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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老年人的差异化特征，定义与老年人的社交需求相关的用户特征，

输出典型的用户角色类型、用户角色构建框架，指导老年人社交类产品的设计，促进社会的健康老龄化。

方法 以荷兰当地的十一名 68~72 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化访谈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社

会关系结构，通过质性分析定义一组与老年社交产品设计相关的用户角色特征要素。结论 得出基于血

缘、地缘和业缘（趣缘）关系的三种用户角色类型，包括家人依赖型、朋友陪伴型和事业兴趣型老年人；

定义了一组与识别老年人社交需求相关的用户特征要素，形成了用户角色构建框架。典型用户角色类型、

用户角色构建框架有助于协助设计研究人员识别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交需求，从而设计出更匹配老年

人需求的社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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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define the persona related to the older adults’ social demands to output typical personas, construct per-

sona framework, guide design of older adults’ socia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social healthy aging. With 11 Dutch older 

adults aged 68-72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ir daily life and social networks were recorded through structural interview. 

A group of persona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ocial product design for older adults was defined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Three personas, including family relationship-driven, friendship-driven and work relationship-driven of older adults based 

on their social networks were identified. Agroup of persona characteristics recognizing the social demands of older adults 

was defined to construct the persona framework. Typical personas and persona framework are helpful for design re-

searchers to identify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demands of the older adults, so as to design social products that better 

match the demands of the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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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

的问题[1]。寿命的延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每个人乃

至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为人们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

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

社会各界都在通过推动和践行“健康老龄化”[1]的社

会理念应对挑战和迎接机遇。社会关系作为“健康老

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有

研究指出较强的社交网络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寿命和

提高生活质量、防止功能衰退、增强复原力等[3]。社

会的固有偏见[4]通常将老年人与衰老、保守、羸弱和

慢性疾病等消极形象联系起来，老年人生理层面的需

求更易被设计师捕捉，与老年人相关的大多数研究也

重点围绕着慢病管理、身体康复和老年痴呆预防展

开，老年人心理层面的社交需求易被忽视。由于社交

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缺乏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深入

挖掘老年人的社交需求，部分老年人还面临着社会隔

离[5]的风险，亟需扩大老年市场中社交类产品的市场

份额。本文通过对老年人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研究，结

合用户角色方法，试图帮助设计人员识别不同社会关

系结构下的老年人的社交需求，明确设计语境，聚焦

特定的老年用户群体，设计出匹配其需求的社交产品。 

1  社会关系 

有研究指出建立和保持各种社会关系与老年人

维持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能力高度关联，如满足自身

的基本需求、进行学习、成长和决策、保持活动以及

做出贡献等能力[6]。一些特殊的社会、个人原因如退

休或罹患重大疾病等，会削弱老年人的人际关系和社

会参与度，并导致老年人孤独和社会隔离等社会心理

问题。孤独意味着老年人的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数

量和质量方面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感到不满意；社会隔离

则指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社交网络不够强大

和稳定，老年人被动或主动地与外界失去联系。二者

均会给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带来消极影响[7]。 

老年人常见的社会关系有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邻居、同事、朋友等。从连接纽带（包括趣

缘关系）的角度进行分类，见表 1，社会关系可被分 
 

表 1  社会关系的类型和特征 
Tab.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类型 特征 

血缘关系 
亲属规模、依存度、获得方式、维

持时间、交往频率 

地缘关系 
地理空间、归属感、获得方式、维

持时间、交往频率 

业缘（趣缘）关系 
工作场所、职业趋同性、获得方式、

维持时间、交往频率 

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趣缘）关系[8]，此外

还可以依据亲密程度、连接强度和需求维度等不同角

度对其进行分类。 

尽管老年人在身体功能、认知水平等方面有比较

相似的变化趋势，但是由于老年人的性格、生活环境、

家庭成员构成以及过往的生活经验等的不同，老年人

的社会关系构成往往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不管是哪种类

型的社会关系，老年人都能从中获得社会支持，这也

是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关键。老年人的社会

支持可被简单地分为有益（工具）支持（协助进行日

常生活活动如购物、赴约、做家务和缴费等）、评估支

持（帮助进行决策、得到合适的反馈和解决问题）、信

息支持（包括有关特别需求的建议或信息）和情感支

持（包括爱、友谊、理解、关怀和承认）四种类型[9]。 

社会交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特征影响着人

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同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老年

