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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愈发迅速，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生活愈发智能化，老年群体对移

动设备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老年人媒介使用和接触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一变化体现

在文化生活中，则是新媒体以及出版行业对银发群体精神文化的重视和互联网科技研发端对智能阅读产

品适老化的改进，以此满足老龄化社会银发群体的阅读需要。基于此，文章分析了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有

声读物行业发展现状，从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出发，解读有声阅读APP适老化的内涵，分析了

现阶段部分有声阅读APP在适老化改造上出现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为老年群体更好地使用和

享受数字阅读提供便捷路径，促进有声阅读APP适老化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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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ging process of China’s socie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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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has made modern life more intelligent. The acceptance de-
gree and use demand of the elderly on mobile device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media 
use and contact of the elderly have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change is reflected in cultural 
life, which is the emphasis of new media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on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silver grou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telligent reading products suitable for aging at the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d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o as to meet the reading needs of the silver 
group in the aging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g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audiobook industry. Starting from the growing read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audiobook APPs suitable for aging,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audiobook APPs suitable for aging at this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strategy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path for the elderly to better use 
and enjoy digital reading, and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audio reading APP suitable for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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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生活逐渐成为常态的形势下，解决老年群体运用数字科技的困难，使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学是

促进老龄化社会良性发展的重点。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也

日益旺盛，新媒体以及出版行业作为文化产品的主要提供主体，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帮助

老年群体更快地适应数字化社会。我国相关部门曾先后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以及《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等，持续促进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为老年人提供

更好的数字包容服务。截止 2023 年 1 月，工信部已经组织 648 家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改造。 
以“乐龄听书”、“喜马拉雅 FM”为代表的有声阅读 APP 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一方面，老年人

闲暇时间增多，有条件去选择“阅读”“听书”，另一方面老年人普遍面对视力退化、听力减弱的现象，

不再能适应纸质书籍的小号字体。在人人都有移动手机的形势下，老年群体逐渐依赖于移动设备中的有

声阅读 APP，有声阅读市场彰显出较大的发展前景。目前，移动 APP 适老化改造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

仍旧存在适老化改造不充分、智能化服务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面对老龄群体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和数字

科技迅速发展交织的挑战，研究针对老龄群体的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发展是有必要的。 

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与有声读物市场发展现状 

2.1. 人口老龄化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不断增加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寿命不断延长但伴随出生率的下降，

老年人口比例连年增加，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我国作为人口基数大的国家，人口老龄形

势也较为严峻。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大陆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

量为 2.64 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 18.7%。自 2000 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 20 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5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章野 
 

 

DOI: 10.12677/ar.2024.112053 373 老龄化研究 
 

了 8.4 个百分点[2]，“预计‘十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 20%
以上，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到 2035 年前后，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成为愈发直观的问题。另一方

面，数字时代发展迅速，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网占总体网民规模的 13.0% [3]，
互联网普及率在逐年增高，但老年群体在数字网民中的比例仍是少数。在人口老龄化和数字时代加速发

展的双重背景下，庞大的老年群体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不断完善智能服务保障以应对老龄化带

来的数字鸿沟和社会负担。 

2.2. 有声读物行业发展现状  

有声读物作为纸质书籍和电子书籍的重要补充形式，不仅能满足读者的视觉还能同时提供听觉服务，

双重感官的使用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体验感。数字时代的有声读物能够减少对阅读者的限制，解放读

者的眼睛和身体，这一点尤其对老年群体适用。于是，有声读物在数字时代相较于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

展现出的优势，获得了大部分老年群体的青睐。 
有声读物率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兴起，但随着 2000 年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国内有声读物

市场开始扩大。根据数据机构 Omida 的统计，2020 年全球有声读物市场已突破 40 亿美元，2021 年全球

有声读物市场增至 48 亿美元，未来复合年增长率为 13.9% [4]。全球有声阅读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的有声阅读产业市场位居前列并且持续保持增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 19 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显示，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9.6%，其中 60 周岁以上的人群占比

7.2%，我国有三成以上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在听书介质上，成年人选择“移动有声 APP 平台”的比

