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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2021年，浙江省勇立改革潮

头，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着眼全局、布局未来的数字化改革，

成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当“数字化”遇上“老龄化”，

尤其是城乡大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自身数字技能

不足，社会学习途径缺乏，以及市场上涉老智能产品开发不

够等原因，导致城乡老年人与社会普通大众之间的数字鸿沟

愈发严重。

一、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1.社会智能化加速，数字鸿沟问题愈加凸显。长久以来，

老年人习惯于现金购物、排队挂号、在窗口购票等生活方式，

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加快，信息技术的充分运用，

老年人因无法适应数字化、“互联网+”的应急治理措施，

导致他们在扫码支付、线上缴费、网上约车、求医问药、网

上购票等方面遇到困难，频繁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同

时，老年人信息获取、识别和使用能力弱，不能有效应对网

络谣言和电信诈骗，使得老年人自身和一些子女对老年人上

网存在疑虑和担心，出现不使用智能手机，家庭不具备无线

网络，未办理流量套餐等现象。



2.学习智能设备的社会化途径不足，无法满足老年人需

求。随着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

联网 +”，老年人融入智能社会需求强烈，但老年人使用智

能设备很大程度上还需依赖年轻子女的指导，老年人因与子

女分居而缺少学习途径，在使用手机时遇到的困难得不到及

时解决，加上社会化的学习平台不足，导致留存在农村的老

人们更容易遭遇数字困境。

3.针对老年群体开发的 APP 少且功能适老化不足。目前

智能设备的消费市场专注于中青年群体，需要一系列的注册、

登录及支付等问题，操作复杂、功能繁多，老年人面临 APP

下载及操作问题，网络设置问题、账号注册登录问题。市场

上针对适合老年人字体字号大、使用功能少、方便易操作项

目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二、相关建议

（一）提高老年人智能设备保有率

1.出台优惠政策，对面向贫困老年群体低价出售智能设

备的商家进行财政补贴，为更多老年群体享有智能设备提供

更多便利；

2.倡导智能设备开发的相关企业，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出发，在保障基本使用功能的情况下开发使用便捷、价格适

中的产品，使手机终端产品的屏幕、字体、音量、电池容量

和操作步骤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适当地将智能辅具、智

能家居和健康监测、养老照护等辅助功能嵌入到智能化终端



产品中，对提高老年人的购买意愿。

3.推出一键接入人工客服、新闻朗读、亲情付费等特色

功能及老人特惠套餐，让老年人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享受智

能手机上网服务。

（二）创新数字技术培训形式

1.政府可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推动老年人数字融入

工作提供顶层建议，依托相关部门，通过开发老年人专用教

育网站，提供多种形式的网络培训，如录播视频、直播网课、

互动教学等，打造专属老年人的线上教育平台；

2.大力吸引社会第三方机构、从事养老事业的企业和非

营利组织，通过定期开设老年人“讲堂服务”，召集志愿者

辅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及日常生活场景中使用频次较高

的应用；

3.根据村社老年人口数量、学历层次和具体需求，为老

年人实施数字扫盲计划，定期举办老年人数字教育讲座、数

字技能大赛等活动，并对积极参与者给予物质奖励，吸引老

年人对数字时代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关注和探索。

（三）适当保留非数字化服务

1.保留使用现金、纸质票据、凭证、证件等老年人熟悉

的传统渠道或服务方式，保留人工窗口和电话专线，为

老年人保留一定数量的线下免预约或购票名额，来增

强老年人在数字社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围绕老人出行、

就医、消费、办事等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进一步推

进政务数据共享，优化政务服务，推进社保卡（老人卡）

一卡通全国互通与便捷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