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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包容性理念对老人助行车提出可持续设计策略和应用。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

查法以及对老人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的梳理，对老人助行车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

掘与分析，以可持续设计方法为导向、包容性理念为基础，探究老人在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从包容性理

论的经济效益、生态平衡、社会公平三个维度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四个设计方向并对助行车的再

设计进行优化。结论 通过对产品造型、材质、功能和 CMF 四个方面的分析，以及对人机工学和老人身

体尺寸数据的相关研究，结合以人为本的设计要求，为改善老人与产品之间的实际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

方法，对于今后基于包容性理念的老人助行车可持续设计提供了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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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Design of Rollator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Sustainabl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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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propose and apply sustainable design strategies for rollators for elderly based on the in-
clusive concep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study of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dustry of rollators for the elderly, and probed in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life on the 
basis of the sustainable design method and the inclusive concep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equity, ecological 
balance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inclusive concep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four design directions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redesign of rollators was optim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duct modeling, materials, functions and 
CMF as well as related researches on ergonomics and body size data of the elderly,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eople-oriented design, this paper provides a feasible method for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products,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ustainable design of rollator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in-
clusive concep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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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正处于人口

结构调整的关键转折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老人

产品市场将成为未来二十年内 能提供丰厚利润和

市场容量的朝阳市场之一。包容性设计源于包容性理

念，其内涵是指在设计时尽可能多的考虑到使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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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先努力达到产品当前的 优化效果，然后再尽力

拓展，以适应更大的类群与范畴。基于包容性理念研

究老人助行车产品，不仅对全方位了解老人、探寻其

真正需求、提高其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提

升生态保护意识、促进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

推动作用。 

1  产品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1.1  产品包容性内涵 

包容性设计是继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等新兴设

计思想后的核心思维之一，它旨在跨越年龄和能力上

的限制，尽 大可能使产品涵盖更多的人，是人文关

怀和物质价值的综合体现[1]。而在产品构思中，包容

性思想着眼于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

种问题，为产品主体和使用者之间建立新的地位与角

色，也为设计者在协调问题和优化设计时提供更多的

视角和机会。就当前严重的老龄化态势下，时代亟需

设计者对老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各方面需求细致研

究，让老人在体验产品时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社会给

予他们的关怀。 

1.2  包容性理论的发展及维度分析 

近些年来，以包容性理论为基础的内涵演进和研

究成果可谓是收获颇丰，从针对弱势群体而编织保护

网的“包容性增长”，到经济发展理念上进一步升级

的“包容性发展”，再到专注于对社会和经济福利所创

造的机会，以期用于结构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的

“包容性创新”[2]，这段发展进程无疑是推动社会经济

良性发展的巨大力量。目前对于包容性理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科技创新、环境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其

中对于包容性的价值探讨还较为分散，在经济增长方

式改变、生态意识普及、人口素质显著提高的基础上

对包容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包容性的三维度见图 1。 
1）经济效益维度。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单一的

经济增长模式同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冲突不断，非包

容性增长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马太效应 
 

 
 

图 1  包容性的三维度 
Fig.1  Three dimensions of inclusiveness 

的推动在高速增长中愈演愈烈。对外，世界金融危机

四伏，经济失衡状况急需强制性改变；对内，城镇化

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转型过程中社会基尼系数逐步走

高，非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成为国民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3]。经济发展的诸多掣

肘，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并

先后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

“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growth）”和“包容

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4]。包容性增长

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体现了新的增

长目标模式，强调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和经济增长

过程中平衡协调性，主张公正与公平，同时倡导增长

成果共享的价值导向和民生为本的价值导向，并且更

加强调人本主义的增长[5]。而其本着的公平性原则、

包容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对促进金字塔底层市场的

进化，推动多元经济从速度到质量的转变以及社会保

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2）生态平衡维度。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可见保护生态

