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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opulation is rapidly aging, 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the elderly has given a new meaning, and its market value cannot be un-
derestimated. In terms of investigation, the writer found some questions: th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is generally not high because they have low income; the infrastructure quality and 
scale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different regions is large; most cultural products have not met 
the demand of the elderly. Because the degradative organism of the elder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So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make responsibilit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elderly, support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and guide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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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人口快速进入老龄化，且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老年人文化消费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市场价值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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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觑。在实证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老年人收入水平低，制约文化消费水平，城乡间、地域间的基础设施

差别较大，文化消费市场符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较少，老年人机体的退化，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等问题。

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老年人的责任意识，培育老年人文化消费意识，重视老年人文

化市场发展，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文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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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快速进入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9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8.1%，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7,6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1 有专家预测 2020 年、2030
年、2040 年、205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达到 2.55 亿人、3.71 亿人、4.37 亿人和 4.83
亿人，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分别达到 0.29 亿人、0.43 亿人、0.67 亿人和 1.08 亿人。2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orecast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图 1. 我国人口老龄化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

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2019 年 11 月 21 日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

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战略目标，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基础持续巩固，财富储备日益充沛，人力资本不断提升，

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产品和服务丰富优质，社会环境宜居友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

适应，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 2022 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 2035 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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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3 如何切实保证老年人安详度过晚年

生活，让社会发展更加和谐稳定以及如何挖掘老年人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是养

老消费的重要课题，本篇论文从老年文化消费视角开展调查，分析老年文化消费现状特征，并提出政策

建议。 

1.2. 研究意义 

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写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让老年人身心

愉悦，就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满足他们造福社会的心理，充分发挥老年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实现他们的价值。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完善，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

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作为高层次的精神消费，是国民追求生存价值、实现幸福的必要途径。文化消费是

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

等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

全球化的特征。现在老年人文化消费主要在于：体育健身和文化娱乐两大类，对于高科技方面涉及较为

少，现在手机支付手段如微信，支付宝流行，老年人如果不能熟练的使用这些新兴实物将不利于他们的

消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年人的退休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晚年的消费水平。很多老年人只能

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对于文化消费方面还没有很深的认识，现在文化消费市场上的老年人专属文化消

费产品较少，而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对精神文化感兴趣，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3. 老年文化消费文献综述 

1) 关于老年文化消费的特征研究 
老年公共文化消费主要以锻炼为主，活动主要涉及体育文化，包含广场舞、空竹、骑行及长跑。公

共文化安全需要，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过程的安全保障因素，涉及公共文化设施及环境空间设计的无障

碍化及文化内容的健康化两大方面；文化交流需要，随着经济增长，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化交流越来越

受到老年人的关注[1]。 
2) 关于老年文化消费存在问题的研究 
未富先老，对于城镇老年人来说，养老金是老年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目前状况是一些城市的老

年人养老金不能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而农村老年人基本没有养老保障金，老年人体能下降和收入较

低的双重现实抑制了文化精神需求[2]。老年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存在问题，从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现

状调查分析来看，现有公共文化设施无论从人性设计方面还是从设施数量上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

要[1]。在文化消费模式方面，老年人越来越喜欢通过新方式进行消费。但由于对操作复杂，电脑等科技

产品的学习和使用能力有限，老年人的信息消费水平普遍低，信息消费市场不规范，不健全且不完善，

限制了老年人的信息消费[3]。城市老年人群体对文化消费意识增强，但消费选择比较随机。越来越多的

老人愿意花钱在娱乐活动上，但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高[4]。 
3) 关于老年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老年群体文化消费市场研究不能忽视文化资本存量，老年群体文化市场的培育要多方面力量参与，

通过多元文化产品的提供刺激老年群体文化消费需求[5]。提高年轻文化资本的始存量，通过教育来培养

居民的文化消费意识。同时也需要政府补贴来满足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在社区组织

居民参加文娱活动来增强文化消费。对于提升老年人文化消费的供给端和消费技术的升级，政府需要从

不同渠道进行监督，在数量上保证老年人的需求，在质量上严格把控。通过价格和税收等财政政策来提

 

