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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满足青年群体社交需求，增加青年群体和其他社群之间的对话，增加青年群体对居住地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缓解城市化进程下青年群体集体焦虑、心理失衡的“空巢”青年问题。方法 基于社

会创新理论，以青年公寓共享厨房为载体，探索通过社区协作介入青年公寓共享厨房设计的方式。通过

参与式观察法、情景访谈法挖掘青年群体的社交需求、社交倾向和社交场景。结合人、物、环境的青年

公寓与社区资源，依托合作料理、共食餐厅、聚餐活动进行创新设计。通过系统化设计青年公寓共享厨

房的社交平台、活动和服务，构建适合青年群体生活社交的关系网络。结论 运用了社会创新方法，整

合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社群间的对话，以此让青年群体获得了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缓解了“空巢”青

年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空巢”青年；社会创新；青年公寓；共享厨房；社区协作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1)16-0258-0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1.16.036 

Design of Shared Kitchen in Youth Apartment Based on Social Innovation 

ZHU Shang-shang1,2,3, CAI Jie1, XIONG Na2,3, WANG Yun2,3 
(1.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2.Co-innovation Center of Cre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24, China;  

3.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ion of Healthy Smart Kitchen System,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To meet the social needs of youth groups, increase the dialogue between youth groups and other communi-

ties, increas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young people to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the research would alleviate the “empty 

nest” youth problem of collective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of youth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taking the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as a carrier,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e way to participate in the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design through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hen it explores the 

social needs, social tendencies and social scenes of the youth group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cenario inter-

views. Combining the youth apartment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of people, affairs and environment, it finds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design 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cuisine, food sharing restaurant and dinner event. Finally,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designs the social platform,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for the shared kitchen of youth apartments,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network suitable for young people’s social life. By using social innovation methods, integrating social re-

sources and promoting dialogue among communities, youth groups can get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reby al-

leviating the social problems of “empty nest”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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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的现在，可以发现越

来越多单身独居的年轻人选择奔赴大城市独自一人

打拼，由此产生的“空巢”青年数量与日俱增。“空

巢”青年特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单身且处于

独居和非家庭式的生活状态，独立自主观念和自尊自

信意识较强的年轻群体[1]。他们的生活供给不足，长

时间没有感情寄托，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工作生活中的

种种难题，这导致了青年群体内心集体焦虑和心理失

衡越来越严重，以及对比感、孤独感和无助感等负面

情绪[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2016—2025 年）》，明确指出需要加强对青年

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青年自尊自信、积极向

上；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指导青年正确处理个人

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看出，

“空巢”青年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从政府、组织上层

管理到企业、公民下层关心的社会问题。 

“饮食所以合欢也”，一起就餐的场景不仅有助

于协调人际关系、联络邻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还可

以疏导工作上的压力和生活中的孤独感。基于这种需

求场景，学者们提出了社交厨房或共享厨房的概念，

主要是为了迎合社交需求 [3]。本文采用社会创新方

法，通过设计师、青年群体、开发商、社区、周边商

家乃至政府部门的合作，以青年公寓共享厨房为载

体，尝试通过资源互通的方式，重塑“空巢”青年与

朋友、邻居、社区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决“空巢”

青年的心理问题。 

1  研究背景 

1.1  “空巢”青年 

目前关于“空巢”青年的研究还在初始阶段。通

过中国知网检索，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已发表关于

“空巢”青年的研究论文 100 余篇。学者们通过问卷

调查、对特定青年访谈等方式对“空巢”青年的基本

特征和心理困境开展了很多研究[4-5]。根据相关文献

总结，青年“空巢”现象产生的原因可分为外部原因

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社会发展的周期性影响

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缺乏；内部原因则是源于青年个人

发展需求与缺乏社交的现状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

“空巢”青年急需一个能让身心放松的场所，通过增

加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或娱乐游戏的方式，缓解工作生

活压力，改善生活质量。“空巢”青年的产生原因见

图 1。 

1.2  青年公寓的发展现状 

为满足刚出社会且还没组成新家庭的青年的住房

需求，房地产公司基于闲置的地块或楼盘重新开发改

造，推出针对青年的集中式公寓。青年公寓以租住为

主，为在城市里工作和独居的年轻人服务。这些公寓

布局紧凑、价格低廉，具有生活和活动的双重功能[6]。 

 
 

