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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银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年电商市场潜力巨大。本文深入剖析银发

经济背景下老年电商市场面临的机遇，包括老年群体消费能力提升、数字化接受度提高等；同时探讨其

面临的挑战，如适老化设计不足、消费信任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从产品设计、营销模式、服务

保障等方面提出老年电商市场的发展路径，旨在为推动老年电商市场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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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lobal aging process, the silver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elderly e-commerce is hug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elderly e-commerce market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silver economy,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the elderly 
group and the increase in digital acceptance, etc. Meanwhile, it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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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sufficient age-friendly design and the lack of consumer trust. In response to these situations,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elderly e-commerce market are proposed from aspects such as prod-
uct design, marketing models, and service guarantee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e-commer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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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世界各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攀升，我国同样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中

国老龄产业报告(2014)》预测，至 2050 年，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至 106 亿元[1]。老年群体的消费

需求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银发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电子商务作为新兴消费模式，

在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消费需求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当前老年电商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机遇

与挑战并存。 
在此背景下，老年电商市场不仅关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老年群体对电子商务的接受度不断提高，这为老年电商市场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但同时，老年电商市场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如何更好地适应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如何提

升老年人的消费信任等。因此，全面分析老年电商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对

于推动老年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银发经济背景下老年电商市场的机遇 

2.1. 老年群体消费能力提升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老年群体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除了退休金之外，部分老年

人还有一定的储蓄和财产性收入。同时，子女对老年群体的消费支持也不断增加，使得老年群体的消费

能力显著提升，为老年电商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基础。 
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老年群体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愿意为优质的商品和

服务买单。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不仅扩大了老年电商市场的消费规模，也促使老年电商市场向更高品

质、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2]。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为老年电商市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老年群体在消费上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进行消

费决策，而不是完全依赖于子女的建议或安排。这种自主性的提升，使得老年电商市场在商品选择、服

务提供等方面需要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差异化，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因此，老年电商市场应积

极适应这一变化，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吸引更多老年消费者，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繁荣发展。 

2.2. 数字化接受度提高 

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接触并熟悉数字产品。各类老年大学、社区培

训课程等，也帮助老年人提升了数字技能，降低了他们使用电商平台的门槛[3]。如今，老年群体对线上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46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梁晶晶 
 

 

DOI: 10.12677/ecl.2025.1472469 2592 电子商务评论 
 

购物、线上娱乐等数字化消费方式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为老年电商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不

再满足于传统的线下购物方式，而是开始尝试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商品和服务。老年群体对数字化消费方

式的热情，不仅体现在购物上，还体现在线上支付、社交娱乐等多个方面。这种数字化接受度的提高，

使得老年电商市场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为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随着老年群体

对数字产品的熟悉程度加深，他们对电商平台的使用体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老年电商市场

在用户体验、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 
此外，数字化接受度的提高还促进了老年人与社会的信息交流。通过电商平台，老年人可以更便捷

地获取新闻资讯、健康养生知识等，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参与感。这种信息交流的增

加，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与同龄人交流互动的机会，有助于缓解孤独感

和社交隔离。因此，数字化接受度的提高不仅是老年电商市场发展的推动力，更是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

的重要因素。 

2.3.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银发经济发展，鼓励企业开发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和服务。在电商领域，

政策引导企业加强适老化改造，完善老年消费市场的监管，为老年电商市场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激

发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政策不仅推动了老年电商市场的规范化发展，还促进了老年友好型社

会的建设。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创新出更多符合老年人

需求的电商产品和服务。同时，政策还强调了保护老年人消费权益的重要性，要求电商平台建立健全的

投诉处理机制，确保老年人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支持。这些举措为老年电商市场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政府还积极推动跨部门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老年电商市场的监管力度，有效打

击了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通过政策引导和

支持，老年电商市场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推动了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3. 老年电商市场面临的挑战 

3.1. 适老化设计不足 

当前多数电商平台界面复杂，操作流程繁琐，对于视力下降、反应迟缓的老年人来说使用难度较大。

商品搜索、支付等功能缺乏适老化优化，导致老年人在购物过程中容易遇到障碍，影响购物体验。 
此外，字体大小和颜色对比度设计不合理，使得老年人在浏览商品信息时感到吃力。一些电商平台

还缺乏语音导航和智能助手等辅助功能，进一步增加了老年人的操作难度。这些适老化设计的不足，不

仅限制了老年人的电商消费能力，也影响了他们对电商平台的满意度和忠诚度[4]。更重要的是，部分电

商平台在交互设计上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习惯，例如，缺乏简洁明了的操作指引和错误提示，使得

老年人在遇到问题时难以自行解决，增加了他们的使用焦虑。同时，对于老年人常用的功能，如客服咨

询、退换货服务等，未能做到显著标识和快速访问，降低了老年人的使用便捷性。综上所述，适老化设

计的不足已成为制约老年电商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2. 消费信任缺失 

部分不良商家利用老年群体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产品功

效，导致老年消费者权益受损。此外，老年群体对线上交易的安全性存在担忧，担心个人信息泄露、遭

遇网络诈骗，这些因素都使得老年群体对电商消费存在信任缺失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469


梁晶晶 
 

 

DOI: 10.12677/ecl.2025.1472469 2593 电子商务评论 
 

这不仅影响了老年群体的消费积极性，也阻碍了老年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

制和维权渠道，老年人在遭遇消费欺诈时往往难以维权，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信任感。因此，建立健

全的消费信任体系，加强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提高老年人的消费安全意识，成为解决老年电商市场消

费信任缺失问题的关键。 

3.3. 售后服务不完善 

老年群体在购物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往往需要更细致、耐心的售后服务。但目前电商平台的售后服

