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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

大、程度深、速度快。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老年人力资源规模持续增长，鼓励老龄人再就业是响

应我国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鼓励老龄人积极面对老年生活、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之

一。互联网时代为社会群体带来了便利与便捷，让人们足不出户也能消费、产出。以数字媒介作为营生

手段，可以使老龄人居家实现劳动价值，不用四处劳累奔波。这也面临着跨越数字鸿沟的挑战，老龄人

作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如果能克服内生性等问题，将更有可能参与到当下的社会中，发挥自身作用

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新时代下，老龄人群的消费水平和社会贡献能力需要被积极引导发挥，而我们当

下所需要做的便是探索出有利于老龄人口再就业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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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mode unde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which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but in China, the scale of pop-
ulation aging is large, deep and fas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aging process, the scale of th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in China continues to grow, encouraging the elderly re-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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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China’s positive aging,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face the old life and realize their own value. The Internet era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social groups, so that people can consume and produce without leaving their 
homes. Using digital media as a means of making a living can enable the elderly to realize the val-
ue of labor at home, without having to work hard around. This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 of 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vulnerable group in the digital era, the elderly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play their own role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development if they can over-
come problems such as endogeneity. In the new era, the consumption level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need to be actively guided and played, and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ex-
plore new ways to facilita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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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

超过 20%，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人口加速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

特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我国在《“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提出实

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强老龄

人就业服务，促进老龄人社会参与[1]。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

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是全球的普遍现象，面临这项严峻挑战，国家提出“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等概念，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老龄化现象，提倡践行积极老龄观，鼓励老龄人群继续发挥作用，在

保证老龄人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和健全的养老服务的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发展，

为社会贡献自身力量。在全球社会不可逆转地步入老龄化的趋势下，老年人力资源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

下，提高老龄人口经济参与是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措施[2] [3]。对于老龄个体，返回工作岗位实现

经济独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老有所安，收获心理幸福，对于社会，老龄人再就业可以有效缓解“人

口红利”消退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由此可见，促进老龄群体再就业不论对社会

还是群体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数字科技迅猛发展，已经影响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极大便利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

人们劳动的参与方式和结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领人们进入 5G 加速时代，我国的科技力量、核心技术

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项技术与产业联动形成了新兴行业，如当代短视频直播行业，采用高新技术、

媒介实现人群跨时空共存，成为了人们娱乐和生活生产的主要虚拟场所。多项研究表明，在克服内生性

等问题，跨越数字鸿沟后，老龄人群使用互联网等数字化新型技术可以不断地提升消费和经济产出。同

样，互联网时代下新型技术的便利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再就业模式。 

2. 互联网时代助力老龄人口再就业 

目前，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已迈上了快速发展

的信息化时代，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渗透在各个年龄层。《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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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告》表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09 万人[5]。互

联网的普及率在不断上升，并向中老龄人的群体层层渗入，随着全国各地政府的社区科普、助老公益等

宣教活动广泛开展，老龄人掌握数字技能的能力也在逐渐加强，据报告指出 50~59 岁网民中至少掌握一

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为 72.8%，60 岁及以上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为 54.6%，50 岁

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近 30%。 
随着互联网普及率升高，网络文学、在线办公、网络直播和网络教学等依托互联网存在的众多新型

就业形态也逐渐显现，人们只需在无线网络下利用电脑或手机等移动端就可以实现工作变现，互联网的

使用为劳动人员提供了更多可能，实现了去雇主化和平台化，使人们的工作选择更加自由、灵活。伴随

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而最为

突出的是随着我国 5G 技术运用的日渐成熟，应运而生的短视频直播平台。《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65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474 万人，占网民整体

的 71.0%。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44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380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96.8% [5]。
短视频直播平台因其只需一部手机在无线网络下便可实现实时视频传输的便利性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

虚拟社群经济文化互动交往的最热媒介平台。其次，网络文学、网络教育等新业态的劳动主体也可以利

用直播平台获取热度、进行粉丝和教学互动。最后，移动互联网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实现超低准入门

槛，并且可以整合文化、社会等资本为一体实现文化整体性，使娱乐和生产两不误，有利于满足老龄人

口的文化精神所需而又实现轻松再就业的愿景。 
根据某养老机构的报告调查显示，近 60%的退休人群希望再就业，但是面临年龄带来的接受能力降

低等内生问题，就业机会难寻、劳动权益难保障等外部问题，一些如餐饮、保安、环卫等劳动密集型的

工作不应再作为老龄人口再就业的主要选择，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低准入性、便捷性，可以为时间闲暇的

老龄人口提供更多的劳动参与可能[6]。 

3. 互联网时代老龄人口再就业困境分析 

老龄人群作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一直面临着数字鸿沟的问题，这里的数字鸿沟指的是一种综合

性、多层次的差距，由于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对于信息拥有的程度、使用接受程度存在差距而形成[7]。
包括在技术硬件使用上的物理差距和使用能力、认知水平等非物质上的差距。例如由于年龄差距，老一

