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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互联网应用更多侧重于青少年而面向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老年人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老年人
互联网应用实践均将老年人作为一个孤立群体看待的问题，根据中国老年人的特点提出了老年人门户概念，基

于技术接受模型设计了老年人门户，并进行了门户研发实践。老年人门户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信息、产品、交流、娱

乐等互联网服务，还提供老人定位防丢失等多种应用服务。在老年人门户中，老年人的角色不仅是用品和服务的

接受者，同时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服务提供者。实践结果证明，老年人门户解决了现有老年人网站存在的孤

岛问题，架起了老年人与家庭、社区、社会相联系的桥梁，可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未来，基于老年人门户的

老年人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结果对于老年学研究、政府决策、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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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人口发展趋势［１］，并且这一趋

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继续保持下去［２］。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

较快，老年人口规模大，在未来６０年内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
多的国家［３，４］。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合理使用电脑和

互联网对老年人的身心均有好处［５］。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可以

帮助长者增强生命质量［６］，刺激长者的认知力。这些认知力

主要包括长时记忆、短时记忆、执行功能、可视化搜索、信息处

理、注意力［７］。互联网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可以帮助长者找到

有同样兴趣或共同语言的新朋友，从而减轻退休带来的孤独感

和疏离感［８］。互联网让老人离社会更近，让老年人与时代同

步［９］，对于长者的幸福非常重要［１０］。

然而，老年人上网人群所占比例与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差

甚远。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中国网民中６０岁以上人群占比仅
为１．４％。尽管目前使用社交网站（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Ｓ）

的用户量不断增加，但与其他年龄人群相比，老年人用户数量

占比依然较低。以美国为例，在美国超过６５岁的老人中，仅有
７％积极使用ＳＮＳ［１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１２年的报告
显示，我国ＳＮＳ用户数量为 ２．４４亿，占网民比例为 ４７．６％。
２０１０年，我国５０岁以上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为７％［１２］。依此

估算，我国５０岁以上网民中，大约只有３．３３２％使用 ＳＮＳ。年
龄维度上的数字鸿沟意味着互联网访问、使用的程度以及知识

查询策略等方面的不平衡［１３］。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是

由于年龄变化而带来的衰老因素，老年人这一计算机和互联网

群体，在需求和关注点上与年轻人不一样［１４］。

针对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一些学者研究了

如何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例如，老年人感兴趣的健康、教育、

娱乐等信息服务研究［１０，１５，１６］；面向老年人的社交网站提供的社

会交流服务研究等［１０］。为了更好地为韩国老年人提供互联网

综合服务内容，Ｙｏｏｎ等人提出了老年人门户概念。他认为老年
人门户是一个针对中老年人（５０岁～６５岁）和老年人（６５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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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点设计的，提供ｅｍａｉｌ、搜索、游戏、信息和其他服务的互
联网门户网站，并指出了已有门户网站案例，如ｗｗｗ．ｂｕｍｏｓ．ｃｏ．
ｋｒ；ｗｗｗ．ｙｏｕｒｓｔａｇｅ．ｃｏｍ；ｗｗｗ．ｓｅｎｉｏｒ．ｃｏｍ和 ｗｗｗ．ｏｌｄｋｉｄｓ．ｃｏｍ．
ｃｎ［１０］。为此，本文基于我国老年人和文化特点，定义了老年人
门户概念，设计了老年人门户，并进行了门户研发实践。

!

　老年人门户概念

老年人门户是一个满足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以老年人

需求为核心、让老年人融入家庭和社会、使家庭更幸福、社会更

和谐为目的，将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与百善孝为先的人文精

神有机结合，通过搭建老年人、孝心儿女、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

各方之间的桥梁，有效整合各个为老服务主体提供的服务资源，

为养老需求方不仅提供 ｅｍａｉｌ、搜索、游戏、信息、交流、娱乐等
互联网内容服务，而且借助互联网提供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

老年用品和养老服务的一站式孝心服务平台。此平台注重发挥

老年人自身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他们也成为老年人门户的一

部分。同时，收集和处理养老需求方的反馈，为各个为老服务主

体提供决策支持。所谓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的人，

这里是指生理年龄。目前，世界上对老年年龄的设定有两个：６０
岁或６５岁以上。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将６５岁及以上人群定义
为老年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则将６０岁及以上人群
称为老年人。这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根据我国的法

定年龄和习惯，老年年龄以６０周岁为标准［１７］。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本文定义的老年