人，其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类型、来源和强度也有所不

同。从老年人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视角出发，通过分

析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构成的主要类型、来源

和获得的相关支持，构建具有代表性和差异性的用户

角色，有助于帮助设计人员洞察老年人的真实社交需

求，为设计人员形成设计概念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2  用户角色 

用户角色法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10]。

用户角色法包括目标导向型（Goal-directed Persona）[11]、

人物角色型（Role-basedPersona） [12]、角色沉浸型

（EngagingPersona）[13]和小说虚构型（Fiction-based 

Persona）[14]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用户角色生成方

法适用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设计语境。与老龄化相关

的设计需要考虑一系列的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很

难解决，且与老年人高度个性化的特征相关[15]。大多

数设计师，由于生活经验有限，对老年人的认知容易

受到固有的社会偏见影响，陷入“自我指涉设计”[16]

的设计陷阱，建立真实老年人的用户画像有助于设计

师明确设计语境，避免设计陷阱。用户角色的构建需

要基于真实的用户数据，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

焦点小组和跟踪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收集到用

户的真实信息。通过聚类分析，最终的用户角色可以

被定义为某一类或某几类目标用户的集群。一般可以

从多个维度描述用户画像，包括角色的个人信息、与

设计研究领域相关的一些内容、与市场营销相关的信

息、必要的图形信息和一些其他信息（如资料来源

等），通过借鉴相关研究[10]中对用户画像描述，本文

整理了用户画像框架模板，见表 2。 

在实际设计中，用户画像的具体内容往往没有定

论，一般需依据研究目标和设计主题灵活地调整框

架。目前，暂未发现有研究明确指出在为老年人设计

社交类产品时应该如何构建用户角色画像，哪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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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户画像框架模板 
Tab.2  Templet of the persona framework 

信息类别 具体内容 

人口统计学信息 

人格和心理特征 背景信息 

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等 

与设计主题相关的工作状况、技术接纳性等

日常生活或工作环境 

与产品使用相关的任务和行为等 

产品目标 

情景 

与设计相

关的信息 

典型的一天 

竞争者 

市场规模和份额 

品牌关系 

与市场 

营销相关

的信息 
商业目标 

图形 有指示性和编码意义的图形信息 

参考资料 

局限性 其他 

国际化考虑、种族等 

 
信息应该被重点关注。因此，为了得出相关结论，需

要深入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社会关系结构，

再结合用户角色法，提炼出与老年人社交类产品设计

相关的用户特征，从而指导设计师构建用户画像。 

3  结构化用户访谈研究 

3.1  用户访谈设计 

为了分析影响老年人社会关系及社交需求的因

素，进而提取用户画像要素并生成典型用户角色类

型，本文就“社会关系”主题对 11 位荷兰当地（分

别来自 11 个独立家庭的）退休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

谈和记录，通过对老人的个人基本信息、社会关系来

源、社会关系强度和社交活动类型等特征的了解，挖

掘老年人社会关系相关的真实数据，见表 3。 

访谈时间集中在 2019 年 1—3 月，为了缓解受访

人员访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紧张、拘束等负面情绪，

访 谈 地 点 均 选 在 了 受 访 人 员 的 家 中 ， 访 谈 时 间 约

1.5 h，形式为结构化访谈，访谈的现场情况见图 1。 

3.2  数据分析 

访谈样本的来源渠道是荷兰老年服务机构 Vier-

stroom，通过该公司向其数据库中年龄在 65~75 岁的

会员发送访谈邀约邮件，根据邮件回复情况研究人员

从中随机抽取了 11 位会员进行访谈，受访者的基本

信息见表 4。 

受访者访谈过程中积极配合，样本均为有效样

本。样本类型多样化，受访人员的性别（男女比为 

6∶5）、健康状况（健康与不健康比为 7∶4）、居住

状况（独居与非独居比 6∶5）、地理位置（分布在荷

兰南部、中部和北部的乡村、城镇和城市）、经济条

件（包括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和家庭结构（包

括丧偶、未婚、未育和家庭完整等几种不同家庭结

构）等分布均匀。有研究指出，对于用户访谈、焦点

小组类质性研究方法，6 个样本基本可以达到样本饱

和度 [17]，该实验的有效样本数量明显高于最低样本

量。研究人员在访谈的过程中亦发现在完成了一定量

的访谈后难以获得更多新的用户类型，受访人的社会

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出较大的重叠性。因此，可以初步

判定该样本为可靠样本。 
 

表 3  结构化访谈流程 
Tab.3  Process of structural interviews 

流程 内容 工具材料 

Step 1 
暖场（5 min） 

双方简单自我介绍，告知受访者访谈主题和相关注意事项，双方签

订访谈协议 

知情同意书&协议书、笔、

录音器 

Step 2 
个人基本信息（15 min） 

询问受访者年龄、性别、家庭成员、教育背景、爱好、居住状况、

工作状况、典型日程安排等 

纸版访谈材料（采访人代

为填写）、笔、录音器 

Step 3 
社会关系来源(15 min) 

