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282-28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270  

文章引用: 李欣欣. 银发经济下农村电商的“数字包容性”困境与破解策略[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5): 282-287.  
DOI: 10.12677/ecl.2025.1451270 

 
 

银发经济下农村电商的“数字包容性”困境与

破解策略 

李欣欣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信息与商务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9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9日 

 
 

 
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双重背景下的农村电商发展困境，系统分析农村老年群体在电商

参与中的技术接入、使用能力及供需适配三重障碍。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导致物流网络覆

盖不足与适老化改造滞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断层与制度保障缺位加剧技术排斥，而市场主体效率优先

逻辑与政策协同弱化进一步放大供需错配矛盾。通过构建“老龄化–数字化–乡村化”三元交互模型，

提出技术赋能、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与模式创新四维破解路径。研究为实现农村电商与银发经济协同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对完善适老化服务体系、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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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rural e-commerce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hree ob-
stacles of technology access, usage ability, and supply-demand adaptation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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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eak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leads to 
insufficient logistics network coverage and lagging aging adaptation. The digital literacy gap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xacerbate technological exclusion, while 
the efficiency priority logic of market entities and the weakening of policy coordination further am-
plify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y constructing a tripartite interaction model of “ag-
ing - digitization - ruralization”, a four-dimensional solution path i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techno-
logical empowerment,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collabora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silver econ-
omy,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aging friendly service system and nar-
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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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双重浪潮叠加的宏观背景下，银发经济正成为撬动国内消费升级与产

业转型的新增长极。2025 年国务院《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事业与产业

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强调通过数智化手段完善适老化服务体系，标志着银发经济已从民生保障议题

上升至国家经济战略层面。与此同时，商务部《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农村电商

定位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提出培育县域直播基地、完善三级物流体系等具体目标，为城乡融合发展

注入新动能。然而，当政策红利与技术赋能在城市地区催生智慧康养、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时，农村老

年群体却面临更为复杂的数字排斥困境：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技术接入受限，数字素养断层加剧使用能力

不足，供需结构错位引发社会参与缺失，形成“接入–使用–赋能”三重数字鸿沟。 
据《2024 银发电商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以上网民占比不足 12%，县域物流中心覆盖率

虽达 65%，但村级服务站点功能单一、适老化改造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老年群体在电商交易中的

活跃度显著低于城市同龄人群[1]。更具隐忧的是，市场主体的效率优先逻辑与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一

刀切”倾向，进一步放大了农村银发群体的边缘化风险。例如，部分电商平台简化适老模式时仅放大字

体却忽略功能适配，政务服务取消线下窗口后人工响应效率低下，暴露出技术普惠承诺与现实服务能力

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技术迭代与人文关怀的失衡，不仅制约银发经济与农村电商的协同发展，更可

能加剧城乡数字文明的分化态势。 
对此，本研究从数字包容性视角切入，试图揭示农村老年群体技术排斥的多维生成机制。其理论价

值在于突破传统研究中银发经济与农村电商的割裂分析，构建“老龄化–数字化–乡村化”三元交互框

架；实践层面则为破解数字鸿沟、优化政策协同提供策略参考，助力实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中“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的核心目标。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2.1. 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本质上是以老年群体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其内涵不仅涵盖养老医疗、康养服务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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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更延伸至数字消费、文化娱乐等新兴业态。国务院《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将其定义为“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经济活动”，强调数智化转

型对产业生态的重构作用[2]。银发经济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其内涵已从传统养老服

务扩展为涵盖“物质保障–数字赋能–代际协同”的复合生态体系。根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

经济发展报告(2024)》数据，2024 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 7 万亿元，占 GDP 的 6%，其中医疗护理、居

家照护等传统养老产业占比 63%，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平台等数字适老产业占比 28%，老年教育等

代际协同产业占比 9%。这一结构表明，数字技术正深度重构银发经济的供给侧。 
相较于城市银发经济的高密度消费特征，农村场景呈现出显著差异：老年人口居住分散导致服务供

