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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老去之后，我不想成为一座孤岛。我们应

当将我们生活的世界，改造成一个老年人也能够

安全、幸福地度过余生的世界。”

今年年初，00 后浙江大学生小潘在社交平

台豆瓣上写下这番话，并创建了“‘适老化改

造’促进会”小组。短短两个月时间，小组吸引

了两万余人加入。“有没有老年人健身 App”“马

桶 边 扶 手 架 求 推 荐 ”“ 怎 样 改 造 爸 妈 养 老 的 房

屋”⋯⋯年轻人面临的不同需求的老一辈养老问

题，在这里被频繁讨论。

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一直是全

社会关注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到，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

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在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在“银发经济”的催

化下，适老化产业或将成为新风口。

改造要从认知开始

去年年底，寒假回到家的小潘经常收到父母

的“求助”：怎样在调查问卷中提交核酸检测报

告、智能电视怎样操作⋯⋯她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年轻人熟悉的常规操作成了父母要面

对的细小琐碎的难题，这让我很担心自己返回学

校后，他们该如何解决？”

建组之前，小潘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 《忘不

了餐厅》 了解到“适老化”概念的。她查阅大量

资料发现，大众最关注的是室内家居改造、手机

App 和网页适老化改版，“除此之外，我认为还

需要加强城市空间的适老化设计，需要转换社会

与市场逻辑，需要每个关心老年人困境与需求的

年轻人行动起来”。

95 后 湖 南 女 生 黄 雨 欣 也 是 通 过 综 艺 节 目

《梦想改造家》，了解到适老化改造的。她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适老化产品或许比适老化改造

更 适 合 当 下 的 老 年 人 。“ 大 部 分 老 年 人 的 观 念

里，舍得掏钱给子女装修房子，但还是舍不得改

造自己的房子，总觉得能住就行”。

房屋改造需要耗费非常多精力，“现实情况

是，年轻人都在工作，父母辈也没有退休，爷爷

奶 奶 辈 根 本 不 懂 也 没 这 个 精 力 。” 在 黄 雨 欣 看

来，适老化也要依靠社区型养老院和普惠的适老

化 产 品 ，“ 变 老 是 人 人 需 要 面 对 的 问 题 ， 但 时

间、精力和金钱以及观念都无法忽视”。

让小潘印象深刻的是，小组里有人提问“老

人定位器有推荐吗”，一位网友留言说“可以购

买儿童智能手表”。小潘发现，同样需求下，针

对老年人的产品还是太少了，“当我们老去的时

候，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

难题。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求被社会和企业

关注到”。

90 后设计师王煊也是“‘适老化改造’促

进会”小组的一员，他惊讶于“这么多年轻人在

关注养老和适老化的话题”。曾在浙江杭州从事

养老空间设计的他认为，居家适老化改造前，应

切实了解老年人的居住需求，根据老年人身体机

能、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来定制方案，“而不是

追求舒适和豪华，以‘通用设计’敷衍了事”。

在他看来，作为居家适老化的延展，老年人聚集

多的外部环境也应及时得到改造。

近 几 年， 城 市 更 新 在 全 国 各 地 如 火 如 荼 开

展，“无障碍”“适老化”成为频频被提及的热词。记

者走访发现，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适

老化改造已经延伸至公共场所、社区、医疗卫生机

构、运动健身场所和家庭等多个场景。

但在成都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刘英看来，适老化改造之路，仍旧任重道

远，当下最需要的是提升改造意识，“尽管这两

年，适老化概念被广泛提及，但是远没有达到在

整个社会的普及和认知高度。与大力进行的互联

网适老化改造相比，对于线下适老化改造的理

解，可能大众认知还在安装扶手、防滑等方面，

其实远不止这些”。

无评估不改造

从 事 养 老 产 业 和 适 老 化 改 造 项 目 10 余 年 ，

刘英认为，我国的适老化改造仍处于最初级的阶

段。在她看来，一方面，子女积极为父辈改造居

家环境，父母反而认为“这并不是一件急迫或必

须的事情”。她说：“我们遇到过好多次的居家改

造项目，开始改造时遇到老人阻拦，觉得自己身

体康健，没必要花这个钱。对新事物的接受需要

过程，同时也需要他们认识到，改造也是预防。”

