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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程度加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被确定为国家战略。随着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

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网络参与已经是必然趋势。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在便利老年群体生活、改

变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方式的同时，也对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构成了一定挑战。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分析

得出老年人在网络参与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存在“数字鸿沟”，网络参与水平较低；沉迷网络情境，

损伤身心健康；轻信网络信息，泄露个人隐私；陷入网络诈骗，造成经济损失。在此基础上，针对问题

提出由政府、社会、企业、家庭、老年人自身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形成合力的实践举措，以期更好地

促进老年人的网络参与和实现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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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society,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and the inten-
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onlin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he rapidly changing network technology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and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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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they participate in society, but also poses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ir online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it is analyzed that the elderly have the following prob-
lems in the process of online participation: there is a “digital divide” and the level of online par-
ticipation is relatively low; Indulging in online situations can harm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fidence in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leakage of personal privacy; Falling into online fraud, 
causing economic losses. On this basis, practical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issu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nd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ociety, enterprises 
(new media and intelligent product developers), families, and the elderly themselv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onlin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achieve ac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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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越来越受到重

视。积极老龄化理念强调增强老年人口的活力，支持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强调

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包括经济参与、社会事务参与和网络参与等不同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为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老年人网络参与有助于形

成和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资本，从而对其健康和生活福祉产生正面影响[1]。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通过微信、短视频、购物平台等获取信息、娱乐社交、缴费购物，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

应用适老化改造的推进，网络参与逐渐成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新形式[2]，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在便利老

年群体生活、改变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方式的同时，也对老年群体更好地进行网络参与构成了一定挑战。 

2. 积极老龄化与老年人网络参与的概念辨析 

积极老龄化理念为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是对积极老龄化的

响应，积极健康的网络参与为丰富和发展积极老龄化理念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2.1. 积极老龄化概述 

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身体素质不断改善

的现实情况，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其基本含义是“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创造健康、参与、保障(安全)的最佳机遇”，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老年人的健康权、发展

权、为老年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社会保障。较之其他几种老龄化理论，积极老龄化表达了更加丰富和完

整的含义，传达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涵。 

2.1.1.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统称，是指公民所拥有的生命和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

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是公民得以生存和从事活动的基本权利。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积极健康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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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活是指身体、心理和精神各方面都要保持积极健康的状态，“健康”一词的含义不仅包括身体健康，

更指精神健康以及社会适应良好[3]。同时，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权、独立权、参与权、自

我实现权等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除此之外，老年人还应拥有获得充分的健康保护、医疗保

障、生活照料和临终关怀的权利。 

2.1.2.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发展权，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积极老龄化认为，社会参与是老年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它强调老年人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制

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而不是拖累者，虽然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下

降，但其适度参与社会活动，仍然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具有平等的发展权。现实生活中，不少老年人仍

然保持着健康的生理状态、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拥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且由于知识的沉淀和经验

的积累，在诸多技术性和社会性事务中，更具解决问题的能力[4]，他们是拥有巨大开发潜力的群体，是

社会的宝贵资源和财富。积极老龄化理念鼓励老年人广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作

出生产性贡献。 

2.1.3. 积极老龄化强调为老年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社会保障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实践积极老龄化的基础。

积极老龄化理念强调“为老年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社会保障”，这不仅意味着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

更要维护老年人的尊严、确保其参与的权利，满足其受到照顾、实现价值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当

前，社会保障和家庭供养仍然是老年人口解决生活保障的主要方式。未来，老年保障体系的发展应朝着

覆盖全民、公平共享、管理科学、内容全面、水平适度、责任共担、多元参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5]。 

2.2. 老年人网络参与概述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以网络为基本载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生活，以达到影

响或改变政府公共决策或公共事务的行为过程[6]。网络参与是信息化发展的产物，是信息时代公民参与

的主要方式之一，老年群体作为公民这一主体，也可进行网络参与。以促进和实现老年人的网络参与为

重点，以数字化、智能化科技为依托，为老年人各项权利的实现提供支撑和保障，让有参与意愿和参与

能力的老年人都能获得参与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促进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合理使用互联网和积极的网