代的人群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无法与信息化时代接轨，不会使用手机和互联网进行基

础的线上交流。而造成数字鸿沟差距大，数字融入难的问题成因由多方面组成，可以分为主客观两个部

分，主观层面上，主要是指不同群体对新事物的兴趣度和接受度的心理态度；客观层面上，包含多方面

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等[8]。 

3.1. 主观原因 

第一，老龄群体的主观认知态度。接受一个新事物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度和接受观。郝少云曾提出“游

离数字弱势群体”，指的是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兴趣度较低，主观意愿上拒绝使用相关技术媒介的老龄群

体[9]。这类群体在成长环境与当下的生活环境中接触互联网数字媒体较少，对新兴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

持冷漠甚至排斥的态度，不愿意使用智能手机，不愿意通过任何信息媒介技术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甚至

有些农村老年群体因不愿使用互联网信息平台而主动放弃政府发放的资助补贴。我们可以从布迪厄的“惯

习”理论来解释老龄人群对互联网的低接受度，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在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关

系中孕育出来的产物，一方面寄寓着个体在长期的社会化经历中沉积的感知、思维和行为经验，另一方

面是个体主观性地将这些积淀外化为“性情倾向”，这样的性情倾向系统是持续的，可改变的，并在一

些情况下对个人的喜好、行动、决策产生影响[10]。比如从老龄人群的历史经验来看，他们过往社会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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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极少接触互联网技术和产品，二十一世纪初许多新型技术还未大规模地研发应用，互联网也未深入

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在老龄群体接受教育、进行社会交往的历史活动中，不使用互联网

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因而当下在面临网络使用时，他们受惯习的影响，首先会选择熟悉

的线下处理模式，比如在购物方式的选择上，老龄群体更倾向选择线下集市和市场采购而不是浏览线上

商场购物，这是他们的思维习惯。 
第二，老龄群体对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再就业的接受度。这和老龄群体从小接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联

系，也受他们的职业观的影响。有些老龄群体将暴露己身看作哗众取宠，认为将自己作为互联网移动平

台的参与主体，通过拍摄图片、视频、发放文字以及直播带货、教学等获取大众认可的工作模式，使他

们被放在虚拟平台上受大众凝视，有悖于他们的所学所识，并不可取。而有些老龄群体无法接受虚拟社

交模式，认为每天对着虚拟空间的人，像是在自说自话，从而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部分老龄

群体不愿接受互联网移动平台再就业模式 

3.2. 客观原因 

第一，老龄群体身体条件不足。老龄人口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由于年龄带来的身体机能下降、记忆力

衰退等内生问题。随着老龄人年龄的增长，其五感会渐渐衰退，感知能力也随之下降，身体的机能也大

不如前，身体活动性较差，体力、灵活度降低，不能从事长期劳累的体力活。而年龄的增长同样会影响

神经系统，伴随的是接受新事物能力差和记忆力衰退等现象。因而，在面对互联网新就业模式，学习和

认知能力的下降会影响许多愿意接受互联网信息媒体技术的老龄群体的学习和实操能力，从而使他们产

生退却感和恐惧感。 
第二，周边环境信息技术文化再生产不足。家庭、社会环境是影响老龄人群接受互联网信息技术的

重要因素。老龄人口退休后主要的现实社交对象是家庭成员和朋友，家庭成员和朋友也是老龄人群的信

赖对象，因而老龄群体的家庭成员和朋友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龄群体有着直接影响。例如，家庭成员

在带领老龄人学习使用手机时，因老龄人接受度低而产生不耐，导致老龄人主动放弃学习，或家庭成员

因老龄群体不会使用手机而不为其购买手机，将直接从物理层面阻断老龄群体接触互联网。其次，老龄

群体周边的朋友都不使用互联网，那么他们认知互联网、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产生兴趣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最后，老龄群体所在的社区是否会开展信息技术科普实践活动也会影响老龄群体接触和认知互联网技术。

因此，家庭信息技术文化再生产不足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数字鸿沟差距大，数字融入难等问

题的主要成因。 
第三，制度保障不完善。在互联网信息数字时代，老龄人群不仅必须面对“数字鸿沟”问题，就“就

业”本身而言，也存在许多潜在的问题需要面对。在这个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老龄人群作为弱势群体，

受自身和外在多方面影响，获取信息渠道狭隘，获取就业信息困难，甚至面临对现代化信息获取渠道的

不熟悉而被欺诈的风险。其次，因年龄原因所导致的身体机能退化、学习记忆能力下降等问题使老龄群

体在再就业时面临选择面窄，被接受度低等问题。 
互联网信息技术已成为时代之趋，不同年龄的群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洪流之中，这是数字媒体

技术带来的一场新的变革，是一场因为现实本身的躁动和嬗变所引发的不得不去跟随的一种变革[11]。因

此，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当下应探索的是顺应时代的新路径。 

4. 互联网时代老龄人口再就业新探索 

随着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鼓励老龄人口再就业是响应我国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鼓

