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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大力推行创新型农业的背景下，运用服务设计的方法和工具，构建养老型社区环境下的

社区农业服务系统设计。方法 以河北香河大爱养老型社区的服务环境为研究基础，对社区内居民进行

用户调研并分析用户需求，归纳设计机会点；通过绘制用户角色模型、利益相关者关系图和服务系统图

的方法，构建出包含服务平台“归园”APP 在内的社区农业服务系统，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社区农

业服务系统设计的方法。结论 基于河北香河大爱养老型社区服务环境，提出社区农业服务设计系统，

促进农业服务模式的创新，维护创新型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使得社区居民得到系统化、规范、开放和

便捷的服务，可以为创造优质的城市社区服务环境以及应对商业机遇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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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ommunity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Retirement Community 

QIAN Hao, XU Fan, MA Dong-m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the method and tool of service design to construct the design of community agri-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retirement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no-
vative agriculture. Taking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of Great Love Retirement Community located in Xianghe, He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basis, a user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mong the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After analyzing the 
user requirements, the design opportunities were summarized. By drawing the user role model,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diagram and service system diagram, the community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cluding the service platform of "Gui-
yuan" APP was set up. Moreover, the design method for community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as 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iming at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of Great Love Retirement Community in Xianghe, Hebei, the design sys-
tem of community agricultural service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 mode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gri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with systematic, stan-
dardized, open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It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creating a high-quality 
urban community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rising up 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retirement community; community agriculture; service system design 

现代化在带给人类舒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环境与社会问题，农业现代化亦不例外[1]。农药、化

肥等化学物质的滥用，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随之产生，

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绿色、有机、纯天然、

来源透明度高的食品更受青睐，也不再局限于“种植

者—商家—消费者”传统消费模式。创新型农业类型

应运而生，而社区农业便是其中一种类型。人们对绿

色有机食品的追求和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通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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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模式，以自主劳作、体验采摘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创新型农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消费者持续流失问题

也值得关注，如何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维

护创新型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 

1  社区农业服务的概念 

1.1  社区农业的模式 

香港绿田园基金会将社区农业概括为一群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在城市的同一空间内共同  
进行农业耕种的活动 [2]。社区农业与传统的农业模  
式的区别是：（1）种植空间一般在社区内空地、阳  
台、屋顶、温室内；（2）种植物种类以用户需求为导

向，推崇多样性；（3）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4）用户自主选择劳作方式，通过体验提升对农作

物安全、有机的信任度；（5）兼顾劳作、娱乐、教育

等多重体验。 

1.2  社区农业服务的研究现状 

服务设计是一个正在世界各地兴起的设计领域[3]。

服务设计作为一个用设计的方法研发服务的领域，能

够把构成服务的实体、非实体元素进行综合企划和开

发，提升用户体验，创造服务价值[4]。社区农业涉及

到生态环境、生产资料、农作物等实体元素，以及技

术支持、品牌形象、土地规划、耕种地租赁、物流配

送、信息传达等非实体元素，国内外一些组织和研究

机构使用服务设计方法，在为用户提供绿色食品和劳

作体验的基础上，同时带来了休闲、娱乐、教育的服

务，取得了实际成果。按照服务参与者、目标、管    
理模式、组织、空间的差异将社区农业服务划分为  
两类[2]。 

1）体验型社区农业服务。体验型社区农业服务

以体验为目的，企业、公益组织作为组织者，招募团

体或个人参与者，共同在城市屋顶耕种地进行种植管

理、休闲娱乐活动，通过一系列用户体验参与建立互

动信任的关系，旨在创造亲近自然、环保可持续的生

活方式。美国 Broolyn Grange 农园便是典型案例，组

织者利用城市屋顶空地种植和雨水回收系统灌溉，通

过市民自发参与、协助互助、成果分享的形式，不仅

使城市热岛效应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得到改善，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也在市民中得到响应。 
2）协作型社区农业服务。协作型社区农业服务

