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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关注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需求，探索 TPB（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低龄老年人手工艺众

创平台搭建的可行性。方法 追溯 TPB 的起源与发展，对 TPB 的概念、内涵及要素进行剖析。通过文献

综述，梳理 TPB、老年人就业创业和手工艺众创平台研究现状。寻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根据 TPB

相关要素，构建出低龄老年人手工艺众创平台服务设计模型。结论 提出的研究模型可为低龄老年人搭

建具有普适性、开放性、系统性的手工艺众创平台，既为当前应用市场上低龄老年人众创平台的创建提

供了新思路，也是 TPB 在就业创业领域的包容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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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nten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employment needs of the young elderly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 handicraft mass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young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PB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the paper. By trac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PB,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elements of TPB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PB,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elderly is 

clarified.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and 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TPB, a service design model of 

handicraft mass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young elderly is constructed. The proposed research model can build a uni-

versal, open and systematic handicraft crowd-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young elderly,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ss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young elderly i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market, but also is 

an inclusive expansion of TPB in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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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截至 2020

年，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8.70%，与第六

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 5.44%。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

化，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家统计局局长表示，

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达 55.83%，约为总人口

的 10.44%[2]。低龄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具有知识、经验、

技能方面的优势，相比高龄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发

挥余热的潜力较大。 

2019 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国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改善人口老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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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推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

用 [3]。而后，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开

发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4]。2021 年，

全国政协召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

发展”专题协商会，要求科学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

挖掘老年人口红利。可见，我国在政策层面上鼓励老

年人，尤其是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低龄老年人参与

就业创业，营造“老有所为”的社会环境。 

然而，当前我国低龄老年人就业创业依旧存在诸

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业创业

人群集中在精英阶层，对于就业创业缺乏更具普适性

的方案。第二，就业创业机会和路径闭塞，缺乏系统

性的开放平台[5-6]。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低龄老年人的

就业创业行为与人口因素（人口统计特征或人格特

征）和社会因素（就业创业情况及其政策）相关，但

Norris 在其研究中指出，仅通过对人口因素或社会环

境因素来预测就业创业行为的解释力较弱，而意向模

型可以弥补这方面不足[7]。TPB（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计划行为理论）是典型的意向模型理论。

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其对于个体行为预测和解释作用

的优势，洞察和理解低龄老年人的就业创业行为，构

建出适用于我国低龄老年群体的就业创业新模式。 

1  计划行为理论研究现状 

1.1  计划行为理论的概念及发展 

早在 1963 年，Fishbein 提出了多属性态度模型，

该模型构建了态度构成的 3 个要素：属性、信念、权重

评估，认为态度反映的是态度信念和对信念的评估[8]。

而后，Fishbein 对 Dulany 的命题控制理论进行修正和

拓展，并于 1975 年正式提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认为个体行为是基于深思熟虑和

自发决策的，是由行为意向所决定的，而行为意向则

由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态度与主观性规范所决定[9]。但

之后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实施具体行为时并不完全遵

循意志的控制，通常会受到能力、机会、可用资源等

其他因素的影响。1985 年，Ajzen[10]对理性行为理论

加以修正，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提高模型对习

惯性行为或自发性行为的解释力，计划行为理论（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初步形成。1991 年，Ajzen

对理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发表《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11]一文，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完

善，原来的“A Theory”也衍变成为“The Theory”，

计划行为理论正式形成。 

1.2  计划行为理论的内涵及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包含五大要素：行为态度、主观规