务体系，如退换货流程、客服沟通等，未能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导致老年消费者在权益受

损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影响了他们对电商消费的信心。例如，复杂的退换货流程、不友好的客服界面

以及缺乏针对老年人的专属服务通道，都增加了老年消费者维权的难度。此外，部分商家在售后服务上

缺乏诚信，对老年消费者的投诉和反馈处理不及时、不积极，进一步损害了老年群体对电商平台的信任。

这种售后服务的不完善，不仅影响了老年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制约了老年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 

3.4. 商品供给单一 

市场上针对老年群体的特色商品相对较少，多数电商平台销售的商品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老年群

体在健康养生、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方面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5]。其次，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加注重

商品的实用性和品质，对健康、安全、舒适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然而，当前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大多集

中在年轻消费群体，针对老年人的特色商品种类有限，且缺乏创新和差异化。这不仅限制了老年消费者

的选择空间，也影响了他们对电商平台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此外，随着老年群体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

升级的趋势，他们对高品质、高附加值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市场上这类商品的供给却相对匮乏，难

以满足老年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这种商品供给的单一性，不仅制约了老年电商市场的发展潜力，也影响

了老年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幸福感。 

4. 老年电商市场的发展路径 

4.1. 优化平台适老化设计 

电商平台应简化界面设计，采用大字体、高对比度的显示模式，优化操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步骤。

开发语音搜索、一键下单等适老化功能，降低老年群体使用门槛。同时，加强平台的操作引导，通过视

频教程、语音提示等方式帮助老年人熟悉购物流程。 
此外，电商平台还应注重无障碍设计，如提供文字转语音、语音转文字等功能，以满足视力或听力

障碍老年人的需求。在商品详情页，增加商品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健康提示，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进行描述，确保老年人能够准确理解商品信息。同时，平台可以开发智能推荐系统，根据老年人

的购买记录和偏好，推送符合其需求的商品，提高购物的便捷性和满意度。通过这些措施，电商平台能

够更好地适应老年群体的特点，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 

4.2. 建立消费信任体系 

一方面，电商平台要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和商品质量监管，建立严格的商家信用评价机制，

对违规商家进行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加强对老年消费者的网络安全教育，普及防诈骗知识，同时完善

平台的交易安全保障措施，确保老年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逐步建立起老年群体对电商消费的

信任。 
电商平台可以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对商品进行质量检测认证，将认证结果公开透明地展示给消费者，

增加商品的可信度。同时，建立便捷的投诉与维权渠道，鼓励老年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反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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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响应并妥善处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通过定期发布消费指南、典型案例警示等方式，

提高老年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可信的电商消费环境。 

4.3. 完善售后服务体系 

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建立专门的老年客服团队，提供更加耐心、细致的咨询和售后支持。简化退换

货流程，提供上门取件、远程指导等服务，让老年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此外，电商平台还可以设立老年消费者专属的售后服务热线，确保老年人在遇到任何问题时都能快

速联系到客服人员。为了提高售后服务的质量，平台应定期对老年客服团队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沟通

技巧和服务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老年消费者的需求，提供更加贴心、专业的服务。同时，建立

售后服务评价机制，鼓励老年消费者对售后服务进行评价，以便平台及时了解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改进，不断提升售后服务水平，增强老年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电商平台还可以考虑与社区、养老

机构等合作，开展定期的售后服务进社区、进机构活动，面对面解决老年消费者的售后问题，进一步拉

近与老年消费者的距离。 

4.4. 丰富特色商品供给 

电商平台应引导商家加大对老年商品的研发和供给，深入挖掘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开发适合老年

群体的健康监测设备、老年服饰、文化娱乐产品等[6]。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对健康管理的需求，电商平

台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引入专业的健康管理技术和数据支持，确保健康监测设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同时，建立老年用户健康档案，提供定制化健康管理方案，进一步提升老年用户的健康管理水平。在老

年服饰方面，应注重舒适性和保暖性，设计符合老年人身体特点和审美偏好的服装款式。 
文化娱乐产品也是老年电商市场的重要一环，可以推出适合老年人阅读的电子书、有声读物，以及

适合老年人参与的线上课程、兴趣小组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鼓励商家推出个性化定

制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通过不断丰富特色商品供给，电商平台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

群体的消费需求，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 

4.5. 创新营销模式 

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渠道，采用老年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产品推广和营销。开展老年消

费主题活动，如老年用品节、健康养生讲座直播带货等，提高老年群体对电商平台和商品的认知度和参

与度。同时，电商平台可以与知名老年网红、KOL (关键意见领袖)合作，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

推广适合老年人的商品，增加商品的曝光度和信任度。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符合老

年人兴趣和需求的商品信息，提高营销效率和转化率。通过这些创新的营销模式，电商平台可以更好地

触达老年群体，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和忠诚度。 
另外，电商平台可以推出针对老年用户的专属优惠券和促销活动，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设置老年

人专属客服通道，提供耐心细致的咨询服务，解决老年人在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增强他们的购

物信心和满意度。同时，电商平台还可以探索与线下社区、养老机构等合作，开展线下体验活动，让老

年人亲身体验商品，进一步拉近与老年消费者的距离。通过这些多元化的创新营销模式，电商平台将能

够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推动老年电商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5. 结论 

银发经济背景下，老年电商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通过优化平台适老化设

计、建立消费信任体系、完善售后服务、丰富商品供给以及创新营销模式等发展路径，可以有效提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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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商市场的发展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推动银发经济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实现

互利共赢。此外电商平台应持续关注老年群体的消费特点和需求变化，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模式，为老

年人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贴心的购物体验。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大对老年电商市场的支持力

度，推动相关法规政策的完善，为老年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市场的持续完善，老年电商市场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未来，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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