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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影响老年群体使用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意愿的因素，本文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问卷调研、

技术接受模型、角色模型分析、logistics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智能家居提供的紧急求助、预防和检测摔

倒、控制家中电器等因素对老年群体的采纳意愿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补充了老年人智慧养老、居家

照料及智能家居功能设定等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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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use the smart home care 
system,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mergency 
help,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falls, and control of home appliances provided by smart hom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option inten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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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role model analysis,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nd supplement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smart elderly care, home care and smart home function 
setting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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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2020 年大陆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 2.64 亿人，

占据总人口的 18.7%，人口老龄化水平从最近几年短暂的相对缓速的演进状态转变为增长的“快车道”。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愈加凸显，传统的以居家养老为主和养老机构兜底的养老方式难以满足大量老年

群体的个性化与智能化的养老需求，伴随新技术的兴起，智能家居 + 养老的养老方式与日常生活受到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开始逐渐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2. 智能居家养老系统的内涵 

智能居家养老是智慧养老与居家养老结合后的产物。目前我国多数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倾向于选择居

家养老的模式，即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社会化服

务。但现存的居家养老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满足老年人在健康、安全、心理等方面的需求，由此诞生了智

慧养老的服务模式，即通过智慧化的信息平台，借助智能家居设备，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多种

需求。在这种环境下，使用智能家居设备与居家养老模式结合的系统即为智能居家养老系统。 

老年人使用智能居家设备的研究现状 

通过语音对全屋的灯光、空调、扫地机器人等进行控制，减少冗余的日常家务活动；其次穿戴智能

设备、安置智能床垫等对老年人进行体征检测，通过对血氧、血压等数据的检测，及时预警和发现潜在

的疾病，提升晚年生活质量；通过智能音箱、电视、投屏等娱乐设备，娱乐方式进一步被拓宽，使得晚年

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然而并非所有老年人对这种智能化的养老方式都抱有积极态度与良好的接受心态，

在[2]中，Li W 等论述了用户选择智能家居的动机和阻碍选择的原因，提出老年人在面对新技术时有着更

高的程度的技术焦虑。在[3]中，Jane Chung 等论述了智能家居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

指出老年人接触信息渠道较少，难以分辨和拒绝智能家居所提供的技术决定；在[4]中，Wenda Li 指出目

前智能家居的的研究集中在智能设备做出医疗决策，帮助老年人更好的去独立生活。 
现有文献还研究了智能家居系统的适老化设计方法[5] [6]，智能家居系统的技术支持[7] [8]，以及智

能家居本身的优势，包括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日常生活和活动的质量[9]，进行防盗监控，保障家庭安

全[10]，管理家庭能源，优化日常能源消耗等[11]。但在老年人使用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意愿的方面研究较

少，与年轻人不同，在逐渐衰退的生理机能面前，老年人对系统接纳性的影响因素更加特殊，本文从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影响老年人使用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意愿相关因素进行分

析，为智能家居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功能设计做出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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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智能家居系统依托居家养老模式，因此在分析老年人使用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意愿时，可以参考

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3]，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12]。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是由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

信息系统接受时所提出的一个模型，根据 TAM 理论，用户对技术接受取决于感知的有用性和感知的易

用性，在智能家居系统中，老年用户对于其提供的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

智能家居的安装费用及隐私和安全问题也会影响用户对智能家居的态度。根据以上研究的分析，本文将

影响老年用户使用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意愿的因素划分为用户因素和系统因素两个方面，建立如图 1 的框

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3. 研究方法 

本文开发了一套调查问卷来分析老年人对智能家居养老系统的采纳意愿。由于大多数的智能家居产

品的服务平台既可以通过电话(手机端)接入，也可以直接通过登陆网站来使用，因而根据两种不同的接入

方式，我们采用电话订购意愿和上网订购意愿作为因变量，将上表中显著的影响与智能家居使用经验进

行相关性分析，获得相关性系数表 3。 
将涉及到的诸多问题的使用意愿用“非常有可能”、“有可能”、“一般”、“不可能”、“完全不

可能”来进行衡量，并且通过交叉分析得出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角色模型分析，通过角色模型及

logistic 分析得出影响老年人选择智能家居的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3.1. 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在 2024 年 4 月间，对江苏省南京市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