给成本高企，传统农耕文化影响下的消费观念保守，以及代际数字鸿沟引发的技术排斥现象，共同构成

农村银发经济发展的三重约束条件。 

2.2. 数字包容性 

数字包容性作为衡量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经济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已从单纯的技术接入扩展为技

术可及性、能力适配性、制度保障性的三维动态系统[3]，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与社会结构交互

作用的产物。这一概念的演进既体现了数字技术的普惠价值，也揭示了技术扩散中的偏向性特征——数

字技术在创造经济效率的同时，可能因制度缺陷、文化差异和能力鸿沟加剧社会不平等[4]。 
技术可及性是数字包容性的物质基础，其核心矛盾在于城乡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差异。能力适配性揭

示了数字技能习得的复杂性。基于 Amartya Sen (1999)的可行能力理论，数字能力不仅包括操作技能，更

涵盖“数字风险识别”“权利主张”等高阶素养。制度保障性是数字包容性的制度基石，但其有效性受制

于政策执行偏差。政策需从“工具性干预”转向“权利性保障”，例如欧盟《数字权利与原则宣言》(2023)
明确提出“老年群体数字参与权”，要求成员国将适老化服务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框架。 

2.3. “老龄化–数字化–乡村化”三元交互模型的理论逻辑 

本文提出“老龄化–数字化–乡村化”三元交互模型，揭示三者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老龄

化驱动数字化变异。农村老年人口占比攀升倒逼电商服务模式创新[5]，例如直播电商需从“快节奏促销”

转向“慢速讲解 + 方言互动”，但技术供给滞后导致适配不足。其次，数字化重构乡村化路径。技术渗

透改变传统乡村经济生态，如拼多多“农地云拼”模式通过聚合零散需求降低物流成本，但算法偏好青

年用户，形成“老年需求边缘化”的技术排斥。最后，乡村化制约老龄化响应。土地制度与产业形态限制

适老化改造空间，例如村级电商服务站多由农资商店改造，缺乏冷链仓储与人工辅助专区，难以满足老

年农户生鲜上行的需求。 
模型作用机制体现为双重反馈：正向反馈中，数字化降低交易成本可激发老年群体参与，进而扩大

银发经济规模并反哺乡村基建投资；负向反馈中，适老化服务缺位导致老年用户流失，迫使平台减少农

村投入，加剧“数字洼地”效应。 

3. 农村电商“数字包容性”困境分析与影响机制 

3.1. 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失衡下的技术接入性困境 

农村老年群体参与电商面临的技术接入障碍，本质上是城乡数字基建“硬差距”与适老化服务“软

缺失”叠加的产物[6]。硬件设施方面，据《2024 银发电商发展报告》显示，县域物流中心覆盖率虽达 65%，

但村级站点普遍存在功能单一、冷链仓储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缺陷；生鲜农产品上行所需的温控设施覆盖

率不足 30%，导致老年农户高附加值产品线上销售受阻，部分区域因缺乏冷链支持，农产品损耗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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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直接压缩其利润空间。 
网络覆盖层面，城乡数字基建差距进一步放大接入鸿沟。工信部 2024 年数据显示，农村 5G 基站密

度仅为城市的 33%，而直播电商对网络带宽需求达 100 Mbps 以上，偏远地区老年农户常因网络延迟被迫

放弃直播销售渠道。与此同时，《2024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的“农村 5G 基站占比提升至 40%”

目标尚未全面落实，技术普惠承诺与现实供给能力形成落差。 
服务适配缺陷则加剧老年群体的技术排斥。尽管现有政策要求平台优化老年服务，但监管执行存在

城乡差异：《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报告(2024 年)》显示，农村地区适老化改造验收率不足 40%，且多数

平台仅完成界面字体放大等表层优化，核心功能如退货流程仍嵌套多层菜单；60 岁以上用户因操作复杂

导致的流失率达 67%，而仅 12%的主流平台提供语音导航功能，折射出“形式适老”与“功能不适老”