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行为[11-12]，被广泛应

用于各领域行为的预测、解释和干预措施的构建和实

施，见图 1。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主要包

括以下 4 个理论假设。 

1）行为是个体在特定时间与情境内对特定目标

做出的外显的、可观测的反应，由行为意向和具体情

境下的实际行为控制所决定，包括目标、行动、情境

和时间 4 个要素，即 TACT（Target、Action、Context、

Time）[13]。研究者可以依据研究目的具体定义每个要

素，也可整合一个或多个要素增强行为的一般性。 

2）行为意向由 3 个因素共同决定，即行为态度

（由行为信念决定）、主观规范（由规范信念决定）

和感知行为控制（由控制信念决定）。一般而言，若

个体的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有利、感知行为

控制越强，则个体的行为意向就越强。行为态度反映

了个体对预计实施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即个体对

行为结果的预期认知,其形成依据是期望–价值理论[14]。

行为意向是个体实施特定行为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反

映的是个体是否愿意执行该行为，直接影响到行为的

最终实施。早期实证研究通常将感知行为控制视为行

为意向的直接决定因素，最新研究表明感知行为控制

还具备交互作用，即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

的影响受行为控制知觉的调节[15]。 

3）个体拥有大量行为信念，但在特定的时间和

情境下只有极少量的行为信念能被获取，被称为突显

信念，它们构成了行为意向的认知基础。 
 

 
图 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11-12] 

Fig.1 Model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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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背景因素（如社会文化、人口特征因素等）

通过影响、规范或控制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意向

和行为。可通过增加相关背景因素的考量，加深对行

为决定因素的解释[16]。  

1.3  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研究现状 

1.3.1  多理论模型整合介入，多领域广泛应用 

TPB 作为解释个体行为的普适模型，单独应用于

具体的研究主体和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7]。诸

多学者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构建整合模型，用于研

究意愿要素与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 

万欣等[18]（2020 年）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

整合 TPB 和 NAM（Norm Activation Model，规范激

活模型）开发测量量表，探讨了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

因素及作用机理，通过模型解释了公众的参与意愿。

和占琼等[19]（2020 年）基于 TPB 和 VBN（Value-Belief- 

Norm，价值规范信念理论）建立了出行习惯、出行

方式感知质量属性和环境心理因素的低碳出行行为

决策模型，解释低碳通勤出行行为机理。Da Li 等[20]

（2019 年）将 TPB 和 MOA（Motion-Oppotuinty-Ability，

动机-机会-能力模型）相结合，研究美国工作场所的

节能行为。Mustafa[21]（2021 年）整合 TPB、TAM（Te-

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技术接受模型）和 TSR

（Theory of Self-regulated，自我调节理论）对物理和

电子图书馆的用户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以描绘学生

对马来西亚国家学术图书馆资源的书籍格式偏好。

Wu Xiao[22]（2021 年）从 TPB、UGT（Use and Grati-

fications Approach，满足理论）和 SCT（Social Cognitive 

Theory，社会认知理论）的集成模型出发，探讨健康

信息共享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1.3.2  定性研究探索关键前因，定量研究识别变量

