新技术进

行适应性设计以解决老龄用户特殊的困难并提供新

的生活方式和机会[8]。此定位意在表明，当老年人出

现紧急情况，比如摔倒或者病发状态时，该产品应具

有一定的与此行为相匹配的智能性，即会作出相应的

反应。比如老年人在户外活动，意外摔倒，同时又没

有人发现。这时候，产品就会智能的感应到，并发出

求救信号和定位信息到亲人或乡镇医院与卫生所等；

又或许老年人在家中发生意外，此产品同样可以智能

的向相关医疗站发出信号，进行求救提示，便于及时

得到救助。 

3.5  情感性 

现代人虽然习惯用亲密情感来衡量包括非人格

的社会因素在内的一切[9]，但是这种亲密情感在独居

老年人产品设计中不仅体现在独居老龄用户与相关

产品达成某种情感“契约”，同时也体现在第二类感情

寄托人群——子女、亲人以及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

度，是否能将两种亲密情感融于产品的设计中，很好

地传递，给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构想 

4.1  使用功能 

考虑到独居老年人群生活环境因素，老人发生意

外跌倒是普遍问题，其产品设计功能方向在意外跌倒

的信息交互上。根据使用人群的生理因素，意外跌倒

信息交互器的功能维度在安全性和智能化程度上。解

决老年人意外跌倒进行信息交互的产品设计，在技术

上要求是智能化、轻量化和大众化。在“互联网+”和

大数据时代下利用 GSM 技术进行信息交互和重力感

应技术激发信息传输，是实现独居老年人产品设计的

技术路线。 

总体功能模型是采用大数据时代下的“互联网+”

模式，置换固定场所中的养老院模式进行个人自主加

医院辅助式养老模式功能探索。大数据下的互联网农

村养老平台像智能云团，而农村个人老人用户像云

点，云点的位置、状态通过智能云团实时监控，智能

云团便于集中管理和分散监测农村老龄用户情况，批

处理的方式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和使用成本。 

意外跌倒信息交互器佩戴于独居老龄用户颈部，

通过重力感应器反映身体状态，利用 GSM 通信技术

连接互联平台接入智能云团管理。产品实现智能化使

老年用户无操作接入第三方服务管理，见图 2。 

 

图 2  针对老人意外跌倒的信息交互器产品设计 
Fig.2 The product design of message exchanger against old 

people who accidentally falls down 

4.2  形态结构 

一个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外观，同样需

要合理的形态结构，因为形态结构是产品实现功能的

通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功能能否顺利实施的保障。

便携式老人手扶器设计很好地考虑到老人出行攀扶

行为的需要，实现了攀扶的安全和攀扶的省力，同时

还可以携带部分物品，产品的人机关系和形态结构很

好地结合了老人手掌的使用形态，放大了攀扶的力

度，见图 3。 

4.3  人文关怀 

产品除了要考虑实用、易用等产品特征，老人产

品还要关照老龄用户情感文化上的需求，突出关爱和

关怀。设计不是为了形式美，它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形式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形式的作用是为文化提供

一种秩序[10]。老年微相机的外观形态是放大镜结构，

它的形态语义传达了产品使用操作易懂易学，而且符

合老人的认知习惯，见图 4。此外，该产品是从情感

上去关爱老人的设计，它关照了老人生活的丰富和生

活多样性，试图帮助老人阅读和记录，并采用现代数

码科技和多媒体方式引导老人融入现代生活，增添生

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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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便携式老人手扶器设计 
Fig.3 The portable walking device design for old man 

 

   图 4  针对老年人的微相机产品设计 
            Fig. 4 The product design of miniature camera against old people 

5  结语 

独居老人是一个社会现象，采用问题导入式设计

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独居老人产品。通过调研分析，

运用产品设计流程，明确设计定位，通过设计合理的

老人产品去改变其生活方式，构建安全、健康、美好

的老年生活是老人产品设计的意义。当然独居老年人

问题不是通过产品设计案例能解决的，其中还有很多

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并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同时针

对能够解决相应实际问题的设计研究也值得设计者

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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