的矛盾。 

3.2. 数字素养断层与制度保障缺位中的使用能力困境 

农村老年群体在电商参与中面临的能力困境，本质上是数字技能供给不足与制度保障滞后的双重失

衡[7]。技能断层问题直接制约其技术应用效能。教育部 2023 年调查显示，60 岁以上农村居民中仅 9.3%
能独立完成在线支付，14.2%具备基础网络购物能力，显著低于城市同龄群体 35.6%的平均水平。这种差

距在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中进一步放大：72%的老年农户因无法掌握直播话术与流量运营技巧，被迫依

赖第三方代运营，导致利润空间被压缩 40%以上。更深层矛盾在于，现有数字培训体系呈现“重青年、

轻老年”的倾向，银发群体专项培训项目覆盖率不足 5%，且课程多停留于基础操作指导，缺乏针对农产

品营销、风险防范等实用技能的进阶设计。 
制度保障缺位则加剧能力鸿沟的固化。尽管相关政策要求开展老年数字素养提升工程，但政策执行

存在显著城乡差异，且缺乏针对方言、文化习惯的本土化教材。此外，市场监管层面尚未建立针对老年

用户的权益保护机制，电商平台对虚假宣传、支付欺诈等风险的筛查力度不足，导致老年群体投诉率较

青年用户高出 52%。这种“重技术轻制度”的治理逻辑，使得老年群体在遭遇操作障碍时缺乏有效救济

渠道。 

3.3. 供需适配偏差与政策协同弱化引致的结构性困境 

农村电商发展与银发经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供给端路径依赖与政策工具碎片化共同作用

的结果。供需错配层面，当前农村电商仍以农产品上行为主导模式，商务部数据显示，适老商品在农村

电商平台的 SKU 占比不足 3%，而老年消费市场年缺口超 2000 亿元，凸显供给侧与银发群体需求的脱

节。这种失衡源于市场主体对老年消费潜力的认知偏差：电商平台普遍将资源集中于高周转率的青年消

费品，忽视适老产品的研发与供应链整合，导致老年用户可选品类单一且价格敏感度居高不下。 
政策协同不足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矛盾。现有政策虽提出服务优化要求，但未明确农村场景的差异化

标准，导致政策执行中“城乡一刀切”现象普遍。例如，适老化改造验收标准沿用城市指标体系，对农村

网络稳定性、物流时效性等关键要素未作调整，政策红利难以精准触达目标群体。 
市场机制缺陷则放大了供需失衡的负面效应。部分平台为压缩运营成本，将人工客服响应时长进一

步延长，直接导致老年用户投诉率上升。更深层矛盾在于，效率优先逻辑驱使下，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天

然排斥低频低效的老年消费行为，形成“需求抑制–供给萎缩”的恶性循环。 

3.4. 影响机制分析 

农村老年群体在电商参与中的数字包容性困境，本质上是技术排斥、制度排斥与市场排斥三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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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作用的结果。技术排斥层面，基础设施薄弱与适老化改造滞后形成数字接入以及功能适配的双重屏

障：物流网络覆盖不足导致老年农户难以实现农产品上行，网络稳定性差制约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发展，

平台适老化改造仅停留界面优化表层，未触及操作流程简化、风险提示强化等核心需求。制度排斥层面，

政策执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与监管缺位加剧结构性矛盾：适老化改造验收标准沿用城市指标，忽视农村网

络质量、物流时效等特殊约束，老年数字素养培训缺乏方言适配教材与持续性评估机制，权益保护制度

存在监管盲区。市场排斥层面，平台算法逻辑与商业利益导向形成“马太效应”：效率优先的流量分配

机制导致老年用户被边缘化，代运营模式压缩利润空间，适老商品供应链整合不足引发需求–供给断层，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风险防控策略进一步抬高使用门槛。三重排斥机制通过技术–制度–市场的非线性互

动，形成“接入困难–能力弱化–参与不足–资源外流”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村老年群体在数字经

