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1698-170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15   

文章引用: 赵格格.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1698-1703.  
DOI: 10.12677/ecl.2025.1461915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发经济的 
发展路径研究 

赵格格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5月6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9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8日 

 
 

 
摘  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挖掘老年群体消费潜力的重要

领域，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本文聚焦数字经济与银发经济的融合发展，深入探讨了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当前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老年群体数字素养低，产品的适老化程

度低，老年群体消费安全性难保证等挑战，基于此，本文提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建议，如进行数字技

能培训和知识普及、加大产品的适老化建设力度，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等，旨在促进银发经济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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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silver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fiel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ap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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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group,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silver econ-
omy,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ilver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
om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such as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and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increas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im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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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持续革新及其在全球的迅速扩散而形成的

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因其快捷性、高渗透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和外部经济性等特点而受到各国的广泛推

崇[1]，在中国，数字经济不仅促进经济的显著增长，还带来了技术革新的红利，更为应对社会转型期所

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开辟了新路径，特别是在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重大社会议题上，展现出来前所未有的

潜力和价值。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并持续深化。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

果显示，当前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总量已超过 2.64 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18.70%，其中 65 周岁

及以上年龄段人口规模约 1.91 亿，占比 13.50%。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上述两个年龄群体占

比增幅显著，分别提升了 5.44 个百分点和 4.63 个百分点[2]。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老龄化

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显著特征与基本国情，这一趋势既蕴含着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伴随着不

容忽视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既是保障广大老年人生活福祉的需要，

也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3]。并且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撑，

所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具有很大的意义。  

2. 银发经济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2.1. 银发经济的概念 

“银发经济”一词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国家铁路创设的“银发座位”。2008 年，欧洲

议会正式采用“银发经济”一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不断被提及[4]。2020 年 11 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发展银发经济”，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文件中提到“银发经济”，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2024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指出，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

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化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银发经济又称老年经济、银色经济、乐

龄经济等，是面向全体老年公民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银发经济涵盖有

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前者包括老年群体衣、食、住、行等相关用品和设施，后者包括医疗、教育、康

养、文旅、就业、法律、金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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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银发经济的发展现状 

2.2.1. 银发经济总量显著提升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2.64 亿，这一数据

充分印证了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显示出银发经济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作为新兴

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银发经济总量显著提升[5]。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深入

推进正重塑我国消费市场格局。在养老服务、健康管理及文化娱乐等产业领域，老年群体呈现出日益多

元的消费诉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老年人的消费形态已突破传统生存型消费的局限，逐步

形成涵盖精神文化领域的复合型需求结构，在传统的养老服务、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之上，对教育培训、

休闲旅游等发展型消费的满足在不断提升，这为银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同时，随

着我国国家经济实力的稳步增强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为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双重保

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养老服务的升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年人的经

济状况，使其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推动银发经济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向追求生活品质的更高层级迈进，

促进银发经济总量的增加。 

2.2.2. 银发产业多元化发展 
银发产业是指以老年人及其相关人群为对象，通过营利性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实体[5]。此类经济

实体基于老年人群体的特殊需求和消费习惯，逐步演变为涵盖多产业维度的复合型经济体系。伴随老年

群体生活品质诉求的持续升级，该产业已突破传统养老服务与医疗保障的范畴，向休闲娱乐、运动健身、

智慧科技等新兴领域延伸拓展。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与老年消费需求多元化发展的双重驱动下，

银发经济市场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其产业生态结构正经历着由单一向多元、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 

2.2.3. 科技力量的注入与创新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深度融入老年服务。如智能养

老设备的研发与应用，实现了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远程管理。老年电商平台根据老年人的消

费习惯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如，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饮食需求，平台可以推荐合适

的保健品、食品等商品。这种个性化推荐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购物满意度、还有助于其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6]。同时现在的电商平台也为老年人提供了很好的娱乐环境，为老年人提供更方便的就业岗位，催

生出一批“银发网红”群体，他们可以通过直播平台实现带货，促进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

银发经济的数字化升级。 

3.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发经济发展的意义 

3.1. 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银发经济的相关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变革，这一转型不

