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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创新技术愈发广泛地运用于公共领域，提高了

社会治理水平和服务效能。我国正在快速地形成以城市

智能化和数字化为背景的新社会形态和新生活方式。然

而，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在带来机遇和红利的同时也带来

了新的社会问题——老年数字鸿沟。在数字化建设中，

老年群体正与中青年群体形成越来越大的信息落差，主

动或被动地与信息化时代脱节，被排斥在数字社会外沦

落为“数字难民”（陆杰华，韦晓丹，2021）。与此同时，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人口高龄化都呈现逐步加深的态

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5 岁及

以上人口总数约 1.91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13.5%（国

家统计局，2021），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年群体

的数量愈发庞大，然而老人却普遍存在无法自如使用智

能设备、无法享受智能服务等问题，很有可能产生与时

代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因此，在信息化和老龄化社会的

双重背景下，本文将探究老年群体在城市智能化背景下

的数字边缘化现象，试图启发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

路径。

1.2 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定量和质性的研究方法对城市智能化背景

下老年群体的边缘化现象进行探究，并具体分析老年群

体在数字化社会边缘化的程度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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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意义

在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愈发凸显的背景之下，探

究老人在智能化社会的边缘化现象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

重意义。

在理论层面，国内外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层面

的数字鸿沟，如区域数字鸿沟、种族区域鸿沟等，对年

龄层次的数字鸿沟研究仍不充足。其次，对边缘化群体

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移民群体、残疾群体、农村群体等，

对于城市老人因信息化社会发展而被边缘化的现象还未

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将数字鸿沟理论和边缘化群体

的社会学研究应用于老人群体，将会丰富相关研究的内

容，拓宽理论的应用领域。

在现实层面，对老人在智能化生活中遇到的障碍和

困难进行梳理和原因分析，能够让社会将更多目光投向

老人这一极易被忽视的群体，从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方

法帮助老年群体适应技术变革，融入数字社会，对消弭

数字鸿沟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2.1 数字鸿沟理论

“数字鸿沟”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政府公

告和媒体报道中，在传统上被定义为技术接入拥有者和

技术缺乏者之间的差距（Besser，2004）。社会中不同群

体对互联网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形

成（Riccardini，Fazion，2002）。美国学者 Attewell（2001）

将数字鸿沟分为“接入沟”和“使用沟”，“接入沟”指

不同人群在物质层面上接入互联网的条件差距，“使用

沟”则表示数字技能和使用上的结构差异，即不同人群

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不同。

城市智能化背景下老年群体数字边缘化现象的探究
——以成都、重庆为例

王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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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的智能技术广泛运用于城市的公共服务领域，然而数量愈发庞大的老年群体却普遍无法享受智能服

务，甚至存在数字边缘化的现象。本文在梳理数字鸿沟理论和边缘化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对成都和重庆两所城市的

老年群体展开调研，首先定量研究老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情况以及与技术使用相关的日常生活情况，再对城市中老人

出入频次高的社会机构——社区、银行、客运站和医院进行质性调查，了解场所智能技术的运用情况以及面向老人

的服务情况。最后本文将对城市老年群体数字边缘化的现象进行根源分析，启发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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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学者 Van Dijk（2002）依据影响因素将接入沟

进一步分为四种：精神接入——缺乏兴趣、缺乏新技术

吸引力和电脑焦虑导致的数字经验缺失；物质接入——

电脑和网络连接的缺乏；技能接入——教育和社会支

持不足或技术界面不够友好导致的数字技能缺乏；使

用接入——使用机会的缺乏以及不平等分布。Wilhelm

（2002）以接入互联网、使用公共电脑和私人电脑的

程度为标准，将互联网使用者分为“对技术进步免疫

者”、“边缘介入者”和“边缘使用者”。传播学者 Norris

（1998）则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将互联网使用者分为四个

类别：为了调查研究而使用互联网的“研究者”；为了

购物、获取财经资源的“消费者”；为了表达观点和看

法的“表达者”；为了从事娱乐活动的“娱乐者”。这些

研究以现实为依据，从不同层面对接入沟和使用沟的概

念进行了深化和总结，但大多停留于概念层面，对相关

理论的实际应用研究，也鲜少聚焦于老年群体。

2.2 边缘化群体的研究

“边缘化”这一概念最早在法国出现，指社会的某个

劣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的现象。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段京肃（2006）曾以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为研究对