 

3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47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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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老年人年轻时期文化消费数量，提高老年群体的文化消费水平。对于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的

问题，应升级区域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6]。对于老年人如何使用手

机等高科技技术这一方面，可以让青年一代帮助老人，提升老年人法律保护意识，提升老年人操作电子

产品的技能。目前我国退休后养老金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间，城市内部间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过大。传

播新型养老文化，培养健康的消费观[7]。通过各种方法激活老年人文化消费，比如让传统戏曲进社区，

在戏曲的推广过程中，前期要做好充分调研，去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了解老年人对戏曲的需求，喜好。

多渠道定制专属阅读节。面向老年人读者的报刊针对老年人的特点，从个个角度提供为老年人服务报道，

理财信息，旅游咨询，健康知识以及文史类知识信息。并且可以适当的给老年人推出低价促销活动刺激

消费[8]。 

1.4.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首先通过查阅国内关于老年人社区文化，老年人旅游消费，老年人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平台，文化

消费特征，老年人教育等内容，了解了老年人文化消费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国内学者对老年人文化市场相

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提供了选题的理论资料，通过整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对相关研究的总结

借鉴，参考相关政府公开的文件，从构建老年人文化消费市场的角度，发现要切实做好老年人文化服务

体系，需要从市场的供给，财政投入，社会力量等多方面角度来解决问题。 
2) 问卷调查法 
拟通过在北京市，湖南省娄底市，怀化市，河北省邯郸市这几个地区为主的城区，乡镇，和城乡结

合区域进行问卷投放，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整理分析，从老年人自身文化需求和经济水平，以及实际的老

年人市场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发现老年人文化消费市场存在诸多问题。问卷共收回 420 张其中有效问卷

为 404 张，问卷设计分别从个人基本信息，现有经济情况能否满足文化需求，文化消费类型喜好，文化

消费市场产品情况，社区文化消费服务满意度，旅游文化消费满意情况，新文化消费手段老年人使用情

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3) 访谈法 
利用在校期间的空余时间和假期时间通过走访，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与街道社区，社会委员的等

政府部门，文化服务领域组织，社区居民，各大公共场所老年人进行面对面沟通，了解到了老年人的客观

需求以及政策实施情况，听取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归纳与论文的调查数据共同形成论文依据。 

2. 老年人文化消费现状 

2.1. 老年人现有购买力水平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统计，中国目前有近 50%老年人家庭月收入超过 4000 元，88%的老年人享

有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这一比例更是达到 92%。可以说明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具有一

定的消费水平并且懂得享受，爱生活，其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现有生活水平能否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选题，结果为完全满足占 11.11%，基

本满足 44.23%，部分满足 22.06%，完全不能满足 22.3%。可见基本满足占比最大，完全满足占比最少。实

地访问过程中，很多老人反映自己的养老金和退休金只能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很难涉及到，很多

老人不想麻烦子女，有时为了让子女们减轻压力还会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帮助他们。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很多老年人晚年文化消费水平低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退休金少，二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相关的养老意识。

在退休金少的情况上农村留守老年人情况较为突出，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以养老金为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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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ld age pension 
图 2. 老年养老金组成情况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平均水平的 22.5 倍。就我国养老意识方面可以从

养老保险业方面来看。现在养老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大部分是由国家承办，不仅覆盖面小，而

且水平也不高。对于国家承办的养老保险，主要面向的是城镇职工群体，属于强制性参保的范畴，这在

一定时期内解决了城镇职工的养老问题，但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需要养老保险的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

如下图 3： 
 

 

Figure 3. 我国基本养老参保保险变化 
图 3. Changes in China’s basic old-age insurance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9.47 亿人，比上年底分别增加 443 万人 4，从侧

面也反映我国养老意识不强，但是总体趋势是处于上升的阶段。 

2.2. 老年人文化消费需求 

老年人文化是政府，社会或家庭在老年人物质赡养，生活照料有所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的一种慰藉。让老

