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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社会的深度耦合。中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的边缘

地位越来越低，数字融入困境愈发凸显。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的田野调查，得到40份有效访谈

报告。研究发现，影响大屯街道中老年人的数字积极融入因素在于信息获取需求的驱动和朋辈的社会支

持。此外，软件操作繁琐与广告误触，以及主观上自我效能感低与客观上独立使用智能设备困境，导致

他们陷入数字断连的困境。本文从政府、企业、社区三个方面为弥合中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提出解决路径，

以期对相关部门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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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igital, networked,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the marginalized position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digital life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prominent, and the dilemma of digital integr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spicuous.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Datun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40 valid in-
terview reports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factors that positively influ-
ence the digital a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Datun Street lie in the drive of the need for infor-
mation acquisition and social support from peers. In addition, the cumbersome operation of soft-
ware and accidental touches on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the low sense of self-efficacy subjectively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using intelligent devices independently and objectively, lead them to get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digital disconn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depart-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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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十四五”时期，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预

计超过 14%，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预计 2035 年和 2050 年，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到

4.12 亿和 4.80 亿。这表明，中国将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们目前还处于数字化、媒介化、智能化生存中。一方面，从移动支付到网上预约挂号，从线上教

育到远程办公，数字化应用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多类场景中。另一方面，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

智能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如智能健康手表。此外，互联网浪潮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也驱动着社会信息

传播范式的转变，数字鸿沟也经历了由“接入沟–使用沟–效果沟”的三级转变，还衍生出多种新样态，

例如信念鸿沟、素养鸿沟、智能鸿沟等。 
在此背景下，中老年人往往被视为“数字难民”、“数字弃民”，深陷“银色数字鸿沟”困境。由于

对智能媒体技术逻辑与传播特征理解不足，他们不仅出现扫码难、就医难、支付难、打车难、银行业务

难等生活场景问题，还更容易遭受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算法欺瞒等伤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逐步

跨越数字接入沟的中老年群体也面对着第二道数字鸿沟的考验和挑战，我们更需关注和提升其智能媒介

的使用和网络素养的提升。 
为推动、兼顾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社会建设，2020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

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标志着中老年所面临的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当前备受社会各界

所关注的公共议题。 
基于上述选题背景，笔者和小组成员在对北京市朝阳区观音堂社区进行预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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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学校所在地的朝阳区大屯街道，对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融入衣、食、住、行、社交等数字生活的困

境和需求进行质性研究，从而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多维解决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文献回顾 

数字融入(Digital Inclusion)首次被提及是在 2000 年 10 月由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的互联网

发展报告《网络的落伍者：走向数字包容》中。在国内，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话题[2]。周裕琼在微观家庭传播视阈下探讨数字融入现象，发现数字弱势群体能够从家庭中获得力量，

成为数字反哺的受益者[3]。杜鹏和韩文婷发现，中国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迅速提升，但仍存在“数

字融入”困难，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的能力与互联网应用深入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速度存在差距[4]。方

惠与曹璞提出，数字融入属于一种社会行动以及过程，是从现实社会朝着虚拟社会进行的过渡，其本质

为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积极主动地运用数字技术，以此来应对数字化环境所产生的各种需求[5]。刘翠霞

提出了以往研究中隐形的“代内数字鸿沟”问题，并认为数字融入不仅可以从个体能动融入的意向和行

为进行考察，还应该考虑结构性的因素[6]。蒋俏蕾和陈宗海则关注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发现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7]。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数字融入的关注焦点已从技术介入视角，慢慢转变为更具全面

性的技术使用，且进一步延伸至最终的社会经济效益维度。以接入沟、使用沟、信念沟等为表征的数字

融入困境正深刻影响着中老年人的数字使用过程，从而影响他们深度参与数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就医、消费、出行等。因此，在研究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需要考虑互联网物质基础设施接入，更需将其

置入社会融合的大背景下，用一种更包容更全面的框架来分析中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过程，包括互联网

企业的适老化建设、个人面对数字设备的主观心理和行为以及来自各类社会支持因素，才可以设计出更

有针对性的融合方案。 

3. 研究设计 

大屯街道位于朝阳区西北部，总面积 10.013 平方公里，总户数 64,048 户，总人口 17.67 万人。共有

24 个社区，109 个小区。该街道具有人口多、社会单位多、高档小区多的特点。辖区医疗、养老资源较

为丰富，有北京和睦家京北妇儿医院、北京亚运村美中宣和妇儿医院等医疗机构，以及世纪村驿站、欧

陆驿站、秀雅驿站、融华嘉园驿站等多家养老驿站。此次调查样本范围涉及大屯街道育慧西里、育慧里、

世纪村、欧陆经典四个社区。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以获取有效信息，近距离观察中老年群体在使用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过