环境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

之路[6]。无节制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会给地球家园和人

类健康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而意识到灾难是预防灾

难发生的前提，采取实际预防措施才是生态平衡的关

键。包容性理念作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

想，提倡产品材料应具备绿色环保性、可回收循环利

用性等属性，力求在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

下，提高产品的利用率和品质，努力探寻消耗与节能

的平衡点，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协调可持续发

展。只有平衡生态才能永续发展，只有生态平衡才能

建设美丽中国。 
3）社会公平维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总

数快速增长，劳动力总量充裕、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增强社会公平是实现社会良性

发展的必要环节。老人在早年对生活的不同选择与经

历，直接决定了晚年生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部分

老人却未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甚

至游离于体系之外，社会关系断裂，能力和身份都未

受到足够的尊重。而包容性理念的融入则是为了让越

来越多的设计成果和社会福利以机会均等的方式惠

及更多的弱势群体，尽可能的在虑其所难、思其所想

的同时，也能够足其所需，在非物质层面给予他们更

多的关注与尊严。包容性理念在社会公平层面上的体

现，对建立起社会公平的制度性框架，增加不同类群

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正如三维度之间的立体关系，任何一面的倾斜都

可能造成整个结构的崩坏，而理想中的三维度模型一

旦开始失衡，包容性理念就将发挥其内在作用：在经

济效益维度，它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激发市场活力；

在生态平衡维度，它能够扭转生态赤字，经营生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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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社会公平维度，它主张关爱边缘人群，修复社

会罅隙。包容性理念是平衡维度的核心支撑，而其未

来，离不开经济财富与多元效益的基础，要运用生态

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后更需要遵守成果共享

与社会公平的原则。 

1.3  结合可持续设计的必要性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 SDGs）于 2016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导

入包括 193 个国家赞同的 17 点目标以及随附的 169
项指标。其中“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贫穷”、“促进包

容且永续的经济成长”、“促进和平且包容的社会，以

落实可持续发展”、“保护、维护及促进领地生态系统

的永续使用”等主要目标[7]，可以看出可持续的概念

是极其宽泛的，从社会学和发展学的定义出发，可持

续发展主要是由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组成，虽

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与包容性理念的深层内涵不谋

而合。可持续性的内容一直在与时俱进，其所衍生的

更为限制性的可持续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lility，

D4S）概念在不同的环境趋势及知识背景下的演变呈

现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8]，过去的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关注生态等亲环境

性问题，今后对于可持续性的关注焦点，从考虑环境

性和经济性的认知到包容性的人类发展，范围不断的

融合与扩大。 
包容性是可持续性的内在要求，而可持续性是包

容性的终极目标，其价值主张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多维度整合，在社会福祉上相互作用，以

期能更好的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解决全人类

面临的社会性难题。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

景下，老年人日益被视为发展的贡献者，他们为改善

自身及社会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应被重视与包容，坚持

更具人道的包容性思维和更加可持续性的设计观念，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破解提供产品硬件支撑。 

2  产业现状与用户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现状 

一般来说，社会老龄化率按照 65 岁老年人占人

口比率计算可分为老龄化社会（7%~14%）、老龄社

会（14%~20%）和超老龄社会（20%以上）。欧洲大

部分国家（例如 2019 年中期人口数据显示：保加利

亚占比 21%，芬兰占比 22%，希腊占比 22%，德国

占比 22%，意大利占比 23%）和日本（2019 年占比

28%）[9]因为进入发达水平较早，医疗水平更高，已

经步入超老龄社会，针对老人的政策和市场都相对成

熟，老年人产品的空缺也迅速地被占据和填补，比如

老年人洗护产品、通讯产品、出行产品、娱乐产品，

都是较早的出现在国外老年人市场之中。 
在国内，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2019