年人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身心快乐健康。老年人文化消费明显区分于老年人物质消费，文化消费方面更

多的是传统文化以及精神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自身的变老以及各项机体功能的减弱，难免会造成一

些负面影响比如孤寂，失落，痛苦，此时文化消费生活就能够让他们抵消这样的情绪变得心情愉悦和平静。 
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您对文化消费的需求程度”的选题结果如下图 4： 

 

 

4https://www.huaon.com/story/4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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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老年人文化消费需求情况 
图 4. Cultural consumption demand of the elderly 

 
从图中非常需要文化消费和需要文化消费占了调查老年人群体的 86%可以看出老年人对文化消费的

迫切需求，从调查问卷的学历分布情况来看，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上的选择非常需要和需要的人数占比很

大，而中专和中学程度的学历选择不需要的占比为 90%以上，进一步证明了文化消费需求与学历密切相

关，学历高普遍收入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在生活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消费，而且大多

数学历较高者在年轻时期接触的新事物，新观点较多，养老意识较强，会留一部分储蓄作为养老金使得

其在晚年消费水平能满足其对文化消费的需求。 

2.3. 文化消费类型 

文化消费主要有旅游，大型音乐或戏曲表演，体育运动，以及民俗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安抚老年人

的心，使其得到满足。老年人文化消费类型主要有：社区文化消费，旅游文化消费，居家文化消费。对

于社区文化消费，社区有很多运动器材，时常也会办一些大型的表演活动以及名家讲座。旅游文化消费

主要是外出旅行，其中老年人比较倾向与名胜古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景点。在文化景区一些有趣的

民俗小吃，民俗活动如戏曲，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都是老年人的消费对象。居家文化消费主要会涉及现

在的科技产品比如手机。对于一些书香门第家庭往往会有很多藏书还有专门的家谱与家风文化建设。 

2.4. 老年人文化消费服务现状 

1)老年人文化基础设施现状 
基础设施作为文化消费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老年人享受文化服务的程度。

对老年人来说，除了应享受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基层文化活

动中心，社区的基础设施便是文化消费的首要阵地，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与否是首要问题，笔者设

有“社区是否有适合老年人运动的器材”的选题，结果如图 5： 
有和没有的占比几乎持平，在实际访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社区器材常常出现闲置的情况，而且各个

社区的服务设施质量层次不齐，有些社区服务设施完备，有些社区服务设施不行。社区是老年人活动最

密切的场所，但是由于很多社区是老式社区没有电梯，很多老年人不得不爬楼梯，老年人本身机体较弱，

摔伤的可能性很大。熟话说“活到老学到老”，随着我国老年群体对文娱教育日益强劲的需求与匮乏的

产品服务供给之间的缺口逐渐拉大，老年教育市场逐渐受到资本重视，老年人大学将成为老年人常去的

栖息地。2016 年国务院发布《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标志着我国首部老年教育全国性行

政法规的诞生。随着我国少子化、老龄化继续发展，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增长趋于停滞，老龄人口抚养比

逐年稳定上升。2018 年，我国未成年人口抚养比为 23.7%，老龄人口抚养比 16.8%。根据前瞻产业研究

院的测算，老龄人口抚养比最晚将在 2029 年左右超过未成年抚养比，养老问题成为社会焦点。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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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社区老年人运动器材情况 
图 5. Sports equipmen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作为文化养老的一种 z 重要方式，其需求将随之迎来爆发 5。 

2) 文化产品供给情况 
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

同并影响文化行为。基于个人和集体创作成果的文化商品在产业化和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过程中，被不

断复制并附加了新的价值。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电影、录像带、视听节目、手工

艺品和时装设计组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商品(冯宗宪，郭根龙，2008) [9]。笔者设有“现在文化市场消费

产品符合您的喜好吗”的选题，结果如图 6： 
 

 

Figure 6. 老年人文化产品市场情况 
图 6. The situation in the market for cultural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由完全不符合占比为大部分，符合占比最少可以看出现有文化消费产品到多数不符合老年人喜好，

