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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日常生活中老年人的信

息交流情景，探讨数字鸿沟问题在老年群体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体现以及相应解决办法和建议。通过对相

关文献的调研发现：当下信息化发展飞速，老年人口作为占比1/4的群体，其网络信息交流的能力却并

不乐观。基于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老年群体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主要是受

到信息渠道的限制和个人意愿缺失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缩小数字鸿沟，助力

老年群体乐享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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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ways 
for peop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scenarios of 
the elderly in daily life, exploring the reflec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problem in the online infor-
mation exchang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Through research on relevant literatur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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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ho account for 1/4 of the population, are not opti-
mistic about thei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online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l-
lected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digital divide problem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the 
lack of personal willingnes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nar-
row the digital divide and help the elderly enjoy a digit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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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弥合银色数字鸿沟，加快老年群体数字融入进程，是积极老龄化和数字中国战略中的重要内容[1]。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并且正在加速进入数字社会，但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且老

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和数字化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今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且不久前文旅部发布了十个 2022 年智慧旅游适老化示范案例。

我国发布的一系列应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件和相关标准说明，发展成果应惠及广大老年人的养老生

活，老人面临的各类“鸿沟”应当努力消弭。我们也相信在我国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正确引领下，适合

老年人使用的数字产品将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适合，不断减小数字鸿沟问题，解决老年人信息接收不

对称问题，不断推进老年人参与数字信息化社会生活。  

2. 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老年人数字鸿沟获益阻力 

数字鸿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

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3]。 
全民智能化时代，可谓“扫码时代”，人人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方可出门，而老年人面对智能手机往

往望而却步，老年人从实际应用、心理上都陷入一种“数字鸿沟”的困境。 技术的发展使智能化成为历

史发展的必然需求，但老年人却往往没能融入这个使用智能化设备的人群中。 
随着当下我国各类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智能产品应运而出且得到大范围的应用，回望十年前

二十年前我们的生活，两者之间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生产

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加严

重，根据相关预测[4]表明：预计 2023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 3.7 亿，占比 25.3%。但相

关数据表明，当前我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中仅有 23%的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以

及出行中遇到许多不便，使得他们这一代人无法享受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捷之处，除此之外，由于

对数字产品操作的不熟练，极易受到网络诈骗，导致他们对数字化产品产生了消极心理，除此之外，由

于搜集信息的渠道缺失，导致他们对于一些当下流行的事物不了解、不明确，与家人交流起来不在一个

频道上，容易产生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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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字能力不足存在消极心理 

相关研究[5]调查表示，有三成的老年人希望留有一定的人工通道。老年人与数字技术的接触较晚，

因此他们在数字能力方面相较于年轻人来说存在很大的困难。首先，许多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计算机和网

络知识，不了解如何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索和交流，对于数字智能产品存在不自信现象，进一步导致了

他们对这些产品的抵触心理。其次，老年人的抗干扰能力较弱，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误导和欺骗。再次，

老年人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对新技术的适应速度较慢。 
面对当下冗杂度高、规模庞大的信息缺少辨别力，老年人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代入虚假信息中，

进入他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最终致使他们对互联网产生恐惧心理[6]，因而选

择不使用互联网。 

2.2. 缺乏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识 

近些年来，网络诈骗样式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由于对网络以及电子产品的不熟练，导致他们在网络

信息交流中极易受到网络诈骗、病毒攻击和个人信息泄露的威胁。此外，老年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较低，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严重制约了老年人网络信息交流的发展。 

2.3. 接收信息渠道缺失 

当下大部分的信息平台都是强交互性、强信息量，信息交流效率极高，老年群体作为毫无预警别被

推入数字鸿沟中的一代人，在面对当下这种信息冗杂度高、数量规模大的环境时，由于不能正确使用搜

索引擎获取准确的信息，致使他们想要找到需要的信息十分困难，仍然主要依靠以往的小团体内的社交

获取信息。 
年轻人在网络上体现出强弱关系社交并行的特点[7]。与年轻人相反的是，在即时通讯平台中老年人

的社交是基于强关系的熟人社交[8]，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对于网络上的陌生人突然失去联系并不会感到

