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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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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nior portal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ZHENG Zhi-gang，LU Jie-hua
( Dep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Most existing Internet studies have been on young users．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use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by older adults，especially by Chinese senior people． Existing website for senior people regard the older adults as an isolated
group． This study defined a senior portal is specific to Chinese seniors． The portal had been also design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senior portal not only provided Internet content services，such as information，produces，communication，and entertain-
ment，but also provided a lo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services，such as the elder’s location applications system． The role of
senior people was not only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 recipients，also could play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service provider．
The existing elder’s information island problem had been solved． The portal could be a bridge for connecting senior people with
family，community，social，and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old people’s happiness index．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
tant implications for elderly users，elder’s family，researchers，policy maker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who attempt to provide Internet services for Chinese senior people．
Key words: technology accept modal( TAM) ; senior people; Internet portal; Internet services; information sha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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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network ser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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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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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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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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年人门户的基本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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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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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ived ease-of-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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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rceived useful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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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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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年人门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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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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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数据层

公共基础数据库

专业共享数据库

专业数据库

时空数据仓库

数据集成 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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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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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