符合喜好的产品较少，可见老年人文化产品市场的供给没有充分了解老年人喜好以及做充足的市场调研。

在实地访查时，笔者还了解到旅游文化消费经常存在专门欺骗老年人的情况，景点纪念产品市场质量层

次不齐很多景点存在乱报价的情况，对于社区老年人文化消费方面，笔者设计了“所在社区提供的文化

养老服务满意度如何”，结果如下图 7 所示： 

 

 

5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300/191106-4470ef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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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社区文化养老服务情况 
图 7. Community cultural old-age service 

 

由图可知老年人对社区文化服务不满意占比大于满意占比，在实地访查过程中，社区文化服务普遍不符

合老年人喜好所以参与程度低，部分社区因场地闲置，资金短缺等问题无法开办相关的社区文化活动等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网络上丰富的内容使得其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多度依赖网络使得老年人“网瘾”群体逐渐扩大。数据显示，2018 年 6 月中国网民占比中，

老年网民(60 岁及以上)群体达 7.1%，整体规模已超半亿人。6 网络上文化产品多种多样，对于老年人来

说足不出户即可享文化之乐，网络文化消费的力量不容小觑。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有“您会使用智能手

机吗”和“您会用新媒体吗”的选题，结果为下图 8 和图 9： 
 

 

Figure 8.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情况 
图 8. Smartphone use of the older people 

 

 

Figure 9. 老年人新媒体使用情况 
图 9. New media usage of the elderly  

 

 

6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80913-442ed9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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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十可知智能手机的情况，会使用和一般与不会使用的情况几乎持平，老年人不会使用新媒体的

情况占多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75.8%的中老年人会上网看新闻资讯，超过半数的中老年人(56.6%)可
以自己搜索，还有近半数中老年人(45.9%)会关注浏览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根据焦点组访谈的分析，中老

年人上网浏览的新闻以国家和社会时事新闻为主，较少关注娱乐新闻。主要的搜索内容包括菜谱、出行、

旅游相关信息。浏览的公众号文章主要围绕传播正能量、养生保健、运动健身、生活小窍门等话题。7

但是技术是把双刃剑，中老年人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捷的同时，风险随之而至。根据《中老年人上网状

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30.4%中老年网民遭遇过保健品诈骗，25.1%遭遇过红包诈骗，24.2%遭

遇过中奖诈骗。 

3. 老年人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文化设施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原因 

1) 缺乏适合老年人的规划 
虽然在公共交通方面给予老年人充分的优惠政策以及高度的服务意识，经济和安全问题显然不是影

响老年人群体出行的主要问题。老年人去文化场所不方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机体的退化，可能会记不

清路线，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低，一些新的文化产品信息的获取往往趋于被动。 
2) 基层文化中心利用不足 
社区文化(站)，乡镇文化室，在建设之初都是按照标准建设的，图书阅览功能，文体活动室，室外活

动场地等都是社区活动中心所有的。虽然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目的时为了社区周边居民使用。但是开放时

间往往不合理，开放时间多为工作日而工作日老年人大多要照顾孙辈使用时间较少。而这些社区文化站

往往和宣传挂钩，经常被占用，本身社区有限，功能被划分后空间利用就不足。一些大型公园以及在社

区，老年人运动大多为跑步，老年人普遍喜欢的广场舞因为音响设备的限制以及受环境和占地的限制无

法开展。 
3) 老年人大学的困境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没有把发展老年教育纳入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教育规划和民生计划，老年

人教育没有按照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的理念，纳入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结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经费投

入的相关规划中。对民办老年学校及各类教育场所的建设听之任之，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及制度管理。

政府在老年学校建设上的经费投入不足，由于政府部门的投入不足，仅仅依靠募集资金以及学员交纳的

学费办学导致多级办学格局迟迟不能建立，有些经济条件欠佳的老年人上不起老年大学。从事老年教育

的教师待遇相对较低甚至有些是无偿劳动，专业教师通常不愿“低就”接受老年教育教师职位的聘任。

教师队伍人员不稳定，从而也就无法保障教学质量。目前，我国老年学校的教学内容基本上以书法、绘

画、摄影、戏曲、烹饪等兴趣班为主，而对与老年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老年保健、金融理财、电脑网络

