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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优势视角的理论框架，聚焦于社群团购模式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机制，以及在面对人口老龄

化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缓解该群体所产生的“数字鸿沟”现象。探讨社群团购模式

如何通过商品的数字化线上交易重构老年群体的社区支持网络：该模式不仅通过其低成本、高便捷性的

特点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更依托群体的角色组织商品交易，显著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

社会归属感，形成“经济–社会–心理”三重效益。还进一步揭示了团购平台的技术适配、社群组织培

育及政策引导等是优化该应用机制运行的关键，提供了优势视角理论框架下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新视角，

也为社区治理创新和积极老龄化实践提供了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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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appli-
c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 group-buying model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how to 
alleviate the “digital divide” phenomenon among this group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explores how the community group-buying model 
reconstructs the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digital online transaction 
of goods: this model not only meets the basic mater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with its low cost and high 
convenience, but also organizes commodity transactions based on the roles of the group, signifi-
cantly enhancing the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belonging of the elderly, forming a “economic-social-
psychological” triple benefit. It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technical adaptation of group-buying plat-
forms,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guidance are the keys to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 of this application mechanism,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ocial participa-
tion of the elderly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and also offering 
a reference path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positive ag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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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4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31031 万人，占总人口 22.0%；65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0223 万，占总人口数的 15.6% [1]，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飞速发

展的双重背景之下，网络社交逐渐成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但老年人在互联网技术的接收及使

用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情况。许多老年人积极拥抱数字生活，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而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老年人缺乏连接数字社会的基本设备和能力，从而形成较为不平等的数字鸿沟现象。

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中遇到阻碍一方面是因为人体机能的衰退而出现的视力下降、认知能力降低以及部

分生理困难的原因，导致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欲望都不及年轻人；另一方面又与老年群体对数字

技术使用技能的焦虑心态有关。老年人因数字权利保障不足而遭遇“数字鸿沟”，在接入、使用和知识

获取等方面表现出代际差异，阻碍了他们融入数字化社会的进程。即使是在部分发达地区，部分老年群

体对数字技术使用的恐惧无力感影响了他们对数字技术使用需求的提升，导致老年群体的数字技术使用

技能难以实现质的飞跃[2]。而针对于此，老年人人权共享保障观的提出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既强调

了对老年人尊严的维护也响应了老年人面对数字社会化的特殊需求。 
社群团购模式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种新兴的购物模式，运作方式常表现为“当天线上下单，次

日线下可自提”。社群团长负责商品信息传递、社群管理订单和商品接收，通过社群成员间的互动分享

和熟人邻居之间的人际传播，实现社群团购信息的快速扩散与广泛覆盖。这种模式凭借商品价格的经济

性和线下自提的便利性，吸引了部分老年人参与，促进了老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

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现象。从理论主张的契合性上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中的优势视角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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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3]。优势视角主张关注个体或群体的内在优势，如经验和抗逆力等，

而非问题和缺陷，认为并相信人们有能力去成功应对他们生活中的挑战。在社群团购模式中，老年群体

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社区归属感等优势得到体现，他们能够通过参与社区团购活动，增强社会互动联系，

实现互助与资源共享。然而，老年人在社群团购中的参与度和可持续性与社群团购平台的技术门槛和对

平台信任缺失等问题相关。部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掌握不足，难以熟练操作团购平台，因此限制了他

们的参与范围和程度。而当老年群体对所团购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质量、安全性等产生疑虑而未得到及时

解决时，极易产生对该模式的信任缺失问题，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综上所述，社群团购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便利，但要实现其在老年群体中的广泛应用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包括加强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优化团购平台的适老化设计、强化社区支持网络等，以帮助老年群体更

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减少老年群体中的“数字鸿沟”现象。 

2. 理论框架 

2.1. 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是由美国知名学者丹尼斯·萨利贝所明确提出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的一种基本理念和实践

模式[4]。优势视角主张的内涵是：“着眼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和能力，并把这些能力作为克服困难