象，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我国弱势群体在社会

性信息传播活动中得不到应有的传播资源和条件，丧失

了在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话语权，因而同社会主流阶层之

间形成了明显的“信息断裂”。此外，关于“割裂”的概

念也常用于边缘化群体的研究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2003）认为所谓割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

时代的成份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

展阶段。”

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使用的范围和强度上与青年人

的差异显著，有研究曾指出老年群体在上网目的、使

用网络应用的范围和地理位置上都明显少于青年群体

（Loges，Jung，2001）。中国学者陆杰华、韦晓丹（2021）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中青年群体能够将数字技术运

用于社会的诸多方面并从中受益，而老年群体只会基本

的技术和简单应用，因此老人在互联网使用中处于边缘

地位。此外，老年群体常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中较低的位

置，年龄效应和线上社会权力相互叠加，使得老年群体

始终被排斥在社会核心利益之外，在社会边缘徘徊。这

些研究都关注了老人在互联网使用中的边缘化地位，为

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将通过定量和质

性的研究方法，对当代老年群体信息资源和传播能力、

现实生活地位形成更加全面、准确的分析，从而丰富边

缘化群体的研究体系。

三、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分为主体和客体，以城市中 60 岁以

上的老人为主体对象，了解其智能产品的使用情况和就

医、出行、消费等日常生活，以及老人在智能化时代下

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状况；研究的客体对象则涉及老

人在城市中日常生活的环境——社区、银行、公车、客

运站、医院等。调研地点为成都和重庆两所城市的市区，

包含成都市青羊区、金华区、武侯区、温江区和重庆市

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开州区。最新的人口数据

报告显示，成都和重庆两所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且持续加深，同时经济增长迅速，城市智能

化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以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为例探讨

老人的数字鸿沟问题具有和代表性和可行性。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

访谈法等。

3.2.1 定量方法

定量研究方面，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对成渝地

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纸质问卷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

269 份。对于读写困难的老人，以代填问卷的方式完成

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共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

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受访者使用智能设备的相关情况，

主要对老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动机、种类、用途、频次、

学习情况等进行测量；第三部分为受访者在城市智能化

设施与服务中的生活情况，主要对老人消费时支付方式、

出行方式以及就医经历中遇到的智能困难进行测量。

3.2.2 质性方法

质性方面，走访社区、银行、公车、客运站、医院

等老人高频出入场所，并对负责人进行访谈。本次实地

调研共计采访了社区负责人 10 位、养老服务站负责人 1

位及街道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 1 位、银行工作人员 4 位、

公交车负责人 1 位、客运站负责人 2 位、医院工作人员 2

位，具体了解到了这些场所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和传统

人工服务的保留情况，老人办事所遇困难的情况等，以

期从侧面了解城市智能化对老人群体的具体影响，寻求

合适的解决方案。

四、研究结果

4.1 成渝地区老年群体使用智能产品的情况

在 269 名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

正在使用智能产品，使用最多的是智能手机。从学习途

径来看，多数老人通过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教授、和自

己摸索的方式来学习使用智能产品。从智能手机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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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来看，37% 的老人使用微信等应用与他人进行日常

交流，27% 的老人将手机用于浏览新闻、文章等文字内

容，25% 的老人会利用手机看电视剧、电影、小视频等，

还有一小部分老人会网购、使用搜索引擎、玩游戏等。

此外，问卷数据显示有 90% 的老人在智能手机的操作方

面等曾遇到过不同频次的困难。（见表 1）

关于老人希望何人来教导自己使用智能手机的意愿，

59% 为家人子女，19% 为同龄人，16% 为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由此可知，老人最希望自己亲近、熟悉的人来

