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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逐渐增加，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了我国社会治理的

战略性举措。当前越来越多的银发族走进电商平台，走进直播间，在网上进行消费，所以电商平台对于

发展银发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电商平台在近年的爆炸式发展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针对老

年人的直播卖货更是乱象频发。本文在观照银发族注重实惠与健康的消费偏好、被稀缺性与情感驱动及

风险意识与维权能力低的网购行为特点之基础上，分析了电商平台上银发经济存在的三种现实困境，即

难以逾域的“数智鸿沟”、适老化不足的平台设置和虚假诱导的消费陷阱。最后给出纾解策略，通过平

台加强适老化改造、家庭“数智反哺”和完善相关制度与强化技术监管几方面形成治理合力，助力发展

银发经济充分呼应并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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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ilver economy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actively deal 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strategic measur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silve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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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nter the broadcast room, and consume online, so the e-commerce 
plat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var-
ious problems in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live 
sale of goods for the elderly is more chaotic.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ilver family’s con-
sumption preference for affordable and healthy consumption, the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char-
acteristics driven by scarcity and emotion, and the low risk awareness and rights protection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practical dilemmas existing in the silver economy on the e-commerce plat-
form, namely,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gap” that is difficult to go beyond, the platform setting that is 
insufficient for aging, and the false induced consumption trap. Finally, the mitigation strategy is pro-
posed, and the governance force is formed through the platform to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feeding” of families,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ystem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echnical supervision, so a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fully re-
spond to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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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1]随
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逐渐扩大，这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老年人生活品质和精神文化

需求结构的改变也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了市场条件。与此同时，我国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数智时代

下智能手机逐渐嵌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根据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

至 2024 年 12 月，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3 年 12 月的 32.5%提升至 34.1%，互联网进一步向中

老年群体渗透。”[2]在老年人中能“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电子支付(微信、支付宝、网银支付)占使用智能手

机老年人总数的 48.2%。”[3] 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该《意见》提出了 4 个方面 26 项举

措。其中就指出要拓宽消费供给渠道，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超举办主题购物节，支持设立银发消费专

区。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乏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刷抖音、蹲直播，开始网上购物，有的老年人隔三

差五就有包裹。“在快手、抖音这两大短视频平台观看的直播用户中，银发人群占比高达 21.2%和 23%，

其中 51 岁以上用户占比 19%左右。”[4]但是，其中也不乏存在多种问题，老人所购之物种类多样，但实

际上并不如意，好多商品更是买回来便被丢在一边没有起到网上所宣传的效果。其网上的欣然消费更像

是掉进了商家提前设计好的消费陷阱，老人常常对此无可奈何，这无疑会降低银发族的消费意愿。伴随

着我国老年消费群体的不断壮大，其消费潜力不可忽视，所以电商平台上存在影响银发群体积极正向消

费的因素亟待解决。 

2. 银发族网购行为的特点 

互联网与数智技术的适老化改造使得银发族接入网络更加方便，网上冲浪、购物成为常态。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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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上直播带货兴起后，直播间的各种销售手段层出不穷，面对主播声情并茂的表演，很多年轻人

都招架不住，更不用说网络经验与自身认知不足的银发一族。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银发族网购的行为

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2.1. 注重实惠与健康的消费偏好 

生活中常会见到如果超市预订某天鸡蛋打折促销，那么当天一早准会有老年人排队抢购。我国多数

老年人因其年轻时的艰苦经历与当前特殊的人生阶段，在消费时往往较为关注经济又实惠或健康而有益

的产品。这种习惯不仅在线下购物才会有，线上同样如此。于老年群体而言，他们当前既不作为家庭主

要经济收入的主体，也不需要费心去经营生活，他们只是着眼于生活的柴米油盐，那些直播间推荐的生

活小帮手、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往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在主播的引流话术下常常驻足留看，逐渐觉得

这个东西便宜又实惠，不知不觉间认为作用很大，于是便下了单。而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购买的商品收到

货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无形中又被商家割了韭菜。 
现今，短视频平台依靠数据算法精准推送和信息传播可视化的特点为老年健康传播提供了便利，与

