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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Use Strategies of Baby Carrier under the Shared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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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use of baby carriage based on 

the sharing idea. It analyzes the status of modern baby carriage market and the use of the needs of the crowd with share 

the concept as a guide, explores how we focus on the focus of the problem from the environment as the center to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w life and production methods as the center.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ller products, the sustainable use strategy of stroller consumption model is put forward by 

the guidance of the sustainable design method under the shared economic concept, and a baby carriage product is designed 

based on thi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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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互联网、信息科技发展迅速，使得设计

的范畴也随之扩张。基于“互联网+”的各行各业也有

了近乎革命性的生产模式和运营模式，共享经济在这

样的背景下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1]。共享经济模式基

于互联网平台，需求方获得所有者资源的暂时性使用

权，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2]。共享理念是一种引导

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全新思维[3]。

童车作为现代家庭和儿童的必须生活用品，儿童在生

理和心理方面具有特殊性，能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

童车提供新的市场前景和消费方式。如何能更合理地

进行童车设计，将共享经济理念运用到童车使用模式

当中，用创新的服务方式、功能布局、价值共享以及

交易途径的优化，使童车产品能更好地符合使用群体

的实际需求和现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十分可观的价值挖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4]。 

1  现代家庭的童车使用现状 

1.1  童车市场背景 

根据《京东 2016 年中国母婴产品消费趋势报告》

的母婴产品用户年龄的分布调查，母婴用户的主力人

群是 26~35 岁的适龄父母，占到了几乎一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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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岁母婴用户占比也在上升，母婴产品的购买者

年龄明显趋于年轻化[5]。在物质生活丰盈的今天童车

产品品类繁多，几乎可以满足儿童的成长和娱乐各种

需求，但是品质却良莠不齐。这些产品中，简单模仿、

跟随潮流的童车款式常见，大多数还是从安全性、舒

适性、便携性，色彩和形态美感这些方面进行设计，

几乎千篇一律的各款童车充斥市场。设计者较少深入

探究童车购买和共同使用方，即成人人群的真正痛

点；制造业盲目地扩产消耗资源以满足快速消费，很

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未来童车行业在整个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正确方向。童车背景资料所发现问题点的罗

列，见图 1。 

1.2  童车在当今家庭的使用 

心理学家根据人的成长和不同年龄进行划分，儿

童一般分为 1~12 个月婴儿期，幼儿期 1~3 岁，学前

期 3~6 岁，童年期 6~12 岁[6]。不同款式的童车满足 

小孩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通过对查阅与用户访谈资 
 

 
 

图 1  当下童车市场的特点 
Fig.1 The baby carrie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料的整理，童车一般使用周期见表 1。 

