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1 卷  第 14 期 
100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年 7 月 

                            

收稿日期：2020-06-02 
基金项目：2020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王年文（1979—），男，湖南人，博士，燕山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康复辅具人机交互与智能设计。 
通信作者：饶思聪（1995—），女，湖北人，燕山大学硕士生，主攻康养辅具工业设计。 

基于多元共生的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研究 

王年文，饶思聪，席冰，刘蕴华，张梦婷 
（燕山大学，秦皇岛 066000） 

摘要：目的 为了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物质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将共生理论与服务设计理念运

用到社区老龄娱教服务体系中，为老龄用户提供多元化的娱教服务。方法 运用共生理论对参与社区娱

教服务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进行具体分析，再融合服务设计理念，探讨服务供给主体之间

的共生关系，优化系统中的资源配置，实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完成供需平衡的服务体验链的建构，并

延展出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策略。结论 通过多元共生模式的社区娱教服务设计理论的架构，明

确设计方向，并建立系统功能结构模块，形成多元服务主体共生联动的娱教服务系统，提升社区娱教服

务的参与性与结果的适用性，为以后的老龄服务事业提供新的机遇和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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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ommunity Aging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Multivariate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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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the symbiosis theory and service design concept to the community aging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to provide diversified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users, thus allevi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material resources in China. Symbiosis theo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ymbiosis unit, symbiosis mode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 of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rec-
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Combined with the service design concept, the symbiosis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sup-
ply subjects was explore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system was optimized 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subjects was 
realized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experience chain of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and exten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community aging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diversified symbiosis 
model of community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design theory, the design direction is defined and the system func-
tion structure module is established to form the multi service subject symbiotic and linked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
vice system,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esults, 
and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later ag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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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问题的持续加深促使较多专家、学者针对

老龄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而康复、娱教、就医等适老

性服务问题的总体整改策略，需要的是对社会物质资

源进行配置优化与更新。目前针对老龄化问题的研

究，张晓等[1]结合用户参与模式从服务设计的层面提

出了社区医疗的设计方法；王样 [2]运用绿色消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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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从服务设计的角度优化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李

从容等 [3]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了老年病科医养结合服

务体系；甘为、胡飞[4]运用城市移动活动分析法，提

出了适老交通服务设计方案。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

及相关领域的探索，发现目前并没有涉及到老龄娱教

服务领域，而现有的老龄娱教服务面临着供给资源短

缺、产业整体结构发展不均等问题。为缓解老龄娱教

服务行业压力，满足老年人日趋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通过对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娱教资源配

置是解决老龄社会共性问题的关键要点，也是现阶段

服务创新的现实落点。运用心理学、社会生态学、设

计学、共生理论等研究方法，探究多元共生的社区老

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和实现路径，提高服务供给

体系的效率与质量，提升用户的参与体验，从而促进

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  

1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挑战与机遇 

1.1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现实落点 

为应对我国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老龄事业的发展，顺应社区居

家养老的新趋势，社区老龄娱教服务也随之开展。国务

院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中提出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居委会）”三级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和全国老年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老年教育。传统的老年

教育将“教”与“学”作为主要的教育方式和内容，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最新定义为包含着“有

意识的”、“旨在引发学习”的“某种形式的交流”，存

在于社区居民的生活活动中，并具有教育、娱乐、休

闲等多重属性与功能[5]。这也是构建社区老龄娱教服

务体系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国老年娱教服

务体系难以满足用户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有限的娱教

服务资源供给与不断增长的娱教服务需求之间存在

矛盾与摩擦，再加上人们收入的增加，追求生活品质

所带来的个性化服务需求不断提升。这无疑增加了政

策实施的难度，导致社区老龄娱教的发展方向不明、

战略缺失，使我国老龄娱教服务体系缺乏顶层设计。 

1.2  外国社区老龄娱教服务设计 

面对老龄化的困境，发达国家提早注重老人的

“精神赡养”，发展老年娱教服务事业，创办老人游

学营、退休学习学院、老年服务与信息系统等多种机

构。同时 HCI International 国际会议上提出，以“科

技+人文”的设计理念来推进积极老龄化研究[4]，在

AAL 计划支持的一个名为“生动社交”（Connected 
Vitality）的项目，旨在通过技术产品的开发，增加居

家老年人的有效社交 [6]，维系并建立起新的社交网

络，减少退休后所带来的孤独与失落。  
日本是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年服务

事业发展成熟，市场整体规模均衡，老年消费市场规

模对比见图 1。而日本人口动态结构与我国相似，将

会对我国的老年服务事业发展方向提供借鉴。在中国

老年消费市场规模中，市场占额主要集中在旅游休

闲，文化娱乐的市场占额最小，市场整体规模发展非

常不均衡，欠缺服务供给主体。据联合国统计，到

21 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五亿人口超过 60 岁，因此

老年娱教服务市场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上，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让社区老龄娱教服