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情况，获取更真实、贴近实际的一手研究材料。遵循目标抽样与方便抽样的原则

的同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扩大样本量，选择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居住方式的中老年人进行半结构

式访谈，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消费、就医等数字生活方面的现状。 
考虑到智能产品使用及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较为普及，相应地为城市中老年人带来了更多数字

融入障碍，而农村地区中老年数字技术服务相对落后。因此，本次研究对象设定为生理年龄在 45 岁及以

上的城市中老年群体。  

4. 大屯街道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概况 

由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次访问调查共采访了 40 人，其中，男性中老年人 23 人，女性中老年人

有 17 人。就年龄构成而言，较老年群体占比达到 75%，整体年龄偏大。从文化程度来讲，高中及以上学

历的中老年人占比为 52.5%，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在退休前所从事的职业方面，有 8 位企业工作人员、

3 位公务员以及 4 位文化教育工作者，退休前职业具有稳定且体面的特点。由此可见，大屯街道的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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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良好，其主要经济来源为退休金或者养老金。 
 
Table 1. Smartphone usage data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Datun street 
表 1. 大屯街道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数据 

 指标 总数(人) 百分比(%) 

年龄 

45~59 岁(中年) 7 17.5% 

60~74 岁(较老年) 30 75.0% 

75~89 岁(老年) 3 7.5% 

90 岁以上 0 0.0% 

性别 
男 23 57.5% 

女 17 42.5% 

文化程度 

小学 9 22.5% 

初中 10 25.0% 

高中及中专 6 15.0% 

大专及以上 15 37.5% 

退休前职业 

企业工作人员 8 20% 

公务员 3 7.5% 

文化教育工作者 4 10.0% 

农民 6 15.0% 

工人 3 7.5% 

自由职业 10 25.0% 

无业 1 2.5% 

未知 5 12.5% 

居住情况 

与配偶和子女居住 4 10.0% 

与配偶居住 8 20.0% 

与子女居住 16 40.0% 

独居 9 22.5% 

未知 3 7.5% 

4.1. 数字接入状况 

接入是数字融入的基础，访谈的 40 位中老年人均拥有智能手机，并且多数中老年人能够通过手机套

餐流量或连接 WI-FI 来获取网络服务，网络接入充分。这表明，“接入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淡化。 

4.2. 使用时间变化 

接受访谈的中老年人表示，以往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使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早晨和晚间。相比之

下，智能手机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中老年群体原本固定的媒介使用习惯，多数人每天都会使用手机，使用

时间不一，每天“有空就看”“停不下来”“一直在线”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4.3. 关注内容偏好 

媒介内容方面，接受访谈的中老年人关注内容呈现多样化。首先，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时事新闻、健

康养生、娱乐休闲等多个方面的信息。其次，他们还喜欢通过智能手机来关注家人、朋友、战友的微信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6245


曾姝敏，刘旸 
 

 

DOI: 10.12677/jc.2024.126245 1623 新闻传播科学 
 

朋友圈、抖音账号等，为他们发布的内容点赞评论。最后，一些受访者会关注与社交活动相关的信息，

如战友聚会、社区活动等。 

4.4. 手机功能使用 

相比积极探索网络世界、熟练掌握各种网络应用和功能的年轻人，中老年人所使用的智能手机功能

种类较为有限且不全面。调查发现，40 位被访者的应用数量一般固定在 3 至 7 个左右。然而，这些应用

通常是手机自带的软件，在掌握智能手机信息管理、软件购买、网购退货等高阶功能方面的被访者更是

寥寥无几。 
资讯获取上，“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以及“百度”，成为他们目前了解时事的“新欢”。此外，

少数人会关注一些知名专家、博士在平台上的课程或讲解，还有少数人会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公众号

推送，以获取健康保健类信息。出行上，多数人偏向于使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少

数人会使用滴滴打车之类的打车软件。购物上，部分人会使用“淘宝”、“拼多多”、“京东”购物，还

有部分人会关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移动支付信息，以及生活消费相关的如水电费缴纳等在手机上