了问卷 157 份，剔除掉关键数据缺失以及填写人年龄在 60 岁以下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共 124 份。 
南京是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截至 2022 年，处于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高达 170.3 万人，

占比 23.04%，养老形势较为严峻。根据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2023 年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79,858 元，高于 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821 元，一定程度上南京市城镇居民能够代

表我国中高收入居民的一般情况。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问题，南京市最早在国内实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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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社会组织养老服务，将社会资本争相介入养老产业，出台了“南京养老十条”，对养老机构规划布

局、服务标准、运营模式、质量监管等予以明确，构建了完备的养老服务发展政策体系。从以上数据中

可得南京市具有较为成熟的居家养老服务和智慧化养老的应用基础，想要进一步推广智慧型居家养老就

有必要了解老年人群的采纳意愿，该情况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全国的推行与发展情况较为类似，因此

对南京市的数据调查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全国的整体情况。 

3.2. 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调查者中包括 59 名男性(47.58%)，65 名女性(52.42%)，其中

在 60~65 岁的占比 31.45%，80 岁以上的占比 5.65%，62.9%的人拥有小学以下的学历，32.26%的人群收

入在 3000 元~6000 元，30.65%的人群与子女一起居住，38.71%的人群生活需要轻度依赖他人，33.06%的

人群对于智能家居有着一定的了解，43.55%的人群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自身收入。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表 1. 频数分析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女 65 52.42 

男 59 47.58 

年龄 

60~65 岁 39 31.45 

66~70 岁 38 30.65 

71~75 岁 25 20.16 

76~80 岁 15 12.1 

80 岁以上 7 5.65 

受教育程度 

中专 4 3.23 

初中 4 3.23 

大学 1 0.81 

小学 37 29.84 

小学以下 78 62.9 

职业 

企业管理者 4 3.23 

企业职员 7 5.65 

技术人员 2 1.61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 2 1.61 

退休 109 87.9 

年收入 

10,000~20,000 元 13 10.48 

20,000 元以上 6 4.84 

3000 元~6000 元 40 32.26 

3000 元以下 35 28.23 

6000 元~10,000 元 30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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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居住方式 

与伴侣同住 33 26.61 

与子女同住 38 30.65 

养老机构居住 17 13.71 

自己独居 36 29.03 

婚姻状况 

丧偶 12 9.68 

无配偶 39 31.45 

有配偶 73 58.87 

家庭状况 

一般 48 38.71 

其他 5 4.03 

和谐 25 20.16 

经常有争吵 20 16.13 

非常和谐 26 20.97 

生活主要来源 

亲戚援助 16 12.9 

子女供养 31 25 

社保、国家救助 23 18.55 

自身收入 54 43.55 

生活自理程度 

中度依赖他人 30 24.19 

无需依赖他人 34 27.42 

轻度依赖他人 48 38.71 

重度依赖他人 12 9.68 

是否有慢性基础病 

无基础病 20 16.13 

有、且较多基础病 43 34.68 

有、但较少基础病 61 49.19 

了解智能家居 

基本不了解 30 24.19 

完全不了解 27 21.77 

有一定了解 41 33.06 

非常了解 26 20.97 

智能家居使用经验 

从不使用 20 16.13 

偶尔使用 44 35.48 

经常使用 60 48.39 

互联网使用经验 

不怎么使用 15 12.1 

偶尔使用 31 25 

完全不使用 10 8.06 

熟练使用 39 31.45 

经常使用 29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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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您的养老生活中， 
您认为智能家居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了吗？ 

一般 21 16.94 

完全没有提升 20 16.13 

有一定的提升能力 30 24.19 

没有提升 19 15.32 

非常有提升 34 27.42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紧急求助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17 13.71 

一般┋有可能 1 0.81 

不可能 10 8.06 

完全不可能┋一般 1 0.81 

完全不可能┋不可能 3 2.42 

完全不可能┋有可能 3 2.42 

完全不可能┋非常有可能 2 1.61 

有可能 27 21.77 

非常有可能 60 48.39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预防和检测摔倒的 
功能，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11 8.87 

不可能 9 7.26 

完全不可能 7 5.65 

有可能 52 41.94 

非常有可能 45 36.29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室内温度检测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6 20.97 