图 1 “空巢”青年的产生原因 
Fig.1  The causes of the “empty-nest” youth 

 
笔者在对泊寓、YOU+、上海魔居公寓等具有代表性

的青年公寓进行调研后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公寓以

年轻人社交或高品质生活为主打，基本设施配备齐

全。配备的共享厨房也是社交互动的好地方，租户会

相约在这里一起做饭；但是由于集中式厨房难以管

理，使用率较低，无法满足租客的需求。 

1.3  社会创新理念 

面对复杂的社会语境，社会创新的理念通过协调

合作、资源互通的方式连接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而

打开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7]。与其他形式的创新

相比，社会创新主要具备以下特征：创新主体的多元

性；创新目的具有达到经济效益和改善社会问题的双

重性；创新过程可复制[8]。社会创新的方法主要有用

户参与式设计、基于蛙跳思维的设计创新、社群对话

促进联结、促进社会经济双重效益的新商业模式等[9]。

当从社会创新的角度开展设计活动时，社会创新既是

设计的过程又是设计的目标。在社会创新设计过程

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项目的设计师，受过训练的设

计专家从设计的角度介入，以促进对话、提供情境、

联结力量的方式设计出各种产品、服务或系统来解决

社会问题，并为社会赋能。 

2  基于社会创新的青年公寓共享厨房设计

方法与流程 

2.1  社区协作与社会创新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居住和聚集的基本单元，是连

接人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10]。另一方面，共享经济模

式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平等参与、互换共

享已然成为人们认可的新生活理念，不论是工具、技

术、空间、时间等资源可以共享，甚至人本身也成为

了共享的资源之一[11]。在社区这一基本单元中，虽然

精神活动相对有限，但是物质资源却较为完整，足以

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根据社会创新理念，以资

源共享为基础，在社区中能够实现社区内的协调与合 



26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8 月 

 

 
 

图 2  社会创新与社区协作 
Fig.2  Social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作，从而满足居民的多样性需求。社会创新与社区协

作见图 2。 

2.2  基于社会创新的青年公寓共享厨房设计流程 

按照社会创新理念，采取社区合作的方式，挖掘

社区内的闲置资源，协调青年公寓、社区、周边企业

等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交流和

利用。利用服务设计方法创新共享、共赢的商业模式。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创新设计研究方法与流程见图 3。 

针对“空巢”青年的问题，深入洞察青年群体的

需求，在社会创新理念指导下，结合青年公寓和社区

的环境资源，以青年公寓共享厨房为切入点，通过组

织活动、创造平台和拓展服务等方式，设计满足“空

巢”青年社交需求的共享厨房服务体系。 

3 “空巢”青年群体需求调研 

3.1  基本情况调研 

为深入研究“空巢”青年群体的生活场景、生活

状况及行为习惯，挖掘其潜在需求，采用参与式观察

和半结构式访谈的调研。访问了 8 位单身青年，他们

刚踏入职场，租住在青年公寓中，对青年公寓的条件

与周边有一定了解。实验要求他们描述青年公寓的基

本情况、居住空间、生活娱乐和心理状况，以及他们

的基本生活条件。通过调查分析和桌面研究发现，年

轻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普遍满意。然而，由于忙碌的

工作加上独自生活的状态，让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

感到孤独；虽然大多数“空巢”青年都会主动参加社

会活动，但是由于朋友关系密切、圈子狭窄，没有与

周边居民交朋友的渠道，所以宅在家里的空闲时间

很多。 

3.2  社交需求调研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空巢”青年群体的日常社会

行为和动线倾向，现有的社会供给已满足了哪些物质

或精神需求，但在进行社会过程中还需要满足哪些物

质和精神需求，笔者从多方面对“空巢”青年群体的

社交需求进行了探讨。社交需求调研的实验步骤、方

法及目的见表 1。 
 

 
 

图 3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创新设计方法与流程 
Fig.3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and process of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表 1  社交需求调研的实验步骤、方法及目的 
Tab.1 The experimental steps, methods and purposes of social needs research 

实验步骤 实验方法 实验目的 

问卷调研 

结构式问卷法，通过网络发布和收集问卷。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列出基本情况、生活状况、社交状况和社交

场景 4 个方面的问卷提纲 

初步掌握青年群体在生活、居

住、社交上的大致信息 

情境化观察 

以 8 名独居且租住在青年公寓的年轻人为被试；采用参与式观察

法观察被试的日常生活，区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研究被试的基本

社交状况和场景；重点体验被试就餐的场景 

了解青年群体的基本情况、饮食

行为和习惯、社交倾向 

情境化访谈 
根据研究目的拟定半结构访谈大纲，引导被试展示日常社交的具

体情况，用情境化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被试的社交期望 

深入体验青年群体日常社交场景

和社交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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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回收了符合“空巢”青