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突显信念是影响用户意向形

成的前因变量，通常基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

行为控制 3 个因素，采取定性方式进行研究探讨。在

消费领域，Jamie[23]（2012）开展焦点小组，洞察用

户行为，了解 TPB 框架下的前置因素对饮料消费行

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针对不同地区的含糖

饮料消费的干预和评估提供依据。Chopra 等[24]（2020

年）基于 TPB 框架对影响营销驱动消费者行为的各

个方面进行定性调查，以确定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网红

营销的关键因素。在医学领域，李娜娜等 [25]（2021

年）通过对 20 名患者的一对一深度访谈，结合 Nvivo

的数据处理方式，总结出计划行为理论 3 个要素下的

老年患者频繁就诊行为前因。Wiese[26]（2021 年）基

于 TPB 视角，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揭示了医生参与

专业能力维持（MPC，Maintenance of Professional Com-

petence）计划的成因，加深了对医生参与 MPC 的意

图和行为的决定因素的理解，为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提供了基础。 

定量研究则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影响行为意愿各

要素之间的关系。韩清池[27]（2018 年）以 TPB 为基

本框架，引入 ERG（Existence，Relatedness，Growth，

存在、相关度、增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价值共

创理论构建研究模型，设计测量量表，并在 284 份有

效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发现，参与行为的期望外部

收益、期望内部收益、期望关系收益和共创体验共同

影响创意众包的态度，间接影响创意众包的参与意

愿，而社会信任、态度则直接影响参与创意众包的意

愿。顾东晓等[28]（2020 年）将 TPB 与开放经验和感

知风险 2 个要素相结合，构建了包含 7 个变量的在线

健康社区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311 份

有效问卷的结果显示，经验开放性可以增强用户的态

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风险，从而对 OHC 用户的

持续搜索意愿产生积极正向影响；同时，主观规范和

信任也可以增强用户持续搜索意愿。 

1.3.3  在就业创业领域研究中的应用趋势 

1）在研究对象上，重点关注大学生群体。Mu-

hammad[29]（2011 年）以马来西亚四所主要大学的创

业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 TPB 考察直接影响创

业 意 向 的 促 进 和 阻 碍 因 素 来 探 讨 创 业 意 愿 行 为 。

Mamary 等[30]（2020 年）以阿拉伯大学的学生为研究

对象，基于 TPB 和创业导向模型（EO）的综合模型

确定其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发现不同专业学生之间

的共性和差异性。罗云云等[31]（2021 年）、张阿慧

等[32]（2019 年）基于 TPB 及其整合模型对大学生创

业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探究。值得注意的是，

郭群成[33]（2011 年）、熊智伟等[34]（2012 年）关注

到了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行为。 

2）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成熟量表进行实证研究

为主。Majogoro 和 Mgabo[35]（2012 年）以 TPB 为指

导，通过定量的数据分析，探讨影响学生志愿服务意

向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张永宾[36]（2017

年）在 TPB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创业教育和创业政

策两组变量，构建出中国情景下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

响因素模型。韩清池[27]（2018 年）以 TPB 为基本框

架，引入拓展理论构建研究模型，设计测量量表，探

讨 用 户 参 与 创 意 众 包 的 影 响 因 素 。 Jean-Michel[37]

（2015 年）基于 TPB 对低龄老年群体的创业意向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逻辑推理，对计划

行为理论框架下的前置变量进行归纳，并通过定量调

查和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得出显著影响低龄老年人创业意向的要素及前因。 

3）在研究结论上，主要提出干预策略，忽视干

预验证。朱永跃[38]（2017 年）运用 TPB，从个体、

家庭、社会和政策四个维度，分析了高校教师离岗创

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从顶层制度设计、操作细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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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项目人才筛选、项目扶持强化和社会氛围营造五

个方面提出干预策略，促进高校教师离岗创业。然而

作者并未对策略进行实施和验证。 

由 TPB 研究现状可知：其一，TPB 模型作为一

个普适化的用户意向和行为研究模型，具有较强的可

拓展性，在多领域的应用说明了其解释和预测作用的

效力。其二，基于 TPB 理论框架，使用定性研究通

过目标群体的叙述，发现具体情境中用户意向和行为

的影响前因；使用定量研究可以通过大范围样本的调

查识别各前置因素和 TPB 框架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其三，TPB 模型在就业创业领域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大

学生群体，少数关注到了农民工和老年群体。其四，

以基于 TPB 成熟量表的实证研究为主，对社会政策、

文化背景方面的考量较多，情境因素较为宽泛，缺少

对具体领域的真实情境因素的考量。大多数研究是基

于理论模型考察行为意向的影响要素从而提出干预

策略，但较少针对干预策略进行验证。 

2  老年人就业创业研究现状 

罗伯特·尼尔·巴特勒（Robert Neil Butler）[39]

在 1982 年联合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老龄问题大会上

首次提出“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重点强调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和经济参与度。就业创业以经济参与的形

