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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智化”背景，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问题调研
李　想　陈　昱　曹安琪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　201209）

【摘　要】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越来越离不开智能设备，移动支付、网上购物、扫码点餐、行程码、

健康码逐渐成为人们享受“数字红利”的见证。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这些“红利”却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困难，本文主要探究在“数

智化”背景下，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问题，如何让他们虽“行动缓慢”“步履蹒跚”但依然能在社会的帮助下，走出“数智化”

边缘区，为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言献策。

【关键词】数智化；人口老龄化；建议

一、引言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60 岁以上的人口有 2.6 亿，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2020

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

上升幅度提高了 2.51 个百分点。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的不

断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因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便利，但老年人，

他们却被时代的潮流抛在身后，在后疫情时期，偶尔的疫情复发，

只要出门去商场、超市、银行等场所几乎都要使用健康码和行

程码，老年人因为不能出示这些而只能在门口徘徊，其实除了

健康码，国家鼓励“互联网＋”深入社会，企业也在向智能化、

无人化逐步过渡，应用市场里的各种 APP，都使老年人与社会

的发展越走越远，也引起了我们广泛的关注。

二、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状态

根据《中国“智能＋”社会发展报告》，我国智能社会发

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在初级阶段，“智能”

已经逐渐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融合，数字支付（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等）全面普及、共享单车便利出行、足不出户买菜

购物。2020 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城市社区老年人智

能生活边缘化问题逐步浮现。疫情期间，城市社区的防疫措施

主要是以出示、扫描健康码的形式为主，或者每日通过业主微

信群及时通报健康状况和体温状况，并下发防疫要求通知，在

新冠疫情尚存在的今天，大数据可以将大众走过的每一步精确

测量，同时也带来了行程码和健康的广泛使用，可以让我们快

速找到感染人群，从而做好疫情防控。然而这一系列看似智能、

便民的措施对于对智能设备学习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不

太友好，将老年人口排除在外，给老年人生活造成不便的同时

也加剧了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另外，如今的全民阅

读时代本该对老年人文化生活做出贡献，然而现实生活中老年

人群体在全民阅读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随着数字阅读形式的普及以及全民阅读时代的到来 , 占人口比

重较大的老年群体却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在“世界互联网

大会 • 互联网发展论坛”，发出了“数字赋能、共创未来，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呼吁，老年人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上同样不能被落下。人口老龄化将是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在这种情况下，要以更多关心

和重视搭建沟通智能生活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桥梁，利用智能

设备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一项需要长期奋斗的任务。

越来越频繁的媒体报道，比如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位老人一

个人在风雨交加的一天去交医保，因为柜台不收现金而非常无

助，工作人员说“不收现金，要么让亲朋来交，要么你自己在

手机上支付”，大连一位老人乘地铁时因没有健康码不让进站，

老人并不知道到健康码是什么，反复解释“没有人给我通行证”，

不少医院取消现场挂号，不断碰壁的老爷爷在门诊室的窗口外

情绪激动地大喊“你们不能把老人拒之门外啊”。虽然有法规

明确规定不得拒收现金等，但实际上，在数字化面前，老人们

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慌张，不会手机支付，不会扫码通行的他们，

在我们认为的便利中，在被健康码、手机支付构筑的围城里寸

步难行。2021 年 3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

家将大力发展普惠性老年服务。另外，在现行研究中，对于老

年人智能生活需求的论文调查研究较少，智能设备也正在向着

功能多样，种类多样化发展，而老年人所需要的安全性，稳定性，

以及对生活的保障却是缺失的。

三、影响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主要因素分析

（一）智能设备以及网络的普及率因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达到 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老

年网民的数量仅占我国老年人总体数量的 21.9%，即我国老年

人中有近 80% 的人不常使用互联网。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

一个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老年人产业如养老产业、老年人产品等给经济发

展带来了机遇，但是针对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却少之又少，

市场上出售的老年机也仅限于接打电话的简单功能，且大多数

智能产品主要为年轻人设计，字体较小且操作复杂。

（二）自身因素

老年群体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听力的衰退，精力不足、

手指灵敏度降低等原因，放弃选择网络世界，在接受新鲜事物

和未知事物上有一定的困难，互联网意识薄弱，经济条件限制，

对于智能生活需求关注较少，当智能设备向着功能和种类多样

化发展时，网络诈骗层出不穷，诈骗手段以及诈骗科技越来越多，

老年人所需要的安全性、稳定性却是我们所忽略的。

（三）家庭因素

老年人口的家庭对其智能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目

前存在的老年人一边渴望融入现代智能社会，一边又对其复杂

的操作感慨万千，老年人缺少对智能设备使用的学习，或许我

们想到曾经在我们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时，也是自己摸索着学

会的，但是老年人对于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降低，他们也需要

子孙辈来教学，在这个忙碌的社会，老年群体的孩子忙于工作

孙子忙于上学，他们之间的代际沟通以及家庭的陪伴和关怀却

是缺失的，当他们向孩子们请教时，往往得到的是不耐烦的回答，

长此以往，他们对于智能设备的学习就不了了之。

（四）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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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推崇对于青少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却忘记对于老