等内容则涉及很少。在教学方式上，老年学校主要是采取课堂教学的形式，并且教学方式大多不规范。

从整体上来看，老年教学对于空中讲堂、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的应用也不够。这种僵化的教学

方式致使一些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无法接受到良好正规的老年教育。 

3.2. 文化供给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原因 

1) 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现有市场上专属于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消费品生产企业还是

经营企业，生产经营青年和儿童用品的企业要远多于老年人用品企业，老年人消费品的购买产所不集中，

 

 

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2/c_1122572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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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城市商场，超市都很难找到老年人专用品商场，甚至大型超市也没有老年人用品专柜，即使有也

经常被商家当作附加品来销售，摆在市场不起眼的位置。 
2) 大多数文化产品不适合老年人使用 
老年人用品种类少，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消费观念也在变化，不少老年人也希望接触

一些新鲜事物，消费的多样性趋势日益明显。大多数商家经营老年人用品比较零星，商品式样比较单一，

可供老年人消费者挑选的余地较少，许多只能勉强购买。大多数老年人用品设计过于复杂，由于老年人

本身机体的衰退，反应较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弱，对于操作复杂，使用不便的产品，大多望而生畏。 
3) 文化产业和市场的不规范 
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狭窄而营利周期长，使得许多文化产业公司未能及时获得有效融资，企业发展受

阻。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种创意经济，但是国内产业大都集中在大项目，硬件设施建设，忽视了文化产

业的本质。文化产业竞争力往往体现在核心人才身上，如果整个产业缺人才，其核心竞争力就不会取的

优势，但鲜有文化产业专业人才不足。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许多文化产业没有更上城市的发展，

导致许多文化设施不足，城市文化氛围不足。 
老年人文化市场比较单一往往趋向于旅游，电影，戏曲表演，运动锻炼，书本。而市面上为老年人

专门定制的旅游产品并不是很多，此外由于老年旅游产品本身涉及到人身安全等问题，公益性较强，符

合规范的旅游产品就更是少之又少，服务标准缺失、配套设施缺乏、安全无保障、低价陷阱、跨地域沟

通交流等问题已然成为困扰老年旅游发展的棘手问题。甚至催生了诸如买保健品送旅游等“挂羊头卖狗

肉”的市场欺骗行为。对于电影方面，除题材的因素之外，电影票价较高、互联网购票手段生疏、没人

陪伴，包括视力、听力条件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际生活中老年人观看电影的热情。戏曲表演

方面也因地点远近，获取信息不便，个人出行不便等因素而让老年人止步。 
4)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不高及原因 
街道社区基层文化组织的老年人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形式单一，重复率高，缺乏创新，内容水平相对较

低，过于业余。街道社区缺乏基层文化人才，在招聘人员过程中也缺少对专业人员的招录，使得指导基层文

化工作困难。社区的文化团队缺乏专业老师知道，老年人群体往往只能形成简单的广场舞队伍，健美操队伍，

像合唱，朗诵等形式几乎为零。基层目标任务多，财务经费少，往往出现只求数量不要质量的情况。 
5) 运用互联网较少的原因 
类似于移动支付、一键预约等典型的互联网生活方式，通常只有少数老年人可以熟练的操作这些流

程。面对海量互联网产品的更新换代，那些低收入、生活条件差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由于接受新

事物能力的限制，都表示对这种主流的生活方式感到无所适从。从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上说，有些农村地

区由于生活条件有限，缺乏例如电脑、手机这样的上网设备，另外也有一些城市里的老年人已养成的消

费习惯让他们拒绝承担网费、流量费，所以就尽量避免使用互联网。在目前的主流市场上，互联网开发

基本是围绕年轻人设计。不会用、看不懂、操作复杂成为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最大障碍，界面繁杂、

