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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的研究分析，得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在安防产品

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方法：细化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需求，确定城市独居女性安

全感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分析得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提升策略，使其能够运用到多领域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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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group of urban women living alone, the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urban women living alone and the design strateg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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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urban women living alone in security products are obtained. Me-
thods: The security needs of women living alone in cities were detailed, and the evaluation model 
was made by AHP to determin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ecurity of women 
living alone in cities. Results: Analysis of urban women living alone gets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ecurity, so that it can be used in the design of home secur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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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女性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频繁出现的女性被害案件，一度引起女性群体

的恐慌，对女性的安全感知造成了极大危害。许多女性在受侵害后选择隐忍，导致大量的案件未被及时

立案，这种伤害往往给女性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选择独自留在大城市打拼，经

济以及人格都越来越独立。然而，在生理上，女性较男性体质更柔弱，这使得女性对于安全感的敏感度

高于男性(乔小燕，2019)。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您一个人在家是否害怕陌生人来访”的问题时，有

46.9%的女性表现出一个人在家时会害怕陌生人来访。这说明我国女性的安全感较低，对于违法犯罪的侵

害仍比较担忧。 
如今，一二线城市独居女性数量越来越多，但针对独居女性居家防护产品研究甚少。根据独居女性

对于家用防护产品的安全感需求，市场上也有一些与之相关的产品，如摄像头、报警器、智能锁等。之

所以没有大量的被独居女性群体所使用，是因为产品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一些产品属于警用范畴，不可

以随便使用，隐蔽性不强；一些普通防护产品仍然存在一些安全漏洞，更无法获得独居女性心理上的安

全需求。综合这些问题，如何提升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方向。 

2. 相关理论研究 

2.1. 安全感概念 

安全感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中。后有心理学家马斯洛于 1942 年提出了心理安全

感的动力理论，其中心理健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个体要有充分的安全感。我国学者丛中等认为心理安全

感是对身体或心理可能出现的危险的一种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

定感和可控制感(丛中，安莉娜，2004)。 
人本主义学派中研究安全感的代表是马斯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安全感需求作为人类五大需要

之一。他认为当大部分生理需要被满足之后，第二层次的需要就出现了，个体变得越来越寻求环境的安

全、稳定和保障，并由此可能产生发展某种结构、秩序和某种限制的需要。马斯洛表示安全感是内心坚

定的感觉，是面对心理状况的控制感，面对风险时的有力感、无力感和先天依赖感，他认为，安全感是

决定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许金声，(美)马斯洛，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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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独居女性特性研究 

2.2.1. 城市独居女性 
城市独居女性指的是与父母及亲人分居、独自居住或租房的单身女性，年龄为 20~35 岁，城市独居

女性远离故乡、亲人，缺乏情感寄托，缺少家庭生活，一个人在大城市奋斗打拼，学历较高，对生活水

平有一定的要求。 

2.2.2. 城市独居女性的生活状态 
城市独居女性一般独来独往，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等，吃饭主要靠外卖，大

多独自租房，居住环境因经济状况而定，对于周边居住人群也并不了解，邻里之间也没有太多沟通，甚

至一些刚毕业的年轻小姑娘会与人混租，面临危险的几率增大，内心上的恐惧也随之增加。 

2.2.3. 城市独居女性的心理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的数量正逐年增加，她们普遍学历较高，具有一定

的经济基础、独立的生活习惯、特殊的心理个性。但是由于长期的单身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上对于女性遇

害事件的关注和探讨，导致她们拥有以下心理特征： 
1) 压抑心理：长期的独居生活导致城市独居女性在心理上普遍压抑，长期独居的生活状态也成就了

她们孤僻的性格，这种性格很多时候导致女性在精神与情感上特别敏感，她会把这种敏感带到生活中。

高学历的女性大多身居要职，工作压力，居家时的状态原本应放松愉悦，可是因各种不安全感因素导致

其无法安心生活 
2) 恐慌心理：心理上存在孤独、焦虑、暴躁、恐慌、不安等心理特征，使得她们往往习惯将自己代

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假设自己置身于同样的危险状态，加剧了城市独居女性的不安。 
国外心理安全的研究成果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女性的视角切入的。一般来说，女性在生理上比男

