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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社会建设步伐，加速推进
新型社区建设。2019年，浙江省率先在未来社区建设中试点，为探索新时代社区美好生活需
求的社区样板、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建设提供借鉴。老龄化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在需
关注老年用户的社区参与感、身心健康、照顾老年群体与设施互动的情感需求以及提供多种社
交活动的日常生活场所上，这些均与社区公共设施密切相关，对于在居家养老背景下研究未来
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老年用户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对社区公共设施使
用需求存在差异，如何有效将用户行为与公共设施结合形成良性的参与互动对提高社区公共设
施适老化服务质量尤为重要。面对日益激增的老年群体，通过互动参与式方法介入社区环境和
公共设施，是当前社会的迫切需求。

一、现有公共设施现状与老年人活动特征分析

（一）老年人的类型

依据老年人的行为习惯与认知心理，将老年人分为三类。自理老人是日常生活可以自行
处理，不依靠他人照料的老人；介助老人是日常生活必须依靠拐杖、轮椅等辅助设施帮助生活
的老人；介护老人是日常生活重度依赖他人护理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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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公共设施分类与问题分析

社区公共设施服务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日常起居，
培养老人之间互帮互助、积极向上的心态，有效缓解老
人孤独感，促进人际交流。以下从公共设施五个方面调
研老旧社区相关问题。

社区医疗设施。现有卫生服务站提供服务便利程度
较低，仅能为自理老人提供帮助且卫生服务站基础设施
不齐全，医护人员专业素养较差，与三甲医院联动性不
足，导致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并未解决大部分介助老人、
介护老人看病难的问题。

体育设施。老旧社区的体育设施多为开发商为了
满足国家标准基本要求所建，社区用地紧凑，难以满足
休闲娱乐的需求，许多社区仅将内部街巷作为临时休闲
场所，缺少绿化空间。体育健身设施形态标准化强烈，
较少考虑老年人使用需求，操作易用性较差，安全感										
较低。

文化娱乐设施。多地社区文化娱乐服务内容不足，
仅包含了空置锻炼场地、棋牌空间等，限制了用户文化
娱乐的多样性且闲置场地存在一定的浪费，而棋牌类活
动会使得老人久坐不动，不利于身体健康。

护理设施。老旧社区内部照护设施基本处于严重不
足的状态，硬件设施不完善，仅为表面形式，没有基于
老年人需求的角度出发，使用率较低。

教育设施。社区中对于老年人再教育的需求认知匮
乏，随着新兴老年人群体的产生，教育设施的需求将持
续增加，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和老年大学的开放将是社区
老年再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

（三）老年人活动特征分析

1.老年人生理与心理需求分析

适老化包容性设计基于老年人行为活动特征进行分
析，在生理需求方面，自理老人对护理设施的依赖性较
低，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如参与社区文化娱
乐活动；介助老人在生活护理设施和社区医疗设施方面

需求较大；介护老人对社区医疗服务的联动性需求最强烈。在心理需求方面，老年人的心理、
性格和情绪随着生理衰退和角色转变开始变得脆弱和敏感。无处消遣的充裕时间与身体机能下
降使老年人变得失落，自理能力下降与转换为被抚养者加深了老年群体的失落感。

2.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分析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满足老年用户居家养老出行需求的物质空间载体。根据老年人日常需
求和活动特征将与其联系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为以下几类：日常需求包括外出买菜、安排事
务、购物餐饮、接送孩童；照理需求包括康养治疗、医院看病；户外休闲需求包括社交活动、
健身运动、种植花草；自我提升需求包括休闲娱乐活动、老年大学、数字图书馆教育。

3.老年人出行需求分析

老人出行需求分析可将老年人分为自理、半自理半介助型和完全介助型三种。自理老人自
行运动能力较好，外出行为除了主要涵盖的日用品购买、处理外在事务、孩子接送等基础行为
活动之外，还包含休闲游乐、文体运动、棋牌娱乐等，出行需求较大。半自理半介助型老年群
体身体机能不足以支撑长时间户外活动，活动半径主要在住处周边等场所，进行日常游憩和交
谈。完全介助型需借助轮椅进行社交出行，受外在影响大。总而言之，老年人的出行活动需求
受制于身体健康影响与个体性格的差异较大，而良好的社区适老化公共服务设施功能布局，将
保障半自理半介助型以及完全介助型老人的出行需求。

二、互动参与式方法下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设计思路

适老化设计是基于老年用户需求而提出的设计理念，是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针对老年人
特殊活动的设计模式，具体为在公共环境、社区设施建设与改造等方面能精准照顾老年用户的
行为特征及需求。如残疾人坡道设计、无障碍设计等。