年人融入飞速发展时代的普及，对于网上挂号、扫码支付、健

康码、行程码，没有教学怎么会有学生？虽然现在老年大学也

有出现，但因高昂的学费，只允许少数老年人加入，这也是我

们养老产业的缺失。

四、解决老年人智能生活边缘化的方法和途径

（一）政府层面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不仅回应了社会的关切，还就出行、就医、

消费等与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给出了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在基础设施较差的边远地区，加大智能设备的投入力

度，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日常消费不得拒收现金，各地不得将

“健康码”作为人们通行的唯一凭证，体现了国家对于老年人

口的重视。政府部门带头为老年人口优化服务，具备授权代理、

亲友代办等功能，从而为老年人融入现代智能社会提供保障。

（二）社会层面

如企业、社区等社会各界，企业应该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使服务更加人性化，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感受，便

利老年人，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必要时候上门服务。对于智

能设备的生产，设计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降低智能设

备购买费用，软件开发公司，精简操作流程，使用一些简单的

手势动作即可操作。社区应该开设老年人融入智能生活课程，

以相声、小品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智能设备的重

要性，让老年人有意向学习，再为老年人提供灵活多变的教学

模式，让老年人切实跨越“数字鸿沟”。

（三）家庭层面

当老年人向子女请教智能设备的使用方法时，我们应该多

一点耐心，多一点时间，找合适的方法，教会父母更好的融入

现代智能社会，帮助父母长辈把字体调大，把屏幕调亮，把音

量调高，努力承担自己作为子女的责任，不仅在生活上满足父

母更要在精神上陪伴父母，满足老年人进行网上购物、订餐、

家政、缴费等各种需求。对老年人多一些包容、理解与关爱，

家庭重视与社会帮助逐步结合起来，老年人才能享受到“数字

红利”，走出智能生活边缘化的困境。

五、以上海市为例调查为老年人走出智能生活边缘化所做

的努力

在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 500 万，占户籍中人口的

3% 以上，着力解决老年人群的“数字鸿沟”问题，是践行“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在

2021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正式发布“推进生活数字化

转型三年行动方案”，目的是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基本民生、

质量民生、底线民生。这其中。“数智化”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就尤为重要了，所以市数字化办、市经济信息化委等启动“一

规范一场景一服务”项目，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针对一些软件应用、公共服务网站界面内容多、操作繁杂等问题，

比如验证码操作复杂、字体较小、界面内容多等问题，上海市

开展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通知”，率先在地方

提出规范的改造意见。

上海银行，作为沪上最大的养老金发放银行，在养老金融“数

智化”服务方面推出了针对老年用户量身定制的“美好生活版”

手机银行，这也是国内首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手机银行 APP 应

用。该应用画面简洁易懂，操作方便明了，是为了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将银行业务由线下转为线上，重点体现“安全、

简单、好用”的三大理念，以此使老年用户想用、可用、爱用。

在上海银行美好生活版中解决了老年用户使用手机银行时，担

心的不安全、不会用、不方便的问题。对于大家所担心的网络

金融诈骗问题，也取消了年龄超过70岁老年人的转账支付功能，

必须在家人的陪同下到网点经过审核才可开通，如今这款具有

“资金安全转不走”“操作简便易上手”“超大字体轻松用”“专

属优惠全拥有”等四大特点的手机银行目前用户超过 1 万户。

此外，在 2021 年底，上海将实现 66 家政府网站，47 个政务应

用和 23 家重点企业 APP 的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交行、盒马、

喜马拉雅等 12 家企业已完成了应用的第一个改造版本。

在老年人的数字化需求方面，目前上海市在“预约就医一

键成”“叫车出行一键达”“紧急救援一键通”“政策咨询一

键知”这些领域重点建设。力争在一些危机时刻推动开放共享实

时数据，将各种业务改造方便，线上线下互相结合，使得老年人

可以运用他们最熟悉的方式，最便捷的设备享受到“数智化”服务。

例如“政策咨询一键知”场景，就是依托呼叫中心平台、互联网

咨询、专业人士解答等功能。当老年人面对“数字鸿沟”时，他

们渴望有人教，可以边学边实践。现在，上海招募了1200多名“信

息助力员”服务队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为老年人提供

手把手“数智化”教学服务还有 600 名 60 岁以上的老年“数字

体验官”，以此促进互联网发展快速的适老化。另外上海老年大学、

浦东图书馆等 7 家单位作为首批“数字为老培训基地”，努力帮

助更多老年人成为数字时代的“见证人”与“享受者”。

接下来，上海在实现城市“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在今

年 7 月 21 日上海市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推进会上，

上海将启用“数字伙伴计划”，从改造互联网应用、建设“一

键通”场景、线上线下培训等方面入手，努力让老年人在数字

化转型中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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