性柔弱、心理上比男性感性，往往比男性有着更多的“侵犯阴影”，比男性更加害怕受到攻击和伤害，

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就使得她们对于居住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消除女性的不安全

感尤为迫切。 

3. 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因素分析 

3.1. 安全感影响因素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影响安全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曹宇鹤，王坚，2016)。个

体因素包含心理因素、个人身份、认知水平，简称为内部因素。环境因素包含社会环境因素和物理环境

因素，简称为外部因素。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curity 
图 1. 1~9 安全感影响因素 

 
1) 内部因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影响安全感的内部因素主要来源于个人，其心理因素、

个人身份、认知水平上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于安全感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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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心理因素：人的心理是运动、变化着的过程，紧张、兴奋、沮丧、恐惧、期待、高兴、冷漠、消

极等这些心理状态都会影响人们对于安全感的感知，因此人们存在的某种思维定局对于个人安全感的感

知有很大的影响； 
② 个人身份：个人身份的差异，性别、种族、特殊群体的不同也会影响对安全感的感知。研究表明

女性比男性更加害怕受到攻击和伤害，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③ 个人认知：个人认知的不同，对于安全、环境、安全防护的了解，都会影响人们对于自身安全的

感知，对于安全感的需求也会产生变化。 
2) 外部因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影响安全感的外部因素主要来源于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以及

物理环境，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知。 
① 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家庭成员、朋友、老师、周围环境的状况都

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状态。 
② 物理环境：物理环境即色彩、质感、气味、光线等外部物理状态。外界环境的刺激带给人们的心

理感受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安全感知，物理环境会不同程度的缓解或者增加人们的不安。 

3.2. 影响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因素分析 

经访谈结果显示，影响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众多，作者将其归纳为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 
1) 内部因素 
① 心理因素 
受情绪的影响：调查发现，城市独居女性极易受到情绪的控制，心情的变化对于安全感的影响浮动

很大，城市独居女性常年独自生活，远离家乡父母，独居时孤单、焦虑等情绪时常出现，重者甚至出现

抑郁等状况，对于情绪的控制也跟个人承受能力息息相关。因此，个人情绪以及个人承受能力是影响城

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② 个人身份 
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状况对于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知的影响同样非常重要，访谈过程中多名女

性表示自身薪资状况以及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影响其安全感。女性相比于男性往往会更加敏感，个

人收入的提升会增加她们的自信，减少内心的恐慌。 
③ 个人认知 
受安全认知的影响：城市独居女性一般学历较高，对于安全认知以及安全防护意识都有较多的了解，

访谈中发现女性在了解安全防护知识的同时会增加自己的担忧，各种安全隐患在提醒女性加强自我保护

意识得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独居女性对于自身安危的恐慌。 
2) 外部因素 
① 社会环境因素 
受他人存在的影响：“他人的存在”是增强或降低女性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有

熟悉的人在身边能有效提升安全感，如朋友来家中做客，亲人陪在身边，“熟悉的人的存在”是增强女

性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反之，不认识的人在身边会增加城市独居女性的警惕性，随之增加其心理负担。 
受传播媒介的影响：多名受访女性表示，各种社交软件以及新闻媒体中有关女性被害事件的报道会

大大增加她们的不安全感。国外有关研究认为，影响公民安全感的主要缘由不是直接体验，而是来源于

间接体验，如看到有关犯罪问题的报道，会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参加抽样调查的女性中，近两年本人

或家人曾经遭受过不法侵害的有 890 人，占总数的 13.1%；近两年本人或家人均未遭受过违法犯罪的侵

害的有 5730 人，占总数的 86.9%，但在回答对自身安全感受的评价时，却有近 3000 人感觉不安全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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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全(王智民，1992)。最后，在有关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数据中发现，报刊杂志和影视广播中有关犯罪