年定义的有效问卷共 123 份。在社会状况方面，由于

工作太忙，大多数青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59.7%偶

尔参加，18.3%几乎不参加）。在社交活动倾向上，除

了近 100%的人愿意选择晚餐外，他们更注重唱歌、

看电影等娱乐活动，其次是交友、社区活动，最后是

兴趣活动；绝大部分青年对社交的对象没有具体的指

向，87.0%的青年群体选择“一切都可以”；在社交动

机的选择上，维持友谊和兴趣占了最大的比例。数据

显示，当代青年群体具有更开放、更多样化的社交网

络；在选择社交对象时，并不排斥与自己有共同话题

或爱好的陌生人接触；除了日常聚餐，他们也更倾向

于结合工作、学习或者娱乐的社交活动。 

2）情境化观察数据分析。通过深入观察，可以

看到上述 8 名“空巢”青年大部分工作都比较忙，由

于独自生活在单身公寓，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其中 1

位与室友住在同一公寓，偶尔会有活动，但除此以外

的社交活动很少。工作一天后，其中 3 人会在街上小

店吃完饭回家，2 人回青年公寓叫外卖，1 人泡方便

面，2 人自己简单地煮了份面条。他们均表示有做饭

的愿望，但由于青年公寓公共厨房缺少管理、不够干

净，或者做饭空间太小，再加上刚踏入职场，工作压

力让他们觉得一个人做饭提不起兴趣，反而浪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 

3）情境化访谈数据分析。青年群体的社交范围

在工作时间和场地的局限下，时间和空间基本有限。

不稳定的工作和较少的社会活动导致他们缺乏稳定

性，因此他们的生活场所也不稳定。根据社交时间的

长短，其社交类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工作日社交，

特点是时间短，主要表现为日常饮食中与人的交流；

二是休息日社交，时间较长，可以参加规模大、时间

长、活动更丰富的活动。他们平日通常没有时间做饭，

日常饮食以公司食堂或外卖为主，但他们觉得味道不

好、不够健康。虽然有些年轻人不善于做饭，但是他

们很愿意参与烹饪，帮人打下手；或者希望能有人指

导，学会几道简单的菜。他们更倾向于和亲友合作做

饭，也希望有更多的陌生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期

待有一个共享智慧的厨房。 

3.3  青年公寓与社区环境调研 

笔者通过对青年公寓、青年公寓所在小区、周边

商铺和社区周边的公共设施深入调研，根据资源属

性，将其从人、物、环境 3 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归纳

整理。 

1）人——利益相关者：在社会创新项目中，需

要多个主体参与。为了满足不同参与群体的利益，有

必要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12]。在青年公寓租户

的日常饮食动线中，最密切的利益相关者有一起吃饭

的室友、购买物资的超市、菜市场、配送员和公寓管

理人员等。通过调查，还发现社区中有不少赋闲在家

的退休老人等，他们拥有一手好厨艺乐于施展；另外

还有一些兴趣广泛且同样有社交需求的年轻人。 

2）物——青年公寓配套设施：青年公寓通常厨

房设施配备齐全，还有适合多人使用的大容量冰箱、

储藏柜。 

3）环境——社区环境：社区周边的商业店铺基

本能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例如大型超市、生鲜

蔬果店、餐饮店等。部分社区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以

政府通知、小区活动为主题，社区居民都在其中。因

此，创建一个青年租户与居民的社区讨论板块，也能

吸引居民的参与。 

3.4  设计机会点与服务策略 

通过上述调查，“空巢”青年群体的社交需求主

要受其工作时间和活动范围的限制，除了上班之外，

青年公寓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场所。根据青年公寓的现

有条件和社区的资源环境，尝试探索 3 种适合青年群

体的社交方式：一是餐桌社交，通过合作料理、邻里

聚餐等方式促进交流，从而达到保持并增进感情的目

的；二是通过社区网络或活动与社区中其他居民建立

联系，实现虽不亲密但舒适的人际关系[13]；三是运用

共享理念，联结社区内有空闲、或有共同爱好的居民，

以及周边商店，寻找合作烹饪、聚餐活动等机会点，

并建立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体系，满足青年需求，

加强社区联系。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蓝图见图 4。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整体设计策略如下。 

1）挖掘青年公寓和社区的潜在可用资源。年轻

人在饮食健康和及时性上的需求比较高，而社区中退

休老人等空闲人员存在展示厨艺、排解孤独的需求，

因此，可以利用公寓厨房的空间资源，为青年提供点

菜和烹饪学习服务。还可以尝试利用青年公寓的场地

及配套设施，提供共享餐厅或活动空间的租赁服务来

满足青年群体对多样化的休息日社交的需求。另外，

还可以挖掘青年人自身的技术和能力资源，创建各类

主题活动，以此扩大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青

年群体的自我认知，提升他们的成就感。 

2）构建青年群体—社区—青年公寓的关系网络。

基于线上服务平台，利用青年公寓的公共厨房，构建

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不局限于青年租户）的关系网

络，增加新的社交服务场景和沟通渠道，渗透进青年

群体和亲友之间、青年群体和社区居民之间、青年群

体内部。青年群体—公寓厨房—社区关系网络见图 5。 

3）由青年公寓提供相关服务，增加公寓的管理

能力。需求方可以通过管理员在平台上发布相关活动

信息，公寓的清洁工、送货员、社区闲散人员等通过

平台接到服务订单，青年群体也可以为相关活动提供

服务。运维人员在线上平台获取服务评价，对相关服

务进行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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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蓝图 
Fig.4  Blueprint of shared kitchen service in youth apartment 