“另一方面，适老化改造的市场需要慢慢培

养，改造前的入户评估也是一大难点。”刘英介

绍说，他们基于 5 万多用户的实践数据，形成了

独有的改造评估体系，包括老年人生活能力、辅

具需求、居家环境、家庭关系、性格心理等方

面，都将得到数字化评估。

“无评估不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必须是个

性化和私人定制的。”她说，适老化改造并不是

简单地“搞装修”，从居家环境的防滑处理，到

考虑共同居住家庭成员的生活和照料老年人的住

家保姆等，都需要被评估在内，“适老化改造不

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生病的老年人活

得更有尊严，也能为照护者减缓压力”。

根据曹阿姨的身高和生活习惯定制美观、牢

固的扶手，为独居的袁叔叔打造无障碍浴室，设计

出各类适老化桌椅等产品⋯⋯这些年，95 后创业

青年李靖慧成了身边老年人的好朋友。同样，她也

认为，“专业的适老化改造要由专业团队完成”。

李靖慧自小在爷爷身边长大，离开老家读大

学后，独自在家的爷爷逐年老去，成了她的牵

挂。基于爷爷养老的痛点，她创办了银巢老年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李靖慧看来，适老化改造还要更多地融入

养老元素，“让家更适合老人”。为了让老年人在

评估时就能对改造效果一目了然，他们研发了适

老化综合评估和改造体系，通过智能终端为家庭

进行量化评估，“评估结合了老年人实际需求，

照明、无障碍设施、防滑、美居、智能化、可穿

戴设备等都会考虑在内”。这两年，公司还为宁

波市的困难老年人进行适老化改造。

相比居家适老化改 造 ， 各 地 政 府 部 门 大 力

推动的城市间适老化改造，更早进入了大众视

野 。 参 与 过 多 个 城 市 的 养 老 机 构 和 社 区 的 改

造，刘英认为，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建

筑房屋，社区小公园、公共卫生间的改造，以

及一些新的房地产项目，“要对无障碍和适老化

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从社会层面为老年人带去

更多便捷”。

曾 参 与 上 海 市 一 项 街 道 适 老 化 改 造 项 目的

90 后设计师杨光旁说：“各类设施逐渐老旧，缺

少无障碍设施等，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他坦言，当时针对整个社区的适老化改造

还没有深刻认知，“真正做项目时发现，适老化改

造设计是对老人的情绪设计、需求设计、细节设

计、智能设计，是通过设计达到心理关怀”。

从上海到武汉创业，如今，杨光旁和朋友合伙

创办了挖藕 （武汉）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在他看

来，城市更新、适老化改造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

非常庞大，“在一次现场调研时，当我们向一位老

人解释，要对小区增加许多适老化设施时，老人的

态度从抗拒变成了支持。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迫切

需求”。

万亿元市场呼唤更多创新

2 月 24 日，民政部等 4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

进“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

的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支持 200 万户特殊

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

造。早在 2020 年，民政部等 9 部门还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

意见》，提出要加强产业扶持，激发市场活力，加

快培育居家适老化改造市场。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说，从

居家到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商场、图书馆、银

行、交通等，当下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的适

老化改造。“可喜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产品把适老化元素考虑进来了”。

在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百度五福 AI 助老平

台利用人工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基于对老人更加友

好的语言场景，设立专属功能板块，既是智能设

备，也成为社交生活陪伴。腾讯自 2019 年起与深

圳市养老护理院合作，尝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

善护理服务，如养老院正在使用“隐形护理员”智

慧养老监护系统，为保护隐私，他们使用热感应技

术代替摄像头，同时设置在室外和室内，使工作人

员能容易得知老人的去向。

“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和创新是整个适

老化产业的核心。”梁春晓说，由于整个社会的适

老化转型所带来的庞大需求，“适老化改造将成为

热门赛道，我们初步估算，这将是万亿元市场的产

业，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他看来，从适老

化评估、方案设计、各类生活用具改造等，相关服

务 和 产 品 需 求 丰 富 ，“ 在 这 样 一 个 很 长 的 产 业 链

中，每一块都值得企业深挖”。

适老化产业或将成为新风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养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时 间 倒 退 18 年 ， 2004 年 ， 刚