此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健康传播语境由高话语模态转向低话语模态，导致健康信息的

权威性和专业性逐渐被消解 ，从而形成了有效知识与虚假信息并存的喧哗迷局。”[5]所以有不少网络直

播间依靠数智平台向老人售卖健康焦虑，称其产品有治疗奇效，不少老年人对其销售话术深信不疑。例

如有“保质期 10 年 1300 元一瓶的神水”“能实现逆龄生长的续命胶囊”“治癌圣手神医偏方”等，这

些常人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有老人为此买单，最后上当受骗，掏空钱包，老人闹心，家人操心。所以

银发老人这种注重实惠与健康的消费特点可见一斑。 

2.2. 被稀缺性与情感驱动 

营造稀缺性利诱消费，是电商平台上常见的销售手段。被稀缺性驱动消费也不仅仅只是银发老人才

会有的网购特点，很多年轻人同样会被这样的稀缺性营销所驱动。但是相较于经验丰富的年轻人，老人

更容易相信，并为此付诸金钱。商家主打一个没有需求创造需求，买了备用，不买后悔。刻意营造“机会

难遇，千载难逢”的紧张感，强调全网最低、库存不足、限时抢购、手慢者无的供不应求之假象，过度夸

大产品的需求。对于没有见惯直播卖货的银发一族，常常为自己能够“抢到”而暗自庆喜，殊不知这样

的“抢买”正中商家下怀，而抢到商品的品质好坏、性能优劣则另当别论。 
老人的网购也经常会被情感驱动。“老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6]老人从

曾经的家庭、社会核心逐渐被边缘化，从家庭的权威者到服从者，从社会的建设者到消耗者。这种身份

角色转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萎缩，社会孤独感会加剧。研究显示，

“银发群体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与外界保持沟通，从而减少物理隔离引发的社会孤独。”[7]而在很多针对

银发族的直播中，其直播形式往往更追求“感情牌”。一方面是制造“回忆杀”，用一些复古、简单、质

朴的生活再现，可以营造一种怀旧的虚假情怀；另一方面是在直播间内加强与老人的互动性和亲和力。

主播言行间尽显对老人的关怀，手上也不忘推销自己的产品，表示这样的产品可以带来您的子女因工作

繁忙不能带给您的温暖。这样的行为时不时地戳到老人的痛点，在一声声“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中下

单。 

2.3. 风险意识与维权能力低 

直播带货是当前互联网行业的风口，有些不法分子却利用它来赚快钱。在相关新闻中曾报道过有人

专门在短视频平台针对老年人售卖直播带货培训课，以“快速学会技能，抓住赚钱风口”为噱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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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诺包教包会，3 天就能挣钱，10 天回本，1 个月稳定收入 6000 元。同时分享高龄学员的成功案例，

激励中老年人在家创业。老年人对此类虚假直播培训虚构的盈利前景认识不足，风险意识低，部分老人

出于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为了补贴家用便相信了对方的宣传口号，购买相关课程，被环环相扣的消费陷

阱骗走数千甚至上万元。往往老人在被骗后，害怕给家里人带来负担或者被他人嘲笑，最后选择忍气吞

声放弃维权；或是机构虚假承诺，老年人缺少留存证据的意识，事后维权困难，只能望洋兴叹。 
除了直接收割老年人外，有的不法分子甚至利用老人反向收割年轻人。如有些直播间只有一个老人

孤独地坐在镜头前，也不说话，手里举着售卖产品的价格，背景是破败的小屋或在荒芜的地里，生活困

难不言而喻。有些观众出于同情便会下单购买其产品。其实此类“银发主播”是被其背后的专业团队有

意塑造出来的。一些人见直播带货有利可图，便特意寻找家境不好的老年人来扮演主播，以博取同情。

老人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坐在这里对方就会给自己“工钱”。老年人在这样的直播间里反而成了收割

年轻人的工具。严格来说，这样的“老年主播”并不是所销售商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并不需要对所销

售的商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但“若主播在直播间出现夸大产品的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

等情况，就必须追究主播和平台的连带责任”[8]。银发族在电商平台上的这种风险意识低和维权能力弱

的情况极易成为那些非法谋利者的枪手。 

3. 电商平台上银发经济的现实挑战 

在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在近年来迎来了蓬勃的发展，电子商务便是其中重要的类型。大数据时