询问受访者主要的（与有益支持、评估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

相关的）社会关系有哪些，让受访者在便签纸上写下相关人的姓名，

并用不同的色点区分这些人和自己的关系类型 

纸 质 版 访 谈 材 料 、 便 签

纸、色点、笔、录音器 

Step 4 
社会关系强度（15 min） 

让受访者将上个环节在便签纸上写下的名字去重，然后将去重后的

便签纸按照自己给予和获得社会支持（有益、评估、信息和情感支

持）的多少在坐标图上进行分级（分为最少支持、较少支持和最多

支持三个量级） 

纸 质 版 访 谈 材 料 （ 坐 标

图）、写过名字去重后的

标签纸、录音器 

Step 5 
社交活动描述（25 min） 

根据坐标图上便签纸的人名，简单描述和相关人之间的社交活动类

型和交往频率 

纸质版访谈材料、贴有便

签纸的坐标图、录音器 

Step 5 
询问建议（5 min） 

向受访者表示感谢，同时询问他们愿意参与此次访谈的原因，以及

他们对此次访谈的建议和其他可补充的内容 
录音器 



86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2 月 

 

 
 

图 1  结构化访谈现场 
Fig.1  Pictures of structural interviews 

 
表 4  受访老人详细信息 

Tab.4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编号 标签 性别 年龄/岁 家庭结构 健康状况 

1 癌症患者 女 68 同性婚姻未育 癌症、肥胖、无法行走 

2 手工船爱好者 男 70 完整 良好 

3 船员 男 72 未婚、独居 良好 

4 国务院法律议员 男 70 完整 良好 

5 医生 男 71 完整 良好 

6 按摩师 女 69 完整 良好 

7 儿童福利院女士 女 68 丧偶未育、独居 腰疼、长期行走不便 

8 老年公寓女士 女 72 丧偶、独居 腰疼、长期行走不便 

9 派对爱好者 女 68 完整 良好 

10 游戏达人 男 72 丧偶、独居 无法行走 

11 两度丧偶男士 男 72 两度丧偶、独居 良好 

 
1）个人基本信息。老年人的性别、居住状况、

职业背景、退休状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家庭结

构、健康状况、互联网技能等用户特征影响老年人的

社会关系构成，设计师可借助该类用户特征识别老年

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交需求。因此在为老年社交类

产品绘制用户画像时应该重点考虑以上用户特征。 

2）社会关系来源。受访老人的社会关系网主要

由血缘关系（如伴侣、子女、其他亲戚等）、地缘关

系（邻居、社区）、业缘关系（同事、家政人员）以

及趣缘关系（兴趣小组、教会、工会及志愿者组织等

成员）构成，见图 2。其中 11 个受访者都在不同程

度上获得或给予家人亲戚社会支持；朋友和邻居也是

被提及频次较高的社会关系来源，受访者中有八人提

到其获得或给予朋友、邻居社会支持；近半数的受访

者提到从其他人员或兴趣小组中获得支持或给予支

持；由于退休等原因，由老年人的同事或客户构成的

工作关系数量普遍较少，仅有 3 个受访者提到仍在继

续获得或给予同事相关的社会支持。 

3）社会关系强度。11 个受访老年人，总关系网

数量达到 144 人，平均每人有 13 个左右的稳定关系

人。其中 3 号老人关系网人数最多，为 33 人，9 号

老人关系网人数最少，仅为 3 人。老人的社会关系强

度差异性较大，因此需要采取的社交干预措施和设计

的社交产品类型也应该更有针对性。此外，根据老年

人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可以看出在老年人的社会关系

网中，家人亲戚以及朋友的数量最多，且互相给予和

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最多，因此该类型的社会关系在社

交类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应该被重点关注。 

4）社会活动描述。全部受访者对于聊天、聚餐

等社交活动表现出一致的偏好，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提

到过与节日和旅行相关的社交活动。老年人与其家人

亲戚间的主要社交活动包括聊天、聚餐、电话或网络

联系、帮助照顾孙子孙女以及度假和共同庆祝各类节

日等；老年人最常与朋友和邻居开展的社交活动包括

聚餐、聊天、打游戏、进行户外娱乐活动、借东西和

照看彼此的房屋等，其中朋友主要由邻居、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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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识别老年人社会关系的用户特征 
Tab.5  Personas of identifying older adults’ social networks 