络参与不仅有助于丰富中老年人日常生活，增进中老年人社区融合与社会参与，还对提高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和社会适应有积极作用。 

3.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在网络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越来越普遍和深入地介入了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对老年人的

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09 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40~59 岁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2 年 12 月的 33.2%提升至 34.5%，互联网进一步

向中年群体渗透[7]。然而，老年人在网络参与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巨大的“数字鸿沟”是导

致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整体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沉迷虚拟的网络情境损害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轻信

网络信息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并威胁个人信息安全；电信网络诈骗对老年人财产安全及其网络信任度构

成重要威胁。 

3.1. 存在“数字鸿沟”，网络参与水平较低 

“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其本质是数字时代下不同人群在网络平台使用中表现出来的参与

不平等。数字化浪潮中，年轻人快速学习和使用移动支付、预约出行、网络订餐等数字技术应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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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弄潮儿，而很多老年人则因为传统观念影响、学习能力偏弱等原因，成为数字弱势群体[8]。
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不仅在网络参与的人口数值上存在一定距离，而且在使用数字设备、获取网络

信息资源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致使老年人的网络参与整体水平较低。 

3.2. 沉迷虚拟网络，损害身心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躯体健康水平下降、身体机能老化、富有意义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及自

我角色减退、社会交往、社会参与机会减少，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老年人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衰老感，

从而会进一步加剧老年人的孤独感[9]。因此，部分老年人为了排解孤独情绪、抒发情感、缓解精神的

空虚，而开始沉迷虚拟的网络空间，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和网络群组，沉溺于刷短视频、交友婚恋、网

络购物、在直播间打榜应援之中，难以自拔。然而，过长时间使用网络，沉迷虚拟网络世界，长此以

往不仅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还会带来包括人身安全、财产等一系列风险，给老年人带来了诸多的

生活困扰。 

3.3. 轻信网络不实信息，威胁个人信息安全 

我国老年人对于网络的学习和应用不够成熟，老年人参与网络活动的信息甄别能力有待提升。一是

老年人自身的信息甄别能力不强，极易轻信网络不实信息，网络安全意识薄弱，导致个人隐私泄露；二

是老年人由于对信息缺乏足够的分析辨别能力，无法判断网络信息的准确性，更易被网络谣言误导，受

到网络谣言的侵扰，成为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10]；三是老年人接触网络时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在浏览网站、网页的过程中，更容易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进行注册，造成个人身份信息、健康信息、

通讯信息的泄露，不仅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个人信息泄露和被滥用的风险更有可能给老

年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使老年人陷入担忧和焦虑情绪之中。 

3.4. 陷入网络诈骗，造成经济损失 

《中老年人用网情况及网络素养调研报告》显示，68%的受访中老年人曾在网上收到过诈骗信息，

6.8%的受访中老年人曾因网络诈骗遭受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子女出事”“客服退款”“购房理财”

“假冒公安/海关”“贷款逾期”是中老年人较常遇到的诈骗主题[11]。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需要陪伴、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炒作概念，虚假宣传，设置陷阱，

骗取老年人钱财，老年人对于各式各样的养生保健诈骗、仿冒公检法类诈骗、低价旅游诈骗、理财集资

诈骗、网络传销诈骗、网购诈骗以及婚恋诈骗的防御能力较弱，难以进行内容识别，最终造成钱财损失，

严重侵害了老年人合法权益。 

4.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促进老年人网络参与的实践举措 

在现实生活中，老年群体的各种社会参与都表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参与减少的情况。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内容，多元主体有责任也有义务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以帮助老年人保持健

康，维持老年人的权利和尊严。帮助老年人更好、更正确地使用互联网，促进老年人网络参与，离不开

政府、社会、企业(新媒体和智能产品开发商)、家庭和老年人自身等多元主体共同的努力，因此，促进老

年人网络参与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4.1. 政府：完善互联网法律法规，构筑老年人网络安全壁垒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老年人网络参与安全保障的法律法规，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严格审核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严厉打击在网络发布虚假、诈骗、低俗信息等不法行为，加强网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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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与监督，构建老年友好型的网络环境；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老年人的个人信息进行特殊保护，严