例占比较高，达到 17.9% [5]。 
有声读物市场的发展有赖于新媒体时代万物互联的传播优势和在线音频平台研发端的技术优势，一

些有声读物的头部 APP 诸如喜马拉雅 FM 和荔枝 FM 平均 MAU (月度活跃用户人数)分别达到 2.621 亿和

6090 万。2020 年的特殊时期，“宅经济”应运而生，而使用有声阅读 APP 足不出户甚至不用一目十行，

也能了解新闻和获取知识，其智能化、便捷化的特点吻合了特殊时期的阅读需要，不仅受到喜欢阅读的

老年群体的欢迎，也博得热爱新潮时尚的青年群体的注意力。近年来，音频平台类有声读物虽然发展前

景向好，但在老龄化背景之下，标准版的有声阅读 APP 的操作模式、界面样式和内容设置等不适宜老年

群体的使用，有声阅读 APP 在适老化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3. 有声阅读 APP 适老化内涵 

3.1. 有声阅读 APP 概念界定 

有声阅读即能够发出声音的阅读资料或产品，是指用户凭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广播、家庭

智能语音系统等可穿戴设备终端为载体，选择阅读材料收听转换成的音频内容的阅读方式，其中音频内

容来源广泛，包括书籍、电台实时广播、影视剧解说、广播剧等。APP 即 Application，中文翻译为应用

程序，移动应用软件，指的是需要借助移动智能设备才能使用的第三方应用软件。有声阅读 APP 则是可

以通过播放声音的方式阅读文字资料、获取文字信息的应用软件，它通过将文字内容转化为声音，并提

供播放功能，让用户可以通过听声音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新闻、杂志等内容，不必受限于身体姿势或眼

睛。 
基于上述定义，文章所述“有声阅读 APP 适老化”是指移动端有声阅读 APP 针对 60 周岁以上的老

年群体，设有操作简洁易懂、界面精简、功能简易，字体大号等模式。目前软件市场主流的有声阅读 APP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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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喜马拉雅 FM、荔枝 FM、乐龄听书、云听乐龄版等产品。从类型上看，老年有声阅读 APP 包括独

立的老年有声阅读 APP 和内部集成适老功能的综合性听书产品，后者可以通过模式切换从标准模式进入

大字模式[6]。 

3.2. 有声读物 APP 适老化的必要性 

我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增加，老龄化背景下的大批老年群体的生理、心理变化会影响他们的阅读需求。

在快节奏阅读时代，老龄群体的阅读也愈发趋于碎片化和数字化，但老年人的身体各项机能退化和数字

素养的不足，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方式与老年人的阅读需求已经产生了矛盾。作为提供文化产品的主力军

出版行业，发掘、拓展和服务老龄化市场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社会机遇。 
老年人的视力减弱，不得不放弃“看书”进而选择“听书”。纸媒时代的纸质书籍产品，数字出版

时代的电子阅读产品都离不开人体眼睛的视力参与。老年群体伴随年龄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视力的退化，

老年人的视力敏感度下降，纸质书籍的小号字体或者局限于一定大小的电子设备显示屏上的文字已经使

老年人产生了较大的阅读困难。有声阅读 APP 可以将阅读资料转化为声音，将文字内容采取声音播放的

方式提供给读者，将“读书”“看书”变为“听书”，突破了老年群体的视力局限，在拥有移动终端设

备的条件下，有声读物能为老人的阅读需求带来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相较于无声的文字，有声阅读

APP 中充满感情、抑扬顿挫的声音能使老年群体处于沉浸式阅读中，增强体验感。 
老年人行动不便，纸质书籍和电子书籍要求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易使身体劳累。不论是纸质书籍

还是电子产品都需要老年阅读者群体坐在屏幕、书籍前，阅读时间较长且保持同一姿势会使其腰肌劳损、

肢体麻逼。吉登斯认为，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

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根据他对“脱域”的阐释，“脱域”可被理解为“时空分离”[7]。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将人类从特定的时空中分离，产生“脱域”。有声阅读与沉静的纸质读物或电子