不可能 9 7.26 

完全不可能 9 7.26 

有可能 35 28.23 

非常有可能 45 36.29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听力、视力方面的障碍 
援助，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3 18.55 

不可能 8 6.45 

完全不可能 11 8.87 

有可能 38 30.65 

非常有可能 44 35.48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室内自动照明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2 17.74 

不可能 9 7.26 

完全不可能 12 9.68 

有可能 37 29.84 

非常有可能 44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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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检测生理参数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7 21.77 

不可能 10 8.06 

完全不可能 12 9.68 

有可能 42 33.87 

非常有可能 33 26.61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控制家中其他电器的 
功能，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1 16.94 

不可能 11 8.87 

完全不可能 10 8.06 

有可能 32 25.81 

非常有可能 50 40.32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财产安全保护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11 8.87 

不可能 13 10.48 

完全不可能 7 5.65 

有可能 51 41.13 

非常有可能 42 33.87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外人入侵警报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26 20.97 

不可能 11 8.87 

完全不可能 11 8.87 

有可能 42 33.87 

非常有可能 34 27.42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了事件提醒的功能， 
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智能家居？ 

一般 16 12.9 

不可能 10 8.06 

完全不可能 13 10.48 

有可能 37 29.84 

非常有可能 48 38.71 

如果智能家居为您提供药物不良时间的提醒及 
服用禁忌的功能，您会有多大概率选择使用 
智能家居？ 

一般 15 12.1 

不可能 14 11.29 

完全不可能 10 8.06 

有可能 45 36.29 

非常有可能 40 32.26 

智能家居的功能多样性会影响您选择使用吗？ 

一般 21 16.94 

不会 10 8.06 

会 41 33.06 

完全不会 14 11.29 

完全会 38 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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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智能家居的安全性会影响您选择使用吗？ 

一般 20 16.13 

不会 15 12.1 

会 38 30.65 

完全不会 13 10.48 

完全会 38 30.65 

如果会，以下哪些因素是您在使用智能家居时 
产生的顾虑？ 

对用户的隐私侵犯 4 3.23 

对用户的隐私侵犯┋ 

未经容许对用户信息的收集 39 31.45 

本身的安全性┋对用户的隐私侵犯 11 8.87 

本身的安全性┋对用户的隐私侵犯┋ 

未经容许对用户信息的收集 22 17.74 

本身的安全性┋ 

未经容许对用户信息的收集 48 38.71 

与智能家居相关的以下哪一项因素会影响 
您的使用？ 

是否能一并带走┋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3 2.42 

是否能一并带走┋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35 28.23 

是否能一并带走┋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其他 
3 2.42 

是否能一并带走┋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11 8.87 

是否能一并带走┋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其他 
1 0.81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是否能一并带走┋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5 4.03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是否能一并带走┋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2 1.61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是否能一并带走┋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5 4.03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1 0.81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34 27.42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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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安装是否便捷、迅速┋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5 4.03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其他 2 1.61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其他 2 1.61 

作用不大、体现不出来┋ 

操作起来困难、担心不会使用┋ 

功能是否真正有用 
12 9.68 

 
从图 2 可以看出 76%的人群都对智能家居有所了解，有 80%的老年人使用着智能家居，且互联网使

用经验丰富，同时有 52%的人群认为智能家居对日常生活有着提升的作用。这些数据表明大部分老年人

对智能家居有着一定的了解，能够完成一些与智能家居相关的基础操作，有着较大的意愿去使用智能家

居。 
 

 
Figure 2. Overview of smart home usage 
图 2. 智能家居使用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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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角色模型分析 

人物模型(persona)是交互设计和产品设计过程中常用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代表特定交互产品中的某

一类用户群体，设计师能够通过人物模型理解特定情境下用户的目标，是构思并确定概念的重要工具。 
为了对采纳智能家居进行养老的老年人特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为智能家居设计者和平台设计者提

供参考，根据问卷内容及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刻画出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群角色模型，且进一步

将老年人的特征进行细分，以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因素、身心状态和使用经验来进行刻画，见图 3。 
 

 
Figure 3. Persona model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ho are willing to use smart homes 
图 3. 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群角色模型 

 
目前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特征如下：年龄集中在 60~65 岁之间，拥有小学学历，处于退休状