刚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的乔舰不会

想到，胡子拉茬的自己，未来会以

“美妆博主”的名号行走江湖。毕

竟那时候，洗把脸就算护肤的他，

是 一 个 彻 头 彻 尾 的 “ 直 男 ”。 护

肤？美妆？他既不了解，更不想了

解，连女友让他出国回来带点化妆

品，他都一脸不情愿。

然而，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

又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今

天的乔舰，在互联网上更为人熟知

的名字是“胖博士”，身为知乎美

容护肤话题下的优秀答主，拥有近

22 万 名 关 注 者 。 最 近 他 开 始 创

业，领域相当有科技含量，是行业

少有的化妆品原料。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

访时，乔舰正在实验室里，“大概

是受到清华校风‘行胜于言’的影

响，我想要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

即使创业是九死一生的地狱模式，

我也想去闯一闯”。

“清华”“男博士”“美妆”“创

业”⋯⋯这些关键词拎出来，这个

“胖博士”的前半段人生足够活色

生香。

“我的皮肤是大油皮，冬天干

湿度正好，连保湿都不用做。夏天

会用一些控油的精华乳液，保持脸

上的清爽。随着年龄增加，抗衰老

的产品也用了起来，希望青春能多

在脸上留一会儿。当然，日常防晒

少不了，减少光老化⋯⋯”乔舰谈

起美妆，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其

实 直 到 参 加 工 作 前 ， 他 都 是 一 个

“纸上谈兵”的专家，“可以说先有

工作，再有兴趣爱好，这一点和其

他一些同行相反”。

在清华大学，乔舰的专业是非

常传统的化学工程，连实习都是去

的化工厂。这个看似粗糙的男生，

却 对 精 细 化 工 和 生 物 医 药 更 感 兴

趣。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他的研

究方向是靶向抗癌药的制备以及用

生物工程的方法生产抗癌药。尽管

没能成为一名药学家，但这漫长的

求学生涯，为他打下了将来成为一

个美妆专家的基础。

“ 毕 业 前 ， 我 也 在 思 考 自 己

想 做 什 么 ， 不 想 待 在 学 术 圈 ， 去 企 业 做 药 的 周 期 又

太长⋯⋯”这时候，乔舰发现了一个爱好和专业契合的

工作——他进入一家美妆行业的顶级外企，在研发部负

责新成分的开发，每天从原料供应商、文献以及其他行

业中，寻找适合品牌的新技术，应用到配方中，“我给

自己的定位是化妆品成分专家，而不是现在自媒体平台

上流行的配方师”。

在外企干了 5 年，乔舰跳槽到一家跨国原料巨头公

司，担任化妆品活性原料亚太区域的业务拓展负责人。

“以前都是埋头在实验室干活儿，后来看到自媒体

流行，很多人在网上讲护肤知识。但我发现他们当中大

部分，一不懂护肤，二也不是 行 业 专 业 人 士 ， 张 口 就

来 ， 很 多 知 识 都 是 错 的 ， 甚 至 纯 粹 为 了 做 广 告、‘ 割

韭菜’。”两年前，乔舰决定加入自媒体的创作，首先

在知乎开设了账号，以“胖博士”之名分享科学的护

肤知识。

乔舰在创作中慢慢形成了 自 己 的 风 格 ， 在 科 普 中

融入趣味。比如，从火龙果能不能当口红，引出口红

的成分科普；从用 A 醇要不要关灯出发，讲解早 C 晚 A
的话题。

“这让我很有获得感。年轻人来关注护肤知识，我

们仅仅把皮肤结构和护肤原理讲给他们听是不够的。他

们更愿意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通过哪些产

品解决。”乔舰说，甚至有人直接给他留言——别告诉

我为什么，直接告诉我买什么就好。随着粉丝数量的积

累，“胖博士”也吸引了一些行业内人士的关注，希望

从他这里学到专业的知识。所以，乔舰也会创作一些非

常专业的内容和科普，有些看起来甚至像一篇小型的文

献综述。

在大企业有着稳定体面的工作，又在自媒体收获了

获得感和额外收入，乔舰却在去年选择了辞职，“博士

毕业 9 年，一直在外企工作，受了这么多年教育，对行

业也足够了解，打一辈子工不甘心；另一方面，也是看

到了行业的现状”。

近年来国货化妆品很火，新锐品牌层出不穷，“护

肤成分党”越来越多，对国货的品质和功效都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但乔舰坦言，国货还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基

础创新层面。乔舰认为，国货很喜欢使用一些大牌带火

了的成分，却没有能力去开发新的成分。“像欧莱雅有

自己的原料开发部门，开发出了玻色因、麦色滤这样的

经典成分；宝洁在烟酰胺上投入了大量资源，每年都有

相关的论文产出，指导旗下的产品配方设计；强生在维

A 醇上也做了很多的基础研究⋯⋯”

“供应链方面也是如此。”乔舰说，化妆品原料大部

分还是被国外供应商垄断。一旦断供，国货品牌就如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他拉上了几个海归同学，“我

们的目标是做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绿色创新成分”。

乔舰的创业方向是做化妆品活性物，也就是大家常

说的活性成分，它的好坏和添加量，直接决定了一个化

妆品的功效。一个新化妆品成分的开发，要经过体外细

胞筛选、3D 皮肤模型测试、体外皮肤测试、人体测试

等一系列正规标准的流程，确认功效之后才会上市。

作为一个工科男，乔舰的措辞十分谨慎：“目前创

业还是非常早期，我们刚把样品做出来，现在在做环

评，然后进行规模化生产，也拿到了

一些意向客户订单。总之我们现在就

是一门心思把产品做出来⋯⋯”