指导自己使用智能手机。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中，使

用过专为老人设计的软件或老人模式的仅有 9%，而希望

使用到专为老人设计的软件或老人模式的应用的老人占

61%，说明大部分老人认为软件设计应该照顾老人的特

殊需求。

表2　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关主观意愿

希望谁指导自己

使用智能产品
比例

是否希望使用专

为老人设计的软

件或老人模式

比例

家人子女 59% 非常希望 31%

同龄人 19% 希望 31%

社区工作者或志愿者 16% 一般 9%

其他 6%
不希望 16%

非常不希望 14%

实地调研发现，使用智能产品的老人年龄段主要集

中为 60-79 岁，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仅 39% 使用智能产品，

因此老人的年龄越大，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越低。从受

教育情况来看，未受过教育老人的智能产品使用率仅为

22%；接受过小学到中学教育不等的老人中，使用智能

产品的比例为 63%；而接受过大专、大学本科教育的老

人中，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均超过 80%，由此可知受教

育程度越高，老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可能性越大。老人使

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还与其经济能力相关，经济能力越高，

老人更可能使用智能产品。

对于不使用任何智能产品的老人，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操作太复杂难以学会（25%）；认为麻烦不想学习

操作（23%）；已经习惯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31%）；

认为智能产品过于昂贵（8%）；认为没有学习的渠道

（5%）。

表4　老年群体不使用智能产品的主观原因

不使用智能产品的原因 比例

操作太复杂难以学会 25%

认为麻烦不想学习操作 23%

已经习惯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 31%

认为智能产品过于昂贵 8%

认为没有学习的渠道 5%

4.2 成渝地区老年群体出行、消费、就医、社区生活

的情况

日常生活方面，老人在平时的交通出行、就医和消

费等场景中，都遇到过不同频次的技术操作方面的困难。

交通方面的困难集中体现在乘坐火车上，车站广泛运用

网上购票、自动售票机、电子信息显示屏、无票化入闸

机等技术，因此老人难以适应，火车入站时不知道如何

出示健康码、不知道火车站或客运站等购票和乘坐的具

体流程、不知道如何验票入闸等。

在消费方面，有 86% 的老人采用现金或银行卡支付

的方式付钱，13% 的老人已经习惯运用微信或支付宝支

付来付钱购买。在使用现金支付的老人中，绝大部分都

能正常完成购买，但本次调查的 30 余名受访者表示自己

曾被拒收过现金，大多为街边的小摊贩。对于网上购物、

网上银行和移动支付的安全性，近一半的老人表示“担

心”或“比较担心”，而仅有25%左右的老人对此不担心。

表3　影响老年群体是否使用智能产品的客观因素

年龄
使用

比例
受教育情况

使用

比例

经济情况

（月收入）

使用

比例

60-69 岁 67% 未受过教育 22% 1500 元以下 19%

70-79 岁 54% 小学或小学以下 53% 1500-3000 元 58%

80 岁

以上
39%

中学（含未毕业） 71% 3000-4500 元 66%

大专（含夜大、

电大）
82%

45000 元以上 83%

大学本科及以上 100%

表1　老年群体使用智能产品的特点

种类 比例 学习途径 比例 主要用途 比例
使用智能产品遇到

困难的频率
比例

智能手机 70% 自己摸索 34% 使用微信等日常交流 37% 每次都遇到 1%

电脑 11%
子女或其他家庭

成员教授
56% 浏览新闻、文章等文字类内容 27% 经常遇到 33%

平板 10% 同龄人教授 9% 看电视剧、电影、小视频等 25% 偶尔遇到 56%

智能家居 9% 社区工作人员

或志愿者
1%

逛淘宝、京东等网店购买商品 6%
没有遇到 10%

智能手表 1% 其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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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医方面，超过 7 成的老人在近几年的就医经历