态，曾经在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过，居住方式以独居和与伴侣同住为主，家庭和谐状况一般，生活

方面需要轻度依赖他人，有着较少的老年基础病，熟练使用互联网，认为在养老生活中智能家居能够极

大的提升生活质量。 
根据表 1 可得，60~65 岁年龄段老年人，在面对智能家居提供的众多功能中，最有可能影响使用的

前三项分别为电器控制(56.41%)、预防摔倒检测(46.15%)、药物禁忌提醒(46.15%)。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

年纪的增长，老年人群的记忆力不断下降，在使用家用电器时，老年人会忘记关闭电源或忘记电器正在

运行，从而导致意外发生；其次是预防摔倒检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估计有 68.4 万人

因跌伤而死亡，而其中以 60 岁以上的成年人所占比例最大，跌倒已成为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

亡的首位原因，因此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提供预防摔倒、检测摔倒的智能家居产品。药物禁忌及提醒也是

影响老年人选择智能家居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数老年人进入退休生活后常常伴有基础病，日常生活中防

护不当易感各种流行病，需要经常服用药物，面对数量众多且服用时间、用量、禁忌都略有不同的药物

时常常会手足无措，因此更乐意去使用一款提醒自身服用药物，告知用量的智能家居产品。 

4. 老年人采纳智能家居产品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找出对老年人采纳智能家居产品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我们将将上表中显著的影响与智能

家居使用经验进行相关性分析，获得相关性系数表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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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abl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2. 相关性系数表 

 

智能 
家居 
使用 
经验 

婚姻 
状况 

家庭 
状况 

生活 
主要 
来源 

互联网 
使用 
经验 

提升 
生活 
质量的 
作用 

预防和 
检测 
摔倒 
功能 

财产 
安全 
保护 
功能 

事件 
提醒 
功能 

药物不良

时间的 
提醒及 
服用禁忌

的功能 

智能家居使用经验 1          

婚姻状况 −0.285** 1         

家庭状况 0.240** −0.078 1        

生活主要来源 −0.353** 0.278** 0.098 1       

互联网使用经验 0.119 −0.255** −0.108 −0.207* 1      

是否起到提升 
生活质量的作用 0.272** −0.16 0.193* −0.129 0.127 1     

预防和检测摔倒 0.212** −0.319** −0.091 −0.379** 0.239** 0.099 1    

财产安全保护 0.106 −0.229* −0.146 −0.261** 0.222* −0.034 0.682** 1   

事件提醒功能 0.122 −0.232** −0.112 −0.240** 0.221* 0.178* 0.739** 0.500** 1  

药物不良时间提醒及 
服用禁忌的功能 0.173 −0.216* −0.109 −0.308** 0.17 0.033 0.717** 0.514** 0.555** 1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尽量避免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先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影响智

能家居使用经验的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参见表 3)。相关系数 R 的范围一般在−1 到 1 之间，当 R = 1 时

说明完全正相关，当 R = −1 时说明完全负相关，R = 0 时说明不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范围在 0.3~0.5
之间为低度相关，在 0.5~0.8 之间为显著相关，0.8 以上为高度相关。 
 
Table 3. Description of the variable 
表 3.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因变量 智能家居使用经验 经常使用 = 3，偶尔使用 = 2，从不使用 = 1 

自变量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1，无配偶 = 2，丧偶 = 3 

家庭状况 非常和谐 = 1，和谐 = 2，一般 = 3， 
经常有争吵 = 4，其他 = 5 

生活主要来源 自身收入 = 1，子女供养 = 2， 
社保、国家救助 = 3，亲戚援助 = 4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完全没有提升 = 1，没有提升 = 2，一般 = 3， 
有一定的提升能力 = 4，非常有提升 = 5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完全没有提升 = 1，没有提升 = 2，一般 = 3， 
有一定的提升能力 = 4，非常有提升 = 5 

 
从表 3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选入的自变量中没有呈现高度相关(即大于 0.8)的变量，说明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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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的共线性问题不会严重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另外，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家庭状况、生

活主要来源、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与智能家居使用经验之间表现

出显著相关性，其余变量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因此，将其余变量予以剔除，对显著的几个变量构建回归。 
最终纳入回归的变量如表 3 所示。 

5. Logistics 回归 

似然比是判断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样本的相似度的重要指标，似然比表示利用已有参数得出观测结