人门户概念从以互联网服务为中心过渡到以老年人为中心。

老年人的角色从接受用品和服务（在以用品／服务为中心的逻
辑中）转变为老年人门户的一部分（在以客户为中心的逻辑

中）。其基本理念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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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ＴＡＭ），又称科技接受模型，是由美国学者
Ｄａｖｉｓ［１８］根据理性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在
信息系统／计算机技术领域发展而来，用于解释和预测人们对
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该理论认为，当用户面对一个新的技术

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其中感

知易用性（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ｅａｓｅｏｆｕｓｅ，ＰＥＯＵ）是用户在使用某一特
定系统时，认为能为其省事减少用心费神的程度；感知有用性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ＰＵ）是用户在使用某一特定系统时，主观
上认为其所带来的工作绩效的提升程度。

老年人门户构建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老年人门

户认为外部因素对使用门户的老年人内部信念、态度及意向有

影响，两者进而影响门户使用的情况。当老年人面对老年人门

户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感知

易用性是老年人在使用门户时，认为能为其省事减少用心费神

的程度；感知有用性是老年人在使用门户时，主观上认为其所

带来的满足需求的程度。用户的感知易用性越高，其使用态度

倾向越积极，其感知有用性也越大。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老年

人门户设计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满足模型的有用性，以老年

人的习惯为依据符合易用性，由感知有用性导出孝心门户的功

能框架，以感知易用性为标准确定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原则。

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设计老年人门户，搭建老年人门户

原型，然后采用典型法开展老年人门户的社会调查。典型调查

对象分为：ａ）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退休人
员，共计１６人，年龄区间为６５～８０岁；ｂ）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
团队１８人，在调查的实施过程中主要采用观察、访问、开座谈
会等具体方法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

ｃ）根据反馈的问题修改完善。基于一系列顺序和迭代的阶
段，最终确定老年人门户的框架设计和内容展现。

"

　门户总体框架

老年人门户模型由两部分组成，即外围的信息共享环境和

内部的五层框架，如图２所示。

!"#

$%&' ()*+ $%,'

-./

01 234567

89-.

:;/

<= ,>

?@ AB

C9/

DEFG 8'C9 HIC9

JK#

JKLM JKNO JKPL

QRS"<=ETUVWX

Q

R

S

"

<

=

E

T

Y

Z

W

X

Q

R

S

"

<

=

E

T

[

\

W

X

]

!

$^_S"`a

在计算机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老年人信息共享

和传统的数据与资料共用有根本的区别，它是在海量数据、网

络技术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它必然需要一个

以网络化为特征的老年人信息共享环境。老年人信息共享环

境涉及政策、管理、标准、技术和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包括标准

环境、技术环境、管理环境三部分。

内部框架分为五层：客户层、终端层、服务层、应用层、数据

层。在信息共享环境下，各个为老服务主体的数据通过数据集

成工具集成到数据层。按数据的作用分别存储到具体应用的数

据库群和决策支持用的数据仓库，作为应用层各个应用系统的

数据基础。老年人门户通过应用层的各个应用，将服务层提供

的服务通过终端层传输给客户层。同时，客户在使用服务过程

中产生的数据，通过终端层反馈到服务层，然后由数据收集应用

系统收集数据，由数据集成工具负责数据的清洗、转换、加载和

集成，利用数据挖掘工具进行统计分析，将结果返回到数据层和

应用层，再通过服务层为客户层各方客户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

　门户建设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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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共享环境建设

老年人信息来自多个为老服务主体，信息具有多种异构形

式。例如：政府部门涉及民政（含老龄办）、公安、教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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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机构等；为老年人提供老年用品和具体服