年中期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已达到 1.57 亿，占人口总

量的 11%，预计到 2050 年人口总数仍将维持在 14 亿，

到 2100 年人口总数才会回落到 10 亿左右[9]。虽然

中国的老龄化人口从数据上看较为乐观，但由于我国

特殊国情，存在生育率较低，未富先老的现状，未来

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巨大改变，现在强调国内老龄化

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为过，留给中国的时间其实屈指

可数。 
庞大的老龄化数字使老年人产品市场水涨船高，

在整个消费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伴随着老人精力体

力的下降，出行的效率和质量都大不如前，老人助行

车作为辅助出行必须之工具，市场上的产品却不尽令

人满意。近些年来市场发展迅速但尚不成熟，过速饱

和导致助行车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对老人的包容性

设计有所欠缺，能真正长期适合老人的助行产品为数

不多，对老年助行车的研究和优化也迫在眉睫。 

2.2  用户调研分析 

帕特里克·乔丹 早提出从功能、可用性和愉悦

性三方面对用户的需求进行解析，并建立了“客户需

求层次”的 早模型[10]。而现代产品设计过程中，用

户需求的确定与分析多需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渗透，

由用户特征和交互特征来确定[11]。 
所谓“老年特征”是指老年人在其生理、心理、

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深入了解

老年人的身心特征和交互行为，才能够针对需求进行

合理的研究，并为老人设计贴近其生活的产品，老人

生理、心理、行为特征见图 2。 
现通过问卷和问答交叉调查的方式对南京市浦

口区社会福利院 50 名目标老人（年龄 65 岁以上）进

行实地调研。其中 50 名受访老人的相关数据为：男

性 31 人，女性 19 人；65 岁至 75 岁 33 人，75 岁至

85 岁 12 人，85 岁及以上 5 人；其中失能及半失能老

人 6 人；了解、体验和使用过老年人助行车产品有

42 人。问卷和问答的主要方面为：颜色、价格、工

艺、结构的简单与复杂、使用性与体验感、是否需要

其他辅助功能、对使用过的助行车产品是否满意等。

图四将调查结果可视化，表明老人在考虑助行车产品

时可能会着重考虑的因素，见图 3。 
 

 
 

图 2  老人生理、心理、行为特征 
Fig.2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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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人消费时考虑的因素 
Fig.3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图 4  我国老年人助行车现存问题 
Fig.4  Existing problems of rollator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经总结：身体虚弱的老人使用助行车的频率非常

高，但对当前产品并非感到完全满意，同时，受访者

们对安全方面 为关心，对温和的颜色普遍更有好

感，尤其看重使用性和舒适度，辅助功能并非考虑的首

选，喜欢性价比高并且简洁、工艺实用的助行车产品。 
另外，通过对问卷问答的分析，对了解助行车产

品的现状与不足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作用，通过网络调

研，比较市场上多组老人助行车产品，可以总结出老

人助行车在价格、材料、结构、功能、工艺和使用性

六个方面存在问题。现通过研究分析对目前市场上老

年助行车产品存在问题进行归纳整理。 
我国老年人助行车现存问题见图 4，我国老年人

助行车现存问题主要分为价格、材料、结构、功能、

工艺和使用性六个方面。其问题具体表现为：价格方

面质低价高的现象泛滥；材料选择不当、产品质量过

重、缺乏亲和力和时尚感；结构复杂、可维护性差；

部分功能脱离实际、实用率低；产品工艺落后、标准

化不足；安全性、可靠性、可持续使用性存在不足。

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上述存在的问

题，基于包容性理念提出可持续设计的解决方法。 

 
 

图 5  设计策略 
Fig.5  Design strategy 

 

3  基于包容性理念的老人助行车可持续设

计策略 

结合老人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图、老人助行车

在消费时着重考虑的因素和老人助行车市场存在的

问题，对应经济维度、生态维度和社会公平维度提出

如下基于包容性理念的可持续设计策略，设计策略见

图 5。 

3.1  经济层面 

产 品 的 经 济 价 值 在 于 对 资 源 和 能 源 的 有 效 活 
用 [12]，利用率高的产品往往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必然会在产品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当今的经济循

环体内，企业对经济效益有了更为完整的认知，对产

品的生命周期有了更为客观的看法，着眼于长期的经

济效益，利用数字信息的优势，控制质量管理成本，

选择多视角切入点，避免误生产，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因此，基于经济层面出发，老人助行车的设计应当遵

