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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银发背景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群体融入电商领域的相关议题已受到广泛的关注。本

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基础，深入探究银发群体的电商融入状况、及面临的困境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构

建策略。研究发现，尽管当下银发群体在电商融入、电商参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面临数字素

养欠缺、身心机能衰退、社会参与受限以及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应该从政府、社区、

家庭及电商平台等多元主体出发，构建涵盖政策支持、教育帮扶、服务优化、心理支持及权益保障等多

方面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助力银发群体可以跨越数字鸿沟，加强社会融入与社会归属感，实现积极老龄

化。推动银发群体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彰显银发群体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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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lver-haired background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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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ilver-haired group integrating into the e-commerce field has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ctive aging, this article deeply explores the e-commerce integration status of 
the silver-haired group, the predicaments they f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silver-haired group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integra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e-commerce at present. However, it still faces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the declin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functions, restricted social partici-
pation, and an imperfect security system. In this regard,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covering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educational assistance, service optimiz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rights protec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so as to help the elderly group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enhanc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 sense of social belonging, and achieve active aging 
to promote the role of the silver-haired grou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
light their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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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中国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

据，预计到 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近 3 亿，至 2033 年将超过 4 亿，至 2050 年将接近 5 亿。此

外，预计在 2050 年后的约五十年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持续保持在 35%以上，这一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已

深入步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席卷而来，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逐渐地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银发

群体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融入电商领域，已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探讨。积极老龄

化理论，旨在使银龄者在健康、参与、全面保障等方面得到有效的改善与落实，为解决银发群体在电商

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支撑。通过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助力银发群体积极参与到电商

活动中，不仅能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促进其社会融入，还能促使银发群体的价值被一进步挖掘，推动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 

2.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2.1.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积极老龄化理论由世界卫生组织于 1999 年正式提出，它是对传统老龄化观念的革新。该理论的核心

聚焦于银发群体的全民健康、全民参与、全面保障三个维度[2]。首先，全民健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突破单一的生命历程理论支撑，将关注对象由部分老年人转向全体老年人，以更包容的政策环境为全体

老年人提供维护其身心健康的政策体系。其次，全民参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倡导全社会主体共同参

与，鼓励老年人积极投身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活动，充分发挥自身的经验与智慧，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全面保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立足中国视角，从中国大多数贫困老年人的境遇出发，实现以权

利为基础转向以“需求–权利”结合为基础的保障和赋能，在满足老年群体特殊需求的同时，将覆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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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老年人的保障转向覆盖全体老年人享有的经济保障、服务保障、健康保障和精神保障[3]。这三个维度

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核心架构。 

2.2. 对银发群体电商融入的理论指导价值 

积极老龄化理论为银发群体电商融入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指引。 
一是健康维度与电商便捷性的功能契合，电商平台“无接触配送”“居家选购”的特性，对于出行

不便的老年群体，不仅帮助了老年人可以足不出户就送货到家，而且也极大的降低了老年人出行的风险

[4]。同时，在线医疗、健康咨询等电商服务打破时空限制，老年人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支持老

年人在线问诊购药，显著提升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二是参与维度与电商社会属性的价值共振，电商的社会属性与老年人的价值实现需求形成共振。电

商平台赋予银发群体“消费–生产”双重角色。当下，部分银发群体也尝试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实现

了个人的价值，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交电商则提供了新的社交场所，无论是基于消费的社交网络，还

是“代际共购”模式，都有效促进了社交与代际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龄群体的生活幸福感。 
三是保障维度与电商规范体系的制度衔接，电商体系的规范是积极老龄化保障的重要前提，两者密

切联系。在权益保障方面，部分平台推出“老年消费者绿色通道”“长辈版独立客服专线”等机制，落

实更多老年人享受电商平台服务的理念；在风险防控层面，支付宝“老年支付险”、拼多多“亲情付”

等适老化金融产品，将经济保障理论转化为具体措施，打消了老年人参与电商的安全顾虑。 
积极老龄化理论为解决银发群体融入电子商务领域的问题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有助于从多个层

面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银发群体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积极融入与发展。 

3. 银发群体电商融入的现状剖析 

3.1. 参与规模与增长趋势 

近年来，银发群体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参与度逐年递增。根据第五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 2023 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92 亿，其中 5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 32.5%，互联网进一步

向中老年群体渗透。预计在未来几年，仍然将保持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电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

化，越来越多的银龄者开始接触并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购物、娱乐等各项活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银发群体对电子商务的接纳程度在不断提升，逐渐成为电子商务市场中一股新兴的消费力量。 