务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如老年用品制造企业、销售企业、售后服

务企业、家政、护理、康复、旅游等各类老年服务企业；为老年人

提供多种公益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老年人自身发布的信息等。

信息异构主要分为四类：系统、语法、模式和语义。系统异构主

要指数据所依赖的应用系统不同，如硬件平台、操作系统等；语

法层次上异构主要有格式异构、数据结构异构等，数据模式异

构主要指数据在存储模式上的差异。一般的存储模式包括关

系模式、对象模式、对象关系模式和文档嵌套模式等。各个数

据源的数据一般存在语义上的异质性，如认知异质性、命名异

质性。其中认知异质性是因学科感知世界不同而产生的语义

异质性；而命名异质性是指不同数据源可能对相同实体采用不

同的名称或对不同的实体采用相同的名称。

这些来自多个服务主体、具有多种异构形式的老年人信

息，为实现一站式服务老年人，需要一个老年人信息共享环境。

共享环境建设以数据为基础、技术为支撑、标准为依托、管理为

保证。

数据是老年人门户的基础和核心，主要分为两类：包括针

对具体应用的数据库群和决策支持用的数据仓库。其中数据

库群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在各方共享的公共基础数据库和

专业共享数据库；二是支撑应用系统的专业数据库，如图３所
示。其中公共基础数据库存储的是公共的、权威的、标准的数

据，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等。其目的是促进数据共享，避免数

据重复采集带来的相关问题。专业共享数据库中的数据是由

各应用系统的专业数据库中抽取，可用于共享的数据。专业数

据库是各具体应用的数据，由具体单位负责维护，如人口专题

数据、城市管理数据、养老专题数据等。利用 ＥＴＬ工具自各个
数据库进行数据提取、转换和装载，采用基于本体的数据集成

方法进行集成，按星型结构等方式存储到时空数据仓库，满足

决策支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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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环境建设为老年人信息的整合提供公共技术支撑，例

如，基于网络与整合相关的大数据存储、管理、分析、发布与应

用技术；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

的云计算技术；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社

会化网络服务技术（ＳＮＳ）；根据各个为老服务主体的空间分布
特征，对养老用品和服务信息进行组织管理，为用户提供基于

空间分布的多种信息服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共享程度的网

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ＷｅｂＧＩＳ）等。这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直
接制约老年人相关数据集成和一站式服务的实现。

标准环境建设主要包括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涉及技术

标准和非技术标准、规范和条例，包括数据标准、技术标准和应

用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五条规定，我国

的标准化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统一管理与部门分工管理、中央统

一管理与地方分工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不同部门、不同

系统、不同地区之间集成多样异构的养老用品和服务信息，这

些标准是整合的前提，如《老年人信息分类标准》《老年人产品

分类标准》《老年人服务分类标准》《老年人网站设计原则》

《老年人网站评价指标》等。

管理环境建设主要包括养老用品和服务整合的办法、政

策、法律以及保障整合的政策、管理和法律法规等。整合政策

不仅存在着横向的政策组成要素，即政策调整内容涉及社会

经济各个领域，同时也存在着纵向层次等级要素。政策的层次

一般包括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等几个级别。总政策处

于政策金字塔的最高层，它是其他政策的出发点和依据；基本

政策是总政策的具体化，又是制定具体政策的依据和指导；具

体政策是基本政策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实现总政策和基本政策

的一系列措施或办法［１９］。法律体系是指按照一定标准或原

则，把国家颁布的有关养老用品和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

分类与组合，从而使这些法律、法规组成一个既有纵向统帅隶

属关系又有横向协调补充关系的科学有机整体［２０］。整合环境

的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必须更好地理解

个人和组织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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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系统建设

应用系统建设主要包括提供公共技术支撑系统、专业应用

系统和综合应用系统建设。各应用系统建设需要在老年人信

息共享环境中，基于统一的规划和通用的标准，以免形成现有

的异构、封闭的信息系统。

公共技术支撑系统主要提供一个统一标准、统一基础的数

据共享与交换平台，解决数据网络发布与服务的公共技术以及

通用的软件工具；在公共技术支撑系统基础上，构建各个专业应

用系统，通过公共技术支撑系统与专业应用系统的数据接口，实

现各个专业应用系统与公共技术支撑系统数据的交互与共享。

专业应用系统是为客户提供具体服务的应用系统。例如，

老年人基本信息资源管理平台、提供家庭安全的家庭安全监控

系统；提供ＧＰＳ定位、轨迹查询和范围报警等 ＧＩＳ服务的老年
人定位信息系统；动态发布养老机构的名称、地址、床位数、空

床数、能否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等信息的养老机构信息系统；

老年人远程教育系统；老年人居家日常照护信息系统；老年人

旅游信息系统；老年人健康管理信息系统；老年人法律权益保

障系统；老年人才交流信息系统等。

综合应用系统在公共技术支撑系统与专业应用系统支撑

下，针对养老的各种综合问题，集成多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实现

综合分析与决策，为提高政府等客户的综合决策能力提供支

持。例如，集成公安、人口计生、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等

部门数据信息的老年人口综合应用系统；老年人突发事件应急

防控信息系统；老年人上网行为特征决策支持分析系统等。

目前已完成老年人基本信息资源管理平台、养老机构地理

信息系统建设。老年人基本信息资源管理平台实现了元数据

组织管理、数据字典组织管理、数据库组织与管理、系统用户管

理、系统日志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等功能；养老机构地理信息系

统实现了基于空间、类别、属性查询养老机构位置及详细情况

信息，量测两点之间的距离，缓冲区分析、价格对比等功能。

#


"