“ 之前在外企工作 9 年，在企业

管理方面还是个‘小白’，如何从一

个小白成为一个合格的创业者，我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乔舰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璇

当北京冬残奥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受到世界

瞩目之时，上海己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22 岁

的女生张菁琳为创业团队找到了新办公地方。与

过 去“ 无 障 碍 居 家 展 厅+办 公 室 ”的 空 间 布 局 相

比，新办公地方面积小了，不设展厅，租金也相对

便宜。

“团队主要在做无障碍居家定制化设计，但

一直被账期追着跑，不得不在 2 月底拆掉了无障

碍展厅。算上提前退租赔掉的 3 个月近 15 万元押

金，以及在设计装修、人力等方面的支出，坦率

地讲，展厅关闭时，是考虑过就此歇业的。”张

菁琳说。

到底还是不甘心，拆掉展厅前，张菁琳在社

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照片，“没想到关注度很快

就升上去了，新的合作机会也找上门来，这让我

们又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可能，也看到了行业的发

展潜力”。

据 统 计 ， 我 国 残 疾 人 总 数 已 超 过 8500 万

人，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67 亿人，潜在的无

障碍环境需求者数量则更为可观。

某种意义上来说，复盘张菁琳的创业经历，

为了解当下无障碍环境居家设计与无障碍环境建

设提供了一个观察切口。

无障碍才能有尊严

近 60 平方米、模拟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格局

的无障碍展厅，曾是张菁琳创业的“重头戏”。

团队的两名设计师，此前参与设计过孤独症儿童

康复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无障碍空间。

策划展厅时，房门和玄关的宽度都达到了担

架、轮椅可以通过的 1.5 米，这与张菁琳自己亲

人的经历有关。她 18 岁那一年，奶奶在家突发

疾病、起不了身，可担架却因房门窄、玄关杂物

多而抬不进房来，只得由家人先背奶奶出门。送

到医院后，奶奶被诊断为突发脑溢血。

“事后推想，背这个动作，起伏还是比较大

的，很可能对奶奶造成了二次伤害，如果当初装

修时能考虑到急救这种极端情况，在家里预留出

一条通道，情况或许会完全不同。”张菁琳说。

居家改造，让张菁琳再一次意识到无障碍的

重要性，“奶奶出院后坐上了轮椅，没过多长时

间，又在洗手间摔了一跤。家人请来装修公司，

设计师提出的改装方案是在卧室、洗手间安装一

些方便轮椅进出的无障碍设施。起初我们并没有

感到有什么不妥，完工后才发现，家里那些没有

改造过的地方，轮椅根本通不过，奶奶从此只能

在一小片区域里活动，即便只是想去厨房看一

眼，也得喊人帮忙”。

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

华看来，从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到满足自主生活需

求和情感需要，无障碍设计理念正在发生变革，

“无论身体出现何种状况，人活着都不只是为了

生存，而是希望能够自由、自主地享受生活，这

关乎到人的尊严问题，无障碍设计就是要尽量去

为使用者创造能够自主的条件。”