格规范大数据时代老年人数据的管理和使用，加大对网络平台的综合治理力度，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网络

安全监管和保护，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识别、过滤和屏蔽网络恶意入侵以及各种网络诈骗链接，从源头

上保证老年人网络参与的安全[12]；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主动引导积极、正面、和谐的互联网价值规范，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为老年群体的网络参与营造一个安全、健康、便利、友好的网络空间，从而为老年

人实现网络参与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4.2. 社会：增强老年人数字技能普及，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智能化服务得到广泛应用，深刻改变

了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效能。但同时，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13]，老年群体在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使用上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不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

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全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增强老年人

数字技能普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教育机构等，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老年人提高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智能手机使

用率，为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问题答疑解惑；二是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验交流、互助帮扶等，

引导老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提升老年人对于应用软件的熟练操作程度，积极融入智慧社会；

三是通过社区科普、助老公益、科技成果进乡村等具体形式，针对老年群体这一重点人群推动数字技

能普及，使老年人学会使用数字化工具获取、存储、传输数字化资源。通过老年教育，增强老年人数

字技能普及，缓解数字技术学习意愿与“数字反哺”之间的矛盾，使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弥合“银

色数字鸿沟”[14]，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素养和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助力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和积

极老龄化的实现。 

4.3. 企业：积极改进平台算法，避免老年人陷入“信息茧房” 

在网络参与的过程中，老年人因技术水平有限，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常常成为不法分子觊觎和侵害

的对象。一方面，企业应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在技术支持层面上为老年人设计适合其身心特点的用

户模式，提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互联网平台应积极推动与国家专业机构的合作，优化界面交互、内容朗读、操作提示、语音辅助等功能，

同时，简化应用软件的操作步骤，实现功能直达，鼓励企业打造老年友好型应用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生

活便利。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改进自身算法，提升自身应用软件的易用性和安全性，在识别到用户为

老人时避免单纯的相似性推荐，尽可能避免老年网民陷入“信息茧房”、进而网络成瘾[15]。 

4.4. 家庭：发挥家庭反哺作用，帮助老年人提升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 

家庭成员是老年人接触最多、交流最直接的人群，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网络参与的态度直接影响老年

人网络参与的程度和质量。充分发挥家庭数字反哺作用，以年青一代的数字反哺持续帮助提升老年群体

的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16]。一方面，家庭成员能够帮助老年人识别网络谣言和网络诈骗套路，提升其信

息甄别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向老年人宣传防范网络诈骗的知识，提高老年人防范诈骗的警惕性；另一方

面，家庭成员能够鼓励老年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设备，教会老年人智能手机通信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方

式，为老年人运用智能化产品提供相应帮助，从而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素养水平和网络参与的意愿。同时，

通过向家庭成员学习互联网使用技能，能够增加老年人与子女交流、联系的机会，从也增进老年人与子

女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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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自身：树立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提升网络参与能力 

首先，老年群体应转变自身心态以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社会，树立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增强自身学

习自主性与能动性，主动了解和学习互联网及相关智能产品的使用技能，克服对于互联网的焦虑情绪。

以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参与网络生活，有利于化解老年人自身对互联网的畏惧感和陌生感，更好地融入

社会[17]。其次，老年人应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适度上网等正确观念，使自身更好地适应信息化社

会，加强社会融入，保持社会参与，丰富自身社交生活，体会互联网带来的生活便利，享受信息时代的

成果。 

5. 结语 

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对于应对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积极老龄

化的理念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从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及老年人自身多元主体出发，为老年

人的网络参与搭建一个系统、科学的多元主体参与体系。促进老年人网络参与不仅是老年人获得满意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生

活福祉，推动老龄事业发展，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共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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