的操作流程。社交上，“微信”和视频号，还有“抖音”、“快手”被多次提及，常用于关注他人分享的

信息。就医上，一些中老年人会在搜索引擎上查找专家信息，并通过医院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进行线上

挂号，以节省在医院排队挂号的时间，娱乐上，斗地主、下象棋等游戏软件成为部分人消遣的新途径。 

5. 影响大屯街道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分析 

5.1. 积极融入 

5.1.1. 信息需求驱动下的主动探索 
调研发现，中老年人的获取信息需求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活信息，而

是对文化、娱乐、健康等方面的信息有了更高的需求：“我会主动搜索一些与身体健康相关的信息。比

如当我想改善饮食时，我会在小红书上查找菜谱。”(15 号访谈对象) 
其中，一位国企退休的奶奶不仅可以有能力在网上查询商品的物流公司信息，与创始团队取得联系，

还能根据自己的娱乐需求在互联网平台上报名钢琴之类的网课，提高自己的社会参与感：“我在网上购

物药品来自广州，我就查到了国际物流公司，然后我就在网上搜他的背景，后来一看一群大学生留学回

来办的，那挺好的，多支持他们。还有我现在发现一个中老年人的退休后可以娱乐的平台，我现在红松

这个小课学弹钢琴。”(17 号访谈对象)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中老年人偏向“信息偶遇”的获取方式，且更加倾向于根据过往生活经验，对

接收到的信息加以判断，而不是进行检索查证，如：“面对网上信息，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和判断。”

(13 号访谈对象) 

5.1.2. 社会支持下的朋辈互助 
社会支持是中老年人在数字应用过程中接收到的不同来源的技术、信息、心理等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8]。中老年群体无论是触网动机还是学习使用 APP 的过程，都容易受到子女、伴侣、朋友等社会支持的

影响。通过访谈发现，朋辈对于中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效果明显。比如，多数人表示有查看好友的视

频号点赞内容的习惯：“早上起来现在刷视频号，一般有一些好友点赞的，基本上你认识的好友可能他

关注的信息也是你比较感兴趣。”(10 号访谈对象) 
再如，使用智能手机遇到问题时，一些受访者表示喜欢向朋友或者配偶寻求帮助：“我们不问子女，

也不细心，两句话他就烦了。但我们有个朋友是我们的师傅，比方说的垃圾多了，他就给我们删了。(6 号

访谈对象)网络挂号以及使用导航软件去某个地方等事情上，主要由老伴完成操作，我不太会这些手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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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使用。”(2 号访谈对象) 
其中，基于趣缘、地缘结成的朋辈社群是一种不错的智能手机问题交流的场域，他们在社群里获得

帮助后，开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新的智能手机功能，如视频剪辑，让他们的数字技能得到了提

升：“我们都会有群的……聊手机方面使用问题也聊。我们主要是老年人，现在也搞节日活动了，拍完

之后剪辑，俺们还有剪辑……你剪辑问他怎么剪辑，我们这里也有师傅，还会剪辑我们剪辑的，我们群

主剪辑的老好了。”(6 号访谈对象)可以看出，智能手机的社交可供性为中老年人群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空

间，有助于他们数字技能的提升。 

5.2. 数字断连 

5.2.1. “排斥”：软件操作复杂与广告误触 
中老年人由于视力下降等生理因素会存在字体看不清的情况，但是他们大部分表示可以通过放大字

体或佩戴老花镜来解决：“有时候字比较小，而且眼睛有点毛病，这时候感觉到还需要字体大点……但

我觉得我们可以戴花镜，而且有不少人都是通过戴花镜来解决这一问题。”(10 号访谈对象) 
但是，适老化设计不只是“放大一切”。笔者发现，多数中老年人会由于软件操作步骤多且复杂而

放弃使用，难以融入运用智能手机进行线上购物、社交、导航的基本数字生活。 
“对于复杂的购物操作，我还是有些困难，比如抖音上的购物流程有时会让我觉得有些绕。”(15 号

访谈对象) 
“一开始用过视频软件，想发抖音，但后来发现不太会用，就卸载了。”(21 号访谈对象) 
“有些软件确实不太友好。遇到不会操作的，我就直接不操作了。”(25 号访谈对象) 其中，笔者通