果的可能性，似然比越高说明模型越好，而似然比值的变化说明了变量进入模型与被剔除模型在数据拟

和度方面的变化。表 4 中显示了模型的似然比检验。习惯上，我们用对数似然比值乘以−2 来测量模型对

数据的拟合度，记做−2LL (−2 Log Likelihood)。好的模型的似然比值要高，而−2LL 值要小。每引入一个

新的自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2LL 都减小，−2LL 越小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越好。从表 4 可看出，通过

三次筛选后筛选出的因素对智能家居使用的解释度达到了 16.866%。 
 
Table 4. Likelihood ratio test 
表 4. 似然比检验 

效应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 
简化模型的−2 对数似然 卡方 

截距 156.910a 0 0 . 

婚姻状况 162.302 5.392 4 0.249 

家庭状况 179.004 22.095 8 0.005 

生活主要来源 165.667 8.758 6 0.188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172.668 15.759 8 0.046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173.776 16.866 8 0.032 

 
Table 5. Logistics returns 
表 5. Logistics 回归 

家居 
使用经验  B 标准错误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 

从不 
使用 

截距 −19.573 2.015 94.311 1 0  

婚姻状况 = 1 −2.155 1.327 2.637 1 0.104 0.116 

婚姻状况 = 2 −0.844 1.336 0.399 1 0.528 0.43 

婚姻状况 = 3 0b . . 0 . . 

家庭状况 = 1 22.13 1.34 272.74 1 0*** 4,081,998,529 

家庭状况 = 2 23.003 1.323 302.271 1 0*** 9,769,418,099 

家庭状况 = 3 19.187 1.892 102.889 1 0*** 215,087,342 

家庭状况 = 4 21.215 0 . 1 . 1,635,350,878 

家庭状况 = 5 0b . . 0 . . 

生活主要来源 = 1 −2.553 1.488 2.942 1 0.086* 0.078 

生活主要来源 = 2 −1.657 1.489 1.238 1 0.266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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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活主要来源 = 3 −1.256 1.624 0.599 1 0.439 0.285 

生活主要来源 = 4 0b . . 0 . .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1 1.507 1.345 1.256 1 0.262 4.513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2 1.109 1.318 0.708 1 0.4 3.032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3 −2.408 1.604 2.255 1 0.133 0.09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4 0.113 1.303 0.007 1 0.931 1.119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5 0b . . 0 . .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1 −0.095 1.642 0.003 1 0.954 0.909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2 0.292 1.816 0.026 1 0.872 1.339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3 1.645 1.259 1.707 1 0.191 5.179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4 −2.309 1.17 3.894 1 0.048** 0.099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5 0b . . 0 . . 

偶尔 
使用 

截距 −1.194 1.601 0.557 1 0.455  

婚姻状况 = 1 0.1 1.011 0.01 1 0.921 1.105 

婚姻状况 = 2 0.716 1.05 0.464 1 0.496 2.045 

婚姻状况 = 3 0b . . 0 . . 

家庭状况 = 1 0.866 1.216 0.507 1 0.476 2.378 

家庭状况 = 2 −0.064 1.269 0.003 1 0.96 0.938 

家庭状况 = 3 −0.462 1.239 0.139 1 0.709 0.63 

家庭状况 = 4 0.796 1.209 0.434 1 0.51 2.217 

家庭状况 = 5 0b . . 0 . . 

生活主要来源 = 1 −0.514 1.082 0.226 1 0.635 0.598 

生活主要来源 = 2 0.83 1.124 0.545 1 0.46 2.293 

生活主要来源 = 3 −0.017 1.082 0 1 0.987 0.983 

生活主要来源 = 4 0b . . 0 . .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1 1.706 0.797 4.585 1 0.032** 5.508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2 −0.149 0.867 0.03 1 0.863 0.861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3 −0.276 0.728 0.143 1 0.705 0.759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4 0.332 0.677 0.241 1 0.623 1.394 

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 = 5 0b . . 0 . .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1 0.246 1.194 0.043 1 0.837 1.279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2 1.959 1.413 1.923 1 0.166 7.095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3 −0.726 1.054 0.475 1 0.491 0.484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4 0.353 0.535 0.436 1 0.509 1.424 

