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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老人该何去何从：老年人互联网融入问题研究 
马玲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 

摘要：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 18.7%，6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仅占比 12.2%，很多老年人在互联网时代被边缘化。本文
聚焦于老年人互联网融入的影响因素、现状及改进方面，把关于老人互联网融入的讨论从原有的老人个体和家庭扩大至政府和
社会层面，认为老年人互联网融入需要全社会转变意识，共同努力，并提出兼顾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
社区社会联动、规范技术标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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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y country’s population aged 60 and above accounted for 18.7% of the population, and netizens aged 60 and above 

accounted for only 12.2%. Many elderly people were marginalized in the Internet ag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s of the elderly’s Internet integration, and expands the discussion about elderly individuals’ Internet integr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levels. Work hard, and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give consideration to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the government, community-society 

linkages, and standardize technical standards. 

Keywords: Internet Economy, Population Aging, Digital Divide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互联网+”已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变化带来了便利，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也带来一些不平等。那些因为经济

原因没有接入网络的人、偏远地区信号差的人、文化程度低

的人、健康情况差的人被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边缘化、隐形

化，使他们被迫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孤岛，本文关注集中在老

年人群体中存在的灰色数字鸿沟问题。 

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公告》表明网民数

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

体占比 28%，但近年来 50 岁以上的老人群体表现出了极大

的消费需求和社会参与意愿，也引起了政府和企业对“银发

经济”的关注，现实情况却是老人的处处碰壁和被动接触。 

新冠疫情期间采用大数据跟踪监测确诊人员的活动轨迹

以及体温数据，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健康码等举措，但部

分老人使用的老人机不支持扫码。除此外，某企业因营业时

不设置现金结账通道被点名批评；越来越多的餐厅取消了实

体菜单采用手机下单的方式；医院挂号从人工收费到设备自

助收费，从人工挂号到手机预约挂号。 

老人们在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随时会产生落后时代和

被社会排斥的孤独挫败感，这也从根本层次上反映了整个社

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生活更便利后社会却忘记等那些掉队

的人，科技以人为本的背后，却在逐渐剥夺部分老人的选择

权。本文探讨老年人互联网技能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老人自

身、家庭、社会联系、企业和政府等方面论述老年人触网现

状及政策建议，希望有助于改善和解决老人因为学习能力和

健康等原因对互联网社会融入困难而产生的被社会隔离和排

斥的问题。 

二、老人互联网融入的影响因素 
2.1 个体情况 

一般认为教育程度、与计算机有关的职业背景、个人收

入等经济社会地位特征会对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产生影响[1]。另

外健康程度如有自理能力且视力好的老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

性更高。 

2.2 个体认知 

互联网使用使老年人的社会隔离下降 40.5%[2]。随着互联

网深入渗透，网络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的补充，两者相互交

织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性真实[3]。但是老人的主观意愿却对于

这种客观事实表现出认知滞后的情况，认为网络上并没有重

要的信息，从而缺乏兴趣；受到子女限制和网络诈骗新闻影

响的老年人对互联网持拒绝态度；对学习互联网技能有畏难

心态。 

总体而言，从个人角度来看，老年人互联网技能受到个

体特征和个体认知因素的交叉影响。在两方面因素的深层次

影响下，老年人会把网络看作真实的生活，自己在网络上的

行为也会受到已形成的社会规则和生活习惯的束缚，表现为

更信赖权威媒体和公众人物的信息；对养生保健，心灵鸡汤

等内容更感兴趣；因为安全原因对手机支付持怀疑态度；朋

友圈中倾向于转发而不是编辑原创内容来建立社交联系等。 

2.3 社会资本因素 

本文认为相对于个体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对于老年人群

体的互联网技能影响更显著。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良好的社会

关系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4]，保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更有能力解决困难并消化负能量。研究表明，与亲密关系间