的一个支撑点”，以“个人拥有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可以有效地应付生命中的各种困难”这一理论为基础

运用积极、科学的干预方式来整合人和所处环境中的优势资源，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和困境。优势视角取

向的实践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在面对他们生命

中的挫折和不幸时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5]。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赋权、成员资格、抗逆力、对话与合作，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

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而创伤、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同时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

遇[6]。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进行问题化，认为问题化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

当重复的次数增多之后足以改变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看来这样的变化逐

渐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享有自尊、尊严和

责任，因此在与案主合作时要看到并发掘环境中的资源，注重关怀和照顾，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

的需要得到满足。 

2.2. 社群团购 

社群团购是以地缘社区为单位中心，团长通过一定的人脉关系把相同地缘的邻居拉进一个主动建立

的社群，社群成员通过拼团享受优惠高质量商品的一种购物方式。社群团购模式的载体通常是线上微信

社群，社群成员通过群里团长发布的小程序平台下单购买，然后团购平台将商品送到团长在该地缘环境

中指定的位置，再由团长通知群成员过来自提已下单的商品，是一种基于熟人和半熟人关系卖货的模式。

不同于普通的社群，社区团购社群成员居住于同一小区，在日常的互助团购社群的互动中，居民间逐渐

会产生关于社区和社区成员间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社群团购模式是围绕社区家庭诞生出来的一

种新的商品销售方式，以低价销售的方式来吸引用户关注，再通过去除中间销售环节来控制商品成本，

以“产地 + 物流 + 社群销售”的模式来迅速获得流量[7]。 

2.3. 优势视角与社群团购的耦合逻辑 

在优势视角理论框架下，社群团购模式与老年群体的耦合逻辑体现为四大核心维度：其一，以优势

视角理论为基础将老年群体的社区影响力与生活经验转化为团购组织平台的核心驱动力；其二，障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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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借助代际协作与技术培训(青年辅助技术操作)将老年群体所面对的数字障碍转化为学习场景，增

强老年群体的数字适应力，推动其实现数字技能跃升；其三，信任扩展机制以依托老年人熟人信任网络

为“社群团购基础设施”以扩展更大的社群团购规模；其四，文化赋值机制赋予团购“互助”、“节俭”

等文化内涵，将其从简单的工具性消费进行文化升华。这一耦合闭环逻辑的本质在于以打破“老年弱势”

叙事为前提，以优势视角重构老年群体的资源属性，并通过这四重机制实现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径的深度

相嵌。 
优势视角框架通过“优势识别–资源整合–信任扩展–文化赋予”的闭环路径，将老年人重新定位

为“社区资源中枢”，凸显了老年群体的内生动力，也为数字包容政策提供了“适老化团购生态”的创新

实践路径。 
优势视角理论相较于其他理论如缺陷视角、社会支持理论或技术决定论而言，在研究社群团购对老

年群体的影响中具有独特的解释力与实践价值，其核心优势源于对“老年弱势”叙事的系统性解构与内

生性资源的创造性重构。传统关于老年群体的技术困境研究往往陷入“缺陷补偿”的逻辑中，或是聚焦

于群体所面对的数字鸿沟问题，或将老年群体简化为被动接受支持的客体。这种逻辑既固化了对年龄的

认知框架，又难以解释在社群团购中老年群体所展现出的活力与社会价值。优势视角通过“去问题化”

的认知转变，将老年群体在社区中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与强关系网络转化为可开发的核心资源——这种

资源在社群团购中并非静态存在，而是通过“代际协作”“信任扩展”“文化赋值”等机制动态转化为社

群团购模式的扩展动力。因此社群团购模式便从单纯的经济工具演化为“优势激活–能力强化–价值反

哺”的转化系统，并通过对老年群体主体性的重构为老龄化研究提供了从“问题应对”到“优势开发”的

新思路。 

3. 社群团购发展优势 

3.1. 友好购物模式建设 

基于 SOR 理论与承诺信任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区团购社群基于实体小区，使社区团购深度融合