用户特征 影响维度 影响社会关系构成的具体案例分析 

社交活动偏好 
女性偏好安慰、陪伴、给建议等社交活动 

男性偏好帮助修理、讨论事业等社交活动 
性别 

社交需求 
女性偏向于情感、评估支持 

男性偏向于有益/工具、信息支持 

社交频率 
无障碍设施（10 号）、交通便利性（1 号、2 号和 11 号）和高密度老年居民（8 号）等影

响老年人外出社交频率 
居住状况 

地理空间 
搬家影响原有邻里关系，老人融入新环境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 号、2 号、3 号

和 4 号） 

社交内容 职业技能可以成为社交资源（4 号法律议员常扮演朋友的法律顾问） 

社交偏好 工作内容可以影响社交活动偏好（9 号项目经理退休后乐于组织各类活动） 职业背景 

社交关系维持 工作性质影响老人业缘关系积累（3 号四处流动的船员退休后难与同事保持稳定的联系）

退休状态 社会连续性 
退休影响老人的社会连续性（1 号老人表示无法适应退休节奏），间接影响其社会关系构

成（1 号、4 号、5 号、8 号、9 号和 11 号老人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获取新的社会关系）

性格特点 社交主动性 
内向型老人（1 号、2 号、3 号、6 号和 11 号）不主动拓展新的社交关系，更依赖家人；

外向型老人（4 号、5 号、7 号、8 号、9 号和 10 号会主动探索新的社交关系） 

兴趣爱好 社会关系来源 1 号、4 号、5 号、7 号、8 号、9 号、10 号和 11 号老人通过参加兴趣小组获得社会关系

家庭结构 社交频率 
家庭结构完整的老人社交频率更稳定，未婚（3 号）未育（1 号）老人更易独居、孤独、

社交隔离、养宠物。 

健康状况 社交规模 行动不便等健康问题影响老人的社交规模，社交活动被压缩（1 号、7 号、8 号和 10 号）

互联网技能 社交规模 互联网技能和社交产品的使用能够扩大老年人的社交规模 
 

 
 

图 2  老年人社会关系图谱 
Fig.2  Older adults’ social networks mapping 

 
以及工作关系发展而来，独居老年人与朋友、邻居的

互动频率超过与家人亲戚的互动频率。受访者普遍认

为与其他人员或兴趣小组之间的关系偏有益（工具）

性支持，如赴约、聊天等；老年人与同事间的支持偏

向于信息支持，如讨论公司现状或工作经验等。 

3.3  结果讨论 

通过梳理访谈内容，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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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缘（趣缘）关系 3 种典型社会关系结构，可以将老

年人分为家人依赖型、朋友陪伴型和事业兴趣型三种

类型的用户角色。 

1）家人依赖型，如 1 号、2 号、3 号和 6 号老人。

其社会关系主要以家人亲戚为主的血缘关系构成。家

庭结构往往比较完整，因个人性格原因（内向型）或

身体健康原因（行动不便）而喜欢更多的依赖家人，

和配偶相处时间较多，重视家庭生活，喜欢沉浸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社交圈相对狭窄和封闭，对情感支持