励老龄人口积极面对老年生活、参与社会实践并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互联网数字化时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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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信息技术的普及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正在改变着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式，在这个时代，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旅游、购物和赚取收入，可以实时跨区域进行“面对面”交流。只需拥有一部手机，

处于网络畅通的地方，就可以解决生活中许多问题和需求，如网上社区管理，线上水电缴费以及外卖和

网购等服务。现有多个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老龄群体再就业率和消费[12] [13]。积极老龄化

政策正需要探索符合当下的一种健康的老龄人群再就业模式。面对以上问题探索新的路径。 

4.1. 调动个体积极性 

我们要从老龄群体的兴趣出发，调动老龄群体积极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惯习是在不断进行动态积

累的，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进行纠正、巩固和传递，从而形成调整了的惯习[14]。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面

对新事物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我们可以以老龄人的个性兴趣为出发点，从家庭的代际交流和社区的

教育实践活动出发，激发老龄群体的学习兴趣，强化老龄群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而“兴趣赋能”可以

有效调动老龄群体的学习积极性，利用老龄群体的“性情倾向”与对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兴趣度，从而实

现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学习，以数字“软着陆”的方式使老龄群体克服互联网信息技术恐惧感[9]，从而形

成调整了的新惯习。调整的新惯习的形成影响着老龄群体的再就业观，使该群体对互联网再就业模式的

接受度提高。当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老龄群体的态度不再是漠不关心和排斥，利用数字媒体再就业才

成为可能。 

4.2. 研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 

由于年龄带来的身体机能下降、记忆力衰退等内生问题是老龄人口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打

造适老化产品，通过简单易上手的使用功能引导老龄群体克服内生问题，跨越数字鸿沟，真正参与进入

数字世界当中。我们应不断发挥数字网络在老龄人群体的再就业的优势作用，根据现有技术，进行适老

化改造，着力构建安全、普适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打造智慧健康的老年用户群体的互联网数字媒体，

从智能交互、智能操作、多机协作等多方面关键技术研发降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操作难度，使老龄群体

轻松学习上网，利用数字媒体实现简易再就业。 

4.3. 促进老龄群体周边环境的网络文化再生产 

首先，家庭和老龄群体周边的社交环境对老龄人群接受数字媒体有着较大的影响，老龄群体的家庭

环境应积极耐心地参与带动老龄人加入数字媒体社会，带领老龄人学习使用数字产品，学习基础互联网

信息技术，鼓励老龄人群通过信息媒体技术参与到社会交流交往当中，增强老龄群体网络社交[15]。而随

着老龄群体周边社交环境的数字媒体渗入，老龄群体对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认知和接受度也会逐渐增

加，并产生兴趣愿意主动接触，这更有可能使互联网移动平台再就业成为老龄人口的优先选择。 
其次，老龄人口所在的相关社区可以开展老龄人群融入互联网的实务工作，如可以调动邻里互动，

招募志愿者进行帮扶老人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的帮扶教学，可以增强社区引导力打造以对互联网技术有

一定使用基础的老龄群体带动其他老年人的互助教学。其次，可以加强社区数字化宣传，通过打造数字

化社区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老龄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学习。社区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带动老

龄群体学习使用互联网，帮助老龄群体快速掌握基础技能，并且有利于打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使老龄群

体在互帮互助中排解孤独感，发挥自我作用。 
最后，政府可以积极开办老年大学，制定互联网数字技术课堂。通过细致的课堂教育，引导老龄群

体适应互联网信息时代，获取新技能。老龄群体可以自主申请进入学习，加强自身文化积累，从而获得

新技能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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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形成制度保障 

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为老龄人口再就业保驾护航，老龄人群在互联网数字化时代不断克服内生性

等问题时，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泄

露、网络诈骗以及舆论效应等网络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国家应当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规范个体在互联

网数字媒体平台的言论行为，抵制网络犯罪；第二，老龄人口面对“再就业”，存在再就业难、就业歧

视以及劳动保障缺乏等问题，国家应该从立法和制度的层面，对老龄人口再就业提供基本的权益实施和

有效保护。 

5. 结语 

积极老龄化政策的主旨之一是加强老龄群体的社会参与，促进老龄群体发挥自我效能，从而使老龄

群体老有所安，获得精神和心理满足。互联网深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时代之趋，我们的生产技术被

迫进行相应的转变。融入互联网数字化社会有助于老龄群体的社会参与，情感满足。利用互联网数字媒

体技术激发老龄群体的再就业潜能，使老龄群体在能享用新时代互联网娱乐功能的同时，实现再就业获

取经济资源，这是提高老龄群体社会参与感与获得感，实现经济独立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数字媒体技术可以为老龄群体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在过去，老龄群体多数因面临内外多种因

素，再就业时只能选择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互联网移动平台的介入使老龄群体面对再就

业时多了一种选择，这种互联网移动平台再就业的低风险、低门槛的特性更符合老龄群体身体状况的需

求。因此，借助互联网数字媒体技术可以打造安全、适老的再就业平台，互联网移动平台的使用更有助

于老龄群体个体劳动参与机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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