以种植为目的，是以固定的城市居民自发组织，并在

政府机构的合作下，在城市社区内或附近耕种地协作

互助进行种植管理活动，收获种植所得，通过种植活

动，创造绿色、和谐、亲密的社区环境。美国 Green 
Thumb 社区农园是美国最大的社区农业服务组织，不

仅为周边社区提供了协作种植服务及休闲、聚会场

所，也对提升社区关系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2  养老型社区的农业种植现状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养老型社区的服务环境及

社区居民对于农业种植的认知、种植习惯、种植经验

等，进而得出居民对社区农业服务的需求，在实际应

用环境即河北香河大爱社区内进行调研和分析。 

2.1  大爱社区环境分析 

以河北香河大爱社区为实际应用环境，从硬件环

境、政策环境、信息化环境 3 个方面进行分析。 
1）硬件环境。大爱社区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

疗、终身教育、现代农业四大产业，建设亲情健康养

老社区。社区配备有医院、老年大学、幼儿园、休闲

区、运动区、农场。大爱健康农场是其中现代农业产

业下的一个重点项目，面积约 200 亩，较国内其他社

区农业环境，其耕种用地面积大且集中，易于封闭式

管理。 
2）政策环境。大爱社区响应和契合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战略，以“大爱”为核心价值，着力于构建一

个多元化养老格局，创造出老、中、幼三代人和谐、

互爱的社区。 
3）信息化环境。大爱社区运用“智慧社区”理

念，依靠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规划搭建云平

台系统，力图打造“运营管理信息化”、“决策管理数

字化”、“养老生活智慧化”的社区环境，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智能、便捷的信息服务。 

2.2  大爱健康农场运行模式 

大爱健康农场将种植地进行等额划分，社区居民

及周边社区居民可以进行会员注册，通过实名注册的

会员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租赁 1 份至 3 份种植地，租赁

期为一年。大爱健康农场运用认种型模式，产生 3 种

种植类型：（1）自主式，用户承担全部种植和日常管

理任务，农场提供生产资料；（2）协助式，用户自主

种植，但将日常管理交给农场；（3）托管式，用户做

出种植决策，但将种植和日常管理全部交给农场。针

对这 3 种种植类型，需要对时间、空间、信任机制、

农场服务人员合理规划，以提高耕种地使用率、服务

效率和服务价值。 

2.3  大爱社区居民农业种植状况分析 

对大爱社区及周边社区内 95 名居民进行问卷调

查，回收有效问卷 82 份，了解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

认知态度、种植经验、种植频率、种植时间分布，并

通过数据的分析结合性别、年龄、家庭组成、收入等

分类的差距，得出分析。根据统计得出：（1）居民对

于食品安全问题重视程度高，其中 85.4%的居民最重

视农产品的种植来源，以 50~70 岁中低龄老年人和育

有子女的年轻父母为主；（2）居民多数缺乏种植经验，

其中 64.6%的人较少参与种植活动，具有丰富种植经

验的人大多数为老年人；（3）居民整体种植度高，近



154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9 月 

 

一半的居民注册了农场会员，但 7.3%的居民表示不

愿参与；（4）已注册会员中，选择自主式、协助式、

托管式的人数分别占 52.3%，33.3%，14.3%；（5）已

注册的会员中 38%的人选择在周末进行种植活动，

47.6%的人选择每天都进行，老年人用户种植频率高；

（6）已注册会员单次农场停留时间为 0~1，1~2， 
2~5 h 的分别占 66.7%，28.6%，4.8%。 

2.4  大爱健康农场现有问题 

用户是服务设计的最终目的[5]。通过田野调查和

用户访谈，在真实环境中对用户的行为进行观察，并

结合用户种植状况发掘出问题。大爱健康农场存在问

题如下：（1）老年人多数存在身体健康问题，其家庭

成员因担心种植强度大、种植时间长、气候转变等会

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反对或限制老年人

参与农场种植活动，导致农场流失了部分老年人用

户；（2）老年人用户因激素平衡失调和退休之后集体

环境的变化导致孤独、敏感的心理状况，依赖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流，缺乏与同社区居民的互动，在农场以