济浪潮中陷入“结构性失语”状态。这种复合排斥效应不仅制约银发经济与农村电商的协同发展，更可

能固化城乡数字文明的代际差异。 

4. 破解策略：构建包容性农村电商生态 

4.1. 技术赋能弥合基础设施鸿沟 

破解农村电商技术接入困境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硬件设施、网络覆盖与软件适配的协同升级[8]。硬

件设施方面，应聚焦县域智慧物流中心的功能完善与村级站点服务能力提升。根据商务部《关于推动农

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当前县域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 30%，远低于农产品上行需求，亟需结

合“客货邮融合”模式，三年内将重点农产品产区的冷链流通率提升至 45%以上。同时，需强化村级站

点适老化改造，配备简易操作终端与人工辅助窗口，确保老年群体能够无缝对接县域物流网络。 
网络覆盖优化需直面城乡数字基建的显著差距。工信部 2024 年数据显示，农村地区 5G 基站密度仅

为城市的 33%，而直播电商对网络带宽的需求高达 100 Mbps。对此，应严格落实《2024 年数字乡村发展

工作要点》中“农村 5G 基站占比提升至 40%”的目标，优先在老年人口密集区域部署高稳定性网络，并

推动直播电商专用通道下沉至行政村，从物理层面降低老年群体的技术接入门槛。 
软件适配层面，需强化政策约束与技术标准协同。应要求主流电商平台加快完成适老化功能全覆盖，

包括语音导航、一键下单、简化退货流程等核心功能。平台需建立老年用户服务响应追踪机制，压缩投

诉处理时长，并通过动态监测老年用户操作轨迹优化界面设计。此外，需建立城乡差异化的适老化验收

标准，针对农村场景增设“线下服务衔接度”“代操作辅助功能”等指标，避免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

倾向。 

4.2. 能力建设培育数字素养 

针对农村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断层问题，本研究提出构建“政府主导–家庭参与–社区兜底”的三维

能力提升体系。通过依托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 65 岁以上群体开展基础操作课

程，采用方言教学与实体手册辅助；针对 50~65 岁群体开设直播运营等进阶课程，结合农产品上行需求

设计案例库，并联合公安机关开发反诈实训系统[9]。 
创新代际协同机制，推行“数字赡养”积分制度，鼓励青年通过指导老年亲属积累积分兑换创业资

源，同时建立“1 + 5”帮扶模式强化实操指导。在社区层面，升级村级服务站为银发服务角，配备智能

辅助终端与专职服务人员，并组建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的银龄互助网络。 

4.3. 政策协同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 

破解农村电商数字包容性困境需以政策协同为核心，打破部门壁垒与资源分散的桎梏。顶层设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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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推动银发经济与农村电商政策的目标耦合，明确适老化改造、老年消费市场培育等跨领域任务指

标[10]。 
数据共享与监管协同是政策落地的技术支撑。需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构建“农村电商–老年需求”

数据互通系统，打通民政部老年人口数据库、商务部农产品溯源平台及邮政局物流监控网络，实现消费

需求、商品供给与配送服务的精准匹配。同时，应建立跨部门联合督查机制，由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

协同制定电商平台适老化服务标准，并将农村场景服务响应时效、投诉处理率等纳入平台合规性审查，

确保政策目标从“文件表述”转化为“实质效能”。 

4.4. 模式创新激活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解决农村电商供需错配矛盾需以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银发经济与电商服务的深度耦合。供给端创

新应聚焦老年消费需求的垂直细分，依托农村特色资源开发适老产品供应链。商务部数据显示，当前农

村电商平台适老商品 SKU 占比不足 3%，而老年消费市场年缺口超 2000 亿元，亟需通过“银发 + 文旅

电商”“银发 + 健康电商”等模式填补市场空白[11]。 
服务端优化需重构“电商 + 养老”的社区化服务网络。可依托村级电商服务站增设代购代办、健康

咨询等适老化服务模块，实现“购物–配送–售后”一站式闭环。同时，应探索“社区团购 + 互助养老”

模式，由村级组织牵头组建老年消费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降低适老商品价格敏感度，并结合邮政系统

“邮乐购”站点资源，打通服务下沉“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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