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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随着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普及，人们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连接网络后便可畅通无阻。尽管数字

化、智能化科技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给传统的生活方式提出了

挑战。不同的人群在使用和接触数字技术上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种数字鸿沟在老年人中尤为明显，他

们在与现代科技的互动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老龄化时代，解决这一鸿沟至关重要。本文

探讨了老年人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具体困境和成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帮助弥合这

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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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people only ne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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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hone and an Internet connection to navigate seamlessly. Whil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
nology has penetrated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bringing us many conveniences, it also poses chal-
lenges to traditional lifestyl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use and access to digital technolog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his digital divide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among the elderly, 
who are at a clear disadvantage in interacting with modern technology. Therefore, in the aging era, 
addressing this gap is cruci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the elderly 
in accessing and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o help bridge 
this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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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快，数字鸿沟成为普遍的社会性问题。2025 年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迈入中度老

龄化。老年人由于受教育水平、技术接触机会以及认知和身体能力的限制，往往难以跟上数字时代的步

伐。生活缴费、看病就医，也包括娱乐、网购、出行等这些智能化操作似乎成为了生活中的“标配”，这

对于年轻人来说习以为常的操作，却成为了老年人生活的一道道障碍，甚至陷入所谓的“数字困境”。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困境，并就如何弥合“数字鸿沟”提出对策，构建与庞大老年人

口规模相匹配的老龄友好型数字社会，化“鸿沟”为“红利”。 

2. 老龄化与数字化的交互影响 

老年人的数字困境已成为我国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困境的产生，实际上与当前社会中的

两大趋势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到 2025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将达 3 亿

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 20%。与此同时，近年来我们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数字化转型，智能手机带来的

数字化和智能化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外出时我们需要借助智能手机订票和打车，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通过智能手机订餐和购买生活用品。与传统的电视和广播不同，智能手机已不

再是简单的娱乐工具，而是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老龄化与数字化的交互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甚至引发了冲突。这种张力不仅体现为老年人适应现代科技的困难，也反映了他们在使用数字化服务时

面临的种种挑战。 

3.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困境 

当数字化遇上老年人，这一快一慢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使得老年人陷入数字鸿沟困境。这些困境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心理困境 

老年人对新技术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许多人感到畏惧，不敢尝试或使用智能设备[1]。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因不懂电脑、不熟悉网络或对上网感到恐惧的老年人占非上网群体

的比例超过 50%，这一比例相对较高。由于对没有把握的网络技术感到恐惧、不信任，以及对自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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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怀疑，老年人在心理上通常抗拒接触和学习数字技术，导致他们难以迈出内心的第一步。 

3.2. 操作困境 

相较于传统的按键使用技能来说，数字化时代的触碰式操作十分复杂和繁琐。以智能手机为例，老

年人在初次接触智能产品时，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使用技能欠缺的问题。由于目前智能设备系统的页面

布局，使得从未接受过指导的老年群体陷入屏幕触碰、来回跳转的困境之中，对于老年人来说，各项操

作更显得尤为繁琐[2]。比如，如何寻找通讯录好友、和子女视频通话、如何发短信、调音量以及调字体

等，这些对年轻人看似简单的操作，对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年群体。

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需要具备基础的文字识别能力，还需要理解和区分不同菜单分类的能力。除了打电

话、发视频、调声音这些基础的操作之外，许多老年人在日常出行、购物、看病、扫码支付以及使用各种

应用程序和线上办理业务等方面也面临困难，难以独立完成这些任务，导致他们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

迁[3]。 

3.3. 网络诈骗困境 

中老年群体是网络新群体，他们接受的教育水平有限，消化新知识的能力整体较弱，信息辨别也较

为困难，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网络世界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由于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有限，加上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诈骗手段以及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老年人往往难以区分信息的真伪，比年轻人更

容易掉入陷阱[4]。一些老人极易被伪科学迷惑，或者稀里糊涂地泄露个人信息，成为电信诈骗的忽悠目

标，从而带来包括人身安全、财产等一系列风险；一些中老年群体则热衷网络购物，容易被流量时代“标

题党式”的信息所吸引，在话术的包围下购买保健品、养老保险等，落入诈骗陷阱中。还有的深陷网络

骗局，被骗钱骗感情。据数据统计，仅半数左右老年人在线上交易时会注意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风险

防范意识低于全网水平。 

4. 数字鸿沟困境产生的原因 

4.1. 技术上的排斥性 

尽管新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能够提升社会整体运转效率，并成为个人自我发展的有力工具，但这也

可能忽视了老年人在生理和教育水平方面面临的挑战。例如，智能电视相较于传统电视，虽然显著提高

了用户的观看自主性，使用户能够自行选择节目，但即便是年轻人使用智能电视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更何况老年人。 

4.2. 信息技术过分追求高效 

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念下，很多公共服务通过网络平台的确可以提升办事效率，但在实践过程中，

在“数字偏好”、技术赋能的改革背景下，许多单位和机构过分追求效率，节约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加

大线上预约、线上办理等模式而减少线下的服务供给，使得部分老年人在公共服务需求方面陷入“不能

用，不会用”的困境[5]。比如大型超市收银、医院挂号、景区购票、政务大厅排队等不同场景，线下人

工服务窗口普遍收缩，导致老年人在智能化技术面前感到困惑，无助又迷茫。因此说，数字化场景应用

如果出现了以技术效率替代社会效益时，数字化对老年群体不仅不能赋能，相反会是一种负担。 

4.3. 数字化产品适老化不足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通常是发现用户痛点、解决实际问题、吸引商业投资、聚集大量用户并赚取高额