线下社区的亲近性和熟悉性以及线上线下社区的互动性、便利性，增加了用户之间的互动[8]，形成结构

性的竞争优势。其一，通过规模化集采压缩商品成本，以低价策略契合老年群体对实用性与价格敏感的

经济偏好；其二，依托熟人社交场景简化操作流程，利用线下强连接弥补数字鸿沟，构建“低门槛、高

信任”的消费模式，这些特性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知和关系承诺感知，促进社区团购行为。这种模

式既符合了老年人的经济偏好，又通过技术适配降低了操作使用障碍，为老年群体创造了便捷友好的购

物环境，使老年群体在保持原有生活惯性的同时渐进融入数字化消费生态，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升级路径。 

3.2. 消费潜力待释放 

社群团购通过需求匹配与社交联动的双重机制释放老年消费潜力：一方面，社群团购平台聚焦生活

必需品、蔬菜瓜果等生活常见品类，以灵活的供应链快速响应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依托社

区邻里关系构建社交化消费场景，通过熟人推荐与群体互动激发其购买意愿。而又因为基层社区加大对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培训力度、各互联网平台推出适老模式应用，智能手机正在逐渐被老年人“征服”，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以买菜为主的社区团购方式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专业人士表示，作为近年来新

兴零售模式，社群团购逐步被城镇的老年群体认可接受，也为充分释放该群体消费潜力创造了条件[9]。 

3.3. 老龄化服务“填空” 

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的邻里互助关系逐渐弱化，老年群体易陷入社会孤立状态，社群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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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同行动场景重建社区，并对“萎缩化”社区关系网络进行重建以达到联结填补部分社会性的支持

空白。而部分老龄化社区常因商业服务配套不足、配送范围限制，导致这些社区的老年群体面临“买菜

难”“买药远”等难题。社群团购通过在地化资源整合将分散的供给需求集中转化为“社区内循环”，

弥补了社区中“最后一公里”终端服务的缺失，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便利。当前主流的电商平台设计多迎

合年轻用户，导致老年人在使用相同的平台时面临着操作复杂、界面混乱等问题。社群团购平台通过开

发“适老化智能系统”技术替代部分“一刀切”的数字化服务以实现包容性创新，以多样性适老界面设

计支持老年用户根据自身能力选择操作模式。因而社群团购在老龄化服务中的“填空”优势绝非简单的

服务叠加，而是通过资源重组、关系激活与挖掘老年群体的内生资源，将老年人从“服务接受者”转化

为“社区共建者”，为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提供了低成本、高韧性的解决方案。 

3.4. 内生资源激活 

老年群体的内生资源长期被社会低估或忽视，社群团购模式通过团购平台系统性激活老年群体的内

生性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社区资本。具体而言，老年人基于地缘、亲缘构建的强信任支持网络

(如邻里互助圈、广场舞社群)成为社群扩大的“社会基础设施”；其积累的生活经验(商品鉴别、议价能

力等)被纳入团购决策流程以实现经验价值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突破了传统老年服务的被动补偿逻辑，

将老年人从“隐性资源持有者”重构为“社区资源参与者”，促进了老年群体内生性资源驱动的可持续

发展。 

4. 应用机制与实施挑战 

4.1. 核心机制设计 

通过社群团购平台中群友的推荐与自荐相结合，选拔具有较高组织能力或专业特长的老年人分享个

人在使用社群团购平台过程中的使用技巧以及日常挑选商品的生活经验，将其整理转化为公共资源以供

更多的老年人学习，将团购场景延伸为社区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共享平台。其次将老年人对于团购程序平

台的意见建议进行吸取采纳，特别是关于优化团购配送时间以及减少食材损耗率的建议，形成可复制的

经验模板促进社群团购平台的优化推广。社群团购模式高便捷性的特点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

