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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已有社会化网络服务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更侧重于青少年，对老年人群体研究相对较

少的情况，本文研究了面向老年人的社会化网络服务平台，介绍了平台的体系结构，阐述了社交系统、数据

分析和信息服务。此平台利用面向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服务系统获得用户行为数据，在数据集成、时空数据

仓库存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老年人社会网络行为的数学模型，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建模分析，分析结果

可为多层次人员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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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老龄问题是２１世纪公认的世界性三大社会问

题之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

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中，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比例超过７％的 国 家 有６１个，占 被 统 计 国 家 和 地

区总数的３４．５％。我 国 已 进 入 老 龄 社 会，老 年 人

口规模不断增加，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核心家庭比

例上升，老人家庭不断空巢化的趋势日渐明显。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人需求与社会供给产

生了矛盾。老人在当今时代难以找到自己在社会

中所处的位置。在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缺乏深层次

的交流，从而使老人无法融入到子女的生活中；在

社会中，由于失去了工作中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中

的社交面也变得比较狭窄。位置的缺失直接影响

老人的身心健康，例如积极心理特征的老年人的比

例不断下降，独居老人精神状况差等。从社会供给

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养老制度安排不仅严重滞后于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严重滞后于其他社会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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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业对老龄产业的特点及内在发展规律缺乏

正确的认识，也不了解老人消费特点。信息技术的

发展为老人融入家庭和社会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

环境，老人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对老人

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近几年，快速发展的社会化网络站点成为人们

发展自己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载体［１］。基 于 六 度

关系理论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网络服务Ｓ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ＳＮＳ）围绕人们的各类社

会关系网络这 个 中 心 提 供 互 联 网 应 用 服 务。ＳＮＳ
通过网络服务，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梳理人脉关系、
拓展新朋友与合作伙伴，而且能够帮助用户实现个

人档案数据处理、个人社会交际关系管理、信息共

享和知识分享，最终帮助用户利用信任关系拓展自

己的社会化网络，达到更有价值的沟通 和 协 作［２］。
不少学者 自 不 同 的 方 面 展 开 了 研 究 工 作。Ｋｉｍ　Ｊ
Ｙ利用定量化的研究模型研究人们使用社会化网

络的动 机、情 绪 反 应 和 使 用 目 的 之 间 的 关 系［３］。

Ｚｈｏｎｇ　Ｂ研究了社会化网络站点与个性特征（认知

力和个性 特 征 创 新）之 间 的 关 系［２］。Ｔｏｓｈｉｅ　Ｔ以

日本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自地理和文化差异的角度

研究了 社 会 化 网 络 服 务 站 点 对 日 本 青 少 年 的 影

响［４］。Ａｈｎ　Ｊ系统 地 总 结 了 当 前 社 会 化 网 络 站 点

对青少年社会和学术发展影响研究的相关理论和

观点［５］。
部分学者针对社会化网络服务对老年人的影

响研究进行 了 有 益 的 探 索。Ｂｒａｎｄｔｚａｅｇ　Ｐ　Ｂ通 过

对老人和年轻人两类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户的比 较，研 究

了内容共享和社会化两个主题对ＳＮＳ用户私人体

验和用 户 行 为 的 影 响［６］。Ｃｏｒｎｅｊｏ　Ｒ研 究 了 如 何

通过周边设备（ｅ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ｅＢｏｗｌ）帮助老人更好地

利用ＳＮＳ服 务［７］。Ｐｆｅｉｌ　Ｕ等（２００８）研 究 了ＳＮＳ
网站上老人用户的社会特征［８］。Ｆｏｋｉｎ　Ｖ　Ａ回 顾

了电子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照顾的几个方向，分析了

将电子社会网络应用于社会老人学研究工作的可

能性［９］。
根据文献查阅情况来看，目前ＳＮＳ对 社 会 影

响的研究更侧重于青少年，针对老年人群体研究相

对较少，针对中国老年人的研究更少。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生活、社会化网络生活方

式已经在年轻人中普及，也逐步涉足到老年人的生

活。本论文研究了一个面向老年人社会化网络服

务平台，基于此平台，可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综
合分析老人的各种数据，分析结果将为研究人员、
管理者、公众等不同层次的人提供多样的服务。

