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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共享经济模式中老龄用户遇到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和优化现有共享经济模式。

方法 通过探讨人口老龄化和共享经济模式发展中的问题，基于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以共享单车为例

分析现有共享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基于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提出了面向老年人的共享经济

模式优化设计策略。结论 人口老龄化与共享的生活方式是未来社会的两种重要趋势，老龄化与共享经

济模式未来势必会发生碰撞，探讨以老年人群为代表的互联网边缘用户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以及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新的思考方式及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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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Sharing Economic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MA Jie, CAO Mi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users in the sharing economic model, and 
study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sharing economic model. By discussing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ic mod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haring economic model were analyzed with the shared bicycl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articularity of the elderly, the optimal design strategy of the sharing economic model for the elderly was 
put forward.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sharing way of life are the two important trends of the future society. The collision 
of aging and sharing economy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sharing economic model of the Internet cell-edge users 
represented by the elderly can deal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provid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guiding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haring economic model. 
KEY WORDS: aging; sharing economic model; optimization research; design strategy 

2015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22
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16.15%，我国已经步入老龄

化社会[1]。近几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共享

经济发展迅猛，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老年人

的生活。共享经济模式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老年人同

样渴望进入共享经济时代，享受其带来的愉悦和便捷。

在老龄化背景下探讨共享经济模式的优化设计，对于

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老龄化社会与共享经济模式的碰撞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且在不断演进的经济模

式，学者以及业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侧重，全球范围

仍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关于共享经济的定义有多种不

同的表述，但核心是指借助网络第三方平台，将闲置

盈余的资产或服务的使用权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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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转移。广义来讲，无论是 B2B、B2C 还是 C2C 模

式，只要是借助于网络平台这种新形式，实现产品或服

务的共享，体现了互助互利的本质，都是共享经济[2]。 
在未来，共享经济势必会与老龄化社会发生碰

撞。共享模式越来越成为人们认可的生活方式，越来
越多的人都开始接受这种全新的“使用”观念，即只需
要为产品的使用价值付费，而不需要去占有产品的所
有权，未来的社会将会是共享的社会。人口老龄化同
样也是我国未来社会的一大特征，据《中国老龄产业
发展报告（2014）》指出，未来我国将成为老年人口
最多的国家，老龄产业市场潜力巨大[2]。老年人越来
越成为共享模式中不容忽视的群体，这为共享经济模
式提供了新的市场前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2  共享经济模式对老年人的价值 

老年人在共享经济模式中的需求和行为具有特
殊性，老年人有着和普通互联网用户截然不同的使用
习惯和行为模式，这都为老龄化下的共享模式的研究
带来了困难。 

1）共享经济模式使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便捷。老
年人不需要购买产品即可享受产品的使用价值，如共
享单车使得老年人无需购买自行车就可以享受自行
车提供的服务，对于老年人的短途出行优势非常明
显，还能避免拥堵和等待时间。老年人与产品的关系
从归属关系变成使用关系[3]。 

2）共享经济模式使老年人的使用成本降低。以
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是老年人自己购买的单车，不但
要找地方停放，坏了要自己找人维修，而且还有被盗
的风险。共享单车解决了使用者所要面对的所有问
题，降低了拥有一件产品的额外负担[4]。 

3）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感。共
享模式增加物品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促进产品的
不断完善，促进消化社会过度产能和过度消费带来的
剩余物品，大大节约了资金、空间和时间，给人们带
来更有价值的社会效益，并且有利于环境保护。共享
模式中的老年人，不仅是其中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
上还化身为新观念和环境保护的推动者，能让老年人
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感和愉悦感。 

4）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帮助老年人再次融入社会，
成为积极的社会公民。社会交往是老年人的基本需
求，老年人由于退休或是亲戚朋友的搬迁或死亡，社
交圈逐渐缩小，逐渐失去与社会的融合。在共享模式
中的交易很多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他们可能来自不
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经历，做
着不同的职业，和他们沟通交流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
社会互动，从而降低与社会隔离的风险。 

3  共享经济模式对于老龄用户的忽视 

当前共享经济模式在发展和运作过程中把移动

互联网作为媒介和技术手段，大多考虑的是互联网用

户的使用习惯和行为方式，而对于以老年人为代表的

互联网边缘用户考虑不足。 

3.1 共享经济模式老年用户比例 

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形势与老年人的用户比例

存在严重失衡。依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的估算：2016 年虽然有超过 6 亿人参与共享经济活

动，然而老年人的参与比例却不高，共享单车用户

50 岁以上的仅占 1%，共享单车用户年龄的等级分布

见图 1，共享民宿中 50 岁以上用户也仅占 5.18%[5]。 
 

 
 

图 1  共享单车用户年龄的等级分布 
Fig.1 Age distribution of shared bicycle users 

 

3.2  老龄化视角下共享经济模式的问题 

当前共享经济模式对于老年用户的使用有很多

问题，下面以系统化的设计思维对这一现象进行分

析。系统化设计强调从系统角度对目标对象进行设计

研究，把设计目标看成由若干个设计要素组成的一个

系统，不仅关注设计目标各要素的独立性，而且强调

各要素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以及层次递进关系。以系

统化设计思维审视共享经济模式，可将其分解为产品

定位即共享经济模式的类型、使用体验、模式推广以

及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 4 个方面。 
1）共享经济模式的类型。共享经济遍地开花，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知识技能、房屋