的需求较高。 

2）朋友陪伴型，如 7 号、8 号和 9 号老人。其

社会关系的构成更具包容性，包括与血缘关系相关的

家人亲戚、与地缘关系相关的邻居和朋友、以及与业

缘（趣缘）关系相关的同事、兴趣小组成员等。受访

者中的朋友陪伴型老人往往因个人性格原因（外向

型）或家庭结构原因（丧偶或无子女）而喜欢与朋友

相处，他们的身体相对健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精

力充沛，乐于与朋友保持稳定和频繁的联系，偏向于

从朋友身上获得有益（工具）、评估和情感支持。 

3）事业兴趣型，如 4 号、5 号、10 号和 11 号老

人。其主要社会关系构成与朋友陪伴型相似，但其社

会关系网中同事和兴趣小组成员相对占比更高。受访

者中的事业兴趣型老人常常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

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贡献）或浓厚的个人兴

趣（积极培养某类兴趣或在某一领域颇有建树）而喜

欢与志同道合的同事或兴趣小组成员共事，他们有独

立的思考能力，生活规律、紧凑、精力充沛。 

家人依赖型、朋友陪伴型和事业兴趣型 3 种类型

的用户角色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帮助设计师从老年人

的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构建典型的用户角色。基于相

关研究中对于用户画像框架的概述[10]，结合研究中指

出的与老年人社会关系或老年人社交产品设计相关

的必要信息，提出了基于老年人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

用户角色构建框架，具体的信息见表 6。 

基于用户画像构建框架，研究提出了一个可供设

计人员参考的用户画像模板，见图 3。 
 

表 6  基于老年人社会关系结构特征的用户画像构建框架 
Tab.6  Persona framework based on older adults’ social networks 

用户画像要素 具体描述内容 

用户类型 家人依赖性/朋友陪伴型/事业兴趣型 

照片形象 
通过一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照片（结合性别、年龄、种族、健康状况和经济基础等综合考虑）

传递角色的形象 

性别 男性/女性 

年龄 描述具体的年龄（年轻老年人、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 

居住状况 
描述居住环境（城市、城镇、农村）；居住空间（别墅/平房/公寓/老年公寓）；周围交通便利性；

是否刚搬家等 

教育背景 描述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背景 

职业背景 描述老年人的职业类型和工作背景 

退休状态 描述老年人退休年限；退休后的生活安排（非营利性志愿者工作/营利性工作） 

经济基础 描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主要经济来源 

性格特点 描述老年人的性格特征，内向型性格（被动社交）/外向型性格（主动社交） 

兴趣爱好 描述与影响老年人社交关系的兴趣爱好 

家庭结构 
描述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完整的家庭结构/丧偶/无子女；以及其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老年人

独居/非独居状况；以及是否养有宠物等 

社会关系&社交活动 

描述老年人主要的社会关系构成，包括血缘关系（伴侣、子女、亲戚）、地缘关系（邻居、社

区）、业缘关系（同事、家政人员）以及趣缘关系（兴趣小组、志愿者组织）；及相关的社交活

动（有益、评估、信息或情感支持类活动） 

健康状况 
描述可能影响老年人社交关系的生理（行动障碍或慢性疾病等）、认知（老年痴呆症）和心理

（抑郁、焦虑和暴躁等）健康状况 

互联网技能 
描述其互联网技能（非常擅长/一般擅长/不擅长）；对互联网的态度（喜欢/中立/排斥）；常用的

电子设备 

社交产品的使用 
描述老年人使用过哪些类型的社交产品（线上产品、线下产品）；及其使用动机、障碍、痛点

和需求等 

典型的一天/周 描述老年人典型的一天或一周的安排，突出老年人的社交规律和偏好 

标签化总结 用一句话总结老年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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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以家人依赖型老人为例的用户画像模板 

Fig.3  Family relationship-driven persona templet based on older adults’ social network 
 

4  结语 

伴随着老龄化的进程，老龄化设计已成为设计关

注的重点研究领域。虽然许多研究都讨论过为老年人

设计包容性产品的具体过程，但较少有研究人员通过

关注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为设计老年社交产品提出研

究思路。研究通过对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研究和

分析，提出典型的用户角色类型和用户画像构建框

架。研究结果有助于帮助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

形成设计概念。设计师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可以选择

家人依赖型、朋友陪伴型或事业兴趣型老年人中某一

种为主要的目标用户，从实际设计目标和设计情景出

发，按照用户角色生成的步骤展开设计研究，形成符

合项目设计语境的老年用户画像，辅助设计概念的产

出。在最终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设计师可以依据不同

类型的老年人的特征，强调不同的产品功能，进而引

导老年人与不同的社会关系互动并完成不同的社交

活动。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中提出的用户画像构建

框架及用户画像模板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依据具体的

设计语境和研究目标进行灵活调整。此外，本文提出

的整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相关的老年设计研

究课题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启发设计研究人

员通过解构目标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结构，思考其性格

特点、行为偏好和潜在需求，进而围绕着目标老年人

的用户画像展开相关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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