务更加符合老龄用户的需求，并且在多元共生理论、

服务设计理论的指导下，构建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

性的思维与策略是值得研究的命题。这也对推动老龄

娱教服务系统创新及活跃老年消费市场，具有现实

意义。 

2  共生理论为导向的社区老龄娱教服务创新 

2.1  共生理论 

共生是指在自然界中，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

系而生活在一起，形成互益共生、协同进化的自然关

系[7]。生物学里的共生系统是在共生基质存在的前提

下，处于特定共生环境中的共生单元按某种共生模式

形成特定的共生型。共生理论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探

索系统之间、各要素之间的基本规律，揭示了系统协 
 

 
 

图 1  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对比 
Fig.1  Contrast of the scale of elderly consumpt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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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生作用的本质[8]。而老龄娱教服务系统的发展进

程就是不断地整合共生单元，建立共生关系，分享共

生基质，形成共生模式的过程，也是特定时间、空间

和有限物质资源限制条件下服务本质更新演化的过

程。共生理论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的更新提供了最优

进化路径，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升级。 

2.2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范式的转变 

在老龄娱教服务领域进行升级创新发展时，整个

产业链更多的是注重娱教资源的供给、服务体验的专

业性及政策法规辅助老龄娱教服务等方面的可行性

与落实性。然而，健全的社会老龄娱教服务体系需要

的是社会制度发展与经济体制建设对服务参与主体

的协同作用。在共生理论引导下的社区老龄娱教服务

创新模式中，用户寻求社区娱教服务的行为被视为个

人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而派生出的活动，同时也发生

在特定时空下的服务情景之中。现如果将服务情景中

的多元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

置于娱教服务体系之中，不仅能重新构建原有的服务

体系，也能发展升级全新的服务体验，其服务范式将

转变为以多元服务主体共生联动的社区老龄娱教服

务系统。系统中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社会关

系网络，共生基质在多元共生网中循环交流，互补互

依，互利互惠，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仅保障了老龄娱教

服务系统的可升级性、稳定性、实效性，而且提升了

娱教服务的共生效益。 

3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多元共生要素 

3.1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共生单元 

根据伊瓦斯提出的福利多元主义四分法，社会福

利的来源为：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映射到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中，参与服务的共生单元为政

府、娱教综合体、社区服务中心、公益性组织/社团、

老年市场、社区老龄用户。多元共生单元见图 2。在

老龄娱教服务中，社区娱教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的行

政监督与政策支持，对加入的社会团体实行政策优惠

和补助，并且作为管理者，对服务制度进行监控，保

障参与者的利益与安全。与此同时，娱教综合体的参

与不仅能缓解老龄娱教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的现象，

而且能通过竞争合作提高用户需求的匹配度。社区服

务中心在社区老龄娱教服务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它

是连接居民与政府的纽带，也能对社区娱教服务质量

起到监督作用。而具有共益性、志愿性和自治性的公

益性组织及社团的加入，在使服务资源利用最大化的

同时，也具有服务成本低，效率高，可持续等优点。老

年市场的参与合作能为老龄用户提供更安全的购买

服务，促进消费市场的发展。在社区娱教服务系统中，

各单元按照特定的协议，形成协作生成互利关系[9]，

而作为被服务者的老龄用户将进行角色转换，通过引

导老年人参与社区娱教服务建设，使老年人再次实现

自我价值。娱教资源、福利基金、人力资源等社会资

源作为共生基质在共生单元之间交流共享，进行有效

的循环，从而加强共生单元合作的协同性和稳定性。 

3.2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作为多元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的方式，