单独劳动为多，停留时间短，体验深度低；（3）老年

人用户种植产出的农产品数量过多，大于其家庭食用

量，导致其后期减少预定种植地面积，农场种植地预 
 

定量变化大；（4）种植经验少的用户缺乏一对一的指

导，而种植经验丰富的老年人用户缺少给他人提供指

导的渠道；（5）用户之间的互动停留在物理空间内，

部分用户表示会与相邻种植地以及邻居交流分享种

植情况，但不会与陌生用户产生互动；（6）未注册会

员的居民几乎不会参与其中，缺乏激励机制。 

3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构建 

结合大爱社区农业种植现状和现有问题，运用服

务设计思维和工具，参考协作型农业服务的服务模

式，提出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的概念，需要明确目

标人群、利益相关者及所对应的需求，以便于进一步

构建服务系统。 

3.1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用户角色模型 

有效的人物角色可以将注意力从抽象的人口统

计资料转移到人的实实在在的需求上。尽管人物角色

自身是虚构的，但是他们展现的动机和反应是真实的[6]。

通过对用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建立种植

经验及种植热情程度两个关键维度来确定服务目标

用户的类型，构建出 4 种用户角色模型并描述，见图 1。 

 
 

图 1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用户角色模型 
Fig.1  User role model of Great Love Health Farm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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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用户需求分析 

农场内种植物存在较长生长期，用户较为固定且

用户之间存在交互活动，从而服务周期长，用户体验

的时间跨度大，体验环境复杂。要在整个服务周期内

都达到用户期望，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用户各方面

的需求，以做出不同的设计决策，见表 1。 

 
表 1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用户需求总结表 

Tab.1  User demand summary table of Great Love Health Farm service system 

用户类型 种植类型 需求 设计策略 难点 

专家型 自主式 把控种植强度；售卖

或交换农作物；加强

邻里交流的环境；分

享种植经验。 

天气情况预报；种植提醒功能；

线上销售渠道；兴趣小组；个

人知识及休闲分享平台；用户

沟通平台。 

用户手机操作能力一般，需保

证交互过程流畅。 

兴趣型 自主式 
协助式 

加 强 邻 里 交 流 的 环

境；更有条理的兴趣

培养。 

个人知识及休闲分享平台；用

户沟通平台；兴趣小组；种植

提醒。 

维持用户新鲜感，保证信息及

时更新。 

体验型 自主式 
协助式 

趣味活动；一对一的

种植指导；安全可信

任的种植环境。 

及时的活动信息提醒；种植知

识查询；用户沟通平台。 
满足儿童的自然教育需求；保

证指导的专业性和及时性。 

参与型 托管式 
未注册农场会员

购买农作物；加强邻

里交流的环境。 
线上购买渠道；用户沟通平台。 安全信赖的用户认证方式。 

 
3.3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 

建立利益相关者关系图，将利益相关者按照重要

度和影响力进行归类，不仅有利于企业的服务资源分

配和服务拓展，同时也可以将复杂服务关系中被忽视

的利益相关者发掘出来[7]。在大爱社区农场服务过程

中，利益相关者有目标用户、用户家属、政府、服务

提供商、服务人员、商店，见图 2。其中，专家型用

户大多数为中老年人，作为养老型社区的主体，与社

区农业的联系最紧密，参与时间最长，参与度最高，

是系统中的高度参与者；兴趣型用户和体验型用户群 
 

 
 

图 2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利益相关者关系 
Fig.2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of Great Love  