读物相比，其中播放出的声音能够实现脱域化传播，有声阅读 APP 通过将文本内容以声音输出，能够使

老年人的阅读行为从时空中分离，不必局囿于姿势的束缚。老年群体使用有声阅读 APP 可以实现坐着阅

读、站着阅读、躺着阅读、一边干活一边阅读，有声阅读的可携带性和可移动性解放了老年群体的身体，

缓解因久坐和长时间低头造成的身体负担。 
老年群体的思维方式已经习惯于传统媒体时代纸媒营造的安静得阅读环境。新媒体时代的快节奏蔓

延至各个领域，受众的阅读方式也逐渐变得碎片化、表层化，短视频平台的内容阅读环境对老年群体来

说略显嘈杂。有声阅读 APP 将需要“用眼去读”的文本内容转化为声音输出给老年群体，为其打造一个

安静、能够深度思考的阅读场域。在保留原文本内容的行文逻辑、表达意义的前提下，满足老年群体的

阅读需求，打破了新媒体时代碎片化、表层化的阅读局限。 

4. 有声阅读 APP 适老化面临的困境 

互联网时代，我国老年群体基于社交、生活、医疗、购物等方面有较强的触网需求，尽管工信部组

织了部分网站和移动 APP 完成适老化改造，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有较多的老年人在上网使用有声阅

读 APP 时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4.1. APP 适老化版本内嵌其中不易识别 

目前除了一些独立的老年有声阅读 APP，多数内部嵌有适老版本的综合性听书产品的软件设计逻辑

缺乏人文关怀，即这种适老功能不易被老年群体发现，即使是识别出适老功能但也不了解应该如何激活

或访问。这种类型的阅读产品中的适老功能通常内嵌在应用的第二、三层界面中，老年群体需要经过复

杂操作才能使用，内嵌式软件的适老逻辑对老龄群体并不友好。因此部分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版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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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式化适老而没有真正本质化适老。除此之外，多数有声阅读 APP 缺乏对用户画像的分析，“是否开

启适老模式(长辈模式、老年模式)”此类弹窗提醒的设计缺失，而老年群体不易激活内嵌式的适老版本，

导致 APP 适老化版本的使用率较低。故而，部分有声阅读的适老版本看似是为老年人服务，实际上对老

年人提出了更高的数字素养要求。 

4.2. APP 图标和色彩设计不当易致疲劳 

随着年龄增加，人的视觉系统会出现视力退化、色觉不敏感、明暗适应能力变弱以及视域变小等问

题。当下，部分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版本的设计并未考虑到老年群体生理实际状况，他们面临着视觉

系统老化、眼球生理性衰老等一系列退行性疾病，如干眼症、青光眼、老花眼、白内障等[8]，这些难以

逆转的生理现象变化使得老年群体在面对 APP 复杂、明艳的色彩搭配时容易感到眼睛酸胀，无法轻松的

阅读界面文字信息。另外，老年群体的感官退化还表现在触觉和手指活动上，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

容易出现肢体活动速度减慢、手抖的情况。老年人的手指多数较为宽大和粗糙，手指敏感度也逐渐降低。

市场上的一些有声阅读 APP 的图标或组件的有效可点击区域较小，老年人难以精准点击，在想要打开该

APP 时易发生误触其他应用软件或点击之后并没有打开软件的情况。 

4.3. APP 功能复杂难以操作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银发一族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和阅读渠道，但这种便捷性却没体

现在阅读 APP 的操作上，主要表现为部分有声阅读 APP 的设计缺乏老年关怀如界面中的功能繁多，操作

复杂，老年群体在使用时会感到困难。例如市场上一款专门针对老年群体开发的阅读软件“乐龄听书

APP”，老年人在此 APP 上想要搜索相应书籍时只能用手机键盘打字输入，无法进行语音识别或者手写

输入，但很多老年人已经不能熟练使用汉语拼音键入文字；其次，该款 APP 的搜索栏仅限输入 10 个以

内的字符，对老年用户的精简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另一方面，部分有声阅读 APP 在使用过程中想要直接

“听书”，往往要在不同界面实施不同的操作步骤，而伴随年龄的增长，老年群体的遗忘率升高、记忆

力退化、注意力较难集中，对于新东西和新事物的接受转化能力减弱。阅读 APP 中需要老年用户去记忆

的界面和步骤较为繁多，不利于老年读者地操作。 

4.4. 适老版 APP 监督机制欠缺 

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群体的数字权益更易受到侵犯。2023 年工信部已经组织大部分的 APP 完成适