3.2. 消费行为与偏好特点 

在消费行为方面，银发群体与青年群体有着显著的差异性，这与银发群体的年龄以及需求密切相关

[5]。在商品的类型选择上，银发群体偏好于健康养生类产品、实用性产品等，以满足其需求[6]。并且在

消费过程中，银发群体格外关注商品的质量，以保证可以长期使用。在品牌选择方面，与青年群体追求

时尚品牌不同，银发群体则是更加注重老品牌的选择，这些品牌因存在的时间较长，从而赢得了银发群

体的信赖。在消费决策过程中，他们表现出较高的谨慎性，会投入较多时间进行产品比较，对价格的敏

感度较高，通常会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商品，同时对产品的口碑和他人推荐也极为重视。 

3.3. 参与电商的主要模式与平台 

当前，银发群体参与电子商务的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下，网络购物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购物

方式，老年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购物意愿和实际需求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选购合适的产品，享受送货上门

的便利服务，使得老年人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7]。同时，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也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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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老年消费者涌入直播间，得到老年群体的青睐，电商直播中部分主播通过详细的讲解，实物的展示等

以及及时回应老年人的需求，使得大量银龄群体愿意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购买商品。社交电商在银发群

体中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分享商品链接，参与团购等营销活动。 
在电商平台的选择上，淘宝、京东等综合性电商平台凭借其商品类型多样、服务体系完善、售后保

障体系完善等，成为银发群体的首要选择；拼多多因其价格优势也受到众多老年人选择的平台之一，但

部分老人因其商品质量，售后保障等问题，而不选择在该平台消费；现如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衍

生的电商业务，因其直观且生动的展示方式，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银发群体在其中消费。 

4. 银发群体电商融入面临的困境 

4.1. 数字素养短板制约操作应用 

尽管当下银发群体使用智能设备的比例在逐年增长，部分银发群体也开始尝试进入电子商务领域。

但总体而言，较低的数字素养水平会成为银发群体进入电子商务领域的阻碍[8]。众多老年群体，尤其是

农村老年群体，对智能手机、计算机等设备的操作技能尚不娴熟，难以掌握电商平台的注册、登录、商

品搜索、订单支付等基础流程。此外，在支付密码输入、刷脸等环节，老年人因对于设备的不了解，因而

会产生疑虑，不敢轻易操作一些步骤，导致无法很好地使用电商平台及其他智能功能。面对电商平台的

更新优化与功能界面的完善，老年群体往往难以适应，无法充分利用平台提供的优惠活动、个性化推荐

等服务，这影响了其购物体验和参与的积极性。 

4.2. 身心机能衰退影响参与体验 

随着年龄的增长，银发群体在生理机能、认知能力等方面都在逐渐地衰退，这使得他们在参加电子

商务活动中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视力的衰退导致老年人浏览图像、阅读信息困难，且大多电子商务

平台存在字体较小、界面设计元素尺寸过小、色彩对比度不足等问题，进而加剧了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

及电商平台的困难。同时，听力下降亦影响了他们观看直播和理解语音说明的能力。在认知层面，记忆

力的衰退使得老年人难以进行复杂流程的操作以及常会忘记账号密码；思维和反应速度的下降，使得他

们常常无法有效避免广告和促销信息，容易产生错误的操作，从而会降低他们参与电子商务获得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4.3. 社会参与机会受限阻碍深入融入 

现如今，尽管互联网发展迅猛，电商平台众多，但是银龄群体的电子商务参与机会仍然较匮乏。在

就业市场上，针对银龄群体的电商创业及兼职岗位数量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通过电子商务

促进积极的发展，也限制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在社交领域，围绕电子商务的老年人交流和互动平台

及活动较少，缺乏一个分享生活经验、相互学习的环境，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电子商务问题时难以及时得

到有效的帮助。此外，社区、企业以及其它相关组织在开展电子商务培训和推广活动时，通常缺乏持续

性和针对性，无法满足老年人深入学习和参与电子商务的愿望，导致银发人群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参与程

度仅停留在表层，难以进一步深入。 

4.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增加顾虑 

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在促进银发群体融入电子商务领域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在金融安全维

度，针对银发群体的电子商务消费金融服务还不够完善，缺乏结合银发群体特征设计的电子支付工具及

保险产品。这导致老年人在遭遇网络诈骗或支付问题时，会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权益保障方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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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在保护老年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力度不足，特别是在商品质量争议、虚假广告、

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上，老年人的权益维护途径并不健全。而正因这样的情况，使得老年人在进行电子

商务购物时会蹑手蹑脚，心存顾虑，担心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参与电子商务活动时

会较为谨慎。 

5.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策略 

5.1. 政府主导的政策扶持与引导 

政府作为银发群体融入电子商务领域中的绝对主导力量，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制定一系列相

应的政策。在资金支持方面，可设立专项财政补贴，以此来激励企业开发适老化的电子商务产品与服务。

具体而言，应当支持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企业对于操作流程、操作页面、特殊功能的优化，给予专项资

金进行服务跟进。同时，针对为老年人开展电商商务教育培训的企业和机构，提供必要的经费，来确保

培训活动可以因材施教，实现质量保障，强化老年人使用电商平台的基础。在税收优惠方面，应对积极

参与银发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9]，来降低其运营成本，进而提升其参与的积极性。此外，