循：采用生态材料与轻量化材料，能源资源活用，产

品可折叠，优化模块化与标准化设计。 

3.2  生态层面 

在地球原料资源终会被消耗殆尽的现实面前，降

低资源消耗速度、保护自然财富成为全地球人共同的

心愿。而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里，绿色环保作为一

种非物质性能成为产品的新的核心竞争力。从生态平

衡视角观察，产品被废弃处理后在生态容量中的表现

往往会被判定为在绿色环保的层面是否合格，因此，

老人助行车设计应当考虑：产品绿色加工工艺，减少

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噪声/废水/废气/粉尘等有毒有害

物质的排放，新型节能资源对传统资源的替代，传统

工艺的优势与现代工艺制作的结合。 

3.3  社会公平层面 

公平的内涵一直在推陈出新，只有当经济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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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协调稳定，社会才会重新审视公平问题。社

会公平是时代发展的精神产物，是社会集体对部分群

体的反思，是对过去联结断层关系的修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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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而社会公平对于老人来说，

不仅仅是迫切需要为他们量身打造产品，而是社会对

他们的再次关心与肯定，在社会群体的目光中让他们

看得见尊严。基于社会公平层面，由于视知能力的下

降，在产品的造型、材质、功能、CMF 设计上需要

严格把控，易于老人理解、操作及使用的产品是老人

助行车的核心所在。因此，老人助行车的设计应当注

意：提升产品包容性，提高产品品质，完善产品福祉，

消除抵触情绪和认知障碍，服从人机工学，减轻记忆

负担。 

4  基于包容性理念的老人助行车可持续设计

案例 

结合前文所述的设计策略，通过前期的研究以及

运用包容性设计的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针

对现状，设计出一款老人助行车产品，现结合三维度

从产品造型、材质、功能与产品的 CMF 设计四个方

面进行方案评价。 

4.1  产品造型 

助行车造型简洁大方，采用折叠式设计，整体无

焊接部分，连接处的穿插工艺皆采用标准化螺丝旋

钮，考虑到工艺美感，造型上多用简单的轮廓和圆润

的弧线，给予产品更多的温暖与年轻感。为了方便搬

运和节省空间，座椅部分可以上翻与折叠，满足老人

在各种场合的实际需要，尽可能为老人及家人带来便

利，助行车折叠示意见图 6。 
同时，助行车产品对座高、坐深要量身打造，过

高过低都将降低其舒适度与包容性。现结合人机工

学和老人身体尺寸对助行车的具体尺寸进行估算，见

图 7。 
根据《老年人人体尺寸测量数据应用报告》 [14]

中对两个地区的老年人群人体尺寸的平均值与标准

偏差值的计算，得出老人的坐姿下肢长度的相关数

据，其中男性分别为 925.8 mm、958.7 mm，女性分

别为 892.2 mm、872.5 mm。老人的两轴间宽数据男性

为 431.4 mm、452 mm，女性为 517.3 mm、415.5 mm。

通过数据可以计算出当老人坐立时下肢及两轴间宽

均值为 912.3 mm、454.5 mm。结合数据，可以计算

得出当老人坐立时下肢及两轴间宽均值为 912.3 mm、

454.5 mm。由于助行车的高度可以调节，故将其高度

可调节范围定为 870~970 mm，其坐垫尺寸大小为

460 mm，见图 8。 
总体来说，产品造型的精简是节约成本、追求经

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设计尺寸的精准，对于提

高老人舒适度，包容不同体型老人的情绪和心理具有

非凡意义。 

4.2  产品材质 

助行车主要由车身主体、把手、靠背、坐垫和万

向轮五部分组成。其中，车身主体骨架选用铝合金材

质，其密度较小，质量轻薄，具有优良的强度、刚性

和稳定性，回收简单。把手主要部分为环保塑料，手

握部分是橡胶材质，确保抓力与安全性，符合可持续

的设计原则；靠垫采用亚麻布材质，在结实的基础

上，吸湿、导热、透气性甚佳，柔软舒适且使用寿命

长，让老人使用时更加舒适安心。坐垫采用防水 PU
皮质，内置记忆绵材料，能很好的吸收冲击力，防菌

抗螨，透气吸湿。前后万向轮圈使用聚氨脂（PU）

材质，转向灵活、耐磨性强且静音效果好，轮骨采用

不锈钢材质，坚固可靠，易于清洁，为老人出行保驾

护航。 
助行车材质说明见表 1，助行车整车皆采用环保

材料，其便于回收循环，对环境污染程度小，成本低

廉，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符合包容性设计和可

持续设计的内在要求。 
 

 
 