代，电商平台通过挖掘和处理海量的数据来为自己提供决策的依据，对平台上的所有用户进行围猎。当

规模不断增长的银发群体带着高超的媒介素养逐渐走进电商平台，意味着平台在积极应对老年化，发展

银发经济上即将迎来了新的挑战。 

3.1. 难以逾域的“数智鸿沟” 

“数字鸿沟”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

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但其表现在现

代信息技术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凸显

出来的社会问题。然而随着科技产品和智能服务的迭代加速，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又迅猛而来，人们

在还未弥合数字鸿沟的情况下，新的“数智鸿沟”又已出现，特别对于老年人而言更是一沟未平，一沟

又起。 
从个体层面观察，老年人作为数智弱势群体，“在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经

济状况、学习能力、年龄、基础设施等因素的限制，无法有效获取、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从而在享受数

字红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9]尽管随着互联网普及和信息通信成本下降，他们在数智“接入鸿沟”方

面的已经有所适应，但是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任然难以逾越。在电商平台的数智

世界中，往往通过各种数据来构建用户的数字身份画像。而算法黑箱则通过老年人的身份画像，抓住其

爱好和需求进行精准推送，重复强化消费欲望，形成持续诱导，使老年人困在平台的信息茧房之中。老

年人很难拥有反算法的意识，这可能会使老年人在电商平台中的弱点被暴露无遗，给不法商家可乘之机。 

3.2. 适老化不足的平台设置 

在当下电商平台的主体认知中，追求精致的界面设计是引流的一种方式之一。不仅要在内容质量上

下功夫，而且追求在视觉细节上形成合力，各种网页界面设置要精心编排。“好的视觉体验会对电商平

台的货物销售起到积极性的作用，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有效为商铺引流。”[10]所以在现有的几款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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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平台界面的视觉设计包含了文字、logo、延伸菜单等多种元素，其特点着重强调

直观导航、视觉吸引、高效购物、个性推荐等，目的是降低用户的决策成本，营造一种智能且良好的购

物体验。 
但看似广而精、高效智能的设计却给银发族的购物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其中各种精细化的设计对老

人而言根本用不明白，多数老人不会利用搜索框检索自己需要的商品，更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筛

选。尽管电商平台设计了智能化引导、个性化推荐，由于老年人没有接受过多的数字技术的教育，导致

他们在平台上极易受到误导。比如各种领红包、优惠券的弹窗，老人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点进去，

结果就是不知道到了哪里，出又出不去，也不敢随意操作，怕因自己的过失而付费。这些精致的界面设

置对于银发族来说属于认知负荷过高，他们的技术适应性不足，信息处理能力跟不上，这给银发族的网

购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或许只有平台上的一键购买或免密支付等设置能使老年人轻松下单，但同时又存

在下单容易，退货难的情况。平台常将购买、支付等功能设置在显眼地方，操作简单；而将退款、售后等

功能设置在较为隐蔽的地方，难以寻觅。老年人购买到不满意的商品时经常找不到退货通道、不知道怎

么联系客服、更不懂如何填写平台设置中要求必填的退货信息，复杂的售后流程令人望而却步。虽然有

的平台已经启动简化平台界面、增设专门的适老化服务，“但老年人在技术接受度、支付安全性、界面

设计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困扰。”[11] 

3.3. 虚假诱导的消费陷阱 

在直播电商迅猛发展的当下，便捷多元的购物模式背后，隐藏着诸多令人担忧的乱象。其中，老年

人群体经常受到不良商家的觊觎，深陷各类消费陷阱。直播电商行业乱象丛生，部分商家为追求利益毫

无底线，编造各种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有的张冠李戴，冒用商标品牌；有的无中生有，宣传预约可享低

价折扣；有的甚至故弄玄虚，将用户引流至私域消费。一些直播间还利用老年人网络认知有限、防范意

识薄弱的特点，将普通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百病的神药，或打着公益助农旗号售卖高价低质农产品。 
电商平台上部分商家虚假宣传手段花样百出，有时年轻人也叫苦不迭，有的老年人对他们的宣传谎