式，成为老年人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发挥人力资源

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 

综合国内外文献针对老年人就业创业的研究，可

归纳总结为四个方面：就业创业动机和效用、就业创

业影响因素、就业创业策略及就业创业渠道。 

2.1  老年人就业创业动机和效用 

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老年人从事就业创业活

动的动机包括内在（例如自我实现）和外在动机（例

如金钱）等[40]。一项对德国老年人的研究表明，约一

半的受访者打算退休后工作，其首要动机是经济自

主。而加拿大的调研数据则显示，大部分老年人想要

继续发挥自身的技能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独立[41]。曹

雅萍等[42]（2018 年）调查研究发现知识型低龄老年

人选择就业创业的首要动机是“充实生活”，他们认

为从工作中可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提高生活

幸福感。Justyna[43]（2019 年）和 Soto-Simeone[44]（2020

年）的研究数据也突出了非物质相关的动机，如追求

自主性，自我实现，增强社会联系，获取知识、技能

和经验，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出发，OECD[45]（2015 年）

在对自雇和创业者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老年人就业创

业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Justyna[46]（2017 年）等认为，老年

人就业创业不仅使劳动力的选择保持多元化，而且能

够延长劳动力的职业生命周期，有助于充分发挥全社

会的人力资源价值。 

可见，老年人就业创业不仅能为老年个体带来物

质和精神层面的价值，同时对社会层面也有长足的积

极影响。 

2.1  老年人就业创业影响因素 

从个体角度而言，晏旻等[47]（2019 年）针对宁

夏银川市的实地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低龄老年人的年

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和经

济水平对其创业意愿有显著性影响。除此之外，影响

老年人自营就业的因素还包括个人的婚姻状况、子女

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家庭财富等[48]。还有

学者通过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展开对比研究，发现工作

压力同样对老年人的就业创业意愿产生影响[49]。 

从外部情境而言，郑爱文等[50]（2018 年）研究

证明我国低下的老年人再就业率是由我国人口、经济

和制度因素共同决定的。雷晓康等[51]（2020 年）研

究认为家庭态度对城市低龄老年人的就业创业行为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获得家人支持的老年群体参与度

更高。此外，冉东凡等[52]（2020 年）发现配偶退休会

显著降低退休人口再就业概率。而 Subanti 等[53]（2021

年）研究表明，除经济因素外，工作时间也对老年人

就业创业行为产生影响。Leporati 等[54]（2021 年）认

为职业属性、他人的知识也是影响老年人就业创业的

关键变量。 

老年人就业创业影响因素是研究低龄老年人实

施就业创业行为的关键，现有研究既分析了微观的个

体因素，也阐述了宏观的外部情境因素，但是缺乏对

低龄老年人在实际的就业创业情境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的探讨。 

2.3  老年人就业创业策略 

在政府政策方面，爱尔兰发起了 Senior Enterprise

行动，鼓励 50 岁以上的人们更多地参与企业活动，

培养中老年人就业创业意识。日本政府为支持老年人

就业创业，设立老年人才中心，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临

时、短期就业机会，给老年人创业融资和贷款优惠。

韩国在各市、郡、区政府设立支援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部门，组织“银发招聘会”等活动。 

在动机培育方面，一项关于社区老年大学平台的

研究发现，职业技能补偿可以丰富老年人职后的选择，

提高老年人可雇佣性，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促进学

习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55]。Stephens 等[56]（2021

年）的研究表明，当在重要资源和专业知识方面具有

关键优势时，老年人有再就业的意愿。因此，有必要

定制相匹配的就业创业信息，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在就业创业模式方面，武雪莹等[57]（2019 年）

不仅关注到了战略层面的政策推动——培育就业创

业动机，提升参与意愿；还提出要根据老年人的优势，

科学选定就业创业领域；在此基础上构建老年人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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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的双轮驱动模式。英国学者 Philip Taylor 指出