图 6  助行车折叠示意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rollator folding 

 

 
 

图 7  人体座高座深 
Fig.7  Map of seat height and depth of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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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助行车尺寸 
Fig.8  Rollator size diagram 

 
表 1  助行车材质说明 

Tab.1  Description of rollator material 

名称 图示 材质 说明 

主体 

 

铝合金 

 

铝合金具有很好的强度、刚性和稳定性。

密度较小，质轻，具有优良的可再生功能，

容易回收。 

把手 

 

塑料       橡胶 

  

把手主要部分是环保塑料，手握部分是橡

胶材质，符合可持续原则。 

靠背 
 

亚麻布 

 

靠背使用的亚麻布，吸湿、导热、透气性

甚佳。 

坐垫 
 

不锈钢      橡胶 

  

轮圈使用聚氨脂（PU），高耐磨性且静音

效果好，轮骨采用不锈钢材质。 

万向轮 

 

PU 皮 

 

坐垫采用记忆绵材料，防水 PU 皮质，吸

收冲击力，防菌抗螨，透气吸湿。 

 
4.3  产品功能 

出行在外，老人使用推行功能来加强腿部锻炼、

辅助行走。助行车的靠背可以翻转调节，正反两边供

老人坐下休憩，见图 9。手刹上提控制刹车减速，下

压锁车固定，为老人在出行时提供安全保障。如若老

人在夜晚出行，照明灯可帮助老人看清前方道路同时

提醒行人注意避让。照明灯不采用传统电池供电方 

式，而是选择太阳能板收集光能发电。高度五档伸缩

调节为不同身高的老人提供多重选择。脚垫、照明灯

的折叠，使折叠后的助行车进一步缩小空间使用面

积，增强便携性。助行车细节见图 10。 
在功能的取舍上，助行车避开市场上功能多样性

的趋势且只保留 基本 重要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

本质的凸显和专业性的提升，突出的是无需进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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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老人推行及休息 
Fig.9  Implementation in and rest for the elderly 

 

 
 

图 10  助行车细节 
Fig.10  Details of rollator 

 
设计，就能满足更多老人需求的包容性设计本质，是

社会公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4.4  产品的 CMF 设计 

CMF（C-color M-material F-finish）是一门设计

细分学科，主要是通过色彩、材料以及表面处理工艺

三方面的设计来提升产品可能性，是整个产品设计过

程中的重要设计工艺。由于老人年龄的增长和视知觉

能力的衰退，在心理、性格、情绪上发生的相应变化

将直接影响老人在生活中对色彩的选择。视觉对色彩

的感知有先决性，他们的视觉更易接受中明度组的色

彩[15]。因此，这款产品选择四种不同的表面处理工艺，

可供不同喜好的老人选择。助行车在色彩上采用紫

灰、蓝灰、黄灰三种颜色搭配，温暖自然，醒目出众，

不仅在实景中容易被区别，同时能驱赶器械天生所带

的冰冷感，给予老人更多的温暖和心理安慰，见图 11。 

 
 

图 11  产品 CMF 设计 
Fig.11  CMF design of product 

 

5  结语 

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正在进行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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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容性设计是中国乃至世界正在研究应用的两大

理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要着眼于合理利用资

源和低碳减排的生活方式，更应从技术、文化、社会、

服务等领域进行创新设计，这样才能化解世界范围内

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16]。在包容性设计中，

让老人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需要更加仔细地的为老

人各方面考虑，以可持续设计发展为目的，结合老人

需求特点，在设计过程中不断结合各种有效理论，丰

富老人的日常生活，更好的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

通过经济效益、生态平衡和社会公平的视角呼吁更多

的设计师关心基于包容性的可持续设计，这样做不仅

是为了满足当代需求者的实际需要，更是为了提升整

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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