儿童使用的童车分为婴幼儿时期使用 多的坐

式、躺式推车、再到蹒跚学步时所需的学步车、童年

期成长娱乐需求的三轮自行车等，一般家庭还会购置

电动小汽车、电动摩托车或其他娱乐性童车。从表 1

可看出在小孩 0~4 岁成长迅速阶段，童车功能需求非

常多，使用周期具有功能需求重叠的特点。 

表 1  童车一般使用周期 
Tab.1 The baby carrier general use cycle 

躺式推车 0~6 个月（0~3 岁） 
婴儿推车 

坐式推车 6~36 个月（0~3 岁） 

婴幼儿卧、坐、立、行阶段， 

头部保护尤为重要 
婴幼儿时期出行工具，由大人操作 

学步车 9~18 个月 可站立，不太会走路 幼儿自主学步的辅助工具 

儿童四轮电动车 1~3 岁 谷歌逐渐坚硬、背部肌肉相对有力 锻炼协调能力、方向感、娱乐益智功能

儿童三轮车 2~4 岁 走路平稳、有协调能力 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娱乐功能 

儿童滑板车 4 岁之后 自由奔跑、跳跃、协调能力强 锻炼协调平衡能力、娱乐功能 

 
其中，儿童推车是较特殊的儿童和家长共同使用

的家庭必备品，其生产工艺和行业标准要求都较高。

女性一般是家中带宝宝外出使用推车次数 多的，考

虑女性是否能独自承受宝宝和推车的重量，轻便型伞

车是 受欢迎的推车款式；可折叠推车是 能满足城

市普通社区中小户型要求的车型，因其占用住房面积

小的同时还方便无电梯楼房上下楼的提取。在必备品

推车和学步车之余，一般家庭还会根据小孩年龄层次

购置一两款玩具类型的小型车供小孩玩耍。由于小孩

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不断，家中的童车使用周期往往不

是很长，弃旧买新的频率较高。可见在现代普通家庭

当中童车的使用成本不低，占有家庭开支的不小比

例。而很大一部分使用过后的儿童车，因为持新度较

好会成为家中闲置物品占据居住面积，少部分成为赠

送亲戚朋友的二手用品，甚至有不符合年龄要求的闲

置推车继续拿来充当出行用品，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 

2014 年《宝贝市场》携手 SinoMedia 资深市场调

研部门，对 200 名来自一线、沿海二线城市并有 0~3

岁婴幼儿父母的婴儿手推车需求以及消费状况进行

了调研。《宝贝市场》中国婴儿推车市场数据显示，

参与调研的 200 个家庭平均拥有手推车数量为 1.9

辆，持有 2 台以上的占 70%；大约 6 成的家庭都获得

过别人赠送的婴儿手推车，其中包括了新品和二手，

但这并没有影响获赠家庭另外购买一款更适合自己

宝宝的手推车。一台手推车保留使用到孩子 4~5 岁的

家庭占 87%，如把使用后转赠的二手手推车计算在

内，一台婴儿手推车会被使用 5~8 年。而事实上，对

市场上的手推车进行调查后的数据显示，5 年是手推

车生产商们认为 可靠的消费年限，此后多少会产生

一些安全隐患，如刹车失灵、折叠不便等，也会因为

实际使用损耗而造成提早报废[7]。可见，仅在童车使

用寿命导致安全问题方面就是童车市场亟待解决的

难题之一。现代家庭使用童车的问题见图 2。 
 

 
 

图 2  现代家庭使用童车的问题 
Fig.2 The use problems of baby carrier for moder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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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理念下的童车可持续使用设计研究 

2.1  共享理念下的可持续设计 

可持续设计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在遵循自
然规律和法则的前提下，探索如何运用可再生资源制
造“绿色”产品，研究如何运用可持续系统满足人类生
存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时还需要考虑环境利益、社会
效益、企业发展和产品性能[8]。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发
展从聚焦生态、绿色等亲环境性，到越来越考虑经济
性和更多人生活观念转变的社会价值，说明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因素复杂多面，共享经济模式能 终影响可
持续的长远发展。 

共享行为的产生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在网络的
依托下，涉及供给方、需求方、共享平台以及共享性
产品的互动式过程，其中“共享性产品”是此共享过程
中的主体。共享概念下的可持续设计，应该是产品功能
设计的可持续性使用与共享性产品服务的融合。产品功
能不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应是对传统产品功能
的重组，功能设计的辅助令共享过程更具有可持续性，
使消费模式能从“使用—丢弃”转向“使用—再使用—回
收再利用”[2]。共享产品的服务模式、功能布局、价值
共享和交易途径的优化，能推动产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2  共享经济理念的童车可持续使用价值 

传统的产品消费方式是购买产品的所有权，物尽
其用，用尽即弃。共享经济消费模式有区别于传统，
共享产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用户可使用物品但
并非拥有，使得一物可以满足多人使用之需。共享经

济模式的迅速发展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节省
消费支出的利己刺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共享经济的
本质是消费观念在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空气质量下
降、生活环境污染等是共享经济迅速发展的催化剂。
如滴滴打车、UBER 等汽车共享基于传统出租车行
业，通过创新信息科技为乘客与合作司机实现即时匹
配，为城市居民提供可靠、便利的出行选择，当人们意
识到这种高效的出行模式，确实也一定程度缓解了城
市交通拥挤，降低了碳排放量，人们参与共享的积极性
提高，逐而形成“使用而非拥有”[2]的可持续消费观念。 

实现闲置童车的共享不仅可使需求方和供应方
都在交易途径中获益，童车的再利用还可减少自然资
源对产品制造生产的原料输入，减轻过度消费商品给
生存环境带来的压力，还能促进童车资源的合理均衡
分配，普通家庭也能享用高端童车，体验各式童车带
来的乐趣，是一种具有“可持续”价值的共享服务。 

3  共享理念的童车可持续使用策略 

3.1  基于网络平台的社区闲置童车再分配 

 社区是城市发展的载体，人们的社区活动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形成一个交往样式和关系结构[9]。
城市社区小广场、小商场等以及社区附近的便民场所
是童车的聚集地，闲置资源具有集中性。基于共享理
念，在社区建立点对点的服务中心，通过闲置童车网
络服务平台，进行社区闲置童车的再分配，提高童车
的使用效率，解决现代家庭童车使用的痛点[10]。简易
社区童车共享使用模式架构见图 3。 

 
 

图 3  简易社区童车共享使用模式架构 
Fig.3 The community baby carrier sharing mod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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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童车共享能在稳定的组织内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的童车可持续消费与使用的体系。社区站点是童