仅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生产效能，还极大地优化了服务品质。具体而言，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引入先进的数

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运营流程的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服务响应速度与个性化服务水平，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如杭州市西湖区打造“浙里康养”医养融合西湖模式，通过标准服务、数字赋能、

资源整合，构建医康养一体化供给通道。杭州西湖区建立云养护系统，制定居家康养服务信息化设施设

备指导清单，根据老年人身体、居住等情况选择设备。平台采集老年人身体评估等情况，后台人工坐席

24 小时值守，并提供云问诊医疗。与卫健部门紧密对接，实现家庭病床、家庭养老床位部分数据共享共

用。通过数据库，整合老年人健康管理、健康体检等信息，全面掌握家庭医生签约老年人就诊、检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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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体检等信息。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动态调整服务计划。目前，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达到 78.5% 
[7]。 

3.2. 有利于减轻年轻一代的家庭养老压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年轻人在抚养老人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陪伴和养家不能同时

兼顾，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推出一系列的智能服务，帮助年轻人缓解养老压力。如京东健康积

极与线下康养社区、养老院等机构合作，构建全方位覆盖的医疗健康和康养服务体系；平安健康推出“孝

心宝”产品，为老年人提供一体化陪伴式医疗健康服务；智能电子医疗穿戴产品不断涌现，如华为

WATCHD 智能手表，科大讯飞智能助听器等，为银发群体健康生活提供保障；AI 语音助手的使用，可

以随时设置用药提醒，查看天气预报，减少子女日常提醒负担。这一系列的智能服务能够帮助年轻人对

父母的身体健康进行实时监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 

3.3. 有利于促进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系列旨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的智能化工具应运而生，为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显著改善。具体来说，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系统等创新产品正深度改变着老年人的生活方

式[1]。如智能温控系统通过环境参数的不同进行自适应调节，构建出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宜居的环境；

智能清洁设备凭借自动化的作业机制，有效破解了老年人因体力衰退导致的家务负担难题；高德打车“助

老模式”支持语音输入目的地，这提高了老年人叫车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方便老年群体出行。这一系

列智能化工具的推出，给老年群体的日常居家生活和出行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著

提高。 

4.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发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4.1. 机遇 

4.1.1. 银发群体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3.1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其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 亿人，占 15.6% [8]，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 2024 年三月末，我国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10.7 亿人，同比增加 1434 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8 亿人，覆盖 98%的人

口[9]，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老年群体的收入增加，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消费能

力增加。 

4.1.2. 银发群体触网率的增加 
根据 QuestMobile 的最新数据，截至 2024 年 9 月，银发族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已突破 3.29 亿，同比增

长 1.5%，月人均使用时长 129 小时，提升 5.3% [10]，这说明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银发群体接触互联网。同时，银发族在综合电商领域的时长比全网用户多 1.7%，这说明银发族线上消费

能力不断提升，将成为电商消费的新主力军。 

4.1.3. 满足银发族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银发经济中，通过收集老年人的消费数据、健康数据等，

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实现产品和服务的精准推送[11]，满足银发群体个性化

的需求。同时，根据 QuestMobile《2024 银发人群洞察报告》显示，相较于全网用户，银发人群在短视频、

社交、资讯、电商等领域时长占比突出，其中短视频的时长比全网用户多 5.2%，银发人群在数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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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购物、金融理财 App 行业的渗透率加深，分别提升 4.6%、3.0%、2.3%，短视频、社交、资讯、电商

等类型的 App 深受银发群体的喜爱，同时银发人群在手机游戏微信小程序行业活跃用户数已达 1.13 亿，

用“游戏社交 + 娱乐消遣”的方式充实老年生活[10]。这说明银发族多样化需求得到了满足。 

4.2. 挑战 

4.2.1. 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低 
根据中国移动研究院公民数字胜任力模型，我国银发群体数字胜任力得分为 38.3，远远低于 54.5 全