 

 
 

图 5  青年群体—公寓厨房—社区关系网络 
Fig.5  Youth-apartment kitchen-communi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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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应用设计实践 

4.1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应用功能架构 

根据设计策略的探索，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应

用搭建了线上结合线下的共食、共享服务平台，主要

提供点菜服务、场地租赁、主题活动举办等内容。青

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应用功能架构见图 6，主要包括

个人账户、共享厨房、公寓活动和社区发现 4 个模块。 

4.2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原型 

用户使用服务应用的场景主要为 3 种：（1）创建

个人账户，包括输入个人信息、填写个人爱好、特长；

（2）共同料理/共食，包括进入相应的服务、相关料

理需求、信息反馈；（3）参与/创建活动，包括收到 
 

活动推送/创建活动主题、填写个人信息/发布活动内

容、点击报名/分享活动、打分及反馈。以“共食”

和“共同料理”的实际用户使用场景为例详细描述，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原型见图 7。 

共食：通过智能算法匹配计划就餐的时间地点、

饮食爱好、兴趣话题等，为用户推荐共同用餐朋友。

用户根据个人意愿从推荐中选择与其聊天；也可以邀

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朋友一起吃饭，并确定时间和地

点，以及是否点菜等服务；最后，可以评估共同就餐

的过程。 

共同料理：从主页进入后，选择与他人合作烹饪，

填写自己的需求，可以向阿姨学习烹饪；如果选择合

作烹饪，可以填写相关信息，根据信息购买所需菜品

及配料；所有材料由社区超市负责配送。 

 
 

图 6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应用功能架构 
Fig.6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servic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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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原型 
Fig.7  Prototype of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service application 

 
表 2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设计评估结果 

Tab.2  Evaluation results of youth apartment  
shared kitchen service design 

实验评估细则 得分/分 

快速寻找饭友 4.3 

第一时间掌握活动信息 4.8 

快速与其他人对话 4.2 

能加入有共同兴趣的小组 4.0 

认为能在 APP 中获得新朋友 4.5 

界面清晰易懂 4.1 

交互跳转便捷 3.8 
 

4.3  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设计评估 

为了验证青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系统的用户体

验满意度，从实用性、交互性、美观度等方面进行调

研，并了解该系统是否能真正满足青年群体的需求。

邀请了 6 名青年人，其中男性 3 名，女性 3 名，请他

们在青年公寓租住，并用纸质原型对他们进行了测

试。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在介绍完应用程序的基 

本情况后，要求被试完成一定的任务，包括邀请普通

食物、订购普通烹饪、发放公寓活动和租用空间。被

试随机选择并完成任务，实验过程中测试人员进行观

察、记录口头陈述和行为反馈，完成后请被试进行满

意度评价（满分为 5 分），得到验证结果和问题，青

年公寓共享厨房服务设计评估结果见表 2。根据实验

数据可知，用户总体感到满意。他们认可该服务设计

可以增加青年群体的社交机会，解决其就餐等生活需

求；系统的交互设计拥有良好的用户体验；而且他们

对新的社交方式接受良好。当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

方：（1）缺少为出现改变计划等情况设置的取消订单

的功能；（2）未能及时获取别人对自己的反馈信息；

（3）交互逻辑不够清晰。本次评估调查发现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修正，让青年租户有更好的饮食社交体验。 

5  结语 

“空巢”青年已成为信息化、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他们普遍存在拥有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缺乏社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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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难于融入当地居民、缺乏城市公共空间等问题。

基于社会创新的理念，本研究以青年公寓共享厨房为

载体，挖掘社区环境资源，抓住机遇。更重要的是，

通过社区合作的创新设计策略，使服务设计可以满足

青年群体的需求，整合资源，促进社区对话，使青年

群体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缓解“空巢”青年的

社会压力和孤独感。 

通过这样一种社会创新模式，希望能使“空巢”

青年问题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产

生更大的影响；也希望能为青年公寓服务设计提供新

的思路，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在满足青年群体的心理

需求的同时也为社区拓展更为丰富的活动资源，从而

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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