（一）以社区老年用户需求为指导，加强设施便捷和多样化

未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功能优化需以社区用户需求为指导，促进老年用户设施的便捷化、
多样化与安全化，充分照顾老年群体的出行舒适性和生活需求。便捷性需求要结合老年用户类
型行为特征进行规划与分析，以出行最优解进行合理的组织布局；公共设施多样化需求应照顾
使用人群同一类型设施多样化的选择，可根据环境与个人偏好进行合理布局；出行舒适性指居
民日常出行到达社区内部公共设施的精准性，需充分考虑老人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同需求；生
活需求指社区公共设施服务水平要照顾老年用户的需求。

（二）加快未来社区公共设施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中指出针对特色引导型社区，要以社区未来数字化生活为导向，
融合地域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公共设施上体现数字化、智能化要素与创新性。未来社区智能服
务是指面向未来社区生活场所的数字化服务，涵盖社区智能化基础设施、社区公共设施服务智
能化管理、社区数字化应用设施等。加快以社区医疗为依托，利用公共设施数字化与智能化技
术，建立未来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在社区中提供老年人一键预约挂号、预防保健、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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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宣传、心理健康咨询等一体化的卫生服务，提供报刊阅读、数字化放映、包容性健身器材、文

化展览宣传等，利用未来社区智能化与数字化资源，积极推动未来社区适老化设计。通过对老旧

公共设施现状与老年人行为活动特征进行分析，以自理、介助和介护老人为研究对象，结合未来

社区公共设施设计服务内容进行分析，最终确定未来社区公共社区适老化包容性设计服务内容。

（三）互动参与式方法促进未来社区公共设施体现设计的适老化

“新老年群体”的产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公共设施设计过于关注老年人生理机能丧失后的

需求，忽略了其心理需求，这无疑在公共设施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动

参与式方法下的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包容性设计思路需从新兴老年群体与传统老年群体进行

对比差异化分析，以生理机能、社区参与、娱乐休闲及再教育需求等方面进行展开研究，综合考

量老年人生活习性和认知行为，最大限度将设计适老化与交互性体现于未来社区公共设施中。

三、互动参与式方法介入未来社区公共设施设计流程

未来社区是基于社区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设施服务创造出的有社区归属感和数字化的新型城

市居住功能单元。互动参与式方法源于北欧民主政治运动，着重在于提高效率而考虑用户的参与

性，后于美国将其发展为一种实用的设计方法。互动参与式方法是充分考虑用户情感与需求并融

入于整体设计研发过程中的设计方法，强调设计师、用户与开发商共同参与设计的过程，达到三

者间的相互学习与理解，鼓励用户以设计合作方采取建议性方法进行参与，从而获得设计中的沉

浸体验。互动参与式方法基于用户参与角度架起了从问题视角到方法视角的桥梁，并准确定位了

用户的行为需求、及时引导设计者转换设计思路并能较好实现用户需求。互动参与形式主要有搜

集用户建议、设计者与开发商评估、挖掘产品痛点并解决。互动参与式方法介入公共设施设计流

程主要分为用户类型区分、用户生活习性与行为心理需求分析、用户生活信息挖掘、数据处理与

典型用户构建、概念思维转化、可行性测试与反馈修正等，设计流程见图1。

（一）老年用户分析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心理活动和日常生活习性
对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设计起到重要作用，通
过理论分析和对老人行为观察，从上述自理老人、
介助老人、介护老人三种老年用户类型对老年群体
进行以下调研与分析。

（二）用户信息挖掘

用户信息挖掘主要包含实地勘察和用户调研，
通过了解各类老人的生活场景、行为模式、地域文
化和监护者期望，弥补理论分析上的缺陷，为数据
处理与典型用户构建提供实际支撑。在实地勘察调
研中，为了全面地调研三种类型老年用户在相同场
景中使用公共设施的行为模式，依据具体公共设施
使用场景来制定用户访谈结构框架，见图2。在受
访用户筛选过程中，需确保受访群体在生活场景和
行为模式、文化程度及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区别和代
表性，涉及用户类型需覆盖面广，用以确保调研资
料的多样性。调研老年用户以及监护者进行访谈交
流时，需充分建立双方信任感，调动受访者对社区
公共设施建设参与的积极性，从而获得更符合现实
依据的一手资料。

（三）用户数据分析与用户角色构建

用户数据处理与分析主要是基于角色构建法确
立典型用户，通过近距离调研分析三类老年用户在
同类场景中与公共设施参与互动的频率及状况。首
先将原有调研信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
筛选，将文献分析内容与调研信息结合并录入用户
档案中，进而重新整理三类老年用户档案并再次分