回报。这种模式决定了除了少数领先企业外，大多数企业主要关注解决大部分用户的问题，很难在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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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6]。如智能电视问题，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被动问题，也可能是企业出于某些原因

的主动选择。在设计过程中主要面向年轻人，功能繁杂、操作复杂。一些产品未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

这样的局限性使得老年人感到手足无措，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数字时代的脱节。 

4.4. 社会关注度欠佳 

在数字化时代，老年人缺乏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社区和家庭成员对老年群体的

关怀显得不够，导致老年人缺少学习操作技能的途径，重建设、轻服务的现象普遍存在，社会数字包容

氛围建设水平低下[7]。许多老年人的子女也因工作繁忙，往往忽视了对家庭中老人的日常生活关心，未

能抽出时间教授他们如何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工具。 

4.5. 老年人缺乏数字素养 

老年群体由于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的自然衰退，在学习和使用智能产品时面临诸多困难。这并不是

他们主观不愿意用，而是他们基于自身客观的身体原因，谁都无法左右岁月的变迁。例如视力、听力的

退化，反应速度的下降等问题，会造成顺利使用网络技术的障碍。其次，老年人群接受新事物的接受度

相对较慢。他们仍然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使用现金进行购物、排队挂号以及在窗口购

票等方式，对新兴的数字化服务接受度较低[8]。这种对新事物的接受滞后，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

适应迅速发展的数字化环境，从而影响了生活质量和便利性。此外，文化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NNIC
的报告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因不懂拼音或英文字母而无法学习和使用互联网。 

5. 破解老年人数字鸿沟困境的应对策略 

5.1. 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兜底”老年人利益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数字社会建设。加快构建老年数字鸿沟治理体系，融入“年

龄友好”理念，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切实保障老年群体参与数字生活

的基本权利[9]。构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型数字化社会，高度重视老年群体对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和

建议。建立有效沟通和反馈渠道，鼓励老年人反映需求和期望，广泛收集老年人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进

行问题分类，运用差异化、个性化方式解决。避免数字偏见和社会排斥，建设线上适老化，打造大字版、

语音版、简洁版等适老化平台、APP 或小程序，创新老年数字化模式。完善人工服务窗口社会“兜底化”

保障，在政府部门和服务型窗口在推出信息化升级时，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的老人适量保留熟悉的传统

的线下服务方式，保障他们的权益。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力度，加强对网络诈骗和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

提升数据的安全性，保障老年群体的用网安全。 

5.2. 研发“适老化”设备，构建包容型社会 

企业和平台在研发设计时要转变视角，将老年群体视为客户主体，重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突出“科

技向善”理念，加强“适老化”、“傻瓜化”老龄智能产品研发，完善针对老年人的功能和界面设计，简

化相关操作流程，推出更多老年人能用、会用的智能产品和服务[10]。针对老人容易受骗等问题，多做加

法，增加杂乱信息拦截功能等，让“适老化”真的“适老”。针对老年人吐槽的“麻烦”，多做“减法”，

去掉 APP 中套路繁多的广告植入、徒有其表的界面设置、无实际效果的操作步骤等。如，“一键叫车”、

“一键呼救”等，进一步减轻老人的操作负担。 

5.3. 加强社会宣传引导，提高老人数字参与度 

加强互联网应用技能培训，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依托社区、老年大学和老年机构等平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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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线上 + 线下”数字技能辅导班，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广泛开展视频教学、沉浸学习、沟通互动等

培训活动，普及线上预约、自助缴费、打车等实用技能，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使老

年人数字技术稳步提升，建设“老人友好”型数字化社区[11]。加强信息安全宣传力度，加大反诈力度，

建立老年人反诈意识提升服务体系，特别是金融、医疗领域。定期邀请民警和法治专家开展“反诈防诈”

知识讲座，利用真实案例重现和电话诈骗解析，直观呈现近年来常见的多种诈骗手法，帮助老年人识别

电信诈骗和人工智能诈骗。 

5.4. 发挥家庭成员优势，加强数字反哺效能 

提升家庭内部成员“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反哺感恩是时代赋予年轻人的责任，鼓励家庭成员

特别是子女，主动传授相关数字化设备使用经验，推动数字技能代际传递[12]。指导老人利用智能技术、

运用网络服务或设备了解社会新闻信息，不断夯实老年人认知基础的同时，提升其辨识新闻谣言的能力。

激励老年人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培养新兴趣，从长辈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性地进行耐心

的指导和帮助其应用智能设备，消除对智能技术的排斥心理，增强老人在数字经济中的自信心。 

6. 结语 

老龄化和数字化并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然而，跨越数字鸿沟、实现

全社会的数字化不能一蹴而就，建设数字化社会仍然任重道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让老年人融入

数字社会、不被网络抛弃，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多方面努力来破解“数字鸿沟”这一困境。为

此，必须从跨越理解的鸿沟开始，打破社会存在的“老年歧视”心理，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政策支持、

优化数字产品设计、鼓励代际反哺等。通过多方协作，推动智能科技在日常生活服务中的应用，动员全

社会关注和支持老年人群体，实现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有效掌握和利用，从而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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