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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银发族生存现实困境与突围
谢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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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当今数字化生活年代，科技对社会发展进而对社

会形成的作用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

化社会是现实世界和计算机时代空间上的延续与扩展，社会呈现

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生存状态，数

字化生存时代在实现超越现实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

老年人群体在时代的变更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的大环境下显得

手足无措，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其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技术

赋能缺乏人文关怀、虚实交融导致生活失序和反哺失败加剧数字

鸿沟。实现当前困境的突围，需要以“包容”弥合“工具理性”，

以“健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落后”，以“非数字化

替代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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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生成逻辑

（一）银发族自身生理、心理因素是主观原因

银发群体由于年龄的原因，身体机能衰退，老年人面临着视力、

听觉、记忆力等的下降，这些因素让很多老年人对科技“望而却步”，

老年群体自身认知功能和身体功能的变化使得老年人在现代社会

生活颇感吃力。老年人在数字化生存中展现出的窘迫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对改变具有本能的抗拒。在信息技术时代，

几年足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相隔近半个世纪的几代人。

对于改变本身所产生的抗拒成为其在信息社会生存的第一道压力。

其二，对于互联网安全持有的怀疑的态度。数字化生存作为人们

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本身老年人群体已经产生不适感，诈骗带

来的恐慌情绪更是让老年人对智能产品、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抗

拒不已。其三，老年人群体融入现代化社会有难度。现代化社会

的规则、现代化社会的网络用语使得老年人群体产生孤独感与被

遗弃感，使其产生社交恐惧心理。

（二）时代变化是客观原因

首先，随着老年人脱离劳动一线，经济收入受到较大制约。

生存型消费在当前仍然是大部分银发群体的首要选择，用于进入

数字化设备的投入有限。老年人社会角色单一化，很多老年人会

出现孤独、失落、空虚、抑郁、焦虑等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降

低了投身数字生活的积极性。其次，银发群体缺乏家庭支持。老

年群体的网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成员的影响。但后辈

往往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极大地打击了老年群体使用电子设备

的自信心。最后，银发族受到社会认同偏差。面对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很多人无意识地将老年人归为远离时代的群体，在这种

社会的负面影响下，老年人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将自身归纳为消极

被动、需要社会施以援手的群体。

二、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现实困境

（一）数字化时代之殇：技术缺乏人文关怀

当数字技术被资本所裹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首先，人

的主体性不断被削弱。现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高科技

设备和产品，导致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势：谁拥有最先进的技

术谁就更有价值，人们仰望技术，但是忘记了技术是为人服务的。

银发族年龄的增长带来的应变能力、分析理解能力和信息接收能

力的下降，这是任何一个老年人都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不言而喻，

在基本实现全民网络移动支付的时代，不会使用智能产品和无法

理解各项规则的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寸步难行”。

其次，科技产品服务对象遗漏了老人。大多数科技的服务主

要对象都不是老人，无论是自助购票、自助医疗还是自助下单都

更多的是面向年轻群体。老人们被科技遗忘，被汹涌而来的数字

化生存时代遗忘，被整个社会边缘化。老人们甚至都无法打开电

视了，一个电视的使用往往涉及几个遥控板，分先后并且还分配

合使用，老人想看的频道和节目都找不到，只能望着蓝屏发呆。

最后是媒体语态的变革带来文化隔阂。“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

代际分层也会在网络中得到体现，同时网络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差

异”[]，老人被迫成为网络社会的“落后阶层”。老年人群体在网

络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老年人群体受到社会的忽视，这种失衡

状态，随着数字化与现实环境边界的消融而越发强烈，从网络社

会的边缘人演变为现实世界的“边缘人”，在现实社会遭遇生存

困境。媒体语态在迎合年轻群体的同时也加厚了与老年群体的“文

化壁垒”，加剧老年人与现代社会的隔离。

（二）虚实交融混合现状导致银发族生活失序

首先，数字化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深度合成技

术已经将人类带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加深了算法对人类生活和

生存的参与程度，但是深度合成技术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超真实

的仿真技术使得人们丧失了真实生活和虚假生活的边界感，产生

了对传统的判别真伪的方式失灵的恐慌。人工智能自从被计算机

领域中提出来以后，其研究的目的就十分的明确，即为了制造可

以表现出人的智能行为的机器 []，人们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逻辑，

试图用人工智能对人的生活进行模仿，弥补传统技术的不足，打

破了时空对人类思维、行为的限制，但也使得人们对“深度合成”

的虚假内容深信不疑，对虚实交融的现状辨别不清，造成生活失序。

其次，银发族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对自身身份产生怀疑。人类

以往判别真伪的方式失灵，AI 冲击了人们以往根据字体辨别签名

真伪的生活经验，导致很多老年人面对以假乱真的签名时无法正

确判断，陷入精神混乱的状态。技术的便利性和、操作的便捷性、

生成成果的真实性和现代的检测技术的不确定性给电信诈骗留下

了可乘之机，老人在遭受欺骗后更加对智能产品产生不信任感和

抗拒感，对于主动学习人工智能产品、体验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止

步不前。

最后，虚实相融的生活状态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加

剧了老人的生活状态的隔阂。当人们沉溺于网络数字化世界，老

人的生活便被动与当代社会隔离开来，人们开始忽略身边的亲人，

人们的思维方式被控制、同时也造成了交流障碍。在数字化生存

时代，人的所有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体验都建立在网线连接的基础

上，即建立在数据之上 []。一旦人们希望借助数字化体验来活动

超乎现实的精神生活体验，现实生活空间就更加被挤压，逐渐舍

弃自身的内在超越性，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力。

（三）反哺失败加剧代际数字鸿沟

当代年轻人并未有足够的耐心反哺老年人，在教了老年人几

次使用手机，如何接听，如何挂电话老年人还是不会是显得极其

不耐烦。数字反哺是指年轻一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

长世代的教辅行为，属于代际之间的互动。

首先是代际信息鸿沟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消极现象。其一，

信息贫困者的出现。可以说代际数字鸿沟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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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贫困，即被称之为“信息贫困”，老年群体饱受信息匮乏的