国整体水平，主要表现在数字技能中基础数字技能得分较低[12]。数据显示，不会使用电脑连接网络的老

年群体达到 58.8%，不会使用电脑键盘进行信息输入的达到 56.9%，老年群体基础数字技能相对匮乏，数

字素养低。同时，因为线上交易风险的存在，致使银发群体对金融支付类 APP 的学习意愿只有 35%，不

愿意融入当前使用线上支付的大环境中。  

4.2.2. 产品的适老化程度低 
社会未能充分意识到老龄人口的弱势地位，推出的一些数字化技术产品并未考虑到老龄人口的特殊

需求[13]。在数字化生活全面渗透的背景下，银发群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移动支付、线上预约挂号、共享

出行服务等由数字化应用所构建的新型生活场景，然而，不同平台在登录过程中可能存在频繁要求用户

进行身份验证，这给老年人带来了记忆多重密码的负担。另外，一些设备在功能设计上，缺乏语音辅助

和明确的图标指示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群体事务的办理和进一步融入数字生活。 

4.2.3. 老年人网络消费的安全性难保证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行为的隐蔽性，老年群体虽受益于互联网技术赋能的便利性，却同时暴露于网

络失实信息传播，诈骗性网络交易及误导性商业宣传等多重风险之下，这造成银发族对网络安全充满不

信任感和不安全感，担心造成财产的数字化损失[13]。根据中国移动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有上网经历的

中老年人中，分别有接近 80%的人有遇到“虚假广告”和“网络谣言”的经历，39.8%的人有遇到“网络

诈骗”的经历[12]，所以他们不敢在网络上进行交易，避免因对信息的识别不到位而造成财产的损失，相

比于在网络上进行消费，他们更喜欢在线下进行现金交易，从而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5. 数字化背景下银发电商的发展路径 

5.1. 进行数字技能培训与知识普及 

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例如网络使用技巧、在线支付安全知识、防范电信诈骗等。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可以存在一定的差异，应根据不同地区开展不同的培训。比如，

在一、二线城市可以在社区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开设常态化培训班，课程涵盖扫码支付，线上挂号，

防诈骗等高频场景，同时增加短视频创作，线上社交，智能家居操作等内容，并同时同步强化隐私保护、

反诈知识的普及；在三四线城市聚焦医保查询、公交扫码、养老金线上认证等刚需功能，课程主要采用

当地方言，方便老年群体理解；在农村地区，可以由驻村干部和当地的大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定期进

行教学，也可以在乡镇集市上设立固定教学点，利用村民赶集的时候演示扫码支付、视频通话、线上认

证等功能。 

5.2. 加大产品的适老化建设力度 

首先，强化政府引导与激励作用。政府应积极作为，通过实施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鼓励企业

投身适老化产品的研发创新。其次，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一键式操作、语音指令代替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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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用门槛低的 APP，设立专门的客服热线，提供语音导航和人工服务，解决老年人使用过程中的问题，

同时，建立用户反馈机制，收集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和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最后，在服务提供方

面，应注重线上便捷性与线下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线下层面，设立专门的人工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

供面对面的咨询与帮助，有效解决因操作障碍导致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提升老年人的服务体验。 

5.3. 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 

政府应针对市场上存在的欺老、骗老现象，加快完善“银发经济”法治建设，加强监管，充分保障银

发群体的合法权益[14]。政府可以出台《数字适老化服务管理条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强制要求

APP、智能设备提供“老年模式”，违规企业可以进行罚款，并且政府要定期进行抽检并公布不合格产品

名单，纳入市场准入制度中，对那些不重视适老化改造的企业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表扬做的好的企业，

同时也可适当减免税收。另外也可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建设“全国适老化服务监管平台”，

接入企业服务数据，如老年人投诉率，功能使用频次等，通过 AI 模型预警风险，方便及时监管。 

6. 结语 

数字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为银发经济带来了很多的

发展机遇，但目前还存在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低、产品的适老化程度低、老年人消费的安全性难保证等问

题，所以应该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培训和知识的普及，使老年群体更好地接纳数字技术，并加大产

品的适老化建设力度以及加强监管，使银发群体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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