言更是深信不疑，甚至在家人、民警的劝说下都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

展，虚假宣传手段不断升级。部分商家利用 AI 技术假冒公众人物形象制作虚假广告，参与权威媒体直播

以及举办专题会议等内容，宣传其“互联网 + 品牌农业”的销售模式，假借权威的公信力，给消费者营

造产品经过严格筛选、品质可靠的假象，从而诱导老年人购买产品。有的商家抓住老年人对价格敏感的

特点，故意打出“百亿补贴”“9.9 包邮”等引流的宣传口号，但实际售卖的却是一些没有资质的三无产

品。其中向老人滥卖健康类产品的甚嚣尘上，老人轻信的谎言，不仅浪费金钱，甚至可能危害健康。虚

假诱导的消费陷阱层出不穷，让老年人的每一次网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4. 纾解策略 

近年来，直播间欺骗老年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媒体也持续曝光，但此

类事件仍频频发生。造成这些乱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违法成本低，另一方面是外部约束有限。要想纾解

电商平台上银发经济的困境，则需要多方努力，形成合力。 

4.1. 家庭持续“数智反哺” 

数智代际反哺，助力老年人主动适应电商平台。在家庭中，年轻人拥有经验丰富的互联网使用经验，

所以由家中年轻人对老人进行“数智反哺”往往在帮助其提升媒介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

时，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相较于子代提供的物质性和工具性支持，老年人感受到的‘情’(与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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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程度)对其影响更为深远。”[12]也就是说在面对老人的数字求助时，不能忽视情感方面的投入。因

此，为促进老年人更加主动积极地使用数智电商平台，需重视并发挥家庭中各个角色的作用。 
一方面，要注意“数智反哺”的互动氛围。“数字反哺效果的提升也依赖于关系基础因素。”[13]年

轻一辈在教长辈使用数智电商平台时，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积极回应的态度，不轻视不傲慢，理解他们

因年龄增长导致的各种学习问题，积极创造良好的互动语境，让长辈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帮助他们树立

学习的新思想和应用新平台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发挥年轻一代的数智经验优势，注重提高老人对电商

平台各种信息的识别和应用水平，特别是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识别。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

则应经常了解老人的近期需求与困惑，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同时也可以“借助远程演示性等功能进行

隔空具身指导，集视频通话和屏幕共享功能于一体，让青少年群体能够远程指导银发族使用新功能或解

决技术问题。”[14]总之，对于银发族而言，家庭的支持能帮助他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面对电商平

台的学习和使用，更快地适应数字社会。 

4.2. 平台继续加强适老化改造 

在当下社会，数智技术的强势逻辑总是要求人去适应技术，但是在某些被数智技术赋予的合法行为

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有时我们也需要改善一下技术，使之为不同的人群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尽管自 2020
年底国务院、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就开始推进互联网适老化改造，但是各类适老化 App 改造效益

只能说差强人意，离真正实现老年友好型还需更多努力。 
就当前电商平台的现实情况而言，很多老人基本上是不知道有适老版存在的。如丁艺等人的研究就

指出“在 200 位受访老人中，有 98.27%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但仅有 22.1%的老年人知道 App 适老化

版本的功能，足以说明 App 适老版本宣传力度小，中老年群体对适老化 App 的认知普遍不足。”[15]首
先对于如何进入“适老版”就成了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平台的适老化改造在方式上一般可以分为

“内嵌式”和“独立式”，其中多数平台选择“内嵌式”，即在平台内部进行模式切换，而不用另外单独

开发适老版平台。如市场上主要的几款电商平台“抖音”“淘宝”“京东”都是内嵌式的切换模式。而要

找到切换入口也并不容易。在这几款常用的电商平台上，适老模式的入口并不在首页，而是设定在了“设

置”里面，用户需要在繁多的栏目中逐条寻找，这无疑增加了老人进入适老版的难度。其次，改造普遍

遵循极简主义的原则。在这些相关平台中，为了降低老年群体获取信息的难度，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