问题的报道使 21%的女性群体增加了恐惧感。 
受居住环境的影响：居住环境、安全防护措施、新旧程度都会对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有所影响，

狭小紧凑的空间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紧张；同时小区的安保状况和电子安防系统也会增加或减少城市独

居女性对于安全感知；邻居或者合租人员也是影响其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② 物理环境因素 
受光线的影响：研究表明，黑暗是与安全感关联最多的因素之一，怕黑是人的一种本性，然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对于黑暗的恐惧会降低。但访谈结果显示，对于城市独居女性来说，这仍然是影响女性安全

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天气的影响：调查显示，城市独居女性对于不同天气的变化，会因成长环境过程中的各种刻板印

象在内心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阴天、打雷下雨等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城市独居女性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不安全感，由此影响到城市独居女性在阴天下雨时的生活状态，比如在下雨天不敢叫外卖上门，不敢一

人外出等。 
受气味的影响：熟悉的气味儿会让人置身于某一个熟悉的环境，尤其是城市独居女性，对将家人或

原生家庭的熟悉感带入到现如今的生活环境中，缓解其不安的状态。对于自己喜欢的味道也会适当减缓

疲劳，放松心情，从而缓解精神上的紧张和不安。 
受色彩的影响：城市独居女性普遍学历较高，对于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对于颜色的搭配，产品

以及居住环境的装饰和视觉效果有自己的标准，性格不同喜欢的颜色也有所不同，钟爱的颜色会对城市

独居女性的情绪有所缓解，一些既定颜色的选择也会舒缓城市独居女性的视觉疲劳。 
访谈结果显示，城市独居女性表示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会跟熟悉的人打电话开视频，希望有熟悉的人

的陪伴，会觉得安心很多，对于电子安全系统也有一定的要求，希望通过电子监测预防受害几率，喜欢

一直开着电视或放音乐，以此缓解内心的不安；灯光色彩以及气味儿也是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需求之一。

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重要程度排序为：外部因素 > 内部因素。电子安防产品 > 熟悉的人陪伴 > 经
济条件 > 声音 > 气味儿 > 灯光 > 色彩 > 安全认知 > 个人情绪。 

3.3. 在安防产品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 

研究数据显示，电子安防产品是影响女性安全感最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内心的抚慰，城市独居女性

更期望得到外部安防产品的保护。借助外部的力量阻碍和预防危险情况的发生，增加其安全感。 
随之熟悉的人的陪伴、经济条件以及声音的影响程度也较高，有熟悉的人陪在身边可以大大增加其

安全系数，使其状态能够更加放松、自在，声音也可以有效减缓其内心的焦虑恐慌，比如音乐、广播，

音频通话等，都可以有效地调节其心理状态。 
基于上述排序结果分析，关于在安防产品中提升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设计策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 
第一，对安防类产品展开深入研究，对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需求进行思考，着眼于城市独居女性

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群体发展趋势等，结合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因素的比重，对安防类产品进行再

设计，减少其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风险。 
第二，深度剖析城市独居女性心理状态，将增强城市独居女性安全感的因素进行分析拆解，使其转

变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安防类产品的设计当中，在防止这一群体的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同时，抚慰其内

心上的惶恐与不安，让他们能够拥有正常的心理状态。 
第三，提高女性安防产品的智能性和交互性，安防产品更加智能，能够更加安全有效的解决产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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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交互性更能够直接与用户产生互动，让产品看起来生动有趣，运用有效的交互形式使其得到陪

伴，减缓其孤独不安的状态。 

4.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城市独居女性这一群体数量不断增加，安全感普遍较低，影响其安全感的因素繁多。

然而，在心理学领域中，对安全感需求相关研究是国内学术发展的热门，但国内外针对城市独居女性进

行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去解读城市独居女性的存在、表现以及成

因等，少有结合设计学的视角对城市独居女性的需求进行探讨和分析，从女性安全角度出发的研究也较

少，针对女性特殊需求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应对于这一群体给予

更多的重视，解决城市独居女性的安全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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