也应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完善电子商务领域的法规政策，细化对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条款，充分

保障老年人在使用电商平台中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进行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规的商家，

应处以高额罚款并吊销其营业执照，以此营造一个安全、规范的电子商务市场环境。总体而言，政府作

为优化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牵头羊，应该积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保障老年群体在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合

法权益。 

5.2. 社区组织的教育与服务供给 

社区是与老年群体生活密切联系的场所之一，应当承担起对老年人电子商务教育的重担[10]。面向社

区老年人，可定期开展线下电子商务课程教学，且教学课程的设计和教学方式的选择应当充分结合老年

人的接受程度和学习特性，邀请经验丰富的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来授课，进而提高老年人对电子商务

基础知识的了解以及提高平台操作能力。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语言的描述，而且要加强实际操作

的教学，如展示购物流程时，可以从如何搜索商品，如何选择等一步一步向老年人展示，让老年人可以

切实感受到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使得他们可以独立在电商平台进行购物、

社交、拍视频等技能。此外，社区也应加强使用电商平台操作流程和电商基础知识的宣传，可以通过宣

传栏、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电子商务知识相关的文章和视频教程，便于老年人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加强电商平台使用的频率。 
在服务层面，社区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设立专门的电子商务服务站点，提供代购、代收快

递和售后支持等服务，以便及时解决老年人在使用电商平台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同时，社区可以举办与

电子商务相关的交流活动，如使用操作技能分享、电子商务基础知识竞赛、购物经验等。通过社区活动，

可以使老年人彼此学习，解决在使用电商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

融入，营造和谐的社区电子商务环境 

5.3. 家庭层面的关怀与数字反哺 

银发群体在融入电子商务过程中，家庭的支持及鼓励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1]。在老年人询问使用电子

商务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时，子女应该要展现出关怀与耐心，充分解答和帮助老年人，从而增强他们

的操作能力。例如，在协助他们下载和安装电子商务应用程序、创建账户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设备上

一步一步演示给他们看，让老年人知道如何操作。并且建议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电子商务平台的购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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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共同购买家居用品、为长辈挑选礼品等，通过共同实践来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对平台的熟悉程度。此外，

应大力倡导数字反哺，子女在空余之时应主动教授老年人数字技术知识，分享网络安全知识和诈骗防范

技巧，来增强老年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安心、更有信心地使用电

子商务平台。 

5.4. 电商平台的适老化创新与保障 

针对银龄群体在电子商务平台用户的增多，电商平台需要及时开展适老化创新和改造，以符合老年

人的实际需求。在界面设计方面，界面布局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征，采用简洁直观的设计，通过增大

字体、图标尺寸以及优化颜色对比度等，提升用户体验；操作步骤简化也非常必要，尽量在 3~5 步内可

以完成，降低老年人操作上的失误。在功能优化方面，应当增加语音检索、平台引入一键下单、人工客

服一键接入等便捷功能，使得操作流程简便可行。在商品推荐策略上，应当根据老年人的消费喜好，推

送适合其的商品[12]，并且减少广告的推送，避免老年人不慎点入。 
此外，应当设立专门针对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通道，强化平台对老年人的保障机制，优先处理涉

及老年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同时，加强对平台商家的监管力度，确保其销售产品的质量良好、信息真

实等，保障销售给老年人的产品是不存在问题的。并对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实施下架商品、封号等处罚

措施，进而为银发群体营造一个安全的、可靠的电商环境。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积极老龄化理论，探讨了银发群体在电子商务领域融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当下，银发

群体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活跃程度、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消费行为具有符合年龄的特定属性，参与

的模式和电商平台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然而，银发群体在电商融入过程中，面临数字素养不足、身心

功能下降、社会参与受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为此，需要从政府、社区、家庭、电子

商务平台等多主体入手来构建综合性的社会支持网络，来解决银发群体面临的困境。政府应加强相关政

策的支持和市场监管，为银发群体融入电商平台创造基础的条件；社区应提供电商方面的宣传与教育，

促进银发群体更好地掌握电子商务技能；家庭应提供更多的关怀与数字反哺，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动手

能力以及感受家庭成员对其融入电商平台的支持；电子商务平台应积极开展老年人友好型创新和保障措

施，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感。通过各方的共同支持，可以有效促进银发群体融入电商领域，进而实现

积极老龄化，为老年人营造幸福晚年生活。 
展望未来，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与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群体融入电子商务领域

的路程会更加宽阔，前景更加美好。在技术创新方面，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在未来会为银发

群体融入电商领域注入强大力量。利用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人

性化的服务，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老年人在家就可以体验新奇的产品，体验更多的养老技术。从市场规

模来看，银发群体已成为电商领域的主力军之一。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的企业投

入到该领域，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服务与优质产品，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也需完善社

会支持体系，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银发群体融入电商领域的良好氛围，促进银发经济与数字社会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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