　门户服务建设

老年人门户为客户层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信息、产品、交

流、娱乐、应用、决策等不同层次的服务。服务的提供方式是借

助终端层的多类型终端设备，主要包括电脑、移动互联终端和

专用终端等。传统的电脑终端通过ＩＥ等浏览器软件可获得各
种服务。移动互联终端是指主要为各种移动互联网应用终端

设备；专用终端是根据服务的内容、使用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

而设计的定制终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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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由信息网站提供。栏目分类基于总结的《老年

人需求模型》设计，包括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健康之路、老龄

世界、孝道文化五大类。其中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健康之路栏

目主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精神需求以及生理和心理健康需

求；老龄世界是与老龄化有关的内容，主要包括老龄资讯、老龄

研究、老龄产业、涉老机构、养老方式五大部分内容；孝道文化

栏目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分为孝道新闻、慈孝研究、孝道故事、

文化产业四个方面的内容。内容形式多样，有文字、图片、视频

等，并设有各种与老年人有关网站链接的专栏推荐，如专家学

者、新闻报纸、影视游戏、学习交流、健康之路等网站。

产品服务由购物系统提供。基于制定的《老年人产品分

类标准》《老年人服务分类标准》，购物系统为客户提供老年人

用品和服务。用品和服务具有详细的说明信息，包括产品描

述、产品属性、售后服务、品牌信息、提供商信息等。同时具有

电子商务网站的购买和支付功能，方便客户购买。

交流、娱乐和应用服务由交流空间系统提供。依托交流空

间系统，用户可以与朋友、家人和关注的人进行信息分享与交

流。在权限范围内，孝心儿女可以通过系统关注老年人的详细

信息，如位置信息、健康信息等。产品和服务产品提供方可以

充分利用用户之间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行自身推广和宣传。老

年人门户各方通过“需要的服务、可提供的服务项”功能公开

自己的需求和服务项，通过系统快速实现需求的满足。

决策服务由决策支持系统提供。根据老年人以及为老服务

主体各方的需求，由不同的决策支持系统提供智能决策服务。

决策支持系统的数据来源于时空数据仓库，由数据挖掘工具提

取信息。社交网站的流行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交往

方式，也对政府如何提高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挑战。

老年人门户的决策支持结果可为政府将虚拟网络世界纳入社会

管理方面提供决策支持。服务平台在利用相关企业提供的应用

服务的同时，也可利用数据挖掘结果帮助企业改进各种应用设

计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而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

　结束语

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是由年轻人创造的，

当初并没有考虑老年人的特殊性。老年人有自身特有的生理

和心理特点。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年人的肌肉韧带萎缩僵硬，

行动能力也将随之改变。听力开始下降，视觉功能老化。对于

互联网等高新技术，老年人存在缺乏兴趣和动机、不自信、担心

太多而造成焦虑、有压力等主要心理障碍。同时还存在一些知

识障碍，例如大部分长者对汉语拼音掌握不够精准熟练，对英

文字母和英语单词更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老年人门户旨在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为老年人

提供一站式服务。门户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以老年人的需求为

中心满足模型的有用性，以老年人的特点为依据符合易用性，

由感知有用性导出孝心门户的功能框架，以感知易用性为标准

确定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原则。老年人门户不仅为老年人提供

信息、产品、交流、娱乐等互联网服务，还提供定位防丢失等多

种应用服务，以及为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老人们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中，自己的存在感加强，

重新定义了自我。基于老年人门户的服务，老年人在极小行为

成本基础上实现社交范围的扩大。“天涯若比邻”的实现，不

仅可以转移老人对子女的精神寄托，缓解了子女精神压力，而

且使老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充实了老人的生活。老人们分享

生活、教学相长、乐自由我、实现梦想，从而为实现“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打下了良好基础。将老年人

门户作为一个实验场，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老年

人的各种数据，将为老年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决策

支持系统可为政府将虚拟网络世界纳入社会管理等提供决策

支持。其成果也可帮助企业提高养老用品和服务的有用性和

易用性，进一步开拓商业机会，增加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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