住宿、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生产能力和医疗分享等

不同领域。在众多共享案例中，鲜有从老年人的需求

出发进行产品定义的共享模式。与年轻人群的共享形

态不同，老年人优先选择能让社会认同感和自身愉悦

度更高的方式或是符合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

共享模式。以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为例，与出租车

相比老年人更青睐于选择自行车出行，这种出行习

惯是使得参与共享单车的老年人数量远高于共享汽

车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享充电宝、共享衣橱等其他

与老年人生活方式相距较远的共享模式更是鲜有老

年人问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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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经济模式的使用体验。对于年轻人来说，

良好的使用体验未必能让老年人有同样的感受。以共

享单车为例，通过用户体验地图的方式对老年人的使

用体验进行分析，用户体验地图能够从使用者的角

度，由外向内地梳理服务系统的现状从而指引痛点和

需求的挖掘[7]，笔者自绘的共享单车系统的老年用户

体验地图见图 2。“手机一扫就能骑走”这看似简单的

操作对于老年人却有点“难”，主要卡在移动支付上。

共享单车的使用是以移动支付为依托的，但是多数老

年人不会移动支付。2016 年，移动支付用户中 41 岁

以上用户群体仅占比 1.6%[8]。 
老年人的知识储备和年轻人完全不同。目前共享单

车中用到的移动支付，如扫二维码解锁，这些年轻人习

以为常的使用形式，对于老年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9]。 
 

 
 

图 2  共享单车系统的老年用户体验地图 
Fig.2 The elderly user experience map of the shared bicycle system 

 
3）共享经济模式的推广。共享经济模式的推广

不符合老年人接受信息的习惯。首次使用共享产品的

用户，大多是通过网络查询或是边使用边探索的方式

了解如何使用。以共享单车为例，一些志愿者组织的，

为社区老人培训如何使用市面上流行的共享单车的

活动，受到社区老人的欢迎，老人们也在志愿者手把

手的教学中掌握了使用共享单车的技巧。因此，合适

老年人的宣传推广方式可以更好地吸引他们参与到

共享模式中来[9]。 
4）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

忽略了老年人的力量。当前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遇

到很大难题，以共享单车为例，共享单车的乱停乱

放、不文明使用造成的单车损坏，都严重制约了共

享单车的可持续发展。在义务监督文明使用共享单

车的“单车猎人”中，老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看

到有乱停乱放的公共自行车，就会将它们归位；看

到不文明骑行的，也会主动上前告知。而当前共享

单车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多是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和巡

查，需要大量的人员，人力成本高，忽视了老年人

在其中的巨大价值。  

4  老龄化背景下共享经济模式的设计策略 

综合老年人群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共

享经济模式中老年用户遇到的问题，以系统化的设计

思维方式入手，从产品定义、实现方式和商业模式 3
个方面提出老龄化背景下共享经济模式的设计策略。 

4.1  用户类型的多元化 

当前共享经济模式主要关注互联网用户的使用

习惯，对于以老年人为代表的互联网边缘用户考虑不

足。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用户越来越成为共

享模式不可忽视的使用群体，这部分用户的需求也需

要被考虑进去。老年人不像年轻人在共享模式中有各

式各样新鲜的需求，老年人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实

用性。对于老年用户的需求挖掘要从老年人的特殊性

出发，产品及服务的功能定位要有针对性，在操作体

验、功能显示等方面考虑整体使用过程的流畅性与便

捷性。在情感体验方面，考虑选择能增强老年人社会

认同感和自身愉悦度的共享形态，抓住老年人对社交

的渴望，让老年人在共享中增强与社会的连接，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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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老年用户的人性关怀，满足老龄用户群渴望交

流、被关注等心理诉求[10]。 

4.2  实现方式的多样化 

当前共享模式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对于移动支付
和智能手机的依赖性很高，这是老年人难以很好参与
共享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对于新知识和新鲜事物的认知与学习比较抵触，缺乏
耐心。基于这种特点，共享经济模式需要采用多样化
的使用方式，从降低学习成本、简化使用流程、提高
效率、减少错误率等方面进行深化改良。同时，尝试
兼容其他维度的实现方式，如线下活动、协同参与等
脱离互联网的形式，从而吸引以老年人为代表的对互
联网接受率较低的用户群[11]。 

老龄化背景下的共享模式，不仅在使用时要考虑多

样性，在老年人群中宣传推广时也要考虑特殊性。老年

人对于新兴的媒介接触较少，有的甚至没有接触过，广

播电视媒体和报刊是他们获取传播的主要途径。更优的

方式是当面传授并协助老年人进行亲身体验，协助和指

导会更有利于老年人对共享经济的接受和使用[12]。  

4.3  商业模式的创新性 

共享经济目前的商业模式比较单一，且易复制，

竞争激烈，老龄化背景下的共享模式可以考虑老年人

自身可挖掘的资源和价值，从而增加系统的特殊性。

目前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共享产

品被破坏严重，严重制约了其长远发展，老年人对于

社会管理有着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们志愿加入社

区服务队，为推动社会管理发展积极做贡献，将老年

人纳入共享经济模式的管理体系，既可以减少共享经

济管理中的人力成本，又可以帮助老年人再次融入社

会，发挥自己的余热。因此，老龄化背景下的共享模

式，可以调动老年人的力量，让他们不仅成为系统的

使用者，同时很好的担任系统的管理者和维护者[13]，

在享受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可以提升

自身的价值感。  

5  结语 

国内共享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共享模式越来越成

为人们认可的生活方式，未来将会是共享的社会。同

时，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的加深，

老年人越来越成为共享模式中不容忽视的群体，老龄

化趋势和共享模式趋势在未来势必会发生碰撞。因此，

在老龄化背景下共享经济模式需要考虑到老年人生理

和心理的特殊性，从产品定位的普遍性、使用方式的

多样性、商业模式的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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