中因医院的智能化设施、就医方式、流程等感到糊涂，

在大医院就医时表现尤其明显。63% 的老人认为医院有

必要为老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如配备导医、志愿者等。

对于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老年服务站等设施服

务（可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用品代购、餐饮外卖、代收

代缴、挂号取药、上门巡诊等服务）的态度，超过一半

的老人持“非常希望”和“希望”的态度；还有 28% 的

老人对此持中立态度，认为建立与否对自己的生活不会

有太大影响，他们大多比较坚强独立，不愿意麻烦别人、

坦然地接受别人的帮助；21% 的老人不太希望建立此类

设施服务，普遍与此前类似服务中不快的经历有关。

4.3 成渝地区社区、银行、客运站、医院对老人的服

务情况

通过对社区负责人的采访了解到，由于不同社区的

发展建设情况及居民构成不同，所以社区对老人服务的

日常管理也有所差异。例如，部分发展较好的社区已具

备实时监测空巢老人居家生活状态的能力，设有培训老

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课程，并且与社区周边高校建立了

合作关系。然而，另外一些发展欠佳的社区表示由于资

金、地形等各种因素限制，所以针对老年群体的服务并

没有较好地开展和落实。比如，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社

区负责人就坦白：社区山高坡陡的地形特点确实导致老

年人居住有许多不便之处，加上社区散居和老旧的特点，

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欠缺，诸如无障碍通道这样的设施基

本无法落实。其次，几乎所有社区负责人均表示老人们

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较为迫切，因而各社区均开展过各式

的娱乐活动，包括跳舞、剪纸、包粽子等。但疫情期间

各种活动都无法再开展。疫情期间，各个社区为老人开

展的主要工作主要是上门慰问、发放口罩等。此外，大

部分社区设有敬老中心、老年服务站等各种专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的机构或组织，主要工作包括定期上门慰问老

人，定期组织活动，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等。在志愿者队伍建设方面，大部分社区表示配备有

长期性的志愿者队伍或社工，其组成包括辖区居民和社

会机构人员。但有一些社区负责人则表示志愿者队伍规

模较小，人手不够。在被问到社区是否愿意与高校建立

合作关系，开展相关活动时，各社区负责人均表示赞同

和期望，但是很多社区目前并没有与周边高校开展这类

稳定长期的志愿服务，大多是因为服务质量不高、老人

意愿不强等原因。例如，有一位社区负责人就表示：确

实有开展过大学生志愿者进社区服务的项目，但是很多

学生并不是真心想要陪伴老人或是为他们服务，他们普

遍由于学校的硬性要求或其它原因才来到社区，所以导

致整个服务形式大于内容，开展效果欠佳，社区牵头开

展志愿服务的频次和积极性自然也就降低了。

银行方面，通过对各区域银行相关工作人员采访得

知，由于很多年轻人直接在线上办理业务，所以来银行

线下办理业务的老人居多，办理的业务主要有理财、存

取钱等。老人在银行遇到过一些困难，主要有忘记密码、

不知道如何操作智能设备等。面对这些问题，银行一般

会安排工作人员指导其进行操作。同时，对于行动不便

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到银行进行业务办理的老人，银行可

为其提供上门服务或由其子女代办。然而也有部分银行

表示办理某些特殊业务时老人本人必须在场。

交通方面，根据在成都东站客运站及成都汽车总站

的实地观察及其负责人采访得知，客运站对老人主要提

供了自助售票、窗口咨询、开放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窗

口等服务。老人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不知道如何看班次、

候车区、票价，不知道如何操作自助售票机，迷路等。

遇到困难时，老人一般会求助咨询台、保安和路人进行

解决。

医院方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因此只对医院健

康码方面进行了调研。通过对医院负责人采访得知，大

部分 60-69 年龄段的老人都持有智能手机，并且能自行

打开微信小程序中的健康码，但大部分老人在健康码失

效后无法自行健康上报，需要子女或医院工作人员帮忙

填写。在 70-79 年龄段的老人中仅有少部分持有智能手

机，并且需要家人或工作人员的帮助打开健康码。80 及

以上年龄段几乎都使用老年机，进入医院首要选择人工

登记。

五、讨论与结论

5.1 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社会边缘化的程度和原因

在成渝地区老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老人获取信息

的渠道单一，信息资源的拥有和信息传播的能力有限，

与中青年群体的差距悬殊，形成不平等地位。此外，老

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与中青年群体相

差较大，城市中的新一辈人普遍适应由互联网搭建起来

的智能生活网络，而老人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老城区，过

着相对传统的生活，被智能科技阻挡在社会主流和新兴

力量之外。因此，本文认为，在当今数字鸿沟凸显的背

景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老年群体数字边缘化的现象。

该现象的原因分析如下。

老人的生理机能退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身体

各部分机能衰退，脑细胞明显减少，因此很多老人眼睛

视力下降，记忆力下降，反应力大不如前，自然对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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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很弱。智能产品功能强大但操

作复杂，衰退的身体机能不允许老人迅速适应。

老人对新生事物缺乏信任。根据问卷数据统计，超

过一半的老人对网络上信息的信任度较低，对网上银行、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表示怀疑。自身认知的局限、对新事