２　总体结构

面向老年人的社会化网络服务平台总体结构

分为４层：操作层、数据处理层、数据仓库层、表示

层。如图１所示。

图１　总体结构

操作层实现老年人行为数据的采集。采 集 功

能主要由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面向老年 人 的 社 交 网 络

服务系统实现。
数据处理层实现老年人用户行为特征数据的

清洗，通过提取、转换、装载完成数据存储到时空数

据仓库前的工作。
数据仓库层实现老年人时间、空间和行为特征

属性数据的存储，为决策支持提供服务。
信息门户系统实现表示层服务，旨在为研究人

员提供研究结果，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为社

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３　社交系统

面向老年人的社交网络服务系统是一个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以 老 年 人 个 体 为 出 发 点，并 赋 予 其 基

本的网络服务的系统。其中基本网络服务包括用

户个人管理中心、个人媒体（博客日志、我的评论、
知识分享、读书心得）、消费分享、社交圈子（我管理

的社交圈、我加入的社交圈、所有社交圈列表）、照

片分享、家庭树、跳蚤市场（物物交换、二手市场、租
赁）、增值服务等。

通过利用基本网络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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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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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打下了良好基础。老人们在这样一个数字化

的社交网络环境中，自己的存在感加强，重新定义

了自我（即“我是谁”）。基于社交网络服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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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基本网络服务使得用户可以自我展示，建

立真实关系，实现真实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形

成海量的、相对稳定的用户行为数据。为面向老年

人的社会化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了长时间序列、多空

间位置，具有多种类型的行为特征数据。

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在数据集成、时空数据存储的基础

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实现。
数据集成是对各种老年人网络行为异构数据

提供统一的表示、存储和管理。数据集成方法采用

基于本体的数据集成。集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
立共享词汇表、建立局部本体及定义全局本体与局

部本体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数据

标准化字典和参照表，使用参照表进行数据转换工

作，转换程序可以是简单的读表和比较过程，并且

对数据转换的改变可以通过对参照表的改变来实

现，而不需要 改 变 程 序。ＥＴＬ软 件 自 过 渡 区 将 各

种类型的数据和产品加载到时空数据仓库。
随着基 于 位 置 的 服 务（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的增多，老年人网络行为数据是包含时间、空

间和属性的长序列数据。我们采用时空数据仓库

提供集成的方法管理时间、空间和属性数据。星型

结构可以实 现 最 小 化 的 连 接 数 量，简 化 了 查 询 语

句，因而能够提供快速的响应时间，优化了数据仓

库的性能。因此，时空数据仓库采用星型结构来进

行逻辑设计。在这种模型里信息可被分为两大类：
事实表和维表。事实表包括一些可以进行计算的

数字字段，称作度量。维表用于描述事实表，大多

是文字描述等类型的数据。
各种老年人网络行为数据被集成进时空数据

仓库后，可建立老年人网络行为的数学模型，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可通过

信息门户系统为多层次人员提供服务。

５　信息服务

信息门户系统是为多层次用户提供信息交流

和展示的信息服务门户。由于系统用户很大一部

分是老年人用户，在整体设计上注意老年人的使用

习惯，例如增添放大镜功能等。
在信息门户系统上，用户可以通过留 言、评 论

等多种方式进行交流。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点击、
评论结果智 能 地 将 信 息 排 序，为 用 户 提 供 推 荐 服

务。
信息门户系 统 展 示 的 信 息 主 要 来 源 于 以 下３

个方面：（１）研究人员在建立网络行为的数学模型

基础上进 行 数 据 分 析 的 结 果 信 息。（２）管 理 人 员

（政府、企业等）发布的服务。例如政府提供的各种

政策。企业精准、智能、个人化、个性化地向用户推

送更可能为用户所接受的商业广告和网络服务信

息。（３）用户自己分享并经过严格审核校对而发布

的有价值的信息，例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中华孝道等。

６　结束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老人融入家庭和社会提供

了一个数字化的环境。本文以面向老年人的社会

化网络服务平台作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老年人社

会行为心理特征都倒映成千变万化的数据，使得每

一位老人成为数据世界的一部分。
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各种动态数据挖掘

算法，综合分析老人的各种数据，进行老年人口社

会行为心理分析研究，将为老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

个全新的途径。同时，面向老年人的社会化网络服

务平台可为解决老人普遍存在的高科技恐惧症、社
会存在感缺失等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方法，为政策

制订提供决策支持。
在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关系对于老人来

说是最重要的关系。通过社交网络、定制终端设备

等数字化生存手段，使老人与家人通过分享进行交

流。父母与子女交流的增加缩短了他们心与心之

间的距离，使老人重新找回家庭的感觉，使老人通

过网络又重新找回了“四世同堂”的生活，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帮天下儿女尽孝、替世上父母解难，为
党和政府分忧”，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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