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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数

字时代正式宣告来临。作

为信息的存在方式，数字时代让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趋向数字形式。在数字

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

资源的有效分配，构建起便捷、便利

且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给予整个社会

发展以重要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快速推进数字化建设进程中，随着

人脸识别、无现金支付等数字技术的

推广日益普遍，由于不同群体对网络

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上的巨大差

别，出现了大量的信息落差，“数字

鸿沟”问题日渐浮出水面。

“数字化”和“老龄化”两大浪

潮交汇融合是当代社会的一大鲜明特

征。民政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

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即将迈入

中度老龄化。值得关注的是，在“数

字化”和“老龄化”交汇的宏观背景下，

目前老龄群体中，接触互联网的仍是

少数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0

年 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9.40 亿人，

其中 60岁及以上的人群占比 10.3%。

这意味着，当下绝大多数老年人从未

接触过互联网。

人口结构迅速变“老”，科技产

品却持续更“新”，老年人是受到“数

字鸿沟”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人群。

当前老年人在数字时代面临着三大问

题：一是农村地区、低收入老年群体

对网络技术的了解有限，对智能设备

和网络技术的掌握较少；二是针对老

年人的诈骗问题层出不穷，安全、规

避风险的网络环境仍待完善；三是数

字化技术学习的渠道受限，推动数字

素养反哺是未来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总而言之，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时

遇到的种种“痛点”“难点”丞待解决。

2020 年 11月 24日，国务院办公

厅公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截至

2022 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

务水平要有所提升、便捷程度进一步

提高，线上与线下的服务配合要更加

高效，建立健全解决老年人“数字鸿

沟”问题的长效机制。下一步要响应

“十四五规划”适老倡导，助力老年

人跨越“数字鸿沟”。

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应加强智能

设备和服务的适老化建设，解决技术

带来的问题。要切合老年人的当下需

求，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比

如具备较大字体、鲜明图标、高对比

度文字等功能特点。“科技向善”不

仅仅是一个口号，企业应承担起更多

的社会责任，促进产品服务适老化，

研发界面简洁、操作便捷的设计，实

现一键操作、语音输入等多种便捷功

能，同时加强设备对方言的识别能力，

以方便不会普通话的人群进行使用。

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产品更新换代和产

业升级，增加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的

研发与供给、推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切中其现实需求

的服务，推动线上高科技养老产品与

线下养老服务有效衔接。

加强“数字素养反哺”，针对老

年人开展数字化技术的培训学习。数

字化时代正在更新对老年群体的界

定，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符号，并不代

表身体机能的衰减。随着平均预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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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提高，心理年龄更多决定了老年

人具有很高的学习动能，可以适应数

字化时代。数字反哺是整个社会应当

承担起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家庭、社

区、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和各地高

校可以整合技术资源、教育资源和公

益资源，利用好自媒体，构建专门为

老年群体提供数字化学习的智慧服务

平台，共同推进在线终身教育学习系

统等老年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提供专门的“老年通道”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便捷服务。着力消除老

年人在智能化社会中的数字鸿沟，不

仅要提高数字素养，也要从保留传统

服务方式的层面上入手。在医疗、社

保、民政、金融、电信、邮政、信访、

出入境、生活缴费等高频服务领域，

应保留线下服务渠道，以保证缺乏手

机及互联网知识基础的老年人能够

接受正常的公共服务，保留传统服务

方式“关怀老年人”，降低数字鸿沟

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政府要围绕老

年人日常生活需求，重视出行、就医、

缴费等相关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修订

工作。

加强数字化的法治化进程，加大

监管和打击力度。科学设计数字化法

制建设，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针对数字

化违法犯罪行为，根据各自职能出台

相应监管政策，以数字化牵引法治建

设。另一方面，在数字立法当中，需

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政府监管、平台自

治、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多元统一

和相互促进的制度，避免仅着眼于当

前面临的问题，而应该从长

远发展角度考虑。在保证老

年人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

上，消除老年人参与家庭、

社区、社会生活的种种障碍，

给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规

避风险的社会环境，积极培

育与塑造法制化的数字环

境，促使更多老年人参与社

会活动，成为信息社会的“享

用者”。

重视老年群体的实际需

求，加强老年人需求方面的

调研与评估。政策制定者、

技术开发者应摒弃过去基于

自身感受或是社会大众选择

出发而为老年人选择学习内

容和教学模式的惯性思维。未来无论

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一线服务机构，都

应该基于对老年人需求方面的调研和

评估，进一步提供硬件设施或软性服

务。既要重视老年人的实际接受能

力，也要满足老年人独特又多样化的

需求。未来应将老年人的需求融合到

制度从设计到最终落地的全过程中，

进一步明确众多实践操作层面相关细

则，包括如何落实数字反哺、如何规

范对老年人需求的调研与评估、“老

年通道服务”的办理流程等，让政策

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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