通过优势激活的核心机制不仅促进社群团购模式的发展，更赋予老年人“专家”的角色，增强其价值感，

显著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社会归属感，形成“经济–社会–心理”的三重效益。 

4.2. 代际协作分工 

创新性构建“青银协作服务”模式实现代际协作分工。社群团购组织者可通过青年技术员 + 老年协

调员协作模式，招募青年志愿者技术员提供数字技术操作服务，线下提供操作学习服务帮助老年群体熟

练操作使用微信程序系统购买、线上支付工具使用等；老年人则发挥协调员作用依托自身的社区关系网

络对社群需求反馈进行收集等等。通过代际分工与技术适配弥合能力互嵌形成“技术–人力”互补生态，

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协作范式，不仅有效降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老年群体面临的代际摩擦，更通过

角色赋权激活了社区内生动力，为老龄化社会的数字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4.3. 适老化技术适配 

对社群团购平台进行适老化技术适配，开发“适老化智能系统”，以多样性适老界面设计支持老年

用户根据自身能力选择操作模式：如基础版支持语音下单、大字界面满足被动型老人需求，进阶版呈现

数据分析、库存管理功能供活跃型老人使用。将复杂流程分解为可选择可操作性的步骤、优化团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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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老化设计辅以大字版流程图以供不同需求的老年人选择使用，并同步开展线下数字技能培训以降低

老年群体的操作使用压力等多方面多场景的措施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 

4.4. 深度融合探索 

社群团购与老年群体的深度融合仍需进一步探索。例如在技术适配层面，可开发更多语音交互、图

像识别等低门槛工具以帮助老年群体减少对外部技术支持的依赖；在政策衔接层面，推动团购数据与健

康管理、居家养老服务的大数据有机联动以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在文化维度上，挖掘城乡社区差异化

的优势资源，提炼更具普适性的发展模式；在数据治理建设上，可要求平台对老年用户数据实施数据保

护，禁止外泄用户的健康、位置等相关数据信息，对老年账户进行隐私保护，增强老年群体消费的信心。 

5. 总结 

在社会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交织中，社群团购模式为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实现社会

参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传统研究中，在社会层面往往将老年人视为数字技术应用中的“弱势群体”，

强调其认知能力的衰退与技术适应性不足的缺陷，却忽视了该群体的内在优势资源的潜在价值。本研究

基于优势视角理论，重新审视老年人在社区关系网络、生活经验积累以及文化价值中的独特优势，提出

社群团购不仅是生活商品流通的工具性平台，更应成为激活老年群体内生动力、重构社区治理关系的可

依托载体。在实践机制层面，研究揭示了“优势识别–资源整合–意义赋予”的动态闭环路径。首先，

通过社群团购平台建设，将老年群体的生活经验等个体技能转化为社区资源，使老年群体继续参与社会

事务之中。另一方面来说，团购行为被嵌入“节俭持家”的文化叙事中，对简单的商品交易赋予社会价

值认同。但同时社群团购的普及仍面临着多重的现实挑战，老年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的恐惧引发的自我效

能感不足、对自己的资金安全疑虑导致对运营平台产生的信任风险均可能削弱社群团购模式的有效性。

对此，研究提出系统性应对策略：通过“适老化界面创新设计”、“渐进式参与”等设计降低老年群体

对技术学习的压力以不断回应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技术缺陷”为主

导的传统分析框架，以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的优势视角来研究社群团购这一新社区购物模式在带动老年

群体中的“银发经济”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契合于积极老龄化的观点理论。在该视角下，

发展老年人的社区资本并非静态存量，而是可通过机制设计转化为动态治理资源，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这一新视角的拓展为积极老龄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分析视角，也为数字包容观点从“普惠扶持”向

“优势驱动”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实践中，“适老化团购生态”的构建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老年群

体在参与社群团购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重塑，更推动了社区从物理居住空间向互助共同体的

深刻转型。更是通过不断的积极探索共同助力老龄化社会构建更具韧性的数字包容体系，减少老年群体

中的“数字鸿沟”现象，使老年群体成为数字技术变革的参与者而非被动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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