过观察发现，这种现象在导航类软件掌握上尤其明显，多数中老年人不仅对导航软件的操作望而却步，

而且部分中老年人口中的会操作也仅仅停留在打开界面看地图，而不会直接定位到目的地：“导航不会

用，就看看地图。”(18 号访谈者) 
此外，中老年群体在操作过程中还经常不小心进入软件设置的“陷阱”，沟通过程中屡屡谈及各类

软件中遭遇的“弹窗广告”误导消费现象：“我之前误触广告导致搞了个什么包月套餐，稀里糊涂点进

去了，又不会取消，还是孩子打 10086 才解决的。”(5 号访谈对象)过多过滥的广告是中老年人手机里的

“牛皮藓”，会恶化他们的使用体验。中老年人面对陷入弹窗陷阱的反应和能力低于年轻人，往往显得

手足无措：“有些软件里的广告跳转确实很烦人，每次点进去都会跳到别的页面，根本停不下来。”(24
号访谈对象) 

以上两种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互联网企业更趋向于研发满足年轻人的使用需求

和习惯的软件，以及满足自身广告盈利的需求，因此造成了中老年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及其特有的使用感

受并未被完全地满足，也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从而造成“数字排斥”的现象。 

5.2.2. 游离：自我效能感欠缺与独立使用困境 
调研发现，面对智能手机，大部分中老年人处于一种既不远离也不深度拥抱数字世界的数字游离状

态。他们不拒绝智能手机，却也未完全投入。偶尔进行打电话、发短信、看新闻等简单操作，对手机更多

功能缺乏深入探索。而他们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游牧式的媒介生活，是因为中老年人对自我的排斥和

智能设备操作逻辑的陌生感，从而对智能手机的使用缺乏信心，以及难以脱离亲友的支持独立使用智能

手机的双重原因。 
一方面，由于人类步入中老年后，脑部功能自然衰弱，随之记忆力减弱，导致中老年群体在接触智

能手机时接受难度和使用难度大，进一步造成使用智能媒介时自我效能感缺乏，学习动机减弱。具体表

现为多数中老年人有着明显的抵抗和不自信心理，外显为对智能化数字产品的排斥，从而拒绝提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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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使用能力：“智能手机太复杂，不如老年手机方便，因为眼睛不好看不清，文化低学不会也不想学，

像网购、导航、打车、手机挂号等功能都不会使用。”(31 号访谈对象) 
另一方面，大部分中老年人在软件操作上，如挂号、打印报告、网购退货等复杂功能难以独立完成。

另外，当技术问题出现时，像内存不足、卡顿等同样不知如何处理，且学习新功能意愿低，在智能手机

使用上表现出对亲友朋辈的依赖，缺乏独立使用能力。 

6. 弥合中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多维进路 

6.1. 政府：政策支持 

依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规划，结合老年群体身心特点，以消除其社会

服务技术障碍、推动数字融入、确保公平享受数字福利为宗旨，秉持“科技向善”理念，制定涵盖数字化

设备、技术研发、财政支持、信息安全等综合规划。同时，将“老年友好”数字化战略融入老龄与科技事

业发展规划，旨在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 

6.2. 企业：技术支持 

科技创新企业在遵循商业价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公共价值。在面对中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技术的困

难时，需要给予数字包容，将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中，积极推动智能产品

与服务的适老化。一方面，根据工信部的适老化规范，深度重构软件交互界面，如增大字号、以文字代

替图标、增设语音提示、简化 APP 功能操作步骤。另一方面，减少广告弹窗，避免诱导式下载和付款按

键。 

6.3. 社区：服务支持 

社区可以定期开展基础操作培训，针对中老年人在智能手机使用上的常见困难，如软件下载与安装、

微信聊天和支付功能、新闻类 APP 使用等。由专业志愿者或社区工作人员担任讲师，通过现场演示和手

把手指导的方式，帮助中老年人掌握基本的手机操作技能。此外，社区还可以组织朋辈互助，可以鼓励

中老年人之间建立朋辈互助小组，让有一定数字技能的中老年人带动其他中老年人共同学习和进步。通

过定期组织小组活动，如经验分享会、问题解决讨论会等，促进中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强他们

的数字融入感。 

7. 结语 

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身体机能走向退化的中老年群体面临

的多样数字鸿沟在信息社会中长期存在，并随着技术的演变而迭代出更高级的形态。对此，帮助中老年

群体融入数字化生活，切实解决他们运用智能技术时遇到的难点，是现实所需。为回应这一问题，政府、

企业、老年朋辈需要形成合力，共同弥合中老年数字鸿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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