老化改造，通常在改造过程中 APP 会去掉类似弹窗或含有直接引导词语的硬性广告，但仍然会出现诱导

性的不良软性广告，平台监督机制尚不完善。有报告显示，超七成 APP 会在非必要的情况下获取用户隐

私权限。老年用户由于缺乏信息辨别能力，很容易默许 APP 提出的所有要求，对平台收集信息侵犯个人

权利的行为也全然不知[9]，很容易陷入一些“养生广告”“金融广告”“低价仿劣产品广告”等虚假信

息的陷阱。如一些有声阅读 APP 中为了引资会在平台内植入广告，老年人难以识别真假，点进广告进行

诱导性操作后，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丢失；不法分子也会利用 APP 中的广告链接通过诱惑老年群体

免费领取手机话费、红包、优惠购买商品等诈骗老人。农村中的老龄群体往往没有子女的陪伴，诈骗后

的网络维权十分困难，这种情况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5. 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突围路径 

5.1. 简化操作页面，提升老年群体阅读体验 

解决有声阅读 APP 适老版本内嵌不宜识别的问题，应将适老版第一时间呈现在初始界面，保障老年

人在想要进入老年阅读模式时能够简单激活和使用，这也是帮助老年群体满足阅读需求的首要，充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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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怀的软件设计逻辑有利于撕去老年群体“数字难民”的标签。其次，有声阅读 APP 进入适老模式后，

应根据老年人的视力习惯将界面字体应相应增大，图标放大；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的色彩敏感度下降，应

将此模式下界面颜色的饱和度适当增高，避免使用蓝色、绿色等明度较低的颜色而应选择黄色、棕色等

暖色调，方便老年人准确识别界面信息并作出选择。最后在字体形状的选择上，也应采用轮廓清晰、直

观可读的宋体或者黑体，保证文字符号的简洁性，确保老年读者能够直接识别，从而使有声阅读 APP 中

的文字、节目信息达到有效传播，减少老年群体的阅读障碍。 

5.2. 融合应用功能，为老年群体塑造智慧阅读 

老年群体的思维认知和接收能力有限，有声阅读 APP 的功能不应过于繁冗，应降低软件的使用门槛，

与老年群体的特征相匹配。例如，考虑到有些老年人不会拼音键入文字，在 APP 界面的搜索栏里应加入

语音识别或手写输入功能，有助于老年群体有效搜索感兴趣的节目信息，使老年读者实现无障碍听书。

在操作方面，复杂的操作流程和冗余的步骤会使老年群体在使用软件时感到困惑和迷茫，因此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也需考虑降低操作的复杂程度，删除中间环节，尽量一步到位，减少老年群体在操作过程

中的试错花费。此外，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网络环境和生活习惯，大部分老年群体的手机流量较少，并且

他们喜欢在散步、锻炼身体时携带便携设备“听书”，因此在功能设置上应增加音频下载、离线听书等

服务，便于老年读者将自己喜爱的栏目、书籍下载到便携设备中，在无网络环境中也能随时随地的听书

和阅读，增强有声读物 APP 的便捷性和智慧性。 

5.3. 完善监督机制，打造安全阅读场域 

APP 完善的监督机制是适老化效果深层提高的关键。针对部分有声阅读 APP 中的诱导性广告，APP
服务提供者应该严格筛选，禁止诈骗、色情等垃圾广告的植入。相关部门的多份适老化政策已经明令禁

止参与适老化改造的 APP 出现各类型广告，因此有声阅读 APP 在适老化改造中应该积极响应政策要求，

消除垃圾广告，不使用广告插件和诱导类按键，自觉承担起为老年用户打造安全、清朗的网络阅读环境

的责任。针对老年群体隐私泄露问题，有声阅读 APP 在适老化改造时需要避免其他机构或个人通过非法

方式获取老年用户的信息，自觉规范平台自身对于用户隐私获取和利用的行为。 

6. 结语 

数字化生活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群体而言不应该是阻碍，互联网时代倡导全民阅读的环境下，

银发一族也是不可忽视的阅读群体。在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版行业应该自觉肩负起人文关怀的社会责任，做好有声阅读 APP 的适老化改造，

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时代的阅读模式。当前，APP 的适老化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各界需要群策群

力，关心老年群体，在充分了解老年读者认知特征的情况下，将有声阅读 APP 改造成真正能满足老年人

精神文化需求的智能产品，将“适老”落到实处，温暖“快时代”中的“慢人群”，共同构建有声阅读

软件的适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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