青年人和老年人配合工作可以创造更多价值利益。也

有研究显示全职工作挤占了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和参

与闲暇活动的机会，对其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58]。而

Mallett 等[59]（2015 年）指出灵活的就业方式可以让

老年创业者自行控制工作的强度和节奏，从而实现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 

针对老年人就业创业，各国政府、学者所提出的

策略已较为丰富，可以为后期研究提供参考。但是，

策略提出视角较为宏观，缺少落地支点，因此需要结

合实际情景做细化研究。 

2.4  老年人就业创业渠道 

发达国家较早迈入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的人力

资源开发已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老年就业创业政策和环境。美国零工经济发达，

BBC[60]报道专门打零工的美国人中有约 1/3（31%）

是 1946 年至 1965 年间出生的老年人群，他们会通过

“跑腿兔”（Task Rabbit）和“5 美元服务区”（Fiverr）

等众包平台兜售自身技能服务。活力里约（Rio Vivido）

是里约奥运会期间设置的在线服务平台，老年人通过

在家中接待游客和提供导游服务，不仅获得经济收

入，同时也在和游客的交流互动中感受到陪伴，更是

对城市文化的有益传播[61]。此外，韩国也诞生了一些

老年人就业新模式，如 Skype 将韩国的退休教师与世

界各地的学生联系起来，让退休教师重新找到人生价

值，也为韩国的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相比之下，我国老年人再就业问题严峻，就业创

业渠道匮乏，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当前较为成熟

的研究包括，部分城市引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这

一概念，以社区为支点，由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

提供日常生活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同济大学设计的

上海“英雄库”项目聚焦老龄化设计创新，以上海市

杨浦区社区睦邻中心面临的问题和老年参与者的就

业需求为关注点，设计出社区人力资源库，社区工作

人员可在需要时从库中调用具体所需技能的人才[62]。

此外，谢沛[63]（2020 年）面向低龄老年人社区再就

业，构建了服务系统和信息平台，由社区人员协助运

营与对接。 

我国当前的老年人就业创业渠道构建并不完善，

主要还是基于政府、社区平台的单向资源供给，缺乏

内生模式的探讨。因此，应当学习国外经验，同时结

合低龄老年人在手工艺众创这一特定情境，探讨由政

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可行性路径[64-65]，构建出可

持续的愿景方案。 

3  手工艺众创平台研究现状 

3.1  众创平台研究现状 

众创平台是基于“互联网+”及“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大背景，通过资源整合和配置，提供各类