困扰。其二，导致信息均享程度下降，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

日渐分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深刻影响社会建构。

其三，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脆弱性。现代化的简单快捷的操作流

程似乎并没有给这类群体带来便利。快捷的自动化服务并没有给

银发族的正常生活带来便利，反倒不利于银发族得知了阻碍。

其次是双边信任不足，代际反哺失败。其一，由于受到传统

的观念和文化水平的影响，老年人群体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

群体持有排斥态度，这导致了一部分善意的帮助可能会面临遭受

质疑、遭受拒绝的尴尬局面，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群体主动学习

数字技能的积极性。其二，社会刻板印象充斥着老年人过于迟钝、

不懂电子产品、学不会电子产品的使用的偏激言论和认知。其三，

部分子女对帮助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信息识别方面缺乏足够的

耐心，极大地打击了老年人主动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信心和积极性，

也阻碍了老人步入现代生活的步伐。

最后是精准服务的失败意味着资源和有需要的群体无法有效

对接。代际关系的松散、社区服务项目单一、社会组织服务零散

等现象昭示着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老年人寻求社会帮助的资源

是有限的，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反馈。研究表明，“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程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的力度越

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烈。社会服务机构缺乏在传统服务

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服务领域的意识，也失去提高提供个性化服务

能力供给的愿望。

三、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突围

在数字化经济日趋发展的同时，将数字化时代银发族面临的

挑战转化为红利，离不开以下措施：首先，以“包容”弥合“工

具理性”，通过提高老银发族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素养，提高对

银发族的包容度，给予银发族安慰和情感上的支持，提高老年群

体整体的抗逆力，加强数字居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其二，以“健

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落后”[]。通过社会公共服务的

健全，给予银发族以物质设施保障，通讯产业的普遍服务的实现

和农村偏远地区的通信覆盖水平，为数字代沟转向数字红利群体

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三，以“非数字化代替服务”弥合“数

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一）以“包容”弥合“工具理性”

在媒介产品开发阶段就应该将老年群体的需求纳入考量范围。

“数字先行”也要包容“边缘人群”，将用户定位提前到产品开

发阶段。仅靠数字化和在线诊疗对老年人帮助不够，可以采用在

线和理想相结合的混合解决方案，为会使用互联网的老年群体安

排视频会议、为不会使用互联网的人群留下电话号码和人工服务，

保障老年人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和问题得到解决。

在信息时代，技术改变了社会结构，每个人都被一套“合理化”

的信息机构和设施所掌控 []。生活的每个领域和方面都被网络渗透，

离开了网络，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弱智”[]。老人的情形应当被充

分考虑，应当深入挖掘原老年人群体的用户需求、特征、偏好，

最大限度地提升数字技术时代银发族的互联网接入率以及数字技

术使用黏性。

对社会成员实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也需要银发族主动提升

自身素养，掌握媒介使用的基础技能。其一，提升媒介使用率和

接触率，及时接收最新信息。其二，提高银发族对于媒介的阅读

和理解能力，增强对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及时补充互联网

知识。同时注意提升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最后，银发族需要主

要发布讯息对所取得的信息进行传播，减少银发族与信息享有者

之间的隔阂。

（二）以“健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不足”

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减少银发族的数量。从国家层面而

言，需要为银发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国家的“家电下乡”

活动在农村大量开展，帮助网络产品进入农村地区，同时拓宽基

础设施的建设范围。很多乡村地区，网络覆盖率差，居民的信息

接收速度较慢，与外界相比，更接近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生活节奏缓慢，由于技术设备落后，他们无法及时接收到信息。

数字技术是人创造的，应该为人的自由服务，用于提升人的自由

和解放的程度，人存在的本质是人的生存。从社会层面而言，应

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为银发族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实现区域享有

网络的均等化，推进数字资源的共同富裕。

（三）以“非数字化代替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首先，家庭是代沟和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且代沟和反哺在

社会的不同时代中同样存在 []。家庭成员应该为银发族提供主动

帮助，帮助银发族学习网络知识、学习简化使用智能手机。同时，

在学习过程中，给予银发族足够的耐心，以防止银发族自尊受到

伤害，从而丧失主动融入数字化社会的信心。其次，就社会层面

而言，社会服务行业需要保留人工服务，便于银发族可以进行现

场咨询。媒体也应带开发面向弱势群体的栏目和板块，丰富内容，

积极发挥作用，促进银发族数字转型。开展关于数字化生存中银

发族所面临的挑战及挑战应该相关论坛，呼吁社会更多人群关注

银发族的生存状况。

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银发群体应对时代更迭

所面临的困境，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落差，使得技

术真正为老年群体所用，克服老年群体获取、掌握和运用数字信

息的滞后性。归根结底，数智社会中的老龄服务的终极目标是以

老龄群体为中心，增强老年群体的主体性，而不是以数字技术运

用和发展为中心。技术应当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老龄化日

趋严重的大背景下，要求必须平衡好科技和人文、工具与价值、

理性和感性、秩序与包容等多重张力 []，让老年群体不再囿于“技

术”，突围数字技术生存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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