物的怀疑，直接造成了老人对智能科技的不信任。此外，

有许多老人亲身经历过或听闻过网络诈骗，因而不敢轻

易相信虚拟科技。在他们过往的经验中，即使麻烦一些，

但只有实实在在的、熟悉的东西才敢放心使用。

老 人 无 法 适 应 科 技 运 用 于 社 会 生 活 的 速 度。

Bengston（1976）曾提出社会崩溃与重建理论，认为环境

的各种因素会威胁和破坏老人的竞争能力，老人容易被

迫成为依赖者。中国城市化和科技互联网在进入 21 世纪

后蓬勃发展，智能技术几乎渗透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是老人并不是智能时代的亲身建设者，他们是被迫进

入智能时代的“移民”，当熟悉的生活生产方式不复存

在，新的技术如洪水般涌入时，老人势必会经历一个适

应过程。而又因其文化学习水平低，观念局限，往往需

要更多时间来学习和适应。年轻人迅速的适应能力和不

断创新的能力推动着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快速改变着

社会环境，老人的竞争力下降，不得不依赖技术使用者

而很难独立使用技术。

智能产品适老程度低。技术接受程度与“感知易用

性”紧密相关（Davis，1989）。互联网企业在设计智能

产品时，重点目标人群是年轻人，技术开发特点符合年

轻人的习惯。据实地调研结果，市面上的智能手机的老

年模式开发并不完善，没有充分考虑到老人的特点和需

求，使用比例和满意度并不高。除了血压仪、血糖仪等

产品，为老人开发的互联网产品数量非常少。目前智能

产品对于老人的操作难度来说仍然较高，即老人对智能

手机这一科技接受时的“感知易用性”降低，老人遇到

几次挫折之后便会失去兴趣和信心继续使用。

子女及整个社会群体的忽视。著名的社会交换理论

被应用于老年社会学，该理论指出老人的权利随着在工

作、健康、社会关系网络和财产上的失落而消失，只有

对掌握资源者顺从和依赖才能获得生存保障（王裔艳，

2004）。而智能技术的资源掌握者大多是中青年群体，因

此在权利正随年龄段下移的当今社会中，老人扮演者弱

者和边缘化人群的角色，他们普遍被忽视，甚至被歧视。

虽然社会大众逐渐意识到老年群体数字边缘化的问题，

但真正从自己做起去改变这一境况的人很少。受访的很

多老人提到子女工作忙，很少有时间教他们仔细学习智

能产品，教了几次后如果老人没法掌握，便也失去了耐

心。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老人遇到的智能操作方面的

问题，一般可以通过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家人帮忙来解决，

但是对于子女不在自己身边的老人来说，缺少子女的指

导和帮助，他们独自面对智能生活的各种场景时普遍显

得较为狼狈和尴尬。此外，目前大多数场所还未体系化

地提供专为老人开设的特殊通道或特殊服务，特别是如

今线下办事老人居多的趋势下，各场所为老人办事的力

度还不够，其实背后所隐含的心态就是重视程度不够。

老人在智能化生活中很难获取技术技能，漠然、忽视的

社会环境加大了他们融入智能生活的难度，而这反过来

又会加深社会对非主流群体的忽视态度。技术并不是一

种与生俱来的负担或边缘化的原因，但是因为不使用技

术或不理解技术而受到不同的对待时，技术便成为了老

人被推向社会边缘的诱因（Waston，2018）。子女和社会

群体普遍随意、不够重视的态度，正是导致老人被智能

技术边缘化的深层原因。

5.2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成渝地区老年群体和客体环境的调研，本文

认为城市智能化背景下的老年群体数字边缘化现象愈发

明显，并结合已有研究以及调研数据分析这一现象的根

源。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政府、社区、公共机构、互

联网企业和家庭应该直面这一问题，发挥联同机制，采

取措施共同发挥作用帮助老人融入智能化生活，让智能

科技更好地为老人服务，提升他们的满足感、幸福感。

本文虽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探究老年群体数字边缘

化的现象，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其主

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及范围的局限性，研究的样本数量不

足，抽取样本的地点不够分散，因此可能造成研究结果

上一定的误差。此外，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大多数

老人无法独立完成问卷，不同研究人员针对不同老人的

特点问询方式存在差异，因此无法保证问卷数据的绝对

准确性。今后的研究可以以本文和其它相关研究为依据，

丰富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更好地为治理老年数字

鸿沟这一社会问题提供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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