创新创业服务的网络平台。当前众创平台的发展呈现

出两大特征： 

1）众创领域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拓展。以王

兴为主的研究团队设计构建智慧气象众创平台，组织

更加精细化的全要素、全时序众创活动，实现技术和

服务的众创以及成果的共享[66-67]。韩国学者面向野外

探索领域开发了在线平台 Vislab，由野外探险家为探

险爱好者提供场景资源，探索了专业化的野外场景可

视化众包众创[68]。 

2）众创新模式融合发展，实现价值共创最大化。

传统观点认为产品价值是由生产者创造的，而众创平

台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平台[69]，人人都是价

值创造者。Fähling 等[70]（2013 年）指出众智、众创、

众投 3 种模式在小型和结构化任务（Pico-Jobs）创新

的各阶段相辅相成，促进资源集成以生成和评估创意

想法。王丽平等[71]（2017 年）认为“四众融合”的

全要素众创平台，可以促进资源的充分流动和最佳配

置。Innonatives 平台通过众包寻求解决方案，通过众

投进行筛选，并经过众筹和电商将解决方案投入市

场。每个模块可以独立运作又相互交融[72]。 

综上所述，众创平台发展正向专业化、精细化理

性回归，打造专业化的手工艺众创平台是大势所趋，

多种众创新模式的综合应用也为手工艺众创平台的

搭建提供了指导思路。 

3.2  手工艺众创平台研究现状 

文化生态变迁的背景下，多元主体的介入引导传

统手工艺由原生态化向共生态化发展，各参与主体围

绕手工艺“创作—生产—销售”进行合作共创，实现

手工艺产品的创造性转化[73]。何灿群等[74]（2021 年）

曾对手工艺众创平台作出了如下定义：通过互联网平

台聚集并整合手工艺创业所需的单一或多要素资源，

为要素资源的需求者和提供者搭建中介框架，供其进

行资源的流通、输送，实现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旨在

实现手工艺品的成功市场化。手工艺众创平台上的任

意组织和个人都是创业者，他们以个体经营和灵活就

业的形式参与到手工艺创业活动中。 

在理论构建方面：王光文等[75]（2017 年）整合

与手工艺创新创业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为从事手工艺

的贫困人口提供全程型、自助型的连锁超市式一体化

服务平台。白娇等[76]（2018 年）建议搭建网络平台

来连接手工艺术家、手工匠人和消费者。手工艺术家

与手工匠人合作共创，并将作品放到平台上售卖。消

费者通过平台购买，也可以联系手工艺匠人或者手工

艺术家为自己定制。范凯熹等[77]（2018 年）提出集

创新、创业、创客为一体的工艺美术一站式服务平台

的构想，打造综合众包众创、协同研发、智能制造、

众筹孵化要素的开放式网络创新平台。文雨舟等 [78]

（2020 年）探索了以设计师为主导的乡村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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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乡村闲置资源和社会相关资源来构建手工艺众

创平台，并提出众创、众筹、运营的具体实施运作策

略。龚志文等[79]（2021 年）基于活动理论的框架，对

非遗空间进行解构分析，构建了“非遗”众创空间的

价值共创模型并剖析其运行机制。何灿群等[74]（2021

年）结合国内典型案例，归纳整理出四大类手工艺众

创平台模式：创意生成为导向的创意众包模式、资金

筹集为导向的众筹模式、批量生产为导向的生产众包

模式及商业变现为导向的互联网电商模式。 

在设计实践方面：湖南大学设计学院主持的“新

通道”社会创新项目，通过组织设计团队与当地居民

协同设计，整合当地资源对非遗产品及地区商业模式进

行开发，并搭建地方性知识网络平台[80]；谢慧玲等[81]

（2017 年）在研究中指出该平台以非遗传承人和项

目为导向解读相关非遗知识，其实质是手工艺知识普

及平台，核心的众创资源对接和众创协作流程仍是基

于线下。邹佳佩等[82]（2019 年）面向低龄退休妇女，

组织设计师、学生、高校专家等外部资源引导、鼓励、

协助她们完成编织手工艺品的创新设计：通过线下实

体空间，面对面交流想法；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信息和

知识的交换；同时通过外部平台推动设计成果的市场

转化。侯洁茹等[83]（2020 年）基于设计师视角，搭

建出互联网众创平台“发现手艺”，吸纳手工艺人和

爱好者入驻平台并分享作品。设计师在平台上采纳分

享者的作品原型进行再设计并通过平台售卖，分享者获

得奖励，以此形成设计师与分享者之间的众创合作。 

此外，韩涛[84]（2016 年）围绕消费者的定制需

求，构建了手工艺人、大众创意人、设计师和消费者

共同参与的多路径开放式节日礼品创新平台。冯茹[85]

（2017 年）以瑶族织物产品创新为例，针对消费者

的购买和定制需求，设计面向消费者的网络平台。由

项目管理者在后台组织设计师、手艺人和加工商等利

益相关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定制服务。张祖耀等 [86]