奶奶的遭遇，让张菁琳开始关注与无障碍相

关 的 新 闻 。 2019 年 ， 在 上 海 一 家 外 企 实 习 时 ，

她偶然了解到国外已出现无障碍居家展厅，有需

要的人士可以去现场感受各类设施，再依据身体

情况定制更具自主性的改造方案。

做过一番调研后，张菁琳判断此时国内的无

障碍居家设计，还是以供应商提供“通用产品

包”形式为主，在个性化、整屋定制方面存在一

定的市场空白。“自己也开一家无障碍展厅”的

念头由此萌生。

2021 年 10 月，筹备了几个月的展厅正式开

放。开放前除了请专业机构测试过设备，团队所

有成员轮流坐在轮椅上以使用者视角体验无地柜

台面、阶梯衣柜等设施。

不过，尽管提前做了功课，张菁琳依然能从

参观者的反馈里发现新的设计思路。

“比如我们本以为听障者会对手环震动效果

比较敏感，但听障参观者却说，他们其实更注意

灯光闪烁的视觉变化。在设计方案里，我们就添

上了更多视觉提示的选项。毕竟，再强的代入感

也比不上使用者本身的体会。”张菁琳说。

创业遇挫，市场还在探索

展厅对外开放大半年后，团队没接到一笔订

单，可一个月仅房租支出就将近 5 万元。

“一个现实问题是，残障人士经济条件一般

都不宽裕，少有余力去支付无障碍居家改造的费

用；在适老化改造方面，观念上的差异依然存

在，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想为爷爷的房子做无障

碍改造，我们方案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老人家却

坚决反对，觉得自己还没到用这些设计的时候，

那订单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张菁琳说。

在 C 端遇挫的同时，寻找投资之路，张菁琳

也走得并不顺利。

据张菁琳介绍，创业启动资金的一部分，来

自她在上海的室友，“决定开设无障碍展厅后，

室友才告诉我，她已经去世的父亲也曾是轮椅使

用者，相近的经历让她更能理解我们在做的事”。

但商业投资人需要的，是商业化路径清晰、

能够快速复制变现的项目。

“绝大多数投资人都会在个人层面对我们的

项目表示支持，不过，谈到投融资，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很多投资人都说，你们要放弃面向残障人士

这部分业务，把创业重心完全放到适老化改造上，

但这就与我们的创业初衷相悖了。”张菁琳说。

不过，为了让公司“活下去”，张菁琳尝试

过在创业路演、市场推广时侧重讲述适老化设

计，也吸引了一些投资人来展厅参观，引资效果

却并不明显。

没有订单、没有投资，房租、人力、公司运

营费用却还在一月月地向前“滚动”，面对资金

压力，张菁琳不得不关闭了展厅。

当展厅照片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后，张菁琳

的公司迎来转机。

“一些 B 端机构看到图片后联系了我们，目

前已经接洽了认知症友好社区环境建设、适老化

灯光产品开发、无障碍研学旅行等项目，创业总

算又往前迈出了一步。这次危机让我意识到，除

了居家环境改造，社区和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

计，也应是我们发力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个市场

还在探索期，机会依然很多。”张菁琳说。

《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 提

出，在“十四五”期间，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建

设 率 、 公 共 建 筑 无 障 碍 设 施 建 设 率 均 达 到

100%；支持为 110 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支持对 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

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政策上的引导，也让张菁琳看到了希望。

“为了明天的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后，张菁琳交到不少关注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新朋友，21 岁的轮椅使用者

眠眠 （网名） 就是其中一位。

最近几个月，张菁琳与眠眠一起，对上海的

部分无障碍环境进行了测评。测评结果并不理

想，“在出行平台上打车，10 辆车里有 7 辆会拒

载轮椅使用者，很多电影院不设无障碍座位，没

有无障碍坡道的餐厅那就更多了”。

居住在上海的短视频博主赵红程曾在 2021
年年底发表了两期“轮椅出行红榜、黑榜大盘

点”。在视频中，她来到书店、美术展等公共空

间门口，都因使用轮椅被工作人员拒绝进入场

馆，经过反复交涉后才能够进门。在一家位列

“黑榜”的“网红”书店门外，入店须知里直接

写着“婴儿车、轮椅等可能占用通道的器具请勿

推入，须寄存于入口处”。

在李迪华看来，“拒绝轮椅进门”的行为背

后，隐藏着某种歧视心理，“很多人内心深处都

有这样一种观念：残障人士、老年人和病患群

体，最好不要出现在公共环境中去麻烦别人，甚至

不少残障人士和老年人自己也这么认为。人人平

等，是一个体现现代文明进步精神的概念。理解和

践行这一观念还需要更多高声倡导。对建成环境要

无条件为无障碍使用需要者自主生活创造条件，很

多人对这还很难接受”。

自 2007 年开始，每个学期李迪华都会为研究

生开一堂体验课。带学生去感受城市中的“有障碍

环境”：租上轮椅、拐杖、婴儿车、老人行动模拟

服等装备，模拟无障碍使用需求者出行。

“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从需求者角度去体会城

市建成环境‘有障碍’，此前他们不会想到，路旁的一

道小沟、几块有细微高差的地砖、一条电线斜拉线，

会让看似寻常的街道和公共空间变得‘寸步难行’。

为什么一些无障碍通道中间会立上一根让轮椅完全

无法通过的柱子？管理和维护不到位的背后，还是观

念没有跟进。我希望学生未来在遇到一些与无障碍

环境相关的场景时，能想起这堂课。”李迪华说。

在无障碍展厅，张菁琳曾注意到，近一半参观

者都是年轻人，“说到底，每个

人都有可能暂时地成为障碍者：

孕妇、带小孩出行的家庭、拖着

大件行李箱的旅客，每个人也都

能从无障碍设计中受益，我们今

天推动无障碍建设，其实是为了

明天的自己”。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其实是为了明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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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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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男决定做美妆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