平台都选择将字体和图标予以放大和加粗显示；还有通过简化页面布局和功能来使界面更为简约。但是

对内部具体功能的设置和用途还是不能向老人直观地表达。同时，平台的功能和模块也并不是越少越好，

有些对老年人较为实用的功能可能同时也被舍弃了。所以当前对平台进行适老化改造还是停留在一些表

面基础上，仅仅是简单地放大字体、阉割功能。平台更应该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思考他们的实际需求是

什么，进行更深层次的适老化改造。 

4.3. 完善制度建设与强化技术监管 

目前，国内涉及电子商务的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法规，对其实施管理的法律依据分散在《广告法》《电

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中，这种碎片化的分布难以对电子商务进行有效监管。电

子商务在近年来呈爆炸式增长态势，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的消费问题，有关部门应完善

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度，让实施监管部门有法可依。 
同时，监管部门可以建立大数据监管机制，运用大数据、AI 技术监测异常交易行为，提升监管执法

精准性。此外，平台内部还可以利用 AI 语义识别与图像比对等技术，对直播过程中的宣传和广告进行监

控，避免营销宣传问题或误导性广告。除了监管以外，通过对辖区内商家的法律法规培训，提升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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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经营意识和责任感也具有一定可行性，这可以提升商家的合规意识并注重自身言行举止，明确责任

边界，拒绝“剧本表演”与“暴力剪辑”，减少不正当促销行为。 

5. 结语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举措。随着我国互联网和数智技术的

适老化改造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银发族走进直播间，进行网上消费。他们因独特的人生处境和对网络的

认知不足，造成他们的网购行为中存在着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往往容易被部分不法商家进行毫无底

线的利用，为自己谋利。加之时代数智技术的发展现状、平台适老化改造不足和监管漏洞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所谓的发展银发经济在电商平台上乱象频出。希望在多方面的合力治理下，电商平台能够切实为老

年人提供更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服务，助力发展银发经济充分呼应并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2024-01-15.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 2024-09-19. 

[3] 高成运, 李晶, 张秋霞, 辛涛. 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93.  

[4] 项艺. 直播间里的银发经济[J]. 检察风云, 2024(17): 68-69.  

[5] 邓婷月. “银发族”健康短视频使用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 新媒体研究, 2024, 10(2): 15-18.  

[6] 庄曦. 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112-122.  

[7] 洪建中, 黄凤, 皮忠玲. 老年人网络使用与心理健康[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54(2): 171-
176.  

[8] 刘科, 黄博琛. 电商直播带货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及规制逻辑[J]. 江汉论坛, 2023(10): 139-144.  

[9] 梁彩瑶.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问题研究——以老年人为例[J]. 理论观察, 2025(3): 93-99.  

[10] 赵国贵. 电商网页界面视觉设计元素解析[J]. 农家参谋, 2020(1): 164.  

[11] 吴紫诺. “银发经济”背景下老年人电子商务消费行为分析: 障碍与优化策略探讨[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516-2521.  

[12] 周裕琼, 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6-31.  

[13] 朱世琴, 郭田雨. 老年人数字反哺效果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OL].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16[2025-03-27].  
https://doi.org/10.16384/j.cnki.lwas.20250110.009  

[14] 侯迎忠, 杨雨欣. 跨代数字反哺对银发族数字融入的影响因素[J]. 新媒体与社会, 2024(3): 101-114, 399.  

[15] 丁艺, 赵茹雪, 胡茵茵, 等. App 适老化改造对策[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4(19): 174-17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369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https://www.cnnic.net.cn/
https://doi.org/10.16384/j.cnki.lwas.20250110.009

	电商平台上银发经济的现实挑战与纾解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of the Silver Economy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银发族网购行为的特点
	2.1. 注重实惠与健康的消费偏好
	2.2. 被稀缺性与情感驱动
	2.3. 风险意识与维权能力低

	3. 电商平台上银发经济的现实挑战
	3.1. 难以逾域的“数智鸿沟”
	3.2. 适老化不足的平台设置
	3.3. 虚假诱导的消费陷阱

	4. 纾解策略
	4.1. 家庭持续“数智反哺”
	4.2. 平台继续加强适老化改造
	4.3. 完善制度建设与强化技术监管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