操作繁琐，手机到手好几年，大半功能没搞懂，完全处于“待机”状态，这就造成了许多老年人索性放

弃了融入互联网社会。另外，老年人由于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加上对互联网使用的刻

板成见，让老年人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界时，感到无所适从。网络市场的不健全让易上当受骗的老

年人容易落入陷阱圈套也让老年人在一方面敢使用网络。 

4. 老年文化消费政策建议 

4.1. 对政府的建议 

1) 推动老年人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3040


吴紫涵 
 

 

DOI: 10.12677/ass.2020.93040 267 社会科学前沿 
 

政府要出台一些利于老年人文化企业融资的政策，从法律上给予支持。在保障体系和措施上，对给

老年人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服务的文化产业提供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等类似促进农业旅游、乡村旅游

发展与古村落保护的政策优惠，提高相关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只关注物质方面

的建设，更要关注精神文化方面的发展。从教育层面入手培养一批优秀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创新

人才。 
2) 提高老年人文化消费水平 
提高老年人文化市场上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供给量，加强市场调研工作，多方渠道了解老年人的喜好，

使市场上的文化产品让老年人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文化市场上一些旅游景点产品质量和价格乱象的

情况坚决取缔，出台相关法律保障消费者权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

老年人的退休金以保障其晚年生活，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促进老年人文化消费。政府应当完善文化消费

的评估体系，将有针对性的服务调研和建立老年人文化需求交流渠道列入政府绩效目标，及时掌握老年

人需求。 
文化消费水平离不开文化始存量这一基本变量，提高老年人文化消费水平离不开教育的作用，优先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建立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方

便老年人就近学习。建立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各类教育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参与老年

教育，推进老年教育资源、课程、师资共享，探索养教结合新模式，为社区、老年教育机构及养老服务

机构等提供支持。积极探索部门、行业企业、高校所举办老年大学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4.2. 社会的相关建议 

1) 加强文化的供给 
首先是企业提高自身文化产业的企业业绩和公信力，社会认同度，一边在市场上取得良好的口碑，

再提高自身文化产业的创新力，对老年人进行进一步的市场调研充分了解老年人的喜好，提供适合老年

人的文化产品。其次是社会各界人士大力开展便利消费进社区，进街道的活动，加强商业网点规划，合

理布局老年人购物场所，老年人专用品商店。 
2) 重视文化人才的利用 
文化人才是文化消费市场的宝贵财富，是企业决胜的基石，企业应当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社区，

街坊等基层应当重视并且招聘基层文化人才。对于社区属于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组织可以有居

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招录，通过“选任”的方式，吸收本社区热心社区事业的人员进入社区队伍也可以鼓

励已退休老人但是有文化组织才能者，作为志愿者来参与，这样既可以优化组织结构还可以减少经费的

支出，因为对于退休老人来说，他们对于工资待遇要求不高，他们的加入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更多的

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实现老有所为。 

4.3. 对老年人及家庭的建议 

1) 改变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社会的日新月异和发展迅速，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但是老年人要想融入

这个时代需要拥有一颗善于学习的心态，对于新鲜事物保持中好奇心，作为这个社会的长者，老年人丰

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社会的宝贵财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老年人依旧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实现自身的价值。 
2) 文化反哺家中老年人 
根据传统的孝道，子女对老年人具有赡养的义务，对于子女应当理解包容老人，在情感上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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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关爱和相互理解。子女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陪伴老年人取各大文化场所，给老年人讲述最近发

生的新鲜有趣的事，填补老年人的知识空白，消除信息不对称，让老年人安详度过一个充实的晚年。 

5. 研究结论 

老年人文化消费市场是一个具有潜力且尚未被完全开发的领域，他充满了挑战同时也有着很多的机

遇，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地努力，去挖掘老年人消费市场的活力。老年人文化消费具有很强

的地域性而且和知识面挂钩，城乡的差距也比较大。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手机不断地更新换代，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这样的新型字眼不断充斥着人们的眼球，科技的发展也赋予了老年人文

化消费新的内涵，但是由于老年人机体的退化，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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