预防和检测摔倒功能 = 5 0b . . 0 . .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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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得，家庭状况、生活来源、预防和摔倒功能、智能家居是否起到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有表

现出显著影响。 

5.1. 研究发现 

通过对 127 位老年人群的有效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影响老年人选择智能家居的因素按从大到小如下

表所示(表 6)： 
 
Table 6.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lderly to choose smart homes 
表 6. 影响老年人选择智能家居的因素 

紧急求助 50% 

预防和检测摔倒 41.94% 

财产安全保护 41.13% 

控制家中电器 40.32% 

事件提醒 38.17% 

药物服用时间及禁忌 36.29% 

室内温度自动调节 36% 

室内照明调节 35.48% 

听力及视力障碍援助 35.48% 

危险入侵警报 33.87% 

检测生理参数 33.87% 

 
从表 6 可得，紧急求助是第一影响因素，多数老年人会优先选择提供了紧急求助功能的智能家居。

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所述，我国的空巢老年人和独居老年人口数量已达

1.18 亿，由于长期独自在家以及子女较少进行陪伴等诸多因素，日常生活发生意外经常无法得到及时的

救助和帮扶，出现寿命质量下降甚至意外死亡的情况，说明在使用智能家居时，老年人会极其关注智能

家居为自己带来的安全性能。 
预防和检测摔倒也是影响老年人进行选择的重要因素，据《中国伤害预防报告》显示，老年人跌倒

发生率已高达 20.7%，从生理功能角度看，老年人的步态稳定性和平衡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发

生意外摔倒会影响生命质量，因此对于意外摔倒情况的保护与预警是老年人较为关心的功能。 
财产安全保护是处于第三位的影响因素，老年人群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独居老年人群，对于自己

的财产安全极为重视，这也关乎着晚年生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因此智能家居提供的财产安全保护功能

会让老年人群更加青睐。 

5.2. 理论意义 

本文从用户与智能家居设计的功能角度，分析影响老年人采用智能家居产品的因素，发现智能家居

提供的功能中，紧急求助、预防和摔倒检测、控制家中电器等因素对老年人的采纳意愿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作用，这些发现补充了老年人智慧养老及智能家居产品在设计初期时功能设定等的相关研究。 
在相关的其他因素中，智能家居提供的功能是否真正有用和在搬家后是否能一并带走这两项因素也

影响着老年人群的选择，证明功能的合理性及设计的便携性也是重要的设计考虑因素，因此设计师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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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角度进行考虑，设计出价格适当、功能丰富、可用性高的智能家居产品。 

5.3. 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对智能居家养老系统的相关方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智能家居的功能丰富程度影响着老年人群的选择，在设计产品前，应切实调查老年人群的真

正需求，挖掘痛点，同时考虑产品设计的可移动性和便携性，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老年人群需求。还应根

据老年人群的心理生理认知，设计相配套的产品教学视频，让老年人群更好的上手进行操作，提供在线

客服进行指导，开发出简单易学、易操作的系统，消除老年人群的科技难困境。 
第二，智能家居行业目前仍存在诸多痛点，例如交互性弱、不同生产方生产的产品难以互通，交互

步骤也不够统一，生态封闭，缺乏统行业统一的产品标准，因此智能服务供应商应对建立起完善的服务

体系，联合社区的上门服务，将产品的功能发挥最大化，同时对产品、服务的安全性做出保障，建立起

完善的行业生产标准和监督机制，让智能家居的发展更加标准化、落地化。 
第三，社区及养老服务部门和相关机构应多方合作，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加强交流，共同推动行

业内的标准与发展，带动多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企业方也可以试点为老年人群提智能产品，进行宣讲、

演示、介绍，让更多老年人群了解智能产品，增强老年人采纳智能产品的意愿。 

6. 结论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愿意使用智能家居的老年人角色模型，并且发现影响智能家居采购

使用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紧急求助、财产安全保护、控制家中电器、事件提醒等，这些研究发现将会

对智能家居在养老行业的使用和智能家居生产服务商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但是本文只收集了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地区的 156 份 60 岁以上老年人 124 份有效问卷，难以充分代表

全国老年人群的整体情况，未来希望能够将调研的范围扩大到全国，进一步进行分析探讨，继续验证本

文的结论。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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