（2021 年）基于用户定制角度，探讨了用户通过声

纹识别参与藻井文创设计共创的多模态信息产品设

计方法，形成平台方案。印度学者 Basak、Bhatta-

charyya 等[87-88]（2020 年）通过建立网络平台，促进

农村工艺品生产者、城市消费者和系统中其他参与者

（原材料供应商、物流供应商等）之间的沟通、协作

和贸易。为工匠和城市买家/企业家提供一个协作的

共同创造/共同生产环境，工匠和客户可以在此共同

构思、设计和开发定制他们的产品。 

纵观目前手工艺众创平台研究现状，理论构建及

设计实践均较为丰富且全面，但设计实践大多数是基

于设计师主导视角，缺少创业主体尤其是低龄老年人

参与并主导的平台设计实践。此外，现有线上平台设

计实践研究中的众创要素并不完善。因此，可针对手

工艺众创要素进行梳理，构建以低龄老年人为核心的

手工艺众创平台。 

4  TPB 介入低龄老年人众创平台服务设计

研究 

4.1  手工艺众创平台提供低龄老年人就业创业新途径 

当前我国低龄老年人口众多，就业创业意愿强

烈，但就业创业率低，老年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

开发和利用。从行业领域而言，一方面，随着大众消

费结构的升级、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持续高涨，我

国手工艺行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手工

艺品是人们为了实用和审美需要，就地取材并手工生

产的产品形式。我国手工技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其在市场前景、技术成本、材料成本、学习成本上的

优势都适用于广泛的低龄老年群体就业创业。 

从平台形式而言，互联网众创平台在手工艺人、

创意人员、手工艺学习爱好者与消费群体之间搭建起

网络桥梁[89]，通过合作生产、价值共创、开通合作交

流和展示销售渠道，为手工艺自主创业提供资源，为

手工艺灵活就业提供机会。据 CNNIC 数据显示，截

至 2021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43.2%[90]。这也意味着老年网民

群体的规模和增速可观，有利于搭建低龄老年人手工

艺网络众创平台。因此，开放的互联网手工艺众创平

台，可以让低龄老年人更加灵活广泛地参与及开展众

创活动，为提高低龄老年人就业创业率提供了新途径。 

4.2  基于 TPB 理论框架的研究模型构建 

Kautonen 等[91]（2013 年）对 TPB 在预测创业意

图和后续行为方面进行了全面测试。研究结果支持

TPB 的理论效力：一方面，个体态度、感知行为控制

和主观规范是创业意图的重要预测因素；另一方面，

意图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后续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表

明了在实际控制不充分的条件下，TPB 反映了实际控

制条件的当前状况，可用于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通过对行为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关因素的

洞察可解释和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行为意愿又

可以从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 

根据 TPB 的基础模型，结合手工艺众创平台特

点以及服务设计要素，可构建基于 TPB 的低龄老年

人手工艺众创平台服务设计模型，见图 2。低龄老年

人的个体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了

其手工艺就业创业的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和感知行为

控制共同作用于行为，决定了最终行为的具体实施。

运用该理论框架，首先对低龄老年人手工艺众创平台

用户角色进行定位；其次对以低龄老年人为核心的利

益相关者展开调查，总结分析各用户群体参与手工艺

众创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核心需求；再次基于服务设计

要素和界面设计要素，构建众创平台服务系统设计策

略和界面设计策略指导设计实践；最后让众创角色对

实践方案进行可用性测试，以验证策略可行性，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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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TPB 的低龄老年人手工艺众创平台服务设计模型 
Fig.2 Model of handicraft mass innovation behavior of young elderly based on TPB 

 

促进低龄老年人参与手工艺众创活动。 

5  结语 

本文利用 TPB 对用户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优势，

聚焦低龄老年群体，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

为控制三方面挖掘低龄老年人就业创业行为的动机

担忧和阻碍因素，为低龄老年人搭建具有普适性、开

放性、系统性的手工艺众创平台服务设计模型，让更

多的低龄老年人充分运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社会

建设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产生社会价值，促进构

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既为当前应用市场上低龄老年人

众创平台的创建提供了新思路，也对 TPB 在就业创

业领域的应用起到一个包容性拓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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