孤独，且也不会有意的与他们进行联系，他们对于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依赖感很强，一旦熟人离去，他

们便会感到十分强烈的孤独感，同时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信息交流中获取的信息减少，对于信息的获取

相较以往欲望减小。 

3. 网络信息交流中数字鸿沟弥合办法 

3.1. “适老”先“懂老” 加强适老数字产品供给 

《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智能技术便于老年人消费、出行、就医等目标任务，想要让老年群体在网络

信息交流中更加方便快捷，不再费力，我们就要注意进行市场调研分析，了解老年人群的需求，进一步

开发适老化产业。关注智能产品的适老化，相关部门应当制定一个科学的适老化标准，制定完善相关产

品的技术标准，并且制定与之相关的政策，激发企业研究开发适老化的电子智能产品的积极性。企业应

当尊重老年群体的差异性，深入了解老年群体深层次需求，将通用设计理念纳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简化应用程序及使用步骤，从界面设计、语音提示、语言选择等方面提升智能产品的易用性、安全性，

配备专门的老年人使用指南，降低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困难程度[9]。以期为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老

年群体提供循序渐进的服务，激发老年群体进行网上信息交流的需求。 

3.2. 强化整治涉老诈骗 保障老年群体用网安全 

当前，我国针对网络安全所设立的《网络安全法》仍然存在一系列不足[10]，加快制定与网络诈骗、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做到了有法可依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切实保障老年群体在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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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流活动中的相关利益。相关部门应当规范智能电子产品在使用中个人信息采集的合法性以及保障个人

信息安全，加强技术监测，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拦截诈骗类信息，防止老年群体首档商品。严厉处

理用户信息泄露以及违规获取个人身份信息的行为。除此之外，社区也应当开展相关的老年群体用网安

全活动，让老年人科学用网，增强自身防范意识。 

3.3. 保留必要线下渠道 

“技术不是万能解药”，不可否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学习交流

效率极大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在推进数字生活进程的同时，

我们应当保留一定的线下人工服务窗口，做好老年服务方案。规范保障老年群体的需求，切实做好普惠

性服务工作，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办事服务，不可盲目推行数字化服务。 

3.4. 提高媒体的媒介素养 增强老年人信息素养 

不同年龄群体的用户的信息素养是不在同一水平的，将老年群体与年青人的信息素养混为一谈本就

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媒体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应当在面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用户时，充分考虑年龄

因素，将其对于信息的接受消化能力纳入到考量范围，媒体应当充分把握好传递信息中的内容的专业性

与通俗性所占比重，让老年群体对于信息更加便于吸收。 
应大力倡导并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为老年人能够继续进行各类学习提供设施和机会，使得他们能够

及时跟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步伐[11]。扩大强互动、强分享、强社会关系的与陌生人的信息交流比例，加

强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当下多是以社交平台为主的多向信息交流，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其实在这类

信息交流中更占优势，因为老年人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更充裕，他们的信息素养潜力不可忽略。当前为老

年群体提供信息素养课程的主要来源还是集中于老年大学、社区恶、图书馆，但他们之间却是相对独立

的个体，如果将其联系到一起，相信将会极大地提升老年群体的信息素养。 

4. 结语 

总而言之，当下老年人群体在信息交流情景中出现数字鸿沟问题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老年人在网络信息交流中对信息的获取缺少自主性、主动性，且当下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对适老化智能产

品的偏见，多数企业认为该方面没有广阔市场前景。另一个方面是受到城乡分布以及个人条件的影响，

老年人在对于智能产品的获取以及应用上存在障碍，导致他们网络信息交流无法顺利进行。老年人自身

作为智能设备发展的见证者，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数字化生活便利，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面

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我们应当仔细思寻对策，让老年人更好地跟上时代步伐、搭上数字快车，

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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