车共享服务的中心，供需方基本都是来自社区的居

民，服务站点收集闲置童车入仓库，规范管理区域范

围内童车的回收与流通，制造商对闲置童车的破损、

毁旧等组件进行更新，成为共享性产品的童车以较低

价格在居民间进行交换或租借使用。网络平台作为便

捷连接供给方、需求方、社区站点、制造商、共享性

童车产品的链带[11]。社区站点所拥有的功能如保养、

消毒、寄存等不仅为满足共享模式的基本服务需求，

而是能从更高的层面拉动消费群体的参与度与积极

性的增值服务功能[12]。 

以下描绘的童车社区共享概念示意从共享的条

件、共享的驱动力、共享 终的价值这 3 个方面，阐

述社区童车共享体系的可持续性，见图 4[13—14]。 
 

 
 

图 4  社区童车共享概念示意 
Fig.4 Diagram of the community baby carrier sharing concept 

 

社区童车共享的整体循环共享周期较长并非即

用即停零成本、面对的用户群体较为聚集与特殊、社

区租借的活动范围较为稳定便于管理，对公共环境秩

序影响较小。“社区共享童车”是共享经济新模式，其

存在和发展的 紧要障碍，应是如何确保其在使用过

程中的儿童人身安全、病毒交叉感染卫生保障等一些

问题。创新理念 后能否被社会认可，运营模式能否

长期健康运行下去，其正向的优势和反向的不足，需

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和支持，过程中受到争议和阻

力才能不断推动共享体验和模式规则的迭代。 

3.2  共享性童车创新设计概念与实践 

产品本身是消费循环的重要一块，好的产品设计
大的作用是能够站在未来的领域里，用智慧的眼睛

发现问题，并能创造改变现状的变革因子。社区童车
共享模式的主体是童车，共享童车的设计创新可以从
源头干预可持续使用。基于以上对共享理念下的童车
可持续使用策略的探究，以儿童伞车推车为例，对共
享性童车的设计提出概念实践。 

经调研发现，企业采用大量非标准构件防止被模
仿抄袭，但外观造型差异是同类功能童车的主要竞争
点。非标准构件增多，加大了生产工艺难度和企业制
造成本。童车的使用期限较短，大多数闲置童车持新
度都比较高，核心结构件会更容易保存完好，以 常
见的轻便伞车为例（见图 5）进行分析，在使用过程
中 易磨损的部位，按照从易到难顺序应是轮子、手
推把、内垫、前扶手、安全带和车篷。可知除掉车架
之外，推车其他接触外物的部分都是会不同程度地以
较快速度出现磨损与污渍。共享模式下的童车可持续
设计，考虑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的结构组件，便于童
车的维护、外观变换、组件更换、循环利用以及坐垫
等布艺制件及时卫生消毒替换，以减少产业的生产成
本、提高社区站点共享服务的效率[8]。 

 

 
 

图 5  轻便伞车部件 
Fig.5 Illustration of light baby carrier parts 

 

设计案例（见图 6—8）的可持续功能，考虑将

童车进行模块分解特征放大化设计，坐垫等布艺部分

采用可分解无毒无污染的无纺布材料，通过替换易磨

损有污渍的组件，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简单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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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钮锁扣连接方式，利于回收时的可拆分，焕新时

的简易组装，拆解后的推车组件方便服务点仓库存储

和制造商运输空间的节省。童车在考虑可拆分、易于

组装的前提下，对构件材质的耐磨性、组合件的稳固

性要求都较高，以提升共享循环的效率和持久性。产

品的功能需 大程度满足群体的基本功能需求，而不

舍弃部分用户对个性和身份彰显心理的满足。 
 

 
 

图 6  整体效果、可拆解部件 
Fig.6 Overall appearance, detachable parts 

 

 
 

图 7  布与车架的连接、拉链式可换把手套 
Fig.7 Cloth and frame connection, zipper replaceable sleeve 

 

 
 

图 8  按钮锁扣的连接方式 
Fig.8 Combination is button lock 

 
社区共享童车区别于常见的大众共享产品，也主

要在于用户需求更加多样、对产品的安全性要求更

高、使用区域更为集中，社区服务站点的设立和产品

的开放式模块化设计，是能把控高效规范实现产品共

享过程的关键要素。案例手推车的设计及模式概念实

践，是能逐渐牵带其他闲置儿童产品进入共享循环使

用体系的引子，但未来会面临的如对社区公共秩序的

影响、回收整理的难度、款式更换流通的模式等几乎

是共享服务创新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4  结语 

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共享概念能为解决方

案指导新的方向。本文构建的童车共享方案是人和物[4]

关系的系统整合与优化设计。根据共享经济理念对童

车进行设计研究，探讨童车行业在互联网大时代背景

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轻便伞车为例在可持续模块

化结构设计和材料使用方面，思考童车设计如何能更

好地与共享服务模式融合。以上策略为今后童车行业

发展的可能方向提供了行动参考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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