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交换、能量传递和信息交互

关系[10]。将多元共生关系融入社区老龄娱教服务体系

中，形成以老龄用户为核心的多元共生娱教模式。多

元共生模式见图 3。社区服务中心作为系统的管理者

及协调者也是服务供给主体，与其他服务主体通过共

生模式建立起社会资源共享的合作共生机制，使社会

资源能够充分整合利用，从而在微观操作层面优化共

生单元间的合作方式，使物质、信息、能量的有效产

生、交换与配置达到最高效益状态，缓解娱教供需矛

盾，同时也引导老龄用户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 

3.3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共生环境 

对于社区老龄娱教服务来说，服务的发展是环境

与共生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而法律

政策、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社区环境等作为共

生环境为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

件。多元共生环境见图 4。在多元服务供给主体的参

与下，服务架构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将被分散，各参

与主体间的内在利益诉求与外部矛盾的摩擦是必然

的[11]。为促进服务共生单元合作与其所在的共生环境

之间的正向激励作用，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这不仅

有利于构建社区老龄娱教服务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谐

的社会文化环境、规范的市场环境及有序的社区环

境，而且能引导各参与主体将合作意向转向注重社会

共同利益，实现整体利益在服务主体之间的最大化。 

4  基于多元共生的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

设计提案 

在完成对以共生理论和服务设计为基础的社区

老龄娱教多元服务模式的分析后，提出基于多元共生

的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策略。首先，结合多元

共生模式与老龄用户的认知需求梳理系统设计方向，

并基于此展开服务系统平台组织结构的分析与服务

流程的设计，为目标用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体验，从

而达到提高老龄娱教服务系统效益的最终目的。 
 

 
 

图 2  多元共生单元 
Fig.2  Diversified symbiosi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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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元共生模式 
Fig.3  Diversified symbiosis model 

 

 
 

图 4  多元共生环境 
Fig.4  Diversified symbiosis environment 

 

4.1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方向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是老年人的精神补给，它能让

用户获得归属感与实现自我价值，是服务的首要任

务。融合多元共生模式的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能为用户

提供更多方面的内容体验，转变以往结构单一的服务

模式，从而为服务系统设计方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结合多元共生模式与老年人的认知需求提出社

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的方向及建议：（1）建立“线

上内容维系+线下场景体验”的服务方式，多元服务

供给主体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为用户提供线上线

下联动的服务体验，使服务方式形成良性循环的体验

闭环；（2）触发精神激励机制，利用精神激励的方式，

可以增加用户粘度，并引导老年人体验不同层级的服

务模块，从而促使平台内流量转化；（3）用户自主创

建娱教内容模块，老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

平台创建个性化内容模块，在平台审核后，为老龄用

户提供专业性指导与相关辅助，使用户成为服务的执

行者、组织者，提升其自我满足感。 

4.2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平台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涉及用户数据、娱教方式、场

景体验、社交需求等内容，这些内容信息需要实时更

新、完善与传播。社区老龄娱教服务平台作为系统集

成平台，集成各个服务供给主体的娱教资源，及时向

供给主体传递用户需求信息，在多元共生模式的基础

上形成互动共享共生的供需服务链，输出相应的服务

模块，如学习模块、乐游模块、社交模块等。每个模

块由不同的服务主体通过利用资源优势互补进行服

务供给，满足老龄用户多元化的娱教需求，改善社区

娱教资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平台上的社区老龄用户

既是服务消费者，又是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创办活动，

参与服务获得相应的服务薪酬，从而维持和激发用户

活跃度。系统平台组织结构见图 5。 

4.3  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流程 

服务体验产生于个体与组织诸多触点协同合作

之中，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涉及多个服务模块、服

务触点和服务供给主体，而服务触点之间的有效对

接，将会成为服务系统整体能否将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化的关键。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流程见图 6，接受

需求信息的服务供给主体以不同的方式为用户提供

多层次的服务模式。老龄用户在通过接触不同的服务

触点，与不同年龄、背景、文化的人接触交往，搭建

新的社交网络，形成一种新的线上人际关系互动模

式，增强用户间的情感联系[12]。服务系统中参与主体

独立运作，彼此之间构成隐形共生联系，为优化服务

制定系统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满足用户合理与可

预见需求[13]，构建供需平衡的娱教服务链，形成闭环

服务体验。 

5  结语 

本文对老年娱教服务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了

具有针对性的设计分析，运用共生理论与服务设计理

念实现多元服务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老龄娱教服务体

验链的构建。基于此，建立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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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平台组织结构 
Fig.5  System platfor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图 6  服务系统流程 
Fig.6  Service system flow 

 
模式及多元化、多层次、多途径的适老性娱教服务系

统来优化、更新原有的服务体系，使其由单一分散的

服务主体供给向社会多元主体共生协作的范式转变。

虽然这一社区老龄娱教服务系统设计提案还不能概

括老龄娱教服务系统问题的全部解决方案，毕竟老年

群体的差异化会引出更深层次的服务需求，但是此提

案能为目标用户提供系统性、可持续的精神文化服

务，对用户未来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也

能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和发展老龄服务产业提供有效

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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