的信任反馈高于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并产生溢出效应，提高

身边人的生活满意度。 

从实际情况来看，50、60 年代出生的老人习惯于熟人社

会的交往模式，退休后又会失去正式组织以及因业缘而形成

的社会网络，面对同龄人生病或去世产生的悲伤情绪，加之

身体机能老化缺少户外运动及产生的自感落后时代的挫败感

和孤独感，即使是健康的老人也需要亲属的情感支持，但快

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 APP 爆发增长对日常生活方

式的改变和渗透已经对他们造成一种社交隔离和排斥的情

况。本文认为他们不发声表达诉求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缺乏

发声的技能，国家、社会和家庭越早关注到这一群体的诉求，

就能更早实施举措，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2.4 产品设计及价格因素 

我国互联网面向老年人群体的产品设计应结合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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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并遵循相关的国际标准，但现实中存在更多的是企业逐

利从而忽视老年人的需求。目前我国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产品

中存在的问题为过密过小的字体、艳丽的颜色以及繁琐的操

作，导致现有问题是因为设计师、项目经理和行业标准及监

管机构都未能重视老年群体的需求。行业调研报告显示不到

20%的设计师了解面向老年人的特定准则，大部分项目经理

认为面向老年人优化系统不具有成本效益，因此不需要面向

老年群体进行特别设计。行业标准还停留在倡导阶段，以及

并未明确网页要件标准和监管机构。 

另外行业观察数据表明，消费者倾向于选择 200 元以下

的功能机和 1000 元以上的智能机，老年人钟爱大屏幕、大字

符和大存储空间的手机，功能机只能接打电话，智能机则需

要高学习成本。  

2.5 制度及市场因素 

制度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缺乏针

对性，尚未形成有效支持的环境。除此之外，现有的互联网

养老产品或互助养老社区并没有可复制推广的模式或案例，

很多项目无法依靠市场盈利，目前养老软件平台和服务机构

合作效果差，市场供需脱节，如何使得“互联网+养老服务”

普遍化、大众化、便捷化仍任重而道远。 

三、政策建议 
老年人的互联网融入这一日渐显现的社会问题不能单纯

依靠老年人自身和家庭去消化解决，需要全社会转变看法，

关注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数字技术的本质是为人类活

动赋能和服务，不能把人“困”住，政府政策、技术企业和

社会组织的支持，会提高老年群体主动融入的信心和意愿，

增强生活幸福感。 

3.1 技术应用兼顾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维护老年群体

利益 

数字治理背景下注重工具理性所倡导的效率，同时也应

兼顾价值理性。数字技术应让每个人同等受益，普惠型的公

共服务应兼顾各群体的利益，如为老人增设人工登记和现金

支付通道、制定专项政策推动适老化平台落地等。 

3.2 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引导、推动、监督利益相关

者 

政府的政策支持在缩小老年群体的灰色数字鸿沟方面尤

其重要，如通过政策配合和资金支持引导产业发展、推动形

成互联网产业和养老产业相结合的新业态、明确智慧养老建

设中各主体责任、构建公平普惠的互联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等。 

3.3 社区社会联动、打造科技助老新模式 

社区把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和有需求的老年人连接起

来，组建学习班支持老年人学习互联网技能，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是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社区的电脑普及班、江苏太仓的

社区医疗健康管理小组和青岛市南区创建的社区微信联盟服

务平台。 

社会组织补充，其中互助社区、宣讲分享和学习型网站

成为主要形式，代表性案例是昆明的“幸福 916 数字社区”

和上海的“老小孩”网站，通过为老人普及信息技术知识、

线下和线上结合构建兴趣圈来打造科技助老新模式。 

3.4 扶持养老服务机构，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为老社会组织目前很难通过市场盈利，部分网站甚至正

规企业为了正常运转附加保健品捆绑销售，这种情况不仅无

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融入互联网世界，反而会加剧不

信任。信息化管理部门应为基层管理人员和老年人群体提供

更多的免费课程和宣讲，提高养老专业人员的信息化素养和

待遇水平，培养面向基层社区的专业人才队伍。 

3.5 技术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尊重老年群体的需

求 

企业通过研发更人性化和易操作的系统来降低互联网学

习的难度，行业协会规范电子产品设计的行业标准。随着我

国互联网普及率的进一步上升，关注点应从是否接触互联网

转向互联网应用技能的差异。以老人的需求为先，倡导面向

老人的电子产品提供售前培训和售后服务相结合的销售服

务，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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