Health Farm service system 

体数量大，受教育程度高、手机使用度高、参与度较

高，是系统中的中高度参与者；参与型用户不进行种

植活动，但参与交互，是系统中的中低度参与者；目

标用户之间产生交互行为，构成多方联系。用户家属

作为用户的陪同参与者，参与种植活动但不直接进行

操作。政府为服务系统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服务提

供商为目标用户提供种植资源、信息服务，服务人员

为目标用户提供种植服务和技术支持，新的服务系统

建立同时也使得商店与用户的利益关联发生改变。在

服务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资金、信息、物质的

联系，协作创造了差异化服务，实现了多方的共赢[8]。 

3.4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 

通过对大爱社区宏观环境和用户需求进行分析，

构建出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见图 3。大爱健康农

场服务系统包含以下特点：（1）线下服务与线上服务

相互辅助，线下服务平台是现有的农场管理系统，服

务人员为已注册会员用户提供种植地使用、协助种植

等服务，建立面对面的沟通渠道；线上服务平台是服

务于所有用户群体的 APP 客户端，与农场管理系统

信息相互连接，为用户提供预约种植、种植咨询、提

醒种植、农作物销售、社交等服务，保证线上线下一

体化，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全时段的服务；（2）建立

虚拟型社区，服务系统的线上平台为用户提供组建兴

趣小组的机会，同社区中有共同爱好或目标的用户通

过虚拟型社群建立联系，开展线下互帮互助、督促种

植、娱乐休闲等活动；用户间的线上互动、线下互动

对虚拟社区内知识共享有直接的影响作用[9]，从而提

升用户整体种植认知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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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 
Fig.3  Great Love Health Farm service system 

 

4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设计应用 

4.1  基于 APP 客户端的服务应用设计信息架构 

大爱健康农场服务系统设计重要的一部分是基

于 APP 客户端的服务应用——“归园”APP，其在整

个服务系统中承担着服务帮助、成长追踪、知识查询、

售卖、社交五类功能。信息架构是 APP 设计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描述了 APP 的整体规划和信息

层次，决定了一个 APP 的主要内容和形式[10]。“归园”

APP 设计中主要包含首页、护园、园地、消息、我的

主页 5 类功能模块，其信息框架见图 4。 
首页模块用于更新天气状况和用户交流，天气状

况用以实时提醒用户进行种植管理，用户交流分为用

户状态更新和用户园地更新，以促成用户间交流种植

经验，分享成果，满足用户的成就感。发现模块用于

种植知识查询、种植经验分享的实现，提升农业认知，

降低农场人力损耗。护园模块用以实现种植物成长追

踪的功能，用户在线上便可查看自己种植物的生长状

况、生长周期，及时进行种植计划，并且直接对作物

预约种植管理和在线解决种植疑难，通过收获查询帮

助用户回忆所得成果，提升愉悦度。消息模块用以实

现用户双方交流和群组交流，用户可以自行组织群组

和活动，增加用户黏着度。我的主页是用户的个性化

展示区域，用户可以记录心路历程，上传农作物售卖

信息，进行设置等功能实现。 
 

 
 

图 4 “归园”APP 信息架构 
Fig.4  "Guiyuan"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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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 APP 客户端的服务应用设计——“归园”

APP 界面设计 

智能手机 APP 为用户提供的不只是单纯的应用

服务，还应成为用户的情感互动的交流平台[11]。“归 
 

园”APP 界面以绿色为主色，搭配橙色、蓝色、蓝色

等辅色，带给用户自然、活力的感觉，见图 5。考虑

到老年人学习能力下降、手机操作不熟悉的情况，为

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界面采用卡片式设计方法，交 

 
 

图 5 “归园”APP 界面设计 
Fig.5  "Guiyuan" APP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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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性强，易创建信息流和时间轴，保证简约和高效性，

使用户更易于浏览。在界面中采用十字交互的方法，

将纵向滑动和横向滑动结合，打破屏幕的界限，让用

户得到沉浸式体验。相较于“农管家”、“云种养”等

其他已有线上农业类应用 APP，“归园”APP 的特色

在于为提供服务帮助和成长追踪两大功能，两类功能

整合在护园界面中，用户通过作物类型查看已种植的

作物，根据应用提供的科学建议，为作物添加种植计

划，再选择进行不同的服务类型，将为用户服务的理

念贯穿整个应用。 

5  结语 

依托于河北香河大爱社区的实际服务环境，利用

服务设计思维和工具，对养老型社区环境下的社区农

业服务系统进行设计探索。通过对实际运用环境的调

研，明确了农业服务应该考虑的设计要素，得出以专

家型用户需求为主导，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相结合的

服务系统，优化了用户参与度，满足目标用户的核心

需求，延长了用户的服务体验，为大爱社区多元化养

老格局和老、中、幼三代人和谐、互爱的目标达成做

出贡献，同时也为社区农业服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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