图1  互动参与式方法介入未来社区公共设施设计流程

a	自理老人

b	介助老人

	c	介护老人

图2  构建典型用户群体



智
库

ZHI KU

城
镇
建
设

广
西

2022年1月（总第230期）

析。三种类型中各自选取一个最能代表用户生活场景、行为模式、地域文化和监护者期望
等的重要信息典型用户。通过对调研信息和典型用户参与模式进行分析，基于老年用户视
角探索在使用社区公共设施时可能会产生的状况，进而分析得出设计解决方案，为公共设
施设计概念思维的发散与转化提供指导。设计调研分析见图3。

图3  设计调研分析

四、设计方案呈现

（一）概念思维转化

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以工作小组的形式，将前期用户数据分析后提出的解决方案转
化为公共设施概念原型。组成“面向适老化设计的社区公共设施工作小组”，鼓励老年用
户、监护者和设计师共同参与设计过程。概念思维的转化基于设计调研分析为基础，以老
年用户在社区公共设施生活体验为场景，借助卡片分类将设计概念思维进行发散、凝练、
筛选、分类和转化，从场景应用上理解老年用户的客观需求，确定公共设施的功能和应用
场景范围及具体老年受众类型，从而进行低保真产品原型构建。

（二）可行性测试与反馈修正

公共设施可行性测试主要建立在人机工程学的前提下对概念思维转化进行产品可行性
测试，通过典型用户群体对公共设施进行常规操作的阶段，测试产品的可用性以及使用过
程中的问题，从而反馈至设计方案修正与再设计。提出“面向老年用户设计的社区共享服
务亭”的测试任务，着重测试各类社区场景中，老年用户对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的频率与
使用反馈。将场景中用户使用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及时了解
老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情绪和动作，聆听老年用户与监护者的建议，询问测试中用户为
何这样操作的心理过程。可行性测试中应给予用户充分的主导权，并鼓励其使用。测试结
束后，需及时整理反馈卡片，查出设计中忽略的弊端，对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进行快速反
馈并修复。

图4   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功能划分

（三）设计方案

以老年用户在互动参与式设计过程中接触密切公共设施为参考，选取设计社区共享智
慧服务亭，将该设施置于社区内部以更好服务老年群体，通过综合设计调研中所发现的痛
点以公共设施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将解决方案置于公共设施设计中。整体设施采取
适宜老年用户尺度的高度，将整体设施空间设置为四面均可进行操作模式，将一键呼救按
键设计在左界面上的显眼位置，整体界面设置融合了自助饮料机、智能快递柜、自助图书
馆、一键医疗救助、紧急药品放置、共享充电宝及雨伞、LED数字屏幕、智能联动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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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4。采取模块化设置，通过每个社区调研的差异进行适配性的模块重组。采用适宜
老年视听条件且符合适老化的设计方法，弱化老年用户对智能服务设施的抵触感。最终
确定互动参与式方法下的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设计方案，见图5。	

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功能需以结合老年用户日常需求为导向，满足老年人需
求多样性、生活便捷性和出行舒适性。互动参与式方法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而提炼和
概念转化的不断完善设计的过程。基于互动参与式方法下研究适老化未来社区公共设施
设计，充分采纳三类老年用户需求、监护者的意见并直接现场与设计者进行交流，深入
调研并构建了典型用户的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采取设计性的思维将社区公共设施功能
与老年用户可见需求进行结合，不断优化与进行可行性测试并反馈，最终设计出符合适
老化的未来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编号：XJK18BGD003）研究成

果；广西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编号：2020QGRW037）研

究成果；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校级课题（编号：XJ202061）研究成果。

图5  公共设施方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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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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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流市工业园区民营经济建设规划早、起步早，一直有着良好的民营经济基础。2001年开始
规划建设北流市工业园区；2002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北流市工业园区正式命名为广西北流日用
陶瓷工业园区；2006年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联合审核，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
区被确定为自治区级A类工业园区。近年来，北流市按照“一区多园”“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成集群
发展”和民营经济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发展思路，以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为龙头，示范带动、同
步推进民安陶瓷建材产业园、鑫山电子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家具产业园、农民工创业园等
其他产业园规划建设，逐步形成“一区多园”的工业园区发展格局。当前园区已经发展至2.0产业园阶
段，园区产业不断集聚、特色日渐突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陆续跟进，并朝着以产城融合和产业链
条延伸为特色的3.0版工业园区迈进，未来也将进一步朝着工业园区4.0版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